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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善和程氏承海派考论

康 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１０２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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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代以后，徽州宗族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通过对善和程氏承海派宗族的长时段考察，发现：

在两宋时期，发达的科举是承海派宗族发展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明代以后，此派重视地方经营和商业发

展则是维系宗族发展的主要原因。此外，族人大量迁移侨寓地负面影响和出家为僧现象也值得关注。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２４３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５５９－０６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ｈｅ　Ｃｈｅｎｇｓｈｉ　Ｃｈｅｎｇｈａｉｐａｉ　ｉｎ　Ｑｉｍｅｎ
Ｋ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４８８，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Ｑｉｍｅｎ；Ｓｈａｎｈｅ　Ｃｈｅｎｇｓｈｉ；Ｃｈｅｎｇｈａｉｐａ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ｉｚｈｏｕ　ｃｌａ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ｄｉ－
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ｈｅ　Ｃｈｅｎｇｓｈｉ　Ｃｈｅｎｇｈａｉｐａｉ，ｄｉｓｃｏｖ－
ｅｒ　ｔｈａ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ｎ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ｈａｉｐａｉ．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
ｎａｓｔｙ，ａｔｔａｃｈ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ｎ．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ｎｋ－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祁门善和程氏是徽州程氏之重要分支，自宋

代以降，枝繁叶茂，科甲蝉联，仕宦辈出，系徽

州典型望族。揆诸程氏族谱，善和程氏奉唐代程

仲繁为善和程氏始迁祖。仲繁第三子令洭生有三

子，长子承津，次子承海，三子承潜。因承潜乏

嗣，善和程氏遂衍分为程承津和程承海两个主要

门派。其中，程 承 津 派 之 下 又 有 敬 宗 门、圭 山

门、学山门和仁山门四个主要门派，而尤以程弥

寿为始祖的 仁 山 门 最 盛。① 迄 今 仁 山 门 文 书 和 谱

牒资料的遗存较为丰富，目前学术界对祁门善和

程氏的研究也就多侧重于程承津秩下仁山门派的

考察，而对善和程氏的其他支派，尤其对以商业

著称的承海派的研究则尚付阙如。近来，笔者在

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善和程氏承海派宗族修纂

的康熙 《善和程氏支谱》，弥足珍贵。本文拟以

该族谱为中心，参稽其他相关资料，对善和程氏

承海派从宋至清初的发展作历时性考察，以丰富

善和程氏这一重要族群之研究。不当之处，敬请

方家指正。

　　一、世系繁衍与族谱修纂

晚唐社会动乱不安，户部尚书程仲繁曾坐镇

祁门、浮梁，保卫乡里，后居浮梁。其第三子令

洭留居祁门。因此，善和程氏宗族奉程仲繁为始

迁一世祖。善和程氏在北宋初形成三支。二世祖

令洭生三子，即承津、承海、承潜，其后枝繁叶

茂，形成三派，分居上村、中村、下村。
程承海 生 有 四 子：贵 恩、贵 谦、贵 实 和 贵

忠，除三子贵实失传外，其余三子后世子孙又不

断迁居祁门县的其他村庄。具体来说，贵恩生三

子：恺、吉和实，其中，长子恺失传。吉和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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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子孙不断繁衍，逐渐形成吉派和实派，而以吉

