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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 、商业与宗族

——

祁 门 韩楚二 溪汪 氏研究
^

康 健

【 抽 荽 】 祁 门韩楚二溪汪 氏为越国公汪华八子俊公支裔 ，
为 当地著姓望族。 宋代以降 ，

该 宗族

理学兴盛
，
经商风气盛行 ，乃 至形成 商 贾世家 。 该 宗族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 ，

理学名 贤 汪克 宽入

祀环谷书 院 ，
是官府与 民间社会互动的结果 。 宣统年间 合修的 《 韩楚二溪 汪氏 家乘》 中表现出 来近

代新式教育形 式 ， 男 女平权观念等 ，都具有鲜 明 的 时代进步特征 ， 集 中体现 了 该 宗族积极参与 了 近

代 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 。

【 关键词 】
理学

；
商业

；
韩溪

；
楚 溪

；
地方社会

引 言

历史上的徽州是个典型的移民社会 ，
明清 以前 ，

每当 中原动乱 ， 都有不少北方大族前

往徽州避乱 ，
逐渐形成地方望族 。 徽州汪氏就是其中之

一

，徽州有
“

十姓九汪
”

之说
，
而越

国公汪华作为
“

千年徽州第一伟人
”

，
其生九子 ，子孙尤为繁盛 ，其中长子建 、七子爽 、 八子

俊的支派人 口最为众多
，
分布甚广 。 祁门 三四都韩楚二溪汪氏即为俊公支裔 ，

自唐宋以

降 ，枝繁叶茂
，
科甲蝉联 ，仕宦 、学者辈出 ，为徽州典型的望族 。 其清宣统年间合修的 《韩楚

二溪汪氏家乘》 ，作为两个支派的宗族文献 ，提供了研究其宗族发展 、学术演进 、商业经营 、

宗族社会活动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 检阅现有研究发现 ，
仅有 日 本学者山 田信从山林经营 、

宗族与乡约的视角 ，
对祁门韩楚二溪汪氏宗族有过探讨？ 。 目前学界对该宗族的族谱编纂

特色 、商业经营 、学术流变及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诸问题未有专门论述 ，未展现其宗族整

体面貌 ，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徽学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 。 下面笔者就上述问题作一初

＊ 本文 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

六百年徽商资料整理与研究
”

（ １ ３ ＆ＺＤ０８８
）
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

明代徽州

山林经济研究
”

（ １５ ＣＺＳ０５ １
）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① ［ 日 ］ 上田信 ： 《山林 宗族 ｔ 鄉約
一

華中山間部乃事例矛 ６ 》
，

［ 日 ］ 木村靖二 、上田信编 ．

？

《人 ｔ 人乃地域

史＞ ， 日本山川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第 ８８
—

１ ２８ 页 。 此外
，
日 本学者中岛乐章先生在论述祁门三 四都凌氏 山林经营时 ，提

及凌氏曾与韩楚二溪汪氏发生诉讼 。 参见氏著 ： 《淸代徽州 的山林经营 、纷争与宗族形成
——

祁 门三 四都凌 氏文书研

究》 ， 《江海学刊》 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 。

？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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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探讨 ， 以期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 。 不当之处 ， 尚祈专家指正 。

一 世 系繁衍与族谱修幕

隋末唐初 ，
汪华保境安民 ，使歙州等南方地域免受战乱 ，后归附李唐

，
授六州总管 ，镇

守东南诸州 。 汪华生九子 ，
皆为一时之显宦 ，

所谓
“

越国公生九子皆贵显 ，族最为蕃衍 ， 散

处四方者 ，
不可胜纪 ，

而长子建 、七子爽 、八子俊之后 ，
则多分在歙 、休 、婺 、祁 、黟 、绩诸邑 ，

本深末茂 ，
源远流长 ，

理固然 已
”

？
。 祁 门韩楚二溪者 ，越 国八子之俊公后 。 俊公十六世孙

汪绍 ，始迁祁门石山
，
再传三世曰汪济 ，其生二子 ：长子钊 ，次子锬 ，前者始迁韩溪 ，后者始

迁楚溪 ， 隔溪相望 。 此后韩溪 、楚溪二派 ，世系繁衍 ，
人才辈 出

，
形成

“

八派二宗
”

正如谱

牒所言 ：

“

桃墅、韩溪 、侯潭 、牌前 、柯里 ， 皆韩楚二溪子姓
”

？
。 不仅如此 ， 因为商业活动需

要 ，还有在外经商定居 ，也形成 了新的支派
，
如盱眙派 ，谱序记载 ，

“

吾家 自 士俊公由祁 门迁

吁眙 ， 殆二百余年 ， 后世子孙是未至乎其地 ， 目 未接乎其人
，
倘无谱牒 ，

几忘 为 祁 门

之人矣
” ④

。

综上所述 ，所谓
“

八派二宗
”

中
“

二宗
”

即为韩溪汪氏 、楚溪汪氏 ，

“

八派
”

则分别为韩

溪 、楚溪 、桃墅 、侯潭 、柯里 、牌前 、牌源 、盱眙诸派 。 其各 自始迁祖分别为 ：韩溪派为汪钊？
、

楚溪派为汪镁？ 、桃墅派为汪克宽 、侯潭派为汪宴
？

、柯里为汪时宏？
、牌前派为汪舍亨

？
、牌

源派为汪汝功？ 、盱眙派为汪尚佳＠
。

从成书于宣统二年 （
１９ １０

） 的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中 ，能够大致了解韩溪汪氏 、楚溪汪

氏历次家谱修纂情况 。 自从钊公 、镁公各 自迁徙韩溪 、楚溪后 ，支分派别 ，家各有谱 。

宋代至清末 ， 韩溪汪 氏 、楚溪汪 氏家谱修纂 日 益频繁 。 先来看楚溪汪 氏族谱修纂

情况 。

（ １ ） 北宋宣和二年 （
１ １２０

） ， 当时汪侁始修楚溪汪 氏家谱 ，有其 自序 《楚溪汪氏宗支图

序》为证？ 。

（
２

） 明代正统十三年 （ １４３８ ） ，楚溪汪氏侯潭派汪宗礼 、汪仲晓与婺源汪希渊二修纂楚

①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之首 《韩楚二溪汪氏合修家谱序》 ，宣统二年刻本 。

②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之首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序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③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之首 《韩楚二溪汪氏合修家谱序 》 ，宣统二年刻本 。

④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之首 《重修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序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⑤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之首 《韩溪宗谱序Ｍ徐尊生撰 ） ，宣统二年刻本 。

⑥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之首 《祁门楚溪族谱序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⑦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之首 《楚溪侯潭汪 氏族谱序 》 ，宣统二年刻本 。

⑧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明经鉴堂汪公传》 ，宣统二年刻本 。

⑨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南峰君传》 ，宣统二年刻本 。

⑩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九《文献 ？ 牌源新堂记》
，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二 《文献 ？ 凡例》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 卷之首 《楚溪汪氏宗支图序 》 ，宣统二年刻本 。

？

６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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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族谱 ，有汪希渊《楚溪侯潭宗谱序》 为证。 在序文 中 ，汪希渊交代了次修谱的缘起 ：

“

吾 自

洪熙乙 已 ，
寓祁旸源 ，与汪君宗礼竹林一见 ， 即知为乔木故家 ， 因询其冑 ，乃与予同 出越公

者也 。 于是 ，相与叙坐 ，谈及谱牒 。

”

宗礼 曰
：

“

吾家谱不幸失于兵燹 ，犹幸拾其残编 ，欲令子

侄补辑授梓 。 先生既共本源 ，幸详教予诺之 ， 而时未遑也 。 正统庚申 ， 赴前约 ，
而宗礼已

故 ，与厥侄辈相商订未竟 ， 而家音促归 。 至戊辰春乃成 ，
而征为之序 。

”￥
由此可见 ，

正统年

间修谱颇费周折 ，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才完成 。

（ ３ ）嘉靖十七年 （ １５ ３８
）

，陈州学正汪潭三修族谱 ，并亲 自撰写序文＠ 。

而韩溪汪氏宗族一直未曾单独修谱 ，
每次都会同楚溪汪氏 、婺源汪氏等一起

“

会谱
”

。

随着世系的推衍
，
人 口 日 益繁盛

，
宗族活动难以维系 ，加之 ，韩楚二溪汪 氏 出 自共同的

祖先 ，因此 ， 出于宗族祭祀等礼俗活动的需要 ，遂出现韩溪 、楚溪汪氏合修族谱的情况 。 下

面逐一介绍韩楚二溪汪氏
“

会谱
”

的情况 。

（
１
） 明洪武二年 （

１ ３６９
）年 ， 韩溪汪 氏族人汪克宽始修家乘 ，有严陵徐尊生 《韩溪宗谱

序 》为证
③

。

（
２

） 隆庆年间 ，天应 、枢公 、志仁公 、任公 、 煜公 、 志学公 、禄公 、文实公 、各湘公
，
会修韩

楚二溪汪氏宗谱
？

。

（ ３ ）清康熙年间 ，楚溪复元公裔的汪振洪会同韩溪汪文奇等 ，重修八派俊公族谱？ 。

（４ ）嘉庆丁已年 （
１７９７

） ， 由楚溪汪启濂发起 、汪起璐主纂 ，会同韩溪汪懋珍 ，合修韩楚

二溪汪氏族谱 。 这次修谱工程较大 ， 在原有基础上 ，增加新 内容
，
颇具特色 。 正如汪起璐

序文所云 ：

“

嘉庆丙辰之冬 ，
楚溪裔孙太学启濂方家居 ，

少府起璐方读礼 ， 以其先人明经鉴

堂公 、东鲁公常有意乎 ，是因会韩溪裔孙文学懋珍为续修之举焉 。 图准欧谱 ，大约遵嘉靖

旧式 ，
而稍变易之 ，去俚存雅 ，崇实黜浮。 又仿史志例 ，提揭名 目 ，

标诸谱首
，使世德昭明 ，

后人知观感兴 。 起序 ，次卷 目 ，次凡例 ，次考辨 ， 次本始世系图
，次溯本宗世系图 ，次韩楚溪

世系图
，
末附艺文

，
有条不紊 。

”
＠
由此可见 ，此次所修宗谱

，
体例完备

，
考辨精细 ，条理清晰 ，

质量颇佳 ，堪称
“

信谱
”

