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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阳索河吴氏族谱看氏族发展特点

（伯美公下 19世孙 吴小艾）

[在 2013 年第五届湖北晒谱节暨谱牒工作研讨会上的论文]

盛世修誌，民富修谱。一部族谱，寄托后人对先人的追思；也为后人寻根问祖提供了指

南。族谱文化的发展，对于继承祖辈传统，发扬先人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重要意义。

“收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聚集地理等

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以汉阳索河吴氏族谱为样本，考察一个氏族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

律，为丰富族谱文化内涵，构建社会的精神文明，提供可靠的参考。

一、索河吴氏简介

中华吴氏历史由来已久。据《百家姓》记载：古代周族领袖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与弟弟

仲雍远奔江南，始建勾吴国，都城无锡梅里。周朝建立后，武王封泰伯三代孙周章为诸侯，

建国号为吴。后吴国被越王勾践灭掉后，其后代为记其耻，遂以国为姓。吴氏自泰伯以下，

世代久远。出现了很多名人。现在吴氏家族，生活在世界各地。所以无锡梅里村，是全世界

吴氏的根。

汉阳索河吴氏，是中华吴氏的一个重要分支。堂号崇本堂。有完备的 80代字派体系。
不仅成为世代延伸的标记，更是氏族传承的家训。族人一般能够记住所在上下 8代左右的字
派。族谱先后经过 8次修谱，房头有序，长幼清晰，脉络分明。据 2007版《索河吴氏族谱》
记载：始迁祖是吴冈祖，为宋朝进士，从无锡梅里出守荆州。呕心沥血，五世三迁，传至大

申公，迁居潜江白袱乡。再传至伯美公，定居汉阳索河，即今天的蔡甸区索河镇索河村。汉

阳索河吴氏奉泰伯第 90代世孙伯美公为始祖。
自一世吴徽（伯美公）1322年开始，其后裔子孙传至今日已有 26代，690余年。到 2007

年，线谱人数男丁为 42105人。现在，索河吴氏人口数以万计，主要分布在荆楚大地，乃至
全国各地。

二、索河吴氏发展特点

1. 世代发展特点
索河吴氏线谱人数统计（2007 年）

单位：人

泰伯世代 伯美世代 字派 线谱人数 备注

90 1 徽 1

91 2 黹（zhi） 2

92 3 宀 4

93 4 世 9

94 5 玉 26

95 6 元 54

96 7 山 86

97 8 可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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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9 汉 227

99 10 之 380

100 11 自 610

101 12 昭 916

102 13 绪 1319

103 14 远 1917

104 15 庆 2591

105 16 长 3393

106 17 贤 4237

107 18 良 5331

108 19 方 6006

109 20 正 6124

110 21 克 5025

111 22 振 3027

112 23 家 1705

113 24 邦 870

114 25 行 273

115 26 修 59

合计 44337 其中女2232

氏族发展规模横向比较

项目名称 堂号 始祖年份 时间 传代 男丁 截止时间

崇阳吴氏 延陵堂 1263 730 30 3325 1993

新洲吴氏 庆余堂 1192 820 30 21582 2012

随州吴氏 德善堂 1340 673 27 24791 2005

索河吴氏 崇本堂 1322 685 26 42105 2007

从上述两表，可以得到:

(1)索河吴氏人丁兴旺。截止2007年，经过685年的发展，从伯美公一人，线谱男丁人数

规模累计发展到42105人。比庆余堂的新洲吴氏多接近一倍。比至崇阳吴氏多11倍。索河吴

氏是发展比较快的。

(2)索河吴氏每代平均时长约26.35年。新洲吴氏则是27.33年。崇阳吴氏是24.33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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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吴氏24.93年。

(3)索河吴氏线谱高峰时正字派，线谱人数达到6124人。

(4)从吴氏族谱总体看，吴氏家族在给孩子取名时，绝大多数都是按预定字派取名的。

这为信息收集、整理、辈分辨认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只是文革以后才开始有些改变。

