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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前期徽州宗族的日常生活
———以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为中心的考察

王 浩

摘 要: 19 世纪前期，位于徽州府祁门县三四都的汪家坦黄氏宗族形成了孟、仲、季三大房的基本

结构。伴随着人口增长、过继、分家，宗族内部的结构趋于复杂化，但三大房的基本格局始终未变。黄氏

宗族以“义伦公祀”的名义参与各项经济活动，包括出拼山林、出租水碓股份、投资会社等。在获取可观

收入的基础上，开始不断兴建住宅，并进行阄分。这些黄氏宗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该黄氏族人在

此段时间内日常生活的中心内容。选择黄氏宗族成员这一群人为中心，探讨村落区域范围内的社群生

活并不会忽略个体的存在; 毫无疑问，个体的生活正是在其中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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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作为徽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成果

众多①。从总体上看，学界有关徽州宗族的研

究聚焦于宗族社会、宗族制度、族谱、宗族管理

与社会控制、宗族文化等方面，对于徽州宗族族

人的日常生活论述较少。因此，本文尝试从日

常生活的研究视角出发，利用归户性极佳的

《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文书》②及相关材料，

对汪家坦黄氏宗族在 19 世纪前期的人口增长、
经济活动、分家析居等进行细致探讨，以见该时

期徽州宗族族人日常生活的部分样态。
由于汪家坦黄氏是清代前期才逐步发展起

来的后发宗族，在名族、大族林立的徽州并不十

分突出。其早期历史，由于文献不足征，难以详

考。该宗族的兴盛肇自黄有龙，有龙主要活跃

于清代康熙年间，他虽是佃仆身份，却已通过与

他人合伙经营店铺而赚取商业利润③。有龙第

三子黄义伦于乾隆二十年( 1755 ) 由祁门十三

都项口迁居位于三四都的汪家坦，标志着汪家

坦黄氏宗族正式形成④。黄义伦生有三子进

福、进雍、进科，从 19 世纪前期开始，三人的子

孙逐步发展成为孟、仲、季三大房。本文的讨论

即由此展开。

一、人口增长与宗族分化

人口的消长不仅是宗族兴衰的重要标志，

而且对经济实力的盈缩、宗族组织的发展、经商

与科举的成败都会产生影响。此处，笔者依据

《清道光年间原订、民国年间续订〈新安项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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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徽州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第二卷，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唐力行:《徽州

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2003 年第 2 期; 常建华:《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10 年第 1 期。
载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 4 辑第 1 ～ 3 册，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关于汪家坦黄氏早期历史及黄有龙生平，可参考拙作《清代徽州佃仆宗族研究———以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为中心的考

察》，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第 13 ～ 20 页。
《清嘉庆十八年七月黄义伦公秩下孟、仲、季三房人等立同心合议文约》中即提到“三房人等原于乾隆二十年迁置汪家坦

基址”，见《徽州文书》第 4 辑第 2 册，第 131 页。



黄氏 祖 传 家 乘 世 系 吊 谱〉》① ( 以 下 简 称《吊

谱》) 的记载，叙述汪家坦黄氏孟、仲、季三房各

自人口在数十年内的消长及其引起的宗族内部

的分化。
孟房黄进福生有三子良灿、良煌、良煇，而

仲房黄进雍没有子嗣，遂将其兄进福第三子良

煇过继为嗣。这是孟、仲两房内部的第一次过

继。孟房在黄良灿、黄良煌这一代，二人均没有

子嗣，孟房面临断绝的危险。而过继给仲房的

黄良煇则生有正基、正壆二子，遂将正基过继给

良灿为嗣。这是孟、仲两房内部的第二次过继。
两次过继均符合传统家族对过继的要求。至

此，孟、仲两房均为孟房黄进福的子孙，在血缘

上同出一脉。不过，孟、仲两房并未合二为一，

而是仍旧维持原状。笔者以为，这与徽州宗族

在处理分家继承问题时依据具体情况，或采取

分家分房，或采取分家共族的不同形式若合符

契②。当然，血缘上的密切联系使孟、仲两房子

孙间的合作成为理所当然，“福雍公祀”作为共

同纪念、祭祀黄进福、黄进雍二人的组织得以成

立，便是最好的说明。福雍公祀本身也作为独

立的单位参与三房内部及三房以外的经济活

动。我们以下面这份文书为例加以说明:

清道光二十年四月黄正墅立当粪草田皮契

立当粪草田皮契人黄正墅等，今将承父阄分田皮一号，坐落本都本保，土名堘下、俗名荒

田，计田一坵，计田皮五分，计股客租一秤□，今因正用紧急，自愿托中将前田皮立契出当与福

雍公祀名下，当得九九典钱三千文整。其钱［当］面言定秋收之日交纳，利当三秤，送至上门，

不得短少。如有短少，听另召身兄弟，无得异言。今欲有凭，立此当粪草田皮契人存据。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日立当粪草田皮契人 黄正墅 押

代笔中 金吉祥 押

此田廿一年断与本祀耕种。③

季房子孙黄正墅出当的粪草田皮，最终为

孟、仲两房的福雍公祀所有。在上引文书中，福

雍公祀作为经济实体，使得黄氏宗族内部的财

产在季房和孟、仲二房间发生转移。
相比较而言，季房黄进科的子孙谱系则比

较简单。进科生长子良烨④、次子良熀。良烨

生一子正埾⑤; 良熀生三子，依次为正墅、正坚、
正埜。随着良烨、良熀两人各自成家立业，分家

析产遂不可避免。旧家庭分裂的同时新的家庭

宣告诞生，此次分家所立分关单节录如下:

清嘉庆二十年正月主盟父黄进科立议分关单

立议分阄主盟父黄进科，原身匹配咸氏，所生二子长曰良烨、次曰良熀，俱已完娶。身今年

逾七旬，意欲偷安，家务纷纭难以统理，是以谕托邻族，将身阄分并续置田租、田皮、茶萪、坦土

逐一品搭均分，祷神拈阄为定，编作仁、义字号，长居仁而次由义，永远照阄管业。所有屋宇暂

派居住，候造下边新屋落成之日再行阄分。至于菜园亦暂锄种，候配屋分。所有一切各项山场

并零星田租田坦茶萪不在计开之内者，一并存众均业。至于钱粮均纳，户门均当，会头均付均

收，账目均收均还。自兹以后，务要兄爱弟敬，各存手足之谊，不许争长竞短，毋得生端悔异。
更当兢兢业业，恪守厥成，常念祖父创业之艰辛，毋坠先人之遗意。写立阄单二纸，各收一纸，

永远遵守为照。
计开仁字号良烨名下阄得田租田皮茶萪地坦列后(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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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书》第 4 辑第 3 册，第 241 ～ 254 页。
刘道胜、凌桂萍:《明清徽州分家阄书与民间继承关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清道光二十年四月黄正墅立当粪草田皮契》，《徽州文书》第 4 辑第 2 册，第 403 页。
按: 关于黄良烨，文书整理者有时将其识读为“黄良煜”。考文书中该字，左边为“火”，右边为上“日”下“華”，经查，该字

应为“烨”字。下文所引文书一律以“黄良烨”为准，不再一一说明。
按: 关于黄正埾，文书整理者有时将其识读为“黄正圣”，此或因“圣”的繁体字“聖”与“埾”十分相似之故。笔者仔细辨识

文书，该字应为“埾”。下文所引文书一律以“黄正埾”为准，不再一一说明。



阄单二纸各收一纸永远遵守为照( 骑签)

嘉庆二十年正月立议分阄主盟父 黄进科( 押)

仝男 良烨( 押)

良熀( 押)

中见邻 金德兴( 押)

侄 良晨( 押)

良煇( 押)

代笔侄 良灿( 押) ①

这是一份典型的徽州分家文书，黄进科在

二子俱已长成完娶，而自己又年迈难以总理家

务的情况下，选择分家。此后，良烨、良熀二人

的子孙在季房内部逐渐形成两个小的房份，并

以上引分关单中的“仁”“义”字号相指称，此即

仁房、义房。由此，家庭的裂变逐步导致宗族内

部结构复杂化。不过，在处理宗族事务时，仁、
义两房仍选择合二为一，以季房的名义出现。
因此，黄氏宗族内部三大房的基本结构始终没

有改变。
孟、仲两房的两次过继使彼此血缘趋于单

一，关系更为紧密，导致福雍公祀的建立。季房

的分家也使三大房下出现了更小的房份。黄氏

宗族内部的组织结构趋于复杂，这是人口繁衍、
宗族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孟、仲、季三大房的结