派人丁为旺。贵 谦 生 三 子：嗣、章 和 美，其 中，
长子嗣失传，章和美后世子孙兴旺，又形成章派

和美派两支，随着人口增加，章派又分为一初派

和一清 派。贵 忠 子 素 居 下 村 外 宅，随 着 世 系 分

衍，形成了素派。在这众多的支派中，以贵恩和

贵谦秩下子孙最盛。
到了两宋之交，贵恩秩下吉派八世孙希文生

守尚、守富和守仁三子。九世守尚生有三子，即

汝高、中庸和焕，他们分别迁居中村、枫林和林

村，其后子孙繁衍迅速，分别形成中村派、枫林

派和林村派。其中，由于林村派人口众多，到十

六世潮和祚时，又分为上房和下房两各支派。守

富子允功迁居灵山，形成灵山派。守仁子伯益居

中村，形成中村伯益派。
概而言之，到了元代，善和程氏承海这一支

派分居 善 和 中 村、善 和 下 村、枫 林、林 村、灵

山、柏溪等村落，形成六大门派，而以中村和柏

溪两支人丁为盛。
善和程 氏 承 海 派 族 谱 编 纂 的 情 况，从 康 熙

《善和程氏支谱》中，可窥见其一斑。承海派第

一次修谱是在南宋景定年间，由十二世孙程复纂

修。据康熙 《善和乡志》记载，程复修谱极为严

谨，“考源 系 派，孔 为 精 当 昭 析”。［１］卷 下《志 人 第 七》在

谱牒完 成 之 际，他 还 为 族 谱 作 序。到 了 元 代 初

年，十四 世 程 天 麒 又 再 一 次 续 修 家 谱。遗 憾 的

是，这些家谱都未能保存下来。
明至清初，善和程氏承海派修谱日益频繁：
（１）成化、弘治年间，贵谦秩下一清派二十

世程子伦曾经续修家谱，时方伯公为该谱作序。
（２）嘉靖二十年 （１５４１），仁山门派 二 十 一

世孙程昌修成 《善和程氏谱》共１４卷。因程昌

号和溪，故又称 “和溪谱”。该谱体例 完 备，内

容丰富，为善和程氏的 “总谱”。程昌修谱之举，
得到了承海派二十三世孙程燮的佐助，故该谱卷

１３全为承 海 派 内 容。和 溪 谱 影 响 很 大，为 后 世

子孙修谱树立了典范。
（３）崇祯三年 （１６３０），二十三世孙 程 登 瀛

续修 《善和程氏仁山 门 支 谱》，承 海 派 也 续 编 了

《善和程氏承海派族谱》，具体修撰者不明。
（４）清康熙二十一年 （１６８２），贵恩 秩 下 中

村派二十五世继先和贵谦秩下柏溪派二十六世元

翰修成 《善和程氏支谱》。
总之，善和程氏承海派修谱 活 动 历 史 悠 久，

南宋时期即开始修谱，当时记载较为简单。到了

明代中期以后，善和程氏承海派修谱活动日益频

繁。这不仅与人口日益增加相关，更是宗族观念

不断加强的表现。由于康熙年间的家谱不仅完整

的保存下来，且是本次利用的主要资料，因此有

必要作一介绍。
《善和程氏支谱》作为程氏支谱，具 体 记 载

支系门派情况。由该谱开篇 《善和程氏承海派续

谱序》可知，该 支 谱 为 承 海 派 支 谱。该 谱 不 分

卷，除了序跋和几篇传记外，皆为世系图，尽管

内容较为单一，但却完整的记载了承海派从五代

到清初 的 发 展 情 况，而 且 此 前 并 未 为 学 界 所 利

用，故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此谱序为尚书公 （程仲繁）仁山门派二十五

世程甡撰写，他在序中说：“今尚书二十五世孙

继先、二十六世孙元翰，各集族中长幼，参议考

订，编次成书，所以 崇 尊 卑，序 昭 穆，敦 族 谊，
启后裔，甚盛心也。”［２］由此可知，该谱为清康熙

年间，程继先和程元翰所修。此外，该谱录有程

元翰撰写的 《续谱纪略》：

我省干承海公派续谱之役，实由中、林两门
宗尊、应鹏、德相诸君子，深惧谱事不修，尊卑
亡序，情款弗洽，敬命叔继先董其事，而余辈辅
之。而吾门族尊日，并属元翰踵事，而起编纂世
次，各成一书，学正甡公见是书而悦之，亟序其
首，今既有年矣。但未付梓，恐难以传久，示不
朽也，心窃忧之。兹幸仁山公门贤哲竞起，忠孝
为心，毅然有作，继志纂修，鸠工繍梓，倡兹盛
事，且分达诸宗，各家编次入梓，将来合为一书
……吾派散在方隅，目取旧所编集，增以新修，
寿诸梨枣，如甡公昔者所属，将以前继仁山、学
山之盛，而后开远近族派无穷之孝思也……中、
林两门则有良圭、汝蛟、汝伟、汝翂、汝瑞诸达
士，而吾族叔辈彂 （发）昌、世德、长虹，及各
门秩下后起，如允铨、允晋辈，或从事草创，或
料理谱赀，罔不平心下气，费极周族，乃克编集
成书。

