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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徽州族谱中张廷玉、汪由敦佚文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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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代徽州族谱中的张廷玉佚文一篇、汪由敦佚文二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张廷玉为济阳江氏

作谱序，反映其史学观。汪由敦所作谱序一篇，反映其谱学观，并记述了相关宗族人物行迹; 所作胡集行状

一篇，反映徽商对宗族及社会的参与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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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Zhang Ting － yu and Wang You － dun’s lost articles in the Qing Dynasty in Huizhou genealogy

JIANG Xiao － jiao
( Center for Huizhou studie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Zhang Ting － yu’s lost article and two Wang You － dun’s lost articles in Qing Dynasty in Huizhou
genealogy，and they have a certain historical value． Zhang Ting － yu wrote a preface for Jiyang Jiang Family’s genealogy to re-
flect his historical viewpoint． Wang You － dun wrote genealogy preface to reflect his spectrum learning ideas，and record the
related families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behavior and deeds． He wrote an article about Hu Ji of biography，reflected the
Huizhou merchant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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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在做清代徽州族谱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

作，发现张廷玉写的《雍正甲寅长田谱序》和汪由敦写的

《题新安徐氏宗谱》、《清华翔素公行状》等三篇文章，查

阅相关文献资料及其文集，均未收入他们已经刊刻的文

集之中。现简述如下，以飨读者。

佚文一:《雍正甲寅长田谱序》

太保、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大学士 张廷玉

尝谓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邑之有志也。史载天

下之实事，而是非邪正以定; 志详一县之规模，而山川民

物以著; 谱系百代之源流，而亲疏等杀以明。三者均重，

而谱牒之任为更难。盖史志之任，在诸缙绅仕宦; 家谱

之任，独在肖子贤孙。遐举数百年之事，一一而笔之于

书，或因文献不足，茫无可征; 或值时势乖违，颓然中止;

或畏灏瀚繁难，因循有待，日远日湮，愈久愈失。其孰从

而求之? 又孰从而信之? 不有作者，谁与传焉? 非自信

精确，迫发于孝思之诚者，不能以此自任而殷殷焉，惟谱

之是图也。

甲寅天贶①次日，家报中附有宗弟文走札一函，道

其世兄江子调予②，偕其族人修谱，以序请于予。源流

行实，具载详悉，余欣然起敬。自公退食之余，熟复其行

①甲寅: 指雍正甲寅年，即雍正十二年( 1734) 。天

贶: 指农历六月六日。

②调予: 即江尔梅，侍御二十五世孙。雍正年间，和

其兄尔松共同主持纂修江氏族谱。乾隆四年( 1739 ) ，

江尔梅再集资续写新本，以便后人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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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而知其源流。粤自元仲受封以后①，显贵宠荣，行谊

方正，忠孝廉洁之俦，班班史册，如济阳之有彦遐②，临

淄之有次翁③，止水之池④，笔花之梦⑤，美不胜举。即

侍御公派下都官郎中之五世孙，讳济字巨川者，始迁长

田以来，世多潜德，孝友相承，文物衣冠，后先辉映。若

思明之撰图，北窗之重编⑥，从吉、从善、德泽诸公之续

录⑦，凤池、子益、考叔、元嘉、鸣臯、应桐等之补集，正中

斋之续修⑧，何莫非尊祖敬宗之心同一出于至诚? 今调

予氏，又专心搜讨，步乃兄之后尘，继先人之素志，又岂

非孝思之诚，迫发于不容己也。是真可谓知所重，而不

辞其难者矣。微肖子贤孙而能如是乎! 乃序而复于文，

幸转致之江子，不知有当高明否?