构始终存在，并以“黄义伦祀”的名义参与宗族

内外的各项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

二、黄氏宗族的经济活动

《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文书》中存有大

量卖契，说明黄氏宗族迁居汪家坦后，不断买入

田地山场。其中，山场占到相当比重，这可能与

祁门三四都地区山岭较多的地形有关。日本学

者中岛乐章的研究表明，同在三四都的凌氏宗

族即以山林经营为基础，开始宗族整合的过

程②。黄姓拥有的山场中，采取与外姓合买合

管形式的，占有一定比重③，本文的讨论则仅限

于黄氏所独有的山林。所谓“十年树木”，在山

场的日常经营上，小部分采取承包给他人经营

的方式，如在嘉庆十七年( 1812) 即将部分山业

租给沈培光、胡义山、胡尚保等锄种杂粮，栽种

杉苗④; 大部分山场则由黄氏宗族亲自经营管

理，蓄养林木。故而此期涉及养山保业的文书

颇为多见。
嘉庆十一年 ( 1806 ) ，黄氏宗族位于鲍家

塔、鲍家坞、汪家坦的山场因与河流毗邻，屡遭

船户强砍盗伐，黄仲和请求祁门知县勒石严禁，

以求“杜害保业”⑤。在道光年间，由于宗族内

部贫富分化开始加剧，不少族人便觊觎存众山

业。因此，频频写立针对黄氏本族族人的保山

禁约成为此期的特色。兹引一例:

清道光十四年三月黄义伦祀秩下孟仲季三房人等立议加禁合文约

立议加禁合文约人黄义伦祀秩下孟、仲、季三房人等，缘因土名鲍家坞、( 鲍) 家塔□□住

后庇荫，各住山场，向蓄树木苗竹柴薪。近因丁繁以及妇女人心不一，或魆地入山窃取，砍树劓

桠，屡遭损耗不能成材。是以合众三大股商议一切严禁，嗣后男妇大小以及雇伙人等均不得入

山砍斫树木、劓雕桠杪、窃□柴槎、偷挖竹笋。如有等情，除将所窃之树归众，仍甘罚大钱一千

文整入祀公用外，仍罚插旗封山示众。如有强梗不遵，合众执约处惩。倘有知音不报徇情者，

一仝甘罚。如来报信者，众议赏大钱二百文。自今议禁之后各须遵守，毋自取咎。今立加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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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书》第 4 辑第 2 册，第 141 页。
［日］中岛乐章:《清代徽州的山林经营、纷争及宗族形成———祁门三四都凌氏文书研究》，《江海学刊》2003 年第 5 期。
如《清嘉庆十七年七月王、黄、金三姓经手人等立议合墨文约》，即是关于黄氏与王、金二姓共同拥有、共同经营山业的一

例。《徽州文书》第 4 辑第 2 册，第 126 页。
《清嘉庆十七年五月石邑沈培光、胡义山、胡尚保立承兴山栽苗约》，《徽州文书》第 4 辑第 2 册，第 125 页。
《清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奉县勒石永禁〉抄件》，《徽州文书》第 4 辑第 2 册，第 112 页。



文一样三纸，各房收执一纸，永远存照。
再批: 抑或公议挑林，三房务要面议派工挑□，毋得私自入山，如违照罚。又照。
又批: 所有山脚田塝坦塝，只准一丈为界，如再越者，一仝甘罚。又照。
道光十四年三月初八日立议加禁合文约人 黄义伦祀

秩下仲房 良煇( 押)

季房 良烨( 押) 、良熀( 押)

孟房 正基( 押)

中见人 汪朋远( 押) 、汪渭川( 押)

中见邻 金吉祥( 押)

代笔 金德基( 押) ①

上引文书对“砍斫树木，劓雕桠杪，窃□柴

槎，偷挖竹笋”等行为一概严禁，并制定颇为严

厉的处罚措施，且鼓励知情举报。类似的禁约

多次出现，说明族人的违约行为屡禁不止，盗砍

山场的事时有发生。季房的黄正墅即曾因为

“误 斫”护 坟 荫 树 而 写 立 改 悔 约，保 证 下

不再犯②。
经过不懈努力，逐渐成材的林木开始为黄

氏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早在乾隆末年，关于

出拼杉树的文约已零星出现，表明林业经营开

始成为黄氏宗族经济收入的一部分③。道光年

间，经营林业所得的收入已开始在家族经济中

占据重要地位。道光七年( 1827 ) ，胡国和、戴

宁远就立约承拼杉树六十根，为此向黄义伦祀

支付元丝银五十六两，平均一株杉树约值银9． 3
钱④。而文书中所见交易额最大的一次出拼，

发生于道光十七年( 1837) :