从文中得知，此前修成的族谱，虽然有程甡

康熙七 年 （１６６８）作 序，但 未 能 刊 刻 成 书。于

是，此时程继先和程元翰等人重新审定，于康熙

二十一年 （１６８２）编辑成书，将其付梓出版。此

外，结合此谱的其他内容得知，当时参与修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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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众多，林村派二十五世程汝伟，柏溪派二十六

世程法昌、世德，二十七世允晋，中村派二十六

世汝翂、汝瑞等。因此，该谱虽为支谱，但参与

修纂的支派有中村、林村、枫林、柏溪等派，实

为程承海派下各个支派的 “总谱”。
总之，善和程氏承海派自始祖程承海，经过

近两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南宋中期形成中村、林

村、枫林、柏溪等支派，俨然成 为 一 个 大 宗 族。
南宋景定年间程复修纂承海派族谱，进一步加强

了承海派宗族的凝聚力。到了明清时期，承海派

各支派之间频繁的联合纂修族谱，不但起到了尊

祖、敬宗的效果，而且强化了各个支派统合的力

度，这对于承海派宗族的维系起到重要作用。

　　二、科举仕宦与地方精英

善和 程 氏 自 宋 代 以 降，文 风 昌 盛，科 举 兴

旺，仕宦辈出。康熙 《善和程氏支谱》录有嘉靖

二十一年 （１５４２）由仁山门派后裔程镐所撰写的

《重 修 宋 省 干 公 讳 承 海 府 君 墓 志 铭》①，从 中 得

知，承海 派 也 是 一 个 人 丁 兴 旺、科 举 蝉 联 的

宗族。
据道光 《徽 州 府 志》卷９ 《选 举 志》统 计，

宋代祁门共有文进士７７人，武进士３人，合 计

进士８０人。而善和程氏承海派就有进 士１３人。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为南宋宝祐元年 （１２５３）武

举状元 程 鸣 凤，他 也 是 祁 门 县 历 史 上 惟 一 的 状

元。鸣凤先后出任殿前司同正、德庆知府、雄守

知府。在地方颇有政绩，永乐 《祁门县志》卷７
《先达》有传。他还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在学

术上颇有造诣，著有 《读史发微》３０卷、《诗文

集》［３］卷７《先 达》、 《梧 冈 盘 隐 集》［１］。此 外，据 笔 者

统计，由宋至清初，承海派通过召荐、选贡、舍

选等方式出任官职的共有数十人。无怪乎程镐在

墓志铭文中称：“历历显荣，代不乏人，公 （程

承海）裔之盛如此”。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承

海派下子孙枝繁叶茂、功名有成。
如上所述，宋代善和程氏承海派兴盛，仕宦

辈出。明代仅有进士２人，举人３人，其科举开

始衰落。而善和程氏承津秩下仁山门在明代科举

却十分兴盛，有进士５人，举人８人，此外，族

人出任 官 职 人 员 众 多。这 与 承 海 派 形 成 鲜 明 对

比。善和程氏的两各支派之间特色鲜明，承海派

在明代科举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下，竞争力

明显下降，获取高级功名的人员日益减少，然拥

有基层功名的族人在乡村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明代建国之初，朱元璋在乡村基层社会建立

了里甲、粮长、老人、乡约和乡 饮 酒 礼 等 制 度，
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与控制。善和程氏承海

派就有不少族人担任这些基层组织的领袖。洪武

初，贵谦秩下柏溪一清派十七世程观和贵恩秩下

林村派程铭，被推为祁门县东区耆宿粮长②，负

责该区 域 内 的 赋 税 征 收。东 区 范 围 大 致 包 括 善

和、枫林、柏溪、宋溪、许村、程村、胥岭、左

田、旸源、李源等村落，居住着方氏、余氏、程

氏、蒋氏、胡氏、许氏、黄氏、谢氏、李氏等名

宗右族。［４］卷５４下《聚 源 壩 记》善 和 程 氏 承 海 派 能 在 大 族

林立的东区充当该区的粮长，足以说明其在该区

域的望族地位。明初充任粮长虽然能够得到出仕

的机会，但是毕竟是一项职役，风险很大，若不

能完成 既 定 的 赋 税 额，往 往 就 会 招 致 杀 生 之

祸。③ 程观之子程完祐因其父为粮长，以 “税户

人材 举”。而 不 久，其 父 程 观 “以 县 误 申 夏 税

死”。［２］

乡约在地方教化和社会秩序维护中发挥重要

作用。据常建华研究，明代曾在洪武和嘉靖年间

两次大 规 模 推 行 乡 约，而 以 后 者 的 影 响 更 为 深

远。徽州作 为 嘉 靖 年 间 普 遍 推 选 乡 约 的 典 型 区

域，其效果尤为明显，徽州宗族强力推 行 乡 约，
实现宗族乡约化。④ 祁门是当时徽州推行乡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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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该墓志铭记载，南宋时期，八世孙安，九世孙千英，十世孙 有 能、复，十 一 世 孙 达、远、禹 锡、昱、元 、汝 霖，十 二 世 孙

