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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等级门 第 观 念 较 严 格，社 会 地 位 高 低 是 宗 族 能 否 立 足 的 重 要 凭 证，因

此，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是宗族赋予族众 的 使 命。休 宁 金 氏 宗 族 传 承 千 年，世 代 以 忠 孝 显 名。通 过 对《休

宁金氏族谱》进行研究可知，金氏宗族构建社 会 地 位 的 方 式 主 要 有 进 行 宗 族 管 理、获 得 社 会 认 同 和 官 府 认

同等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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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安 名 族 志》中 记 载 金 氏 出 少 昊 金 天 氏 之 后。

金氏初望于京兆（西安），于唐广明年间避乱到休宁珊

溪，并 在 此 定 居，随 着 人 口 繁 衍，生 齿 日 繁，金 氏 遂 成

为休宁大族。对于休宁金氏宗族的社会地位，张廷玉

给出了定位：“窃 闻 士 大 夫 谈 论 士 族 之 盛，必 推 金 张，

而以金氏为冠。”［１］卷 首 金 氏 宗 族 的 社 会 地 位 之 高 由 此

可见一斑。休宁金 氏 宗 族 社 会 地 位 的 构 建 主 要 体 现

在宗族内部权力构建、社会名流认同以及官府认同三

方面。

一、宗族内部权力构建

宗族是指由同 一 男 性 祖 先 的 若 干 后 裔 及 其 配 偶

和依附人口组成的社会群体；宗族管理是宗族内部权

力构建的重要方 式。休 宁 金 氏 宗 族 如 何 进 行 宗 族 管

理？纂修族谱是金氏宗族管理的重要方式。
（一）确定族属范围

休宁金氏的得姓始祖是西汉金日磾。“金日磾夷

狄亡国，羁 虏 汉 庭，而 以 笃 敬 寤 主，忠 信 自 著，勒 功 上

将，传国后嗣，世 名 忠 孝，七 世 内 侍，何 其 盛 也！本 以

休屠作 金 人 为 祭 天 主，故 因 赐 姓 金 氏 云。”［２］卷 六 十 八１０５０

《汉书》中 这 段 话 明 确 了 金 日 磾 的 身 份 和 得 姓 缘 由。

金日磾本 是 休 屠 国 太 子，汉 武 帝 元 狩 二 年 霍 去 病 出

征，大败匈 奴，休 屠 国 作 为 匈 奴 附 属 国 也 兵 败 降 汉。

他得姓受 封 的 原 因 是“笃 敬 寤 主，忠 信 自 著”。因 为

“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所以赐姓为金氏。从金日磾

起，金氏七世封侯，世代以忠孝闻名当世，因此后世奉

金日磾为金氏得姓始祖。休宁金氏始迁祖是金博道。

唐宣宗时，父亲金 武 显 在 平 定 黄 巢 之 乱 中 丧 生，为 避

免母亲受战乱之 害，他 护 送 母 亲 来 到 休 宁 珊 溪，定 居

在此。随着家业 创 立，子 孙 繁 衍，休 宁 金 氏 宗 族 发 展

成为当地大族，金 博 道 由 此 被 奉 为 休 宁 一 世 祖。“盖

由博道公来居新安，嗣是支分泒别，散处休宁者，其居

不一，金溪尤 大，而 总 以 博 道 公 为 休 宁 始 祖。凡 为 博

道公子孙者，皆吾族嫡派也。”《休宁名族志》中记载金

氏有二十余支，虽 同 出 少 昊 金 天 氏 之 后，如 若 不 是 金

博道的后裔子孙就不属于休宁金氏宗族嫡派。因此，

休宁金氏宗族是由 金 博 道 的 子 孙 后 裔 及 配 偶 和 依 附

人口组成的群体。确 立 族 属 范 围 是 使 本 族 子 孙 不 致

误认他族，也使别族不可冒认本族。
（二）族谱纂修

从西汉金日磾到 乾 隆 十 三 年《休 宁 金 氏 族 谱》修

成时，金氏宗族共繁衍了七十余世。由于传承速度不

同，各支派 经 历 的 世 次 稍 有 差 别。虽 然 历 经 七 十 余

世，但“历稽世系，毫发不爽”［３］卷 首 金氏传承千年，数次

迁徙，却能使“迁徙始末之详明”、“祖考承传之真切”，

这不得不归功于族谱的修纂。

名宗望族修纂族谱古来有之，沈荃为休宁蒋溪戴

氏族谱作序 时 曾 说：“古 今 望 族 皆 有 家 乘。”［４］卷 一 望 族

作家乘的目的是“别亲疏，明远迩”，从而做到“本支百

世了如指掌也。”［５］卷 首 金 氏 六 十 一 世 金 弁 在 其 初 刊 族

谱序中明确指出纂 修 族 谱 的 重 要 作 用，“家 谱 成 则 族

序立，族序立则人伦正，人伦正则世泽绵，世泽绵则祖

祀修，祖祀修 则 宗 法 立。则 其 制 虽 不 如 古 之 封 建，岂

非今之以 世 家 哉！”［６］卷 二 十 五 旧 序 这 里 把 修 家 谱 和“立 族

序”、“正人伦”、“绵世泽”、“修祖祀”、“立宗法”纳入一

个层层递进的关系网。在这个关系网中，以“家谱成”