清道光十七年三月黟邑正茂板坊经手胡灶竹立承拼杉树契

立承拼杉树契人黟邑正茂板坊，今承拼到黄登瀛堂名下土名鲍家坞、鲍家塔杉树数号，新

立四至: 里至空截茶萪培西号为界，外至庙边蛇岭，凭中□号老林为止，嫩林为界，上至降尖为

界，下至山脚为界，四至之内杉树尽行是身拼去做造出水，睹面言定时值元丝实银二百三十两

正。其银开山之日兑付一半，做造一半，将价一并兑楚，其银另立有票，按约所言兑付缴票，必

不短少延误。如有延误，听凭执约托原中执货，身毋异说。今欲［有］凭，立此承拼为据。
再批: 外至老林放号为界，嫩林之树毋得越界，如有超斫，凭中执约公罚。又照。
又批: 蛇岭坟边与外境，睹面号□杉树以及本山松、杂等木，不□为□。
又批: 开山兑价订期本年四月初十前，前来兑价一半开山，如有过期，拼契不得行用。其山

断定来年二月内下山，不得延迟。又照。
道光十七年三月十一日立承拼杉木契人 正茂号

经手 胡灶竹( 押)

中见 汪朋远( 押) 、金得其( 押) 、金吉祥( 押) 、王从

达( 押) 、严德臣( 押)

亲笔 胡灶竹( 押) ⑤

此次出拼的杉木，价值高达“元丝实银二

百三十两”，按照前述一株杉树约值银 9． 3 钱

计算，此次出拼的杉树数量达到近 247 株。当

然，这应该只是黄氏山场中业已成材的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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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书》第 4 辑第 2 册，第 340 页。
《清道光二十二年十月黄正墅立还改悔约》，《徽州文书》第 4 辑第 2 册，第 4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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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七年十二月胡国和、戴宁远立承拼杉木约》，《徽州文书》第 4 辑第 2 册，第 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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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黄氏宗族通过山林经营获得的经济

收入，不可小觑。
除了林业经营之外，黄氏宗族还有其他的

收入来源，其中就包括出租属于自己的水碓股

份。水碓是利用水力舂米、加工粮食的器械，且

其作为较大型的生产工具，对于广大的下层群

众而言，一般人难以独资经营①。道光二十三

年( 1843) ，黄义伦祀买入王兆泰名下一处水碓

的 1 /5 股份，随即将其租给周士川，每年收取

3600 文的租金②。此后，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不

同的承租者写立的承租水碓文约出现。黄氏似

乎拥有多处水碓，且直到光绪年间仍从中获

利③。当然，出租水碓股份所得收入远远少于

出拼林木。
在经营山林、出租水碓股份的同时，黄氏宗

族也开始投资汪家坦地区的会社组织。文书所

见，这些会社包括祈求会、本源桥会、瀛源桥会

等。从名称判断，祈求会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

而本源桥会、瀛源桥会则应该属于慈善和公益

性的会社④。不过，文书所见这些会社纷纷对

外出卖田租、出拼杉木以获得经济利益。例如，

本源桥会即曾于道光十五年( 1835) 九月因“桥

梁倒坏，租苗干旱”而立契出卖田租，获得 3000
文的收入⑤。可见，这些会社无疑也具有经济

功能。

三、房屋建造与阄分

孟、仲、季三房各自内部的人口繁衍虽有多

少之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在增长。随着小家庭

的不断涌现，原先的住宅渐渐变得拥挤，新建住

宅便成为宗族的重要事务。通过多项经营所致

经济实力的增强，则使建造新的住房成为可能。
兴建住房，除了增加居住面积，对外还可显示自

身实力的增长，给人以“改换门庭”的直观效

果。因此，汪家坦黄氏不断建造住房、改善居住

环境的过程，也是其逐步发展的体现。我们先

节录这份《清乾隆五十年正月黄进雍、进科同

侄良灿立议分单》⑥，以见一斑:

立议分单人黄进雍、进科仝侄良灿，原身父讳义伦，母张氏，生身兄弟三人，长兄进福不幸

旧腊往故，侄良灿即兄福之长子也。吾祖素守清淡( ? ) ，基址式微，赖吾父吾兄朝夕勤劳农业，

艰辛积谷，迁移置业垂后，卜迁小洲汪家坦创立基址。奈因屋宇未备，兄福暂回祖居二十余载，

烟分两处，事仝一家。于中有弃旧置新而废者，有因户门浩费而废者，有因婚嫁正用而废者，有

因年岁荒欠而废者，两难相顾，致将废坠。今叔侄商议，复拘聚一家，本应和同共爨，代父争光，

但世事如棋，人心不一，虽欲勉强仝居，又恐反生衅隙，是以托族，将父遗并续置小洲基产逐一

品搭，三股均分……自立单之后，总毋得生端反悔异说，其契墨各业各收，众契墨立匣置锁，付

尊者收贮。今欲有凭，立此分单一样三纸，各收一纸，永远遵守存照。
计开孟字号分得( 略)

计开仲字号分得( 略)

计开季字号分得( 略)

乾隆五十年正月十二日立分单人 黄进雍( 押)

进科( 押)

仝侄 良灿( 押)

中见族 叔祖 有斌( 押)

叔 义伸(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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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诸英:《明清时期徽州的水碓业》，《安徽史学》2013 年第 3 期。
《清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周士川立承租水碓磨坊约》，《徽州文书》第 4 辑第 2 册，第 424 页。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收有《光绪十年郑丽光等立合同》，其中提到郑丽光等四人向“汪、黄二宅租到南乡三四都土名小

洲河口水碓一所”。《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 3 卷，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 年，第 166 页。
对明清徽州会社性质的划分，参见卞利《明清时期徽州的会社初探》，《安徽大学学报》2001 年第 6 期。
《清道光十五年九月本源桥会经手众姓人等立卖田租与黄电如契》，《徽州文书》第 4 辑第 2 册，第 349 页。
《徽州文书》第 4 辑第 1 册，第 441 页。



兄 进□( 押)

进盛( 押)

代笔 良晨( 押)

这份文书告诉我们，在初迁汪家坦时，由于

诸事草创，屋宇未备，长兄黄进福只得回住祖居

直到去世，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在这段时间内，

三房内部的分化也比较大，“有弃旧置新而废

者，有因户门浩费而废者，有因婚嫁正用而废

者，有因年岁荒欠而废者”正是指此而言。为

了免于“废坠”，“烟分两处”的黄氏子孙遂决定

“复拘聚一家”。出于减少宗族内部纠纷的考

虑，黄氏宗族在汪家坦的基产被逐一品搭、三股

均分。三房也采取分居各爨的方式，分房而居。
这种情形并未持续太久，随着宗族人口的

增长，黄氏宗族又于嘉庆七年( 1802) 买入黄进

忻破楼屋一重。不过，该楼屋朽坏日益严重，难

以居住。众人遂决定于嘉庆十九年( 1814 ) 将

破屋拆旧造新，落成之日再与老屋一起，照三房

均分。并立约要求“各人俱要实力踊跃，不得

推捱躲闪”①。
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这项建屋工程迟至

嘉庆二十一年( 1816) 方才开工，整个工程历时

一年左右。新房竣工后，随即与旧屋、宅基地、
菜园等一起，品搭均分予三房:

立议分扒屋地阄书人黄义伦公秩下孟、仲、季三房人等，原于乾隆二十年迁置汪家坦基址，

二十一年造有三间土库楼屋一重居住。及至五十年分居各爨，所有屋宇未曾坐实分扒，照旧暂

住。今幸三房人等仝志踊跃，于嘉庆二十一年在屋右继造三间土库楼屋二重，今已落成之日。
是以三房合议，自愿央中将新旧屋宇眼同估贴，又将基地菜园长短阔狭较量钉界为定，编立知、
中、和三号，神前拈阄为定，永远照阄居住，各执各业，毋得争长竞短、越界侵占、生端悔异等情。
各各须体仝根一脉，当念继造之艰辛，毋坠先人迁移之遗志。所有各房基地屋宇及存众余地，

