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时期， 由于外出徽商的大量涌现及壮大，整

个徽州宗族社会更加重视孝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使徽

州宗族孝文化空前兴盛起来。 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以

慈孝闻名于徽州，是徽州宗族中较好地践行中华传统

孝文化的一个代表，也是我们探索徽州宗族孝文化的

一个典型案例。 本文试图通过清代乾隆年间和嘉庆年

间编修的《重编歙邑棠樾鲍氏三族宗谱》（以下简称宗

谱）和《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 （以下简称支谱）等相关

孝义资料，从棠樾鲍氏宗族的繁衍、发展以及其践行

孝道的主要表现中， 分析该宗族与孝文化之间的关

系，从而进一步阐述孝文化对徽州宗族产生的影响。
一、棠樾鲍氏宗族概述

根据《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序》记载，棠樾鲍氏

的祖先是青州人，因西晋青州大乱，携子孙迁至新安。
“至宋，文学荣公建别墅于棠樾。 越四世，而居美、居安

二公，自州之西门徙焉。 二公之弟居仁公徙蜀源，传五

世，而昌孙公徙岩寺镇。 ”［1］因此，荣公、居仁公以及昌

孙公分别为堂樾鲍氏三族的祖先， 而断自荣公为始

祖。
鲍氏宗族的始祖荣公迁徙至歙县棠樾以后，经过

百余年的繁衍与发展，不仅人丁兴旺、经济繁荣，而且

名人辈出，成为徽州地区的名门望族。
棠樾鲍氏宗族以“孝”著称于徽州。 宋元之际，盗

贼四起，有鲍氏父子遇贼，争相为死，贼受感动，将其

二人释放。［1］父子二人“争死”的慈孝故事，在乡里广为

传颂，并被载入《宋史·孝义传》中。 明初，永乐皇帝亲

自刻制赞诗二首于碑上，并敕建“慈孝里坊”，予以旌

表。 棠樾鲍氏宗族从此以“慈孝”美名远扬。
棠樾鲍氏以宗族子弟的宦途显赫闻名。 尤其是明

代名宦鲍象贤，嘉靖己丑 （1529）中进士，授四川道监

察御史，历云南副使，累迁陕西巡抚，官终至兵部左侍

郎，卒后，明王朝加赠兵部尚书。 ［2］鲍象贤不仅官位显

赫，在任期间，平息云南叛乱，抗击两广倭寇，屡立功

绩，其事迹在《明史》、《江南通志》、《陕西通志》、《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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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徽州府志》 等志书中都有记载。 继鲍象贤之

后，其孙鲍孟英也于万历时登科入仕，先为河南开封

府通判，后为山东都转运盐使司同知，仍管莱州府海

防事，由于政绩显著，天启时升至朝议大夫。
明清时期，棠樾鲍氏宗族亦出现了举族经商的局

面，以及富埒王侯的大商人。 例如：十二世祖鲍汪如，
从事以粮易盐的贸易； 十三世祖鲍万善，“少能立志，
经营积累起家”［3］； 十四世祖鲍邦灿，“尝挟赀客汴梁”
［3］；十五世祖鲍光祖，随父邦灿公经商汴梁，还有十九

世鲍同英、二十世鲍寅宾、二十一世鲍世臣等皆是商

人。 棠樾鲍氏宗族不仅涌现出了众多商人子弟，而且

富裕之后的宗族商人还传承了鲍氏宗族的孝道精神，
为自己的父母、宗族尽责。 尤其是清代乾嘉年间，棠樾

鲍氏宗族出现了资雄一方、名著商界的大盐商鲍志道

和鲍漱芳父子。 他们经商富裕之后，在尊祖敬宗孝道

精神的影响下，为自己的宗族捐义田、修祠堂，大行义

举，促进了鲍氏宗族的经济发展，提高了棠樾鲍氏宗

族的社会地位与声望。
鲍氏宗族北宋时迁至徽州歙县棠樾，随后逐渐繁

衍、壮大，在明清时期发展到极盛，尤以“慈孝”闻名，
是徽州宗族孝文化兴盛的一个典型代表。

二、棠樾鲍氏宗族践行“孝道”的具体表现

棠樾鲍氏宗族大力践行“孝道”，涌现出诸多孝行

下面主要以清代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编修的《重编歙

邑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和《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为中

