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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徽州家谱编修特色探究 
——以《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为中心 

姚硕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著作，有着自己的一套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

索编修者在家谱编纂过程中对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可以看出清代徽州家谱在体例继承与创新、

编修材料考证与甄选、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家谱功能宣扬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绩溪城西周氏

宗谱》的编修秉承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与

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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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号称“文献之邦”，徽州家谱是徽州文献中

的瑰宝，一向以数量大、价值高闻名于世
[1]
。现存馆

藏徽州族谱约有 2000 余种，绝大多数是明清民国时

期所纂修
[2]
。徽州家谱数以千计，善本众多，其原因

是多方面的，其中家谱自身编修理论的不断发展无

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3]
。本文以《绩溪城西周氏宗谱》

（以下简称《宗谱》）为中心，对清代徽州家谱的编

修理论与内容的发展进行分析。该谱编修队伍庞大、

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史料翔实，其编修秉承了前

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理论与特点，不仅重视家谱体例

的继承与创新，而且注重编修材料的考证与甄选，

文献体裁多样，辑录的内容十分丰富，对家谱在维

护宗族秩序建设中的“敬祖、收族、睦族”功能进

行了宣扬。《宗谱》以古徽州绩溪城西周坑为视点，

勾勒出明清时期徽州乡土社会的原貌与变迁。 

一、《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及其内容 

据《宗谱》载，绩溪周氏始于周垚，其先世由

庐江迁徙饶州鄱阳。唐僖宗中和年间，周垚由歙州

司马推荐升为刺史，任期届满正值黄巢起义，为避

兵乱迁居绩溪虎头山，为绩溪周氏一世祖，后裔繁

衍，遂名始迁地曰周坑。周垚生三子，“长公讳固，

徙旌及歙之小路口，次子讳国，仍居周坑，三公讳

囦，徙邑东北乡之竹里”
[4]卷首《明胡序》

，始分三支，“转

徙杂寓，赫奕于宣歙之间，今皆为望族”
[5]卷首《明禺序》

。

次子周国一支，递传至十六世“周世杰，田连阡陌，

粟帛陈因，委的殷富，堪充富户”
[6]卷首《世杰公帖文》

，“世

杰，一讳道童，字士英，号勿斋，生至元庚辰（1340）

八月初六日亥时，殁明永乐乙酉（1405）五月初五

亥时，享年六十有六，懿行载县志，娶歙邑坦头汪

氏……子五，德善，德茂，德文，德祥，德浩”
[7]卷

一《统宗世系图》
。五子支脉繁衍，人丁兴旺，子嗣绵绵，仕

宦显达，明嘉靖年间五支合建宗祠敬爱堂，乾隆三

十四年至四十一年又重新修葺。该谱即敬爱堂宗下

五支世系宗谱
[8]
。 

据《宗谱》载，绩溪周氏宗谱“一修于（宋）

郡学生守座公，再修于渊浙西宣慰杰公，又再修于

国朝国子生敦公”
[9]卷首《明胡序》

，嘉靖辛丑年“周子仲

弘作周氏谱成”
[10]卷首《明胡序》

，“万历甲申年旌邑裔孙周

希旦编辑统宗世谱，康熙丙申年周栻编修宗谱”
[11]卷

末《历代修谱人名》
，此为七修，距上次编修宗谱已历时一百

八十余年，“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已是清

初以来的修谱惯例
[12]