通过阅读民国四年( 1915) 《济阳江氏统宗谱》可知，

徽州长田江氏，是从济阳江氏分支出来。据侍御十三世

孙江思明撰《至正丁亥长田宗图序》载:“我祖之先自黄

帝而后有颛顼，又五世为伯益公，尧帝时，为虞官，有功

德于民，赐姓嬴氏名大费，生三子，封季子元仲于江，历

虞夏商周，世守其国。”到春秋鲁文公四年，“国亡于楚”，

此后子孙就“以国为姓”。战国、秦汉之间，名人辈出、代
有显宦。晋隋五代，“组绶相继，瓜延蔓衍，散处四方”。

传至景房公，始居桂岩，“事吴越王，为侍御史”。后五传

至济公巨川( 号云林散人) ，“数游星愿”，往来长田，为

了“避方腊之乱”，举家迁居长田。“始迁祖自宋徽宗重

和二年来迁，今阅八世，历年一百七十余载。其间或居

长田，或居清华，散处不一。”又据侍御十四世孙江北窗

撰《元至正庚寅长田谱序》载:“方腊作乱，我祖济公遂携

家卜筑于清华镇东十里，曰长田，而家矣。”并说族伯思

明担心后世不知姓之所出，亲自绘宗图一本。到明代江

用恕时，纂修族谱，并请户部尚书商辂撰写《明景泰庚午

谱序》，序中写到:“迄济公迁婺北长田，今十六世矣。”到

清代雍正年间，侍御二十五世孙江调予续修族谱时，邀

请张廷玉撰写了此序。

张廷玉( 1672—1755) ，字衡臣，号砚斋，又号澄怀主

人，张英次子，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历任

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礼部尚书、翰
林院掌院学士、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

士、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等职。张廷玉为官五十载，

地位显赫。一生著述颇丰，但给他姓族谱作序的文章，

收编其文集之中的仅有《王氏族谱序》、《姚氏宗谱序》

两篇。他给长田江氏谱作序，实属难得。在序文中，张

廷玉阐述了史志、谱牒的功能、作用和区别，指出纂修族

谱的重要性，言辞简洁，寓意深远。他以一个史学家的

眼光，洞察修谱之难，阐述责任之重，乃至发出“谱牒之

任为更难”的感叹，这也是谱牒学在今天受到学术界重

视与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

佚文二:《题新安徐氏宗谱》

伊川先生谓:“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

不忘本，须是明谱系，收世族。”⑨夫情见于亲，亲见于

服，服始于衰而递降，以至于尽。谱之作也，所以引未尽

者，使之亲而留; 既尽者，使不至于疏。且世世子孙晓然

于吾宗发祥于某代某官某地，慨然想见忠孝文章之遗，

而继继承承保以不坠。虽累百世而不能忘。苏明允曰

:“观吾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盖所系若斯之重

也。

①元仲: 江氏远祖。据《唐景福癸丑谱序》载:“吾

江之先，自伯益之裔元仲受封于江，……曰江人。”胡士

著撰《康熙甲子统修谱序》载:“其先世始于伯益，而宗

元仲。伯益嬴姓，元仲其次子也。佐禹度土有功，锡封

于江。”后世避居济阳，“子孙以国氏为姓，江氏所自来

也。”

②彦遐: 即江禄，济阳考城人，后为唐侯相。曾撰写

《列仙传》10 卷等。

③次翁: 即汉代江革，字次翁，以孝闻。

④止水之池: 此指宋相江万里致仕归饶州，凿深池

于芝山之阳，建亭于上，题匾曰“止水”。

⑤此用江淹梦笔之典。

⑥此指元至正十三年( 1353 ) ，侍御景房公十三世

孙江思明绘宗图、十四世孙江北窗续修宗谱之事。

⑦此指德泽公等倡议修谱之事。据族人江国光撰

《乾隆乙酉长田谱序》可知，“明永乐时，德泽、元遂二

公，同赴开化，以联族谊”。

⑧此指族人正中斋在乾隆年间主持修谱之事。

⑨原句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

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程颐、程颢:《二程

集》，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85 页。

⑩路口为歙县地名。

吾邑长干徐君松亭，分司宁绍盐运，历十余年，以才

能著称。摄郡邑篆，所至有惠绩。乾隆丁巳( 乾隆二年。

作者注。) 引见，授太原府同知。濒行，奉所葺《徐氏新

谱》，谒序于予。

谱称徐氏系出偃王，至南唐昶公为歙州刺史，其子

孙遂留居治所，散迁歙、休间。于今蕃衍勿替，两邑多衣

冠望族，孝享敦睦，蔼然古风。松亭方出佐名郡，其族子

光文，以丙辰( 乾隆元年。作者注。) 举顺天乡试，宦绩科

名接踵而起。先儒张子有言:“子孙才，族将大。”吾见

歙、休徐氏之为望族冠冕也。观是谱也，而其尊祖收族，

所谓油然生其孝弟之心，不能忘所自来者，于是为知本

矣，不益可重欤! 其纂辑是谱者，曰路口⑩维镐昆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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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村①穀符，识载备而用力勤，当得附书。是为序。

