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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宗族谱系的构造
———以徽州程氏为例

林 济

(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中国近世谱形成于宋元时期，以族谱为其主要形式，文章以徽州程氏族谱为例，对宋元时期宗
族谱系的构造进行分析。徽州程氏族谱可分为本宗谱和氏族谱两部分，两种谱系是建立在族与氏族区别
的基础上，以名族为本位结合在一起。本宗谱系的构造特点是宋元时期族亲属关系的反映。氏族谱系则
是追溯姓氏来源，通过神祖祖先的历史化和世系化，确立氏族的名族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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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Lineage Genealogy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ake Cheng Clan in Huizhou for Example

LIN Ji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China)

Abstract: Chinese modern genealogy formed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lineage genealogy is its main form． The
primary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e construction of lineage genealogy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main
reference material we have used were the genealogy of Cheng clan in Huizhou area． Huizhou Cheng’s lineage genealog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f tsu genealogy and clan genealog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se two parts of genealogy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su and clan，and noble tsu as the standard together． The genealogy of synthetic collateral re-
flects restructure of tsu kinship． The clan genealogy is to trace back the origin of surnames，the clan family by God ancestors ge-
nealogy’s history and lineage，establish the noble status in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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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是中国宗族的转变时期，也是古谱与近世

谱的转变时期①。程氏为徽州大姓之一，其谱系形成于

宋元时代。虽然宋元徽州程氏谱牒今已无存，但明清谱

牒中仍然保留了不少宋元谱牒的序文，也有明代人对宋

元谱牒的引用与评论。本文试图以此为材料，探讨宋元

宗族谱系的构造，以期理解徽州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一、宋元谱系的形成

徽州程氏最早的谱系是唐末岩将程淘所作，“吾程氏自

东晋迁新安，二十八传至唐淘公，始为谱”②。后世谱牒所

保留的程淘谱序称:“聊因战守之余，漫缉世次之序。自淘

611

①

②

［日］多贺秋五郎《中国宗谱の研究》第二章专门
研究了宋元宗谱的形成和发展，认为欧苏谱开创了近世
谱，并总结了宋元宗谱的主要特点。参见［日］多贺秋五
郎:《中国宗谱の研究》上卷，日本学术振兴会昭和 56 年
版，第 117— 164 页。有关宋元谱系的研究大多是介绍
性和概括性的，并缺乏对宋元谱系构造的深入研究，未能
充分说明谱系与亲属社会的关系。

程梦星: 《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序》，载程文桂:
《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清乾隆六年刻本。



而上，止忠壮公，凡十三世”①。可见程淘谱为忠壮公程灵

洗至程淘等的世系谱，强调的是以神祖为中心的谱系关系。

宋代最早的谱系是庆历年间( 1041—1048 ) 程承议

纂修的《程氏世谱》7 卷( 简称承议谱) 。明代人很少提

及承议谱，程敏政在《谱辨》中记程祁世谱“附载承议公

之言”②。可以肯定承议谱在明代已无存，程敏政是在程

祁世谱中发现“承议公之言”( 应该就是程承议的谱序) 。

后来出现程承议署名的《程氏世录序》，应该是辑自于程

祁世谱。据谱序称，其谱系既有自得姓祖以来的氏族谱

系，“自周伯符公来，靡不备载”，又有更详尽的行褒公以

下黄墩四祖至承字辈“近代名讳”的本宗谱系③。说明

承议谱已经采用了中原文化的氏族谱系，记录本宗的世

系关系，开始具备了完整的徽州宗族谱系结构。

真正奠定徽州程氏氏族谱系构造的是景德镇人程祁

于北宋元丰至绍圣年间 ( 1078—1097 ) 完成的《程氏世

谱》30 卷( 简称程祁世谱) 。程祁世谱虽上承承议谱，但

并非简单的抄录，而是其花费十余年独立完成④。程敏

政也认为程祁世谱行褒以下的谱系是以其“见闻相及”

为根据⑤。程祁世谱构造了一个自得姓祖至五代祖完整

的程氏谱系，“起得姓之初而终于五季，其间系次分合，

履历详简，最号精密”⑥。其谱系追溯得姓祖，以仕宦显

世者为中心连缀而成，“盖祁公所纂，按诸史而为之，故

于迁居诸路仕宦显名于世者为详”⑦。它既有唐以前古

谱的特征，也具有“详于亲系”的近世谱特征，构造了唐

末至五代的黄墩四祖八派谱系⑧。元季开化龙山上湖房

程斗评价程祁世谱“所详者”仅其“亲系耳”⑨。与程祁

世谱同时期的还有河西房程璇谱 15 卷，明代已失传，元

人所见的程璇谱似与程祁世谱相接近，“璇公所编乃新

安内史( 即程灵洗长子程文季———引者注) 一房的派子

孙”瑏瑠，也是详于忠壮公长子一系。因此，无论程祁谱还

是程璇谱，都还不是以地方名族为本位的谱系，而是以神

祖忠壮公为中心的黄墩氏族谱系。

在两宋时期，徽州社会还处在村落化过程中，徽州程

氏似乎并没有真正以地方名族为本位的修谱活动，也并

没有真正意义的族谱出现。民间所流传的仅仅是有关神

祖的神话和祖居地、分迁祖的传说，如有关神祖忠壮公的

神话以及黄墩祖居和黄墩分迁的传说故事，黟县程氏

“人皆知黟之派于黄墩而莫知迁之始，人皆言吾祖之出

于忠壮而莫指其所传之的”瑏瑡。民间保存的谱牒多是残

缺的氏族谱牒，如南宋初年程大昌所见的氏族谱，“见其

叙载官名世次全然谬戾，如仕周世而有侯于广平者，官乎

三代以前遂有职为刺史者”瑏瑢。南宋嘉定年间( 1208—
1224) ，程森见到的程松家藏图本也是一种氏族谱，“由

黄墩而上直祖重黎火正以至于轩辕氏，最后则迁黟之祖

在焉，然有其宗而无其谱”瑏瑣。此种“有宗无谱”并不是

说民间族内生活不存在谱系关系，而是说明族内关系

仍然处在无文字 的 口 传 谱 系 关 系 之 中。这 种 依 靠 服

亲、仪式等关系维系的口传谱 系 还 没 有 被 文 字 化，因

此“有宗无谱”当是早期民间姓族生活的一个普遍现

象。

徽州程氏地方名族谱形成于宋季元初，即程敏政所

说“出于宋季元初之人，饾饤为之”瑏瑤。据明景泰年间会

通徽州程氏谱的程孟记载，有槐塘程氏等 18 个程氏大族

在宋元时期有修谱活动瑏瑥。流传至明代中期的宋代徽州

程氏谱牒有槐塘、率滨、会里、汊口等 15 个族支，元代谱

有率滨、山斗、善和等 9 个族支瑏瑦。在程祁世谱百年之后

的宋季元初，徽州程氏名族相继形成了各自的谱系。这

些修谱活动大多是文人士大夫的个人行为，如南宋绍兴

至淳熙年间龙图阁直学士宣奉大夫权吏部尚书、休宁会

里程大昌修《休宁会里程氏谱》瑏瑧，宝祐年间宣教郎添差

通判抚州军兼管内劝农营田公事、黟南山程森修《黟南

山程氏谱》瑏瑨，元中顺大夫同知徽州路总管府事、婺源龙

陂程龙修《龙陂程氏世谱》瑏瑩。这些谱系的主干是迁徙定

居以后的本宗或本族，如景定年间祁门善和程复修迁善和

以来的和溪族谱，就强调“此和溪族谱之不可以不作也”瑐瑠。

宋元之际的徽州程氏族谱可以分为氏族谱( 即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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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瑏瑡

瑏瑢

瑏瑥

瑏瑩

瑐瑠

程淘:《程氏世谱序》，载程鸿漠: 《罗祁程氏源流
谱》，不分卷，清雍正九年刻本。

⑤⑥⑨瑏瑤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12《辨》，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程承议:《程氏世录序》( 庆历三年) ，载程公惠:
《新安程氏统宗补正图纂》，清乾隆元年刻本。

程祁:《程氏世谱序》( 绍圣二年) ，载程鸿漠: 《罗
祁程氏源流谱》。

瑏瑠程岘:《休宁陪郭程氏谱序》，载程佐衡: 《新安
程氏世谱·征文录》卷 1，清光绪十八年活字本。

程祁世谱记载唐代徽州程氏有行褒生子四: 谅、
干、纂、翰，为黄墩四祖;纂子珍生子八:洎、沚、浑、泽、沄、
湘、淘、汾，为黄墩八派，四祖八派为徽州程氏的主干谱
系。参见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12《辨》。