作为起始点，立足点 在 于“立 宗 法”，作 家 谱 是 基 础 性

且必不可少的工作。家谱作成，最终宗法秩序得以确

立。宗法制确立 于 周 朝，虽 然 后 来 被 废 除，但 宗 法 思

想却传承下来，并 且 人 们 以 此 来 别 亲 疏，确 立 宗 族 内

部等级秩序。休宁金氏纂修族谱目的就是使族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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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正、世泽 绵、祖 祀 修、宗 法 立。如 此，宗 族 就 能 稳

定发展，宗族内部 权 力 得 以 构 建，才 能 于 外 构 建 其 社

会地位。此 外，金 氏 宗 族 纂 修 族 谱 还 有 更 远 大 的 目

标，即拓展休宁 宗 族 社 会 影 响 力。“俾 吾 祖 功 宗 德 常

照耀人寰，而金氏 族 谱 殆 可 窃 附 于 孔 孟 世 家 之 后，以

为千百世之忠 义 孝 友 者 劝。”［３］卷 首 不 仅 让 金 氏 子 孙 感

念“祖功 宗 德”，而 且 能 使“忠 义 孝 友 者”都 能 得 到 劝

勉。

自宋代以来，休宁金氏共有十次修谱活动。明代

嘉靖年间，金氏六 十 一 世 孙 金 弁 初 刊 族 谱，在 初 刊 谱

序中如此 介 绍：“自 是 休 之 金 姓 为 益 著 矣，然 历 世 三

十，历 年 七 百，所 传 者，唐 宋 之 门 第，所 承 者 汉 代 之 衣

冠，非他氏之 可 觊 也。其 谱 自 宋 迄 今 凡 九 修 矣，肇 于

六世祖承讬公及 孙 道 昭 公，类 萃 成 编，既 而 进 士 朋 说

公序次修录，迨黔 江 令 若 洙 公 请 序 于 勿 斋 先 生，副 使

玉相公请序于定 宇 先 生，聘 君 译 公 请 序 于 东 山 先 生，

至耆儒 玹 公、绍 宗 公、衍 公、思 明 公、俨 然 公 俱 请 序 于

名 公 高 士。 虽 皆 相 继 续 辑，咸 未 锓 梓 布

行。”［６］卷 二 十 五 旧 序 从记载中可以 明 确 知 道 的 修 谱 活 动 有

五次。可“耆儒（德）玹公、绍宗公、衍公、思明公、俨然

公俱请序于名公高 士”，这 五 人 有 几 次 修 谱 活 动 直 接

关系到金弁主修族谱活动是否在“凡九修”之列。

休宁金氏族谱《五 十 五 世 绍 宗 公 传》中 记 载：“尝

率族众修著先庵，列 群 祖 木 主 奉 祀，与 族 姪 仕 衍 伐 石

分砌汪溪衢 路，续 编 金 氏 家 谱 一 宗。德 玹 公 记 录，参

互考 订，记 载 精 详。”［７］卷 二 十 一 家 传 这 段 记 述 在 金 衍 事

略中得到验证。“五十六世衍公，字仕衍……秩八品，

诸老归，倡族修 举 诸 务，与 绍 宗 公 考 正 家 谱。”［８］卷 二 十 三

可见，绍宗与 衍 续 编 金 氏 族 谱，此 为 一 修。五 十 七 世

德玹“又修世谱藏 于 家”，此 为 二 修。此 后，五 十 八 世

俨然“承 父 遗 言，续 辑 家 谱，以 合 族 属”。［８］卷 二 十 三 五 十

六世思明“讳高童，字 思 明……尝 协 俨 然 公 续 编 金 氏

族谱一 宗。”［９］卷 二 十 一 家 传 俨 然 与 思 明 续 编 金 氏 族 谱，

此为三修。此前共修族谱八次，加上金弁自身初刊族

谱，共九修。金弁 之 后，金 氏 族 谱 约 有 两 百 年 未 再 重

修，原因不得 而 知。乾 隆 十 三 年，金 门 诏 修 成 休 宁 金

氏统宗谱，至此，休宁金氏族谱共纂修十次。

由于年代久远，休 宁 金 氏 宗 族 各 支 族 迁 徙 频 繁，

加上明嘉 靖 以 前 的 族 谱 都 未 刻 印 刊 行，所 以 保 存 困

难。但乾隆《休宁金 氏 族 谱》中 或 多 或 少 保 留 了 一 些

旧谱内容，从中不 难 看 出，历 代 金 氏 修 谱 者 对 于 纂 修

族谱重要性的认识。宋景炎年间族谱中就有“昔者圣