泰，俱由贡补进士，凡十有一人。九世孙任主簿，封训武郎；十世孙大昌，迪功郎；授州教授，鸣凤，宝祐癸丑 （元年）状元及第；

方，任主簿。十一世孙应奎，咸淳甲戌 （十年）登王龙泽 榜 进 士；天 麒，授 武 卫 将 军；克 柔，任 本 县 主 簿；美 荫 始 武 进 教 尉。十 三

世孙梦龙，淳祐癸卯举人，宦临安 （教谕），到了明代，十六 世 孙 玄 德，国 朝 （明 代）应 人 才 举，钦 授 给 事 中；尚 祐，任 余 姚 县 丞；

荐召，刑部主事。二十世孙相，弘治戊午 （十年）举人，任从化、怀集二县令。

嘉靖 《徽州府志》卷８ 《食货·岁役》记载，祁门县当时被分为四个粮区，北乡善和为东区。参见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

刊》第２９册，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０４页。

关明代粮长制度的职务、特权及其演变，可参见梁方仲 《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９—１０３页。

常建华 《明代徽州宗族的乡约化》，《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习俗与教化：徽州宗族的形成———以休宁范氏为中心》，
《新世纪南开社会史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７１—１７５页。



度较大的区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善和程氏承

海派有不少族人先后担任乡约领袖。贵谦秩下一

清派二十四世程惟善重整本都 （八都）乡约，二

十四世程发德担任本都 （八都）约正，二十五世

程发昌担任乡约长。善和程氏承海派通过推行乡

约，对族众进行教化，增强了宗族凝聚力，加快

了宗族组织化进程。
纵观宋 至 清 初，善 和 程 氏 承 海 派 的 发 展 可

知，两宋时期，尤其南宋时期为承海派科举兴盛

时期，科举仕进是承海派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而元明时期，随着科举的竞争力的下降，承海派

族人向上层社会流动受阻，更多的谋求对地方的

经营，这些地方士绅通过不断充任乡约等地方基

层组织领导，积累威望，成为维系其宗族发展的

重要途径。

　　三、商业活动与人口迁移

除了在科举仕途上有辉煌的成就外，程承海

派在商业上也有一定的发展。明代中后期随着社

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商人力

量不断崛起，全国各地相继涌现出地域性商帮。
徽商作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商帮之一，在嘉靖、万