。 此外 ，
汪懋珍也撰写序文云 ：

“

二溪谱牒 自会远宗合修而外 ， 韩溪

则环谷公定 ，有世谱也 。 楚溪则侁公修之
，
而宗礼 、仲晓 、仕梃诸公 ，叠有续修也 。

”
？该序文

扼要地介绍 了韩楚二溪汪氏历代修谱过程 。

（
５

）宣统二年 （
１９ １０

 ） ，是韩楚二溪汪氏最后一次会修宗谱 ， 当时由汪发宰纂修 。 本文

所用的族谱资料 ， 即为这次所修之族谱 。 此次统合的范围最大
，
包括外迁的盱眙派 。 族谱

修成后 ，共有三个谱序 ：

一为谢上松序 ， 序文称 ：

“

吾家 自士俊公 由祁 门迁盱眙
，
殆二百余

年
，后世子孙是未至乎其地 ， 目未接乎其人 ，傥无谱牒 ，几忘为祁门之人矣 。

… …傥无谱

①＜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之首 《楚溪侯潭宗谱序》 ，
宣统二年刻本 。

②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之首 （重修侯潭汪 氏家乘序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③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 》卷之首 ＜韩溪宗谱序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④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
一〇 《文献 ？ 历代修订裔名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⑤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
一〇 《文献

？ 历代修订裔名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⑥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之首《韩楚二溪汪 氏合修家谱序 宣统二年刻本 。

⑦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 《合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纪实并跋》 ，
宣统二年刻本 。

？

６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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牒 ，则数世之后 ，其子若孙且几忘为盱眙之人 ，
而于祁门更淡漠忘之矣 。

……然而盱眙支

派 ，向例世系悉载于祁 门 ，未尝别订谱牒 ，所 以示虽分而仍合也 。

…… 呜呼 ！ 先人孝悌之

心 ，亲亲之意 ，其亦可思矣 。 乃者祁 门族人续 旧谱 ， 而重修之 ，不远千里 ， 属准兄弟举数世

系
，
次狀列以闻 。

”？从该序文可知 ， 自从汪士俊迁徙盱眙后 ，该支派
一直未曾修谱 。 宣统年

间为第
一次修谱 ，

故而十分积极 。 二为杨士燮序文 。 三为盱眙支派汪准撰写的序文 ，
该文

称 ：

“

吾族支派繁衍 ，
四方奔走 ，舟车相连 ，视同秦越 ，赖有谱牒 ，得 以溯源意流 ，顺序尊卑 。

惟 自明季颍川侯第八十六世孙 尚佳公 ， 由祁 门侯潭迁居盱眙 ，相传十有二世 ，未成支谱 ，所

恃嘉庆二年楚溪远祖启濂 、起骑二公合修韩楚二溪家谱 ，赖 以考证 。 迨今又百余年 ， 于前

矣先大夫罕青公虑其间兵燹扰攘 ，转徙流离 ，亲属之无考 ，时议续修支谱 ， 而联图系 ，乃迭

任繁剧 ，谱书鞅掌 。 至丙戌考终… … 己酉 ，
适同族兆行 、含芬 、孔章诸君驰书来告 ，

将会韩

楚二溪 ，仿嘉庆间合修例 ，略示变通 ，醵资续修 。 准欣狀应之 ，汇录盱宗派 ， 邮寄兆行诸同

族 ，商请附列 ，藉垂久远 ，而勉遗佚 。

”
＠以上三篇序文交代了盱眙支派迁徙的时间及其宣统

年间参与修谱的过程 。

由于宣统二年所修之谱 ，
乃韩楚二溪汪 氏最后

一

部家谱 ，加之 ， 当时处于清末 ，西方新

思想 、新观念传人中国已数十年之久 ，深深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 ， 因而宣统年间 的族谱也

吸收了一些西方元素 ，从而使得这部家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 下面就族谱中 的内容 ，
作

具体论述 。

第一
，男女平权 。 传统 中国一般是男 主外女主 内 ， 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女性严重依

附于男性 ，
且地位低下 。 而在近代 ， 随着 自 由 、平等思想观念的输入中国 ，尤其是维新派思

想家不断宣传男女平等思想 ，对中 国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 女子不断走 出家庭 ，进人城市 ，

寻求 自食其力 ，不断挣脱男性束缚 ， 家庭夫妇伦理发生了近代变迁
？

。 宣统年间所修 《韩楚

二溪汪氏家乘 》 中 ，
也一定程度反映了男女平权观念 。 其凡例规定 ：

“

男女平权 ， 虽正 内外 ，

而刚柔合德 ，原禀阴 阳 ， 兹于支裔 。 女界傥有淑关风化者 ， 无论室适 ，或如周 官宋氏宣文

等 ， 比则附注于该父名系下详载 ，亦门阅之光也 。

”
？规定女子可 以与男子

一

样 ，
登人族谱 ，

这在以往的徽州宗谱中是难以 见到的 ，集 中体现了近代男女平权观念已深人百姓 日 常生

活中 ，成为一种 自觉的行为规范 ，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 。

第二 ，兴办家塾 ，提倡男女平等接受教育 。 传统中 国 ， 女子一般被排斥在教育之外 ，所

谓
“

女子无才便是德
”

，这一观念影响甚大
，

众多女子被剥夺受教育 的权利 。 而在近代 ，
随

着西方男女平等观念的传人 ，社会上对女性接受教育权利的呼声越来越大 ，从而使得女性

有了接受新式教育 的机会 。 这在韩楚二溪汪氏家谱中也得到 了体现 。 该族宗训明 确规

定 ，设立族塾
，

“

七龄男女悉人蒙塾 ，离本生依保传宿 ，学习 方言音语 ， 中声指画 ，文字算数 ，

习演进退 ，
应对洒扫 ，揖让荣步 ，运动体操 ，嬉戏如风 ， 鸢蹴鞠秋千 ，轩轾弹碁 ， 打毬堕 吊 ，

线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之首 《重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序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②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之首《重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序》 ，宣统二年刻本。

③ 关于家庭夫妇伦理的近代变迁 ，可参阅李长莉 ： 《家庭 夫妇伦理近代变迁 的民间基础 》 ， 《福建论坛＞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 。

④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二 《文献 ？ 凡例》 ，宣统二年刻本 。

？６６ ？



康健 理学 、商业与索族

解环投 ，壶射覆猜谜 ，
种种唱和 ，

伦常浅近 ，
大意歌音 ，辞 曲 观演 ， 古今中外伦物 、典故 、传

奇
，玩识天地 山川 ，动植器用 ，粗细诸图画

”？
。 在此 ，女子与男性一样获得了平等接受教育

的权利 。 同时 ，学习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四书五经等传统知识 ，而是在此之外 ，
新增语言 、歌

曲 、运动体操 、天文地理 、动植物等近代新知识 、新学科 ，具有明显的时代进步特征 。

清末新政中重要的一条 ，便是教育改革 ，设立新式学堂
，
为此清政府颁布了 《钦定学堂

章程》 ，并向全国推行 。 韩楚二溪汪宗族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 积极办学 。 其宗训有如下

规定 ：

钦定之学 堂
，
程度详备迭谨 ， 而 申其宗 旨 ，

兹 费 由 社会族裔义捐 筹 办 ，
经 莞 由通族

点推投匦 ， 同 多 者举输 ， 期 三年 满 ，或 易 或 仍 ， 必 贤望公认者 。 及 十 有 一 年 ， 则 男 女分
？

入正 学堂 ，课加广 程 ，加 密 主义
，
普通加谨 。 教者 以别 男 女

，
师期 五年 ， 满 业 乃辨 志 ， 各

从专 门定业 ， 为 士仕商 贾 、农牧工 艺 、 军兵 ，各务精进 。 及年二 十 ， 各冠笄 醮 配 ，咸 成 人

立
，
家有大故则迟娶 ， 十稔 无子 ，

可置妾 。 妾 多 年无 处
，
遣任从疏属 之 ，

鳏 而贫者乃更

置
，

毋并妻 、毋双 纳 。 六 十 后 乃 引 年休 养 ， 茕 独 者公养 ，
以 监塾监 局 优 简 ， 诸任 女 则

大 …… 妇初来 ， 则 必立学 ， 有家塾 ，
有族塾

，
由 小 而 大 ， 合而 分 ， 终始典 完 人格 ， 以保 我

子孙 。

？

从中可以看出 ，
韩楚二溪汪氏宗族将清廷关于兴办学堂的政策落到实处 ，而且对男 女

不同阶段学习 的时间 、课程内容 ，都做了详细规定 ，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

第三 ，专业教育师资要求 ，
星期休息制的实行 。 随着清末学制改革的深人 ，学堂、家塾

也出现了学习 内容与课程定时制度的新变化 。 韩楚二溪汪氏的宗训
“

族塾
”

条规定 ：

“

族

塾 ，即正学以育材 ，
智升造也 。 族男女年十一岁 ，

则分教别内外
，
男 曰力行 ，

女 曰实求 ，
各五

年期
，
习普通毕业 ，

乃务专门定志 ，为士 、商 、农 、工 、军五 民
，
师传必品学兼优 ，公认充当

，
功

课必积分 ，升降程度 ，
必宽简而恒 ， 阅六 日

一

休息 。

”

？从中可以得知 ，该宗族规定男女学 习

为五年制 ，学习 内容在传统的士农工商之外 ，增加了
“

军
”
一业 ，体现了近代社会中军人地

位的提升 ，也是时代特征的一种外在表现 。 从
“

师传必品学兼优 ，公认充当
”

可知
，
该宗族

对任课教师也提出 了严格的要求 。 此外 ，该宗族还实行了
“

六 日
一

休息
”

的新式星期休息

制度？ ，具有明显的进步色彩 。 这些教育中的新因素都说明 了 ，穷乡 僻壤的徽州小乡村 ，并

非与世隔绝 ，而是积极地融人了 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之中 ，近代新思想 、新观念 ，在山 区小村