2. 分支发展特点
索河吴氏人丁兴旺。到 6世元字辈，就发展到 54人，去除 12名止（没有后代），8

名阙（信息资料缺失）余下 34人，现列表如下：

索河吴氏线谱人数分支统计（6-26 代）（2007 年）

单位：人数

按房头支别序号排列 按线谱人数降序排列

支别 6世名称 人数 支别 6世名称 人数

1 吴元礼 150 6 吴元卿 5618

2 吴元福 2052 7 吴元节 4283

3 吴元浩 504 23 吴元夫 3652

4 吴元仁 1288 15 吴元爵 3485

5 吴元阳 464 25 吴元嘉 2980

6 吴元卿 5618 9 吴元亮 2293

7 吴元节 4283 2 吴元福 2052

8 吴元凯 781 12 吴元祯 1753

9 吴元亮 2293 18 吴元化 1630

10 吴元清 132 32 吴元智 1329

11 吴元宪 1274 29 吴元泰 1312

12 吴元祯 1753 4 吴元仁 1288

13 吴元祥 486 11 吴元宪 1274

14 吴元吉 735 33 吴元臣 1150

15 吴元爵 3485 21 吴元仕 996

16 吴元禄 745 28 吴元旺 919

17 吴元伯 355 27 吴元昕 868

18 吴元化 1630 8 吴元凯 781

19 吴元伟 237 16 吴元禄 745

20 吴元信 134 14 吴元吉 735

21 吴元仕 996 22 吴元杰 698

22 吴元杰 698 24 吴元声 511

23 吴元夫 3652 34 吴元贵 509

24 吴元声 511 3 吴元浩 504

25 吴元嘉 2980 13 吴元祥 486

26 吴元亨 432 5 吴元阳 464

27 吴元昕 868 26 吴元亨 432

28 吴元旺 919 17 吴元伯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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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吴元泰 1312 30 吴元铺 355

30 吴元铺 355 19 吴元伟 237

31 吴元照 165 31 吴元照 165

32 吴元智 1329 1 吴元礼 150

33 吴元臣 1150 20 吴元信 134

34 吴元贵 509 10 吴元清 132

合计 44275 合计 44275

从上表，可以得到:

(1)按房头先后时间，并不是越靠前的，就发展的快。排在23位吴元夫分支，人数达3652

人，而排在1位吴元礼分支，只有150人，人数排名倒数第三。

(2)分支之间线谱人数，严重的不平衡。高的序号6的吴元卿分支，达到5618人，而最少

的是序号10的吴元清分支，只有132人，相差41倍多。

(3)上线谱的以男丁为绝大多数，只是近年有些改变。女孩子的家庭希望女孩也能上线

谱。

3. 世代年龄特点
索河吴氏族谱资料众多，但资料不是很系统全面。为此，采取抽样分析的方法。抽样

条件：每分支选一支，在时间序列尽量靠前，连续三代出生年份明确。六世支别序号 1、22
的资料缺失。现列表如下：

索河吴氏世代时间抽样分布（2007年）
单位：出生年份

支别
分支

代表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贤 良 方 正 克 振 家 邦

2 吴正灿 1879 1885 1911 1944 1972 2004

3 吴正明 1934 1957 1981

4 吴正华 1886 1906 1944 1971 2001

5 吴正和 1867 1897 1994 2000

6 吴正祥 1884 1908 1928 1947 1976 2000

7 吴正华 1877 1926 1949 1980 2003

8 吴正大 1842 1864 1899 1924 1948 1975 2000

9 吴正胜 1883 1925 1944 1972 1994

10 吴正德 1853 1873 1908 1933 1955 1981

11 吴正有 1868 1898 1921 1942 1967 1996

12 吴正树 1884 1918 1946 1970 1992

13 吴正社 1871 1899 1923 1954 1982

14 吴正元 1872 1896 1841

15 吴正富 1854 1888 1928 1958 1982

17 吴正银 1880 1901 1933 1951 1979

18 吴正旗 1858 1883 1911 1949 1984

19 吴正文 1880 1909 1940 1970 1996

20 吴正梅 1872 1897 1921 1952 198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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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吴正聘 1874 1905 1925 1952 1991

