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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k_ 候选集
for each itemset 11∈Lk-1
for each itemset 12∈Lk-1
if(11[1]=12[1])∧...∧(11[k-2]=12[k-2])∧(11[k-1]<12[k-2])then{
c=11 l2;// 连接：产生候选集
if has_infrequent_subset(c,Lk-1) then
delete c;// 剪枝：删除非频繁子集的候选
else add c to Ck;}
return Ck;
基于这种支持度 - 置信度框架的关联规则在产生过程中，常会

出现一些问题。一是大量规则的产生，二是产生的规则可能具有欺

骗性。例如在给定的支持度与置信度的条件下，存在“区域 A 成绩

等级中”的规则，这个规则不一定正确，与其他规则也不一定存在着

因果关系，同时它也不是系统关心的对象。出现这个问题最大的可

能是由于事件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其次是由于在进行关联规则的挖

掘过程中，没有将语义知识考虑到挖掘算法中，以致各属性之间的

相互关系出现混乱，才最终导致挖掘出的规则不符合现实逻辑。这

就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规则进行分析，才能发现真正有价值的规

则。除了关联规则挖掘外，还可以结合其他的分析模型和算法，如基

于限制的关联挖掘、相关分析、分类和预测、聚类分析等方法，不同

的算法可以使得挖掘的知识在某个程度上相互检验。并通过对规则

的合理的解释，才有可能挖掘出一些以前没有发现，但确实存在的

招生电子档案中潜在信息，来更好地服务于后继工作。
随着高校招生方式的网络化和自主化，招生规模的规模化和扁

平化，有必要凭借大量的招生报名、录取、报到等电子档案数据库充

分挖掘关于生源结构、专业填报、生源流失等有用信息，以更加科学

且高效地开展宣传，合理地设置专业和开展学科建设。数据挖掘技

术能从大量数据中提取主题知识，这项技术可以解决该问题。通过

对历年招生数据的提取、清洗、转换、加载，建立招生电子档案信息

管理系统的数据仓库，再采用 Apriori 算法挖掘各个主题的关联规

则，对高校的招生和其他工作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尽管系统有很

强的针对性，不能对任何地域和层次的高校都适用，但系统设计的

过程和方法对招生管理系统的构建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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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作为古徽州的一部分，其家谱是徽州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绩溪家谱的调查研究，可以进一步认识明清、民
国时期的绩溪家谱与相应历史时期的绩溪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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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编修在明清徽州社会的宗族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宗

族、祖墓及家谱三者共同构成了徽州地区美俗的三个元素，其中家

谱居于核心位置。家谱不是正史，以记载家族兴衰，传达先祖信息，

延续血脉香火，致力家庭伦理为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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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

者们认为：“徽州家谱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当时徽州地

区的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存世的家谱矿

藏中，徽州地区的家谱堪称富矿。”[1]203 随着徽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

开拓，徽州家谱因为保留了徽州世家大族的迁徙细节，展现了历史

上徽州宗族的生活原貌而逐渐成为研究徽州社会变迁的重要突破

口。绩溪作为古徽州的一部分，其家谱是徽州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绩溪家谱馆藏与民间收藏调查

绩溪境内家谱的编修具有古徽州家谱的典型特点，调查绩溪地

区家谱收藏与保护情况，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研究徽州家谱的编修

理论与徽州社会变迁与转型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从绩溪家

谱对徽州社会变迁的特殊贡献，可以推论出家谱发展的整个历史线

索和在各个时期各个时代家谱的不同特点。
1.绩溪县馆藏家谱现状。笔者通过对绩溪县档案馆、文化馆、图

书馆等多家文献收藏机构的多次实地调研，发现绩溪县档案馆为绩

溪官方馆藏家谱的主要机构，文化馆及图书馆也藏有部分家谱。该

地档案馆藏有胡，汪，程，章，方，王，周，柯，洪，耿，黄，曹，许，张，葛，

冯，戴等二十个姓氏、近 200 部绩溪家谱。绩溪县文化馆藏有九部家

谱。绩溪县图书馆藏有五部家谱，但均不完整，其中有四部胡姓家

谱，一部周姓家谱。这些家谱中有很多是孤本，具有很高的科研与收

藏价值。绩溪县档案馆对这些孤本、善本家谱采取了多种防虫防潮

措施，进行了妥善的保护，同时与山西社科院进行合作，制作了电子

家谱光盘，对家谱进行多种方式的备份与保留，这对于家谱的保存

与进一步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2.绩溪民间家谱收藏现状。笔者通过对绩溪县境内华阳镇、瀛

