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

常建华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依据明代族谱以及元 !明人文集中的宗族文献, 研究宋元时期徽州祠庙

祭祖问题 "认为:宋元时期徽州宗族祭祖形式有三个特点 ,具体表现为:一是祭祖依附或与社祭

结合 ,二是祭祖依附或与寺观结合 ,三是墓祠祭祖是祠祭的主要形式 "就祭祖总体特征的变化趋

势而言 ,是祭祖从依附或与地缘性社祭 !宗教性寺观祭祖结合而逐渐分离并走向衰败 , 以及独立

性祠堂祭祖的渐兴 "

关键词 :宋元时期 徽州宗族 祠庙祭祖 徽州汪氏 社庙

S ur 训旧灯 :Th is paPe r studies th e prob lem of th e offe ri ng sac ri fiee to an eestors held in anc est耐 沈m ple

of th e patn 胡 hal elan in H uizhou in th e Y uan 一M ing 详 riod on th e ma teri al s prov iding in 罗ne al o群 of th e

M i嗯 n 四朋ty an d literat o s al洲2utth e patri二hal elan in eolleet wo rk s of th e Yuan and M ing D ynas ty . It

eonc ludes in th is pa谬r that th e kern el of an eesto r sac ri fiee ri te ean be seen in Ulre e w ay s . Firs t, an eestor

sac 成 ee was atta ehed to th e offe ri 嗯 sac ri fiee to (灭对 of lan d , or was eolnb ined wi th the latte r. Se eondl y ,

an eesto r sac ri fiee was attac hed to te哪 les , or w as integ拍ted into tenlple 二 Th id y , th e offe ri ng sac rifi ee to

anees tors was priman ly held in an eeshal tem ple th atw as fo u nded in eem eteri es. Th e tendeney of trans fo rma -

tion 15 th at an eestorsac rifiee had 即ne fro m be ing attac hed to G 记ofloc al lan d sac rifiee an d re ligi on脚 tem -

r)le to be ing se paxa ted eac h oth er 脚 dual ly , th en deelined step by step , on the oth er han d , th e inde详ndent

an eestlal te哪 le sac ri fiee 少 w up d盯 aft er d叮 .

引言

宋元时期的徽州(宋徽宗宣和三年以前称款州)辖有款 !休宁 !婆源 !祁门 !黔 !绩

溪六县(元成宗元贞元年升婆源县为州) ,相当于今安徽黄山市附近地区与江西省姿

源县 ,地处山区和丘陵地带 "徽州的古老居民是山越人 ,汉末 !两晋之际以及唐宋之

际 ,外部人口大量迁人 "由于徽州封闭的地理环境 ,战乱较少 ,进人徽州的强宗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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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

保持了聚族而居的传统 ,当地社会经过长时期的整合 ,至明代已经形成宗族社会 ,宗

族祠庙祭祖得到相当的发展 "

明代的弘治5徽州府志6!嘉靖((徽州府志6!万历5祁门县志6对徽州的宗祠有比

较系统的记载 ,我曾将这些方志与文集 !族谱资料结合 ,探讨了明代徽州宗祠的发展

问题 "认为:/明朝士大夫对朱熹5家礼 6特别是祭礼的提倡 ,贯穿有明一代 , 明中后

期进一步深人民间 "明代祁门宗祠的建设与发展 ,是以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 "实

际上这也反映了明代徽州乃至全国宗祠发展的动力 " -议大礼 .的推恩令导致的嘉

靖十五年(1536 )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 ,更在客观上为

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徽州地方志对祀先之所的记载 , 由弘

治时的祠堂变为嘉靖 !万历时的宗祠 ,反映了宗族势力的凸显和宗族的制度化与组

织化"0¹ 弘治5徽州府志6卷十5宫室6记载的巧例祠堂中,虽然多是明代兴建 ,但也

有宋元祠堂的沿袭和旧祠的重建 "我想了解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基本形态 , 以