瑏瑣瑏瑨程森:《黟南山程氏谱序》，载程佐衡: 《新安
程氏世谱·征文录》卷 1。

瑏瑧程大昌:《休宁会里程氏谱序》，载程际隆: 《中
林合修程氏支谱》卷 3，清光绪三十二年刻本。

瑏瑦《重录〈会通谱〉原文》，载程启东:《槐塘程氏显
承堂续宗谱》卷首，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程曈:《新安学系录》，黄山书社 2006 年版，第
208—210 页。

程复:《祁门善和程氏续谱序》( 景定四年) ，载程
际隆:《中林合修程氏支谱》卷 3。



谱) 和本宗谱两部分。氏族谱即是以程祁世谱为根据，

“盖续谱者必置之首简，而后及本宗”①。程昌曾言:“祁

谱既出而凡程氏之为谱者皆按而宗之”②。祁门善和程

氏在宋元时期三修其谱，《谱叙》认为三谱均为程祁世谱

的续修，始迁祖尚书仲繁公以前的谱系均是照搬程祁世

谱，“吾族之谱自尚书公以前，郎中公谱已详悉”③。程

森修《黔南山程氏谱》也是依据程祁世谱，“前乎是则都

官之谱已悉，后乎是则效都官之谱而述所从来”④。程敏

政称宋季元初的徽州程氏族谱系“饾饤为之”，主要是指

程氏本宗谱或氏族谱附会程祁世谱的现象，为了接续程

祁世谱，“或脱其世或增其名，用求合于祁之前谱，舛戾

纷纭，莫可究极”⑤。如程森谱将程清附会于程祁世谱的

八派谱系，为迁黟始祖⑥，以衔接于程祁世谱的四祖八派

谱系。

二、族的谱系构造

宋元徽州族谱中氏族谱和本宗谱两种谱系结构是姓

与族两种亲属关系与世系关系结构的反映。正如天历年

间( 1328—1329) 程仁寿所说:“谱牒之学若不讲明，则姓

莫知所出; 族氏之谱若旷而不修，则失昭穆之叙，是忘上

下之分也”⑦。徽州人对姓与族有清晰的区分，姓是说明

祖源的共祖关系，族是具有强烈的共属性质( 如统一排

行和共同仪式关系等) ，并且可以互相辩识的相属关系。

两种谱法也 各 不 相 同，元 代 人 称 为“笃 近 举 远”之 法。
“笃近”是以“兴家立业之别子为祖”、明确族旁系范围的

本宗谱法⑧。“举远”是说明“古今盛大蕃衍之端”、明确

姓氏直系共祖的氏族谱法⑨。

徽州地方名族以姓名地，程敏政说: “吾乡巨姓必标

其所居之地以自名”瑏瑠。姓氏即是人的本质，同姓即同

性，地即是地理风水所在，在民间信仰中，姓与特定地理

风水的结合，即决定族的共属关系性质以及族的特性。

宋元时期徽州族居规模并不大，休宁吴氏“散而居境内

者为十余族，族之小者犹数十家，大者至数百家”瑏瑡。但

是，族的亲属关系似乎并不完全以村落地缘关系为范围，

它包含了附近村落或城镇，甚至较远村落或城镇的同族

亲属关系。名族关系即是以祠墓及各种仪式相联结、具
有互相辨识亲属关系的亲属群体。在许多无文字社会，

互相辨认的亲属关系往往停留在三、四代以内，徽州亲属

社会之所以未发生自然抖落而形成互相辨认的族亲属关

系，主要是在于祠墓、各种仪式的联结以及文字的作用。

程敏政论及徽州名族的形成时说:“我新安之为郡也，自

昔少兵燹之虞，故生其间者乐耕勤学而重祠墓，且其重之

也甚力，鸠族而守之有定约，合谱而识之有定所，或侵焉

则并力而讼之，积岁倾家不直不已。其间自唐宋来名大

族者，邑以十数”瑏瑢。如率口程氏形成了以程敦临专祠为

中心的共业及祭祀仪式，其祖墓“虽历三迁，世几二十，

而坟墓各各有征，世世传守，不夺于异姓”瑏瑣。祁门善和

程氏，“尚书以后，历代茔墓具在，祠祀皆同，子孙相承，

昭穆秩然，罔有或间”瑏瑤。尤其是忠壮公行祠在徽州的普

遍发展，使地方神明演变为各族的氏族象征，徽州程氏

“子孙散处六邑，久益蕃硕，莫不各立行祠以供祀事”瑏瑥。

以祠墓及其祭祀共业为中心，分迁定居的族人形成了仪

式联系，“丘墓相系，昭穆相承，谱牒相通，庆吊相及”瑏瑦。

这些共同的墓祠中心以及仪式联系，维护着分迁族人之

间的亲属关系。周川王氏，“自仪凤迁汪村以来，于今二

百余年，或居东洲，或居庙头，虽门分爨析，然皆产业饶

裕，资财丰富，岁时相集，庆吊相往，敦尚礼义，蔼然有和

厚之风。至于虎头山虽相隔十有余里，然音问时通，相庆

犹一家，相视犹一人”瑏瑧。因此，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

以祠墓为中心的仪式单位，仪式活动不仅使族人之间具

有神秘的本质联系，具有强烈的共属意识; 而且也使族人

之间维持了互相辨识的亲属身份，具有强烈的相属意识。

名族以祠墓共业的仪式联系、婚姻门第的外婚关系、佃仆

811

安徽史学 2014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瑥

瑏瑦

瑏瑧

程敏政: 《篁墩文集》卷 23《绩溪坊市程氏族谱
序》。

瑏瑤程昌:《祁门善和程氏谱·序》，明嘉靖二十年
家刻本。

⑦程仁寿:《祁门善和程氏续谱叙》( 天历三年) ，
载程际隆:《中林合修程氏支谱》卷 3。

程森:《黟南山程氏谱序》，载程佐衡: 《新安程氏
世谱·征文录》卷 1。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12《辨》。
程孟:《新安程氏诸谱会通·不通谱》，传钞明景

泰二年修本。
程梦文:《族谱后序》( 元大德) ，隆庆《率口程氏续

编本宗谱》卷首，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复制本。
程钜夫:《跋程氏世谱》( 皇庆改元二月) ，载程际

隆:《中林合修程氏支谱》卷 3。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32《古林黄氏续谱序》。
吴儆:《竹洲集》卷 11《隐微堂记》，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
程敏政: 《篁墩文集》卷 15《祁门善和程氏世坟

记》。
程敏以:《观墓易览序》( 永乐十九年) ，《( 率口)

程氏续编宗谱》卷 5，明隆庆元年刻本。
汪舜民: 《静轩先生文集》卷 10《荪田世忠行祠

记》，明正德六年张鹏汪愈刻本。
汪道昆:《本宗谱序》，载汪道昆: 《灵山院十六族

谱》，明万历二十二年刻本。
汪溥:《绩溪周川王氏本宗谱序》( 弘治十一年) ，

载王宠:《新安王氏统宗世谱》卷首，明正德十年家刻本。



的捍卫及仪式服役为特征，成员具有强烈的一体性，因而

宋元时期名族成为社会身份的标志，“盖姓必以地，则君

子有所据而联姻，小人有所依而获庇”①。

族谱中的本宗谱系正是此种族亲属关系的反映，本

宗谱系的构造通过构成共同始祖的谱系来确认，谱系构

造是此种亲属关系集体“由是而反其所自始”②。即要

求明确始祖、可以互相辨识的世系关系，如程敏政所说:

“各望之族自谱其中世以来之祖，下迨其孙曾，以叙昭

穆、别疏戚”③。族谱的目的在于维系以祠墓为中心的亲

属关系，正如朱子《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后序》所说的修谱

动机:“因阅旧谱，感世次之易远，骨肉之易疏，而坟墓之

不易保也，乃更为序次，定为《婺源茶院朱氏世谱》”④。

修谱与祠墓活动是相联系的，如元代富溪程常“于所居

之里筑室以奉先世之祀，且次其先后远近而为谱”⑤。

此种以名族共祖亲属关系为本位的谱系，是以徽州

人的本宗亲属为范围，所以又往往称之为本宗谱。这种

本宗关系强调明确的共祖、互相辩识的血缘亲属关系，其

与村落 的 关 系 是“或 一 村 为 一 宗，或 三 村 五 村 为 一

宗”⑥。如南宋时祁门善和程复“编有族谱”⑦，就是本

宗谱系。祁门善和的始迁祖为令洭( 即四府君) ，但是其

本宗谱系上溯至黄墩八派谱系中的程沄( 即统帅中丞) ，

并且以程沄子、令洭父程仲繁( 户部尚书) 为中心构造了

本宗谱系。景定四年( 1263) 程复撰写《祁门善和程氏续

谱序》，对其本宗谱系有过解释:“断自始迁祖足矣，而必

上溯于统帅中丞，非赘乎? 予曰: 是不然。木有本，水有

源，统帅中丞吾本源也，奚容略。或又谓谱者谱吾所自出

可也，而必旁及诸族，不几于泛乎? 曰: 是不然。枝叶虽

殊，同乎一本，流派虽异，同乎一源，今所载诸族实与吾同

本源而分者也，奚敢遗。故自户部尚书祖而后令温昆弟

五祖，支分派别，本末相因，源流不紊，虽传之于百世以至

于无穷可也。”⑧所谓本宗是具有统一本源的亲属关系，

程复的本宗谱系是包括分迁浮梁、祁门以及歙县、黟县各

地的程仲繁五子( 即五祖) 谱系⑨，即是包括了若干族居

村落的本宗谱系。

本宗谱系的构造特点也反映了族亲属关系的特点。

首先是表达本源的族始祖谱系，反映族的类别亲属特点。

族的关系是以某种神秘同质性为基础，也是祠墓等仪式

为其象征的原因，而这种亲属关系要求在谱系上建立表

达本源的始祖谱系，通过历史构造来表达族的某种共同

神秘同质。事实上，宋元徽州村落化分迁过程也发生了

亲属关系的自然抖落现象，族的规模也是非常有限的，某

些族甚至仅有少数几个家族。徽州程氏名族槐塘程氏就

是如此，宋元时期在槐塘生活的就是大圭公子“瑜公玘

公二房”，槐塘程氏“谱分八派”，就是瑜公玘公子孙的八

派谱。从功能需要来看，确立以大圭公为始祖的谱系，就

能够形成族亲属关系结构的谱系。但是为了表达其神秘

本质，槐塘程氏在东密岩将、黄墩八派之一程汾的分迁地

郡城河西保持祖墓共业瑏瑠，并且与郡城河西保持着仪式

联系，忠壮公也是槐塘程氏的信仰中心，元浙东宣慰副使

程相“请立行祠于槐塘，以便支下子孙展谒”瑏瑡。因此槐

塘程氏的谱系是从大圭公上溯七世，以始迁槐塘的延坚

公为始祖，与程汾、忠壮公发生谱系关系瑏瑢。延坚公成为

族与神祖以及分迁祖联系的中枢，使姓与地的结合神秘

化。

徽州族谱追溯以族始祖为中心的早期祖先谱系，实

际上将族的早期祖先传说、祠墓和遗址以及由此产生的

各种祭谱文书加以历史化。徽州程氏族的早期祖先传

说、墓祠和遗址所认同的共祖大多是创家立业祖或神祖。

休宁闵口程氏所认同的共祖程渝，既是分迁祖，又是创家

立业祖，“渝以物什其万，人称十万公”瑏瑣。绩溪坊市程

氏认同的共同祖先是神祖程旭，“旭有伏猛兽、卫乡里之

功，没而为神，封忠佑侯，立庙祀之”瑏瑤。但是这些得到纪

念的神祖或创家立业祖大多并非是族的始迁祖，在许多

族生活中，并没有明确的始迁祖记忆，如休宁会里程氏

“汊口始迁府君忘讳字”瑏瑥，其谱系开始于程大昌的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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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32《古林黄氏续谱序》。
汪道昆:《太函集》卷 21《溪南江氏族谱序》，《四

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17 册，齐鲁书社 1997 年版，第
284 页。

程敏政: 《篁墩文集》卷 23《绩溪坊市程氏族谱
序》。

朱熹:《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后序》，载程敏政辑撰:
《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 2004 年版，第 426—427 页。

护都答儿:《富溪程氏族谱序》( 至正八年) ，载程
纯素:《新安富溪程氏本宗谱》卷 1，清顺治八年刻本。

金瑶:《珰溪金氏族谱》卷首《辨休宁金氏同宗》，
明隆庆二年刻本。

戴廷明、程尚宽等撰: 《新安名族志》，黄山书社
2004 年版，第 256、79 页。

程复:《祁门善和程氏续谱序》( 景定四年) ，载程
际隆:《中林合修程氏支谱》卷 3。

程仁寿:《祁门善和程氏续谱序》( 天历三年) ，载
程际隆:《中林合修程氏支谱》卷 3。

程文濡:《统宗谱颠倒世系辨》，载程鸿谟: 《罗祁
程氏源流谱》。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43《槐塘程府君墓表》、卷
36《题明良庆会卷后》。

程孟:《重修谱序》( 宣德三年) ，载程文桂: 《新安
岑山渡程氏支谱》卷首。

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新安名族志》，第 47 页。
瑏瑥程孟:《新安程氏诸谱会通·不通谱》。



祖。这是因为徽州的族生活并不是以家庭为本位，早期

的迁徙家庭并未脱离原有族亲关系。比如大程村的迁徙

家庭就生活在原有的范坑程氏的亲属关系之中，其奉为

祖先的 吉 公 是“范 坑 之 祖”，为 大 程 村 始 迁 祖 的 四 世

祖①。因而始迁家庭及始迁祖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族开

端的意义。祖先记忆是说明族的神性和现实关系的记

忆，创家立业祖是族土地财富的来源，又遗留较多的共业

与遗址，往往成为族的祖先记忆。如率口程氏始迁祖为

程安尚，创家立业祖则是二世祖程敦临，程敦临“置税石

余三百”②。创家立业祖以其功德而得到后人的纪念，程

敦临“在宋以殷硕行实重其乡，而族始盛，有祠在柏山

寺，子孙本其功而不忘也”③。

但是，这些传说、祠墓和遗址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年代

和直系旁系的信息，修谱者往往通过传说、墓祠和遗址的

历史化而使其世系化。如祁门善和程氏传说记忆的共祖

是程津、程海，两人也是创家立业祖，“广置产业而致富，

所畜田园自乡里、外郡，如池之石埭、宣之太平皆有之。

故乡人号为程十万，每称津为十万大公、海为十万二公，

言其家赀以十万计也”，并且有“畜养之所”、“纳稼之场”