23 吴正文 1841 1877 1908 1927 1973

24 吴正宽 1883 1904 1930 1957 1984

25 吴正新 1896 1935 1963 1988

26 吴正银 1867 1887 1922 1947 1971 1993

27 吴正鸿 1822 1847 1879 1906 1946

28 吴正想 1855 1881 1914 1936 1968 2006

29 吴正雄 1874 1919 1944 1976 1998

31 吴正彬 1836 1866 1906 1936 1959 2000

32 吴正想 1859 1889 1927 1953 1979 2004

33 吴正道 1849 1879 1903 1928 1945 1967 1990

34 吴正尧 1903 1929 1949 1979 1999

累计 20525 39465 55172 57896 58648 39414 21793 9977

频次 11 21 29 30 30 20 11 5

平均年份 1866 1879 1902 1930 1955 1971 1981 1995

从上表，可以得到:

(1)辈分所处的时间，克字派，抽样概率是1955年之后。是目前的大多数。

(2)同是正字派，年龄相差非常大。比如，上表最早的是1885年出生的吴正灿，最迟的

是1953年出生的吴正想，相差68岁，隔2.5代人。这就是往往70岁的老人喊10岁小孩为爷爷

的缘故，因为小孩辈分高两辈。

(3)同辈年龄相差大的因素比较多。过去一家有几个儿子，老大与老幺就相差大几岁，

乃至十几岁。再加上上辈、下辈弟兄之间年龄的差异，几代一叠加，同辈的年龄差异就更加

扩大了。

(4)家族越大，同辈分年龄的差异就越大。

4. 地域分布特点
索河吴氏迁居，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按解放前后两个阶段，现将迁居情况列表如下：

世索河吴氏迁居频次统计表 （2007年）
单位：支别

序号 区域 频次 6-16世迁移支别 频次 17-26世迁移支别

1 蔡甸 67

1,3,3,3,4,4,4,4,4,4,5,6,6,6,6,6
,8,8,8,10,13,14,15,15,15,15,1
8,18,18,18,18,20,21,22,22,22
,23,23,23,23,23,23,23,23,24,
25,25,25,25,25,25,25,25,25,
26,26,28,28,28,28,29,29,30,3

2,32,32,32,34

16
3,4,6,6,6,6,6,6,7,18,22,

22,22,24,26,32

2 仙桃 28

1,2,2,2,2,6,6,6,6,7,7,7,7,7,11,
11,11,12,17,18,21,21,23,25,2

7,28,28,32
69

2,2,2,2,6,6,6,6,6,6,6,7,7,7,7,
7,7,7,7,7,7,7,7,7,7,7,7,7,7,7,
7,7,7,7,7,7,7,7,7,7,7,7,7,7,11
,11,12,12,15,15,15,17,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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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21,21,22,23,23,23,25,
25,28,28,28,32,34