，“旧谱失传久矣，久失其传则

昭穆不明，恐后风俗陋薄，有伤族义”
[13]卷首《元杰序》

，

故“光绪戊戌年阖族重修城西宗谱，至乙巳年告竣”
[14]卷末《历代修谱人名》

，历时八年，可见该谱编纂功夫之深。 

《宗谱》内容极其全面，据卷之首《梁安城西

周氏宗谱目录》载，卷首载光绪三十一年徽州府教

授周赟序文一篇，宗谱目录一篇；历代修谱序；凡

例 32 条；诰勅 13 道；公文 6 则；重建宗祠记 1篇；

刻祠谱记 1 篇；祠图 2 幅，一幅为濂溪书院图，一

幅为周氏宗祠图附联匾文；绩城周氏十景诗；先人

事迹题名总额一份；春冬祭礼文 1篇；祠规 43 条；

宗支执掌图一幅；卷一载“统宗世系图，国公派一

至派三，长分德善公派一至派五”；卷二载“二分德

茂公派一至派五”；卷三至卷十一载“三分德文公派

一至派五”；卷十二载“四分德祥公派一至派五”；

卷十三至卷十六载“五分德浩公派一至派五”；卷十

七载“传、家传、赞、序、记、行状、墓表、志铭、

对、说、引、后、铭”，其中传记 44 篇，赞文 32 篇，

杂序、叙 10 篇，记 23 篇，行状、述、墓表 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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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对、说等杂文 16 篇；卷十八载“诗”，诗、文

共百余篇之多；卷十九载“履历、诔、祭文、挽诗、

前修祖墓序、禁碑、前修祖茔祭文、修祖墓捐钱名

目、置义冢捐钱名目”，其中祭文 13 篇，寄书 1篇，

履历 1 篇，诔 1 篇，挽诗 10 首，墓序 1 篇，禁止盗

葬和砍伐祖坟林木碑文 1 篇，祖茔修葺祭文 1 篇，

义冢鳞册图形及捐资名录 1 份；卷二十载“墓图、

祠址、祠各户田产、排行”，其中墓图 61 幅，嘉靖

修谱跋文 8 篇，领谱字号 1 份；卷末载“历代修谱

人名、各分领谱人名、绩溪周氏前修族谱跋、新跋、

勘误记”。该谱共 20 卷，首一卷，末一卷，分 21 册。

平均每册约 100 页左右，总计约 2000 页，在徽州谱

牒中是一部鸿篇巨制了。该谱的显著特点是文字比

重较大，记录了历代所修族谱的文字资料，在同时

期的徽州家谱中是比较突出的。谱中保存了大量的

珍贵史料，文献体裁多样，如记载了历代的优秀诗

文、明代政府公文、宗族贤达事迹以及宗祠建设、

宗族祭祀方面的祭文等，这对于研究历史上的徽州

基层社会的生活原貌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该谱中

诸如族规、家训、祠堂、墓葬、辈行、传记、诗文

等大量史料的留存，反映出绩溪城西周氏宗族的源

流、繁衍、迁徙，由此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徽州社

会的变迁历程。 

二、《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特点 

《绩溪城西周氏宗谱》在保存丰富家族史料的

同时，也有自身的编修特点： 

（一）重视体例继承与创新 

王鹤鸣认为，“中国家谱发展到明清时代，已趋

成熟、完善，体例完整，内容丰富”
[15]

，“宋代欧阳

修、苏洵创立的五世图式体例，构成了徽州谱牒的

基本框架，可谓之徽州谱牒之体”
[16]

。据《宗谱》

中《凡例》载：“统宗旧谱图世系，此五世一提，准

欧阳谱例，取五世亲尽之义，尽则复提大书小注，

亦准列史年表及世系今遵之”，“五世再提，分房列

派，由大宗以及小宗首书某公支下某公派，长房系

明，则续提二房，二房系明，则续提三四房，其各

房分支义例亦然旧谱，如是今遵之”
[17]卷首《凡例》

，由此

可见，《宗谱》的纂修严格继承了前代修谱的体例与

编撰方法。《宗谱》虽继承了前代族谱中“书善隐恶”