等“遗迹昭然可覩”④。程复推定程海、程津“当在宋朝

之初”，同时又据此推定始迁祖程令洭“以前世代考之，

则四府君生于唐末而卒于五季之时”⑤。元代程仁寿的

谱系中又明确程津为程承津，“我祖四府君子男三人，曰

承津”⑥，以符合程祁世谱关于承字房的记载。据程敏政

的考证，宋元间所构造的祁门善和程氏早期祖先谱系大

有疑问，“谓令洭仕唐为中奉大夫，又于令滔五子、令洭

三子名悉加承字，以求合于祁之前谱”，他考订中奉大夫

初设于宋徽宗大观年间，而“柏溪程山谱五子三子名并

无承字，其误甚明”⑦。似乎可以断定，祁门善和程氏的

早期祖先谱系当是一种依据于传说和遗址的历史构造。

宋元时期会里程氏谱系的形成过程也反映了早期祖

先谱系构造的特征。南宋绍兴年间( 1131—1162 ) 程大

昌修会里程氏谱，坚持“宁阙其疑而不敢从信也”，放弃

传说内容，“著谱近自五世祖始，上此辄不敢书”⑧。应

该说，程大昌的谱系只反映了当时族的亲属关系，缺乏与

黄墩四祖八派谱系的世系衔接，无法说明其本源。因而

民间就出现了以清祖为会里程氏祖的说法，甚至为徽州

程氏谱牒广泛采信，“参诸家谱牒，皆谓吾宗为清祖”⑨。

元末程明远修谱，根据一份宋代的“元丰开分支书”，构

造了程清以后的早期祖先世系，“以全斯谱”，解决了早

期祖先谱系“迄今缺六世，上下不相蒙”的问题瑏瑠。但

是，“元丰开分支书”仅记载了“由相公湖至会里第一世

至第七世祖”的葬所，“不载其行第名爵、嫁娶姓氏耳”，

并未明确会里程氏早期的祖先世系，程祁世谱中也没有

清祖的存在，以清祖为会里程氏祖的说法显然是没有明

确依据的。族的早期祖先谱系构造是缘于缺乏始迁祖记

忆和谱系记载，明代人也看出这种构造的特点及原因，金

瑶曾言:“时移事改，散居以渐，非草昧之初，必承家之始

也，焉得即有好事者为之谱? 夫其始也，既无为之谱，则

其后也，彼之势必各宗其宗。”瑏瑡

族的早期祖先谱系构造，也反映出某种亲属结构法则。

族的亲属关系结构特点，除了强调本源性“祖”的关系，也强

调父子兄弟之间的谱系链条。宋元徽州族关系虽然强调其

共同的神秘联系，具有仪式团体的特征，但它相信族亲属关

系的真实性，族内关系必须是可辨识的亲属关系，因而族的

谱系必须是的实、不可嵌入与变通的。元代休宁金梦岩就

强调陪郭程氏谱系“尤为的实”瑏瑢，排斥其它族支以共祖关

系的旁系嵌入。族关系存在的根据就是“谱牒可考”，所

谓“谱不同，虽比邻无与焉”瑏瑣。如绩溪程里有两个程氏

不同的派支，分别祖药公和宏祖公，自宋元至明清，它们

各自有自己的祠堂和谱牒，从未出现联宗合族的现象瑏瑤。

这种“谱牒可考”就是指可辨识的族亲属关系，在谱系上

表现为不仅要有明确共祖的直系世系，而且更为基本的

是要有辨识族成员相互亲属身份关系的旁系世系。

宋元徽州族谱收旁系并不是以始祖为中心、可以嵌

入共始祖族支的构造，而是表现为以实际的族亲属关系

来辨定收旁系的范围。槐塘程氏自始迁槐塘的延坚公到

大圭公已有七世，但其构成族亲属关系的就是大圭公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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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豫:《新安大程村程氏支谱·凡例》，清乾隆四
年刻本。

戴廷明、程尚宽等撰: 《新安名族志》，第 53—54
页。

曹泾:《肯堂程公心宇墓志铭》按语，载程敏政辑
撰:《新安文献志》，第 2160 页。

⑤程复:《书四府君派后》( 景定四年) ，载程际隆:
《中林合修程氏支谱》卷 4。

程仁寿:《祁门善和程氏续谱序》( 天历三年) ，载
程际隆:《中林合修程氏支谱》卷 3。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12《辨》。
程大昌:《休宁会里程氏谱序》，载程际隆: 《中林

合修程氏支谱》卷 3。
瑏瑠程明远: 《休宁会里程氏续谱序》，载程佐衡:

《新安程氏世谱·征文录》卷 1。
金瑶:《珰溪金氏族谱》卷首《辨休宁金氏同宗》。
金梦岩:《休宁陪郭程氏续谱跋》，载程佐衡: 《新

安程氏世谱·征文录》卷 1。
程泰:《栢溪程氏族谱序》( 天顺六年) ，载程际隆:

《中林合修程氏支谱》卷 3。
《(绩溪) 程里程叙伦堂世谱》卷首《程宗鲁先生谱

序》，民国二十八年印本。



居槐塘的子瑜、子玘二房子孙的“四府八派”，而槐塘程

氏收旁系 的 范 围 就 是“四 府 八 派”，所 谓“今 谱 分 八

派”①。宋元徽州程氏谱系虽然构造了族始祖的直系世

系，但却并不允许其它族支以族始祖认同名义的旁系嵌

入，旁系必须是真实的族亲属关系。那些因流徙而失去

与族的仪式或谱系联系的支派，族的亲属关系会自然抖

落，也很难以旁系嵌入。就有文献记载，率口程氏在南宋

末年曾有大量族人因水灾迁徙，“吾族之旧居多圮于水，

他徙且十七八”②。这些流徙者多是社会分化出来的贫

困族人，属于族的旁系，并因此而被抖落出族亲属关系之

外，其子孙也在谱系中消失。宋元谱系的构造也反映了

此种名族构造的特点。明初祁门善和程邦达就批评了宋

元谱系遗落贫贱的特点，“尝念其族属之蕃，而旧谱之阙

略也，遂以重编为己任，又尝慨夫世俗盖有崇富贵而鄙贫

贱者，其于汇录多失其实”③。

宋元徽州程氏族谱的收旁系谱系，不仅表现为辨旁

系、排斥其它族支的嵌入，而且也表现为合旁系的特点。

多贺秋五郎也曾强调中国近世谱合旁系的特点，他从收

族的功能需要来解释近世谱对宗族成员的广泛收录④。

但宋元徽州人之所以热衷于收旁系，实际上还是源自于

氏族残余的类别亲属观念，以构建族的类别亲属关系来

达到收族目标。清水盛光曾经分析过辈份关系与宗法关

系的不同，认为类别亲属的辈份关系具有更多的氏族共

同体关系特色⑤。宋元时期，不少姓族的生活形态是以

祖为中心的大家庭，亲属关系也是以祖为中心的、辈份相

压的类别亲属关系形态。如婺源武口王氏三世“名皆从

仁”，四世“名皆从文”，五世“名皆从德”，六世“名皆从

元”，“一家食指几五千，以义同居”⑥。即使是以小家庭

为生活单位的族群体中，此种以祖为中心的、辈份相压的

类别亲属关系形态也当是普遍的亲属结构形态。这种共

祖的类别亲属关系的另一个证据是徽州人的礼俗生活方

式。宋咸淳年间( 1265—1274 ) 休宁率口程氏的“宗会”

也当是建立在共祖的类别亲属关系基础上，“其与会则

自伯父叔父及堂从兄弟下至诸侄”。程梦麟在记录宗会

的创建过程时提及: 他首先“请命于叔父，叔父曰: 可”，

“梦麟谨受叔父教，退而述之，以遍告吾兄弟诸侄”，可见

这种亲属关系秩序是共祖的辈份相压。程梦麟的叔父还

强调“吾兄弟四十二人”，其中的兄弟也应该是共祖的分

类⑦。宋元族谱构造的最重要意义就是增强同族的类别

亲属意识，强调共祖的辈份关系，增强共祖一体的意识。

明宣德年间程孟曾对此有所评价: “宋元以来各派多以

行第书之”⑧。其中行第即是共祖辈分排行的记录，槐塘

程氏谱系即有许多十三公、十二公、念三公、念六公、三七

公、四二公、四七公、五四公、七五公、六五公等共祖辈分

排行记录⑨。此种共祖辈分排行谱系成为维系族关系的

基本纽带，本宗“散居各乡，服虽远，亲亲之情愈远无替，

皆赖谱牒昭穆严明而然也”瑏瑠。

本宗谱系的构造即是族亲属关系的世系化，强调父

子兄弟的世系关系，即强调族亲属关系的可描述性。但

是，宋元徽州亲属关系的继嗣规则具有更多的类别亲属

关系性质，其继嗣规则并不是简单强调父子血缘世系，而

是强调家风家业等祖象征物的世代传承。宋元时期徽州

程氏谱系的世系联结也反映了类别亲属的继嗣规则，族

谱中的世系构造并不仅仅依据亲子关系，而且同族关系、

同姓关系、舅甥关系，甚至异姓义子关系，也构成世系关

系，这应该是氏族继嗣规则的存留与反映瑏瑡。氏族关系

重视某种仪式关系，而祭祀关系并不限定于父子血脉关

系，甚至异姓也可能通过继嗣关系奉祀。如元至正年间

( 1341—1368) 槐塘程诚入赘方翔斋家，方翔斋死后，程

诚“命子孙祭祀不绝”瑏瑢。许汻曾出继汪氏为后，归宗

后，“既奉许祠，又别祠汪氏父母，以报之德”瑏瑣。奉祀就

可以构成继嗣关系，本身就是氏族关系残余的表现。

在同姓同族继承中，兄弟构成继嗣关系的现象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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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瑣

程孟:《重修谱序》( 宣德三年) ，载程文桂: 《新安
岑山渡程氏支谱》卷首。

曹泾:《宗会盟序》，载《休宁率口程氏续编本宗
谱》卷 5，明刻本。

陈垲:《祁门善和程氏续谱叙》( 永乐十五年) ，载
程际隆:《中林合修程氏支谱》卷 3。

［日］多贺秋五郎: 《中国宗谱の研究》上卷，第
137—138 页。

［日］清水盛光认为: “氏族社会是类别称谓的时
代，称谓的类别性是以世代层为前提的”( 参见［日］清水
盛光:《支那家族の构造》，岩波书店昭和十七年，第 482
页) ，又认为南方宗族( 同族部落) 是古代氏族的“残存
物”( 参见［日］清水盛光:《支那社会の研究———社会学
的考察》，岩波书店昭和十四年，第 165—168 页) 。

