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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书稀见类型与习俗用词例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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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徽州文书中诸如“水程字”、“认族书”、“斥革通告”、“乡约执照”、“婚书”、“盟誓誓章”等稀见

类型作例举分析，并择选徽州文书中诸如“秤”、“砠”、“局”、“从九”、“来脚”、“生放”等习俗用词作考释，这是

进一步利用和研究民间文书新资料的基础性工作和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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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众所知，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徽州文书相继

面世。 与其他地域文书相比，徽州文书以其历时长、
数量丰、类型多、价值高而备受学界关注。 徽州文书

新资料的发现并由此带来徽学新学科的产生乃 至

相关研究领域的拓展， 构成 20 世纪我国学术发展

的一个重要方面。 毋庸置疑，深化对徽州文书这一

新资料本身的解读和认识，是进一步利用徽州文书

从事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内在要求，实属基础性

研究之一。 以若干徽州文书的稀见类型和习俗用词

为中心作例举例释，敬请批评指正。

一、徽州文书稀见类型例举

在丰富的徽州文书中，就类型而言，既 有符合

一定规范和程式的格式文书，亦有因时、因事而形

成的帐簿、字据、日记、杂记等不拘一格的即时性记

载。 举凡土地、信仰、佃仆、诉讼、赋役、宗族、会社等

主要种类的文书均可以划分为复杂多样的次生 类

型。 同一形态的文书（如契约）在历时性上往往具有

阶段性特点。 一种文书所蕴含的内容可提供多学科

发掘研究的素材。 某一家族或地域的各种文书汇集

又呈现出事主和空间的具体性。 随着徽州文书的不

断发掘、整理和公布，其丰富性、独特性日趋显现。

因此，徽州文书的丰富性、独特性不仅反映在其数

量上，更为突出地还体现于其类型之繁夥，内容之

丰厚，兹略举数例如下。
（一）水程字

水程字，又称水程，属于传统民间买卖 之先而

预立的契约，如下例：
例 1：具水程人赵凤池，情因执不便，愿将祖遗宾

阳门内坐南朝北，朝街园内住房三间，左齐刘宅，右

齐陈姓仓屋，后抵刘园。 四至坐落明白，书立凂字恳

证，代为觅售。 约价大钱悉从公议，立此水程为据。
立水程赵凤池（十）
道光七年三月吉日具①

例 2：立水程人王瑞卿仝男王秩然。 今有自置土

库楼房、铺面共计五重，基地一所，坐落循礼坊坊总

正街。 前至官街，后抵河水，左至井，宅墙其后重半

墙系井脚上墙系王砌，右至本宅墙中间一重系熊宅

借脚砌，四至明白。 先尽亲族，原业无力承买。 今凭

经纪亲中公议时值绝价纹九银八百五十两正。 其搭

贺表礼在内。 今招到买主朱名下为业。 立此水程，俟

成交吉日，另立正契。 其铺面、房楼、铺台、门扇、皷

皮、格扇、窗棂、板壁、楼梯俱全（下略）。 [1]3

从所举材料看，“水程字” 系正式交易之前，卖

主选择合适的中证， 并与中人之间签订的 预卖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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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因此，水程字具有“央中”、“凂中”性质，通过请

