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存的宋代以降民间文书的发掘与整理

刘道胜

〔 内容摘要 〕
世纪以来

，

不 同 时期的各地民间 文书相继 问世 发掘 民间文 书 的地域可谓
“

满天星斗
”

。 总体而言
，
南方多 于北方

，
特别 以安徽、福建、 台 湾 、贵州 、浙江 、广 东等地居多

，
类

型上以 契约文书 为 常见 。 另 外
，
历经时间和水火兵燹的洗礼

，
宋明 间的 民间 文书 颇有发现 ，

尤 以

清代民 国时期 的民间文书居 多 。 有关民间文书 的发掘与整理已取得不 少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 并

方兴未艾 。

〔关键词 〕 民间文书 发掘 整理

如众所知
，
世纪初以来

，
随着汉晋简牍 、敦煌文书不断问世 ，

自秦汉至唐宋时期的 民间文

书颇有发现 。 特别是 世纪 年代以后 ，
不少颇具代表性的各地文书亦相继面世 ，

宋元尤其

明清民国时期的 民间文书又先后大量被发掘 。 文书新资料的发现并由此带来新的研究领域的

拓展乃至新学科的产生构成 世纪我国学术发展之一重要方面 。 世纪以来
，
随着不 同时期

各地民间文书相继问世
，
民间文书越来越多地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 史学及其他学科学

者 日趋重视利用民间文书资料从事相关研究 ，有关民间文书的发掘 、整理和研究 已取得不少

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
并方兴未艾 。 笔者不揣浅陋

，
仅就一 己之见

，
对 世纪 以来所遗存的宋

代以后各地民 间文书的发掘与整理概况作一介绍和评述 ， 遗漏与不 当之处在所难免 ， 敬请

批评指正①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
“

民间文书与地方社会研究
”

（ 的成果之一 。

①本文所谓民间文书 ，系指宋代以后或由民间行用并于民间发现的 或庋藏于各类馆鮮位而反映基层社会实态的原

始文书档案 。 台湾学者将民间文书谓之
“

古文书 。 日本学者或谓之
“

私文书
”

。 另外 由于民间文书类型上以物权、人身 、

经营等方面的契约为大宗 故不少学者或称之为契约文书 。 实际上 ，
民间文书亦不乏合同文约 、信仰文书 、继承文书 、会社

文书 、赋役文书 、诉讼文书 、堆积账簿 、 日用类书 、信函尺牍以及经由官府行移民间的告示、税契等 。 其中 既有约定性格式

文书 亦有为保存信息即时记载的文本 ，其种类多样 故本文统称为 民间文书。 需要强调的是 与民间文书相对的是官文书

或谓之官府档案 。 历代官文书大多留存于各级官府 然在賦役 、诉讼 、教化等方面 ，
经由官府行移

’
能体现官府与民

间关系 虽 留存于各级博物馆 、档案馆 、图书馆 本文均归人民间文书范畴作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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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 徽

徽州文书 。 徽州 （ 古称新都郡 、新安郡 、歙州 ）位于安徽省南部 ，
宋宣和三年 （ 改称徽

州
，
下辖绩溪 、款县 、休宁 、黟县 、祁门 、婺源六县 。 宋代以降尤其明清

，
徽州髙度发达的经济文

化
，
致使公私交往频繁 。 徽州 民间具有重视在社会活动中因时立约的传统 ，人们事无巨细

，
往往

诉诸白纸黑字 。 在文书保存上
，传统徽州具有强烈的文书保存的意识 ，

尤其是大多数具有重要

书证的契约 ，人们往往视为家珍 。 值得
一提的是 ，

在徽州宗族社会中 ，公匣制度是民间文书保存

的重要手段和特色① 。 加上徽州 山限壤隔
，
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以及历史上鲜有兵戈扰攘 。 凡此

种种
，
使得徽州历史上不但产生了丰富的民间文书 ，

而且大量文书长期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而

被遗存下来 。

徽州文书面世始于民国时期
，
当时上海 、杭州等地书商和文人就经常到徽州来购买古籍 ，

不

少文书开始流出② 。 历史学家方豪成为最早收藏和刊布徽州 文书的学者 ，
他于抗战结束后 ，在

南京地摊收集了一些徽州文书
，
并于上个世纪 年代 以

“

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
”

为专题 ，

撰写了十余篇论文 刊载于台湾 《食货月刊 》 （ 各期 中③。 世纪 年代
，
随着土

地改革运动的开展
，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契约等文书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

并被视为封建糟粕遭到

大规模销毁
，
随即引起了有识之士和各级部门的重视 。 特别是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 ，

中

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等的密切关注下 ， 屯溪市新华书店专门开

辟了古籍书店
，
负责收购徽州文书和古 旧书籍 ，并开始介绍徽州文书收集情况④ 。 当年古籍书

①参见拙文 《公匣制度与明清徽州 民间文书的保存》 《 图书馆杂志》 年第 期 。

②翟屯建 《徽州文书的 由来 、发现 、收藏与整理》 《上海师大学报》 年第 期 。

③ 《明万历年间之各种价格》
，
《食货月 刊 》复刊第 卷第 期 年 月

；

《明万历年间富家产业抄存》 ，
《食货

月 刊》复刊第 卷第 期 年 月
；
《 乾隆五十五年 自休宁至北京旅行用账 》 ， 《食货月 刊 》复刊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光绪元年休宁万安某家人洋贺礼》 ， 《食货月 刊》复刊第 卷第 期 年 月
； 《康熙时重新祠楼

之文献 》 ， 《食货月 刊》复刊第 卷第 期 ， 年 月
；《乾隆十

一年至十八年杂账及嫁妆账》 ，
《食货月 刊》复刊第

卷第 期 年 月
；
《明代各朝契据四十二件抄存》 ，

《食货月刊》复刊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光绪元年 自

休城至金陵乡试账 》
，
《食货月 刊》复刊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乾隆二十六年等赴六合事录》 《食货月 刊 》复刊

第 卷第 期 年 月 ； 《道光咸丰光绪大婚事记》 《食货月 刊》复刊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乾隆二十二

年汪朱氏丧事账》 《食货月刊》复刊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④ 年 上海古籍书商韩世保赴徽州收购古书 将徽州古籍文书流通和破坏的现状告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

振铎 郑先生随即建议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 ，设立专门部 门收集和保存徽州文献和文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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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负责人余庭光先生在宣传和抢救徽州文书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① 。 据余氏介绍 ： 当年

“

收购的契约总数约有 多万件 。

”②另外 原隶徽州 ， 时属江西省的婺源县也随即开始了民间

文书文献的收集工作③ 。 屯溪市古籍书店把收集到的文书编制 目录和价格 发卖到全国各地的

书店 、图书馆 、博物馆等单位 ，
其中尤以北京中国书店和上海古籍书店为主 。 通过这一渠道 ， 徽

州文书先后流传到了全国各地④ 。 此后 ，
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省档案馆和安徽省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相继从徽州购买收集了一大批珍贵的徽州文书

和地方文献 。 世纪 年代以来的徽州文书大规模发现和收藏一直延续到
“

文革
”

前 。 世

纪 年代以后 ，
随着徽学的兴起

，
徽州文书再次大规模被发掘 。 目前 ，关于徽州文书主要庋藏

情况详见下表 。

①参见余庭光 ： 《徽州发现宋元时代的契约》 ，载《人民 日报》 年 月 日
； 同氏 《歙县发现明代洪武鱼鳞图册》

及《微州地区雌到万余件騎资料》 载《文物参考资料》 年第 期 同氏 《屯溪又发现一批古籍》 《文物》 年第

期 。

②周绍泉 《徽州文书与徽学》 《历史研究》 年第 期 。

③参见贺华 、金邦杰 《婺源县县委重视 文化馆带头进行文物保护工作 》 《文物参考资料》 年第 期 ；
王咨

臣 《江西文管会在婺源收集了很多图书资料》 《文物参考资料》 年第 期 。

④按 ：据余庭光先生回忆 ，
当年屯溪古籍书店在收购古籍和文书 同时 为便于发售 ， 先后编印 了十余期 《古籍书

目 》 寄往全国各地收藏机构 。 日前 ，
王 国健先生经眼了部分《古籍书 目 》 并撰写了 《徽州文书发现的重要见证》

一

文
，
承蒙惠示 谨致谢忱 。 笔者曾赴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上海图书馆等地查阅资料 发现所藏徽州簿册文书中均

粘贴有
“

标签
”

标签上印刷有红色格式文字
“

屯溪市古籍书店 、书名 、
编号 、册数 、售价

”

。 具体内容系墨迹手填 。 这

些标签 应与 当年编印 的《古籍书 目 》密切关联 。 另 ， 栾成显先生亦称 ：

“

历史研究所藏徽州契约文书 主要是在 世

纪五六十年代从中国书店购置来的 而中国书店则是从徽州 屯溪古籍书店收购上来的 。 当时北京地区的徽州 文书 ，

多数是经中国书店之手转卖到各收藏单位的… …除 中 国社科院历史所外 五六十年代北京购买徽州文书的主要有

中国历史博物馆 、北京图书馆 （ 即国家图书馆 ）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及中 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等几家 。

”