落也得到了
一

定程度的体现 。

① 《韩楚二溪 汪氏家乘 》卷二《文献 ？ 宗训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② 《韩楚二溪 汪氏家乘 》卷二《文献 ？ 宗训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③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 》卷二《文献 ？ 宗训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④ 关于星期休息制 ，
可参见李长莉 ： 《淸末民初城市的

“

公共休闲
”

与
“

公共时间
”

》 ， 《史学月 刊 ＞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１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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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学世 家

中国儒家思想经过宋代程颐 、程颢与朱熹的 阐发后 ，
获得了新的发展 ，形成了新的体

系 ， 即程朱理学体系 。 徽州 自称
“

程朱阙里
”

、

“

东南邹鲁
”

，
故而在徽州形成 了研习程朱理

学的风气 ， 出现了新安理学学派 ，涌现出一大批新安理学家 ，从而在徽州境 内形成
“

理学独

盛
”

的特殊人文现象 。 祁门作为徽州六县之一
，
在新安理学发展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而祁

门理学之盛则始 自 韩溪汪克宽家族 。

汪克宽祖父汪华与族兄汪相 ，都问学于著名理学家饶鲁双峰先生 。 《宋元学案 》记载 ：

“

（ 克宽 ） 祖父华与族兄相 ， 皆学于双峰 。 两人问难叩击 ，悉得其藴奥 。 祁邑理学之盛 ，

？

自二

人发之 。

” ？此外 ， 明人程昌也撰文称 ：

“

东 山先生华 ，与其从兄灿 ，族兄相 ，受学于双峰饶氏 ，

而其孙环谷先生克宽 ，
则受学于东 山 ，

盖双峰得诸勉齐黄 氏 ，而勉齐黄则得诸晦庵朱先生

也 。 故吾祁理学之源 ，实 自东山昆弟浚之 。

”
？可见 ，

汪华与汪相都是著名理学家 ，他们开启

了祁门理学盛况 。

汪华 ，字荣夫 ，号东山 ，元祐八年进士？ 。 早年师从鄱 阳赵介如庐 山先生 ，后师从饶鲁

双峰先生 。 潜心学术 ，讲学授业 ，
无意仕进 ，著名有 《质疑卷正心修己训辞 》若干卷？

。

汪相 ，字魏夫 ，与从弟华
一

同师从饶鲁双峰先生 ，曾任府学教谕？
。

汪灿 ，字明夫 ，至正中以 明经举省试解元。

“

继家学 ，时群从昆弟 ，为诸经讲师 ，学问文

章矩范乡 邑
”？

，
亦常与族弟华 、相 以讲学为业 ，

教授乡里
，隐居著述

？
。 被学者推为硕儒？ 。

汪应新 ，字元美 ，号中山处士 ， 克宽之父 。

“

记识博洽 ，议论慷慨 ，孝友行谊重于乡 ， 尝

著《便民二十条 》 ，力陈当世要务 ，上之台省 。 不果 。 闻者惜之
”

？
。

汪华 、汪相 、汪灿兄弟三人问学理学大家饶鲁 ，潜心阐发理学 ，讲授乡里 ，从而使得祁

门理学不断兴盛 。 父祖辈学术研究所创造的家学渊源 ，为汪克宽继续从事理学研究 ，创造

了 良好的条件 。 祁门理学 自汪克宽阐发而大盛 。

汪克宽 ，字德辅 ，号环谷 。 六岁 的时候 ，其外祖父石溪先生康鼎实
“

教之《孝经 》 、 《论

语》 、 《孟子 》 ， （克宽 ） 随口成诵 ，
日 记数百言

”

。 第二年冬 ，其外祖父发出 了
“

汝第四子 （ 克

宽 ） 骨相匪凡
，
宜择师善教之

”

的感叹。 此后 ， 汪克宽就
“

从乡先生学 ，
每屈其师 ， 日 益 月

① （清 ） 黄宗羲 、全祖望 ： 《宋元学案》卷八三 《双峰学案 》
，
北京 ：中华书局 １ ９８６ 年版 。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 《楚溪侯潭汪 氏族谱序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③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 《文献 ？ 学士亢宗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三 《世系》 ，宣统二年刻本 ；
弘治 《徽州府志 》卷七 《人物志一 ■ 懦硕 》 。

⑤ （
明

）
程瞳撰

，
王国良 、张健点校

：
《新安学系录 》卷

一

二《汪环谷形略＞ ，合肥 ：
黄 山书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２６６

＿

页 。

⑥ （
明

）程敏政撰 ，何庆善 、于石点校 ： 《新安文献志》卷七二 《行实 ？ 硕儒五 ？ 环谷汪先生克宽行状》 ，合肥 ： 黄山

书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１７ ６７ 页 。

⑦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三 《世系》
，
宣统二年刻本 。

⑧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 《文献 ？ 学士亢宗 》 ，宣统二年刻本 。

⑨ （
明

）程瞳撰 ，
王 国 良 、张健点校

： 《新安学系录 》卷一二《汪环谷形略》 ，第 ２６６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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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到了十岁 的时候 ，其父汪应新
“

见先生 （ 克宽 ） 所学弥进 ， 因取东山 问学于饶先生讲授

之书及当时问答之言 ，授之克宽玩索 。 （ 克宽 ）有得 ，遂于理学寖悟
”

。 于是乃取朱子四书

自定句读 ，
昼夜诵读 ，知之为学之要

，
自是读六经、诸子 、历代史 、 《通鉴纲 目 》诸书 ， 悉皆

成诵 。
？

在得到 良好的寒庭教育之后 ， 出 于进一步求学的考虑 ，
汪克宽在父亲的带领下 ， 先后

师从胡烟文 、吴仲迂等数位儒学名师 ，
得到 了学术真传 。 经过多年钻研 ， 终于在理学上取

得了光辉的成绩 ，著述甚丰 。 《明史 》称其 ：

“

《春秋》则以胡安国为主 ，而博考众说 ，会萃成

书
，
名之曰 《春秋经传附录纂疏 》 。 《易 》则有 《程朱传义音考》 ， 《诗》有 《集传音义会通 》 ，

《礼》有 《礼经补逸》 ， 《纲 目 》有《凡例考异》 。 四方学士 ，执经门下者甚众。

”？明代徽州著

名学者程敏政亦曾赞曰 ：

“

六经皆有说 ，而春秋独盛 。

”
？汪克宽潜心阐发理学 ，著书立说 ，教

授乡里 ，从学者甚众 。 其在春秋学和
“

三礼
”

方面用力甚勤 ，成就尤大？ 。 正因 为汪克宽在

理学方面的成就很大 ，天顺年间就入祀徽州紫阳书院 ，影响深远 。

因汪克宽为理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
为尊祖敬宗 ，激励族人 。 宣统二年成书 的《韩

楚二溪汪氏家乘 》 ，也收录 《元儒环谷先生汪公墓表》
？

、 《重竖环谷先生墓道疏文 》
？

、 《重修

环谷公墓表金字牌坊祭梁文 》
？

、 《环谷先生行状》
？等数篇文章 。 此外 ，该宗族还建环谷书

院专祀汪克宽 ， 下文详述 。

综上所述
，
韩楚二溪汪氏支派汪克宽家族 ， 为理学世家 ， 他们祖孙三代人潜心钻研理

学 ，加以发明 ，讲学授业 ，著书立说
，
极大地推动新安理学的发展 ，在新安理学史上 占有重

要地位 。

三 商业发展与人口 迁徙

明代中后期商品货币经济获得了 髙度发展 ，
长途贩运贸易兴起 ，商品市场 日益扩大 ，

全国地域商帮兴起 。 徽商作为重要商帮之一 ，在嘉靖 、万历年间迅速崛起 ，徽州从商之风

日益盛行 。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祁门韩楚二溪汪 氏族人也有不少人弃儒服贾 ，外出经商 ，

他们或从事长途贩运贸易 ，
或在侨寓地坐贾经营 。

据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记载 ，该族中最早从事商业经营的是楚溪邦杰公支裔的汪 明

① （ 明 ）吴国英 ： 《环谷先生年谱》 ，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第 ３７ 册
，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② （淸 ）张廷玉等 ： 《明史＞卷二八二《儒林
一

》 ，
北京 ：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年版 ，第 ７２２５ 页 。

③ （ 明 ）程瞳撰 ，王 国良 、张健点校 ： （新安学系录 》卷一二 《环谷先生像赞 ＞
，
第 ２７０ 页 。

④ 关于汪克宽治学主张与学术成就 ，
可参阅拙文 ： 《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汪克宽 ＞ ，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

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

⑤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七 《文献 ？ 元懦环谷公墓表＞ ，
宣统二年刻本 。

⑥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 （文献 ？ 重竖环谷先生墓道疏文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⑦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七 《文献 ？ 重修环谷公墓表金宇牌坊祭梁文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⑧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 《文献 ？ 环谷先生行状》 ，
宣统二年刻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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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于元末曾在瓜州经商 ，

“

以白金出人 ，死不责偿
”

？
。 但元末 明初时期 ，

汪 氏从事商贸还

只是个别现象 ， 尚未形成普遍营商的风气 。

到了正德 、嘉靖 、万历时期 ，韩楚二溪汪氏族人普遍从事商业经营 ，经商之风颇盛 。 正

德元年 （
１５０６

） ，楚溪俊杰公支裔汪福 年方弱冠 ， 商于袁吉… …后游苏松
” ？

。 生于成化

元年 （
１４６５

） 的汪太山 ，

“

商扬 、吴 间 ，得利虽厚 ，人无怨者
”

？
。 又正德年间 ，

汪憨之兄汪伟

人
“

商扬 、吴 ，赀产遂甲 乡里
”

？
。 又嘉靖年 间的汪憨 ，

“

年十六父殁而家窘 ，斯宜就商
”⑤

。

又生于弘治四年 （
１４９ １

） 、卒于嘉靖三十 四年 （
１ ５５５

） 的汪天禄 （ 汪憨长 ） ，继承父志 ，

“

续商

业
”

？
。 又弘治 、嘉靖年间 ，

汪舍亨
“

始业贸游湖海间 ，
物价平久 ，人弗忍欺 ， 以伪滋殖 ， 亦渐

丰隆
”⑦

。 又生于成化十二年 （
１ ４７６

） 、卒于正德四年 （
１５０９

） 的汪沐 ，

“

能通大义 ，为文能成

章 ，
既而弃去 ，善理财 ，赀产益以充裕

”
？

。 又弘治 、 正德时期的汪曦 ，

“

服贾于维扬 ，
居积有

获 ，分豪不已
” ？

。 生于成化七年 （
１４７ １

） 、卒嘉靖十七年 （
１ ５３８

） 的汪太昂 ，

“

善治生 ，
业家用

余饶
”

