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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家书的定位及分类探析
文／张 丁　Zhang Ding

摘要：本文结合抢救民间家书的实践对家书和民间家书的概念进行了解析，并将民间家书分为八个大类，认为民

间家书是集档案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属性于一体的综合载体，是以家书

实物为征集对象、以家书文化为传承对象、以家书内容和形式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对民间家书进行定位和科学

分类，无论是对家书遗产的抢救与保护，还是对家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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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家书”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词，它伴随

着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1] 特别

是在档案部门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甚至呼吁档案部

门应该牵头抢救家书。[2] 那么，什么是“民间家书”，

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又包含哪些类别？本文拟结合

最近几年抢救民间家书的实践，对此进行探索。

一、对家书及民间家书概念的解析
　　（一）关于家书的概念

　　“家书”一词最早见于西汉，但它不是指书信，

而是指家藏之书。作为书信意义上的“家书”一词，

最早见于三国。[3]（p3）家书作为书信的一种，是私人书

信中最普通的形式。家书一般指家人之间来往的书信，

又称家信、家言、家讯、竹报、家报、寓函等。[4]

　　笔者认为，家书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

的家书是指家人（含亲戚）之间的通信，包括父母与

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祖孙之间、叔伯姑侄之间

的通信，以及与外祖父母、舅父姨母、表兄弟妹之间

的通信；广义的家书是指除了家人、亲戚之间的通信外，

还包括师友之间的通信，具体包括师生之间、同学之间、

同僚之间以及其他朋友之间的通信。从书信的范畴来

看，家书是除了公函和商业信函之外的所有私人之间

通信的总称。也就是说，广义的家书泛指所有私人通信，

狭义的家书只是家人之间的通信。

　　那么，为什么说所有私人通信都能称为家书呢？

我们先来看看私人通信具有哪些特点？

　　第一，私密性。私人通信一般不希望第三者看到，

信中所要表达的信息相对保密，只是通信双方可以知

晓的。《宪法》就赋予了公民具有通信自由的权利以

及私人通信的秘密性原则，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私

自拆阅别人的信件。[5](p69) 这也是国家通过立法对个人

权利的一种保护。

　　第二，情感性。私人通信除了要传递信息外，通

常还要表达一些情感，是通信双方进行情感交流的载

体。那么，不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还是友朋之间，

常常需要表达一定的情感，有的甚至称兄道弟，如同

家人。

　　在书写格式上，师友之间的通信与家人之间的通

信是一致的，从信首的提称语、问候语，到信尾的祝

颂语、落款等，都与家书一样有着严格的规定。而公

函和商业信函的书写格式则要简化得多。

　　因此，我们认为，符合上述特点的私人通信即可

称为家书，也就是说，广义的家书包括所有的私人通信。

“民间家书”的抢救对象就是广义的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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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间家书”的概念和内涵

　　“民间家书”的概念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其存

世地点，是尚没有被各级各类博物馆、档案馆收藏的

家书，即保存在个人手中的家人及亲友之间的通信。

此类家书主要是普通人的家书，也包括一些名人的家

书，由于各种原因散落民间，像我们所征集到的沈钧

儒家书、任鸿隽家书、谢晋元家书、周扬家书等；二

是指家书作者的身份不是社会精英人物，而是广大的

普通民众，他们的家书就是普通人的家书、非名人家书。

　　既然如此，这些来自民间的普通人的家书到底包

涵哪些内容呢？

　　不可否认，民间家书中有很多家长里短的小事。

除此之外，它还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许多家书的

作者都是那个时代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亲历者，他们

的视角往往是一般的史书中所看不到的。因此从平民

史观来看，民间家书就是民间书写的历史。比如晋商

韩荣章写于 1900 年 6 月 30 日的家书，以普通百姓的

视角，记载了北京义和团活动的情况，补充了义和团

运动的有关史实。[6](p79-84)

　　同时，民间家书折射时代景象，见证了社会变迁。

各个时期五彩斑斓的家书，从一个侧面真实记录了当

时的社会状况，为后人全面认识那个时代提供了新的

视角。1989 年 12 月 17 日晋南农民张发戌关于第一次

坐飞机的家书，用略显生涩并不乏幽默的文字写出了

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6]