托中证而代觅买主。 这种“水程字”还对预卖产业的

范围、价格以及亲邻权作详细标的。 一旦买主确定，
卖方、买方以及中人再次在“三面议定”的场境下订

立正式契约，即“俟成交吉日，另立正契”。 而根据民

国时期调查， 一般不动产买卖契约在未成立之先，
由卖主先开列出卖业主、坐落四至、亩数、钱粮、时

值价额等标的项目，谓之“水程字”[2]525。 可见在传统

社会中，签订“水程字”是民间田地、房屋等不动产

交易的习惯做法。 迄今为止，类似的“水程字”在民

间文书中鲜有遗存，弥足珍贵。
（二）认族书

明清徽州系典型的宗族 社会。 与其它 地区相

比，在徽州宗法关系无处不在，宗族观念根深蒂固，
宗族作为枢纽型组织遍布城镇乡村，深深控制着传

统徽州基层社会。 面临人口的流动，对外迁者要求

重返本土本族的状况， 徽州宗族是如何处理的，从

以下所举“认族书”可见一斑。
立认族书人王子长，缘身二十六祖有材公系赵

玄公之孙，由绩邑鹤川前班迁居严州。 后因派衍台

州。 身以务农为业，寄居浙属横畈溪，年今五十余

岁。 闻该地与徽相隔不远，于民国十年返徽忍（认）
祖。 身感族中诸先生建造祠宇，未曾诣严捐资，而又

念诸先生德厚功高，情愿助大洋二百元作为历来丁

口银，以资修理祠宇之费。 惟念有材公迄身已历有

十二世之远，异乡故土年久归来。 承蒙族中诸长暨

各房人等认可，不以身为异类，感激无尽，为此，立

认族书永远为证。
民国十年六月 日

立认族书人：王子长

亲房：王灶发、以正、以福、以林

亲笔初九[3]128

（笔者按：以上均押）
可见，由绩溪迁出并散居严州、台州等地的“有

材公”支下，系绩溪鹤川王氏之一支系。 迄止民国十

年（1921 年），“已历有十二世之远”，王子长要求“返

徽认族”。 显然，认族不但需要获得“族中诸长暨各

房人等认可”，尚须捐助“大洋二百元作为历来丁口

银，以资修理祠宇之费”。 一般说来，一旦族人外迁，
在“尊祖、敬宗、收族”的原则下，其身份的认同主要

体现于系谱和观念上。 关于寄籍它乡的外迁者回流

本土，以及宗族在肯认和接纳上是如何应对的此类

记载实属珍稀。
（三）斥革通告

如上所述，宗族组织深深控制着传统徽州基层

社会。 对于族内关系，宗族具有仲裁权乃至处置族

人权，斥革即宗族处置“不肖族众”之一重要手段。
如下例：

通 告

为斥革支丁事，查本族支丁恩荣、步熊，前因得

贿卖族，纠众哄祠，当经全族集议，开列条件从宽办

理。 该支丁自愿遵照条件具书悔过，一面并函请省、
县示禁在案。 现查步熊尚能安守本分，姑从免。 议惟

恩荣仍复怙恶不悛，结党横行，实属难再姑容，应将

恩荣即树荣照规立即斥革，以儆效尤。 除呈县备案

外，特此通告。
民国十年八月大阜潘敦本祠白[3]125

文中斥革是针对“怙恶不悛，难再姑容”的不法

族众实施革除族籍的严厉惩处，并通告全族，“呈县

备案”。 在聚族而居的徽州，族众一旦受到失去族籍

的斥革，则生不能入祠，死不得入祀，意味着对其生

存权利、人生价值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否定。 此类斥

革文书虽颇有遗存，然并不多见。
（四）乡约执照

由明至清，乡约是一种在官府倡导下，由地方乡

绅、乡民自发组织,励行教化的自治机构。 那么在官

方与社会之间，乡约的产生是如何运行的，如下例：
执 照

特授安徽徽州府歙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劳，
为给劄承充，以副宣讲，以广教化事。 照得治民之

道，首以教化为先，恭承圣天子颁行圣谕广训。 并摘

所犯律条通行州县， 在于乡里民中择其素行醇谨，
通晓文义之人，举为乡约。 给与顶带，每逢朔望齐集

士民阐扬宣讲，使民共晓，咸敦孝悌，革薄从忠，久

奉遵行在案。 今据二十九都一图族长监生张永堂等

举报耆民张嘉烈为人堪充乡约。 前来除准饬充外，
合给执照。 为此，照给该约遵照条例，每逢朔望齐集

士民恭宣圣谕，尚详开导。 务使一乡民人入耳会心，
兴仁兴让，以臻一道同风之盛，本县深有厚望焉。

须至执照者。
右照给乡约张嘉烈 准此

道光二年六月 初九日礼科②，[3]19

这是一份县颁执照，属于下行文书。 清代道光

间，乡约人选由地方荐举“年高有德，品行端方，通

晓文义” 者上呈， 经由官方 “给与顶带”、“给劄承

充”。 乡约的职责主要是“以副宣讲，以广教化”。 这

份执照具体而微地展示了清代徽州乡约的身份，及

其与官府和宗族之间的关系， 就其所涉内容而言，
值得关注。

（五）婚书

传统婚书本是一种男女约定婚姻的凭证，然在

徽州文书中，与庄仆、义男的买卖、投赘有关的拟制

凌桂萍，等：徽州文书稀见类型与习俗用词例释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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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书颇为多见，而纯粹意义上的男女婚约文书却遗