（ 参见

栾成显 ： 《徽学兴起亲历记》 该文承蒙作者惠示 谨谢 ）



徽学 第八卷

徽州文书主要收藏情况表①

度 数量 件 ） 备 注

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 约

中国国家图书馆 簿册数百种② 散件不详

—

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一

参见《徽州文书类 目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以阄书等簿册为主

北京大学图书馆

一

约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

天津市图书馆③

一

百件

上海图书馆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簿册为主

—

南京市博物馆

—

该馆藏文书约三千件 徽州文书应 占有相当 比例 。

南京市图书馆

藏 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省各级档案馆 参见《徽州历史档案总 目提要》④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一

黄山市博物馆

黄山学院图书馆

歙县博物馆

一

祁门县博物馆

— —

一

中国税文化博物馆 黄山市地税局主办
一

王振忠 万数 其中珍稀稿本 、抄本 、簿册计 件

—

刘伯 山

翟屯建⑤
“

田 氏所藏民间文书 千余件 ，其 中徽州 民间文书 占
瓶

丨

田 涛 ‘

有相当比例

①上表中馆藏不详以
“ ”

标示 。 表格数据 ， 除笔者调查外 参考 严桂夫主编 《徽州历史档案总 目提要》 合肥 ：

黄山书社 年 ； 王振忠 《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新进展》 《探索与争鸣 》 年第 期
；

王国键 《徽

州文书发现的来龙去脉》 ， 《 中国档案》 年第 期 ；翟屯建 《徽州文书 的由 来 、发现 、收藏与整理》 《上海师大学

报》 年第 期
；

卞 利 《徽州文书 的由来及其收藏整理情况》 《寻根》 年第 期 。

②如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即藏有徽州郑氏 、程氏 、洪氏 、吴氏 、黄氏 、叶氏 、汪氏等抄契簿 （ 参见吴丽平 ：
《 明清

契约文书的搜集和整理综述》
，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年第 期 ） 。

③关于天津图书馆所藏 参见刘 尚恒 、李国庆 ： 《 天津馆藏珍本徽学文献叙录 》 ，
载《首届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

集》 合肥 ：黄山书社 年 。

④值得一提的是 安徽省档案馆藏明清徽州文书达 件。 休宁县档案馆藏有徽州文书 件 其中有

件系清代顺治四年至民国时期的全县鱼鳞图册。 参见严桂夫主编 《徽州历史档案总 目提要》 合肥 ： 黄山书社
，

年 。

⑤参见翟屯建 ： 《徽州文书的由来 、发现 、收藏与整理》 ， 《上海师大学报》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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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所示的遗存数量在 万件以上 ，
这仅是 目 前所知巳发现的徽州文书较为明确的收藏

概况 。 实际上 徽州文书在国内外不少馆藏机构和科研院所多有存藏是不争事实 。 如国家文物

局① 、南开大学 、山东省图书馆② 、浙江省博物馆和图书馆 、重庆市图书馆以及 日本东洋文库 、东

洋文化文化研究所③ 、美国哈佛燕京 图书馆④
、英国大英图书馆东方收藏部以及法 国和 中国香

港 、 台湾地区也收藏有徽州文书⑤ 。 近年来 ，
中国人民大学 、中山大学、南昌大学 、

上海交大等高

校在徽州大力从事徽州文书的搜藏 。 此外
，
国内外私人收藏徽州文书者亦不乏其人⑦

，
且大量

徽州 民间文书
，仍深藏在有关单位 ，或散在 民间 ，

尚待发掘出来 ，
这些不明数量的公私之藏以及

有待发掘的遗存情况虽难以统计 ，
然笔者粗略估算

，
至少有数十万件 。 因此

，
目前徽州文书遗存

数量应在百万件以上是颇为可信的 ，
并随着不断发掘以及整理公布 ，

有关徽州文书遗存数量还

将不断得以突破 。 遗存的徽州文书从宋代至民 国各个时期均有发现 ，尤 以清民 国时期居多⑧ 。

根据《明清徽州经济资料丛编》 （ 辑 ）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 卷 ） 、《 中国历代契约汇编

考释》 （ 上下 ） 、 《徽州文书》 卷 等资料集统计 ， 时间较早的宋元明文书约 万件
，
如 以最新

估计总量 万件计
，
虽只占 左右

，
但宋元明时期的徽州文书绝对数量非常可观 ，

且历时性

长
，
类型涉及基层社会诸多方面 ， 因此 ，无论就数量还是价值而言 ，

徽州文书当之无愧成为 世

纪我国发现的 民间文书之典型者和代表者 。

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开始于上个世纪 年代 ，经过近 年的努力 （截止 年 ） ，
巳出版

①据杨国桢先生调查 世纪 年代屯溪市搜集的徽州 民间文书在国家文物局 、天津历史博物馆 、吉林师大图

书馆等单位均有收藏。 参见杨国桢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 。

②冯剑辉 《 山东图书馆馆藏徽州文书述评 》 《黄山学院学报》 年第 期 。

③寺田浩明 《 日 本对清代土地契约文书 的整理与研究 》 （ 年中国法律史学会年会上的发言 ）
；
岸本美绪 ：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契约文书研究会的 年》 ， 《史学月刊》 年第 期。

④陈智超 《 明代徽州方氏手札七百通考释》 合肥 ：
安徽大学出版社 ，

年 。

⑤王国键 《徽州 文书发现的来龙去脉》 ， 《 中国档案》 年第 期 。

⑥笔者曾多次赴徽州调查 发现屯溪和休宁等地
一些收藏者每年仍从徵州搜集民间文书数万件乃至 万余件

不等 并不断发卖给一些高校等收藏单位 。 文中涉及的这几所高校近几年共从徽州搜集的文书数以十万计 此种搜

集仍在进行中 。

⑦据笔者了解 在黄山市县 ，私人收藏徽州文书万件以上者不乏其人 。

⑧依据收藏情况不同 ，
迄今发现的徽州文书的上限说法不一 主要有 ： （ 南唐保大三年 谕祭文抄件 参见

王国键等 《徽州文书档案》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北宋庆历八年 （ 参见章望南 《祁

门博物馆徽州文书征集及整理概要 》 载《徽州文化研究》第 辑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年 ，第 页 （ 南

宋嘉泰元年 参见王国键 《徽州文书档案的特点和价值》 载《档案学通讯》 年第 期
； （ 南宋嘉定八

年 参见张传玺 《 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 导言》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 笔者认为 将徽州 文书

上限界定为南宋比较合理。 其一 ，大量徽州文书的产生与南宋以后徽州的社会转型和发展繁荣密切相关 ；其二 ， 宣

和三年 ，
作为一府辖六县的徽州 其称谓和行政区划亦相对固定 其三 迄今发现的早期徽州文书以南宋居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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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徽州 民间文书资料集达十余种① 。 从 目 前整理出版情况看
，
已 出版的徽州文书不到 万件 ，

相对于已发现的现存数量而言 ，
有关徽州文书的整理公布可谓任重而道远 。

除徽州文书外
，
安徽省其他地区民间文书亦颇有遗存 。 据笔者对安徽师范大学馆藏文书进

行统计
，
该馆所藏安徽文书 件左右 大多系徽州文书 ， 此外 尚有泾县 、旌德 、芜湖 、南陵 、宁

国等地文书
，
其中泾县文书约 余件 。

二 、福 建

年
，
傅衣凌先生在福建永安县黄历乡 的一间老屋 ，

无意发现一箱达数百件的民间契约

文书
，
福建文书开始面世② 。 世纪 年代以后 ， 福建学者们更加重视民 间文书的搜集和整

理。 如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从该省大部分地区搜集文书达 件 。 厦门大学历史系从 年

①相关资料集有 ： （ 安徽省博物馆编 《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 》第 辑 （ 明代 件 ， 清代 件 共计

件 ） 北京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 ， 主要辑录安徽省博物馆 件 ） 、黄山市博物馆 原徽州博物馆

件 所藏徽州契约文书 。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 》第 辑

宋元 件
，
明代 件

，
计 件 ） 北京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 主要辑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徽州契约文书 。 （ 王钰欣 、周绍泉主编 ：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 （ 宋元明编 卷 ， 清民 国编 卷 ，计 卷 ） 石家庄 ：

花山文艺 出版社 年 ，影印本 。 据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徽州 民间文书编撰 是迄今出版的价值最髙 数

量最大的徽州文书资料集 。 在此基础上 中 国社科院历史所将该所资料室所藏的 件徽州文书进行了 系统分

类编 目 形成《徽州文书类 目 》 ，
由 黄山书社于 年出版 。

（
周绍泉 、赵亚光校注 ： 《窦山公家议校注》 合肥 ： 黄

山书社 年 。 （ 张传玺主编 《 中 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其中收录有宋至清的

徽州 民间文书 ） 。 （ 章有义著 《 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 北京 ： 中国农业出版社 年 。 该著辑录有 件分家

阄书以及 种置产簿 。 （ 《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 （ 全 册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出 版社 ， 年 。 主要收录 明代

中央档案 其中第一册辑录的文书档案 中 大多系徽州文书 。 （ 田 涛等主编 《 田 藏契约文书粹编 》 北京 中华书

局 ， 年 据田涛个人收藏契约文书编辑 ，该编收录徽州民间文书数百件 。 （
陈智超著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

札七百通考释》
一

、二 、三册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年 。 据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徽州 民间文书编

