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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明代徽州珍稀族谱《程典》考论

刘  道  胜

中国古代谱牒的修纂源远流长。宋代随着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地方宗族组织的发展，民间族

谱纂修逐渐兴起，到了明清，私修族谱日趋普遍。明清时期，徽州民间族谱之修尤为兴盛，迄今留

存各种族谱达2000余部 。其中明代万历间撰修的程氏族谱《程典》，无论就其版本和体例，抑
或其涉及的族群和内容而言，可谓徽州族谱文献中的上乘之作 。迄今为止，这部族谱因馆藏珍

稀而鲜有论及，尚未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本文拟以《程典》为中心，试对其作一初步考察分析，

敬请批评指正。

一  《程典》作者与版本

《程典》，万历木刻本，共6册，计32卷55万余字，系明代万历间徽州休宁县程一枝所修的程
氏统宗谱，今仅存残本于国家图书馆和安徽省图书馆  。

程一枝（1532—1582年），初名彬，字仲木，又字巢父，号太宇，别号天鄣，休宁县泰塘人，郡
诸生 。平生甘贫适志，博览群书，一意著述，有《青藜阁草》、《史铨》、《汉铨》、《鄣大事记》、

《休宁县志补》、《程典》等行于世 。

程一枝治学勤谨，心无旁骛，“与阁中鸡鸣俱兴以为常”，“家之田益减，不一开问” 。一生

无意于博取功名，“蕴其才无所表” ，其从学交游者多系当时徽州乃至江浙著名学者。尝从学于

歙县汪道昆、休宁吴子玉，自称“不佞所师者二人，汪司马伯玉，吴季子瑞谷” 。长洲刘凤亦称

“程子盖学于汪司马” 。程一枝与徽州地方时贤之士诸如许国、方弘静、詹东图、方信、邵正魁、

郑鲁文、程子虚、程巨源等亦相与砥砺，交游甚密  。程一枝好游学，“著述既竣，乃挟而走吴

中，问业刘观察子威、王廷尉元美、徐方伯子与”诸人 。程一枝著述中亦多见吴中人士诸如刘

凤、王世贞等人所作书序和诗文。其著述成就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考订正史。程一枝曾在总结前人对《史记》、《汉书》注疏的基础上，阐隐发幽，“亦欲

以究古今，成一家之言” 。万历七年（1579年）成《史铨》，“专释《史记》字句，校考诸本，颇有
发明” 。清人杭世骏《史记考证》颇多引证。万历八年著《汉铨》 。清人王先谦《汉书补正》多有

采录。

第二，采摭郡邑故实。程一枝热衷于乡邦志书的修纂。万历二年增补《海阳志》，程巨源为之

序  。万历六年撰《休阳史》，刘凤、吴子玉为之序  。《休阳史》实乃以史笔修邑志，故名。刘凤

摘  要：明清时期，徽州民间族谱之修尤为兴盛，迄今留存各种族谱达2000余部。其
中明代万历间撰修的程氏族谱《程典》，无论就其版本和体例，抑或其涉及的族群和内容

而言，可谓徽州族谱文献中的上乘之作，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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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其“记之休阳，文殆数万，取裁《春秋》，首事建安作邑，而时运迁革，佚兴佚废，是非得失，无

不灿然列者” 。吴子玉序亦称“程生好古甚力，罗网散失，为十四篇，具载事之” 。可见，《休阳

史》概取《春秋》编年之例，而经纬休宁县地方之史事，凡十四篇，数万言，实为一部休宁地方史。

程氏所纂《程典》中的“大事表”多涉休宁社会记载，当与取材《休阳史》有关。万历八年又著《鄣

大事记》，刘子威、王世贞、郭子章为之序，该书为《明史·艺文志》著录  。吴子玉称“采鄣遗事，

是郡邑之谱也”，且谓《程典》中的《志》“多取《鄣大记》之事” 。笔者参稽《程典》中“志目”