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新安名族志》，第580—583页。
程梦麟:《宗会盟序》( 咸淳七年) ，载《休宁率口程

氏续编本宗谱》卷 5。
程启东:《槐塘程氏显承堂续宗谱》卷首《会通编

谱凡例原文》，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瑏瑢程文桂:《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卷 2《世系》。
程泰:《栢溪程氏族谱序》( 天顺六年) ，载程际隆:

《中林合修程氏支谱》卷 3。
徐中舒认为南方民族长期存在着氏族关系，“如

果经过神示结义或氏族成员的同意，也可用继承的关系
而为氏族的一员”。参见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
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5 页。

揭傒斯:《许处士汻墓志铭》，载程敏政辑撰: 《新
安文献志》，第 2177 页。



常见，许承尧在《宋时有以弟继兄风俗》一文中就考证了

宋代的以弟继兄风俗①。这种兄弟继嗣关系也构成了世

系关系的一种形式，据清代人统计，槐塘程氏旧谱就有不

止一 起 以 弟 继 兄 现 象，“考 旧 谱 中 以 弟 继 兄 者 凡 七

人”②。以弟继兄强调的是祖先家业的传承，为传承家

业，在某些大族家庭财产的继承也不是以父子关系为依

据、以诸子均分为唯一法则。明隆庆年间金瑶曾提及珰

溪金氏的习俗:“吾家先世分财产至有以子姓多寡为数，

不论兄弟者”③。继嗣制度强调共祖关系及其对家业的

继承并以此确定继承人，元代歙县鲍椿:“吾祖兄弟十五

房，……惟吾祖子仪、伯祖子肃两房尔，今吾两子又亡，何

天祸吾族之惨邪? 子肃传五世而有孙十四人矣，非择贤

而继，其何以振吾先业?”“贤”大于“亲”，他选择族侄孙

三人“鼎继怡后”④。同姓不同宗、同姓不同族的人的继

嗣也得到谱系的承认，构成世系关系。如休宁陪郭程氏

旧谱有记祉公为河南程氏文简公程琳八世孙，以同姓关

系入继了南方的休宁陪郭程氏，而程祉即程荣秀之兄，程

氏旧谱也有荣秀“为祉继子”的记载⑤。这种继嗣关系

又是兄弟相继。

异姓继嗣的现象在宋元时期的徽州也多有发生，存

在着依亲从姓的风俗⑥。如歙县元里村程氏，“元初，始

祖八公来赘于此，子许诚，以舅氏乏后而嗣之，遂承程

姓”⑦。可以肯定，虽然族的关系是以世系为依据，但世

系关系的确定并不是以父子的血脉关系以及宗法继嗣制

度为唯一依据，兄弟、族侄孙等可以通过继嗣构成世系关

系，异姓也可以通过收养而加入谱系中的世系。他们甚

至可以保留本宗以及继嗣的双重血脉身份，具有双重世

系关系。事实上，谱系对于入继者不同的血脉身份记载

不讳，如大程村的始祖程之昇来自范坑程氏，而后来绍继

大程村程氏的程元三来自槐塘程氏。从辈份来讲是“以

弟继兄”，而这一支在谱系上又具有两个身份，“旧谱向

以元三公之前为大程前派，自元三公之后为大程续派，并

以元三公为大程一世祖”⑧，既强调绍继关系，又保留了

自己的血脉身份，形成不同的世系关系。

明代人对宋元谱系的批评，主要针对其世系关系的

疏漏以及不符合以父子血缘关系为根本的宗法继嗣规

则。程孟认为延续到明初的宋元槐塘程氏谱系，“支派

行实，历代粗有记述”，“然图派有不伦者，行实有未备

者”⑨。明万历年间岩镇程氏也批评其祖遗旧谱世系不

清晰、不完整，“起于十九宣义护公而终于岩镇和师、成

师二公，凡一十八世，首尾不书记录者之名，观其前后字

迹出于二人之手，颇有舛误，无从考订”瑏瑠。所谓“不伦”
和“舛误”，主要就是指宋元族谱世系中的氏族继嗣关系。

三、氏族谱系的构造

宋元徽州程氏族谱中的氏族谱系主要是追溯姓氏来

源，所谓“谱牒之学若不讲明，则姓莫知所出”瑏瑡。同姓

即“同性”，主要是指神祖共同来源和神秘同质，所以姓

氏关系也往往就是以神祖为中心的地方氏族关系瑏瑢，如

程祁在《程氏世谱序》所说，“吾家盛德之后，盖重安忠壮

公之系姓也”瑏瑣。在徽州人观念中，地方神祖为其姓氏本

源祖先，“尝见郡中大家，程必祖忠壮，汪必祖越国，方必

祖鉴湖，吴必祖少微”瑏瑤。宋元时期徽州程氏的氏族认同

存在于徽州及其邻近的江南地区，以忠壮公神祖和黄墩

姓氏地望为中心，程大昌说江南程氏“自黄墩而他徙者

皆扳忠壮以名其所自”瑏瑥。元代富溪程常也说: “余尝负

笈江淮之间，见吾氏之寓居者莫不曰先世黄墩”瑏瑦。

在徽州文人士大夫的观念中，氏族谱系来自国家史

书的世系表，强调政治意义上的贵贵之义。《虬川黄氏

宗谱序》曾对此有比较系统的表述: “盖自谱牒之不修，

不能有以因流溯源，俾先祖具美寂然无闻。职此故耳，良

史有忧之，乃立世系表以著贵贵之义。但表之所书，唯位

宰相者得与乎其间，议者颇病焉。唐贞观中敕撰《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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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许承尧:《歙事闲谭》卷 26，黄山书社 2001 年版。
程文桂:《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卷 2《世系》。
金瑶:《珰溪金氏族谱》卷 18《陈俗》。
郑以孝:《处士鲍公椿行状》，载程敏政辑撰: 《新

安文献志》，第 2163 页。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12《辨》。
《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谱》卷 16《复姓本稿》，清

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新安名族志》，第 23 页。
程豫:《新安大程村程氏支谱·凡例》。
程孟:《重修谱序》( 宣德三年) ，载程文桂: 《新安

岑山渡程氏支谱》。
万历《歙县百忍程氏本宗信谱·义例书法》。
程仁寿:《祁门善和程氏续谱叙》( 天历三年) ，载

程际隆:《中林合修程氏支谱》卷 3。
钱杭说:“‘姓’不仅是血缘关系的符号，在其基本

规定中还同时包含着地缘关系;同姓、异姓不仅是同或不
同的血缘关系的标志，而且就其起源来说，还是同或不同
的地缘关系的标志”。参见钱杭:《血缘与地缘之间———
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2001 年版，第 149—151 页。

程祁:《程氏世谱序》( 绍圣二年) ，载程鸿谟: 《罗
祁程氏源流谱》。

郑以孝:《处士鲍公椿行状》按引鲍屯《鲍氏族谱
序》，载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第 2164 页。