心，将棠樾鲍氏宗族践行“孝道”的主要表现形式分别

叙述如下：
首先，棠樾鲍氏宗族为孝子贤孙修谱立传。 明清

时期，徽州地区经商风尚盛行，为了维护和巩固徽州

的宗族制度与统治，徽州宗族大修族谱，以凝聚族人

之心，并为许多有孝行的宗族子弟专门立传。 棠樾鲍

氏宗族仅在清代，就于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修了两次

谱牒，分别为《重编歙邑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和《堂樾

鲍氏宣忠堂支谱》。 而据赵华富先生的 《徽州宗族研

究》一书对程尚宽《新安名族志》中记载的 40 个宗族

的忠孝楷模进行统计， 棠樾鲍氏宗族有科第仕宦 37
人， 孝子贤孙 3 人， 节妇烈女 16 人， 隐德义行者 17
人，儒林著述者 3 人，其在统计的 40 个宗族中名列前

茅。 ［4］（p255）宗族通过对这些忠孝楷模的记载，宣扬了传

统的孝文化，同时巩固了宗族统治。
其次，棠樾鲍氏宗族为孝子立牌坊。 棠樾鲍氏宗

族以孝闻名乡里，因此也得到朝廷的重视，特赐孝子

坊，以旌表鲍氏宗族的孝行。 在驰名中外的七座棠樾

鲍氏牌坊群中，包括鲍宗岩父子的“慈孝”坊，孝子鲍

灿的“忠孝”坊，“旌表孝子鲍逢昌”坊，以及因大盐商

鲍志道父子为尊祖敬宗，彰显孝道，大行义举而建的

“乐善好施” 坊， 共四座旌表鲍氏宗族孝义行为的牌

坊，其中清代两座。 孝子坊所占比例之大，也表明了鲍

氏宗族及朝廷对孝道的大力提倡和宣扬。
再次， 棠樾鲍氏宗族极重家族礼仪， 以彰显”孝

道”。 “礼”是封建纲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社会行

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规定。 其中，尤其是冠、婚、丧、
祭的家族四礼，徽州宗族十分重视，并用大量篇幅，在