所载，可以看出，《鄣大事记》亦多涉徽州府之故实。

第三，留意家族文献编纂。在撰修《程典》之前，程一枝即积极从事家族文献的整理与考

证。隆庆二年（1568年）撰《诸谱通证》，即考证本族宋明诸谱，“著《谱证》一卷” 。隆庆五年
撰《佘麓山祠录》，歙县方信为之序。隆庆六年编《世忠流风》，亦系方信作序。

综上，程一枝著述侧重于史，尤致力于徽州谱志等地方文献的撰修，其史才亦受到认可。长

洲刘凤曾誉之为“太史氏复出”、“良史才乎” 。

万历九年正月，程一枝延请吴子玉、程巨源“相与订旧章，定新例”，开始倡修并主撰《程

典》，并于万历十年成书 。据称，程氏远祖“为周日正，始有土社，作《程典》，令追述之” 。就

在该族谱撰成之后，程一枝“以殚精疾作，未几即世” 。嗣后，程一枝长子梦鲤“志在亟行父书，

欲遂布扬”，然未竟而卒 。最终在程一枝之弟程一极与长孙程斯文的共同努力下，于万历二十六

年鸠工付梓，次年印行  。

程一枝生前读书之阁名“青藜”，死后即葬于“青藜”附近的佘山之麓，其子乃于青藜阁之地

建祠祭之，并刻藏其著述。吴子玉为撰《墓志铭》，刘凤为撰《祠记》  。

二  《程典》的编修特色

一、谱系上：“合诸谱而折衷之，以成一家之典”

据程氏诸谱记载，程氏远祖最早可溯源于西周。周宣王时大司马休父有功而被封程伯国，

后裔遂以国为氏。历秦汉而下，至西晋末永嘉之乱，程元谭佐琅琊王司马睿定鼎江南，曾任新安

太守，卒后晋元帝赐子孙田宅于新安（“徽州”古称），元谭遂成为新安程氏始迁祖。嗣后子孙繁

衍，迁徙频繁，范围渐及徽州一府六县乃至散居徽州以外地区 。明清时期，程氏俨然成为徽州

之名族大姓。所谓新安“号多旧族，汪、程两姓尤为著” ，“视鄣之生齿，程居十五” 。

新安程氏修谱源流，最早者系唐末程淘“漫辑世次之序”而撰修的《程氏世录》 。宋代以后

至《程典》编修之前，程氏诸族或撰修统宗，或编撰支乘，好事者代不乏人。明代徽州康功曾云：

“谱学之传旧矣，视海内则新安为最盛，视新安则程氏为最著。” 这一时期，新安程氏所修谱牒

种类颇丰，仅程一枝于《程典·自序》中胪列宋明之间宗人所修族谱即达20余种 。然而，因胄远
支繁，撰修程氏族谱，尤其是谱系叙述显得尤为不易，所谓“谱一家之事在新安则难，犹难于程，

以其胄远而枝繁也，胄远而承系之难，枝繁而联类之难” 。

在宋明间新安程氏诸谱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三部：南宋间程祁修《程氏世谱》（今佚） 、明

程孟修《新安程氏诸谱会通》（今存景泰二年刊本） 、明程敏政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20卷又
《谱辨》1卷（今存成化十八年刊本）。这三部均为统宗谱。宋明时期，新安程氏诸族所修族谱对
这三部统宗谱多有取法，对此，程一枝曾云：

“有宋都官忠彦，捃摭载籍，网罗放失旧闻，整齐世次，以为之谱。上溯开国，下迄五季。本支百

世，灿然可述，诸程言谱者多宗之。由宋而元，若黟南山森、祁门善和复、婺源龙坡舜俞、龙山仲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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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道懋，会里象贤和陪郭和卿，各往往述都官之旧以成书，不可胜记。

明兴，槐塘文实会通谱，本都官而推广之，又记太守忠壮事实，名曰《世忠录》，家牒兹多于是

矣。学士克勤则以都官为未信，纠合诸程，勒成统宗。其世系率托之陈留谱，不相与同，盖有意乎矫

正之也。又搜纂先宗以来金石遗文，名曰《贻范集》。由是都官之谱遂暗而学士之谱独章。诸程以

谱名字者靡然乡风，于汊口则志坚，于率口则师鲁，于山斗则汝顺，于婺源高安则子文，绩溪仁里则佐

时，无不本之学士矣 。”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程氏族谱的传承脉络。自南宋程祁（字忠彦）《程氏世谱》成，“诸程言