？
。 类似 的例子还很多 ，可 以说 ，

正德 以后祁 门韩楚二溪汪氏宗族从商风气 日盛 ， 形

成了普遍现象 ，商业经营成为该宗族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

明末清初战乱对社会造成很大影响 ，但韩楚二溪汪 氏并未放弃商业经营 ， 而是在艰苦

的环境 中 ，披星戴月 ，继续营商 ，亦获得一定 的发展。 如生 活于 明末清初的汪 尚佳 明 季

由徽州祁门南乡侯潭营木业 ， 侨居泗州 。 国初 （ 清代 ） ，寄居盱眙
”

？
。 出生于万历 四十六

年 （
１６ １ ８

） 的汪德宜 ，

“

怀奇负异 ，寄志江淮 ，寻率其昆玉 ，廛隐都梁 。 夫都梁南北要冲 ，古称

都会 ，选 四方弧矢游者 ，服儒服贾 ，时骈集焉 。
… …迨其经营练达 ，

筹划 明久 ，懋谦平准之

道 ，即 以赞理 ，康阜裕如也
”？

，亦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 生活于顺治 、康熙时期的汪廷华 ，

“

经商楚汉 、闽粤间 ，渐丰于财 ，克隆其养
”

，他还经常劝导族人说 ：

“

人生天地间 ，
当思

一

安

身立命处 ，业儒服贾 ，咸以敬慎 ，俭勤为质 ，况家世寒微 ，可不思光大之乎 。

”
＠从

“

渐丰于财 ，

克隆其养
”

的记载 ，可以得知其也通过经商致富 。 生于天启元年 （
１６２ １

） 的汪又明 ，

“

贸迁有

无……操计白之术
”

？
，
显然也是在顺治 、康熙前期从事商业经营的商人。

人清以后 ，韩楚二溪汪氏家族的商业在继承明代 的基础上 ，又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 突

① 《韩楚二溪汪师家乘 》卷五 《世系 ？ 楚溪邦杰公支》 ，
宣统二年刻本 。

② 《韩楚二溪汪师家乘 》卷五 《世 系
？ 楚溪俊杰公支》 ，

宣统二年刻 本 。

③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五 《世系 ？ 楚溪邦杰公派复贞公支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九 《 文献 ？ 淇园箓荫记＞ ， 宣统二年刻本 。

⑤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南 圃憨翁传》 ， 宣统二年刻本 。

⑥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九 《 文献 ？ 淇园箓荫记》 ，
宣统二年刻本 。

⑦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南峰君传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⑧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从弟新之传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⑨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 文献 ？

阳庵汪公小传》 ， 宣统二年刻本 。

⑩ 《韩楚二溪汪师家乘 》卷五 《世系
？ 楚溪邦杰公支复贞公 》 ，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五 《世 系 ？ 楚溪明德公支复元公裔》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宗翁德宜五十寿序 》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廷华先生五十寿序 》 ，宣统二 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又明亲翁寿六十序 》 ，
宣统二 年刻本 。

？
７０ ？



康轤 理学 、商业与廉族

出的表现在经商活动地域不断扩大 、以营商为生的商贾世家的形成等方面 ，其商业在康

熙、乾隆时期达到鼎盛 。

随着商业经营的发展 ，韩楚二溪汪氏宗族商业活动的地域不断扩大 ，遍及大江南北 ，

其主要活动范围集中在江南 、泗州 、盱眙 、开封 、江西、湖广 、闽粤等地区 。 生活于康熙年间

的汪文奇 事母至孝
，
贸易黔闽 间 ，业遂隆隆起

”？
， 主要在贵州 、福建经商 。 又汪小凡 ，

“

贾江右 ，常数一归
”？

，主要在江西经商 。 康熙年间 ，
汪廷华 ，

“

经商楚汉 、 闽粤 间 ，渐丰于

财
”

？
，活跃于湖广 、福建 、广东地区 。 生活于康熙前期汪光棣 幼时即只身往楚 、豫 ， 随诸

兄撤迁
”？

，
主要在湖广 、江西一带活动 。 又汪骅

，

“

幼随叔父姚峰公奔走楚 、豫 ， 业益隆 ，毫

无私人
”⑤

，也主要活跃于湖广 、河南等地 。 生于康熙三十二年 （ １６９３ ） 、卒于乾隆四十二年

（
１７７７

） 的汪世昆 ，

“

就贾鄱饶 ，操陶朱 、计然之胜算 ，见几决作 ，跋涉辛勤 ，往来于芝山 阊水

之间数十年 ，事业 日 隆隆起
”

？
， 主要往返于江西鄱阳 与祁门一带 。 汪邦安 ，

“

商苏垣
”

？
，
经

商于苏州 。 道光年间 ，
汪发积 ，在苏州经商？

。 康熙年间 ，汪光相 ，

“

经商河南开封朱仙镇 ，

家业振兴
” ⑨

，主要在开封经商 。 顺治至康熙前期 ，汪德裕 ，在都梁经商 ，

“

操贏握算 ，往往多

奇
”

？
，
也在河南一带经商 。 康熙年间 ，汪起浩 、 起俞 、起让兄弟 ， 经商于芜湖？

。 生活于康

熙 、乾隆时期的汪明杰 ，

“

乃服贾江淮 、齐鲁间 ， 以奉孝养
”？

，活跃于江淮 、山东一带 。 生于

乾隆十九年 （ １７５４ ） 、卒于道光九年 （ １ ８２９ ） 的汪蜀江 ，

“

奉大父命往江右生理… …生殖货财 ，

流通之道 ，无不毕究
” ？

，
主要经商于江西地区 。 道光年间汪诚和 ，

“

弱冠就商于江右鄱邑湾

山
”

，
后来在光绪中期

，
与

“

夥友合业景德镇义和其号南货
” ？

，转而在景德镇经营 。 咸同时

期的汪士绚 ，

“

幼习商江右 ，尝读书好史稗 ，古文词 ，
以贫易业

，喜排难解纷 ，不汲汲于市利
，

家常窘而淼 《万宝全书 》之号 ，藉甚鄱阳景德镇间
”？

， 主要在江西鄱 阳 、景德镇一带经营 。

乾隆前期的汪中理 ，

“

幼客江淮 、扬泗间 ，勤慎守先业 ，不二不欺
”？

，主要江淮 、扬州 、泗州等

地经商 。

随着族人经商风气盛行 ，韩楚二溪汪氏宗族中涌现出 了不少 以商业经营为生的商贾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 《文献 ？ 东鲁府君行述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七 《文献 ？ 汪母胡孺人行状 》 ，宣统二年刻本 。

③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廷华先生五十寿序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州 司马姚峰公夫妇小传》 ，宣统二年刻本 。

⑤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明经筠斋公小传》 ，
宣统二年刻本 。

⑥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明经鉴堂汪公传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⑦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 《世系 ？ 楚溪文奇公光相公支 》 ，宣统二年刻本 。

⑧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 《世系 ？ 楚溪文奇公光相公支》 ，宣统二年刻本 。

⑨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四 《世系 ？ 楚溪文奇公光相公支 》 ，宣统二年刻本 。

⑩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汪老亲翁德裕五十寿序》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四 《世系 ？ 楚溪让三公派性公支 》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七 《文献 ？ 东鲁府君行述》 ，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七 《文献 ？ 蜀江府君行述》 ，
宣统二年刻呆 。

？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 ？ 诚和先生八秩寿序 》
，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寇旅传＞ ，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中理公先生序 》 ，
宣统二年刻本 。

？
７ １

．

．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七卷 （上 ）

世家 ，其中最为典型的则属汪文奇一派 。 据家谱记载 ， 自汪文奇于顺治 、康熙年间 ， 开始经

商算起 ，
到光绪末年 ，其八世孙汪启秀经商杭州 ，历经八九代人 ，始终从事商业经营 ，

几乎

与清王朝相始终 。 可以说 ，
汪文奇家族是个典型的商贾世家 。

汪文奇出生于贫困家庭 ，为了维持生活 ，其父大琏公 ，

“

命理生业
”？

，从此走上经商之

路 ，打开了商业之门 ，
此后其家族历代经商 。 文奇公以上 累世单传 ，

“

门衰族薄 ，至是始 昌

衍
”？

，其生六子 ， 即光相 、光标 、光植 、光模 、光校 、光棣 ，此后枝繁叶茂 。 文奇公六子中 ，有

四人经商 ，其中长子光相 ， 因
“

家计颇促 ，
乃弃儒就贾 ，创业中州

”
？

。 二子光标 ，

“

攻苦读

书 ，兼通货值 ，年登上寿 ，各利两半
”④

。 四子光模
，

“

经商江右 ，
常携往来 ， 以其有干济才 ，命

弃帖括就 ， 阛阓相随 ，持筹握算 ，业益隆起
”

？
。 六子光棣 ，

“

幼时即只身往楚 、豫 ， 随诸兄懋

迁
”？

。 到了文奇公孙辈时 ，
经商人数不断增多 ，商业 日 益兴盛。 光相长子明烈 辅佐诸父

创业
”

？
。 光模次子明巽 识度高超 ，才猷开拓 ，

虽经商而耽文翰
”

＠
；
三子明杰 行年三

十 ，乃服贾江淮 、齐鲁间 ， 以奉孝养 ……基渐厚 ，利益倍 ，广增田产
”

？
。 光橡子泰 ， 字来三

，

幼年丧父 ，家业败落 ，其母命其
“

牵车服贾
”

，于是
“

承先人业 ，
乃 （尊 ）遵母命 ，继父志 ，

经商

江右 ，业大振
”

？
。 光棣之侄汪骅 ， 生于康熙四 十

一

年 （
１７０２

） 、卒于乾隆五十
一年 （

１７ ８６
） ，

其
“

幼随叔父姚峰公奔走楚 、豫
，业益隆

，
毫无私人

”
？

。 光棣公之孙起溶 ，在乾隆中期
“

敦

伦慕义 ，继志贻谋生
”