时乾隆二年丁巳夏五，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内廷

供奉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汪由敦拜撰。

汪由敦这篇文章收在《新安徐氏宗谱》②卷首之一，

此谱自雍正十三年冬十月开始纂修，乾隆二年秋八月完

成。《新安徐氏宗谱》所收旧序 8 篇，撰者分别为宋代蔡

元定、汪彻、徐申、文天祥，元代许衡，明代祝世禄、许国、

徐文清。新序有: 雍正十三年徐寊序，乾隆元年徐禋序，

乾隆二年有徐本、汪由敦、程盛修、徐景京、徐有纬、徐璟

庆所作序及徐亦政所作跋。此谱体例周严，纂修刊刻皆

各有专人。主持其事者为徐禋高祖辈长公徐景京、徐璟

庆，执笔者徐禋，访求支派及校正者徐道鸣、徐亦政。此

文为乾隆二年( 1737) 夏徐有纬向汪由敦请求撰写，不见

于汪由敦的别集《松泉集》。序文涉及汪由敦的谱学观，

对徐有纬的生平、徐氏宗族源流等，均有记述。

汪由敦，字师茗，号谨堂，又号松泉，安徽休宁人。

生康熙三十一年( 1692) ，卒乾隆二十三年( 1758) 。康熙

五十年，汪由敦十九岁，以商籍补钱塘县学附生，康熙五

十四年入敷文书院读书，五十六年，随徐元梦入京。当

是这一时期与徐有纬结交。雍正二年，汪由敦中进士，

十三年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乾隆元年入直南书房，授内

阁学士。钱维城云:“由敦学问淹贯，于书无所不窥。为

文章典重有体，词约而旨深。少负重望。自以诸生直史

馆，当时即以公辅期之。及官翰林，朝廷大制作必属之，

一时奉为矜式。”③汪由敦当时就有极高声望，当属徽州

名人，因此有乾隆二年徐有纬赴太原府就任同知之前，

在京城请序于汪之事。

汪由敦在文中阐述修谱的意义，完全以宋代苏洵观

点为宗。苏洵在其《苏氏族谱》中言:“观吾之谱者，孝弟

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见乎亲，亲见于服，服始于衰，

而至于缌麻，而至于无服。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

尽则喜不庆，忧不吊; 喜不庆，忧不吊，则途人也。”④汪

由敦纂修族谱的认识，与苏洵的谱牒学思想比照，可谓

是文异而义同。

汪文称请序者为“吾邑长干徐君松亭”，即休宁长干

人徐有纬，松亭当为其号。徐有纬为干吏，雍正三年分

司宁绍盐运时，曾捐款修葺杭州紫阳书院⑤。雍正四

年，查嗣庭科场案发时，徐有纬在杭州府，参与查办此

案。“李卫于十八日武闱报竣，公同点验并派令驻防章

京二人及因公在省知府五人，一同将所搜书籍册本，逐

张一一细加揭看，除刻板旧本通行之书及八股文章、京

报、契帐等类暂行开明封固，交署杭州府徐有纬收贮外，

所有一切字迹、钞录书本以及往来书札笔迹，不论片纸

零星，凡有可查者，尽数密加封固，遵旨解部再查。”⑥雍

正五年，徐有纬又参加疏通河道，“巡抚臣李卫委分司徐

有纬动支帑银开浚，自驿桥起至清湖闸计三百二丈。”⑦

因此，汪文中称其“以才能著称”并非虚言。然而汪由敦

亦回避了雍正五年徐有纬曾因亏空被令补齐之事。“宁

绍分司徐有纬于上年推升离任，查明伊经管项下缺少米

七千四百余石，又谷六千五百余石。除将预收备耗米谷

抵补外，实少米五千八百九十余石，谷三千三百四十余

石……。”⑧

汪文中言徐氏出偃王，始迁祖为南唐徐昶，是据徐