撰 ， 该书第三册为方氏亲友手札原件影 印资料集 。 （ 鲍传江主编 《故纸堆》 全十卷 北京 北京图 书馆 出版社 ，

年 该书收录有部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徽州 民间文书 ） 。 （ 刘伯 山主编 《徽州 民间文书 》第一辑 、第二辑 、第

三辑 共 卷 分别为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年版
、

年版 、 年版 ，
影印本 。 据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徽州 民间文书编辑 。 （ 臼井佐知子编著 《徽州歙县程氏文书 解说》 东京外国语大学大学院地域文化研究科

世纪
“

史资料八
°

地域文化研究据点
”

本部 年 影印本 。 据编者在黄山市文物商店所购文书编辑。

〉詹鸣铎著 王振忠 、朱红整理 《我之小史》 合肥 ：安徽教育 出版社 年 。 （ 周 向华编 《安徽师范大学馆

藏徽州 民间文书 》 合肥 ：安徽人民 出版社 年 。 据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编辑 。 （ 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

室编 《 中国土地契约文书集 金一清 》 财团法人东洋文库 年刊行 辑录本 。 据各种文献所录契约文书编辑 ，

其中收录有一定数量的徽州 民间文书 。 （ 黄山学院编 《 中 国徽州文书 》 ，
民国编 卷 北京 ： 清华大学 出版社

，

年 。

②陈春声 《历史 田 野丛书总序—— 〈走向历史现场 〉 》 ， 参见郑振满 ： 《 乡族与 国家 》
，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

年 。

③周玉英 《从文契看明清福建农村经济的商品化趋势和 资本主义萌芽 》
，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年第

期 。



遗存的宋代以降民间文书的发掘与整理

代以来不断大力发掘各种民间文书近 余件 。 世纪 年代以后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将

福建省各级图书馆 、文化馆 、博物馆 、档案馆乃至公安局 、土地管理局 、财政局 、工商业联合会组

织 、地方志修纂办公室 、政协文史办公室等政府所属的机构作为调查民间文书的重点 ，
又最新搜

集到福建各地民间文书 件① 。 此外 ，
福建还发掘有集中反映地域或家族的民 间文书 厦

门契约文书 。 福建厦门市发现房地产契约文书 万余件 （ 明代 件 、清民国各 万余件

泉州黄宗汉家族文书③ 泉州黄贻杼家族置业契约④ 林尔嘉家族及民间文书⑤
；
据粗略估

计 目前福建陆续发掘的各地民间文书数量逾 万件 。 从刊布情况看 已知的福建文书最早系

明代建文年间 ，然明代文书数量较少 ，
大多数系清代民国者 。 类型主要 以契约以及官府下发的

各种票据为主 亦有议约合同 、分家阄书 、账簿银票以及诉讼信仰等方面文书 。 福建文书在反映

明清土地买卖找贴 一

田二主 、工商业发展 、家族社会 、 民间信仰等方面颇具地域特色 。 且不少

文书或集中于某一地域 ，
或凸显于某

一家庭
，
更彰显其研究价值 。

世纪 年代以后
，
福建民间文书在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期刊上不断得以刊布 。 主要

有 杨国桢编 《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 （

一

） （二 ） （ 三 ） ， 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年

第 期 ，辑录本。 据厦门大学藏福建契约文书编辑 。 陈盛明辑 《晚晴泉州
“

观口黄 置业

契约选》 ，载《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年第 期 。 傅衣凌 、 陈支平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

料杂抄》 载《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年至 年 ，其中也有不少契约文书 。 杨国桢编 ：

《闽南契约文书综录》 ，
载《 中 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年增刊 辑录本 件 ）

，
据厦门大学藏

福建契约文书编辑 。 先后出版的文书资料集有 唐文基 、鹤见尚弘 、周玉英编 《明清福建经

济契约文书选辑》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辑录本 。 据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藏明清福建契约文

书编辑 。 王连茂 、叶恩典编 《泉州 、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 》 ， 福建人民 出版社 年

①卢增荣 《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最新搜集和论说》 博士学位论文 厦门大学 年 ） 。

②这些契约文书主要收藏于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测绘档案馆馆 ，计 万余件 此外 厦门市博物馆馆藏

余件 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藏近 余件。 参见孙政文 《厦门现存房地产契约文书综述》 参见厦门市国土资

源与房地产测绘档案馆网站

③收藏于泉州市闽台关系史博物馆 参见 ：陈支平 ： 《从契约文书看清代泉州黄宗汉家族的工商业兴衰》 《中 国

经济史研究》 年第 期 。

④参见杨国桢 ：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参考文献》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 。

⑤收藏于厦门鼓浪屿林尔嘉故居 已整理出版 。 参见陈支平主编 《 台湾文献汇刊》第 辑 ，厦门 厦门大学出 版

社 、九州出版社 年 。 按 ：林尔嘉先生系 日据时期台湾爱 国人士 因不愿与 日 本人妥协 曾 内迁福建厦门鼓浪屿

定居 该文书资料集中反映了林氏家族以及闽台关系方面的情况。

⑥参见 ：
唐文基等编 ： 《 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年 卢增荣 ： 《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

最新搜集和论说》 博士学位论文 厦门大学 年 ） ； 陈支平 ： 《努力开拓民 间文书研究 的新局面》 《史学月 刊》

年第 期 陈支平主编 《福建民间文书 前言》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 ；栾成显 《 明清地方文书

档案遗存述略》 载 《中 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 》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 。

⑦全书分田地典卖文书 件 ） 、土地典卖找价文书 （ 件 ） 、
山林典卖文书 （ 件 ） 、 园林典卖文书 （

件 ） 、租佃文书 件 ） 、 寄佃文书 （ 件 ） 、借贷文书 （ 件 ） 、房屋厝地典卖文书 （ 件 ） 、其他经济文书 （

件 ） ，
总计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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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据文献之中所录契约文书辑录成书 。 陈娟英 、张仲淳编 《厦门典藏契约文书》 ，

福建美术

出版社 年影印本 ，据厦门市博物馆及社会人士收藏契约文书编辑 。 陈支平主编 《福建

民间文书 》 ，
全 册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年影 印本

，
据厦门大学藏福建地 区 民间文书

编辑 。

三 、台 湾

台湾学者多称民间文书为
“

古文书
”

， 其搜集可追溯到 日殖时代 （ 的
“

土地调

查
”

和
“

旧惯调查
”

。 这
一

时期
“

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
”

和
“

临时台湾 旧惯调查会
”

发掘的大量

台湾民间文书于《台湾私法 》 、 《台湾土地惯行之一斑》 、《台湾总督府档案》等档案汇编中多有收

录① 。 台湾光复以来
，
诸如杨云萍 、王世庆 、张光直等学者仍继续重视发掘 民间文书 ，并取得 了

重要成果 。 世纪 年代以后
，
台湾学者在民间文书的整理方面颇为突出 。 如 年代开始

编印的《台湾文献丛刊》中 民间文书 即得以大规模出版 。 年代以后 ， 台湾不少市县地方政府

和文化单位或借助期刊发布 ，或整理结集出版 文书公布更加频繁③ 。 甚至连诸如台中县的外

埔乡公所和梧栖镇公所亦委托学者整理出版其区域性文书专辑 。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有关台湾

民间文书的出版物达 余种之多④ 。 具体如下表 ：

临时台湾旧习惯调查会编 《契约及书简文类集》 版 。 年汲古书院再版改名 为

①如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编 ：

《 台湾私法》 （ 年 ） ，其中《 附录参考书》收录契约文书达 多件 。 整个 日殖

时期 ，搜集民间文书约 千余件 （ 参见许雪姬等 《王世庆先生访 问纪录 》
，
台北

“

中央研究 院
”

近代史研究所

年 。

②杨云萍也集的民间文书 ， 由 张炎宪 、曾品沧汇编成《杨云萍藏台湾古文书 》 台北国史馆 年 世纪 年

代 王世庆在美国亚洲学会支持下 ，
以台湾西部为主 ，共搜集 民间文书五六千件 并结集影印 了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

汇编》 又称《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全十辑 ，每辑 册 共 册 ） ，
该文书集只影印 了 套 分别收藏于台湾中

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美国 国会图书馆 、 日 本

东洋文库 。 世纪 年代 张光直发动成立
“

台湾史田野研究计划
”

， 收集民间文书在 千余件 收藏于
“

中央研究

院
”

台湾史研究所古文书室 。 结集出版见张炎宪 、王世庆等所编的 《 台湾平埔族文献资料选集一竹堑社 》 ， 台北

中央研究院
”

台湾史田野研究室 年 。

③据学者统计 仅 至 年 台湾出版的民间文书集达 余种 。 参见涂丰恩 《混乱中的秩序 ： 台湾契约

文书的搜集与分类》 。

④以下关于台湾文书档案的出 版信息 主要参阅陈秋坤 、洪丽完 《契约文书与社会生活》

“

中央研究院
”

台湾史

研究所筹备处 年
；
王世庆 《 台湾民间古文书之搜集整理研究》 载王世庆 《 台湾史料论文集》 （上册 ） ， 台北 ： 稻

香出版社 年
；
叶钧培 《金门清代古文书研究一以契约文书为主》之

“

参考文献
”

