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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家谱编修特点及其徽商特征探究

以《西关章氏族谱》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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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徽州家谱的编纂理论与方法，探索了《西关章氏族谱》对于老谱中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的辑

录，研究了该谱的编修特点以及该谱《家传》中对于绩溪商人事迹的记载，折射出徽商“贾而好儒”、“贾而好游”

的儒雅情趣。认为《西关章氏族谱》以 古 徽 州 绩 溪 县 城 的“西 关”为 视 点，勾 勒 出 晚 清 民 国 时 期 徽 州 乡 土 社 会

的原貌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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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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００余 种，绝 大 多 数 是 明

清民国时期所纂修［２］。在徽州家 谱 群 中，有 一 部

编修队伍庞大、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史料翔实的

族谱 《西关章氏族谱》（以下简称《族谱》）收藏

于安徽省图书馆、绩溪县档案馆及绩溪民间收藏

人手中，值得重视。特别是该谱《家传》中对绩溪

商人事迹的记载，更是折射出徽商“贾而好儒”“贾
而好游”的儒雅情趣。该谱以古徽州绩溪县城的

“西关”为视点，勾勒出晚清民国时期徽州乡土社

会的原貌与变迁。为便于学界进一步认知该谱，
本文拟就其内容和特征方面略作如下探讨。

一、《西关章氏族谱》的编修及其内容

绩溪县城“西关章”是绩溪“瀛洲章”的分支。

瀛洲始迁 祖 章 运 生 一 子：瑕。瑕 生 三 子：诜、庆、
授。现“瀛洲章”、“湖 村 章”均 属 庆 公 一 脉。授 公

移居县城，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西关章”逐步

成为绩溪章姓的重要一支，“西山”周边也成为章

姓人聚族而居的地方。从《族谱》中收录程通的一

篇《明洪武谱程序》中可知：“自运公迁绩之瀛川昼

锦堂 从 而 顺 数 之，以 至 于 七 公 居 县 西，荣 甫 居 西

关，明卿醇朴自守，子贤诗书启后，绳绳继继，又凡

几世矣。”［３］（旧 序 二）文 后 按 语 曰：“寨 口 谱 授 公 始 居

寨口仁寿坊下，据此序，则始居县西者乃七公。意

者，县西之居，授公规画之，旋反于瀛川，至七公，

爰始定居。”［３］（旧 序 三）由此可知，荣甫公乃是西关章

姓始迁祖，于 元 泰 定 元 年 甲 子（１３２４年）迁 邑 西

西关。
道光二十九年由太学生章维烈等纂修的《西

关章氏族谱》即反映章氏家族上述变迁史。该谱

设“职名”一篇，详细记录了参与纂修此谱人员的

职务和名字。修谱主修６人、倡修２６人、督修３０
人、编辑１人（章维烈）、同辑３人、分辑３８人、志

疑１人、校勘１３人、采访１４人、总理４人、协理８
人、督刻１２人、缮录１２人、参阅“阖族绅耆”。其

中兼职的有６人，分别是“分辑”兼“劝捐”的章之

醇，“采访”兼“劝捐”、“催征”的章必枝，“总理”兼

“收掌”、“劝捐”的章式彬，“总理”兼“采访”的章正

言、“协理”兼“劝捐”的章式彪及“督刻”兼“催征”
的章正基。从中不难看出，该谱纂修队伍庞大，也
反映了该族编修家谱机制成熟。

该谱内容极其全面。按谱中“绩溪西 关 章 氏

续修族谱总目”记载，有谱序、旧序附、凡例、旧例、
辈行、谱辩附、总目、职名；卷首上：天章、家训、宗



训；卷首下：得 姓 述、分 族 述、外 纪；卷 一（上、中、
下）至卷二 十 三 均 为 家 族 世 系 表；卷 二 十 四 为 家

传、人物表；卷二十五至卷三十三均为“幽光录”，
内有：正史传、杂史传、传、墓志铭、墓表、行状、诔、
祭文、赞、碑、记、铭等；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九均为