存稀少，兹择录一例如下：
立婚书人程庆余。 今身亲生第二女名凤姣，年

十九岁，七月十七日子时生。 自托媒说合，许配江名

下义男进顺为室，三面议定财礼银二十两正。 其银

当日收足，其女随即过门婚配。 此系两相情愿，并无

异说。 今恐无凭，立此婚书百子千孙存照。
乾隆十一年十月 日

立婚书：程庆余

凭媒：黄友华、刘满贵、程天元、程季阳

程汉文、江廷益、方万章

依口代书：项岱青、项新柏 [3]10-11

所举婚书是在家长主导下，并以家长为主体而

订立，传统婚姻关系的缔结离不开“托媒说合”，凭

媒立契。 从内容看，具有人身性契约的婚书与物权

性契约格式颇为类似，较为鲜活地反映了传统民间

婚姻关系之实态。 婚书与物权性契约不同的是，照

证不动产的契约具有世代存传的必要，而婚书所约

定的婚姻关系一旦及身而止，其效力和保存价值也

就随即丧失，因此民间婚书鲜有遗存。
（六）盟誓誓章

契约关系广泛而深入地存在于传统徽州社会，
而维系契约关系，支撑“民从私约”的信用因素是多

方面的。 其中，诉诸盟誓是保障契约实施的手段之

一，先看下例：
立誓章族长世德等，合族公议创造仪 门，四围

墙垣封固永成规模体统。 伏念支下有志者，务当同

心竭力，秉公执正，而祖灵必佑，丝毫莫爽也！ 今尤

恐支下贤愚不等，心有公私邪正。 在任事者必致盟

神立誓，自供以戒，切期无私，共襄美全。 乃思木本

水源，以尽追远报本之意也。 如有支下不肖，生端诽

谤，唆使坏乱，罔与任事者横循是非，合众则必齐集

公举，以作不孝论攻之。 如有费用，为首者均派，毋

得推委。 若退缩者依此誓章，天诛地灭！
一管帐经手银两出入徇情克剥怀私者天诛地灭。
一经手用银钱，余出平色，侵渔入己者天诛地灭。
一出门买料等物，通同作弊，私得偏手，虚开花

帐者，男盗女娼。
一买物不节俭，以众事为可亏，恣意滥 费者天

诛地灭。
一同事间有直言者，因而背地造谤，虚 驾是非

者天诛地灭，男盗女娼。
一管工人徇情怀私利己者天诛地灭。
一匠作求索工用并索酒食私造器用者天诛地灭。
一督工买料管搃等项与祖宗尽力，不得取索工

食，违者天诛地灭。

一私借祠物，不通众议致忘索取者天诛地灭。
以上条款在任事者十人务当同心立志，始终如

一，歃血盟神。 如有不肖生端异议，不遵规例，挟弱

欺侮，通众齐集公举，毋得推委。 不出者天诛地灭，
秉事者尽心竭力，神明鉴察，各宜慎之。

康熙三十八年孟秋月谷旦日立③

所举文书，属于盟誓色彩浓厚的契约。 实际上，
在生存风险和社会安全较为脆弱的中国传统基 层

社会中，盟誓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民间社会长期存

在。 直到明清，基于人们信仰和禁忌上的某种共同

心理，而借助祖先和神灵的无形力量以制约违约行

为，使得盟誓屡屡可见于民间契约中。 然而，在徽州

契约文书中， 常常只是象征地将盟誓写入契约文

本，类似的专门性盟誓誓章亦属稀见，特色鲜明。

二、徽州文书习俗用词例释

所谓文书习俗用词，系指徽州文书中存在的具

有历史性、民间性、地域性、独特性的用词。 以下择

取数例，并作考释。
（一）秤

例：立卖契人洪佥富同侄春生，有承祖民水田一

备，坐落本都九保八百六十一号，计丈则二百零三步

七分五厘，与石公相共，本身田公实得乙[一]百零乙

[一]步八分七厘五毫，计递年实监租三秤有零。 [4]283

作为权衡轻重的“秤”，在徽州文书中颇为常见。
关于秤，清人俞正燮云：“今黟（县）称租则以二十斤

为一秤”；又云：“今黟（县）之砠、秤二十斤。 ”[5]411-412 刘

和惠认为，徽州租量以秤、砠计，每秤、砠一般为老秤

（16 两秤）20 斤，但高 的有 25 斤、28 斤，低 的有 16
斤。 [6]69 然揆诸徽州地方文献和文书，徽州各地秤的

类型及其轻重差异很大。 如《窦山公家议》涉及秤的

种类有 “窦山公秤”、“报慈庵秤”、“大秤”、“官秤”、
“公秤”等之谓。 ④且秤与斤之间的比例关系亦不等。
如根据乾隆间祁门县康氏文书，其中所载“乾隆 44
年桂祖公祠租数税粮开派”中，涉及 4 宗田产，累计