历时期发展到鼎盛。在经商风气日益盛行的情况

下，祁门善 和 程 氏 承 海 派 也 有 不 少 族 人 弃 儒 服

贾，他们或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或在侨寓地定居

经商。
其实，早 在 宋 代 善 和 程 氏 就 不 乏 经 商 致 富

者，如程承津、程承海兄弟因善经营致富，当时

被称为 “十万大公”和 “十 万 二 公”。但 这 仅 是

个别现象，未能形成风气。善和程氏承海派族人

普遍外出经商大致始于明代嘉靖年间。
《大泌 山 房 集》保 存 了 多 篇 有 关 明 代 嘉 靖、

万历年间徽商程神保及其家族的资料①，即卷７３
《程神保传》、卷８７ 《程叟墓志铭》、卷１０１ 《程

媪墓志铭》，另外，在卷５４ 《中和桥记》和卷５６
《程氏三墓记》中也有涉及其家族的资料。

下面以中村派程神保家族为例，对善和程氏

承海派商业发展情况进行讨论。传纪资料中明确

记载神保家族成员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物是其父程

周。《程神保传》曰：“（神保）甫丱，从其父贾

济南、下邳间，蒙霜露，沐风雨，绝甘分少，与

庸保杂 作 习 贯 如 自 然 者，至 握 算，驵 侩 莫 能 难

也。”［４］卷７３《程 神 保 传》由此可知，程神保自幼随从父亲

在济南 等 地 经 商，而 且 表 现 出 了 杰 出 的 经 商 才

能，以至 “驵侩莫能难也”。其父见到这样的情

况，欣喜万分，与别人说：“计然公子材下堇堇，

修父业耳，何若吾壤子。”［４］卷７３《程 神 保 传》其父决定让

神保继承自己的事业，继续从事商业经营。神保

娶妻之后，“诸昆弟好生分，神保所载不过囊故

衣，常采拾以为养”，可见，神保分得的 产 业 十

分微薄，不足以作为商业资本。

从传记 资 料 看，神 保 的 商 业 资 本 有 两 个 来

源②：一是婚 姻 资 本。在 独 自 踏 上 经 商 道 路 时，

其妻李氏 “奁装故饶，而更勤绩，悉以所有佐处

士 贾” ［４］卷１０１《程 媪 墓 志 铭》。由 此，神 保 “得 三 十

金”。［４］卷７３《程 神 保 传》利用这三十两银子，神保开始了

闯荡商海的历程。二是委托资本。在神保经商过

程中，“宗人子扬与从兄贵通各以百金附神保行

贾，神保为 供 子 钱 十 年”。［４］卷７３《程 神 保 传》也 就 是 说，

族人提 供 一 部 分 资 金，委 托 给 神 保，对 神 保 来

说，这可以算是 “附本经商”。无论是婚姻资本，

还是委托资本，都是神保经商的资金基础，尤其

是婚姻资本，作为神保的商业启动资金，其意义

不容忽视。

然而，从神保的经商历程看，其商业经营并

不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神保 “贾
亳，折阅十不顾一”，“转之大梁，困滋甚，而扬

迫戹责乡者母钱，至售名田偿之。”［４］卷７３《程 神 保 传》可

见，神保 在 亳 和 大 梁 经 商 时 折 本 甚 多，血 本 无

归，甚至将家中 “名田”变卖抵债。虽然经历了

多次失 败，但 神 保 并 未 气 馁，而 是 不 断 总 结 经

验，本着 “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

不利犹 未 厌 焉”［６］卷 下《诰 封 淑 人 胡 太 淑 人 行 状》的 商 业 精 神，

终于度过难关，并在家乡 “治宅一区，伯兄同托

处焉，所当劳费十九”。［４］卷７３《程 神 保 传》

从传记 资 料 看，神 保 经 商 活 动 范 围 非 常 之

广，活跃于 峡 江、闽、楚、南 海、清 源、淮 扬、

大梁、通直岛、亳、桂林和衡山等地，遍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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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程神保家世内容的具体考证，参阅拙文：《明代徽商程神保家世考论》，《明史研究论丛》第１１辑，故宫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版，第１５３—１６３页。

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在 《新安商人的研究》中，就将徽商的资本来源分成七个类型，即共同资本、委托资

本、婚姻资本、援助资本、遗产资本、官僚资本和劳动资本 （参见 《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南北各地。但是，神保在三个儿子成年后， “罢