“著作 考”，内 有：书 目、奏 疏、传、四 言 诗、五 言 古

诗、七言古诗、咏古诗、五言律诗、六言律诗、七言

绝句、残诗附、词等；卷四十为墓图、领谱字号、后

序。“幽光录”与“著 作 考”中 有 些 小 条 目 看 似 重

复，经笔者仔细审阅，发现并无任何重复之处，可

见该谱内容记载史料之详细。
该谱共有４０卷，２０册。平 均 每 册 约１００页

左右，总计约２　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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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谱文字部分有８册，谱系

部分１２册，文字比重占到全谱的百分之四十，保

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如记载了当时的一些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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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出绩溪西关章氏家族的源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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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关章氏族谱》的编修特点

《西关章 氏 族 谱》在 保 存 丰 富 家 族 史 料 的 同

时，也有自身的编修特点：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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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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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欧阳修和苏

洵开创的五世图式体例，对后世的修谱行为产生

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徽州绩溪家谱中表现的尤

为突出。此后，徽州地区的家谱编修大多遵照前

代谱例，同时在前代谱例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

该谱开篇《绩溪章氏西山续修族谱序》载：“欧阳公

修新唐书，撰宰相世系表，特创分房之说，于是为

谱学者宗之……特表式一本，班书格式一从欧谱

家传……依维烈公（章维烈）编辑旧例，尺寸不敢

移，伦次不得失，是又孟坚袭子长之书，曹参守萧

何之法者。”［３］（序）谱序引用了“班固承袭司马迁的

写史原则”、“曹参固守萧何的执政法则”两个典故

来说明此谱的纂修严格继承了旧谱的体例与编撰

方法。
该谱继承了家谱中“书善隐恶”的传统，“谱例

书善隐恶，凡败伦伤化与短见自尽者，祠规原有刊

谱流传，毋许附主，迄今遵行昭昭在人耳目，此后

有犯，应仍循照旧章，不得藉谱上有名擅易成法，
是谱悉照来稿登载，笔而不削者，以耳目难周且遵

谱例也。……是谱参稽前代诸谱及各家 旧 牒，考

索周详，一事之差、一字之误必稽诸史鉴、郡县志

及各派所收藏者，以求其是，旧时谱序惟子孙所自

为者，重复付梓以其雅志修辑，笃念先人皆贤，子

孙也外姓，笔墨非甚精切，虽出宰辅鼎甲之手，概

从删汰。”［３］（凡 例 四）由上可见，该谱的体例继承了旧

谱体例，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删汰和改进。
在该谱的编修内容上，编修者既继承 了 旧 谱

中有价值的史料，又广征博引，吸纳了很多的新的

史料，如该谱《绩溪章氏西山续修族谱序》载：“犹

恐其未备也，于是调取安徽通志，下及私家著述，
上达于皇史，以弥缝其缺。”［３］（序）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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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在修纂过程中，对旧谱历史资料存

疑之处，均加上大量按语，旨在考证释疑，编修态

度之认 真 负 责 可 见 一 斑。如 该 谱 谱 序 中 收 入 了

《宋咸淳谱自序》一篇，该《序》开篇曰：“歙州歙县

章祁村吾宗也。”［３］（旧 序 一）文后“按语”曰：“篇首云，
歙县章祁吾宗也，似属同祖。兹查章祁世系，出自

新安太守仁闻后。考《仁闻阴德志》作仁闻乃团练

史仔 钊 第 三 子，则 所 出 非 同 祖 矣，中 云 有 祖 四 公

位，所生二子，一子讳幼祖，有祖四公句未详，今读

逊之公原稿，乃知此序木庵公曾经大为润色，而此

句则疑以传疑者也，余见识疑。”［３］（旧 序 二）按语清晰

地告诉后人，此序文曾经被木庵公“大为润色”，而
“歙州歙县章祁村吾宗也”一句也是以疑传疑，并

不可全信，由此可见该谱编修者对于史料考证的

严谨态度，与同时期徽州“以讹传讹”的家谱编修

者相比，其考证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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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该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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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载：“谱牒之修所以明本源、序昭穆，使千万世