家谱中进行详细阐述。 而在家族庄严肃穆的礼仪规范

中，无论是祭祀祖先的大礼，还是家庭中尊老爱幼等

细小的礼节，无疑不彰显出对祖宗、对父母的孝道精

神。 正如清代棠樾鲍氏宗族在《世孝祠记》中，对宗族

祭礼的规定：“以每岁季春、季冬朔日举行祭礼，通族

咸至，俾自幼习知父慈子孝之道，不待冠后而后祭也”
［5］。

棠樾鲍氏宗族在《支谱》卷十七祀事中，用整整一

卷详细叙述了其在祭拜祖先时应该遵守的礼仪规范，
以表达后代族人对祖先的崇敬之情。 如鲍氏宗族为了

尊祖敬宗，规定族人们终身都要参与祠祭、习知礼仪，
“未冠八岁以上，即命与祭，俾自幼习知礼节。 年七十

老人不能行礼者，准祭后补拜。 ”［6］而由于在祠堂祭祖

是宗族最隆重的大典，参加祭祀的宗族支丁，必须衣

冠整齐，庄严肃穆。 据《宗谱》卷一八三中的《棠樾西畴

书院仪礼》规定：“当祭，乃祖考陟降之时，各派子孙俱

要肃恭致敬，不许喧哗忿争，不许讪言嬉笑。 助祭人违

者，罚银三分；执事人等违者，罚银五分，送祠公用”［7］。
可见，鲍氏宗族在祭拜祖先时，对严肃恭敬的礼仪是

十分重视的。 同时，这也是鲍氏宗族对族人们尊祖敬

宗孝道精神的重视与彰显。
棠樾鲍氏宗族对家礼的规范和重视，使得宗族子

弟都严格地遵守家族的礼仪和规范。 如鲍宗叔“生平

最重宗祊，春秋尝享，拜跪祗肃，湘笔蘋藻，必以洁诚。
岁率子弟洒扫坟茔，不以年老而求逸也。 ”［8］可见鲍宗

叔在面对宗庙祭祀时，十分谨慎严肃，严格遵守家礼，
以表达其尊祖敬宗的孝意。 而在家庭行事中，鲍氏宗

族子弟也极力遵守礼仪，以尽孝道。 鲍翁苍成事奉父

亲左右，不论寒暑，并且“执礼不愆”［8］，不让自己在侍

奉父亲时，有任何礼仪的过失。 鲍氏宗族子弟在家庭

生活中，按照宗族要求的礼仪规范严格行事，更是用

实际行动彰显孝道。
最后，棠樾鲍氏的宗族商人和妇女对孝道践行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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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大。 棠樾鲍氏宗族子弟明初就已经开始外出经营商