人别族类，义君子继世因之以谱一家。谱其氏族所自

出，则本源得其宗莫之惑矣；谱其祖考所自出，则流泒

得其传莫之淆矣；谱 其 迁 徙 所 自 出，则 始 末 得 其 详 莫

之夺矣。由是以仁率之，而联族属、缀亲疏谱焉；以义

行之，而尚行检、重名教谱焉；以礼齐之，而崇明祀、敦

嘉会谱焉；以 智 成 之，而 比 经 训、寓 劝 诫 谱 焉”。从 这

段话可以看出，作 一 族 之 谱，不 仅 要 使 源 流 宗 派 不 致

混乱，还需“比经训”、“寓劝诫”于其中，教诲族众敦行

“仁、义、礼、智”，族众 之 间 能“联 族 属”、“缀 亲 疏”，族

众于己做到“尚行检”、“重名教”，族众于宗祠能“崇明

祀”、“敦嘉会”，最终实现宗族有效管理。

明洪武年间 金 氏 族 谱 中 也 有 类 似 言 论，“窃 观 吾

金氏谱，唐宋以来，有处士道昭公修之，有鄱阳知县朋

说公修之，有黔江 知 县 若 洙 公 修 之，有 广 东 副 使 玉 相

公修之。则吾金氏千年之家声赖以不坠，百世之族属

赖以不遗。”［１０］卷 二 十 五 旧 序 这里“千年之家声”、“百世之族

属”就是 指 休 宁 金 氏 宗 族 的 社 会 地 位，它 们 赖 以“不

坠”、“不遗”的就是族谱的不断修纂。

二、“名公高士”对金氏宗族的认同

社会名流的肯 定 是 宗 族 提 高 社 会 地 位 的 有 效 途

径。完成于乾隆十三 年 的《休 宁 金 氏 族 谱》中 录 有 新

序三篇，旧序 十 九 篇。新 序 中 有 两 篇 非 金 氏 族 人，而

出自当朝名宦之手。旧序中十二篇为外族人撰写，作

序的十二人或为 名 儒，或 为 仕 宦，大 部 分 人 是 两 种 身

份兼而有之。另外，金氏族谱中记述的碑志中也有一

部分是出自“名 公 高 士”。这 些 社 会 名 流 为 金 氏 宗 族

撰写谱序、墓志，体 现 了 他 们 对 休 宁 金 氏 宗 族 社 会 地

位的认同。
程若庸，先后被 聘 为 湖 州 安 定 书 院、抚 州 临 汝 书

院山长，宋度宗咸 淳 年 间 登 进 士 第，授 福 建 武 夷 书 院

山长，著有《太极 图 说》、《近 思 录 注》、《洪 范 图 说》等。

他不仅为金若洙修纂的金氏族谱作序，还为金氏四十

八世金朋说撰写 墓 碑 记。他 为 金 氏 族 谱 作 序 是 应 金

若洙之请，却 谦 虚 道：“深 愧 寡 陋，爱 莫 助 之，聊 述 所

闻，以 序 谱 之。”［１１］卷 二 十 五 旧 序 体 现 出 他 对 休 宁 金 氏 宗 族

的推崇。陈栎，万历《休 宁 县 志》中 称“布 衣 陈 栎”，因

为“宋亡，不仕”。他虽 未 登 仕 途 却 以 儒 名 显 于 当 时。
他编写的《新安大族 志》和《新 安 名 族 志》对 徽 州 地 区

宗族社会影 响 重 大。明 万 历 时，休 宁 修 地 方 志，陈 栎

被列在《硕儒》目下，《元 史》也 将 其 列 入《儒 学》之 列，
可见陈栎的影响 不 仅 限 于 休 宁 一 地。陈 栎 在 休 宁 金

氏族谱序中提到陈 氏 与 金 氏“二 家 户 有 诗 书，人 有 德

业，何莫非始 祖 之 垂 裕 矣。胡 康 侯 尝 述 祖 德，谓 德 厚

者流光，德薄 者 流 卑，是 以 贵 始 德 之 本 也。余 与 清 甫

思承祖德，盍各勉之。”［１２］卷 二 十 五 旧 序 将金、陈两个家族相

提并论，既肯定两族 社 会 地 位，又 借“祖 德”来 劝 诫 后

人。此外，还有赵汸、吴儆等人，他们赞誉金氏宗族的

“科第显 名，人 物 隆 盛”，被 邀 请 撰 文 时 会 辞 让 一 番，
“固辞不获，乃告之”。另有撰文者如解缙、宋濂、洪垣

等人，既负儒名又跻身仕进。他们为金氏撰文时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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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休宁金氏先世“七世入侍”“世名忠孝”，而后世子孙