部分 （ 见龙腾网中华文化门

户网站台 年 ） ；李季桦 ： 《 台湾契约文书 的研究动向 》 （ 载《前近代中 国的法与社会一成果与课题 》 ， 东洋文库

年
；
涂丰恩 ： 《混乱中的秩序 台湾契约文书的搜集与分类 》 ；

栾成显 ： 《 明清地方文书档案遗存述略 》
，
载 《 中 日学

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等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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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契约文书及书简文类集》 。

日 平山勋 ： 《台湾社会经济史全集 》 ，台北台湾经济史学会 年 该集共 册
，其中

第 册系
“

噶玛兰地区契约文书
”

；第 、 册系
“

台北地方契约文书
”

村上直次郎编 ： 《新港文书 》 ， 台北帝国大学理农学部 年 ； 台北 ：幼捷出版社 年

重版 。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
台湾文献丛刊》 （共 种 ） ，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年 。 其中 ， 《 台湾私法债权编》 丛刊第 种 ） 、《 台湾私法商事编》 （丛刊第 种 ） 、 《台湾私法

人事编》 丛刊第 种 ） 、 《台湾私法物权编》 （丛刊第 种 ） 、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 》 （ 丛刊

第 种 等各编 ，均载有大量文书档案 。

张伟仁 、王世庆等主编 ：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又称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 ，

全

辑 册
，
环球书社 年

一

年影印 。

三 田裕次藏 、张炎宪编 《台湾古文书集 》 ，
台北南天书局 年 。

张炎宪 、王世庆 、李季桦编 《台湾平埔族文献资料选集
一

竹堑社》 ，
台北

“

中央研究院
”

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年 。

邱水金等主编 ： 《宜兰古文书》 ，宜兰县政府 、宜兰县文化中心出版 第一辑 年 ；第二

辑 年 第三 、四辑系
“

五结张氏家藏 年 第五辑 年 。 陈金奇 ： 《宜兰古文书 》 第

辑 ） ，
宜兰县史馆 年 。

洪丽完编 《台中县立文化中心藏台湾古文书专辑》 （ 上 、下 ） ，
台 中县立文化中心 年

影印 。

萧富隆等编 《南投县永济义渡古文契书选 》 ，南投县立文化中心 年 。

黄美英主编 《凯达格兰族古文书汇编》
，
台北县立文化中心 年。

陈秋坤 ：《 台湾古契书》 ， 台北立虹出版社 年 。

黄富三 、张秀蓉等主编 ：
台湾史档案文书 目录》 ，

台湾大学 年 。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 日据时期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文书中译本 第一辑》
，
南投 台湾省

文献委员会 年 此据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藏出版 。

吴学明 ： 《头前溪中上游开垦史暨史料汇编》 ，
新竹县文化中心 年 。

张炎宪主编 《竹堑古文书 》 ，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年。

岸里大社文书出版编辑委员会编 ： 《 台湾大学藏岸里大社文书 》 系 台湾中部平铺族岸

里社头目潘家留存之文书契约 全 册 ） ，
台湾大学 年 。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采集组 编 ： 《 草屯地 区古文书专辑 》 ，南投县台 湾省文献委员会

年

①寺田浩明 日 本对清代土地契约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年中国法律史学会年会上的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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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振名 、童元昭编 《噶玛兰 、西拉雅古文书 》 ，
台北市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年 。

谢继昌主编 《凯达格兰古文书 》 ，
台北市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年 。

胡家瑜主编 《道卡斯新港社古文书 》 ， 台北市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年 。

潘是辉编 《云林古文书汇编 第壹辑》 、 《嘉义古文书汇编 第壹辑 》 云林梅湖文化工

作室 年 。

刘泽民编 《大肚社古文书 》 ，
南投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年影印 。

董伦岳编 《梧栖古文书史料专辑》 ， 台中县梧栖镇公所 年 。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采集组编 ：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北部地区古文书专辑》全 集
，
南投县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年 。

郑水萍编 《后劲记事 后劲陈三正家藏古文书编》 ，
高雄市文化中心 年 。

洪丽完编 《外埔乡藏古文书专辑》 ，
台中县外埔乡公所 年 。

刘泽民 、陈文添 、颜义芳编译 ： 《 台湾总督府档案平埔族关系文献选辑 》 （ 该著文书系从

《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中辑录 ）
，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年 。

曾 品沧编 《笨港古文书选辑》 台北县新店市国史馆 年 。

刘泽民编 《平埔百社古文书 》 ，
南投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年版。

简史朗 、曾品沧编 《水沙连埔社古文书选辑》 ，台北县新店市国史馆 年影印 。

潘英海 、陈水木编 《道卡斯后垅社群古文书辑》 、《道卡斯蓬 山社群古文书辑 》 ，
苗栗县

文化局 年 。

林金悔编 《靖海侯施琅督垦文献辑》 ，台南县将军乡公所 年 。

洪丽完编 ： 《 台 湾社会生活 文书专辑 》 ， 台北
“

中央研究 院
”

台 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年 。

刘泽民编 《关西坪林范家古文书集》 ，南投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年 。

叶钧培等编 《金门古文书 》全 辑 金门县立文化中心 年 、 年 。

刘泽民编 《大甲东西社古文书 》 （ 上 、下册 ） ，南投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年影印 。

曾光正编 《左营历史照片及古文书 》 ，高雄市政府文献会 年 。

张炎宪 、曾 品沧编 《杨云萍藏台湾古文书 》 台北国史馆 年 。

潘英海编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学研究所藏道卡斯古契文书图文册 》 ， 台北中央研究院 民

族研究所 年 。

刘泽民编 《台湾总督府档案平埔族关系文献选辑续编》 （ 上 、下 ） ，
南投市国史馆台湾文

献馆 年 。

陈秋坤编 《大冈山地区古契约文书汇编》 ，
高雄县政府文献会 年 。

唐荣源编 《古凤山县文书专辑》 高雄市政府文献会 年 。

许文堂编 《大基隆古文书选辑》 基隆文化中心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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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凤编 《流金岁 月话蓬山 ：通苑古文书老照片专辑》 苗栗县蓬山文教协会 年 。

林明美等编 ： 《北路淡水 ：十三行博物馆馆藏古文书 》㈠ ，台北县立十三行博物馆 年

影印 。

简史朗编 《水沙连眉社古文书研究专辑》 ，
南投县政府 年 。

陈荣文编 《浦边周宅古文书》 金门县政府 年 。

彦尚文 、李建兴等编 ： 《嘉义市古文书选辑》 嘉义市政府 年 。

郑华生 、郑熵辉整理 ： 《新竹郑利源号典藏古文书》 ，
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年 。

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 ： 台湾总督府档案抄录契约文书 》第
一

、二辑
，
全 册

，
台

北
“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年辑录本 。

林玉茹 、刘序枫编 《鹿港郊商许志湖家与大陆贸易文书 （
，
台北

“

中央研

究院
”

台湾史研究所 年 。

陈纬
一

、刘泽民编 《力力社古文书契抄选辑 ： 屏东崁顶力社村陈家古文书》 南投台 湾

文献馆 、屏东县政府 年 。

高贤治编著 《大台北古契字集 》 全 集
，
台北市文献委员会 年 、 年影印 本

书前三集从台北文献会的收藏以及《清代大租调查书 》 、《 台湾私法》 中重新辑录专属 台北地域

文书 件 。

张素纷编 《苗栗鲤鱼潭巴宰族史暨古文书汇编 》 台北苗栗县文化局 年。

林修澈编 ： 《 日阿拐家藏古文书 》 ，
台北苗栗县文化局 年 。

杨惠仙编 ： 《神冈
一彼云 吕玉庆堂典藏古文书集 》 ，

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年 。

冯明珠 、李天鸣编 《 台中东势詹家清水黄家古文书集》 ，
台北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

年 。

林正慧 、曾品沧编 《李景旸藏台湾古文书 》 ，台北 国史馆 年 。

洪丽完 ： 《台湾中部平埔族群古文书研究与导读 》 ， 台中县立文化中心 年 。

林玉茹编
： 《台南县平铺族古文书集》 ， 台南县文化局 年 。

据相关学者统计
，
目 前台湾搜集的民间 文书数量在 万件以上① 。 而在文书刊布方面 ，

台

湾地区值得借鉴 。 以上所举的相关资料集 即达 余种 ，
可见已发掘的 台湾 民间文书相当多地

已公布于世 甚至还建置有专门性的资料库 ，
实行数字化典藏 ， 开通古文书阅览的网络平台 ，为

文书资料的利用提供极大便利 。

①关于迄今发现台湾民间文书数量 ，
或谓有 万余件 参见上引涂丰恩 《混乱中 的秩序 ： 台湾契约文书 的搜集

与分类》 ；
或云 余件 参见李文良 《土地行政与契约文书——台湾总督府档案抄存契约文书解题 》 台北 ： 中研

院台湾史研究所 年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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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贵 州

吉昌文书 。 吉昌系黔中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的一个村落 。 明代在西南边陲设置卫所 ，
卫

所下辖屯堡 吉昌乃当时之一典型的屯堡 。 年
，
贵州 民族学院孙兆霞教授在吉昌进行 田野

调查时 陆续发现一批吉昌 文书 共 份 ） ，
上起清雍正十一年 下迄 年

，
涵盖了二

百多年的历史 。 种类涉及土地买卖 、分关 、继承 、租借等 。 这批契约文书对于深入推进明代以来

西南边陲的屯 田制度演变 、经济社会实态等方面研究具有重要意义① 。 经整理 ，
最终形成 《吉 昌

契约文书汇编》 ， 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影印 出版 。

清水江文书 。 在贵州东南以锦屏 、天柱 、黎平 、三穗 、剑河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系侗 、苗 、汉

