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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姓氏将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中华姓氏辞海》目前已整理 2万余姓氏

中华姓氏申遗工作即

将全面启动

11 月 8 日下午，记者从首
届中华姓氏申遗大会举办方

获悉，中华姓氏申遗工作将全
面启动。

据悉，世界记忆遗产是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的文献

保护项目。 该项目侧重于文献
记录，包括博物馆、档案馆、图
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保存的

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 手稿、
口述历史的记录以及古籍善

本等。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

原会长、中华姓氏申遗大会主
席游嘉瑞称，中华姓氏是中国
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

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
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

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完全符
合“世界记忆遗产”要求。

记者从首届中华姓氏申

遗大会的举办方之一、福建省
开闽姓氏文化研究院获悉，将
要申遗的内容主要是“中华姓
氏的概念”， 姓氏专家们将把
中华姓氏的 “来龙去脉 ”整理
成记忆资料的文本。 待最终整

理工作完成、条件成熟时，将申
请世界记忆遗产。

“福建研究姓氏文化的氛
围很浓厚， 而且祖籍地是福建
的海外华侨和华人很多， 所以
由福建来承办申遗活动， 有更
加特殊的意义。”福建省开闽姓
氏文化研究院院长傅德露对记

者说。
据介绍，2020 年，第 44 届

世界遗产大会将在福建福州举

办。 而此次中华姓氏申遗大会
是对世界遗产大会的对接，将
推动中华姓氏文化的发展，让
更多人了解中华姓氏文化。

编撰《中华姓氏辞海》
预计 3至 5年完成

在申遗活动中，《中华姓氏
辞海》 将作为姓氏申遗的总资
料文本， 因此它的编撰工程意
义格外重大。

据介绍，《中华姓氏辞海》
中有很多生僻姓。“比如汉族的
‘岳’ 姓， 上下颠倒也成姓，与
‘亚’字同音。 ”傅德露说。

据傅德露介绍， 姓氏专家
们正在统计、 整理 4 万余姓氏
的相关资料， 目前已整理了 2
万余个姓氏。 而这项整理工作

繁琐， 已花费 30 多年的时间。
预计， 专家们将在 3 至 5 年内
将 4 万多个姓氏编撰完成。“基
本上的内容都有了， 最后还要
研探确定。 ”傅德露介绍。

记者了解到 ，主持 《中华
姓氏辞海》编撰工程的专家是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原主

任、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主
任袁义达教授。 在本次中华姓
氏申遗大会中， 袁义达也担任
总顾问。

袁义达称， 中华民族的姓
氏， 能够彰显世界独一无二的
中华姓氏文化。 姓氏作为人类
社会结构中一种标志血缘传

承关系的符号， 与人口普查、
语言学 、历史学 、考古学等有
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人事现代
化科学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 而姓氏学，作为一门传
统古老的学科，其核心是姓氏

和人名， 是血缘寻根的一种重
要文化依据。

通过姓氏寻根、 传承
中华文化

“世界上许多古文化早已
连同创造它们的种族一起销声

匿迹了， 而中国姓氏文化则历
经了四五千年始终延续和发展

着。 姓氏一直是代表中国传统
的宗族观念的主要外在表现形

式， 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
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在
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和国家统

一上曾起到独特的民族凝聚力

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姓氏源流
研究工作意义重大 ， 不言而
喻。 ”袁义达曾介绍。

除了《中华姓氏辞海》编撰
工程以外， 中华姓氏申遗大会
还要打造《姓氏中华》申遗影响
片、中华姓氏文化馆、姓氏寻根

之旅在内的五大品牌工程，提
供人工智能与智慧平台， 为海
外华侨华人提供服务， 帮助他
们通过姓氏寻根。

其中， 中华姓氏文化馆将
在福州建设。 作为海外华侨华
人与青少年的爱国研学教育基

地， 中华姓氏文化馆将举办公
益活动，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

“在中华姓氏申遗的道路
上， 中华姓氏文化作为增强中
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文化纽

带， 对提高海内外中华儿女的
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
激发爱国主义情怀都有着积极

的作用。传承中华姓氏文化，开
展中华姓氏申遗活动不仅是对

先祖敬意的一种表达， 同时也
是传承华夏文明， 弘扬民族精
神和发展世界遗产文化的重要

形式。”中华姓氏申遗大会主席
游嘉瑞称。 （据新华网）

姓氏学，作为一门传统古老的学科，是血缘寻根的一
种重要文化依据。 11 月 7 日，首届中华姓氏申遗大会在福
建福州举办。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
博览会组委会、福建省朱子文化发展促进会和福建省开闽
姓氏文化研究院等共同举办，以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国
精神为主题，开展申请世界记忆遗产的活动。 本次活动由
海内外两百余参会代表参会，将打造包括《姓氏辞海》《姓
氏影像》拍摄工程等五大工程，其中，涵盖所有中华姓氏的
《中华姓氏辞海》正在编撰中，预计 3 至 5 年完成。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