(p107-114)

　　民间家书还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的

美德。从总体上看，民间家书包涵着亲情、修身、齐家、

礼仪、教化、爱国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其中所反

映的价值观是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许多家

书表现出作者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可以说是一个

反映民意和民间思想的宝库。

　　（三）“民间家书”的相关学科特征

　　从档案学的角度来看，民间家书作为一种信函，

是私人档案的一部分，[7](p15) 或者是家庭档案的一部分，

[8](p9) 也有人把家书称为民间文书的一种。[9] 近几年来，

家庭档案颇受档案部门的重视，许多档案馆开始接收

能够反映中下层社会风貌的个人或家庭档案。但家庭

档案的门类众多，包括日记、文稿、账单、票据、笔记、

信函、照片等，仅就家书一项专门进行征集和深度编

研的，似乎还不多见。

　　从文学角度来看，民间家书是一种文体。古代有

书牍文，近代有书信体，都属于常用的应用文体。与

其他文体不同的是，书信有着明确的读者对象，采用

与人交流的方式叙事、议论和抒情等，文体格式有提

称语、问候语、正文、祝福语、签名落款、日期等。

在各类书信中，家书“往往更能透露出作者的细微思

想和个性”[10](p388)。中外文学史上产生了许多著名的书

信体作品，如诸葛亮的《诫子书》、冰心的《寄小读

者》、孟德思鸠的《波斯人信札》等。有人把民间家

书称为民间语文。[11] 民间语文虽然也是书面语，但与

官方通行的书面语有所不同，在语言表述方面不一定

严格遵守语法、修辞，往往出现简称、略称、方言等，

是在一定范围内广泛使用的口头或书面用语。

　　从历史学角度看，民间家书是一种史料，是一种

尚未被广泛使用的民间史料。由于它是家人亲友之间

的内心表达，因此这种史料的真实性较高，对历史问

题的探究是一种补充，往往能够丰富对某一具体历史

问题的认识。已故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认为，民间家

书写的时候不是为了发表的，讲的是真话，是真实的

历史资料，研究价值较高。名人家书有些并不可靠，“‘民

间家书’名字就起得好。我们要选什么‘名人家书’，

号召力可能就差一点，价值也差一点”[12]。

　　从社会学角度看，民间家书是人类活动的遗迹，

是人际交往的文字见证，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

分。由于它是家庭化的、私人化的，能在较大范围内

还原中下层社会的风貌，进而对婚姻关系、家庭关系、

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师生关系、友朋关系中各个角

色的定位进行研究，从而找出某些个人或群体进行社

会活动的规律。

　　从伦理学角度看，民间家书是一种道德规范，是

家庭成员之间进行情感道德交流的文书，行文有着严

格的礼仪规范。民间家书中的礼仪反映了人们在现实

生活中的行为道德，比如父慈子孝、夫妻恩爱、兄弟

友爱等，可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善恶观，培养人们

优良的道德操守。



66 山西档案

　　从心理学角度看，民间家书是人类进行心理活动

的客观记录，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情绪、情感、动机

及性格特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很多，例如实验法、

观察法、调查法、测验法等。利用家书进行心理学研究，

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当事人心理活动的规律。

　　从传播学角度看，民间家书是一种传播媒介，是

一种定向的信息传播，受众面很小，往往只有一个人

或者家庭成员。书信的基本功能是传递信息，是一种

通讯和传播手段，传播方式有个人对个人的点对点传

播；有个人对集体的点对面传播；有集体对个人的面

对点传播；有集体对集体的面对面传播等。家书作为

一种传播媒介，具有指向明确、互动性强、效果较佳

的特点，千百年来在维系人际传播方面发挥了独特的