杂居地区 ，
该流域上历史上系我国南方重要木材供应地之一 。 明清至民 国时期 ， 当地民众在林

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大量契约文书被称作
“

清水江文书
”

。 清水江文书最早发现地为锦屏

县② 。 世纪 年代初
，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杨有庚到锦屏侗乡苗寨田野调查 ，

首次发现汉文

山林契约 。 然该文书一度除杨有庚等少数学者外 ，
并未引起政府及学界的足够关注 。 世纪

年代 ，

日本学者唐立 、武内房司等深人锦屏苗寨调查 ，
征集了数千件文书并予以整理出版后 ，

引起国内学术界与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③ 。 年 ， 由英国牛津大学和国内清华大学 、北京师

范大学 、中 山大学 、厦门大学及北京三联书店 的历史学 、人类学 、文化学 、民俗学 、文献学的专家

学者组成
“

中英联合 田野作业考察组
”

到锦屏进行民间契约与传统村落专题考察 ，
极大促进 了

清水江文书的发掘进程 。 目前 ，从黔东南锦屏 、天柱 、三穗 、黎平 、剑河等县发掘文书约 万余

件
，
其中锦屏文书约占 万件 据估计该区域遗存文书数量在 余万件以上 。 清水江文书

中
，
明代文书较为稀见

，
以清代至民国时期居多 ，

主要 内容涉及山林交易 、土地买卖 、合伙经营 、

佃山造林 、山林护养 、环境保护 、分家析产 、家庭收支 、纠纷诉讼 、乡规民俗 、官府执照 、官给告示

等 。 目前只有部分文书面世 ，大部分尚遗存于民间 ，有待发掘 。 清水江文书是明清民间契约文

书的又一重要遗存 不少以归户形式而集中保存下来 。 由于系少数民族文书 ，特色鲜明 ，其对经

济史 、法制史 、社会史 、历史人类学以及少数民族史等研究
，
均具重要价值⑤ 。

①关于吉昌文书价值参见孙兆霞 、张建 ： 《地方社会与国家历史的长时段型塑 〈 吉 昌 契约文书汇编 〉 价值

初识》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年第 期 。

②由于最先于锦屏县发现 ，
且在该县搜集的数量亦最多 一度该地域发现的文书被称为

“

锦屏文书
”

。

③唐立 、杨有庚 、武内房司等主编 ： 《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 （ 》 （全 卷 ） ，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

会 年 。 据贵州省锦屏县苗族遗存清代文书编辑 。

④ 《中国文化报》 年 月 日 。

⑤王宗勋 《从锦屏契约文书看清代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的族群关系 》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年第 期
；
徐

晓光 、龙泽江 《贵州锦屏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原生态 民族文化学刊 》 年第 期 。



遗存的宋代以降民间文书的发掘与整理

目前
，
已经出版的相关资料集主要有 唐立 、杨有庚 、武 内房司等主编 《贵州苗族林业契

约文书汇编 》 全 卷 ） ，东京大学出版会 年版 据贵州省锦屏县苗族遗存清

代文书编辑 ） 。 罗洪洋 ： 《贵州锦屏林契精选》 ，载谢晖 ，陈金钊主编 ： 《民间法》 （第 卷 ）
，
山东

人民出版社 版① 。 锦屏县档案馆编印 《锦屏契约选辑》三辑 册② 。 张应强 、王宗

勋主编 ： 《清水江文书》第 辑 册
，
第 辑 册 ，第 辑 册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

版 、 年 、 年影印本 据贵州省锦屏县苗族遗存清代文书编辑 ） 。 陈金全 、杜万华主编 ：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
——

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 》 ，
人民出版社 年版影印本

据贵州省锦屏县苗族遗存清代文书编辑 ） 。 贵州大学 、天柱县档案馆 、贵州省档案馆 、江苏

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编纂 《贵州清水江文书系列 天柱文书 》第
一辑 册 ）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将于 年出版 。

五 、浙 江

浙江省民间文书尤其是契约文书在浙江省博物馆 、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 、宁波市档案馆 、绍

兴县档案馆等馆藏单位多有遗存③ 。 近年来 ，浙江民间文书又不断被发现 。 值得一提的是 浙

江省的黄岩诉讼档案 、石仓文书 、宁波契约文书 、龙岩档案等颇受学界关注 。

黄岩诉讼档案 。 年 月 ，

一场强台风向浙江省台州市袭来 ，该市黄岩区 的一些老旧房

①辑录康熙年间 （ 林契 份 卖地卖木林契 份
；
卖木不卖地林契 份 ；佃种林契 份 ；卖栽手林

契 份 ；
外批研究 份 ；卖地林契 份 分合同 份 当借抵换林契 份 其他类 份 ；共计 件。

②参见《 中国文化报》 年 月 日 。

③ 浙江省博物馆即收藏有明清时期的契约文书 （ 年 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曾到该馆抄录文书 并撰写了
“

清代浙江田契佃约
一

瞥
”

参见杨国桢 《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五章 北京 中 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年
；
又

参见 王兴福 ： 《从一批契约文书看太平天国前浙江土地问题》 ，
《浙江学刊》 年第 期 ） 。 （ 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

馆藏清代档案刑科题本录存不少浙江契约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 ： 《清代地租

剥削形态》 北京 ： 中华书局 年 。 （ 宁波市档案馆收藏清代乾隆至光绪时期契约文书近千件 参见王万盈 ：

《产权交易下的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述论》 《西北师大学报》 年第 期 ） 纟 又参见王万盈辑校 《清代宁波契约文

书辑校》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 据宁波市档案馆藏契约文书编辑。 （ 浙江省江山市档案馆藏有一批清

代文书 ，
以长台镇朱姓家族文书最具特色 姜志书 、徐青 ： 《

一组清代家族契约档案被挖掘整理》 《中 国档案》 年

第 期 。 据浙江绍兴档案馆所藏文书档案编辑的
“

绍兴县馆藏历史档案精品丛书
”

分为
“

清代档案集萃
”

、

“

商

会档案集锦
”

、

“

教育档案集录
”

、

“

金融档案汇集
”

、

“

契约档案选集
”

， 中华书局 年出版 。 （ 绍兴县馆

藏历史档案精品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 《绍兴县馆藏契约档案选集》 ，北京 ：中华书局 ， 年 影印本 。

④浙江宁波北仑区春晓镇民丰村周姓村民将周家祠堂装有宗谱 册 和地契 （ 百余份 ） 的三个木箱捐赠给北

仑博物馆 这批材料涉及明代嘉靖至民国时期周 氏家族之记载 《宁波 日 报》 。 （ 年 月 日 《宁

波 日 报》记者杨绪忠报导 浙江余姚何先生多年来收藏有浙东地区 自清顺治到民国年间的土地买卖契约 张 （ 《 宁

波 日报》 。 （ 张介人先生长期从省 内古玩市场搜集浙东文书达 余件
，
并整理出版了《清代浙东契约

文书辑选》 杭州 ： 浙江大学 出版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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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被摧毁 。 就在一所斜塌的老房墙壁中 ，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清代同治 、光绪年间 的文书档案 。

这批诉讼案卷涉及正副状纸 、批单 、抄单 、证据 、审结 、甘结等较为完成的司法文书
，计 余件 ，

现大部分已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 被学界称为
“

黄岩诉讼档案
”

。 其后 ， 田涛教授等又到

该地做了多次的实地调查 ，进一步搜集了黄岩地区的大量文书及相关资料 ，采访了 《黄岩诉讼档

案》 中部分当事人的后人 ，
撰写了《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 ，

该书已于 年出版 。

石仓文书 。 年 月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教授到浙江省松阳县大东坝镇石仓

村参观古民居 ，在村民阙龙兴家中 ，意外发现了一批契约文书 。 后经深入调查发现 ，
石仓村重视

祖传古老契约的存传 ，
契约文书在石仓村农家老屋里多有保存 ，

一般不轻易示人 。 经协商 ，确定

这批契约的收集整理原则 ， 即建立专门工作室
，
只向村民借阅采集 ，

扫描完毕则归还原主 。 部分

愿出让者 ，也不准带出村外 ，而是保存在工作室里 ， 为将来在村庄建立博物馆或展示馆作准备。

目前
，
已收集到 自 明代隆庆年间至民国时期各种契约文书 余件 ，

内容以土地契约为主
，
并

涉及分家书 、收租薄 、流水账 、科仪书 、杂字书 、医书 、商业文书等各种文书 。 其内容涉及诸多领

域 。 年
，
曹树基以研究这批文书为中心

，
申请了上海市社科规划重大课题 《浙南山区土地

契约的搜集 、整理与研究 （ 以松阳县石仓村为中心 》 ，
已获得立项 。 目 前 ， 《 中国地方珍稀文献 ：

石仓契约》 （第 辑全 册 ，第 辑全 册 ） 已 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分别于 年 、 年出版 。