？
，也显然是继承祖业 ，从事商业经营 。 文奇之孙汪若洪 ，

“

弱冠遽失

怙 ， 即刻 自树立 ， 内持门户 ， 外事经营 ，

一切身当之而裕
…
…业儒服贾 ，各俾事事

”
？

。 明杰

四子蜀江年幼时 ，其祖父光模公 ，

“

以食指 日繁 ，命各子分爨 ， 由是弃儒就贾
”

，后来商业发

展顺利 夹意经营 ，僮则屡中 于物产 ， 生殖货财 ， 流通之道 ，无不毕究
”

，
后 因祖父年事已

高 ，
于是在乾隆四十六年 （ １ ７８ １） ，在县城开设

“

积诚字号 ，数年间 ， 幸获利 ，家业颇丰
”？

。

明巽之子之璞 ，

“

正性不阿 ，客豫章
”

？
，在江西经营商业 ；

明巽之孙 国仪 ，
嘉庆 、道光年间 ，

“

商于饶 ，
家事悉 由弟

”

？
。 又汪邦案 ，

“

商于苏垣 ，经营酱业
”

？
。 又同治年间的汪士绚 ，

“

幼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 《文献 ？ 节孝大琏公妻林孺人传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②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七 《文献 ？ 东鲁府君行述 》
，
宜统二年刻本 。

③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 》卷七 《文献 ？ 诰奉谢太安人行状》 ，
宣统二年刻本 。

④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四 《世系 ？ 楚溪文奇公支》 ，
宣统二年 。

⑤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 》卷八 《文献 ？ 州司马中庵汪公夫妇合传》 ，
宣统二年刻本 。

⑥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 》卷八 《文献 ？ 州司马姚峰公夫妇小传》 ，
宣统二年刻本 。

⑦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四《世系 ？ 楚溪文奇公光相公支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⑧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 》卷四 《世系 ？ 楚溪文奇公光模公支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⑨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七 《文献 ？ 东鲁府君行述》 ，
宣统二年刻本 。

⑩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明经东崖汪公传》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 《文献 ？ 明经筠斋公小传》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 四 《世系 ？ 楚溪文奇公派光模公支》 ，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文献 ？ 明经来三暨洪孺人六十寿序 》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七 《文献 ？ 蜀江府君行述 》 ，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四《世系 ？ 楚溪文奇公光模公支》 ，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四《世系 ？ 楚溪文奇公光模公支 ＞ ， 宣统二年刻本。

？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 四 《世系 ？ 楚溪文奇公光相公支》 ， 宣统二年刻本 。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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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商江右 ，尝读书好史稗 ，古文词 ， 以贫易业 ，喜排难解纷 ，不汲汲于市利 ， 家常窘而森 《万

宝全书 》之好 ，
藉甚鄱阳景德镇间

” ？
。 又生于光绪五年的 （ １８７９ ）的汪振拔 ，在江西经营商

业 ，

“

光绪二十五年 （
１ ８９９ ） ，商殁于鄱 阳石门街

”
？

。 又光绪末年 ， 汪新振 ，

“

贸易江西多

年
”？

，亦在江西经商 。 又光绪后期 ，汪启秀 ，

“

年十七学贸
”

，后来客死浙江严州％

综上所述
，
自明代嘉靖 、万历以后 ，在全国商业繁荣发展的背景下 ，韩楚二溪汪氏宗族

经商之风 日益盛行 ，族人普遍从事商业贸易 。 明清易代之际 ，该宗族在艰难的环境下 ，继

续从事商业贸易 。 到康熙 、乾隆时期 ，韩楚二溪汪氏宗族商业获得突破性发展 ，从商人数

迅速增加 ，商业活动地域不断扩大 ，乃至形成 了 以经商为生的商贾世家 ，其中 以汪文奇家

族为典型代表 。 该家族从顺治 、康熙时期 ，
汪文奇开始经商 ，

一直到光绪末年 ，其九世孙汪

启秀在严州经商 ，历经九代人 ，世代经商 ，形成了商贾世家 。

伴随着外出经商风的 日益盛行 ， 自 明代 中期 以后 ，韩楚二溪汪氏族人大量前往侨寓

地 ，开始占籍 ，逐渐土著化 。 成书于宣统二年 （
１９ １０

） 的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中有大量族人

迁泗州 、淮安 、盱眙 、瓜州 、江宁镇 、冀州 、广信 、清江浦 、芜湖 、苏州等地的记载 。 如成化年

间的汪福
，
在苏松一带经商 ，其曾孙便迁往盱眙？ 。 明嘉靖 、万历年间 ，

汪春生 、汪希福迁泗

州 ，
汪廷松迁江宁镇 ，汪永锱迁盱眙 ，

汪继忠 、继惠兄弟俱迁冀州 ，
汪廷渊迁扬州外东 门 ，

汪

当雷迁扬州
？

。 汪世侨迁瓜州
？

。 明代末年 ，
汪 尚佳

“

由徽州祁 门南乡侯潭营木业 ，
侨居泗

州
”

。 到了清代初年 ，

“

寄籍盱眙
”

，
后其子汪士俊等人皆在盱眙 占籍 ，其后代遂居盱眙 ，

汪

尚佳被尊奉为始迁盱哈第一世祖？ 。 又如
，康熙年间 ，汪文桂在盱眙经商 ，其子光升

“

同父

迁盱眙
”？

，而汪文桂之弟文桢亦在盱眙经商 ，其子光鼎也迁居盱眙 ，光鼎长子明俊 、次子明

标也迁居盱眙 ，
三子明发则迁广信

？
。 康熙中期 ，

汪明论 、 明让兄弟在芜湖经商 ，后定居芜

湖 ，死后亦葬在芜湖？ 。 再如 ， 乾隆 、嘉庆年间 ，汪应龙 、应鸾 、应夔 、应蚊兄弟四人 ，在淮安

经商 ，其子孙遂迁淮安？ 。 汪朝宗 、朝滨 、朝 阳 、朝云 、朝海 ， 皆俱迁清江浦？ 。 此外 ，族谱中

还有不少诸如
“

迁外
”

、

“

迁无考
”

、

“

迁
”

、

“

往外多年无音
”

、

“

往外无考
”

等字样的记载 ，
如

①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八《文献 ？ 寇旅传 》 ，宣统二年刻本 。

②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四 《世系
？ 楚溪光模公派 明巽支＞ ，宣统二年刻本。

③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四 《世系 ？ 楚溪文奇公派光校公支 》 ，
宣统二年刻本。

④＜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四 《世系 ？ 楚溪光模公派明巽支》 ，
宣统二年刻本 。

⑤ 《韩楚二溪 汪氏家乘》卷四 ＜世系 ？ 楚溪譆公支＞
，
宣统二年刻本 。

⑥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 《世系 ？ 楚溪邦杰派复贞公支》 ，宣统二年刻本 。

⑦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 《世系 ？ 楚溪邦杰派复 和公支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⑧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 《世系 ？ 楚溪明德公支复元公裔 ＞
，
宣统二年刻本 ；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之首 《重

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序 》 ，
宣统二年刻本。

⑨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 《世系 ？ 楚溪譆公支》 ，
宣统二年刻本 。

⑩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 《世系 ■ 楚溪譆公支＞ ，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 汪氏家乘 》卷四 《世系 ？ 楚溪罐公派性公支＞
，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四 《世系 ？ 楚溪谅公支 》 ，
宣统二年刻本 。

？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四 《世系 ？ 楚溪俊杰公支 ＞ ，
宣统二年刻本 。

？
７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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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国玮 ，

“

往外多年无音
”

？
。 虽然这些人迁徙的具体原因 ，未有 明确记载 ， 但在 明清时期 ，

商贾遍天下的徽州 ，
及该宗族大量外出经商的影响下 ， 韩楚二溪汪氏外迁族人中 有相 当

一

部分外出经商 ，这
一

点是可 以肯定的 。 总之 ， 明代 中叶 以后 ， 韩楚二溪汪氏族人大规模外

出经商 ，并不断迁徙侨寓地 ， 占籍定居 ， 属于商业移 民 。 这在明 清时期 的徽州具有
一

定的

普遍性 。

四 韩楚二溪汪氏与地方社会

自宋代钊公 、镁公迁徙韩溪 、楚溪以后 ，随着世系的推衍 ，子孙枝繁叶茂 ，形成
“

二宗八

派
”

的宗族群体 。 韩楚二溪汪氏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文化建设 ，
逐渐形成祭祀先祖 ，

尤其

是越 国公汪华的祭祀组织 ，创办乡 约文会 ，积极推进了宗族的发展 ，增强了 宗族的凝聚力 ，

扩大了宗族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 。

（

一

） 官民互动 ： 汪克宽入祀环谷书院

汪克宽为元末明初著名理学家 ，著作等身 六经皆有说 ，
而春秋独盛

” ？
，其学说对后

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 但在洪武五年 （
１３７２ ） 去世后 ，直到天顺元年 （ １４５７ ） ，才

“

奉诏祀紫阳

书院
”

？
，期间历经近

一百年时间 。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 ， 汪克宽作为祁 门理学名贤 ，其人祀

环谷书院则经历了更长的时间 ，过程更为曲折 ，而历代 《祁 门县志》 、 《徽州府志》等文献 ，虽

有建环谷书院 ，专祀汪克宽的记载 ，但对于汪克宽如何人祀环谷书院 ，
以及其曲折人祀过

程 ，则缺乏记录 ，故而对于其间体现的官府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 ， 缺乏深人认识 。 而成

书于宣统二年 （
１９ １０

） 的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二《文献》 中 ，则收录了明代弘治 、嘉靖 、隆

庆 、万历年间 ，祁 门地方士绅和汪克宽后裔请求汪克宽人祀书 院的奏章 、呈文 、 申文 ，
及都

察院 、府县等地方官的批文 ，这些资料弥足珍贵 ，对于探讨汪克宽人祀环谷书院的 曲折历

程 ，及其过程中体现的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 ，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下面就上述问题进