谱者多宗之”，宋元时期程氏“述都官之旧以成书，不可胜记”。至明代景泰间程孟（字文实）撰

修《新安程氏诸谱会通》，自称“今所编总谱凡十四卷，前八卷标以程氏世谱。盖依祁公所立之名

也” ，成为继承程祁《程氏世谱》的集大成者，“家牒兹多于是矣”。成化间，程敏政（字克勤）

“以都官为未信”，考辨并勒成《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新安程氏又“无不本之学士”，自此“都官

之谱遂暗而学士之谱独章”。要而言之，在私修谱牒兴盛的明代，新安程氏撰修族谱尤为频繁，

或取法南宋程祁《世谱》，或一宗明代程敏政《统宗世谱》，这种取法和论争主要体现在远祖谱

系的构建方面。程一枝的《程典》正是在此背景下勒编成书的。

那么，《程典》又是如何叙述谱系的呢？宋代以降，“别子为宗”及“五世而迁”的小宗宗法

日益成为民间族谱谱系叙述的主流，即以特定的始迁祖为中心，别立为一宗，宗系按照“欧苏谱

例”，五世为图，第五世则为下图的第一世，依次类推。《程典》关于谱系记载亦大体如此。然而，

程一枝在编修《程典》之前，曾考证诸谱，并著有《诸谱通证》，从而在会通诸谱的基础上，为考

镜谱系，辨章源流做了大量预修工作  。在编撰《程典》中，程氏又注重“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之宗旨，而将谱系区分为“先宗”、“本宗”、“同宗”、“别宗”。

先宗者何？先我泰塘而宗，宗黄墩也，从都官世谱也。系自太守公始，始新安也。系以五世，宗

五世也。宗五世，五世之宗也。

本宗者何？本我泰塘之宗也，从泰塘本谱也，系自军谋公始，始泰塘也。军谋公为先宗世

三十四，为本家世一者何，一泰塘也。

曷为同宗？同我泰塘之宗，宗临溪也。从率会谱也。临溪迁自黄墩，异其地不异其世者何？自新

安以来，宗以百世，宗不迁，世亦不迁也。

宗曷为别？由我泰塘而别，从黄村支谱也。别为宗，不别为世，何彼属之我也，名别而实不别也   。

可见，《程典》在谱系叙述上体现为以始迁祖为标志，别为诸宗。即以新安始迁祖程元谭为

标志，撰“先宗”谱系；以“泰塘”始迁祖军谋公为标志，撰“本宗”谱系；为同迁异地的共祖房支

撰“同宗”谱系；为迁出泰塘的房支撰“别宗”谱系。各谱系具体叙述又遵循“系以五世”之原则。在

撰修诸宗时，参稽新安程氏各种族谱达24种之多  。最终“合诸谱而折衷之，以成一家之典”。
二、体例上：“莫不原本于史学”

自宋代“欧苏谱系一出,遂为千古矜式” 。民间族谱修纂普遍遵循“欧苏谱例”，内容上亦侧

重繁琐谱系之记载。而程一枝精擅史学，在厘定《程典》体例方面，颇具史识。即在参稽《世本》、

《史记》、《汉书》之体基础上，援史例入谱，分系谍、表、世家、列传、图、志、录等，章法得体，结

构严整。这使得《程典》超越一般家谱记载狃于谱系，涣漫不经之囿，既世系精严，又援史例以赅

人事，俨然一部家史实录。具体说来：

第一，谱系之例精当。《程典》谱系叙述主要采取“系谍”之例，如上所述，“系谍”之下，又

有先宗、本宗、同宗、别宗之分。特别强调的是，《程典》“系谍”一目关于诸宗世袭的叙述要而不

烦，为了弥补“系谍”的阙略，而借鉴正史，另立“表”体。程一枝特别说明：“诸谱率不表，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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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者何？谱，盖家之史也。表者，明也，下言之上也。表其事而著明之，旁行斜上，并效之国表也。