业，并且有举族经商的传统。 随着棠樾鲍氏宗族外出

经商的人数增多，范围和规模也不断扩大。 然而他们

不但没有忘记为人子女，为宗族子弟的职责，而且这

些宗族商人还将经商获得的财富，尽孝于父母，造福

于宗族，将经商与尽孝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其成为践

行孝道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徽州人有良好的经商传统， 并且对后世影响很

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商本身就是鲍氏宗族子弟践

行孝道的一种表现形式。 棠樾鲍氏宗族所在的徽州地

区山多地少，生活相对贫困。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

展刺激了徽州地区的人们，因此鲍氏宗族子弟为了解

决家庭的经济困难，供养父母，不得不外出经商。 如鲍

君文玉，家本富饶，但由于“其父时遭家仆盗葬事，吁

讼不休”［8］，家渐贫困，文玉为了家人的生活，“行贾于

外，转徙瓯粤间。”［8］同样，明清之际的鲍寅宾亦是家道

中落，而“兄弟四人，父卒于栝蓍，奉丧还里，敦勖两弟

读书励行，皆为邑诸生。 而自与其季服贾，以养母。 ”［8］

可见，徽州宗族子弟为了摆脱家庭困境，让父母更好

地安享晚年，采取经商的途径致富，以尽孝道。
棠樾鲍氏宗族不仅用经商的途径， 赚取钱财，尽

孝于父母。 富裕之后鲍氏宗族商人，还为自己的宗族

做出种种义举，将义行与孝行相结合，以表达尊祖敬

宗之意，彰显孝道。 清代嘉庆年间，鲍氏宗族内部设置

有节俭户田、体源户田、敦 本户田三种 义田，共 1300
余亩，数量巨大，都是由宗族商人捐赠设置的，以用于

救济族内不同人群的公共产业。 可见，经商富裕之后

的族子弟，捐赀置田给宗族，为有共同祖先的族人们

谋利益，是在传统孝文化的影响下，尊祖敬宗、恤族的

价值观念所驱使的，这亦是践行孝道的行为。
祠堂是族人遵循朱熹《家礼》祭祀的地方，祠祭是

子孙们尊祖敬宗的重要表现。 因此，徽州宗族十分重

视祠堂建设，而宗族子弟中富商的慷慨解囊起了重要

作用。 清代嘉庆年间，徽州歙县棠樾鲍氏的大盐商鲍

志道和鲍漱芳父子出资重新修建了万四公祠，俗称男

祠，只“奉男主”，不“柑女主”。 鲍志道的胞弟鲍启运为

了女性祖先之灵有所依托，建造清懿堂，俗称女祠。 徽

州商人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敬意， 以及对宗族的归属

感，出资修建祠堂，让子孙后代都铭记祖先恩德。 更有

甚者，为了向宗族子弟宣扬孝道，大盐商鲍志道还专

门为棠樾鲍氏宗族历代孝子建了一座“世孝祠”。
经商之路艰辛万苦，许多徽州宗族子弟远在外经

商，客死他乡，其子却能千里寻父，以尽孝道。 例如据

《鲍恩锡公偕配吴孺人伯子德成公墓表》记载，鲍公经

商在外，不久病逝于大梁，其子德成公“痛父卒于客邸

也，哀毁骨立，走数千里，抚榇归”［9］。之后，德成公子承

父业，仍经商于楚地，并由其子鲍质庵随从，最后“卒

于汉上”［10］，“质庵偕其伯氏、 仲氏扶榇返徽， 迢迢千

里，惊涛拍天，断岸荒驿，维舟而哭。 ”［10］质庵送父还乡

后，“供养老母， 终其身”［10］。 无论是跟随父亲在外经

商，还是回乡面对家中年迈的母亲，徽州宗族子弟都

能竭尽全力，尽自己为人子女应尽的孝道。
明清时期，由于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徽州地区

外出的宗族商人众多，促使清代在徽州宗族妇女间节

烈风气盛行。 节妇在夫亡守寡之后，她们要对死者和

生者承担许多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中尽孝是最重要

的。 虽然节妇们已经丧失了夫君，但根据中国传统的

伦理道德，除了要守贞节外，有孩子的妇人，还要将夫

君留下的孤子抚养成人，这样才算尽孝道。 《宗谱》卷

三《节烈》规定：“节烈之纪以昭妇贞示阃，则其曾蒙旌

典，及合例未蒙旌者，即详载于小传，后复表而揭诸编

首之。 ”［11］但是，“有年已三十丧夫砥节，抚孤有成者，
虽未合例，亦得附。 ”［11］可见，在清代徽州宗族妇女上

谱立传的规范中，对抚孤节妇的重视和提倡。 此外，节

妇在丈夫去逝之后，还要尽心奉养长辈，以尽孝道。
同样， 徽州宗族妇女面对远在外地经商的夫君，

更要承担起孝敬长辈、 抚养后代等家庭的重要责任。
如《鲍烈妇徐氏传》记载：烈妇徐氏的丈夫鲍观澳“贾

客外，妇独养姑”［12］。 鲍恩锡的妻子吴太君在丈夫客居

他乡经商后，“则舅殁，事姑尤谨。 ”［2］除了尽心尽力地

奉养亲人，还教育儿子要孝顺父母。 吴太君的儿子德

成公受母命经商在外，帮助父亲。 父卒后，行千里送亲

归。 回家后，侍奉母亲亦竭力尽孝。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子弟外出经商之后，妇女在家

庭中承担了十分重要的责任，她们不仅遵守封建伦理

道德，在丈夫去世后，严守贞节，而且依然要在家中孝

敬父母、抚养子女，极尽孝道，以传承中国传统的孝文

化。
三、棠樾鲍氏族人重视践行“孝道”的原因

棠樾鲍氏宗族之所以大力重视“孝道”的宣扬与

践行，并涌现出如此多的孝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1、深受以“孝”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徽州地

处万山之中，陆路交通不便，少兵焚之虞。 中国历史

上，由于中原地区战乱，曾出现过三次人口大规模南

迁高潮， 中原大族多迁至此。 徽州宗族不断发展、繁

荣，成为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正如清代学者赵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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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寄园寄所寄·故老杂记》中所说：“新安各姓，聚族

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 出入齿让，
姓各有宗祠统之。 ”［14］（p872）因此，中原世家望族传统的