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民间家书是集档案学、

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

学科属性于一体的综合载体，是以家书实物为征集对

象、以家书文化为传承对象、以家书内容和形式为研

究对象的新学科。

二、民间家书的分类
　　家书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植根于民间的沃土之中，

其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书信又称尺牍、书札、书牍、

书简、函扎、尺素、信札等，比家书范围更广，内容

也更为丰富。

　　对于书信的分类，前人早有实践。大多是按书信

的内容分类，比如在书信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清代许葭

村的《秋水轩尺牍》收信 229 篇，分为叙候、庆吊、

劝慰、请托、辞谢、索借、允诺、戏谑八大类。龚未

斋的《雪鸿轩尺牍》收信 186 篇，分为议论、邀请、

自述、感谢、颂赞、寄赠、庆贺、叙别、辞却、思望、

介绍、请托、欣羡、慰藉、规劝十五类。[13] 此外，也

有不同人物的书信结集，如《昭代名人尺牍》、《清

代名人书札》等。其中的书信既包括广义的家书，也

包括狭义的家书，但都没有把家书单独进行分类。

　　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把家书作为书信的一个门类

进行研究。冯尔康先生在研究清人尺牍的传记史料价

值时，“把书信区分为谕旨、奏疏、公牍、家书及其

他私人通讯”， 家书是其中的一类。[14](P191) 邹振环先

生则从文献利用的角度，把清代的书札文献分为家书、

友朋书札、论学尺牍、情书、宗教尺牍、女子行简等

9 类，把家书列为第一大类。[4] 此处的家书当然是指狭

义的家书，其他类别中也包含我们所说的广义家书。

　　关于家书的分类，前人的实践则较为简略。比如

对一个人的家书，往往是以通信时间的先后结集，而

不再按内容细分。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李鸿章、李瀚

章兄弟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它收录了曾国藩在

清道光二十年（1840）至同治十年（1871）前后撰写

的致祖父母、父母、叔父母、诸弟、妻子及儿辈的家

书，1879 年传忠书局印行时分为 10 卷，每卷均按年

代先后为序编排。[15] 现代最著名的《傅雷家书》选编

了 1954 年至 1966 年傅雷夫妇给孩子的信 236 通，每

年的信又按时间先后排列。[16]

　　对家书没有细分的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家书没

有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而是被淹没在书信里面。

关于家书的文集以个人的较多，多人的家书集内容重

复的比例较大，编者往往按照人物或时间顺序排列，

不太注重具体的分类问题。[17]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所

收藏的四万余封家书实物，把民间家书初步分成八个

大类。

　　（一）按时间分类

　　可分为古代家书、近代家书、现代家书。

　　其中古代家书又可以分为先秦家书、秦汉家书、

三国两晋南北朝家书、隋唐五代家书、两宋辽夏金家书、

元代家书、明代家书、清代家书。

　　近代家书存世量较多，又可以分为晚清家书、民

国家书。晚清家书又可以分为道光时期家书、咸丰时

期家书、同治时期家书、光绪时期家书、宣统时期家书；

民国家书还可以按年代细分为民国初期家书、二十年

代家书、三十年代家书、四十年代家书。

　　现代家书则包括五十年代家书、六十年代家书、

七十年代家书、八十年代家书、九十年代家书等。

　　在时间大类中还可以把若干特殊历史时期进行单

独分类，如抗战家书、 “文革”家书、改革开放家书等。

　　（二）按内容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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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分为平安家书、教子家书、红色家书、辛亥革