程大昌:《程氏谱说》，载万历《( 休宁) 率东程氏家
谱附上草市宗谱》。

程常:《富溪程氏家谱序》，载程纯素: 《新安富溪
程氏本宗谱》卷 1，清顺治八年刻本。



志》，高宗时改为《姓宗录》，编责天下谱牒。质诸史籍，

考其真伪，辨昭穆，第甲乙，宗功祖德，朗若日星，于是阀

阅之裔，各能著其私牒，以纪其世系”①。但是，宋元徽州

人的氏族谱系还是与古谱有所不同，所强调的并非某些

家族性的士族家系，而是在原有共神祖的氏族关系基础

上的历史化与世系化。通过历史化与世系化，建立了共

同来源神明祖先的世系联系，同时又以王朝历史为其谱

系的外在结构，使其内在的亲属结构具有更为复杂和历

史性的外在谱系构造。体现了宋元时期徽州姓族企图在

王朝历史中说明自身，在地方社会中展现其优越性与主

导地位的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化就是王朝历史进入谱系关系

构造中，而王朝历史具有存在的本质，从而使人与祖的关

系从神性本质向历史本质转变。在王朝历史中，姓氏和

氏族、郡望都源自于王朝的政治行为，如宋元徽州程氏谱

系以伯符为得姓祖，就是以周王朝的分封政治行为说明

其来源。程祁依据史传构建了周秦以后的程氏谱系，

“周而下世有闻人，见于传记皆有可考”②，实际上就是

一个史书有记载的仕宦显世者谱系，王朝历史成为程祁

世谱谱系的外在结构，“祁谱不以世次为规，但随朝代之

修短以立图，凡一朝为一图”③。

在历史化中，神明祖先成为历史祖先。在民间文化

中，忠壮公属于神话人物，程祁父亲考证传闻，“因经考

实所闻，盖皆符合”，于是将民间传说历史化，确认忠壮

公的历史真实性④。程大昌通过考证断定黄墩为程氏的

世居之地和唐末江南士姓的避难暂寓之地⑤，祖姓发祥

的黄墩传说也通过考证被历史化，黄墩成为历史性的氏

族标志。忠壮公以及黄墩的历史化，核心就是神祖的历

史化，确立了神祖的历史真实性与世系关系，表明了氏族

与王朝的历史联系，从而确立了以忠壮公为中心、黄墩为

地望标志的氏族谱系。

在历史化中，姓族的分宗散落过程又是王朝权力扩

张和地方秩序构建的过程。因而历史化又往往赋予姓族

“封建化”和“宗法化”的意义，将姓族嵌入王朝的政治进

程之中。宋代就已经有了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为徽州程

氏始祖的说法，程祁世谱“谓太守元谭至忠壮公为十四

世者”⑥。绍定年间( 1228—1233 ) ，德兴南溪程达可也

将其谱系追溯至程元谭，“至元谭祖以襄州刺史守新安，

晋帝以玺书勉励，赐田宅于新安之歙县，而遂迁于黄墩

矣”⑦。但在宋元时期徽州程氏的氏族关系中，忠壮公仍

然为具有神性的氏族本源之祖，程元谭的存在很大程度

上只是说明忠壮公的谱系来源，其与忠壮公的世系关系

也莫衷一是。程珌认为: “越自太守始居新安更十三世

而为忠壮公”⑧，而元代程相《槐塘忠壮公行祠记》文载:

“惟我程氏自太守元谭公始居新安，又十四世而忠壮公

生焉”⑨。元儒方玄成对此有过总结: “婺源谱称元谭十

三世生忠壮公，绩溪谱称元谭九世生忠壮公，其不同又如

此”瑏瑠。种种说法虽时间不同，但共同之处在于程元谭是

在忠壮公的世系联系中出现的。

民间的氏族认同大多是通过神话祖先构造氏族神性

祖先认同，而族的认同则往往是通过传说祖先构造族的

英雄祖先认同，唐末岩将、黄墩八派分迁祖的故事实际上

就是徽州程氏的英雄祖先传说。在历史化中，这些神话

祖先和英雄祖先也被赋予官宦和政治色彩。如程珌在叙

述徽州程氏谱系时强调祖先的官宦身份: “程氏得姓凡

十阅世，而生忠翼疆济公( 即程婴———引者注，下同) ，由

忠翼而来三十二世而为新安太守，越自太守始居新安，更

十有三世而生仪同( 程灵洗) ，又十有三世而生都使( 程

沄) ”瑏瑡。程珌将姓氏的远祖、氏族的本源、姓族的分迁

置于王朝政治背景之中，以官宦祖先为谱系的结构点，实

际上有着“封建化”，并且由“封建化”而导致“宗法化”

的隐喻。此种以官宦祖先为谱系结构点的说法，在宋元

之际不断得到强化，如朱枫林叙述陪郭程氏谱系时指出:

“凡新安之程，皆出晋太守元谭。太守当永嘉末，有德

政，赐第郡之黄墩，家焉。至梁将军忠壮公灵洗，起乡兵

拒侯景，庙食于乡，子孙始盛。至唐御史中丞都使公沄复

以乡兵拒黄巢，其中子南节领军保休宁，遂 居 邑 之 陪

郭”瑏瑢。此种“封建化”并不具有封土建邦的政治含义，

但通过此种方式将姓族纳入了国家政治体系之中，也突

出了姓族作为地方社会主导者的特殊身份。

在一个历史化的氏族谱系中，世德家风相承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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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虬川黄氏宗谱序》，载《虬川黄氏家谱》，清道光
十年刻本。

④程祁:《程氏世谱序》( 绍圣二年) ，载程鸿谟:
《罗祁程氏源流谱》。

程孟:《新安程氏诸谱会通·编谱凡例》。
程大昌:《程氏谱说》，载万历《( 休宁) 率东程氏家

谱附上草市宗谱》。
程岘:《休宁陪郭程氏谱序》，载程佐衡: 《新安程

氏世谱·征文录》卷 1。
程达可: 《德兴南溪程氏谱系图序》，载程佐衡:

《新安程氏世谱·征文录》卷 1。
程珌:《洺水集》卷 7《世忠庙碑记》，文渊阁四库

全书本。
程宗旦:《绩溪仁里程世禄堂世系谱》卷首下《元

宣慰环谷公槐塘忠壮公行祠记》，清宣统三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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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枫林:《永思亭记》，载程敏政辑撰: 《新安文献