孝文化，也深深地根植于徽州地区。
如前所述， 棠樾鲍氏宗族的祖先亦是由于西晋

时，其所在居住地青州发生战乱，才携带家眷迁至徽

州。 祖先是来自中原地区，因此棠樾鲍氏宗族继承了

以“孝”为核心的中原传统文化。 随着子孙后代在徽州

地区的繁衍与发展，孝文化也传承下去。 棠樾鲍氏自

始祖荣公起，世代以孝义传家，因此，历代出现了闻名

于乡里的慈孝之举。 除了前面所提到宋元之际，父子

争死的慈孝事迹，还有元代“元风公尝弃妻子，负母入

山避乱，乱定归，妻子俱无恙。”［5］明代，鲍氏名宦（鲍象

贤）之祖父灿公，“吮母疽，获愈”［5］；“叙廉公病，三到股

疗之。后父殁，其榇左墙茁三异葩。”［5］到了清代，“逢昌

公又以孝行受旌”［5］， 朝廷并赐建 “旌表孝子鲍逢昌”
坊。 无论任何朝代，任何后代，践行孝道，宣扬孝行，都

是棠樾鲍氏宗族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对其的继

承与发扬。
2、朱熹思想中对“孝”的提倡，成为徽州宗族重视

孝道的依据。 朱熹祖籍婺源，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其思想对徽州地区影响深刻。 朱熹是宗族制度的坚强

维护者，在他的影响下，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

理道德与等级制度等内容， 在宗族中得以广泛的传

播。 其中尤其是关于“孝”的道德规范与内容，成为徽

州宗族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促进了棠樾鲍氏宗

族对孝道的践行。
朱熹思想中对“孝”的重视，深刻影响了明清时期

徽州宗族修谱之风的形成。 南宋时期，朱熹指出：“人

家三代不修谱，则为不孝矣。 ”［15］经朱熹倡导之后，这

一观点遂成为徽州宗族必须遵守的教条，许多宗族每

隔一段时间即修一次谱牒。 堂樾鲍氏宗族仅在清代一

朝，就于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两次大修谱牒，分别为

《重编歙邑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和《堂樾鲍氏宣忠堂支

谱》。
此外，朱熹的《家礼》是宗族对族人日常生活及行

为，进行控制与约束的重要礼仪规范，其内容也是孝

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棠樾鲍氏族人无论是祭祀祖

先，还是侍奉父母，都严格遵守朱熹《家礼》的要求、规

范，以践行孝道。 而朱熹思想中对“孝”的大力提倡，使

得明清时期棠樾鲍氏宗族妇女面对远在外地经商的

夫君，更承担起孝敬长辈、抚养后代等的家庭责任，甚

至还因此出现了许多贞洁烈女。

正是由于朱熹思想中关于“孝”的内容及规范，广

泛传播于宗族之中，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才推动了

孝文化在徽州宗族中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更加兴盛。
3、明清时期，棠樾鲍氏宗族举族经商，为“孝道”