3 汉川 23

2,2,2,6,6,6,7,8,
9,14,18,18,19,21,21,22,23,23

,25,26,27,28,29
18

2,6,7,7,11,12,14,14,18,21,21
,22,23,23,26,26,28,29

4 汉口 11
3,4,8,14,18,23,23,25,25,31,

34
17

3,6,7,7,9,15,15,18,18,18
,21,21,23,23,25,33,33

5 汉阳 8 6,9,14,16,24,25,27,31 15
6,6,7,12,23,23,23,23,23,23,2

3,26,29,29,33

6 武昌 3 29,32 11 2,7，7,7,7,7,7,7,9,15,25

7 应城 2 9,33 2 9,18

8 京山 1 15， 7 7，7,12,15,15,15,29

9 钟祥 1 15， 1 15

10 洪湖 1 6，25 12 6,7,7,7,7,7,7,7,7,7,22,25
11 长阳 1 15， 1 11

12 监利 1 6， 4 2,6,12,15

13 孝感 1 25

14 江陵 4 2,7,7,28

15 沙市 11 6,6,6,7,15,24,25,25,25,25,25

16 公安 3 6，6,33

17 黄陂 6 25,27,32

18 天门 2 6,7

19 嘉鱼 1 7

20 潜江 13
7,7,7,7,12,12,15,25,25,25,25
,25,25

21 浠水 1 7，

22 石首 1 23

23 宜昌 4 8,12,15,33

24 云梦 2 9,15

25 当阳 2 25,25

26 应山 1 29

27 咸宁 1 34 0

28 不详 37

6,6,6,6,8,15,15,15,18,18,18,
18,21,21,22,23,23,24,25,25,
25,25,25,25,25,25,26,26,28,
29,29,29,29,32, 32, 32,32

29 安徽 2 2，6， 4 6，6,33,33

30 江西 1 21

31 南京 1 23

32 湖南 1 2

33 山西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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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福建 1 34 0

35 四川 3 14,14,14 2 2,15

36 湖南 6 12,12,18,23,23,23
37 陕西 3 12，,29,29

38 河南 1 15 3 12，25,28

39 云南 3 14,14,14 6 ,6

40 贵州 1 7

41 美国 1 23

158 291

从上表，可以得到:

(1)以蔡甸的索河镇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的趋势明显。

(2)迁居半径不断扩大。过去是以汉江和长江水路为主。改革开放后，迁居的半径不断

扩大。由湖北省内向外省扩展。除了水路，更多的是借助公路、铁路、飞机。目前，不仅全

国各地几乎都有索河吴氏，而且，漂洋过海，国外也有索河吴氏的身影。

(3)扩展路径增加：过去主要通过当兵、考学、谋生三种途径外迁。现在扩展路径比较

多：如学习、生活、工作、经商，等等。

(4)迁居频次加快。1947年前迁居频次158次，1948-2007年是291次。

5. 信息采集特点

索河吴氏线谱人数分支统计（2007 年）

单位：人数

支别

序号

6世

分支

线谱

人数

其 中
备注

女 止 阙

1 吴元礼 150 0 14 12

2 吴元福 2052 85 49 21

3 吴元浩 504 4 49 14

4 吴元仁 1288 46 144 31

5 吴元阳 464 34 55 4

6 吴元卿 5618 330 378 191

7 吴元节 4283 31 210 48

8 吴元凯 781 45 57 32

9 吴元亮 2293 84 118 61

10 吴元清 132 15 7 9

11 吴元宪 1274 79 81 13

12 吴元祯 1753 110 113 13

13 吴元祥 486 25 32 19

14 吴元吉 735 33 55 7

15 吴元爵 3485 194 178 55

16 吴元禄 745 0 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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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吴元伯 355 0 25 47

18 吴元化 1630 57 213 37

19 吴元伟 237 16 22 26

20 吴元信 134 25 3 2

21 吴元仕 996 109 39 38

22 吴元杰 698 33 31 7

23 吴元夫 3652 287 171 101

24 吴元声 511 25 31 30

25 吴元嘉 2980 196 222 130

26 吴元亨 432 10 52 10

27 吴元昕 868 40 63 11

28 吴元旺 919 85 89 18

29 吴元泰 1312 2 181 3

30 吴元铺 355 0 8 1

31 吴元照 165 14 3 1

32 吴元智 1329 66 109 18

33 吴元臣 1150 102 70 6

34 吴元贵 509 50 23 26

合计 44275 2232 2976 1042

索河吴氏线谱信息资料缺失按字派抽样统计

单位：人数

世代 字派 元卿 元节 元夫 元嘉 合计

10 之 5 0 3 3 11

11 自 33 0 2 17 52

12 昭 19 2 14 16 51

13 绪 18 5 16 17 56

14 远 18 4 10 14 46

15 庆 26 11 19 34 90

16 长 40 20 19 10 89

17 贤 25 4 5 8 42

18 良 4 0 6 5 15

19 方 3 0 5 1 9

20 正 0 0 2 2 4

21 克 0 0 0 3 3

22 邦 0 0 0 0 0

合计 191 46 101 130

从上述两表，可以得到:

(1)止的信息：合计有2976人。说明这些人信息是明确的，指没有男丁后代，或者男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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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病亡。

(2)阙的信息：1042 人。阙的含义是信息资料缺失。有的是迁出失去联系，有的是外出

未归，有的是当时政治原因不便联系，等等。

(3)吴氏族谱，在近1-2代，谱上开始出现女孩上线谱的现象。上谱人数为2232人。

(4)家谱信息采集，总有阙（信息缺失）的现象。主要分布在 11-16 代，相应时间在

1700-1945 间。即清朝中后期至中华民国。但新中国以后，特别是近 30 年，这种情况基本

越来越少了。

三、索河吴氏发展的启示

1. 氏族的健康发展，需要安居乐业的环境条件。
从索河吴氏近 700年的发展告诉我们：只要能够安居乐业，氏族的发展就快，就好。战

争、自然灾害、人祸（如政治运动等），是氏族发展的克星。战争期间，抓壮丁，有去无回，

是导致人口急剧下降的直接极端事例。作为普通老百姓，作为千千万万个氏族成员，心中的

梦想就是能够“安居乐业”。

2. 氏族的健康发展，需要族人的不断培植正能量。
任何氏族的发展，只有继承先人优良传统，不断及时改进和完善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培

植正能量，才可能走出困境，开创新天地。索河吴氏发展到 6世时，已经有 54人。这些人
如果都在索河村发展，发展空间自然受到限制。怎么办？以元卿公、元节公、元夫公、元爵

公、元嘉公等为首，倡导走出去，先后在仙桃、汉川等地，经过 2-3辈他的艰苦努力，终于
在当地站稳脚根，为索河吴氏创造了发展空间和机会。又比如先祖高瞻远瞩，创造有完备的

80代字辈体系供后人采用。这是正能量的又一种方式体现。
3. 氏族的健康发展，需要宗亲间的相互扶助。
在文革期间，执行极左路线，夫妻反目的内斗现象也在宗亲之间上映。导致家族矛盾增

加，内耗加大。既伤宗亲感情、又伤身体、还有消耗并不富有的财产。这是负面案例。也有

一家有难，众宗亲八方支援的氏族精神和典型：元节公后裔，有一个叫吴方森的，仙桃打字

号人。他的父亲在他不到 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母亲不改嫁，一手把他抚养大。在解
放前孤儿寡母要生存，是相当难的。他们能够度过难关，是众宗亲帮助的结果。方森公知恩

报恩。发奋自学成才，受到领导和同事好评，60年代被推荐到荆州农校学习，后被调到仙
桃农业局工作，因为工作表现突出，70年代、80年代，作为中国农业援外专家，两次被派
到刚果指导农业技术生产。回国后提升为仙桃市农业局副局长。在搞好工作的同时，吴氏宗

亲有什么疑难问题找他，他都热心出面，尽量协调协商解决。如配合派出所，妥善处理宗亲

吴丹阳与昌姓纠纷等。

4. 氏族的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宗亲间的信息交流与族务管理。
近来，参加了一些氏族家谱联谊活动，看了一些不同堂号的族谱，有的谱做的非常好，

有的宗祠非常气派，有的联谊活动非常有特色。但都缺少联系方式。我认为最基本的工作就

是要把当事人的联系方式建立起来，不断更新。并有乐于奉献的人，经常开展活动，交流信

息，取长补短，开展合作。还要建立族务管理机制，避免无人理事被动局面。

5. 对修谱几点建议：出书形式和内容，尽量符合当前趋势。断句、横排、顺翻，应成
为共同标准。多用表格表达内容，达到简洁直观。注重族谱数字信息的生产与保存，为后人

修谱、查询、研究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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