氏族谱所记。徐偃王之说，史料记载说法不一，相互矛

盾。当代学者孔令远认为“古书中有关徐偃王的传说有

相互抵牾之处，其原因可能与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徐

偃王是专指某位徐王，还是泛指徐国国君的不同理解有

关。实际上，徐偃王是泛指以鹅( 古名舒雁) 为图腾的徐

人的王，故称舒雁王，即徐偃王。”⑨文献中的徐偃王可

能不是指某一人，然而徐氏因胙土而命氏应是可信的。

所言徐光文，字莛蓣，休宁徐村人，乾隆元年举顺天乡

试，乾隆十年殿试二甲进士，为徐氏宗族俊彦。汪由敦

所作族谱序，见于其文集的，有故乡休宁古林黄氏及妻

族查氏谱序，另外二篇分别为武进盛氏及临安景村徐氏

的谱序。此序篇制虽短，记述精当，因辑考如上。

①徐村为歙县地名。

②徐景京、徐禋等:《新安徐氏宗谱》，清乾隆五年

刻本。

③钱维城:《松泉集·原传》，清乾隆刻本。

④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3 页。

⑤雍正《浙江通志》卷 25。

⑥《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 174 之 2，《景印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⑦雍正《浙江通志》卷 53。

⑧《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 211 下。

⑨孔令远:《徐偃王的传说及相关问题》，《重庆师

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第 85—88 页。

佚文三:《清华翔素公行状》

清华太学生胡翔素公殁，其故人汪由敦以宦游未获

致奠。越月，孤子光族以书来乞状。因忆余兄弟自乡

居，与公善有年，迄今供职京师，音问无间。前得从兄应

扬书，知公病故，悲叹不能言。呜呼! 友道始终如公，真

不多觏也。兹以举殡伊迩，所以状生平者，惟故人是属，

何容辞?

按状，公讳集，字义征，号翔素，婺北清华人。先世

自唐常侍银青光禄大夫讳学，徙居此。十七世祖旭，以

庭燎召对，登殿元，为获鹿丞。五传至祖德，由进士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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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政。高祖抚、曾祖士宏，两世皆以医济世。祖日升、

考沾贤，品行俱为乡人表率。妣余氏未有出，江氏生伯

兄廷梁，赵氏生公，俱以次殁。戴氏、王氏，实抚公成人。

公生有颖思，就外傅，绝爱儒术。思殚志以遂显扬。

既因少贫失恃，未遑卒业。从伯兄逐什一利，以资菽水。

其事考妣也，怡怡色养，苟可以得欢心，从不以财力辞。

常痛不逮事所生妣，为终天恨。每当周忌，辄悲不自禁。

康熙壬辰( 康熙五十一年。作者注。) ，若考弃世，继妣续

亡，葬祭一遵家礼。亲族群啧啧称孝云。服阕，督学胡

公案新安，选公入泽宫主大参公鬯，公祇禋事益虔，无坠

厥典。近援京畿营田，例入太学，冀得进身以抒素蕴。

奈何赍志以殁。易箦之夕，召诸子谕曰:“死生，命也。

尔辈和兄弟各事其事，敬伯父如父，事汝母如吾，我无忧

地下矣!”言讫而逝，无一语及家产事。呜呼，惜哉!