的践行提供了物质保障。 由于明清时期棠樾鲍氏宗族

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为宗族践行孝文化提供了良

好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支持。 徽州商人贾而好儒，他们

从小就在宗法制严格的宗族中生活，接受的是封建纲

常伦理道德的教育，即使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宗

族，外出经商至全国各地，儒家的宗法伦理和传统文

化也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中。 在徽商看来，经商

首先是力行孝道的一种方式，他们最初的动机往往是

“服贾以奉父母”［16］，承担起为人子女应尽的责任与义

务。 而棠樾鲍氏宗族商人即使在经商富裕之后，仍不

忘继承儒家的孝文化，宣扬和践行孝道。 他们出钱、出

力，大修谱牒，为宗族多行义举，这也是其尊祖敬宗、
恪尽孝道的重要表现。

编修谱牒是一项工程浩大、任务繁多、千头万绪

的工作，特别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族修谱，每每都是

多卷本、大部头，而且需要大量的经费。 乾隆二十五年

刻本，由歙县棠樾、蜀源、岩镇鲍氏三族修纂的《重修

歙邑棠樾鲍氏三族宗谱》，竟多达二百卷，首一卷，二

十册，耗银 3564 两 ［17］，纂修这样大部头的谱牒，离开

鲍氏宗族商人的大力支持，难以实现。
除此之外， 徽州宗族商人还为宗族多行义举，如

捐置义田、修建祠堂等。 从《宗谱》、《支谱》中可以看

出，棠樾鲍氏经商者众多，尤其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

的大盐商鲍志道“由困而亨”［8］，富裕之后“修宗祠，纂

家牒”［8］，义举不断。 在他之后，还有鲍启运、鲍漱芳等

大盐商相继而起，为鲍氏宗族做出许多贡献，以彰显

孝道，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棠樾鲍氏宗族的社会声望和

地位。
有如此深厚的以“孝”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底蕴，再

加上朱熹思想中对孝的大力倡导，以及明清时期棠樾

鲍氏宗族商人提供的大量物质支持，鲍氏族人才能如

此大力地宣扬和践行“孝道”。
四、孝文化对徽州社会的影响

徽州地区是程朱故里，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特别

是孝文化对徽州宗族社会的影响与作用巨大，再加上

徽州宗族子弟对孝文化良好的践行，徽州孝文化在明

清时期发展到鼎盛。 同时，徽州孝文化的兴盛，反过来

也对徽州宗族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有利于古代徽州社会的和谐稳定。 孝是中国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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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会重要的伦理道德观念，而孝文化则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内容。 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孝文

化建设，采取各种措施提倡和宣扬孝道，以达到孝治

天下。 由于徽州地区特殊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徽州宗

族重视孝道，并且很好的践行了孝文化，促进了徽州

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做

出了积极贡献。
2、有利于宗族内部的团结互助。 徽州宗族对孝文

化的宣传和倡导，使得中国优良的传统得以传承。 孝

文化在宗族各代间互相影响，以至于出现了家族世代

行孝的现象。 如《鲍翁苍成传》的作者记载：“予客扬

州，获交鲍封君肯园，知其先世， 自尚书公以下累世

孝义，为歙县名族之最。”［8］这样，孝文化在维系宗族团

结发展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在精神力量。
正因如此，徽州宗族的孝文化使得即使是远离他

乡、富裕之后的徽州商人，仍不忘尊祖敬宗，为宗族子

弟的利益着想，为自己的父母极尽孝道。 这样，发迹以

后的徽商，反哺家族，宗族子弟之间相互扶持，促进了

宗族内部的团结与互助。 同时，由于徽州宗族子弟大

量外出经商，妇女在家担起抚养子女、奉养父母的责

任，也使妇女的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盐商鲍启

运为了棠樾鲍氏宗族的女性祖先， 建造了女祠清懿

堂；大商人鲍志道之妻专设义田，以救济族内妇女。
孝文化影响下的徽州宗族，在外经商者，不忘自

己身为宗族一员，对父母尽孝，对宗族尽义务；而在家

持家的妇女更是孝敬长辈，抚养子女。 这些都促进了

家庭的稳定和宗族内部的团结、互助。
3、有利于古代社会的管理。 徽州孝文化，对整个

徽州宗族的建设和管理，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清

时期， 徽州宗族为了凝聚外出经商的宗族子弟之心，
收集散居各处的族人们，通过宣扬尊祖敬宗的孝道精

神，大修谱牒，以达到加强宗族管理的目的。 此外，徽

州宗族还在族谱的编纂中， 加入了族规家法等内容，
尤其是对族人们践行孝道的规范。 棠樾鲍氏宗族的

《宗谱》与《支谱》中虽未有明确的族规家法，但是在义

田《公议敦本户规条》和《公议体源户规条》中，含有族

规家法的内容，如对孀居有子的妇人，给予义田；而孀

居亲戚家者，不准领给；盗卖祖坟者，永不准给等等，
间接宣扬了孝道，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宗族统治。