洲乡瀛洲村、临溪乡汪坑村、荆州乡上胡家村、伏岭乡伏岭村、上庄

镇旺川村、杨溪镇大石门村、胡适研究会等七个乡镇、十五个村庄、
一个民间学术研究机构的走访调研，统计发现绩溪县民间藏有丰富

的家谱资料。约有胡，汪，程，章，洪，冯，许，邵，方，曹，高，何，王，周，

钱，张，包，丁，余，黄，舒，陈，叶，葛，戴，倪，俞，吴，李，姜，石，姚，穆，

喻，董氏等 45 个姓氏，96 部家谱。根据笔者统计，在这些家谱中，以

胡、汪、程、方、章五个姓氏家谱种类最多，共有 54 部家谱，占到了调

研家谱总数的一半。其中胡姓十八部，汪姓十六部，程姓九部，方姓

六部，章姓五部。这些家谱中很多是孤本，保存完好，具有很高的经

济与社会科学研究价值。
绩溪民间对家谱主要采取自然保存的方式。家谱保存在祖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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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木箱中，放置于阁楼通风阴凉处。据当地一些年长者口述，解放以

前，各家各族都有接谱请谱的风俗与固定的仪式，如今已经大大简

化。为了使家谱长久保存，每年六月初六左右各家各族会进行“晒

谱”活动，这对于民间家谱的长久保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绩溪县家谱特征分析

1.源远流长。徽州在经历了汉末建安年间大动乱、晋末永嘉之

乱以及唐末黄巢起义三次动乱带来的人口大迁徙后，相继迁入徽州

的世家大族开始重视发展自己的宗族势力，首等大事就是修谱。据

一些学者研究，徽州绩溪地区的修谱活动起于唐宋盛于明清。魏晋

时期，推行以门阀制度为基础的九品中正制，修谱被官方尤为重视，

大到国家政治选举，小至家族婚丧嫁娶，都遵循家谱遗训。隋唐时

期，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家谱对国家政治和家族宗法的影响开始

减弱，至唐末，门阀制度被消灭殆尽，谱学的发展也随之跌入谷底。
至宋代，官府不再组织编修谱牒，修谱完全变为民间豪族大姓的私

人行为。谱牒完全作为宗族档案保存在祠堂或私人手里。宋代徽州

绩溪大姓编修的家谱，文献记载或保存下来的有编修于清泰元年的

《仁里程氏遗谱》（现存为程惟玩手抄本）、编修于北宋咸平二年的绩

溪《冯氏宗谱》、北宋乾兴年间的《泉塘葛氏宗谱》、南宋绍兴十一年

的《金紫胡氏宗谱》等。
明清时期，是徽州绩溪家谱的繁盛时期。目前保留下来的大部

分绩溪家谱编修于明清时期。究其原因，一是官府大力倡导民间修

谱。二是绩溪宗族大姓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徽商雄厚的财力支持，绩

溪地区书院、刻书的兴起，使得绩溪世家大族开始大规模地纂修家

谱。据笔者走访考证，当时的绩溪地区已经有以修谱为生的“谱匠”，
在农闲时走村串户为各家修谱。还有一些修谱经验丰富的老谱师专

门负责把关最后的家谱汇总。民国时期，绩溪地区已有在当地享有

盛名的“谱匠”，胡适的族叔胡祥木便是其一。著名的《上川明经胡氏

宗谱》、《新安柯氏宗谱》等家谱即出自胡祥木之手。
2.体例完备。王鹤鸣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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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朱熹

的理学思想，则成为徽州谱牒的精神支柱，渗透到徽州谱牒的方方

面面，可谓之徽州谱牒之魂。”[2]105 他还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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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欧阳修和苏轼开创