命家书、渡江战役家书、抗美援朝家书、留学家书、

援外家书、春节家书、中秋家书、上山下乡家书、高

考家书、打工家书、抗震救灾家书等。

　　（三）按地域分类

　　可分为两岸家书、海外家书、南洋家书、战地家书、

狱中家书、北京家书、上海家书、江苏家书、山东家书、

山西家书、四川家书、湖北家书、新疆家书等。

　　（四）按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关系分类

　　可分为亲子家书：长辈写给晚辈的信；敬老家书：

晚辈写给长辈的信；手足家书：兄弟姐妹之间的通信；

情书：男女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的通信；同学家书、

同窗家书；师生家书；友朋家书等。

　　（五）按写信人身份分类

　　可分为工人家书、农民家书、军旅家书、华侨家书、

院士家书、教师家书、学子家书、警察家书、记者家书、

徽商家书、晋商家书、知青家书、状元家书、进士家书、

作家家书、诗人家书等。

　　（六）按家庭分类

　　如果一个家庭保存多封家书，可按家庭归类，如

任鸿隽、陈衡哲家书 34 封、衡维屏家书 71 封、张焕

光、陈素秋情书 1700 封、华侨杨杰昌家书 190 封、

知青陈国南家书 418 封、怀玉家书 2000 封、慕兰家

书 1700 封、院士周明镇家书 100 封、张伶九家书 343

封、金慧家书 200 封等。

　　（七）按书写的材质分类

　　可分为金石家书、竹木简家书、丝绸家书、布质

家书、纸质家书（又包括宣纸家书、棉纸家书、竹纸

家书、草纸家书）、折扇家书等。

　　（八）按书信的载体分类

　　可分为书信实物、明信片、信稿、信底、网络家书、

短信家书等。[18]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对民间家书的分类是相对的，

有些内容互有交叉。首先是不同类别之间的家书，内

容多有交叉，比如留学家书，则包括晚清民国、改革

开放等不同时期；五十年代家书中则包括亲子家书、

敬老家书、情书、手足家书、战地家书等。其次，同

一类别之间的家书也有交叉，比如军旅家书中也有战

地家书，海外家书中有许多都是华侨家书。这就是说，

同一封家书在以上分类中可能进入多种类别，有了这

种分类，它就拥有了多个身份标签，在编研和检索中

就比较方便。比如 1926 年陆更夫从北伐前线写给五弟

陆承志的一封家书，[19]（p2-p9）可归类为近代家书、民国

家书、二十年代家书、平安家书、红色家书、军旅家书、

战地家书、手足家书、纸质家书等，它就拥有了至少

9 个身份标签。只要标注清楚，从任何一个标签进入，

都能检索到它。特别是在家书的电子档案库中，这种

分类十分重要。

　　随着抢救民间家书活动的不断深入，在家书档案

库逐渐丰富的基础上，对家书的分类将更加细化和具

体。比如有一定数量的反映北平和平解放的家书，即

可形成北平解放家书；有一定数量的反映 1958 年“大

跃进”运动的家书，即可形成“大跃进”家书，等等。

这将直接有助于家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三、对民间家书进行定位及分类的意义
　　由于民间家书的跨学科特征，其中有些内涵比如

文学、传播、集邮等被相关学科所借用，对它的理解

往往是片面的。而作为一种整体文化现象，家书长期

以来被淹没在民间文化的海洋中。甚至连民间家书的

保存者和作者也不清楚它的价值，以至于许多有价值

的民间家书被保存者随手处理掉了，非常可惜。因此

对家书进行科学分类，无论是对家书遗产的抢救与保

护，还是对家书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一）对民间家书进行科学定位和分类，有助于提

升人们对这一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 , 增强保护民间家书

的自觉性。

　　长期以来民间家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

2005 年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启动之前，不仅没有机构或

个人专项收藏民间家书，而且也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

整体文化概念进行研究。这样一来，浩如烟海的民间

家书实物或者被随手丢弃，或者被秘藏在一个一个的

家庭，不见天日，多数的家书随着主人的平凡人生而

变得默默无闻，最终不得不遭受被损毁的厄运。

　　在抢救民间家书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接到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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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我是普通老百姓，我的家书写的都是家

长里短，有价值吗？”这时我们会果断地回答他：“您

的家书有价值！我们主要收集的就是普通百姓的家

书。”以此来打消他的疑虑，因为在我们的眼中，每

一封家书都是文化遗产。特别是每一封家书经过以上

的定位和分类，都会拥有它自己的身份标签，在整个

中国民间家书档案库中都能找到它的位置。

　　如果孤零零地看一封普通的民间家书，可能它没

有太多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可是把中国的民间家书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作为一个承载着诸多学科知识的