期从长时段观察徽州地域社会宗族的演变 "

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问题尚无专门研究 ,我主要依据明代族谱以及元 !明人

文集中的宗族文献试作探讨 "

一 !徽州汪氏的祠庙祭祖

徽州望族众多 ,汪 !程二姓最为著名 "徽州学者程敏政说:/新安在万山中 ,兵赞

少经 ,号多旧族 ,汪 !程两姓为尤著 "程祖陈将军忠壮公 ,汪祖唐总管越国公 "0º 又

说: /徽郡惟汪氏姓最著 !族最多 ,故昔人有 -十姓九汪 .之谚 "0» 这两个徽州古老的

大族 ,宗族制度完善 ,祭祖祠庙发达 ,我们以其中的汪氏为例考察其在明代以前的祠

庙祭祖问题 , 以期把握徽州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进程 "

徽州汪氏比较可靠的历史从汪华开始 "隋末世变 ,徽州土著汪华起兵平婆源

寇 ,摄款州刺史 ,攻下宣 !杭 !睦 !婴 !饶五州 ,建号吴王 "奉隋正朔 , 民不受兵十余年 "

唐初归顺新朝 , 为总管六州军事 !款州刺史 ,封越国公 "汪氏最早的祠堂是纪念汪华

的庙宇 "程敏政 5休宁乌龙山汪越公庙田记 6说:/唐款州总管越国汪公 ,有庙在款之

¹ 常建华:5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 ) 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州地区为中 :自6, 5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6第 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 2以刃年

版 , 第 23 页 "

º 程敏政:5茎墩文集 6卷三十八 5书充山汪氏族谱后 6,文渊阁5四库全书 6本第 125 2 册 , 第674 页"以下简称 5四库全书 6"
» 程敏政:5笙墩文集 6卷二十七 5城北汪氏谱序 6, 5四库全书 6第 125 2 册 , 第47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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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学.2以刃年卷

乌聊山 ,始贞观己亥 ,著于令甲 ,历代因之 ,号其庙曰忠烈 "属邑之人走乞灵无虚日,

又各即其地为行祠"其在休宁乌龙山者,莫知所从起 ,,越公远孙居汉力}者曰永

庄 ,以祠出众力之所成 ,因时修葺,而网世守之规非便 ,乃以成化丁酉于庙之左买地

为屋三楹 ,置守者居之 "又割田若干亩赡其用,诩日告于庙下 , 以捻其族与其乡之

人"0¹ 据此则乌聊山忠烈庙建于贞观十三年(639) , 由官府批准"也有记载 /唐中世

刺史薛琶迁越国公庙于此(乌聊山) 0"» 而汪华被赐 /忠烈 0事在南宋 ,所以另有记载

忠烈庙建于宋代 "款县 5灵阳方氏谱 #祠庙制 6云: /忠烈庙 ,宋时伯起翁开基设像 ,以

祀汪王 "0» 徽州各地建有忠烈行祠 ,形成庙宇群 ,休宁乌龙山的忠烈行祠只是其一 ,

从成化时代的学者程敏政 /莫知所自起 0来看 ,其建置年代也很古老 "虽然忠烈祠属

于名人特庙 ,而且带有地域神的性质 ,但是对于汪氏来说,它无疑是一所祖庙 "

关于行祠之制 ,程敏政说:/古忠臣烈士有俊功大惠于世 ,有国者必崇祀之 ,著于

令 ,有家者常祀之外 ,亦别有先祖一祀"著于礼,礼法并行不可偏废 , 而况有俊功大

惠于世者 ,置弗祀者可乎? 专祠矣而复祀于家则裹 ,置弗祀则简"于是中古以来 ,有

行祠之设 , 卜地为之 ,其之视公祠则杀 ,视家礼则隆 ,亦犹民间不敢潜称社翟而曰义

社也 "0¼国家建庙纪念有功于国家的 /忠臣烈士 0是一种 /专祠 0,也是 /公祠 0"对于

被纪念者的家族来说 ,这种专祠则是一种先祖的祭祀 ,因此又 卜地设置 /行祠 0,介乎

公祠与家礼之间"从形式上看 ,行祠是作为 /公祠 0之 /专祠0的分祠存在的 ,实际上

行祠除了具有地域性外 ,主要是作为子孙立祠祭祀始祖或先祖存在的 ,是一种宗祠 "