4、有利于传统孝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徽州宗族对

孝道的实际践行，也将孝文化发扬光大。 棠樾鲍氏宗

族世代传承孝文化，不因朝代的更替而中断。 不仅如

此，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外出经商的宗族子弟增多，为

了加强宗族统治， 棠樾鲍氏宗族更加重视孝文化，通

过纂修谱牒，修建祠堂、牌坊等多种方式宣扬孝道精

神，将孝文化发扬光大。 而在宗族孝道精神的影响下，
外出的棠樾鲍氏宗族商人，以及在家持家的宗族妇女

对“孝”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践行，这些都使得棠樾鲍氏

宗族孝文化得到了广泛的宣扬与传承， 并发展到兴

盛。
5、古代徽州孝文化的消极影响。 从现代社会发展

和人的自由角度来看， 徽州宗族中倡导的孝文化，也

有它消极影响的一面。 本来尊敬长辈、孝顺父母属于

一种自然情感，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对“孝”的过分强

调，以至于徽州宗族子弟间出现了许多割肝、割股疗

亲的愚孝行为。 而这些行为不仅没有被禁止，还被作

为一种美德，得到鼓励和表彰。 因此人人竞相模仿，对

人的健康和人性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伤害。 此

外， 徽州宗族的孝文化在一些方面对妇女的束缚过

严，使得许多徽州妇女在丈夫去世后，为了抚养孤子、
孝顺 公婆，不能改 嫁，终 身 过 着 孤 独、贫 困 的 悲 惨 生

活。 与此同时，由于清代徽州宗族孝文化的影响，使得

徽州商人将经商获得的大量资本，投资到为宗族尽孝

的建设之中，甚至为了光宗耀祖，大兴土木，许多宗族

祠堂和居家宅院，十分奢侈豪华，浪费了大量资金，使

得用于再生产的资本缺失，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萌芽

中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 歙县棠樾鲍氏是徽州非常著名的慈孝宗

族，《重编歙邑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和《棠樾鲍氏宣忠

堂支谱》中关于鲍氏宗族“孝行”的记载，充分反映了

徽州宗族孝文化的兴盛状况。 同时，棠樾鲍氏宗族的

繁荣、兴盛，也反映出徽州宗族孝文化，在促进传统文

化的传承、宗族统治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和谐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是研究清代徽州宗族社会的重要课题和内

容，非常值得学术界关注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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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如表 1 所示，该框架包

括 4 个一类指 标，18 个二类 指标 （三类指 标不再详

列）。 每个指标具有类型、分值、权重等属性。
指标类型标识指标的重要程度， 分为核心级、普

通级和扩展级。 核心指标通常是信息化建设中必须的

内容，是其它指标的基础，如基础设施类的 A1、A2 项，
资源建设类的 C1 项等。 普通指标属于信息化建设过

程中可以分步建设、延后建设的内容，它在发展过程

中也可以转变成核心指标， 普通指标如 A4、A5、C2、
C3、D4 等。 扩展指标是指有特色性或前瞻性的内容，
如 B3 项、C3 项下的新农村教学资源建设等。 扩展指

标是随着党校信息化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进步而不

断增加的，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变为普通指标或核

心指标，如“云计算”、移动办公平台等。
前置指标是为反映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承接关

系而提出的概念， 当 B 指标依赖于 A 指标的完成时，
则 A 指标是 B 指标的前置指标，如基础设施中的大部

分指标是技术应用、 资源建设中指标的前置指标，B1
中的数字化采集系统是 C2、C3 的前置指标等。前置指

标由表格序号索引。 若没有前置指标，则为空。
信息化建设是党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全

国各级党校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 加强党校信息

化发展的组织领导、理论研究、评价指标体系建设，以

科学的理论指导党校信息化发展，以良好可持续的模

式开展党校信息化建设，才能打造党校干部教育新平

台，提高党校干部教育水平，推进党校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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