贾”，中年以后，在衡山经商时，“见僧说大乘法

者，心好之，遂 奉 戒”［４］卷７３《程 神 保 传》，到 晚 年 时 更

是 “奉佛 唯 谨”［４］卷１０１《程 媪 墓 志 铭》，不 再 从 事 商 业 经

营，于是 “贾渐落”。可见，神保是个虔 诚 的 佛

教信徒，晚年沉迷于佛教，所谓 “闭门修斋、诵

经而已”，甚至在病重时，其长子大中要进行诊

脉治疗时 “独不令诊”。李 维 桢 在 为 神 保 撰 写 的

墓志铭中，谈到他的佛教信仰时指出：“叟 （神

保）仁厚自其天性，以奉神故，益虔早服，重积

寿考，且宁 得 正 而 毙，固 其 所 也，一 切 归 之 于

神。”［４］卷８７《程 叟 墓 志 铭》由此可 见，神 保 对 佛 教 的 迷 信

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以往对徽商资本出路

的进行讨论时，多认为徽商走的是 “以末致富，
以本守之”循环之路，从而将徽商衰败的原因归

结于投资土地和奢侈消费等非生产性行业①，而

并未注意 佛 教 等 宗 教 信 仰 对 徽 商 商 业 经 营 的 影

响。而神保信佛提供了一典型的例证。
除了程神保经营商业外，他的族人中尚有多

人经商。神保的伯兄神祐 “贾汉中”，主要在汉

中经商。当神保等族人修建中和桥时，其族人程

豹之 孙 有 功 昆 弟 “贾 淮 扬 间 闻 之，敛 金 钱 为

助。”［４］卷５４下《中 和 桥 记》可见，程 豹 之 孙 有 功 兄 弟 是 贾

淮扬的 商 人，他 们 在 族 人 修 桥 时 出 赀 佐 助。此

外，在神 保 等 将 父 兄 等 的 墓 地 进 行 迁 葬 时，其

“阳 （神保叔父）曾 孙 可 期、神 祐 （神 保 兄）子

大节，皆 贾 远 方。”［４］卷５６《程 氏 三 墓 记》由 此 可 知，神 保

的从侄可期和侄子大节也是商人。
除了中村派商业发展兴盛外，善和程氏承海

派其他支派也形成了经商的风气。如林村派二十

五世程德本，初业儒，后于万历崇祯年间，在固

始县经商，最终客死他乡。另外，族谱还大量记

载族人 “往外”，这样 的 情 况 虽 然 不 一 定 都 从 事

商业，但在商贾遍天下的徽州，很可能从事的是

商业活 动。如 二 十 五 世 程 世 科，二 十 七 世 程 允

魁，等等。［２］总之，明 中 叶 以 后，善 和 程 氏 承 海

派经商风气日益盛行，商业活动频繁，是个商贾

辈出的宗族。
伴随着外出经商风气盛行，善和程氏承海派

族人大量迁徙侨寓地，开始定居下来。族谱中有

大量善和 程 氏 承 海 派 “迁 外” “居 外” “往 外”
“迁淮”“迁孝感县”“迁竟陵”“迁池”等记载，
从总体上看，善和程氏迁徙的区域范围主要集中

在淮安、北京、饶 州 （浮 梁、景 德 镇）、池 州 等

地。如贵 恩 秩 下 枫 林 派 二 十 四 世 程 准 大，迁 淮

安；二十五世程一定三子，俱迁淮安；二十五世

程一元，任扬州仓大使，其四子都迁往淮安。又

如，贵谦秩下二十五世善士、善述兄弟及其子孙

都迁居北 京。再 如，二 十 五 世 程 继 高、继 光 兄

弟，迁居浮梁景德镇；二十五世程世学，迁居饶

州，等等。［２］善和程氏承海派自明 中 叶 开 始 大 规

模迁徙外地，与族人外出经商风气的日益兴盛密

切相关，属于商业移民。这在当时徽州是普遍性

现象。当然，除了商业移民外，还有因戍守外地

而迁徙的，如贵谦秩下一清派十八世程添祐戍襄

阳，其分支都因此而迁居郧阳 及 各 府。［２］但 这 种

现象并不普遍。

　　余论

清初徽 州 学 宦 赵 吉 士 谈 到 徽 州 时，曾 言：
“千年之 冢，不 动 一 抔；千 丁 之 族，未 尝 散 处；
千载谱系，丝毫不紊。”［７］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是

否如此整齐划一呢？显然不是。赵氏言论显然只

是就徽州总体情况而言的，具体到徽州各个县域

的宗族，其实际情况与之有较大差异。祁门善和

程氏承海派就是如此。据族谱记载，该宗族从宋

到清初有不少人出家为僧。最早的一例为南宋初

年，贵谦秩下八世孙程昊出家。明代永 乐 年 间，
贵谦秩下十八世程星祐出家。到了明中后期，出

家的人数不断增多，如贵恩秩下中村派二十四世

程廷光；贵谦秩下一清派二十五世程世昌；贵谦

秩下一清派二十六世程玄龙；贵恩秩下林村派二

十六世 程 汝 尚；贵 谦 秩 下 一 清 派 二 十 七 世 程 尚

质；贵谦秩下一清派二十六世程玄龙，等等。研

究发现，出家人数最多的为贵谦秩下一清派，至

于其出家的具体原因②，由于资料有限，暂时无

法判断，但 一 个 家 族 中 如 此 众 多 的 族 人 出 家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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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可参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黄山书社１９９５年版。

