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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韓國在家譜界享有家譜研究最發達的國家，並被視為家譜記錄的緣起國之一。自 12 世紀高麗

皇室血統的第一份手寫記錄到現今的族譜書籍──家譜，韓國人便重視族譜記錄的傳統。儘管

目前在公家與私人圖書館收藏着許多紀錄，但要取得這些記錄並不容易。自 2007 年起位於韓

國仁濟大學內的白麟濟紀念圖書館與猶他州的家族搜尋（FamilySearch)機構合作，已將數以

千計的家譜記錄數位化。仁濟數位族譜圖書館已經架設完成，並允許使用者在線上搜尋自己的

家譜資料。 
 
此論文概略介紹幾種記錄的類別，其出版的過程，以及歷史的進程；同時也檢視韓國仁濟數位

族譜圖書館成立的過程，以及所提供的服務。  
 
關鍵字：韓國，族譜圖書館，家譜，白麟濟紀念圖書館，家族搜尋（FamilySearch) 

 

1 韓國族譜歷史 

王代宗錄為韓國史上已知的首份族譜資料，記載着高麗皇室家族世系，於毅宗 (1146-

1170)時期由金寬毅所著。 

 
在朝鮮時代許多貴族私下都保有其家族紀錄，但現今所知的第一份有系統的記錄之族

譜為 1476 年出版的東權氏成化譜。1565 年出版的文化柳氏嘉靖譜,則是韓國早期的記

錄另一著名的例子。  

 

這兩份記錄顯示出家庭成員不分性別地依照其出生次序列出，也就是說女兒的後代如

同父系制度的後裔一樣記錄下來，並沒有世代的限制。然而在 17 世紀有了重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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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兒子，不論出生別，一律列在女兒之前，如此顯示出儒家重視父系制度的觀

念成了依循的準則。所有這些記錄都是以漢字出版。 

現今部分韓國族譜記錄以韓文發行，而已婚女性的名字亦保留在記錄當中。  

族譜記錄不只是追溯個人根源不可或缺的出處，同時也是韓國文化與歷史上重要的元

素。 

 

韓國族譜記錄分類如下： 

1) 家譜：依據起源地包含該宗族的歷史及後裔的紀錄 

2) 大同譜：來自不同起源地的幾個宗族的合併記錄 

3) 世譜：一個宗族合併至少兩個世系的記錄 

4) 派譜: 包含從始祖開始的一個世系紀錄 

5) 家世譜：追溯到家譜編撰者的直系祖先之紀錄 

 

通常各個宗族內家系的成員會組成一個委員會，以便出版族譜記錄。今日在南韓，數

以千計的家系深信他們皆源自於一位共同始祖，他們組成了一個名為大宗會的聯合家

系。這些組織當中大多數皆在南韓的首都首爾設立總部，並在各道有其數以百計的分

會。這些聯合的家系出版其族譜或大同譜。這些家系每隔 20 至 30 年就會列出在其中

的數十萬成員。 

2 金海，韓國古老的宗族發源地 

一個宗族的成員擁有相同姓氏以及相同的發源地。擁有共同姓氏以及發源地表示他們

是同一位祖先的後裔。「金」，為韓國最常見的姓氏。約有 10%姓金的韓國人擁有同

一位祖先，即首露王，伽耶的第一位國王。西元二世紀初期，首露王在位於朝鮮半島

南端的金海建立了自己的王國。相傳他娶了印度阿約提亞的公主。 
 
馬文‧賽奇和我在 2007 年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韓國大會相識。他是家譜與地方

歷史(GENLOC)主席，同時也是猶他州家族搜尋(FamilySearch)亞洲小組經理。我當時

是韓國仁濟大學白麟濟紀念圖書館的館長。我們談論到我所任職的大學和圖書館所在

的金海市。他對於金海為史上金氏宗族起源地深感興趣。我們因而決定促成家族搜尋

(FamilySearch)與仁濟大學圖書館的合作。 

 
從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大會回來後，便組成了一個專案小組，展開了在仁濟大

學白麟濟紀念圖書館的研究與建立數位族譜計劃。我們調查了在韓國的族譜圖書館和

族譜室。儘管有些記錄的原稿已經由成均館大學圖書館和大邱頭流圖書館數位化，並

可在線上取得，現今尚未有組織持續建構、提供原始文件資料庫。 

3 計劃進展 

3.1  與家族搜尋（FamilySearch)的協議 

自 2007 年 9 月開始的數位族譜圖書館計劃。目標：(1)鼓勵人們找出所屬親族。(2)培

養自我意識。(3) 促進家庭尊嚴。(4)推廣研習和研究活動。(5) 促使資料可供所有世

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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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與家族搜尋(FamilySearch)人員於 2007 年 10 月 29 日會面。截至 2008 年 3