龙泉档案 。 年 浙江大学在调研地方文书期间 ，
在浙江相对偏僻山区——龙泉县档案

馆意外发现 了一批晚晴 民国 时期地方法 院遗存的诉讼档案 。 这批档案记载始 自 咸丰八年

下至 年
，
计 件卷宗

，
万余页 。 内容涉及当事人或讼师的诉状 、辩诉状的原

件 、抄本或副状 ，
知县 、承审员或法院推事的历次判词 ，调解笔录 ，言词辩论记录 庭审 口供

， 传

票 ，保状
，
结状

，
领状以及各级法院 、检察院 、监狱等司法机构之间的来往公函等。 另外 尚有作

为证据的契约 、分家书 、婚书 、系谱简图 、法警的调査记录 、田产山林的查勘图等等 。 对于研究地

方经济形态 、社会结构 、地方政治以及其他基层社会实态具有重要意义 。 该资料一经发现 ，随即

引起了国 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 。 目前
，

“

龙泉档案
”

已经列入新闻出版总署
“

十二五
”

国家重点

出版规划
，
由 中华书局与浙江大学 、龙泉档案馆合作 ，

展开充分的整理和研究 将按时段分批

出版② 。

六 、广东 含海南 、香港 ）

广东省遗存的民间文书在广东省博物馆以及广州 、中山 、新会 、东莞 、宝安 、南海等市县博物

①田涛 、
王宏治 、许传玺编撰 ： 《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 （上 、下卷 ） ，

法律出版社 年影印本 。 据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藏《黄岩诉讼档案》及实地调查搜集文书编撰 。

②包伟民 《 晚清民国 从
“

大老爷
”

到
“

大法官
”
——

“

龙泉档案
”

见证中 国基层司法百年》 ，载 《 中 华读书报 》

年 月 日 。



遗存的宋代以降民间文书的发掘与整理

馆 、档案馆颇有庋藏
，
另 外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 书馆 、孔安道纪念 图书馆亦收藏有广东契约文

书① 。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藏有广东顺德 、香山等地的土地契约 。 香港许

舒博士个人收藏有大量广东土地 、商业 、家族等类型文书 许氏所藏文书为一些学者整理后 先

后出版了多种相关资料集③ 。 近年来
，
广东 民间文书不断被发现

，
如粤东梅县文书等④ 。

七 、其 他

北京 。 北京各档案馆 、图书馆 、博物馆及大专院校图书馆藏有清代京城大量房契⑤ 。 近年

来 ，北京大觉寺文书开始面世。 大觉寺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阳 台山麓的大觉寺始建于辽

代
，
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 该寺藏有一批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契约文书数百件

，
涉及买卖契 、租

佃契 、典当契 、借贷契 、施舍赠予交换契 、伙资合同 、诉讼文书 、寺院制度 、账簿名册等类型 。 另

外 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文书中 北京文书有 余件
，
涉及田土卖契

，
典契 、承佃契 、房屋

卖契 、捐纳 。 另外 ，
值得一提的是 ，北京文书 中有关于清代北京水的买卖的文书 ，

是清代北京围

绕生活供水的经营 即
“

水钩担
”

） 而形成的契约文书 ，
经营权以胡同为单位而划定特定区域 ，每

①如谭棣华 、冼剑民所编 ： 《广东土地契约文书 含海南 》 即据广东各地馆藏单位所藏 件文书辑录而成 ， 广

州 ：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年。 又
， 中山市档案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香山明清档案辑录》

上海 ：
上海古籍出

版社 年 据中山市档案局藏明清文书档案编辑 。 值得一提的是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于 世纪 年代收集

了
一批清代乾隆至民国时期的广府侨乡文书 类型涉及买卖 、继承 、借贷 、告示等 。 参见石坚平 ：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

馆馆藏广府侨乡契约文书研究》 《岭南文史》 年第 期 。 按
“

广府
”

指明清广州府及其统辖的州县 系 广东三

大侨乡之一

②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于 世纪 年来后
，
通过香港搜集到数箱广东珠江三角洲文书 。 参见杨国桢 ：

《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序言》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年 。

③科大卫等编
： 《许舒博士所辑广东宗族契据辑录》 （ 上下 ） ，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

年
；蔡志祥编 ： 《许舒博士所藏商业及土地契约文书 ： 乾泰隆文书 （

一

） 潮汕地区土地契约文书 》 （辑录

本 ） 东京 东京大学文化研究所 年
；
刘志伟编 ：

《张声和家族文书 》 （ 辑录本 ） ，香港 ：华南研究出版社 年
；

蔡志祥编 《乾泰隆商业文书》 辑录本 ） 香港 ：华南研究出版社 年
；

马木池编 ： 《北海贞泰号 ： 商业往来文书 》

辑录本 ） ，
香港 ：华南研究出版社 ，

年
；马木池编 ： 《北海贞泰号 年结簿 》 （ 辑录本 ） ，

香港 ：
华南研究

出版社 年 。

④房学嘉先生在粤东梅县进行民俗考察时 ，
发现数量达 余件的清代民间文书 诸如李氏家族文书达数百

件 具有很强的价值 。 参见房学嘉 《关于女性在传统社会中地位的思考
——

以梅县客家妇女为例 》 《妇女研究论

丛》 年第 期 同氏 《从李氏家藏文书看妇女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以粤东梅县客家妇女为重点分析 》 ， 《 中

南民族大学学报》 年第 期 。

⑤参见刘宗
一

主编 ： 《北京房地产契证图集》 北京 中国奧林匹克出版社 年 ； 又 张小林
： 《清代北京城区房

契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 。 张著首次整理利用北京房契达 余件 ，

“

开辟了清代社会经济史

和法制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这也是迄今为止的第
一部有关城市房产买卖等问题的区域性研究专著

”

张传玺语 。

⑥参见 ：孙荣芬 、张蕴芬 《大觉寺馆藏契约文书述略》 《北京文博》 年第 期 ；秦进才 《大觉寺所藏清代契

约文书史料价值浅谈》 《中国农史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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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从井户把水打到车上再分送给顾客的
“

担水人
”

多为山东人

天津 。 天津迄今遗存较多的是清代 民国的房地契 ，
主要保存于今天津市档案馆 ，数量达两

万余件 。 其中 ，有关清代民国以会馆为主体而产生的房地契资料颇为丰富③ 。 目前出版的相

关资料集有 ： （ 天津市档案馆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 》 ，
第一

辑
，
第二辑 （ ， 第三辑 （ 第四辑 （

，
第五辑

，
天津人民出版社 年版

，
据天津市档案馆藏文书档案编辑 。 （ 刘海

岩主编 ： 《清代以来天津土地契证档案选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版 ， 据天津市档案馆藏土

地契约文书编辑 。 （ 宋美云主编 《天津商民房地契约与调判案例选编 （ 》 ，
天津

古籍出版社 年版 ，据天津市档案馆藏文书档案编辑。 （ 天津市档案馆编 《券证遗珍 》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 共收天津市档案馆所藏的 自 年至 年间 的图片六百

余幅 这些图片分别以商标 、邮务 、通行证及合约票据等不同类别 、形式 ，
展示 了西方列强采用各

种手段对天津进行的侵略和掠夺 ，清末天津社会经济发展形态 以及天津早期工商 、邮政 、商贸

流通业发展的繁荣景象 。

河北。 年
，
朱文通先生到沧州农村进行社会调查

，
先后搜集到一批清代 民国时期 的契

约文书 ，经整理后先后予以刊布 。 在此基础上 ，朱氏发表了系列专题研究论文⑤ 。 张玉对其祖

上遗存下来的 自崇祯年间至建国初共计 份文书作了整理与研究 。 近年来 ，
河北省民间文

书尚有发掘⑦ 。 这些民间文书主要 以清代中期至民 国时期地契为主 。 另外 据调查 ， 国家图 书

馆 、河北省档案馆及所辖各地 、市档案局中都藏有不少民国时期的河北契约文书⑧ 。

山西。 张正明 、陶富海在山西襄份县丁村一所明清建筑民宅中发现一批较为完整的土地和

①关于北京文书参见 日岸本美绪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契约文书研究会的 年》 《史学月 刊 》 ；

关于北京水买卖的文书 ，参见 【
日 】熊远报 ： 《清代民国时期的北京卖水业和

“

水道路
”

》 载 《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

究》 东京 ： 汲古书院
，

年
；

②参见刘海岩 ： 《 清代以来天津土地契证档案选编 导言》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 。

③参见宋美云 ：

《
近代天津会馆房地契约与诉讼习惯研究 》 《史学月 刊》 年第 期 。

④朱文通 ： 《沧州文书辑存 》 （ 载《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年第 期间 年 期 。

⑤参见朱文通 ： 《清代直隶
“

契尾
”

略析 》 载 《中 国史研究》 年第 期 同氏 《 有清以来沧州地契文书的几点

研究 》 ，
《河北学刊 》 年第 期。

⑥参见张玉 ： 《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述略》
，
《文物春秋》 年第一期

；
同氏 ： 《从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

看清代直隶农村的银钱流通》 《 中 国农史》 年第 期 ； 同 氏 ： 《试论清代 、民国时期冀中农村土地买卖中的契约

精神——以束鹿县张 氏家族土地买卖契约为例》 《河北法学》 年第 期 。

⑦参见张中 《献县发现 年前地契》 ， 《河北 日报 》 。 又 张玉 、李秀荣 《饶阳县韩村李氏地

契辑录及考释》 《文物春秋 》 年第 期 。

⑧据调查
，
国家图书馆藏有民 国时期的河北土地契约 。 河北省档案馆所藏

“

民 国河北省政府建设厅
”