先宗本宗，经以年，纬以世，诸宗经以世，纬以地。外戚经以氏，纬以属。以年者详，以地者略，以

氏者外，示不相袭也。”

《程典》“表”分“先宗年表”、“本宗年表”、“诸宗世表”、“外戚属表”四类。其中，关于

“宗以地分”的诸宗，则根据其自“篁墩”另徙各地的始迁祖为中心，叙述世袭，并按照“先休

宁，别县以次”之序标注地籍。而对于迁出徽州以外者“不表列郡诸宗”。相比于不少谱牒滥书世

系、宗支涣漫的情形，《程典》这种对于诸宗“详近略远”，且“尽书宗世，不尽书世人，一世一

书”的表列世袭之法，叙述精严赅备，体现了“谱盖家之史，并效之国表”的史识  。

第二，重视郡邑记载。在编修族谱之前，程一枝曾私撰《海阳志补》、《休阳史》、《鄣大事

记》等，谙悉徽州故实。在撰修《程典》中，又本着“郡邑事亦吾姓之事”之意旨，而摭采乡邦文

献中的郡邑大事载入《程典》。体现在：其一，于“本宗年表”中，编年记载徽州大事，上起唐高祖

武德四年（621年）“汪华”之事。下迄明万历十年休宁“县籍户口”，以明代记载尤为翔实。其二，
设“外戚属表”等，藉以记载异姓姻戚，“以示广宗”。其三，为了“成其史于谱”，而设立“志”

目，分姓氏、地理、宗法、风俗、户籍、田赋、食货、祭祀、杂志等九志，其记载亦超越程氏范畴而

多涉徽州地方社会记载。

第三，慎择人物传记。《程典》列传分“先宗列传”、“本宗列传”、“同宗列传”、“别宗列

传”以及“外宗列传”、“赘婿列传”。择选入传的标准为“宦业则传，文学则传，材武则传，孝友

则传，行义则传，有劳勚于族则传，方技则传，贞烈则传” 。且专辟“外宗列传”、“赘婿列传”，

这与传统族谱普遍排斥异姓入谱来说，特色鲜明。据笔者统计，该谱列传涉及东晋至明万历时期

共163人，其中，程氏有传记者仅40人，占列传人物数量的四分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程典》
具有明显的地方史书之倾向，这使得它在明代徽州族谱中更具典型意义。

第四，征引文献丰富。首先，该谱撰修所依据的资料颇为丰富，共征引书目116种，其中历代
遗留的谱牒41种，有关家族事迹的各种记录13种，郡邑方志24种，以及其他经史子集文献数十
种 。丰富的文献为《程典》的记载“事必有征，实录有据”奠定了重要基础。揆诸所征书目，不

少今佚文献至少于明代万历年间尚存，并被《程典》所采用。如唐程淘的《程氏世录》、南宋程

祁的《程氏世谱》、南宋李以申的《新安续志》、元程塏《上程家谱》、元程常的《程氏会谱》以

及《歙州图经》、元洪炎祖的《新安后续志》、明永乐朱同的《徽州府志》和《海宁志》、明程曈的

《休宁后志》等，此外尚有程一枝本人所撰的《海阳志补》、《休阳史》、《鄣大事记》等。其次，

《程典》中的“录”相当于史志中的“艺文志”。“录”分“谱录”、“集录”、“附录”。“谱录”收

集各种谱序、谱辨、谱考、谱证等。“集录”收集各种文集之序。“附录”收集各种艺文，即“本宗

所论著录，异姓所赠贻录，俱附也” 。诸录涉及谱序、集序、会序、传记序、诗文、竹枝词等，其中

不乏汪道昆、王世贞、刘子威、郭子章等时贤之作。

另外，《程典》中各子目前均有“一枝曰”，以抒陈己识，寓论其中，与《史记》中“太史公

曰”、《汉书》中“赞曰”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程典》借鉴国史之例编撰家乘特色鲜明，并取得了很高成就。吴子玉评价称：“取