的传统，但对族人的生平事迹并无夸大其实，如谱

载：“行实前谱不书恶而书善，然书当以实不可浮词

溢美，令亡者有愧地下且受他人唾之”
[18]卷首《凡例》

。又

据该谱载：“图系各人分注自名字而别号，而行实，

而生娶，而殁葬，而子女，此旧谱凡例之序也然分

注，闻有凌乱今厘正之”
[19]卷首《凡例》

。由上可见，《宗

谱》的体例不仅继承了前代谱例，且在其基础上，

有所改进与创新，对前世修谱的“凌乱”进行了“厘

正”。该谱以始迁祖周垚为一世祖，不录周垚以上各

派世系，杜绝了为追源溯始而胡乱攀附的修谱流弊，

世系前有谱图提纲统领，后分五支详细述说，且每

支世系连贯，分则为支谱，合则为宗谱，便于族人

查找检索。 

（二）重视材料考证 

在徽州众多的家谱中，由于受客观上时间跨度

大、年代久远、资料不完整、抄录中以讹传讹、当

朝政治宗教压力、编修者自身知识面不广、文字功

底不够深厚、责任心不强、性格存在偏执等因素影

响，谱与谱之间记载的史实材料常有相互矛盾的地

方，甚至一部谱中，前后记载亦有无法自圆其说之

处。《宗谱》在编修过程中，尤其注重文献资料的考

证，其实证精神在同期徽州家谱中首屈一指。如谱

中辑录的一篇嘉靖二十年（1541）汪仲成为周氏宗

谱所撰写的《绩溪周氏前修族谱叙》载：“故纪自始

祖刺史公始，据其墓也，始祖以上非略也，阙其疑

也；于绩为独详焉，耳目所逮也；迁徙必录，取起

家之始也；亲尽而犹得书者，着其族之所自出也”
[20]

卷首《明汪序》
。又如胡宗周所撰《绩溪周氏前修族谱序》

载：“其较精核实伪，妄不淆见，其智焉世表其德，

所以作孝恶为亲讳，所以作厚笔权惟公，所以示直

锓梓印给，所以示信一举而众善，集诚无愧于家史

矣”
[21]卷首《明胡序》

。由此可见，《宗谱》编修者对于史料

考证的严谨态度，其“有疑必阙”、“精核实伪”的

考证精神与同时期徽州“以讹传讹”的家谱编修者

相比，实在难能可贵。 

（三）重视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 

纂修家谱中的材料选择要有助于国家和宗族，

而且史料记载要详实。这样有选择性的记载一方面

是为了光耀自己宗族，激励族中后人的不断进取；

另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上存在族谱编修的篇幅有限，

不能将族人资料一一详细载入，选取有历史价值的

文献资料及对后世族人有教育意义的宗族贤达事迹

辑录就显得尤为重要。重视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

是该谱编修的一大特色。《宗谱》对于文献资料的甄

选，秉承了“追本溯源，敬祖收族，弘扬祖德，延

续辉煌”的宗旨与目的。该谱中对于政府公文、宗

族贤达事迹、宗祠建设和宗族祭祀方面文献资料的

辑录，充分体现了“贤能典籍，在所必载，所以传

一族之文献也”
[22]卷首《明汪序》

的优良传统。 

1.对政府公文的辑录 

《宗谱》卷之首《公文》篇，保存了明代政府

公文的格式，其中蕴含了大量的史实信息，具有珍

贵的研究价值。如谱中《玉音》一篇，就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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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成祖元年的一篇文告内容，文中详细记载了明

成祖迁都北京后，拣选地方上有一定实力的“殷实

大户”随之迁徙至京都，以充实京都民籍的史实。

绩溪城西周氏因富而成为被拣选的对象，周氏家族

十七世祖周德文因之牵涉其中，最终“以富户敕徙，

卒北京宛平县”
[23]卷一《统宗世系图》

。明成祖拣选殷实富户

迁至京师，充实京师民籍，一方面巩固了当朝政治，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封建政治高压下的世家大族人口

的迁徙流动。 

2.对宗族贤达事迹的辑录 

《宗谱》中除了辑录重要的史实文献外，尤详

于宗族贤达事迹的辑录。如卷之首《题名总额》中

分“义勇、忠、忠义、孝友、尚义、隐逸、文苑、

科贡、生员、仕宦、职官、杂职职衔、耆英、乡善、

节烈、节孝”等条目，详细记载了元明清三朝数百

位周氏宗族贤达的生平事迹，其中对于“义勇、忠

义、孝友、尚义”四个条目中贤达事迹的记载尤为

详细，对明清徽州宗族的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

充分体现了“谱为一家之史”的家谱特征
[24]