行论述 。

汪克宽 ，号环谷 。 为了让克宽有 良好的读书环境 ，其父应新 ，建立中 山 书堂？ ，供克宽

读书其中 。 后来汪克宽又建书舸楼？ ，
作为

“

储书之所 ，
藏书万卷

”
？

。 汪克宽洪武五年

（
１ ３７２ ） 去世后 ，长期未能得到官方崇奉 。 最早提出要求建祠院 ，祭祀汪克宽的是明代祁门

籍户部主事王垧 ，其在弘治元年 （
１４８８ ） 正月 二十九 日 ， 给明孝宗的奏折 《题奏汪克宽从祀

庙奏章 》 中提出 ：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四 《世系 ？ 楚溪諌公支 》 ，宣统二年刻本 。

② （
明 ）程瞳撰 ，王国 良 、张健点校 ： 《新安学系录》卷

一

二 《环谷先生像赞 》 ，第 ２７０ 页
。

③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七 《文献 ？ 儒学生员饶楽等呈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④ 康熙 《祁门县志 》卷五 《古迹 》 ，康熙二 十二年刻本 ， 祁门县图书馆藏 。

⑤ 康熙 《祁门县志 》卷五 《古迹 》
，
康熙二 十二年刻本 ，祁门县图书馆藏 。

⑥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九 《文献 ？ 书舸楼记》
，
宣统二年刻本 。

？
７４？



康镛 理学 、 商业与宗族

户 部 给事 中 臣 王垧谨奏 ，为 陈言时务事… … ＇

隹我 朝凡前贤 著 书 立言 ，有功于圣 门

者 ， 皆祀孔子先 师庙 ，所 以 崇儒 重道 ， 而励 后 学者也 。 窃念元儒新安 汪克宽 ， 尝举于 乡

不第 ，遂 隐居教授
， 远近 学 者多 宗 师之 ， 所著有 《春秋纂疏 》 、 《纲 目 考异 》 、 《经 礼补

逸 》 、 《诗集传音义会通》行世…… 有功 于圣 门
，有功于 后学者也 。

… …著述六 经 ，倡 明

道学 ， 实有 卫圣觉 人之功 ， 若不从祀
，
是 为缺典 。 如 蒙准乞 ， 敕该 部 照 依临 川 郡公事

例 ，行移天 下各府州县一体从祀先 师孔子 庙 ，
以 飨春秋祭祀 ， 如此 非 惟所 以 崇儒重 道 ，

实足以 为后 学劝 矣 。

？

在奏章中 ，王输首先从明廷崇奉程朱理学 ，

“

凡前贤著书立言 ，有功 于圣门者
，
皆祀孔

子先师庙 ，
崇儒重道 ，而励后学

”

的角度人手 ，然后再概述汪克宽一生之理学成就 ，
认为克

＿

宽
“

著述六经 ，倡明道学 ，实有卫圣绝人之功
”

，

“

有功于圣 门 ，有功于后学
”

，
因此

“

若不从

祀 ，是为缺典
”

。 因此 ，根据明廷对崇儒重道的政策 ，
汪克宽也应该入祀孔庙 。 次 日

，
孝宗

即下诏 曰
：

“

该衙门知道
，
钦此。

”

但此后却无下文 ，因而王垧提出汪克宽人祀孔庙的主张是

否落到实处 ，
不得而知 。

此后 ，嘉靖五年 （
１ ５２６

） ，
汪克宽八世孙儒学生员汪琼 ， 向南京都察院提出状文 ，恳请建

祠院 ，专祀汪克宽 。 其状文如下 ：

告状生 员琼 ，
年三十岁 ， 系 江 南徽州府 祁 门 县三 四 都先儒 汪克宽八世孙 ， 见充儒

学生 员 ，状告 乞 恩 照 例 ， 优 崇 先儒
，
以 励 后 学 事 。 高 祖 汪 克宽 ， 自 少 颖 敏 ， 博 究 群

书 。

……后 因子孙贫愚无继 ，散逸无存 ，祖墓 、 书 院无 力修整 ， 致 皆颓圮 。 幸蒙升任知

府彭 ，鸠工修墓 ， 完 日 差人诣墓致祭 。 又蒙钦差 提学老大人张公鳌 山按 临 ，追念高祖

羽 翼六经 ， 有功来世 ，送生入学 ，
且言 为建祠 院奉祀 ，

以 忧去任弗果 。 切 照 同 郡婺源 胡

元峰有功 圣学 ，
已建 明 经 书 院 ，赐谥文通 ， 独 祖克宽 隐居著述 ，倡 明 道学 ， 未蒙立祠 赐

谥 ，
以 寓 崇 奖 。 兹 幸遇钦 差巡抚都 御使老 大人 陈通行查 考名 宦 乡 贤 ，激励风化 ，

不 胜

喜庆 ， 用 敢具词 告 乞 ，
垂念儒祖著述之功 ， 为 建祠 院 ，及将遗文 刊 惠 后 学 ， 俾子孙世 守

勿失
，
则儒祖九泉之 灵 为 有光 ， 而 老 大人 奖 贤励 化之心 为 不 负 矣 。 为 此

，
具状 冒 死

上告 。
？

从上述状文中得知 ，
克宽八世孙汪琼主要表达以下用意 ：第一 ，汪克宽后裔式微 ，

“

贫

愚无继 ，散逸无存 ，
祖墓 、书院无力修整

”

，
造成先祖所建书院 、祠墓颓圮荒芜 。 后蒙收新任

徽州知府彭氏重修其先祖墓 ，并派人祭祀 。 第二 ，钦差大臣张鳌山崇奉克宽之学 ，
并誓言

为克宽
“

建祠院奉祀
”

，但后因
“

以忧去任
”

， 未能付出实践 。 第三 ，元末徽州理学名贤胡炳

文
“

有功圣学
”

， 已建明经书院专祀 ，赐谥文通 ，而其先祖汪克宽亦为元末明初理学大儒 ，著

述甚丰 ，倡明道学 ，
但却

“

未蒙立祠赐谥 ，
以寓崇奖

”

，
故恳请建祠院专祀 。 第四 ，都御使陈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 《文献 ？ 题奏汪克宽从祀庙庭奉章》
，
宣统二年刻本 。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 ？ 八世裔孙生员汪琼状＞ ，
宣统二年刻本 。

？
７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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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恰巧到徽州
“

査考名宦乡 贤 ，激励风化
”

，所以 ， 汪琼利用这个机会 ，

“

冒死上告
”

， 恳请

建祠专祀 。

在接到汪琼的这份状文之后 ， 都御使陈公鸣于嘉靖五年二十五 日 作 出批文 ，其文 曰
：

“

照得汪环谷先生倡明理学 ，著述孔多
，足 以羽翼经传 ，相应崇祀 ，仰祁门县即査应毁淫祠

寺观 ，改为环谷书院 ， 肖像立主 ，奉祀作急 ，具由缴报 。

”
？陈公鸣的批文明确提 出 ，

汪克宽倡

明理学有功 ，要求拆毁淫祠 ，改建环谷书院 ，给予专祀 。 五月 三十 日
， 钦差御史陈公鸣再次

做出批文 ：

仰祁 门 县即 查访 前项著 书籍 ， 系 抄 本者 ， 各抄 录一部 ， 校对 明 白 ， 系 刻本者 ，
各装

印 二部 ，送院并此 缴来 ，
毋得迟违取究 。

②

从中可以看出 ，
都御使陈大人要求祁 门知县将汪克宽所著书 目

，无论已刊刻 ，还是未

刊之抄本 ，分别刊刻或抄录若干部 ，送至都察院 。 这
一

举动显示出御史陈公鸣对此事是相

当重视的 。

祁门知县洪皙在收到都察院的批文后 ，
立即着手在县城西门外选取地基 ，创建书院 ，

历经半年
，
于当年十一月 十四 日 完成

，
题名

“

环谷书院
”

，供奉汪克宽 肖像 ，给予专祀 。 嘉靖

六年 （
１５ ２７ ） 郭维藩撰有 《创建环谷书院记略 》

？
，称赞洪知县的功德 。

虽然环谷书院已创建 ，
汪克宽也以入祀其中 ，但是规模较小 ， 难以彰显 明廷

“

崇儒重

道
”

之政策 。 所以 ，嘉靖九年五月二十九 日 ，祁 门县儒学生员饶柴等人再次向 都察院提 出

呈文 ：

祁 门 县儒 学生 员廪增 附生 员 饶 桀 、 胡 鉴 、 孙耕 等呈 ， 为 乞 复 书 院 ，
祀先 贤 ，

以 崇 正

学事 。

…… 天顺 元年奉诏 祀紫 阳 书 院 ，
后 蒙钦敕巡抚 、都 御使 陈批 ：

“

照得环谷倡 明理

学 ，著述孔 多 ，足 以 羽 翼经传 ， 相应 崇祀 ， 仰 （ 祁 门 ） 县 即查应 毁淫 祠 寺观 ， 改为 环谷书

院 ， 肖像立 主 ，奉祀作 急 ，具 由 缴报去 。

”

后 洪知 县量截社坛 空地 ， 建立小 祠 ， 湫 隘 不称 ，

上无 以承宪 台 尊 崇 之意 ，
下无 以 副 士 民景 仰 之心 。 本 学师 生思 得正德 十六 年 间

， 本府

升任 留知府勘得 ，本学号房 隘小 ，著令生 员 胡 宣 之 、谢 旨 等 呈毁东岳 淫 祠 ， 改 作东 山 书

院 ，崇 祀先 贤 ， 何期庙 巫胡 三 乞 嗔恨夺去 香火之利 ， 恃伊住近院 傍 ， 黑夜放 火烧毁 ，仅

遗石牌坊 ，所故址名 存 。 为 此 ， 呈 乞将被毁东 山 书 院 ，
改建环谷 书 院 ，

并将庙 巫 胡 三 乞

等 移居他处 ， 以杜弊端 ， 新栋 宇于煨烬 ， 既将 以 黜邪 而 崇 正 ， 改湫 隘为 伟观 ， 又将 以 重

道而 崇儒 ， 两 美并兴 ， 万代瞭仰 。 为 此 ，具呈须 至呈者 。

？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七 《文献 ？ 八世裔孙生员汪琼状》 ， 宣统二年刻本 。
’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七 《文献 ？ 八世裔孙生员汪琼状》
，