其总租数为 15 秤 20 斤 8 两，而原载总计为 16 秤 8
斤半，二者对比可见，1 秤为 12 斤，1 斤为 16 两。 ⑤

再依据《鼎元文会同志录》⑥，其中涉及“鸿溪王氏”
25 宗捐输租数，原载捐租总计为 337 秤 6 斤 15 两，
而对 25 宗捐输租数作统计，凡 333 秤 45 斤 31 两，
对比二者之间的进位关系， 换算出 1 秤为 10 斤，1
斤为 16 两。 因此， 徽州文书中的秤与斤的比例关

系，尚须视具体地域、具体情况而论。
（二）砠

例 1：今来缺物用度，自情愿将前项二号田亩，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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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与十二都汪汝加名下， 面议价籼谷五十七砠，
每砠计重二十六斤。 [7]29

例 2：九都三图七甲立卖契人陈应文，今因缺少

钱粮，自情愿凭中将承祖芥字一百六十三号，土名

牛系公，计田税六分五厘二毫，计籼租五砠半，每砠

重二十五斤，佃人陈七老弟；又将芥字二百三十一

号，土名社屋干，计中则田税七分四厘，计籼租六砠

零十六斤，每砠重二十四斤，佃人金明；又将芥字一

千三百号，土名堰上，计田税三分零五毫，计籼租二

砠半，每砠重二十四斤，佃人胡社保；又将姜字四千

二 百 四 十 八 号，土 名 大 塘，计 田 税 二 分，计 籼 租 二

砠，每砠重二十五斤。 [7]82

砠与秤均系衡量器具和 重量单位之 称。 关于

砠， 清人刘献廷云：“予在武昌， 见盐店招牌书曰：
‘重砠白盐’，余不知且为何物，思之久而不得也。 问

之宗夏，宗夏曰：‘砠，秤锤也，音租’。 盐每包重八斤

四两，制权两之而衡其轻重曰砠，如其数者为重砠

也。 ”⑦又，清魏源云：“及商盐到岸也，有各衙投文之

费，有委员盐包较砠之费，有查河烙印编号之费。 ”⑧

可见，砠的本意是秤锤，进而有衡量轻重器具之称。
关于徽州砠的轻重，清人俞正燮曾云：“今黟（县）之

砠、秤二十斤。 ”[5]412 然而，在徽州文书中，砠与斤的

比例亦差异很大。 以上所举例 1、例 2 文书中，即明

确标注有 “每砠计重二十六斤”、“每砠计重二十五

斤”、“每砠计重二十四斤”。 可见，在徽州文书中，砠

与斤的换算关系，亦须视具体记载、具体情况而论。
（三）局

例：会内立司事公事他出，舆马之费与 到局议

事供给，俱在会内开销。 ⑥

“局”系民间组织所设的具体管理机构。 “设局”
管理，频见于明清徽州地方文献和文书⑨。 有为编修

方志、谱牒而设立的志局、谱局；有因管理民间事务

需要而设立的救生局、集善局、体仁局、粮局、育婴

局等；诸如一乡、一村、一族事务的组织和管理，往

往亦设立相应的乡局、村局、族局、公局等。 可见，设

局管理实属徽州民间自我管理之重要机制，既存在

功能性强、组织化程度高、长效运行的机构性局，也

存在为履行契约事务、保障契约实施而设立的临时

性局。 从管理和运行机制上看，“局”与“会”很大程

度上有共通之处，亦颇具差异。 会属于公众组织，局

实乃承担组织运行和管理的事务性机构。 一般设置

具体经管事务者多人，称为“司事”，司事人选通过

定期荐举产生，“必公举读书老成者任之，荐出稳重

之人入局”。 任期结束，“自行卸任”，并做好会务接

管。 大量记载可见，实际掌握局的往往是地方乡绅，
有关局的创设、规则制定、局务监督、重大事务的决

策和处理等，均由士绅集团操控。 设局管理实乃徽

州民间管理之重要机制。
（四）从九

例 1：一户从九 郑邦兴 现年 七十三岁

系 省 州（县）人 以 为业 男四丁 女三

口 伙计 人 奴仆男（女） 人 雇工 人。 ⑩

例 2：程国华，（黟县）桂林人，捐职从九品，经理

祀会，任劳任怨。 輥輯訛

从所举材料中的“从九”、“捐职从九品”等看，
“从九”即“从九品”之简称，是可以通过捐纳而获得

的一种职衔和身份。 据《皇朝文献通考》载：
（乾隆）四十九年，吏部疏言：从九品款项繁多，

以吏目为最优。 捐纳从九品人员，不得选用吏目，独

供事议叙从九品得以兼用，未为平允。 请更定照捐

纳从九品之例，不得选用“从”。 輥輰訛

再看下例：
然常例报捐之人未必尽系俊民。 至於捐职，文

自从九以至道、府，武自千把以至参、游，少者仅数

十金，多者一二千金。 朝珠蟒服，遽同真官。 衒耀闾

衕，人不见徳。 輥輱訛

可见，在清代，“从九品”之秩不入官品之流，大

多授以吏目。 同于“监生”的是民间举凡殷实之家，
均可通过捐纳获取，二者名目滥杂。 而据光绪《香山

县志》载：“何毅武，字纯修，小榄人，由监生捐从九

品。 ”輥輲訛从记载中“由监生捐从九品”看，“从九”的捐

纳之费当高于“监生”。
（五）来脚