月 31日，我們同意以下協議： 
(1) 針對數位影像工作，家族搜尋(FamilySearch)會提供數位化所需器材和人員，以及

用具資源。白麟濟紀念圖書館提供適當合理的文件使用權，以及提供足夠且合適的空

間以便器材安裝和操作。 

(2) 家族搜尋(FamilySearch)會用自己的經費來評估數位錄製的品質並確認其品質是否

符合家族搜尋(FamilySearch)現有的標準。 
(3) 未經仁濟大學白麟濟紀念圖書館書面同意，家族搜尋(FamilySearch)無法將經由上

述機構取得的數位錄製副本販售給非營利組織，。  
(4) 家族搜尋(FamilySearch)會提供仁濟大學圖書館一份免費的數位錄製副本。 

(5) 此外，自由閱覽家族搜尋(FamilySearch)自 100多個國家收集到的族譜相關文件是 

有可能的。 
 
3.2  建立數位族譜圖書館 

專案小組會先收集宗祠設在金海的姓氏，金海為前高麗國的首都。族譜文件託管或捐

贈的正式申請書會送至金海鄉校以及各個宗親會。我們亦會透過古籍書店購買文件。 

我們於 2010 年 8 月啓用數位族譜圖書館，網址為http://genealogy.inje.ac.kr/。使用者可

自由使用開放的資料。本網站提供有關族譜的意義與重要性的簡介、族譜的種類、用

語，及如何讀取紀錄。同時，也提供線上目錄及 questionpoint的使用。 
 

 

 
<族譜紀錄的電子書是依照姓氏分類> 

 
 
為了因應不斷增加的館藏，白麟濟紀念圖書館五樓的閱覽室也在 2010年 8月開放。 

 
2011 年 8 月，我們開始與其他圖書館合作擴充數位資源。我們與金海公共圖書館簽下

館際服務合約，並已向金海圖書館借出了 340多份記錄，並將這些記錄數位化。 

  
仁濟數位族譜圖書館目前收錄有 3,000 份族譜，包括 852 本家譜、691 本大同譜、995

本世譜、309 本派譜和 12 本家世譜。其中兩千多冊記錄已數位化並轉成電子書。使用

者能夠在螢幕上翻閱紀錄並以高畫質進行影像放大或縮小。 

http://genealogy.inje.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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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族譜教育課程 

 
自 2008 年起，仁濟大學白麟濟紀念圖書館便開始推廣族譜課程，鼓勵本地的民眾和

學生透過族譜教育和文化課程來瞭解家庭的價值。 

 
每年夏天孩童會學習族譜課程。這些課程幫助孩童瞭解族譜的重要性與價值。藉此讓

孩童對其根源及民族歷史感到自豪，同時也藉由強化傳統禮節來樹立品格。 

 
我們也會派講師到金海的各個中小學。他們會教導族譜的重要性、歷史、種類、檢視

族譜的方法以及確認親等的方式。在校區，我們會有一系列為成年人而舉辦的有關族

譜和禮儀的演講以及其他文化活動與展覽。 

 

密陽朴氏為韓國最大的宗族之一。他們的展覽於 2009 年 11 月 25 日至 2009 年 12 月 9

日舉行，此展讓民眾有機會透過族譜免費地接觸到具高品質歷史與文化的手工藝品。 

 
 

 
<參與夏季族譜課程的孩童，課後製作自己的族譜> 

 

4 未來的計劃 

白麟濟紀念圖書館對於擴充為族譜記錄用的數位資源所做的一切引以為傲。儘管建立

數位族譜圖書館並不如預期的容易，而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我們相信只要能

夠將以下的目標銘記在心，我們可以完成這項艱難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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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為韓國一流的族譜貯藏庫 

  ──持續不斷收集族譜資料 

  ──為擴充與出版電子書取得更多文件 

 

2)設立文化教育課程以供瞭解族譜資料 

──製作並發行各樣的教材 
──舉辦展覽、講習會、實地考察以及其他活動來幫助大眾認識族譜並對族譜感興趣 

 

3)成立一個經由族譜連結而成的社群 

──成立社群以便讓世人能夠溝通和進行資訊交流  

 

4)對族譜研究提供貢獻 

──提供資料與協助讓人們找到自己的祖先根源 

──成為一個具有優質族譜資料之公認的基金會 

──表揚並獎勵傑出的家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