汪氏始祖有一些墓祠 "所谓墓祠 ,就是建于墓旁的祠堂, 以供岁时节日上家祭

祀先人及合族 "墓祠又称 /家祠 0,一般多以堂 !亭 !庵 !精舍命名 "½ 汪氏墓祠之一位

于款县吴清山"汪氏有始祖文和 ,相传为汉龙嚷将军 ,又为会稽令 , 因爱会稽山水而

家焉 "其孙澈 ,汉封新都侯 ,始迁徽 "来孙道献为晋黔县令 "汪华为道献之后裔 "

汪澈 !汪道献的墓在款县东七里的吴清山 ,因越国公功勋在天佑三年(以沁)于墓前建

祠,祠中奉这三位祖先图像 "¾另外唐永徽间,汪华还葬款县云岚山, /父老建祠尸祝

¹ 程敏政:5草墩文集6卷十三 ,5四库全书6第 125 2册,第236 一23 7页;又5休宁西门汪氏本宗谱6亦载此文,与文集本相同,安徽省图书馆藏

明汪思纂修 !明嘉靖六年刻本;而收录于5汪氏世范录6者,与文集本比较 ,文字略有异且有脱漏.所记建庙时间误为 /贞观己酉0,比文集

本晚十年 , 安徽省图书馆藏明汪云秀辑 !明隆庆刻本

º 弘治5徽州府志6卷一5山川#乌聊山6, 5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6本
» 北京图书馆藏明方信纂修 !嘉靖刻本 2

¼ 程敏政:5草墩文集6卷十四5休宁汉口世忠行祠记6, 5四库全书6,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第 125 2册 ,第24 5页"

½ 参见拙著:5宗族志 6((中华文化通志 6第31 册)第二章5祖先祭祀与家庙 !祠堂 6第二节 5墓祭与墓祠 6, 上海人民出版社 l卿 年版 "

¾ 汪慰撰 :(重建吴清山墓祠征信录6卷一5清道光六年安徽巡抚邓公碑文6!5清道光二十年闽浙总督程公碑文6"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民国

十四年刻本 "

4 0



(4) 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

之 , 自唐迄明,将事唯谨0"¹ 其中元末 /姿源裔孙元帅0汪同 /捐田奉祀甚盛0"º

休宁藏溪汪氏在宋代由汪时若 !汪士良等建祠堂 , /以奉其先 0"»

汪氏的历史由后人追述到鲁成公次子名汪 , 封颖川侯 ,汪侯被视为汪氏始祖 "