。如《忠

义》中载周国栋曰：“一讳懋绩，字子惠，国学生，

性敏笃学，见义勇为，粤匪窜绩，率众守十三都……

贼飞石如雨，奋身击退，杀贼甚多，避难者赖以保

全，后以贼蜂拥而前，寡不能敌，舍身殉义，入忠

义祠”
[25]卷首《忠义》

。《宗谱》中对于宗族贤达事迹的辑

录，一方面为后人保留了珍贵的宗族史料，另一方

面也起到了“尊祖、敬宗、收族、睦族”的作用，

有助于宗族结构的维系。 

3.对于宗祠建设、宗族祭祀文献材料的辑录 

《宗谱》中对于宗祠的建设、宗族的祭祀活动

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如卷之首的“重建宗祠记”、

“刻祠谱记”、“祠图”、“祭礼”、“祠规”等条目中，

详实记录了宗祠的重建、新旧置产的编入、祠堂原

貌的呈现、祭祀活动的仪式以及宗族的典章规范等。

徽州宗族历来重视祠、墓祭祀活动，该谱卷之首《祭

礼》篇完整地记录了祠祭活动的仪式，生动描绘了

具体的祭祀步骤以及祭祀用品陈设等细节问题，这

对于深入认识并还原历史上徽州宗族的祭祀活动具

有重要意义。这些文献的辑录对于研究古徽州宗族

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有关祠堂祭祀的

资料颇为珍贵。 

（四）重视功能宣扬 

家谱是宗族精神的体现，徽州家谱编修的过程

是一种民间文化逐渐形成、成熟的过程，是宗法制

度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顺应了中原名门望族光宗耀

祖的心理。家谱不是正史，却如同正史记载国家兴

衰更新一样，记载着一个家族的起起伏伏，传达着

先祖的信息，延续着血脉香火
[26]

。如卷之首《题名

总额》中通过对宗族贤达“忠义”、“孝友”、“尚义”、

“科贡”等事迹的辑录，目的在于教育族人要秉承

先祖的忠孝精神，传承先祖登科入仕的荣耀。由此

不难看出，《宗谱》中对于祖先事迹的宣传，正是践

行了“明昭穆，别尊卑，追本溯源，敬祖收族，聚

宗睦族”的家谱编修宗旨。重视家谱功能的宣扬，

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余论 

清代的徽州乡土社会在儒家宗法伦理思想的熏

陶下，民间的修谱活动十分活跃，这说明宗法制度

和宗族观念在当时的徽州社会仍有较为牢固的社会

基础。徽州地处耕地贫瘠的山区，许多人常年在外

奔走经商，却仍保留着很强的家族意识，不同地域

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给传统的徽州宗族社会添加了

新的注脚。从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上就可以看

出这种传统与创新的交融。尽管清代徽州家谱在编

修理论、修谱内容、修谱活动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

点，但必须指出的是，它仍在家谱编修的各个方面

充分继承了前代的成果，由此可见，清代的徽州家

谱仍然是宗族社会的产物。深入探究清代徽州家谱

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徽州宗族社会的变

迁与转型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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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teaching reform in general education 
——Take public elective excellent course in Xueyuan Road the Interior Design and Appreciation as 

an example 

LI Xiao-dan, CHEN Zhi-ting, ZHANG Zhan-xiang 
（Institute of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Indoor Design and Appreciation is one of the inter-school public elective excellent courses of 21 
universities “teaching community”in Beijing Xueyuan road area.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we combin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with the experience type teaching and explored a new 
teaching mode which ca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and optimize the teaching in the general education by using 
the modern technology to assist our teaching means and reforming the above course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 
Key words: teaching practice, general education, interior design and appreciation, the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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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 compiling and editing work of Genealogy of 
Huizhou city of Qing Dynasty 

YAO Shuo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Genealogy of Huizhou City recorded the main histories of clans in Huizhou, which had its distinctive 
compiling and editing theory and method. Through analisis of the theory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genealogy compiling and editing,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innovation of stylistic rules and layouts, verification and 
selection of materials, the diversified style of literature compiling and publicity fuction of genealogy have received 
further development. The compiling and editing of Genealogy of Xizhou Family in Jixi City carried on the theory 
and ways of previous generation and made new progress. It is of great signifigance to the study of chang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in Huizhou in Qing Dynasty through analysis of compi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details of 
genealogy of Huizhou City at that time.  
Key words: Genealogy of Huizhou city; stylistic rules and layout; compiling theory; compiling and editing 
characteris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