公生平嘉言善行，不可胜纪，尤于祖宗为关切。十

六世祖昭三公墓地远僻，被邻故侵，族众惶惶，议派丁

费。不三日，丁费齐。公谓众曰:“人必诚矣! 第丁费岂

足与邻讼? 今日之事，吾独任之。丁费退回。”县与军衙

两勘，讼至藩宪，事经三载，费累千金，方得清理。又虑

祖墓既保，祖祀未立，因复集会。次年，倡将二会输出殖

置祭田，岁有常祀。其他先茔，恐遭侵夺者，力请当事示

禁，永杜惊害。未得吉壤者，择燥土妥之。并广储立祀

以供烝尝。凡族党间事，事无大小，率以身先，措置得

宜，未敢告瘁。若赀费所需，辄倾囊弗吝焉。雍正初，图

内逋粮积重，峻追朴创，公悯受困，慨然垫纳，公私两济。

更区画成规，预办徭赋输征，永免逋累。邑侯李及吴俱

褒笃义云。

少与伯兄经营甘苦，式好无尤，虽贾而有儒行。闲

时雅好涉猎经史，体察力行。督子侄恒严无贷，援引多

出往古格言。读书必讲大义，阐明要旨，以示入德之门。

至延师课子，隆礼致敬，仪节有加。往来皆道义文章之

士。三子光族，年十三，补郡学弟子员。公训之曰:“勿

以倖售自喜。古人学业无穷，宜从此以图精进，慎毋自

画。”时余以母忧归①，公不时聚首，因命光族来问业。

公之尊师取友，造就后昆者，洵如是。夫待人必尽其诚，

与从兄应扬为金石交，垂数十年如一日。且令兄子学

治，与诸子同肄业，多方鼓舞，盖公敦世谊，励后进，素性

然也。

人有鼠牙雀角之争，必极力排解，是非立决，无偏

党，亦无隐讳，不平之鸣，因之立释。某尝有夙逋，不忍

负，愿鬻媳以偿，公趋止之，焚其券。亲邻售业不计其

值，必先问其何用，筹其开销外，不能为负贩本，则必于

所议价之外增之。诸如解衣推食以赒寒馁者，更未易仆

数云。

公殁于雍正辛亥( 雍正九年。作者注。) 十一月，距

生年五十有二。娶戴氏，桂岩处士嘉实公女。子六: 光

树、光国，俱太学生。光族，郡庠生。光旂、光旆、光宇，

俱业儒。孙八，孙女一。

赐进士出身、敕授儒林郎、日讲官起居注、左春坊、

左赞善兼翰林院编修，充《明史》纂修官，前翰林院检讨，

充丙午( 雍正四年。作者注。) 顺天乡试同考官，庚戌( 雍

正八年。作者注。) 会试同考官，《大礼纪注》、《国朝一统

志》两馆纂修官，加三级，年家眷弟汪由敦顿首拜撰。

此佚文辑自民国六年修婺源《清华胡氏统谱》②，未

见于汪由敦别集。根据其中《修谱世次》载，婺源清华胡

氏从宋代至民国六年，共修谱 10 次。其中清代康熙五

十四年( 1715) 、乾隆二十七年( 1765) 、嘉庆六年( 1801) 、

同治十三年( 1874) 等分别是六修、七修、八修、九修。胡

集殁于雍正九年十一月，而文中称其殁后“越月，孤子光

族以书来乞状”，则此文作于雍正九年十二月，据此可推

测最早被收入的是乾隆二十七年七修谱。

传主胡集为婺源清华人。胡集与汪由敦堂兄汪应

扬为金石之交，且在汪由敦兄弟居休宁上溪口家乡时，

常与往来，是为故人。据此文所载，胡集经商极为成功，

所以可以独力承担宗族的坟地诉讼之费，并时常扶危济

困。此文对胡集事迹的记录，也是徽商逐渐参与并主导

宗族及社会的一个典型案例。徽商的行为方式也反应

了他们在继承和融合儒学思想方面的轨迹。胡集之子

胡光族，字耀宗，“郡廪生，著有《读经心得》、《读史心

得》二书，与修邑志《婺源县志》”③。

①汪由敦母亲康熙五十八年去世，汪自京回乡丁

忧。

②胡鸣鹤等:《清华胡氏统谱》，民国六年( 1917) 勋

贤堂木活字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③道光《徽州府志》卷 11 之 4《人物志·文苑四十

八》。

汪由敦自称“年家眷弟”，本意为同年宗弟，清代已

无“同年”之意，泛用于交情不深的人之间的客套称呼。

本文所记，也均为溢美，全无半分瑕疵。此古人为逝者

作传之惯例，自不必讳言。然而，所记传主事迹有首有

尾，绘声绘色，文笔雅洁而生动可信，亦堪称是汪由敦散

文中之代表作。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重大招标项目《清代徽州族谱资料整理与研

究》( 10JJDZONGHE006)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江小角( 1963 － ) ，男，安徽桐

城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暨历史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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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徽州族谱中张廷玉、汪由敦佚文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