“不失先世声闻”。可见其推崇金氏昔日声名，也肯定

了金氏宗族当世地位。此外，为金氏族谱作序的社会

名流中，有一部分 既 不 是 金 氏 故 交，也 不 与 金 氏 族 人

熟识，他们为金氏 撰 稿 是 因 为 听 闻 金 氏 声 名，并 应 友

人之请。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金氏宗族社会地位之高。

宋濂在其撰写的金 氏 族 谱 序 中 提 到：“新 安 赵 君 子 常

与予同在史馆，间以门壻金定远来谒，出其重修世谱，

请余为序。定远家世子常已叙之，悉予复何言？乃书

此于 子 常 序 后，以 荅 定 远。”［１３］卷 二 十 五 旧 序 文 中 虽 未 涉 及

休宁金氏宗族的社会地位，但他为金氏族谱作序的行

为本身就是对金氏宗族地位的肯定。

三、官府的认同

宗族是官府进行地方管理的重要媒介，宗族与官

府之间紧密联系，得到官府的认同是一个家族构建社

会地位的有力保 障。金 氏 宗 族 获 得 官 府 认 同 主 要 体

现在邀请当朝名宦为本族族谱做鉴定或题写谱序、碑

铭等。

休宁金氏宗族 历 代 修 谱 活 动 中 都 有 当 朝 名 宦 身

影，其中尤以乾隆十 三 年 金 门 诏 主 修 的《休 宁 金 氏 族

谱》最为显著。该 部 族 谱 中 新 作 的 谱 序 有 三 篇，除 金

门诏自己作的《重修族谱序》外，另两篇分别为保和殿

大学士西林鄂尔 泰 和 保 和 殿 大 学 士 张 廷 玉 所 作。鄂

尔泰和张廷玉不仅为休宁金氏族谱作序，还为金氏族

谱做鉴定，此外，太 子 少 保 两 江 总 制 尹 继 善 也 为 金 氏

族谱填讳。《休宁金氏族谱》共二十六卷，每卷开篇都

工整写着“保和殿 大 学 士 西 林 师 鄂 公 讳 尔 泰、保 和 殿

大学士桐城师张公讳廷玉鉴定”、“太子少保两江总督

元长尹公讳继 善 填 讳”。可 见，能 延 请 当 朝 名 宦 参 与

族谱修纂的工作是无比荣耀之事，也是体现宗族社会

地位的重要方面。

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都历经康雍乾三朝，乾隆初

立，二人同受命辅 政，由 此 可 知 鄂 尔 泰 和 张 廷 玉 对 于

休宁金氏的评价是 其 社 会 地 位 得 到 官 府 认 同 的 有 力

凭证。张廷玉在《休宁金氏族谱序》中首先论到“窃闻

士大 夫 谈 论 士 族 之 盛，必 推 金 张，而 以 金 氏 为 冠。”他

还解释了“金氏为冠”的原因，“上自西汉，下迄唐宋元

明，旌以忠孝、表以义门者，屡代不绝。其衣冠人物之

伟可 以 亘 古 今、甲 中 外，此 金 氏 之 所 以 为 氏 族 冠 也。”

鄂尔泰虽未明确论及休宁金氏宗族的社会地位，但他

多次提及金氏宗族“以 忠 孝 世 其 家”、“代 有 伟 人”，这

都是对金氏宗族社会地位的肯定。当然，此前纂修族

谱也延请名宦作序，如洪武年间重修世谱的金译就请

翰林侍讲学士宋濂作序，嘉靖时金弁初刊族谱又请广

东监察御史洪垣 撰 序。休 宁 金 氏 宗 族 与 官 府 联 系 世

代不间断，这是金氏族人积极仕进以及结交当朝名宦

的结果，也是金氏宗族地位能持续获得官府认同的重

要保证。

综上所述，休宁 金 氏 主 要 通 过 宗 族 内 部 建 设、获

得“名公高士”认同和官府认同来构建宗族社会地位。

休宁金氏宗族社会 地 位 可 以 借 用 一 段 话 来 概 述，“其

诗书礼乐之泽，衣冠章服之传，道义名节之立，上足以

承祖考，下足以启子孙。则吾所谓千年之族不于汪溪

金氏其有征耶！”［１４］卷 二 十 五 旧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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