实际上汪氏可信的历史是从隋末的汪华开始的"据说汪华有 9子 ,加上其弟 ,诸支

分衍徽州以至其他地区"¼七子汪爽的后裔 , 13 代汪道安在唐代以兵马使镇姿源 ,

道安有二子:源 !渍,治第大田"源 !渍相继去世 ,葬宅畔,汪氏/遂以所居宅基构祠其

上,延僧焚修 ,遂成大田寺 ,汪氏为檀者家焉"强(源之子)之曾孙继葬寺后,玄孙景

葬寺枫林 ,松柏掩映,岁时会祀,,元至正壬辰盗作 ,祠毁碑失"洪武三年冬子孙之

居水东 !环溪石田 !浮沙者 ,复新轮矣 ,以妥先灵 0"½ 这本是委源汪氏的一所墓祠 ,因

/延僧焚修 0,墓祠变成佛寺 ,后世子孙会祀于此 ,使之具有宗族祠堂的性质 "道安镇

守婆源三语镇 ,人赖以安 , /既段 ,镇人追思不忘 ,构祠报祀 ,署日端公 ,以官称也 0"¾

道安孙 !渍子中元迁姿源大贩 ,大贩汪氏以道安为始祖 ,立祠感恩院, /肖公像于感恩

之祠 0"元至正十二年(1352 )兵变 ,感恩院灾 ,子孙筹划立祠里中 ,明初于 /里社之东

偏买地 ,鼎新祠宇,岁时率族人祭奠其中,,为屋四楹 , 中奉公像 ,旁列公以后诸先

祖 ,咸从祀焉 0"¿端公祠有一个从地域神向族神 !从寺观立祠到独立建祠的发展过

程 "

大贩汪氏设立大小宗祠进行宗族建设 ,休宁人赵仿(1319 一13 69 )在 5知本堂记6

叙述了具体情况 ,赵仿卒于洪武二年(1369 ) ,享年 51 岁 ,他讲的是汪氏在元季的情

形 "他指出:

宗法之废久矣 , 近代盛时 , 虽号为世家大族者 , 其子孙往往散越无以相

维与凡民等, 而况于衰乱之世乎,,同郡汪侯仲玉早岁尝有志于斯 , 中遭

多难 , 虽军务填委 ,未尝一日而忘"乃即星源大吸里中创重屋为楹间者五 ,

其上通三间以为室 ,奉始得姓之祖神主中居及初渡江者及始来大板者 , 而

昭穆序列左右者十有余世 "又为庙于屋南,像其祖有封爵在祀典者,配以

¹ 李维祯:(大泌山房集 6卷五十六 5汪忠烈祠记 6, 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6(齐鲁书社 1卯7年版)本集部第 151 册 ,第 的8页 , 以下简称 /四库存

目0;5越国公云岚山墓志 #邀启 6,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清刻本"
º 程敏政:5复墩文集 6卷四十六 5沙溪处士汪君墓志铭 6, 5四库全书 6第 125 3 册第 112 页 "
» 弘治 5徽州府志 6卷十 5宫室 #休宁 #藏溪汪氏祠堂 6, 5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6本 "
¼ 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对汪氏的族源 !从唐至民国的迁徙及其商业网络有很好的研究 ,请参看其著5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6,

5江淮论坛61卯5年第 l期"
½ 洪武九年唐仲:5大田寺墓祠记 6, 载5汪氏重修统宗谱 6卷四十一, 北京大学藏明汪士芳纂修 !明崇祯八年刻本 "

¾ 至正十一年汪泽民:5三语镇端公祠记 6, 载5汪氏重修统宗谱 6卷四十一, 北京大学藏明汪士芳纂修 !明崇祯八年刻本 "
¿ 洪武十二年 5大贩端公祠记 6,载 5汪氏重修统宗谱 6卷四十一 ,北京大学藏明汪士芳纂修 !明崇祯八年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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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学 #2(兀幻年卷 (5)

其子孙之有功德者四人"重屋之下有堂有斋舍 ,延师其中,聚族人子弟教

之"庙有庞有门, 时享月荐, 买田以给月费者若干亩,合而名日-知本堂 ."

以族人之属尊而年长者主祀事焉"别为专祠于大破西语村先人故居 , 曰

-永思堂 . "祀高祖而下四世 ,其田与祭则继高祖者主之焉"盖知本者 , 以

明大宗之事 ,而永思则小宗之遗意也"夫宗法之不能复 ,故 自前世以来病

之 ,侯之意盖欲因四时之享 , 以寓合族之意 ,使其族人之登斯堂者思世家之

远 ,如彼有功德者之成又如此 ,则必不肯一 日自同于凡民子弟之学 ,,自

祸乱以来,所在大族歼夷不能相保 ,何可胜数 "大吸之族以侯力独完, 又作

斯堂以尊祖敬宗教示将来,其所以遗夫族人子孙者,可谓远矣"故为书之"