志》，第 395 页。



氏族神性，而成为姓族的本质。氏族谱系即是姓族世宦

以及繁衍盛大的谱系，其核心意义在于说明世德家风的

流衍展开，正如元代程钜夫所说:“吾求其古今盛大蕃衍

之端，莫不由积善累德而始”①。历史化的谱系赋予了姓

族道德意义构造，而这种意义构造又构造了亲属关系的

某种类别性质，以区别于不同的姓族。因而历史化的氏

族谱系即是族的士族化或门第化，并成为名族的最重要

证明。历史化又往往是亲属社会的政治化过程，这种以

历史化谱系相辩识的氏族认同模式，排斥了通过共祖崇

拜确立氏族关系的模式，实际上就排斥了无谱的一般庶

民的氏族关系，使原来开放的氏族关系演变成为世家大

族的氏族关系。宋元明三代是氏族谱系兴起的时代，同

时也是氏族关系衰落的时代，有人说:“昔宋端明殿珌公

谓程氏之在休宁者有七大派，至孟公作谱才二百年，而七

派未始见称于会通也，……至敏政公作谱才四十年，而会

通诸派之不与统宗者又将半也”②。乾隆年间程休征也

提到:“我程氏之在新安也，千家万落，大概源于忠祐、忠
壮二公而无谱者半焉”③，大半的徽州程姓族支被排斥在

氏族关系之外。

徽州氏族谱系的构造反映了亲属关系政治化的特

点，但谱系的历史化也反映了亲属关系自身变化的特点。

谱系的历史化就是为了论证世系的存在，在历史化的背

后，往往就是亲属关系世系化要求的驱动。北宋初年，程

祁父子关心的是与忠壮公的世系关系，程祁父亲嘱咐程

祁:“汝当论次”④，“论次”就是世系化。程大昌也强调

“世系至重也，引他人为祖至逆也”，将世系视为亲属关

系的根本，“姓有谱为奠世系，辨昭穆，使人知祖姓之所

自来耳”⑤。以世系关系来说明本源，表达人与祖的关

系，反映了祖先认同从神明祖先向历史祖先的发展。氏

族亲属关系从类别象征联结走向谱系描述性关系，是宋

元时期族描述性亲属关系成长的反映。当族的描述性亲

属关系成为主导的亲属关系，就会要求氏族关系世系化

以符合可描述性的要求。当然，世系化并没有改变氏族

与族的亲属分类，并没有因为世系化而使氏族关系具有

族亲属关系的特点。氏族谱系所具有的描述性，仍然只

是人与祖的共属关系具有直系的可描述性，而不是人与

人之间的相属关系具有旁系的可描述性，氏族关系的包

容性与可嵌入性特点仍然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

系化只是改变了原来通过人与神象征关系来确认氏族关

系的模式，形成了通过世系来确认氏族关系的模式，而历

史的可考证性、可推证性、可更正性，恰恰满足了氏族关

系的可嵌入要求。

但是，历史化往往只是世系化的一种工具，尤其是民

间的氏族谱系，利用历史粉饰和构造氏族世系，附会史传

的谬误甚多。如程大昌所见的程氏谱系，“见其叙载官

名世次全然谬戾，如仕周世而有侯于广平者，官乎三代以

前遂有职为刺史者，此岂可信也耶?”⑥程祁世谱虽然根

据史传构造了氏族世系，但史传中并没有完整的亲属世

系关系记载，明代程敏政就对程祁世谱的氏族世系表示

怀疑，“自 周 秦 迄 五 代 了 无 一 阙，可 疑”⑦。至 正 八 年

( 1348) 程岘撰写的《休宁陪郭程氏谱序》也曾批评程祁

世谱附会史传的谬误之处，“诚有西晋误作东晋者，有此

书其讳彼书其字者”⑧。

徽州程氏氏族谱系历史化包含了“封建化”和“宗法

化”的意蕴，但原有的神话、传说本身包含着民间的亲属

结构观念，因而民间神话、传说的历史化应该是在民间亲

属结构观念基础上的世系化。徽州程氏神话、传说的主

要内容是忠壮公的神话和黄墩分迁的传说故事，其中包

含着黄墩氏族的结构观念，是氏族一家的想像。在这些

神话、传说中，忠壮公就是本源“祖”的象征，而行褒就是

黄墩氏族创家立业祖( 即宗) 的象征，黄墩四祖是分房诸

父的象征，而八派( 即八房) 则是分房兄弟的象征，黄墩

氏族的四祖八派谱系即是依此传说中的结构关系而构造

出来，其间并没有大小宗的谱系构造。

徽州程氏关于忠壮公的神话，均是强调忠壮公神的

形象，其中并没有多少有关其亲属关系的形象，神话强调

忠壮公的神性和唯一性，符合有关姓氏或氏族始祖的

“本源性”结构要求。神祖可以通过信仰和仪式来证明

共属关系，此种关系的本质或关系原型就是一种祖孙关

系，因而它并不需要父子世系的证明，它可以通过压缩和

嵌入的谱系说明共祖关系。程大昌通过历史化论证忠壮

公与黄墩氏族的存在，但他反对以世系化来证明此种共

祖忠壮公的氏族关系。他强调父子关系真实性的重要，

反对以世系化的父子关系来构造氏族关系，“宁阙其疑

而不敢从信也”⑨。

更多的徽州人则强调以举远方法构造氏族世系，就是

用“举”的方法说明“祖”的存在，强调氏族谱系的“举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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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笃近”，也就是说明氏族谱系并不是具有真实父子兄

弟世系的族世系关系，强调的是族的本源，一种说明性的祖

先直系谱系。因而宋元时期族谱中的氏族谱系构造具有三

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在王朝历史已经成为谱系外在结构的

条件下，世系化具有反映延绵历史的特点。世系关系具有

不可压缩的特点，反映的只是一脉相承，是一种没有父子兄

弟分化意义的世代叠加。在这里，世系并不具有真正的历

史性，时间只是结构的反映，反映的仍然是祖孙结构的氏族

亲属关系。第二，在徽州族本位的社会亲属关系中，氏族关

系已经失去了重要性，程大昌反对氏族关系的世系化，实际

上也就是对氏族关系的否定。徽州族谱中的氏族谱系只有

祖孙关系说明的直系世系而缺乏包含兄弟分化的旁系世

系，并不是一种真正构成成员关系的氏族谱系，这种氏族谱

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族姓氏本源的说明。第三，此种谱系

的世系关系并不是真实的父子血脉关系，而是一种拟父子

的世系关系，因而它是可以考订，也可以矛盾并存，并且可

以自我选择的。程岘就说程祁世谱系和程璇谱系各有不

同，“予订本宗谱因并存之，使览者得以自择焉”①。

徽州最早的程淘谱系就是建立在忠壮公的神话基础

上，忠壮公二十二子谱系，应该是根据氏族融入法则而形

成的可嵌入氏族谱系结构。事实上，这种融入在北宋也

曾发生，北宋程璇《谱序》透露了其中的珠丝马迹，“按诚

信侯第四子讳伯恭封呈诚君，故又为呈氏，今新安尚有呈

姓，多慕忠壮之风，辄改呈附程氏者有之矣”②。二十二

子谱系为各种融入提供了嵌入的机会。程敏政认为忠壮

公二十二子并不真实，“考南史传，凡当时将相大臣三子

五子无问显晦多书，而忠壮二十二子，至有尚主者，反不

以书载”③，江南多以忠壮公为祖，其中就多有嵌入谱系

者，有自西北转迁江南者，“或遂称忠壮公后”④。可以

看到，嵌入谱系是以忠壮公信仰为前提，通过氏族谱系的

构造即可嵌入其中。

此种谱系的嵌入也表现在不同族支融入主流的支

系。徽州程氏氏族谱系表现为不同族支均挤入忠壮公

子、新安内史程文季及孙程向一房的直系谱系中。忠壮

公有子二十二，程文季有子十二，但自程祁世系和程璇谱

开始，均是详于新安内史及程向一房。程敏政对此提出

怀疑，“考之祁谱二十二子无后及外徙者过半，独向一房

居故乡，则亦必无之理也”⑤。此种嵌入方式应该反映了

徽州早期氏族关系的特点，以一脉一系的谱系反映其时

空静止性，反映氏族关系的共属性质。

从隋唐到五代，徽州进入了分迁发展的地方传说时

代。在宋元徽州人的叙述中，分迁前的黄墩土著身份是

氏族的标志，而分迁传说通过父子兄弟的分化展现出氏

族关系的变化发展，说明氏族分化的发生与结构关系。

此种传说本身也包含着亲属关系的构造观念，如徽州汪

姓的汪华九子之说⑥，程氏的岩将分迁传说，就是氏族谱

系可嵌入原则的反映，也反映了氏族关系可融入的构造

特征。徽州程氏的岩将分迁传说在北宋初年就已存在，

程承议曾听其祖父“每道东岩事历历可听，故私怀感激，

欲罢不能”⑦，这些传说是以东岩抵抗黄巢义军及七姓之

乱那种“文明的”族群与“野蛮的”土著族群间激烈冲突

为背景⑧，构成了英雄祖先的认同，也界定了当时的本宗

亲属关系，“今黄墩四祖共承谘议( 即行褒———引者注)

余烈，以后子孙宜用承字冠于名上以相表识”⑨。此种亲

属关系即是以行褒为始祖的四祖八派关系，强调共祖的

类别辈分关系。程珌所记分迁传说也有对“族之父兄子

弟”亲属关系的界定瑏瑠。可以看出，在徽州程氏的分迁传

说中，已经包含了本宗或族的亲属结构，有行褒的创家立

业祖想像，有以共祖兄弟、辈分排行的族类别亲属界定，又

有“族之父兄子弟”分化结构，分迁历史即是本宗或族亲

属关系的展开。这应该是基于宋元时期族本位亲属结构

而对分迁历史结构的想像，其氏族分迁谱系就是一个模拟

族关系的谱系构造，创造了共祖一家的想像。

明代也有不少人认为程祁世谱行褒祖以下分迁谱系

并不可靠，首先是程祁并不可能完整记录行褒祖以下的

祖先谱系，其次是程祁世谱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人“离

析卷帙、迁附臆说”历史构造过程的产物瑏瑡。当百年后的

宋元之际，族谱兴起时，族的祖先谱系记忆已无法上溯到

黄墩氏族及其分迁历史的祖先谱系关系，无法接续程祁

世谱，而这种接续构造大多是按照氏族构成法则“以意

推之”。程敏政就曾批评宋元族谱追溯分迁祖先的谱

系，“大抵各家旧谱多散失于兵燹，为子孙者不能穷探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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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以求真是之归，以意推之，反失其实”①。因而从本质