的五世图式体例，对后世的修谱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徽州绩

溪家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绩溪三都梧川汪氏宗谱》中所载：“修

谱古法，以十世为一图，或以九世为一图，而图系太繁，不免难以查

阅。今以五世为一图，不繁不简，取阅犹便，图之上另余一格注某公

子，图之下有线者固有传，无者则无传，俾开卷一目了然。”[4]卷首《谱例》

“徽州家谱体例以文献和世系为核心，从始迁祖往下，注重家族

纪实。”[5]31 笔者考证发现，明清徽州绩溪家谱尽管收载的内容有多

寡之分，编纂形式有不同，但一部完整的家谱基本以世系为时间主

线，大致由序文、诰命、目录、修谱名目、恩荣录、姓氏源流、凡例、像
赞、世系图、传记、家训、家礼、家法、旧家规、墓图、祠图、村居图、族
产文书、契约文书、艺文、字辈、排行、领谱字号等部分组成。家谱通

过记载宗族大姓生活的各个层面，全方位地展现了明清时期绩溪地

区的宗族社会生活与变迁，凸显出“史为一国之史，谱为一家之史”
的编修主旨。

3.内容丰富。明清时期的徽州绩溪家谱在体例和内容上的极

大丰富是绩溪家谱编修理论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段

时期徽州绩溪家谱吸收了宋代欧阳修、苏洵所创的“欧苏谱法”，
总结了前人修谱方法，运用“五世图式”体例进行家谱的纂修，在

体例上的完善和内容上的丰富是此前家谱少有的，具备“敬祖”、
“收族”的道德功能。以《绩溪南关惇叙堂宗谱》为例，该谱的纂修

过程中不但运用了“欧苏谱法”，而且吸取了方志编纂“兼收并蓄”
的原则，收录了大量文献，突破了旧式体例的束缚，体现出徽州绩

溪家谱在内容上开始嬗变。该谱中对“咸同兵燹”的大量史实记

载，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6]卷一谱例·书法。此外，此谱还辑录了一些具有

研究价值的“诸子杂编”、“诗人杂咏”之作。例如家谱中收录了绩

溪诗人余宗益的归隐诗和田妇诗各一首，对于我们研究元末明初

的徽州社会及基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6]卷九人物。
由此可以看出《绩溪南关惇叙堂宗谱》中收录的文献采摘面较广，

突破了传统的家谱体例所局限的文献摘录范围，不再局限于表彰

祖宗功德、教化族人方面的文献记载，在内容上相较于此前的绩

溪家谱有着较大的丰富与发展。
4.绩溪家谱中体现的其他特征。一是绩溪家谱中体现出的择

业观。如《绩溪梁安高氏宗谱》所载：“人家子弟，无论贫富智愚，皆

不可无业，无业便是废人。又不可不守正业，不守正业便是莠民。
正业不外士农工商，因才而笃，皆可成家立业。安可自甘污贱，为

娼优隶卒，以玷辱门庭。”[7]卷十一家政由此可见，明清徽州绩溪家谱中

宣扬的是一种以“士、农、工、商”四民为正业，严禁从事“娼优隶

卒”等贱业的择业观，否则就是“玷辱门庭”。此外，徽州宗族都是

将子弟业儒为士视作最重要的职业，以求光大门楣。虽然如此，不

少宗族并不反对经商者和为工者，相较于重农抑商的传统理念，

更多地体现出四民平等的思想。二是徽商在明清徽州绩溪家谱的

编纂过程中的作用。家谱的编修正因为有了徽商的参与，使明清

徽州绩溪家谱带有浓郁的徽州文化特色。《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家

传中列有专门的“商人传”，记载了不少由学徒出身的绩溪商人，

如王维达十二岁时随族人到上海，入徽帮“程裕和”茶号为学徒，

勤恳朴实，销售有方，深获老板欢心，后很长一段时间担任“裕和”
号董事一职。在家谱中为商人立传，符合徽商精神层面上的需求，

同时也使徽商致力于家谱修纂。由于商业活动的流动性与分散性

特点，与徽州宗族要求“聚族而居”的传统相矛盾，再加上异常残

酷的商业竞争，利用家谱的“收族”功能把徽州绩溪商人积聚起来

就显得尤为必要，同时可以达到商业信息共享、互利双赢的目的。
家谱被作为经商活动的联络手段，体现了家谱与商业活动的文化

共融、互通有无。以《绩溪西关章氏族谱》为例，谱中记载章必泰，

“隐于贾，往来吴，道及南峰宗柘重建事，于是相与刊发知单，遍告

四方诸族”，“厥后诣浦城，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8]卷二四

《家传》。作为商人的章必泰“遍告四方诸族”，正是以收族为目的，利

用宗族关系减少商业竞争，以求同宗商人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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