（ 全宗号

；
察哈尔省 民国档案汇集

”

全宗号 ；

“

民国河北省
一至十八专署兼保安司令部全宗汇集

”

（全宗号 ；

“

民国河北省政府民政厅
”

（ 全宗号 以及石家庄档案馆所藏
“

石家庄档案馆房地产总 目
”

主要系民国时期河北省

之民间契约文书 。 参见赵志云 《民国河北契纸研究——以土地契约为 中心 》 ，硕士论文 河北师范大学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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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文书 。 随着晋商研究的开展 ，

一些山西商业文书亦被辑录出版② 。

陕西。 民间文书在陕西各级馆藏单位亦当有存藏③ 。 近年来 陕西各地民间文书的发掘屡

见报端 。 如据 年 月 日 《三秦都市报》报道 ，
陕西省澄城县尧头镇南关村一村民在整

修家中年久失修的地洞时
，
发现 了 多份发黄的契约文书 。 文书的种类很多

，
包括地契 、水

契 、买卖合同 、村保村规等
，
文书跨越的年代也很长 ，

从清康熙时起 历经各朝直到民国年间
，
长

达 多年 。 澄城县地处陕西渭南 ，
发现文书的人家是个大家族 ，

在清代出过举人和秀才 ，
到现

在有十几辈人了 。

内蒙古 。 年 月 月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征集到一批契约文书 ，
共计 张 ，大多保存完

好 。 文书种类包括地契 、分居字据 、辞退财俸身力文约 、赁房文约 、辞退身力文约 ，
皆用汉字书

写 。 文书的时间从清道光二十五年 起至成纪七三九年 止④ 。

甘肃。 甘肃临夏囱族自 治州档案馆馆藏档案中
，
文书档案是其主体 ，

涉及科技 、诉讼 、契文 、

票证以及个人和家族档案等 。 其中清代及其以前档案达 卷 件 ） ，
种类较多

，
这些档案除官

文书外 有民间契文档案 卷 ， 件 ，多为买卖 、典当 、租赁土地 、磨房 、宅院和银钱借贷 、承

嗣 、纳妾 、休妻 、产权继承等契约文书 ， 另外尚有诉讼 、教育 、土地 、家族等 民国时期 民间档案⑤ 。

甘肃临夏档案已经开始辑录出版 。

上海 。 上海道契是指近代外国侵华以来
，
在上海的租界中 ， 中 国地方政府签发给外国人租

地经商和居住的地契 ，
因 由

“

道台
”

签发
，
故称

“

道契
”
⑦

。 自 年 月 日
，
上海给外国人

签发第一号出租地契开始至于民国 ，迄今上海档案馆遗存上海道契约达三万余号 ，这些道契 已

陆续整理刊布⑧ 。 上海道契作为研究近代上海租界史 、房地产史 、土地关系史 、城市史 、经济史 、

社会史 、法制史等的重要文档资料 ，长期以来受到学界高度关注 。 世纪 年代 ，
面临列强侵

华 ，
民族危亡

， 中外学术界或着眼于收回租界 ，
或强调

“

欠远租佃
”

，
围绕道契这一租界重要契证

①张正明 、陶福海 ： 《清代丁村土地文书选编》 ，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年第 期 。

② 中 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 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 、山西财经学院 《 山西票号史料 》编写组 、黄鉴晖编 《山

西票号史料 》 上 、下部 ） ，太原 ： 山西经济出版社 年 年增订本。 本书辑录了档案馆 、博物馆所藏以及散见

于民间的山西票号文书档案资料 。 （ 山 西省政协 《晋商史料全览 》编辑委员会编 ：

《晋商史料全览》地方卷 全

卷 ，
山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 其各卷之中辑有大量明清晋商文书档案 。

③《 陕西省清至民国文契史料》 王本元 王素芬编 西安 ：
三秦 出版社 年 。

④参见王晓玲 、张景峰 《包头新近发现清末民国契约文书初探》 《 内蒙古文物考古》 年第 期 。 另外 内

蒙古 自治区档案馆编 ： 《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 》 （绥远 、察哈尔部分 ）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年 。

⑤据
“

甘肃档案信息网
”

。

⑥参见 （
马忠明 ： 《宁定契约辑》 甘肃临夏回族 自治州档案馆 年 （ 内部印行 ） 。 （ 甘肃省临夏回族 自治

州档案馆编 ：
《清河州契文汇编》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年 ，据甘肃临夏州档案馆藏清代文书档案编辑 。

⑦上海通社编 ：
《上海研究资料 》 上海 ：上海书店 年 。 按 该著中收录的

“

道契研究
”
一文 较早系统考察

了道契的由来 、程式以及道契签发 、变更 、废止等制度 。

⑧蔡育天主编 ： 《上海道契》 全 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影印本 。 据上海档案馆藏文书档案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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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有过激烈论证① 。 世纪 、 年代 以来 ，学术界 日趋重视利用上海道契从事城市史 、

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研究 ，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② 。

盛宣怀档案 。 盛宣怀 系中国近代著名 的政治家和企业家 。 盛 氏终其
一

生都

十分注重各种文档资料的搜集与保存 ，
目前

，仅庋藏于上海图书馆的
“

盛宣怀档案
”

即达 万

千余件 ，
该档案被誉为一座有关近代史研究的资料宝库③ 。

另外 ，
上海市档案馆保存有大量清代尤其晚晴以来的档案资料 ，

如房地契约④ 。 私人收藏

者关注相关资料收集亦不乏其人⑤ 。

江苏。 据杨国桢先生相关研究 江苏民间文书在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 日本国立

国会图书馆 、 日本仙台东北大学附属 图书馆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室均有收藏 。 其

中
，
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民间文书约 件左右 ， 大多系江苏民间文书 。 据 《东洋文化

研究所所藏中国土地文书 目 录 解说 》 （ 上 、下 ） 载 ， 涉及江苏民间文书有 武进朱氏文书 （

件 ） 、苏州周氏文书 （ 件 ） 、苏州金氏文书 （ 件 ） 、通州 周氏文书 、常熟胡氏文书

件 ） 、苏州文书 件 ） 、宝应王 氏文书 件 ） 、金匮陈氏文书 件 ） 、苏州潘 、贝 氏文书 （

条 ） ，共计 件 。

江西。 据相关学者估计 ，现今仍存世的江西契约文书资料至少在 件以上 ，
主要分布

在江西省博物馆以及一些地 、县级文物管理单位 。 其中 ，江西省博物馆于 世纪五六十年代征

集的契约文书 ，
通过初步分类整理共计 件 。 时间最早的文书是雍正元年广昌县黄氏卖水

①参见徐公肃 、丘瑾璋 ： 上海公共租界制度》 上海 ：上海人民 出版社 年 蒯世勋 ： 《上海公共租界史稿 》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
；
夏晋麟 《 上海租界问题 》 上海 上海书店影印 收人于

“

民国丛书
”

第 编 。

②参见沈祖炜 ： 《房地产业和近代城市建设 》 ，载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上海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年
；
陈正书 《道契与道契档案之考察》 ，

《近代史研究》 年第 期
；
马学强 《从传统到近代 江南城镇土地产权制

度研究》第三章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年 ； 马学强 《近代上海道契与明清江南土地契约文书之比较》 ，

《史林》 年第 期 夏杨 《
上海道契 法制变迁的另一种表现》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 马学强 《近代上

海法租界与法册道契》 ， 《社会科学》 年第 期 。

③ 陈旭麓 、顾廷龙 、汪熙主编
：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 种 ，题名 为

“

辛亥革命前后
”

、

“

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

门煤铁
”

、

“

甲午中 日战争
”

、

“

汉冶萍公司
”

、

“

中国通商银行
”

、

“

上海机器织布局
”

、

“

义和团运动
”

、

“

轮船招商局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出 版 。 （ 上海图书馆编 ： 《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 （ 两册 ） ，
上海 ：上

海古籍出版社 年 。

④ 上海市档案馆编 ： 《清代上海房地契档案汇编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 （ 张姚俊 《清代上海

房地契档案补编》 （ 上 、下 ） ， 《档案与史学》 年第 、 期 。

⑤傅为群 《老上海的当铺与当票 》
上海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 年影印 。

⑥按 ：杨国桢先生 曾在调查研究 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 、 日本国会图书馆 、仙台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的江苏

契约文书 据此 对清代江苏民间
“

找贴
”

乡 例作了深入研究 撰写了《清代江苏的经帐与杜断》 。 参见杨国桢 《 明清

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第五章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年 。 另外
，
苏州档案馆藏有近代商会档案 参见华中师

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苏州档案馆编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 辑 册 ） ，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 。

⑦参见 【 日 】 岸本美绪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契约文书研究会的 年》 《史学月 刊》 【 日
】 浜下武

志等编 ： 《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土地文书 目 录 解说 上 、下 ） 》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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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契
，
最晚的一件是公元 年贵溪县白 田公社毕家书立的宗族械斗合约书 文书产生的时间

跨度长达二百四十年① 。 据有关学者考察 ，庋藏于民间的江西民间文书 尚有待发掘② 。 近年来 ，

南昌大学搜集婆源文书数量达 万件 。

此外 ，
广西、山东 、云南等地亦有民间文书的遗存③ 。

〈 、 日本关于中 国民间文书的遗存与研究

日本学界关于中国民间文书的搜集 、整理及研究的展开 ，
与近代 日本推行对东亚的殖 民扩

张密切相关 。 诸如 年至 年
，
日本统治台湾期间 ，大规模实施

“

土地调查
”