上来说，唐至五代黄墩氏族及其分迁历史的祖先谱系是

建立在传说基础上的氏族谱系。

分迁传说反映了姓族分迁变化，构成人们有关氏族

共祖“的脉”以及“族”关系的想像。的脉观念即强调世

系关系的真实性，是针对唐以前氏族家书“牵强采饰，有

伤的脉”的情况。宋淳熙年间( 1174—1189) 徽州古林黄

文益谈到如何确认“的脉”:“不若姑叙方里之近，谨守长

沙之旧，庶乎有俟访会也。若夫左田迁居之后，吾所得而

闻见者，续叙世次，详示将来”②，认为“访会”所及和“闻

见”所得就是“的脉”所在。左田黄氏始祖元和公分迁于

唐贞元末年③，距淳熙丁未年( 1187) 修谱已有 260 余年，

其所谓的“的脉”应该就是在当时各族支“访会”和“闻

见”可以得到的氏族关系。程敏政也是以“当时见闻相

及，住居相迩，庆吊相通者也”来论证程祁世谱行褒以下

氏族谱系的真实性④。

黄墩氏族分迁谱系构造上强调“的脉”，在很大程度

上就是在分迁谱系上排斥父子关系的嵌入，证明族与黄

墩氏族分迁祖先的“的脉”直系关系，突出族的本位性以

及族与族之间的独立性与平等性。在徽州程氏分迁谱系

中，嵌入的主要是八派祖的同父兄弟或共祖兄弟，“诸房

谱或谓九子或谓十子，增减不一，其大约则多浚、清、渝、

滻四字”⑤。程敏政也认为存在着嵌入八派谱系的现象，

如滻字，“考祁续谱( 即程祁续谱———引者注) ，浐自出干

祖派原公下”，但其它则是传写之误，“盖皆字画相近而

易于舛也”⑥。其实嵌入当是一种普遍现象，明清两代就

有人反驳传写之误的说法，被程敏政判断为传写之误的

会里程氏、富溪程氏等也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其分迁祖就

是清公、渝公等。这种谱系构造展示了族与分迁始祖的

“的脉”关系，强调分迁祖以下父子的不可嵌入与分迁祖

兄弟的可嵌入，从而划分了族的不可嵌入性与氏族的可

嵌入性界限。

事实上，宋元时期最早挤入主流谱系的并不是八派

同父兄弟关系，而是八派同祖兄弟关系，如程龙的《书婺

源龙陂程氏谱》就说: “传而至于黄墩四祖，独纂祖一派

蕃盛”⑦。而且兄弟关系之中的嵌入，当不止“浚、清、

渝、滻四字”，《新安名族志》所记，仅婺源一县，就有龙陂

程氏以“忠壮公十四世孙卫上将军浐”为分迁祖，新溪程

氏以“忠壮公十六世曰潍”为分迁祖，符竹程氏、中平程

氏也是以潍公为分迁祖⑧。可以看出，宋元时期各族首

先是以传说中的同祖兄弟关系建立各自的氏族分迁祖谱

系，强调的是共祖关系，只是后来才越来越强调同父八房

谱系关系⑨，这亦是亲属关系构造由共祖关系向父子兄

弟关系转变的反映。

宋元时期的徽州人已经认识到氏族关系的不可考

定，“或以仕宦，或以流移，彼出此入，此出彼入，互不可

考”，其关系“有如江、淮、河、汉之水，同源异派，及流而

至于海也，亦莫别其为江、淮、河、汉之水矣”瑏瑠。氏族关

系是知其源而不知流，知其祖而不知其父子的共祖兄弟

关系。

正是因为氏族关系的不可考性，元时程龙提出了氏

族谱系构造的推证原则:“在各房子孙欲沿流究源者，亦

推证而有信，可也”瑏瑡。黄墩氏族分迁谱系应该就是各族

基于氏族关系而推证出来的氏族谱系，所以程敏政说宋

元时期徽州程氏族谱多有附会，主要是为了衔接程祁世

谱的四祖八派分迁谱系，“则或脱其世或增其名，用求合

于祁之前谱( 即程祁世谱———引者注) ，舛戾纷纭，莫可

究极”瑏瑢。

宋元时期徽州氏族分迁谱系向着族之父子兄弟关系

方向变化，但并没有改变氏族认同观念和氏族关系结构，

各族有各自独立的黄墩氏族分迁祖直系世系，并且互不

相通，甚至互相矛盾，但并不影响各族之间共祖兄弟的氏

族关系。有记“嘉平年间蒙程内翰珌同族人程枢密卓、

程太卿覃、程知录旂、程掌书璋、程将仕瑜等买墓旁地立

庙宇”瑏瑣，即各程共同购地建忠壮公庙。其中，内翰珌即

休宁汊口程珌，“枢密卓、太卿覃皆休宁会里程氏”; 知录

程旂即“丞相元凤之叔父、主簿旌之弟”，为槐里程氏;

“掌书璋、将仕瑜皆休宁陪郭程氏”瑏瑤。会里程氏以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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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瑣

瑏瑤

④⑤⑥瑏瑢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12《辨》。
黄文益:《世系图序》( 淳熙十四年) ，载《休宁古林

黄氏重修族谱》卷首上，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潭渡黄氏族谱》卷首《凡例》，清雍正九年刻本。
瑏瑡程龙:《书婺源龙陂程氏谱》，载程佐衡: 《新安

程氏世谱·征文录》卷 1。
戴廷明、程尚宽等撰: 《新安名族志》，第 74—78

页。
如程岘谱序就强调同父八房兄弟关系，“下及唐

岩将兄弟八房支派、居里，一一相向”。参见程岘:《休宁
陪郭程氏谱序》，载程佐衡:《新安程氏世谱·征文录》卷
1。

程苟轩: 《书婺源龙陂程氏谱》，载程敏政辑撰:
《新安文献志》，第 518—519 页。《新安文献志》所载的
程龙( 程苟轩) 文与程佐衡《新安程氏世谱》所载略有不
同，有关于同源异流的议论见于《新安程氏世谱》所载的
程龙文。

程森:《忠壮公庙回县司状附》( 端平二年) ，载程
宗旦:《绩溪仁里程世禄堂世系谱》卷首下，清宣统三年
刻本。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36《书宋嘉定中请产忠壮
公祠状后》。



为分迁祖，与休宁汊口程氏、歙县槐塘程氏、休宁陪郭程

氏的谱系并不相通，他们基于忠壮公认同的氏族关系而

有合作行为。休宁汊口程氏和富溪程氏的氏族分迁谱系

不通且相矛盾，汊口程氏以程沄为分迁祖，富溪程氏以程

渝为分迁祖，程渝又与程祁世谱的八派谱系相矛盾，但两

个族支在宋元时期仍然有同出黄墩共祖兄弟的氏族关

系，明人程曈说:“昔汊口之最显者，以富溪、汊口并为兄

弟，同出黄墩，而称之于四百年前”①。谱系的不相通或

矛盾并不影响氏族关系的存在，此种氏族关系更多的是

建立在共祖信仰和氏族传说基础之上。

宋元的宗族谱系可分为姓氏之谱与族氏之谱，而这

两种谱系的区别是建立在氏族与族的区别基础之上，并

且又以名族为本位结合在一起。虽然族的谱系是一种可

描述性谱系，但此时的类别亲属关系并没有彻底消亡，而

是在逐渐缩小与淡化。族的谱系强调“昭穆之叙”、“上

下之分”的辈分相压关系，亦是当时此种亲属关系结构

特征的反映。

作者简介:林 济( 1960 － ) ，男，湖北黄冈
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暨农村发展研
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郝红暖

①程曈:《新安学系录·与孙云汀秀才光宇求救死
书》，第 319 页



。

( 上接第 115 页) 于白际岭，复击败之，讷自杀”
①。由万户升任浙东宣慰副使、佥都元帅的朱文

选也参加了保护徽州的战斗，失败后退往建德
②。朱元璋军占领徽州城后，驻军休宁的汪同等

部元军曾试图反攻，“行枢密院判汪同以乡兵驻

休宁之五城，徽泰万户黑张与汪同合。大军遇之

石子冈，站少却，黑张等乘锐追至城下，不得入，

乃宵遁。汪同寻以所部降”③。此黑张，当为泰

州万户府最后一任万户。随着徽州的失陷及八

尔思普化、黑张等人相继溃败，泰州万户府在徽

州的活动最终结束，泰州万户府作为一支军队建

置，应该已不复存在。
作者简介: 刘 晓 ( 1970 － ) ，男，山东烟

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郝红暖

①《明太祖实录》卷 5，丁酉七月庚辰，《抄本明实
录》，线装书局 2005 年版，第 1 册，第 22 页。

②( 元) 贡师泰《玩斋集》卷 10《安仁县太君蔡氏权
厝志》:“十七年，城又陷，文选殊死战，不利，率孤兵退驻
建徳以待援。明年夏四月，御史台以婺州寇急，调镇浦
江”。载( 元) 贡奎、贡师泰、贡性之著，邱居里、赵文友校
点:《贡氏三家集》，第 407 页。按，朱文选至正十八年四
月调往浦江后，当年六月，浦江即被朱元璋军攻陷，朱文
选在次年夏邀贡师泰为其亡母撰权厝志，提到自己“迫
于军旅之事，出则甲胄驰驱”，应该还在继续抵抗，但此
后下落即不见记载。

③弘治《徽州府志》卷 4《职制·名宦·邓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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