常建华在分析明代溺婴原因时，引用明代方承训 《吴老传》：“吴老者，东峰吴老人也。老人里凡生产，男二必以一男出齐民

俗入释羽流。何以故，俗不良也。以故老人父母入老人定光院释行。”（方 承 训 《复 初 集》卷 三 一）他 认 为 徽 州 家 庭 生 子 男 二 必 以 一

男入寺院，虽不排除迷信佛教的因素，但借此控制家庭人口规 模 也 应 是 重 要 因 素。此 研 究 表 明，明 代 徽 州 社 会 将 男 婴 送 到 寺 观，可

能是造成徽人出家的一个原因。参见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４卷，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１—１３７页。



僧，这种现象出现在宗族势力强大的徽州，这是

令人深思的。
一般来说，徽州宗族在族规家法中都严禁族

众出家为僧道，将这种现象视为异端，若发现有

族人违 反 禁 令，则 加 以 重 罚，甚 至 将 其 开 除 族

籍。休宁林塘范氏 《统宗祠规》 “职业当勤”条

规定，“商者亦不得越四民之外为僧道……犯者，
即系故违祖训，罪坐房长”。这不仅说明休宁范

氏宗族严禁族人出家为僧，而且处罚十分严厉，
房长也要受到责罚。不仅如此，范氏甚至制定出

不让族人与僧道交往的规定，“今后族人凡遇僧

道之 辈，勿 令 至 门”。［８］卷６《谱 祠·宗 规》休 宁 茗 洲 吴 氏

宗族家规规定，“子孙毋习吏胥，毋为僧道，毋

狎屠竖，以坏心术。”在此，茗洲 吴 氏 宗 族 将 僧

道、吏胥与屠夫三种职业相提并论视为 “贱业”，
一概禁止，甚至还规定，“妇人亲族有为僧道者，
不许 往 来。”［９］卷１《家 规 八 十 条》这 些 规 定 显 示 出 茗 洲 吴

氏宗族严禁族众为僧道的决心。休宁古林黄氏家

规，甚至将僧道、胥隶与优娼一体谈论，严厉禁

止，“四民之外，又有为僧道、为胥隶，甚且为

椎埋优娼下贱等辈，一有犯者，即以显背祖训之

罪罪之，并则坐房长。”①

值得关注的是，善和程氏承海派不仅在族规

家法中 没 有 禁 止，而 且 将 族 人 出 家 现 象 记 载 入

谱，这俨然是明确认可了族人出家这种现象。由

此可知，徽州宗族的发展并非总是不断强化的，
也存在松弛的趋势。徽州宗族的制度规范与宗族

实际运作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制度规范是垂直型

的、是静态的，而宗族实际运作则是水平的、动

态的，后者才是宗族实际活动的真实表现。善和

程氏承海派宗族为我们全面、深入的认识徽州宗

族提供了一典型例证。
通过传记和族谱资料得知，善和程氏并未非

只有程承津秩下的仁山门派一枝独秀，其承海派

也是个人丁兴旺，“圭组蝉连”的宗族。宋代以

后，承海派不断迁居外县域的其他村落，形成了

中村、林村、柏溪、枫林、灵山等支派。宋代开

始，承海派科举蝉联，仕宦辈出。明代以后，承

海派在激烈的科举竞争中，日益衰败，拥有基层

功名的 族 人 在 粮 长、乡 约 等 基 层 组 织 中 充 当 职

务，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教化和维护社会秩序的

作用。明代中后期，承海派族人不断外 出 经 商，
商业活动日益频繁。嘉靖、万历年间，中村派的

程神保 父 兄 等 多 人 从 事 商 业 经 营，活 动 范 围 广

泛。按照陈瑞对徽州望族的衡量标准和分类［１０］，
善和程氏承海派也是个典型的儒贾结合的望族。
伴随着外出经商风气盛行，善和程氏承海派族人

大量迁徙侨寓地，定居下来，开始土著化。以前

对善和程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仁山门派，尚未见

到有关善和程氏其他支派的研究。不仅如此，以

往的研究也未曾充分探讨善和程氏宗族的商业经

营②。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对承海派的系统梳

理，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善和程氏的研究，而且对

徽州宗族相关问题的探讨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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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 《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卷首下 《宗祠》，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此前，只有沈昕在 《安徽省图书馆所藏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文书研究》（载 《安 徽 史 学》，２０１０年 第５期）一 文 中，对 善

和程氏的商业文书 （１０件）有所介绍，但是这些文书皆为清代的，而且只是仁山门派的文书。而对明代善和程氏的商业则缺乏认识，

且尚未有专文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