宣统二年刻本 。

③ 道光 《祁 门县志 》卷一八《书院 》
，
《 中国方志 丛书 ？ 华 中地方 ？ 第 ６３９ 号 》 ， 台北 ： 成文出版社 １ ９７５ 年版

，
第

６０８
—

６０９页 。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七 《文献 ？ 儒学生员饶柒等呈 》 ，
宣统二年刻本 。

？
７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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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 ，饶楽等人认为嘉靖五年修成的环谷书院 ，

“

建立小祠 ，漱隘不称 ，上无

以承宪台尊崇之意
，
下无以副士民景仰之心

”

，因此 ，要求在被胡三乞等人烧毁的东山 书院

旧址上 ，改建环谷书院 。

都御使章大人收到呈文后 ，
立即作出如下批文 ：

环谷汪先生后 嗣 既微 ， 书 院 亦圮 ，
若不表章 （ 彰 ） ，恐遂 湮没

，
仰县案候新任 知 县到

曰
，
照 呈事理 ， 即速施行 ， 务在坚牢 宏 敞 ， 可 以 经久 ，毋得荀 简潦草 。 如或 目 前钱粮不

覆 ， 即查本院贮县赃银添补 ， 完 日 明 白 ，具 数 回 报 。 其胡 三 乞 等 ，
似 不 必 移居他处 ， 与

其使之推托 ， 以 窜 奸孰
，
若责 以看 守 而无弊 ，仰县等候新任知 县到 日

， 议处停 当
， 由 来

定夺 。

？

都御使章大人的批文 ，要求等候新任祁门 知县到任后 ，
立即着手兴建环古书院之事 ，

并给予相应的钱粮资助 ，同时要求胡三乞等人不必移居他处 ，
而是责令其看守书院 。

在收到都御使章大人的批文后 ， 新上任的祁 门知县陈光华 ，

“

着令耆老胡佑 、义 士汪

行、张谦 、谢安等督理营造治
”？

，终于在嘉靖十年九月 ，环谷书院得以重建 。 著名学者 吕栴

撰写 《重修环谷书院记 》 ，盛赞祁门知县陈光华的功德
？

。 此时 ，
虽然汪克宽已入祀环谷书

院
，
但尚未从祀祠庙 。 于是 ，隆庆六年 （ １ ５７２

） ，
祁 门县生员黄万里等人向祁 门县提出 呈文

中再次强调 ：

“

先儒汪克宽注 （著 ） 述有功 ，授受得考亭之嫡派 ， 出处尤正
……诚有功于圣

门
，
有补于后学者

，
若不呈乞从祀 ， 实为缺典 。 伏乞转 申奏请 ，

特举从祀 ，庶任道之儒不致

堙没
，
而得统之学有所表扬矣 。

”
？收到黄万里等人的呈文后

，
祁门知县重 申 汪克宽从祀祠

庙事宜 。 至此 ，
汪克宽才人祀祠庙 ，得到官方认可 ，进人国家正统化范畴 。

环谷书院重新修葺后 ，祁门诸生便读书其中 。 为了规范书院秩序 ，万历十年 （
１ ５ ８２

） 祁

门知县发起申文 ，要求创立环谷书院会规 ，规定
“

拟经书题 ，

一

月 三会
”？

，
激励诸生业儒 。

万历二十九年 （ １ ６０ １
） 八月初四 日

，
汪克宽裔孙汪廷浩上呈恳请《环谷书院春秋祭典执照》 ，

获得批准 ，环谷书院祭典遂形成定制？ 。

综上所述 ， 自洪武五年 （
１３７２ ）汪克宽去世 ，

到弘治元年 （
１４８８

） 户部主事王垧首次向孝

宗皇帝奏请汪克宽人祀祠庙起 ，到嘉靖十年 （ １５ ３ １ ） 环谷书院建成
，
专祀汪克宽 ，再到万历

十年 （
１５８２

） ，制定环谷书院会规 ，其间历经近两百一十年 ，尤其是在嘉靖年间 ，都御使 、祁

门知县等官员频繁变动 ，其过程可谓曲折 。 在这一过程中
，
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

，
汪克

①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七 《文献 ？ 儒学生员饶楽等呈 》 ，宣统二年刻本 。

②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七 《文献 ■ 儒学生员饶柒等呈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③ 道光 （祁门县志 》卷
一八 《书院 》

，
《中国方志丛书 ？ 华中地方 ？ 第 ６３９ 号 》

，
第 ６０９

－

６１０ 页
。 《韩楚二溪汪 氏家

乘》卷九《文献》 （宣统二年刻本 ）
，亦收录 吕栴的 《重修环谷书院记＞ ，其内容与道光县 志略有出入 ，

且时间较道光县志

为晚 ，故笔者以县志为准 。

④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七 《文献 ？ 通学生员呈乞环谷先生从祀孔庙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⑤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七 《文献 ？ 祁门县 申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⑥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卷七 《文献
？ 环谷书院春秋祭典执照》

，
宣统二年刻本 。

？

７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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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后裔式微 ，人才匮乏 ，是造成其人祀书院滞后的重要 因素之
一

。 第二 ， 汪克宽作为理学

名贤 ，专建书院祭祀 ，
虽受到历任都御使 、知县等官员大力支持 ， 但官员任职变动不居 ，严

重影响书院建设及其人祀进程 。 第三 ，祁门地方士绅和汪克宽后裔提出建祠院 ，专祀汪克

宽 ，得到地方官员大力支持 ， 因 此汪克宽入祀环谷书院的过程 ，体现 出官府与 民间社会之

间 ，在崇儒重教等方面的认识具有同质性 ，两者存在密切 的互动关系 。 正是这一认识的 同

质性 ，才促使汪克宽得 以人祀环谷书院 。
‘

（
二

） 祭祀汪公

隋末天下大乱 ，

“

豪杰并起 ，各为长雄 ，
互相吞噬 ，杀戮无虚 日

”

，汪华率众起义 ，保境安

民
， 占有

“

歙 、宣 、杭 、睦 、婺 、饶六州之地
” ？

。 武德四年 （
６２ １

） ，汪华率众归 附李唐 ，荣封越

国公 。
汪华去世后

，

百姓奉其为当地的保护神 ，祭祀活动繁多 。 而唐 、宋 、元、 明 以来
，
历代

皇帝也多次对汪华及其亲族加 以褒奖 、屡屡给 以加封 ，
汪华实现 了从人到神的转变 ， 千百

年来徽州人形成了祭祀汪华 的抬汪公 、 游太阳等丰富多彩的祭祀活动 ，
奉其为

“

汪公大

帝
”

。 徽州各县均建有数量不等的忠烈庙 ，来祭祀汪公 。

祁门韩楚二溪汪氏作为汪华八子俊公支裔 ， 自 唐宋以来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祭祀汪

王的祭祀组织与祭祀活动 。

第一 ，进行墓祭 。 汪华之墓在歙县披云山 ，离徽州府城七里。 韩楚二溪汪氏济公祠规

规定 ，

“

凡秩裔应科岁试者 ，
以童生正场之 。 次 日相卒 ，拜墓祠祭并査洁

”？
。 对于忠烈王墓

进行祭拜 。

第二 ，在韩溪 、楚溪等村落附近建立忠烈庙 ，进行祭祀 。 忠烈庙遍及徽州各个村落 ，韩

楚二溪汪 氏作为汪华后裔 ， 自然建有不少忠烈庙 。 现将楚溪 、楚溪所建忠烈庙列举如下 ：

韩溪忠 烈 王庙
，
竹林一所 ，

在 湖 畔 山
；
又 一所 ，

在韩溪 口 桥西 岸
；
美坑 口 一所 ， 在瓦

窑坦 ； 盘坑 口
一所 ，在兔儿墩背 。

楚溪 忠 烈 王庙 ， 里楚溪一所 ，
牌源 一所 ，在 二溪合源 、 七亩坦

，
粵氛 亟最著 灵 应 ， 邑

绅 咸萃祷 ， 以 筹保守 。 侯潭 一所
，在 古楼岭脚 ，

即 原社坛 ，本下 门 对河 序伦 堂 ， 越 国 宗

祠 ，
因乾 隆洪水荡圮 。 其垣额石镌

“

楚 溪家庙
”

四 字 ，
因 移社垣 中立越 国祖主 。 光绪庚

子 七 月 六 月 ， 暴风墙摧额 碎 ， 因 易 以 楚 溪原 社石 ， 额 上下 五 门 三 十 福 户 ， 岁 春秋祈报 ，

赛酬 有灯社会 ； 咸 丰 间 附祀 邑 侯唐 治定租 ， 案本都佃 交 鲜 谷 ， 遵谢太傅祠 宪 秤 ， 每斤

漕平十九两 三钱立 案 。 侯 后 以粵贼破城殉 节 ， 祁人德之 ，故 我 乡 特祀 。
③

从上引用资料可以看出 ，韩楚二溪汪氏各个支派所居之地 ， 均建有忠烈庙 ，并设祀产 ，

专供祭祀支用 ，每岁
“

春秋祈报 ，赛酬有灯社会
”

。

第三 ，抬汪公 、游太阳 等祭祀活动 。 关于祁门祭祀汪华 的具体活动 ，

一

般在正 月 十八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 《越国公论》 （ 汪克宽撰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二 《文献 ？ 墓考》 ，
宣统二年刻本 。

③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 》卷二《文献 ？ 墓考 》 ，
宣统二年刻本 。

？

７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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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届时
“

醵会迎祥祈
”

。 每年六月 朔望 ，将汪公神像抬出 ， 举行抬汪公 、游太阳等祭祀活

动 ， 热闹非凡 。 每个村落民族都通过这一活动 ，祈求
“

辟蝗禽旱涝
，
秋成盛报

”