不失其伦，故族皆有谱，谱必定凡例，以昭划一，俾
阅者寻源竟 委，开 卷 了 然。”［３］（凡 例 一 ）又 据 该 谱《绩

溪章氏西山续修族谱序》载：“西关章氏，望著河间

而系 则 出 于 春 秋 之 鄣，其 修 谱 也 分 文 善 公、文 政

公、文升公为三大房，固与唐书宰相表合然，章氏

亦宰相之后也，宋时固有官宰相赐爵郇国公者，谨
按郇之建国也，远在周初左传载，文昭十六国，郇

居其一，诗所谓郇伯劳之是也，郇本侯爵，而诗乃

称郇伯盖尝以有功诸侯，而特命为方伯者，后世子

孙或去邑而为荀。”［３］（序）由此不难看出，《族谱》中

对于祖先事迹的宣传，正是践行了“敬祖，收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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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重视材料精简

该谱的材料收入，采取精简 的 原 则。编 修 家

谱可以采用的材料众多，但在材料选择上不能抱

着来者不拒的态度，必须要有所甄选。纂修家谱

中对于材料的选择，定要达到“追本溯源，敬祖收

族，弘扬祖德，延续辉煌”的宗旨与目的。所以纂

修家谱中的材料选择要有助于国家和宗族，而且

史料记载要翔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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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视 材 料 的 精