综合文化载体来看，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海洋，其综合

文化价值之大简直不可想象！如果现在我们觉得一封

普通的民间家书司空见惯，没有什么稀奇的，可是当

我们看到它身上的诸多分类标签时，就不会再小视它。

当然，用发展的眼光，再过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

当科技发展使人们确实已经远离书信的时候，这封家

书可能就会成为一件传世的文物，到那个时候要看家

书就不得不到博物馆里了。

　　与“名人家书”不同，民间家书是不能用钱来购

买的。因为它们的持有者绝大多数是家书收信人或其

后代，他们珍藏这些家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卖钱、投资

或待价而沽，而是对家人的怀念，是一种家风和家族

精神的传承。这种情感关系比金钱关系更难割舍，因此，

对民间家书的收集不能采用收购的方式，只能采用捐

赠的方式。为此，我们把“民间家书”上升到国家文

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认为它是集物质遗产和非物质

遗产于一身的特殊文化遗产，[20] 呼吁大家都来保护它。

　　（二）对民间家书进行科学定位和分类，有助于对

民间家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辑、出版，使民间家书更

好地服务社会。

　　对民间家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出版，不仅可以扩

大家书文化的传播，而且可以为家书研究者提供素材。

　　从内容上来说，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所征集的家书

时间跨度从清代至今数百年，主要反映了近两三个世

纪以来的国事、家事和社情民意，内容极为丰富，涉

及徽商晋商、民国万象、抗战烽火、民族工商业改造、

农村改革、出国留学、爱国华侨、两岸交往、军旅岁月、

知青年代、经典情书等各个方面。在对民间家书进行

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可以把每类家书直接筛选出版，

如亲子家书、敬老家书、爱情家书、军旅家书、红色

家书、两岸家书、华侨家书、手足家书、知青家书等。

　　也可以选择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成系列的家书，进

行编辑出版。个人家书的选取标准是有一定历史跨度，

有一定通信连续性，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

较强的可读性、艺术性、普世性和留存性。目前可做

的选题有：《民国衡维屏家书》、《战地情书》、《黄

埔女兵家书》、《张焕光、陈素秋情书》、《杨杰昌

华侨家书》、《陈国南知青家书》、《怀玉家书》、《慕

兰家书》、《徽商家书》、《周明镇院士家书》、《金

慧家书》等。

　　还可以根据家书创作一批长篇小说或纪实文学作

品。如上海的家书捐赠者朱锦翔女士结合自身经历创

作了长篇自传体小说《魂系蓝天》；张孝民先生根据

抗战时期上海小学教员姚稚鲁的家书创作了小说《逃

亡》；新疆兵团退休教师曹有纲先生根据自己的家书

撰写了长达 20 万字的回忆录；北京的陈长年先生根据

家书撰写了个人史《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等。这类

作品是根据家书创作的小说、纪实文学或回忆录，故

事曲折感人，可读性较强。

　　（三）对民间家书进行科学定位和分类，有助于对

民间家书的综合文化价值进行研究。

　　明确了民间家书的内涵和外延，我们可以对民间

家书进行系统的研究。从文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

伦理、心理、书法、美学、集邮等学科角度，均可以

对家书开展研究。比如，可以从民间语文的角度探讨

民间家书的价值；可以从史学角度探讨民间家书对历

史大事的补充；可以从伦理学角度探索民间家书对公

共道德的影响；可以从艺术角度研究民间家书中的书

法特点。

　　结合民间家书的分类，我们可以从抗战家书中研

究这场战争中国必胜的原因；可以从“文革”家书研

究极左思潮对人的心灵的扭曲；可以结合建国以来各

时期情书的不同特点看当代青年择偶观念的变化；可

以从历代教子家书中总结出中国民间的教子之道；也

可以从战地家书中探究军人的内心世界。结合改革开

放时期的家书，我们可以研究高考招生制度的变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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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观念的影响；可以从民间视角研究新时期

人们思想解放的历程；可以从家书研究军民、军地关

系的变化；也可以从家书研究国家反腐败战略的民意

基础，等等。

　　关于民间家书的研究，范围很广，拟结合相关学

科进行交叉研究。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和书法

方面，现在应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

各个层面，重新认识家书的综合文化价值。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民间家书的定

位及分类研究”的成果，项目批准号：10XN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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