。 徽州各县

存在一定差异 ，

“

歙则重以八老爷
，休则盛尊九相公 ，

祁则列祀以七龙王 、八龙王 ，谓爽公 、

俊公也
” ？

，祁门基本为爽公 、俊公后裔 ，故而祭祀爽公 、俊公的较多 。

（ 三 ） 乡约 、文会组织

明清时期的徽州会社组织十分活跃 ，
类型多样

，包罗万象 ，
举凡赋役 、教育 、经济 、祭

祀 、婚俗等方面内容 ，都有涉及 。 祁门韩楚二溪汪氏宗族
，
因祭祀礼俗等方面需要 ，亦建有

各种社会组织 ，在地方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

韩楚二溪汪氏双圣会、贞元会 ，祭祀先祖 。 此外 ，韩溪祈报社会 、楚溪祈报原社会等祭

祀组织 ，是祭后稷 、先蚕先农神及王祖 ，祈求福祉
？

。 康熙 、乾隆年间 ，
汪国裕积极参与地方

乡约与祭祀组织活动 ，

“

本乡文约约会 ，
及宗祠各祀会 ， 皆所缔造

”

③
。

韩楚二溪汪氏宗族中最为有名的会社组织为阊 阳文约
，宗族中 的商人 、士绅要么出资

捐助 ，要么参与会社管理 ，充分发挥了该会社组织在宗族发展方面的作用 。 乾隆三十七

年
，
徽商汪明杰兼任族长 ，积极参与本都的乡约建设 ，

创立阊阳文约 。 起初约 内
“

户丁贫富

不一 ，往来差徭多累
”

，影响国课征收 ，为了减轻民众户役负担 ，乾隆五十六年 （
１７９ １

） ，
汪 明

杰以贫富状况和户丁多寡为标准 ，重新调整约会赋役摊派额度 ，解决了赋役摊派不均问

题 。 此外 ，他还积极倡议并刊刻
“

戒赌十条
，
以警乡 里 ，

以示子孙
”

？
，对族众进行教化 。 嘉

庆十年 （
１８０５

）
，
徽商汪蜀江 ，联合韩楚二溪族众 ，创立文会 ， 同时又捐银四十两 ，

入本乡 阊

阳文约？ 。 嘉庆年间 ，

汪起谦曾为
“

本乡 （ 阊阳 ）文约 ，亦捐巨赀
”

？
。 宣统元年 ，韩楚二溪汪

氏元贞会与阊 阳文约
一

起 ，重新联合
，
加强在地方社会治安管理方面的协作？ 。

到了民 国时期 ， 阊阳文约超越了宗族血缘关系的限制
，
逐渐发展为三四都社区民众的

重要的民间组织 。 民 国二十一年 （
１９３ ２

）祁门县政府颁发的布告便称 ：

为布告事案 ， 据 乡 政筹备 员 邱 坤 维 呈 ，称窃 属 乡 闾 阳 文 约 为文化最 高 机关 ， 亦 即

乡 政进行之发源地 。 凡教 育推进 ， 庶 务 改革 ， 皆 于 约 内 定之 ， 所关 甚重 。 惟办理文 约

事 宜 ，
向 系 挨 区输 管 ，所有 用 费 ， 除原有规定常 费外 ， 不足 之数 ，概 由 该输管 之 区 自 行

筹 措
，
以 免□口 。 兹文 约输流 ，属 区接 管

， 所需 费用 ，
亟 应未 雨绸 缪 ，

俾免 临 渴掘 井 ，
与

他 区有私 约者適殊 。 故凡遇事 出 费 ，
均 是 临 时设法 筹措 ，公 民 于接 收 时 ， 曾 与 区 内 士

绅 决议 。 除于 别项设法 弥补外 ，拟先行在属 区 范 围 内 园 户 ， 售 茶每觔 ， 抽取 大洋 四 厘
，

由各庄号带征汇缴 ，
为将来办理文约 ，

进行 乡 政费 用 。 虽取之无 多 ， 然 轻 而 易举 ，
于事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 《文献 ？ 墓考》 ，
宣统二年刻本 。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 《文献 ？ 祀典》 ，
宣统二年刻本 。

③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四 《世系 ？ 文奇公光模支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七 《文献 ？ 东鲁府君行述》 ，宣统二年刻本 。

⑤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七 《文献
？

蜀江府君行述》 ，
宣统二年刻本 。

⑥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四《世系 ？ 楚溪柯里必暹公支 ＞ ，
宣统二年刻本 。

⑦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九 《文献 ？ 阊阳文约启 》 ，
宣统二年刻本 。

？

７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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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为无济 。 苐恐 区 民有未周 知 ， 而各庄号 发生 误会 ，
所有抽厘 ， 办理 文 约 ， 进行 乡 政 ，

各缘 由理合 ，备文 呈请 ， 钩 府鉴核 ，准 予 布告 ， 以 利进行 。 是为 公便 等 情 到 府 ， 据此合

行布告 。 为 此 ， 示仰该 区各茶商 、 园 户 人等 ，

一体知 悉 ， 务于售 茶之 时 ， 每觔 抽洋 四 厘 ，

由各茶号 、茶庄带征汇缴
，

以 充 约 内 费 用 。 其各遵照 ， 切切 此布 。

中 华 民 国二 十 一年 四 月 二十 一 日 县长胡 恩溥 ①

从上述布告可以看出 ， 民国时期 阊阳文约 已成为三四都
“

文化最高机关
”

，是当地推行

乡政的重要发源地 ，发挥着推进教育 ，政务改革的重要职能 。 而其主要经费来源则 主要是

来源于茶捐 。 如众所知 ， 茶业经济是近代祁门主要产业 ，茶捐对近代祁 门教育文化事业的
’

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 该布告显示 ，
阊 阳文约采取轮流管理方式 ，其经费主要来源于辖区

内茶户的茶捐 ，具体来说 ，是每斤茶抽取大洋 四厘 ，
以保证阊 阳文约正常运作 。 值得注意

的是 ，虽然 阊阳文约在民国时期 ，
已超越汪氏宗族范围 ，但因汪氏为三 四都著名望族 ，人多

势众
，
该宗族在 阊阳文约具体运作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这

一

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

（ 四 ）棚民 问题

如众所知 ， 清代乾隆以后 ，
棚 民大量涌人徽州 ， 大规模开垦 ， 加之

，
在商业利益的趋势

下 ，有些民众将山场私 自 出租与棚民耕作 ，他们广泛种植玉米等作物 ，
经营方式粗放 ，造成

水土流失严重 ，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徽州宗族的利益 ，故而徽州

社会形成了驱逐棚民的浪潮 。

乾隆时期 ，祁门棚 民问题已十分突 出 ，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在 《棚民趋害记》 中 ， 列举

棚 民
“

十大害
”？

，严重侵害了宗族利益 ，
祁 门善和程氏掀起了驱逐棚民运动 。 与此同时 ，祁

门三四都韩溪 、楚溪等村落棚民也造成了严重社会问题 。 乾隆中期 ，祁门境内很多 山场被
“

异民贿诱锄种
”

，
汪泰与族兄汪明杰一起控告 ，并订立严禁合同

，
封山育林 ，有力地保护 了

生态环境？ 。 到了嘉庆元年 （
１７９６

） ，楚溪汪氏宗族中 出现了将族产盗租与棚民锄种的现

象 ，严重损害了汪氏宗族利益 ，
他得知后 ，

“

驱逐之 ， 加立禁约
，
出 己 资为其取回租约

”
？

，从

而保护有利保护了生态环境 ，也维护了宗族整体利益 。

结 语

祁门韩楚二溪汪氏为汪华八子俊公支裔 ， 自宋代钊公 、镁公兄弟迁居韩溪 、 楚溪以后 ，

枝繁叶茂 ，人丁兴盛 ，
逐渐形成了韩溪 、楚溪 、桃墅 、侯潭 、柯里 、牌前、牌源 、盱眙等所谓

“

八

① 该文书原件收藏于祁门县红茶博物馆展厅内 。

② 这方 面成果可参阅拙文 ： 《茶业经济与近代教育事业的变迁
——

来 自祁门县的个案研究 》 ， 《徽学 》第 ８ 卷 ， 合

肥 ：黄山书社 ２０ １２ 年版 。

③ 光绪《善和程氏宗谱》卷
一

《村居景致 ？ 附驱棚除害记》 。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八 《文献 ？ 明经东崖汪公传》 ，
宣统二年刻本。

⑤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 》卷七 《文献 ？ 蜀江府君行述 》 ，宣统二年刻本。

？８０？



康健 理学 、商业与宗族

派二宗
”？

，
成为当地的望族 ，其中侯潭派尤为兴盛 。 在元代 ，韩溪汪克宽家族祖孙三代皆

以理学著称 ，其中汪克宽最著 ，其家族成为理学世家 ，影响深远
，
开启 了祁 门 理学兴盛局

面 。 明代中后期 ，韩楚二溪汪氏宗族中不少族人开始外 出经商 ，其中 以楚溪侯潭派经商之

风最为盛行 ，商业活动 日益频繁 。 伴随着族人大量外 出经商而来的是 ，韩楚二溪汪氏族人

大量迁居侨寓地 ，开始占籍定居 ，逐渐土著化
，
其中

，盱眙派就是因明末清初汪 尚佳在盱眙

经商 ，而定居下来 ，此后才形成的新支派 。 康熙 、乾隆时期 ，
该宗族在商业上达到鼎盛 ， 从

商人数甚众 ，乃至形成以汪文奇为代表的商贾世家 ， 活动地域十分广泛 ，
遍及中 国大江南

北 。 此外 ， 韩楚二溪汪氏还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文化建设 ，逐渐形成祭祀先祖 ，尤其是越

国公汪华的祭祀组织 ，创办乡约文会
，积极推进了宗族的发展 ，

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 ，
扩大

了宗族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 。 汪克宽入祀环谷书院的过程 ，是官府与民间社会密切互动

的结果 。

近代以降 ，
随着西方新思想 、新观念的不断输人

，
使得穷乡 僻壤的祁门 三四都韩楚二

溪汪氏也积极融人了近代转型的洪流之中 ，突出 的表现在家族中开始 出现新式教育 ，其教

学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男女平权思想在该宗族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女性得到 了

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星期休息制也得到推行 。 这些新生事物出现在宗族势力强 固的徽州 ，

说
、
明在近代中 国社会文化剧烈的近代化进程中 ，徽州传统宗族并非以落后面 目 出现 ，而是

积极参与了近代社会文化转型过程。

作者简介 ：康健 ，
安徽师 范大学皖南历 史文化研究 中心助理研究 员 。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 《韩楚二溪汪 氏家乘序》 ，
宣统二年刻本 。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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