《世本》而为系牒之目，取史诸表而为年表、世表之目，取《鄣大记》之事而为志，诸为世家、为列

传、为图、为录，莫不原本于史学。”

三、刻藏上：“顺生逆卒”，“散藏诸族”

今存万历刊本《程典》的版口书有“黄锦”等刻工姓名，可知该谱乃当时徽州著名的黄氏刻

工所刻。据卷末“领谱字号”称，该谱凡“九百四十二版，计字五十五万有奇”。刊刻如此卷帙浩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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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族谱本属不易，但该谱对世系还采用了“顺生逆卒”的独特刻法。即“生者顺书，卒者逆书”。

体现于家谱的世系表中，对在世的族人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刊刻姓名及事迹，对于本族过世者的

姓名、字号、生辰、卒葬、嫁娶等则倒置刊刻，此法在现存家谱中实属罕见。这种刊刻之法，其难

度之高，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明代中后期徽州刻工不凡的刻技以及该区域发达的刻书业。

万历二十七年，《程典》梓行告竣，所刻家谱“散藏诸族”者共83部，以房为单位颁发收藏，
涉及休宁县及其他区域的房支计27派，房派之下再依据规模大小，大者诸如“公平房”领谱多达
33部，小者仅1部。另外，卷末“领谱字号”又云“援欧苏谱例贻赠者，不在编号之列”，可见本次
所刻《程典》尚有另外一种侧重世袭，内容不同的馈赠版本，笔者迄今尚未发现。

综上，明代万历间程一枝撰修的《程典》无论就其版本和体例，抑或其涉及的族群和内容而

言，可谓徽州族谱文献中的典范之作。

三  余论

揆诸现存的明代徽州地方文献，可以看出，明代嘉万年间，徽州典籍文献撰述，乃至民间文

书的产生因时兴盛，庋藏至今者颇为丰富，实为徽州地方文献产生之一典型和鼎盛时期。具体体

现在：其一，经济活跃，社会富庶，宗族发展，由此产生并遗存的这一时期的民间文书在明代徽州

文书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二，文化郁盛，人文鹊起，地方文贤之士均热衷于著述，大多积极投身于

方志、家谱、笔记、文集等的撰修，有关这一时期的地方典籍文献亦颇为丰富，并具有很高的成

就。明人李维桢曾云：“新安人故善贾，至于今冠带衣履天下，而因以贾名。名美者莫如立言于时，

立言之士竞起矣。” 时贤休宁吴子玉亦谓：“嘉隆以来，文章粲然。”

正是在“人文郁盛”的明代嘉万时期，因宗族组织化的不断进行，徽州出现“盛世修谱”的热

潮。地方文贤或赓续，或踵事，或草创，好事者蜂起。时人刘凤称：“夫在今能重其宗，莫鄣人，

然而鄣之能以姓达于四方者，以多君子，且藉典策以传。” 明代中后期，《新安名族志》的成书当

系这一时期徽州谱事兴盛的产物和集中体现。

然而，一部谱牒佳作的出现，既要逢其时，尚需得其人。程一枝毕生专意著述，侧重史学，

并取得了很高成就，正是明代中后期徽州“立言之士”、“文章灿然”的典型代表。他的才识在当

时徽州地方文人学士中即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挚友吴子玉曾誉称“郡之文艳益雄者，巢父为有力

也⋯⋯巢父于所辈中，极其推与，人以是称巢父长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典》问世，可谓既

得其时，亦得其人。对于《程典》这部修纂于万历年间珍稀族谱的相关学术价值，尚需学者进行

深入研究。

注释：

卞利：《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纂修及刊刻等相关问题研究》，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第5卷，安徽大学出版社
20 08年版。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卷9，《史部·传记类二》著录。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著录为万历二十六年刊本，据《程典》卷
末《程一极后序》，当系万历二十七年刊本。