系祖宗血巢根基，日后子子孙孙毋许私行租典变卖他姓。设有兴废不常，务要凑就本宗。如有

租典变卖他姓者，听执此文鸣官，以准不孝罪处。写立阄单一样三纸，各房收执一纸，世世遵守

为照。
一、知字号季房阄得左边老屋一重( 略)

一、中字号孟房阄得中间新屋一重( 略)

一、和字号仲房阄得右边新屋一重( 略)

一、众存屋前横路一条，计阔七尺，左通众路，右通下庇，通行来往，毋许阻塞。
一、众存右边和字号界外余地及低级余地，存造牛栏、厕所零用，毋许私行霸占。
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初六日立议分扒屋地阄书人黄义伦公

孟房秩下 良灿( 押)

仲房秩下 良煇( 押)

季房秩下 良烨( 押) 、良熀( 押)

中见代笔房弟 良晨( 押) ②

此次房屋的分析，确实综合了新、旧住房，

按照三房均等的原则，抓阄分配。最为重要的，

由于这些房屋都在一起，所以文书中特别强调

“日后子子孙孙毋许私行租典变卖他姓。设有

兴废不常，务要凑就本宗”，即房屋无论如何要

属于黄姓所有。如果有租典变卖他姓者，要求

子孙“执此文鸣官，以准不孝罪处”，即使诉诸

法律手段，也要维护黄姓对房屋的独占权，保持

宗族的凝聚力。
上文所引关于建造、阄分住房的数份文书，

综合来看，就是汪家坦黄氏的一份宗族发展简

史。对迁居汪家坦以来宗族发展的一再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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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使子孙后代对先人的缔造之功铭记在心，

从而为保持家业而兢兢业业、勤俭奋斗。不过，

我们也应注意到，随着子孙的繁衍、家庭的裂

变，属于某一房所有的房屋必然会越分越小，房

屋的产权也日趋细化与复杂化。季房良烨与正

墅叔侄间对屋前余地的分割即是一例①。

四、结 论

19 世纪前期，位于徽州府祁门县三四都的

汪家坦黄氏宗族形成了孟、仲、季三大房的基本

结构。伴随着人口增长、过继、分家等一系列事

件，宗族内部的结构趋于复杂化，但三大房的基

本格局始终未变。黄氏宗族以“义伦公祀”的

名义参与各项经济活动: 出拼山林、出租水碓股

份、投资会社等。在获取可观收入的基础上，开

始不断兴建新的住宅，显示出“改换门庭”的新

气象。与此同时，孟、仲、季三房通过内部的赋

役调整，并加强与祖居之地项口黄氏的联系，在

道光年间于祁门五都一图成立“黄成德户”，由

此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②。上述种种，均是黄

氏宗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黄氏族人在此

段时间内日常生活的中心内容。
徽学研究中的日常生活史视角早已有之。

邹怡在梳理海外徽州研究的学术史脉络时，曾

从妇女生活、地方信仰、丧葬习俗、民间宗教仪

式、分家析产，以及目连戏剧、徽墨生产、乡村建

筑等方面，介绍了西方日常生活史视角下的徽

州研究③。国内学者中，王振忠较早利用徽州

文书进行明清庶民日常生活的研究。其对日常

生活的探讨，涉及生产活动、岁时节日、风俗民

情、疾病医疗、纠纷诉讼、人生礼仪、分家继产、
家族伦理、民间信仰等多个方面④。虽然这些

研究不是对宗族及族人日常生活的个案探讨，

但它们仍为本文从日常生活的研究视角切入，

探讨黄氏族人的历史提供了借鉴。
日常生活史研究强调以人为中心，重视重

复进行的日常活动。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内容包

罗万象，个体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内心感情

等都在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范围之内; 而且日常

行为所牵涉的所有制关系、财产继承、人口变

化、家庭关系、亲族组织等，也可以作为背景进

入日常生活史⑤。本文基于徽州文书史料的特

点，没有围绕黄氏宗族中某个人的衣食住行消

费展开论述，而是选择以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

氏族人这一群体为中心，探讨村落区域范围内

的社群生活。这样的讨论并没有忽略个体的存

在，因为个体的生活正是在群体中展开的。历

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过去的生活，本文利用契

约文书对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宗族的讨论，

就是试图了解其生活状态的一种尝试。

责任编校: 张朝胜 黄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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