简，是该谱编修的一大特色。正如《绩溪章氏西山

续修族谱序》所载：“而于旧谱人物表中又增一特

色者，惟子姓繁多，志例谨严，安得人人而录之，西
关诸君子乃以谱事继之，讲宗法，考支派，分其存

没，辨其爵里，汇其男女，志其妃偶。”［３］（序）又如该

谱《凡例》中记载：“纶音诰敕及一切诗古文词，必

其事其文实有可传者录之，其列传之见于历代史

鉴，惟系出本支者，汇入名曰幽光录，至祭文寿序

浮辞溢美，非出旧谱概不登载……本宗著书立说，
暨诗古文辞见于旧谱者，概行归入馀，必择其发明

经旨及文章古雅可传后世者录之，慨自隆万以来

文翰之湮泯不少，故搜罗不无稍广，而统名之曰著

作考，而文字出于一手者后篇不复，列名惟己刊定

者则并存之。”［３］（凡 例 三）由此可见，《族谱》中的材料

选择是经过精心甄选，“必其事其文实有可传者录

之”；对于文章诗赋的选择，“必择其发明经旨及文

章古雅可传后世者录之”。

三、家谱中的徽商特征

《族谱》中加载了大量绩溪徽商的事迹，如谱

载：“绩溪城西关章氏宗族章献邠，幼习博士艺，长

而就贾。与其兄榷管子之盐，厉志营运，以适父母

欢，力行孝友，每削籍以振人之急，殆所谓富而好

礼者也。”［３］（卷 二 十 四《家 传》）家谱中 不 但 体 现 出 徽 商 重

视家谱编修，重视文化教育，亦表现出徽商“贾而

好游”的特征。

１．反映了徽商修谱与商业发展的关系

在商业信息极为闭塞的时代，商业竞 争 往 往

需要借助家族的势力。徽商在从事长途的贩运贸

易中需要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瞬息万变，借助于

家族的关 系 进 行 商 业 信 息 的 收 集 就 显 得 尤 为 重

要，也是他们在商战博弈中能否取胜的重要砝码。
绩溪商人章必泰就是依靠族人及时提供商业信息

而成功的。家谱的“收族”功能在商业贸易中显示

出重要的 作 用。据《家 传》中 所 载 绩 溪 商 人 章 必

泰：“性嗜学，喜吟咏，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尝

因收族访谱，遇福建浦城宗人名汉者，于吴门道及

南峰宗祐重建事，于是相与刊发知单，遍告四方诸

族，皆兄必达，协力捐输。”［３（卷 二 十 四《家 传》）必泰“收族

访谱”，“遍告四方诸族”一方面是为了重修本族家

谱，另一方面则是协全族之力，完成宗族内修谱之

大事，达到“收族”的目的，使人心归附，便于在商

业竞争中发挥宗族集体优势，利用宗族关系减少

商业竞争，以求同宗商人的互利共赢［７］。

２．反映了徽商与徽州文化教育发展的关系

在维系家族方面，文化起着 重 要 的 作 用。徽

州人自古重视文化教育，向来享有“东南邹鲁”和

“文 献 之 邦”的 美 誉［８］。“十 户 之 村，不 废 诵

读”［９］（卷 四《风 俗》），即是 当 时 徽 州 乡 土 社 会 重 视 教 育

的真实写照。
在其他商帮纯粹以追求财富为唯一 目 的 时，

徽商重视教育，重视文化，这就是徽商与其他商帮

的显著区别。在这种重视文化教育的氛围下，书

院、书 屋、私 塾 等 教 育 机 构 在 当 时 的 徽 州 比 比 皆

是。在基础设施和办学经费上，官府和宗族的资

助毕竟是有限的，更多的财力支持来源于“贾而好

儒”的徽商。尤其是明清时期，徽商凭借财力的优

势，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教育事业，促进徽州教

育的发展［１０］。据 该 谱《家 传》中 载 章 必 泰：“母 汪

氏未及于归而殁，为迎其柩，与父合厝东山书院鼎

建，自备资斧，襄蒇其事，名邀嘉奖，邑建考棚，捐

银二百两以助。”［３］（卷 二 十 四《家 传》）因 经 商 致 富 的 清 代

徽商章必泰，不仅鼎力资助东山书院，同时还亲捐

白银２００两，用于绩溪县考棚的建设，由此看来，
徽州宗族和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动力，是徽州文

化发展的酵母。徽商对徽州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关

注，直接推动了徽州文化教育的繁荣与发达［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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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反映了徽商“贾而好游”的特征

爱读书的徽商，既爱读案头之书，亦爱读案外

之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徽商，雅好旅游，在游

历祖国的名胜古迹、秀丽河山的过程中，以实际行

动践行了“行万里路”如同“读万卷书”的宗旨［１２］。
如谱中记载绩溪商人章必泰：“性嗜学，喜吟咏，隐
于贾，往来吴越间，凡名山胜迹无不游览，兴至辄

吟诗以纪其事……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

同，并 录 艺 文 之 未 备 者 以 归，详 见 所 撰 闽 游 纪

事。”［３］（卷 二 十 四《家 传》）身为 一 代 儒 商 的 章 必 泰，不 仅

重视族谱的编修，心系家乡文化教育的发展，更是

追求高尚的精神财富，在游历中撰成《闽游纪事》
篇。“寄情于江湖”的必泰把游历中的审美享受当

作人生 最 有 价 值 的 精 神 财 富。必 泰 之 所 以 成 为

“儒商”，不仅因为其具备了儒雅的学者风度，更是

在游览名山胜迹中通过美的洗礼，提高了自身的

审美能力，培养了高尚的审美情趣。正是这种高

尚的审美品格，构成了儒商之“儒”的基本要素，也
铸成了徽商“贾而好游”的时代特征。

绵延中国社会数千年而不衰败的家谱纂修活

动，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徽州家谱以

其丰富的藏本、颇高的学术价值被学界广泛关注。
深入剖释《西关章氏族谱》的编修特点及其所反映

的徽商特征，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徽州宗族的特点

及家谱编修的主旨，对于深入研究徽州乡土社会

的历史变迁与社会转型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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