和
“

旧惯调

查
”

，
搜集了大量契约文书 ，

汇编于《台湾私法》 、《台湾土地惯行之
一斑 》 、《台湾总督府档案》等

文献中 。 又
，
近代 日本为推进侵略战争而强调关于亚洲文化综合研究 ，

在中国大力从事以东北

满洲 ） 、华北为中心的
“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

和民间文书搜集 。
二战后

，
日本搜集的中国民间文

书主要收藏于东洋文化研究所等馆藏机构 。 其中 ，
仅东洋文化研究所庋藏数量 即达 件左

右 ，系清代康熙以后的中国民间文书 ，
以江苏民间文书居多④ 。 此外

，
日 本国会图书馆 、九州大

学 、京都大学 、仙台东北大学等亦有收藏 。 日本学界整理出版了多种中国民间文书资料集⑤ 。

在 日本学界
，
较早关注中国民间文书研究的学者有 ：玉井是博 、清水金二郎 、天野元之助 、戒

①许智范 、刘禄山 《

“

历史碎片
”

隊谈》 《南方文物》 年第 期 。

②据卞利先生回忆 世纪 年代末
，
他在江西安远县即发现

一批清代契约文书 约有八大捆
，
数十斤重 。 另

外
，
安远县博物馆和方志办收藏有当地民间文书 。 参见卞利 《清代江西安远县土地买卖契约文书 的发现与研究》 ，

《农业考古》 年第 期 。

③广西壮族 自治区档案馆即藏有土地契约 参见杨国桢 ： 《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参考文献部分 ） ， 北京 ：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
；
另外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辑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 、契约资料集》 （辑录广西土

地契约百余件 ） ，
南宁

：
广西民族出版社 年 。 近年来 有学者发现山东省禹城市张家庄张氏家族有关清代嘉庆

以来的契约文书 共计 份 （ 参见张兰普 《 年的一组土地 、房产 、租税契据 》 ，
《 历史档案》 年第

期 ）
；
吴晓亮 、徐政芸编 《

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 卷 册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年 。

④东洋文化研究所 年成立 ，综合了法律 、文学 、
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之学者 强调历史研究与现代社会研究

相结合 附属于东京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所 该研究所亦系侵略战争期间为加强亚洲研究之产物 。 该所所藏中

国民间文书来源主要有 ：学者捐赠 如仁井 田陞 、平中苓次所捐 ） ； 古书店购买 东亚研究所移交 关于东亚研究所 ，是

年由 日本政府设立的关于东亚的调査机构 存续至 年 日本战败 期间 该所在中国搜集的调查及文书等资

料藏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 年移交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 ） 。

⑤主要有 ： （ 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编 ： 《 中国土地契约文书集 金
一清 》 财团法人东洋文库 年刊行 据

各种文献所录契约文书编辑。 （ 滨下武志等编 ： 《 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土地文书 目录 解说》 （ 上 、下 ） ，
东京

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文献中心 年 、 年刊行 据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中 国清代契约文书编

辑 。 （ 唐立 、杨有庚 、武内房司等主编 《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 （ 》 （ 全 卷 ） ，东京 ：东京大学出

版会 年 据贵州省锦屏县苗族遗存清代文书编辑。 （ 臼井佐知子编著 《徽州歙县程氏文书 ： 解说》 东京 ：

东京外国语大学大学院地域文化研究科 世纪 史资料 地域文化研究据点
”

本部 年影 印本 据编者

在黄山市文物商店所购撤州文书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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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孝 、矶 田进 、林惠海 、仁井田陞 、天海谦三郎 、堀敏一 、山本达郎等① 。

年
，
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成立

“

契约文书研究会
”

，
主要对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契

约文书进行整理和研究② 。 最初主持该研究会的为佐伯有一教授 ，
先后从事文书整理研究的学

者有 池田温 唐代敦煌文书的专家 ，
长期从事契约文书的研究 ） 、岸本美绪 、 臼井佐知子 、寺 田

浩明 、久保亨 、
上田信 、高见沢磨 、林正子等 ，

整理结果以资料集的形式公开出版 。 世纪

年代 ，
该研究会以岸本美绪 、臼井佐知子为代表 ， 中 岛乐章 、熊远报等继续从事民间文书的整理

与研究④ 。

以上系笔者依据相关资料 ，对遗存的宋代以后各地民间文书的发掘与整理情况所作的不完

全统计 。 实际上
，
关于中外公私收藏的中国民间文书 ，或束之高阁 ，

密而未宣者 ， 或尚未公开 ，情

况不明者仍不在少数 。 据学者估计 ， 目前
“

中外学术机关入藏的明清契约文书的总和
，
保守地估

计 ，也当在 万件以上
”

⑤
。 从上文梳理情况看 ， 世纪我国不少地区 民间文书的发现带有

极大的偶然性 ，发掘民间文书的地域可谓
“

满天星斗
”

，
总体而言 ，

南方多于北方 特别以安徽 、

福建、 台湾 、贵州 、浙江 、广东等地居多 ，类型上以契约文书为常见 。 另外
，
历经时间和水火兵燹

的洗礼 ，宋明间 的民间文书屡有面世 ，尤以清代 民国时期的民间文书居多 。 随着 世纪以来各

地民间文书新资料的相继面世 ，
各地民间文书不断得以刊布 。

一

些学者还遴选各地文书形成跨

①参见清水金二郎 《契的研究 关于满支土地惯例规范》 大雅堂 年 天野元之助 《 支那农业经济论 》 （ 上 、

下 ） ， 改造社 年 ；戒能通孝 ： 《支那土地法惯例序说》 载 《法律社会学的诸 问题 》 ，
日本评论社 年

；
机

田进 《北支的租种 ： 其特点和其法律》 载于 《法学协会杂志 》 ， 年
；
林惠海 《 中支江南农村社会制度的研

究》 有斐阁 年 天海谦三郎 《 中 国土地文书研究》 ，劲草书房 年
；
今堀诚二 ： 《 中国近代史研究序说》 ， 劲草

书房 年 。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著名法制史研究学者仁井 田陞 年任东京大学
“

东洋文

化研究所
”

所长 他长期从事中国民间文献与文书研究 ，尤关注中 国契约 、家族及行会等民间 团体 、 日 用类书等民间

资料的搜集和研究 著有《 中国法制史研究 土地法 买卖法》 （ 东京 ： 东京大学 出版会 年 补订版 年 ） 、

《 中国法制史研究 ：奴隶农奴法 家族村落法 》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 ， 年 ，补订版 年 ） 、 《唐令拾遗》 （

年版 ） 、 《唐宋法律文书研究》 （ 年版 等论著 。

② 日 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

契约文书研究会
”

从 年持续到 年 或名
“

世纪以降东亚公私文书

综合研究班
”

（参见岸本美绪著 ， 栾成显译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契约文书研究会的 年 》 《史学月 刊 》

年第 期 ） 。

③整理的文书资料集有 ： 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 ： 《 中国土地契约文书集 （ 金
一清 ） 》 东洋文库 年 浜下武

志等编
：
《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土地文书 目录 解说 上 、下 》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

、 年。

④中岛乐章 《 明代乡村 纷争 秩序一徽州文书 奁史料 》 ， 汲古书 院 年版 江苏人民出 版社 （ 中

译本 年 ； 熊远报 《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
，东京 ：汲古书院 年 。

⑤参见杨国桢 ： 《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序言》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年 。



	

遗存的宋代以降民间文书的发掘与整理

区域性的文书资料集① 。 毋庸置疑
，
世纪以来 ， 随着民间文书新资料的不断面世 ， 国 内外学界

在利用和研究民间文书方面已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② ，然而 ，相对于民间文书的整理和公布而

言 ，学术界利用民间文书进行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
对民间文书价值的认识亦有待深化 。

可以期待的是 ，对文书本身研究和利用文书从事相关研究必将继续成为学术研究之
“

预流
”

。

作者单位 ：安徽师 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

①主要有 （ 张传玺主编 《中 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 （ 上 、下册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 辑录北京大

学图书馆 、 国家图书馆 、天津市图书馆和博物馆 、广西壮族 自治区博物馆 、安徽省博物馆 、中 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社会

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所藏契约文书 件 。 所辑除了敦煌文书外 主要系宋代以后的契约文书 ） 。 （ 田涛 、 〔美 〕

宋格文 、郑秦编著 《
田藏契约文书粹编 》 北京 ： 中华书局 年 辑录 田涛个人收藏契约文书 件 。 （ 郑焕

明编 《古今土地证集藏》 ，沈阳 ： 辽宁画报出版社 年版 。 ⑷鲍传江 、郭又陵《故纸堆》 （全 册 ） 北京 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 年版。 （ 王支援 尚幼荣等 《故纸拾遗》 第 、 辑 ）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 年 主要系陕

西 、山西、云南 、东北、甘肃等地各种民间文书 ） 。 （ 张德义 、郝毅生主编 ： 《 中国历代土地契证 》 石家庄 ：河北大学

出版社 ，
年版 。

②限于篇幅 有关民间文书的利用和研究 ，笔者将另外撰文作考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