该谱于明万历九年始纂，次年成书。谱成，主纂程一枝因“殚精疾作，未几即世”，直至万历二十七年方在其弟程一极和

长孙程斯文等主持下鸠工竣梓。据笔者调查，由程氏宗族分别庋藏的《程典》今仅存3部，分别藏于安徽省图书馆和国家
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所藏《程典》两部，一部残缺较多，现存仅3册，系“公平房泾收，谱号为第2 4号”。另一部相对完
整，全书仅缺卷3和卷4，系“文昌派高宁公房收，谱号为第79号”。国家图书馆所藏本亦有残缺，庋藏房派和谱号不详。
本文征引《程典》均系安徽省图书馆藏本，下同。

  《程典》卷2，《本宗系牒第二下·泰塘》。
万历《休宁县志》卷6，《人物志·文苑》。笔者按：据刘凤（子威）云：程一枝“潜心述作，欲著书数十种，已竟者传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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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者人有之，未竟者方以次勒成，期假之数年可以遂所志矣。”可见，程氏著述宏富。参见《刘子威集》卷43，《程巢父
祠堂记》，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20。然揆诸《程典》，其所撰尚有《诸谱通证》、《佘麓山祠录》、《世忠流风》、
《休阳史》等。

  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卷46，《程巢父墓志铭》，《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41册。
             《程典》卷末，《冯梦祯后序》、《程一极后序》、《康功后序》。

               《程典》卷首，《程一枝自序》、《记述姓氏》、《书目征引》、《刘子威序》。

    刘凤：《刘子威集》卷43，《休阳史后序》，载《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20册。
据程一枝自云有“兄事者三人”、“所友者七人”，均籍徽州。参见《程典》卷首，《自序》。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61，《经籍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该著5卷，杜大绶为其序，原书今佚，黄虞稷：《千顷堂
书目》卷5著录。另，今尚存刘凤、吴子玉二序。参见刘凤：《刘子威集》卷3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0册；吴子
玉：《大鄣山人集》卷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1册。
许国为其作序，原书今佚。

今佚。海阳，休宁县古称，该志在道光《徽州府志·艺文志·史部·地理类》中著录为《休宁县志补》。

今佚。休阳，亦休宁县古称。

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卷8，《休阳史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1册。
鄣，徽州古称，秦汉隶属古鄣郡，境陲有大鄣山，故名。《鄣大事记》2卷，今佚，《明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以及道光
《徽州府志·艺文志·史部·地理类》著录。

      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卷9，《程典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1册。另，参见《程典》卷首，《程涓序》。
   《程典》卷首，《刘子威序》。另，题名春秋晋人程本所著《子华子》亦云：“昔吾之宗君，为周日正。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

以朝，作《程典》，令其显庸，书在故府。”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子华子》。

参见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卷46，《程巢父墓志铭》，《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41册；刘凤：《刘子威集》卷43，《程巢
父祠堂记》，《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20册。
关于唐宋以来程氏谱系构建，参见黄国信、温春来：《新安程氏统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现象考》，《史学月刊》2 0 0 6年第7
期；林济：《程敏政“冒祖附族”说考辨》，《安徽史学》2 0 0 7年第2期；章毅：《宋明时代徽州的程灵洗崇拜》，《安徽史
学》20 09年第4期。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3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程淘：《程都使沄世录》，载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96（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程淘，字南金，唐末起乡兵拒黄
巢，保全州里，累官至国子监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国。

程祁，字忠彦，南宋浮梁人，官至都官员外郎。曾侍父程节抵歙，始修《程氏世谱》。

程孟，字文实，明代歙县槐塘人。

程孟：《新安程氏诸谱会通·编修凡例》，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程典》卷首，《叙例》。

  《槐溪王氏支谱》，咸丰六年版。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13，《荪堂集序》，载《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50册。
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卷8，《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41册。

【项目说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间文书与地方社会研究”成果之一，项目

编号：08CZS0 05。

（作者刘道胜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邮编241002）
                                                    （责任编辑  韩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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