例：其有上手来脚与别产相连，缴付不便，日后

要用刷出存照。 [4]26

来脚， 系传统土地买卖中相对于现卖所立新契

而言的原卖契约，又称“来脚契”、“上手（首）契”、“老

契”、“原契”。 如众所知，契约是传统社会土地买卖之

法律凭证。 一块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常经历多次

权益转移， 其地权经历复次买卖亦形成原卖与现卖

之多份契约。 来脚契与现卖契约均可照证相对应的

地权，并具有法律效力。 因此，传统土地买卖契约中，
需要交代来脚契的缴付情况， 并成为契约之格式化

内容。从大量记载看，对来脚契的处理主要有：1.随即

缴付；2.因某种原因而不及缴付者，或在契约中加以

说明，或“抄与付照”；3.不能缴付者注明“日后赍出，
不再行用”或交代“某某收贮”等。

（六）生放

例 1：（山木）拚卖归立性清公祀子孙永远生放。 [8]234

例 2：各出钱谷，编立首人，经管生放，以为祭祀

之用。 [8]455

生放，即民间借贷中放债取息的俗称。 南宋洪

凌桂萍，等：徽州文书稀见类型与习俗用词例释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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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云：“今人出本钱以规利入，俗语谓之放债，又名

生放。 ”洪氏还指出，“生放”一语早在汉代就已经出

现[9]卷 6。 “生放”一语在明清徽州文书中屡屡可见，这

种民俗性的借贷主要体现为乡族熟人社会中的 友

情告贷， 债权与债务主体往往具有某种社会关系，
在自愿互助基础上，以彼此信任为信用，利率亦由

当事人依据惯例相互约定。 因此，“生放”系原始形

态的民间借贷之俗称。
总之，我国历史上“官有律令，民从私约”的传

统由来已久，民间文书，尤其是契约文书的行用源

远流长。 然而民间文书的产生和行用具有原生性和

即时性，大多系特定时期、特定区域人们在长期生

产生活实践中自然而然、约定成俗、墨守成规之产

物。 通过以上对徽州文书习俗用词例释可以看出，
民间文书的话语具有特定的民间性，符合一定的惯

俗， 文本表达呈现其自身独特性, 颇异质于典籍文

献， 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间文书的释读和利用。
因此，对徽州民间文书中用字、用词、用语予以系统

梳理，在此基础上“循名责实”，作深入考释和实证

研究，是释读民间文书辞学工具之基础，是进一步

利用和研究民间文书新资料的内在学术要求。

注释：
①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②所引执照系印制格式文书，文中黑体或为墨笔手填，或系

官府朱笔手批。
③《清代休宁首村朱氏文书》，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④周绍泉, 赵亚光.《〈窦山公家议〉 校注》， 合肥: 黄山书社,

1993。
⑤《乾隆间康义祠立置产簿》，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⑥《鼎元文会同志录》，清道光刊本,1 册.上海图书馆藏。

⑦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点校本。
⑧魏 源：《筹 鹾 篇》，《皇 朝 经 世 文 续 编·卷 五 十 一·户 政 二 十

三·盐课二》。
⑨王 振 忠 先 生 认 为，徽 州 地 方 文 献 中 涉 及 的“局”有 两 种 涵

义：一是与风水有关，即体现人地关系的形势；二是组织机

构。 本文所涉各种类型的“局”的涵义属于后者。
⑩《光绪祁门保甲册》，1 册，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輥輯訛《（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志·尚义传》，《中国地方志集

成》“安徽府县志辑”，第 57 册。
輥輰訛《皇朝文献通考·卷五十四·选举考·吏道》，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
輥輱訛包世臣.《小倦游阁集·卷九·正集九》，清小倦遊阁钞本。
輥輲訛陈澧.《(光绪)香山县志·卷十五·列传》，清光绪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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