侯名同"始得姓者鲁成公子讳汪又尝食采颖川 ,初渡江者汉龙骤将军讳文

和 "始居大吸者讳中元, 有封爵而在祀典者唐越国封昭忠广仁威烈灵显

王 "配食者曰团练使积官御史大夫讳渍 ,神号端公 "中元其仲子也 , 曰顺

义军使检校司空讳武 , 皆以靖寇捍患有功 , 曰宋西京文学四友先生讳存有

经学行义, 曰端明殿学士招讨制置使立信以忠节显, 皆其谱实云"¹

知本堂在徽州有不小的名气 ,弘治5徽州府志6卷十5宫室6记载了巧个祀先建筑 ,约

有3所是元代遗存 ,婴源汪氏的知本堂即其一,可见是比较古老而著名的"弘治((徽

州府志6在知本堂下有注文说明,我们将这一说明结合赵访记文,对汪氏的建祠祭祖

做一分析 "婆源汪氏宗祠是大小宗祠具备的完整体制 , 其大宗祠知本堂是一组建

筑 ,独立建于始迁地大贩里 "北面通三间的大室 ,奉始得姓之祖汪侯神主 , 中居初渡

江者汉龙嚷将军文和及始来大贩祖中元 ,左右昭穆序列十余世 "正奉得姓祖 !渡江

祖 !始迁祖,左右的属于始祖以下高祖以上的先祖 "这是典型的大宗祠 "南面建庙 ,

为显祖唐越国公汪华立像, 以中元父御史大夫渍及顺义军使检校司空武 !西京文学

四友先生存 !端明学士招讨制置使立信这四位有功德的子孙配 "因为汪华有封爵在

祀典 ,所以可立像为庙 ,这是特祀之庙 "由于是子孙所建 ,实为宗祠 "知本堂附有族

学 !祭田, 由族之尊长主持祭祖事务 ,体制完整 "汪氏又在先人故居别为专祠永思

堂 ,祀高祖而下四世祖先 "永思堂的祭田与祭祀由继高祖者主持 ,是为小宗祠堂 "

知本堂是汪同所建 ,汪同曾任 /徽州路府判兼金浙东帅府事 0!º /枢密院判 0, » 在乱

¹ 收人5汪氏世范录6,安徽省图书馆藏明汪云秀辑 !明隆庆刻本;又, 5四库全书6第 122 1册 ,第280 页所载赵访:5东山存稿6卷四5知本堂

记6,文字有错漏 ,故笔者采用5汪氏世范录6之文

º 李祁:5云阳集 6卷八5新安节士俞君墓志铭6,5四库全书6第 1219 册,第723 页

» 弘治 5徽州府志 6卷十 5宫室 #姿源 #知本堂 6.5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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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

世 /大族歼夷不能相保 0的形式下 ,凭借政治 !军事权势使本族 /独完 0,而且建立大宗

祠 "在赵访看来 ,这是复兴宗法的行为 "汪同借四时之享 , 以寓合族之意 ,使其族人

思世家之远 ,从而力学向上 ,保持世家大族的地位 ,是以尊祖敬宗教示将来的深谋远

虑 "

休宁西门汪氏出于委源大贩,再迁至该县回岭 ,宋初汪接又至休宁西门,子孙日

蕃,支分派衍"休宁东山旧有越国公庙,肇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 , ¹明弘治

中庙坏重修 ,并创新祠 ,亦名知本堂"º 可见汪氏宗祠具有越国公庙和祠堂合一的特

点 "

汪爽后裔汪高迁居婆源回岭 "回岭汪氏在元末于祖莹建墓祠 ,请李祁(1299

一?) 作 5汪氏永思堂记 6,该记文说:

永思堂者,婆源回岭汪氏祀先之堂也"其规为创制, 皆出士章之母俞

夫人 "堂既成,凡旧尝供墓之山泽田地,其岁租悉入焉"先世忌日,率子若

孙行祭礼于中,复入田二百亩收其利"每当岁清明节, 大会族人致祭 ,祭讫

分遣拜扫诸莹在他远者, 以二百亩之利给其费"通计有余 ,则延师以训族

子弟 ,使皆知学"选能干者司薄书,稽较出入无妄用焉"同族人割己田附

堂中,至忌日以祀其私亲者咸听 "堂建于里之古溪,士章祖莹在焉"»

从清明在永思堂大会族人致祭,祭讫分遣拜扫诸莹 ,推断建于祖莹的永思堂当是祭

祀始迁祖 ,另外从同族人割己田附堂中以祀其私亲的记事也可证明此点 "汪氏还有

专门的族田,所入供祭外,用于资助族学"所以永思堂是一座宗祠 "关于汪氏永思

堂和族田, 5汪氏节妇传6还有补充资料:/夫人姓俞氏,世为新安婆源人,主簿奇翁孙

女也 "嫁同邑汪惟德 ,,汪氏世有赡莹田及地产合三百余亩 ,世变 ,夫人虑他子孙

不能久守 ,无以供祠祭 ,将备价买入己户 ,岁输赋而租人不以私己"更割田二百亩益

之 ,作永思堂 "0¼在元末的 /世变 0关头 ,俞夫人不仅建祠 !置田 !设学 ,还命士章增修

族谱 "反映出回岭汪氏的宗族建设是针对战乱采取的聚族保族的措施 "李祁 5汪氏

族谱序 6说 ,新安汪氏 /分居他县仕有元者 ,惟回岭为最多 0"½ 可见徽州汪氏中回岭

汪氏在元代显赫一时 ,而其宗族建设主要在元末74 代士章及其母亲时进行 "姿源凤

¹ 李维祯:5大泌山房集 6卷五十六 5汪忠烈祠记 6, 四库存目集部第 151 册 ,第 田8页"
º 5休宁西门汪氏本宗谱 6所载 5西门汪氏祠规序 6!<西门汪氏知本祠会团拜序6.安徽省图书馆藏明汪思纂修 !明嘉靖六年刻本"
» 李祁:5云阳集 6卷七 5汪氏永思堂记 6, 5四库全书6第 1219 册 ,第 710 页 "

¼ 李祁:5云阳集 6卷八 , 5四库全书6第 1219 册 ,第 7叨页 "
½ 李祁:5云阳集 6卷四, 5四库全书 6第 1219 册.第 石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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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学.2(X刃年卷 (7)

亭汪氏系汪华弟开国公后裔 ,在元代建有墓祠"郑玉(12 98 一1358)5凤亭里汪氏墓亭

记 6¹ 有详细记载:

婆源汪辉谓予曰: /汇之先 , 自二十世祖徒居凤亭里 , 十三世而生念四

府君 ,至汇又八世矣"府君之配曰程氏,墓在里中凤岭 "环岭左右 , 皆其子

孙之居 ,以其墓之近于家也"昔者,岁正之朝 ,族人子弟会拜族长之家,然

后以鼓乐前导,省渴墓下,还宴于家, 明日次渴先世诸墓遍而后止,故坟墓

无所遗失"近年以来 ,省墓之礼既废 ,坟墓之失随之矣"凤岭之墓或创为

宫室,或开为道路 ,或犯以犁锄 ,五患几于备矣"侵凌之祸"至有不忍言

者 , 汇之父母方谋于家, 图为兴复 , 族兄样闻之曰: -是亦吾之志也 ".乃合辞

以告于族之长 ,族长首助以钱 ,力赞其事 , 然后遍告族之人 "闻者以喜 ,侵

者谈愧 "于是宫室以撤 ,道路以塞 ,犁锄不敢犯 , 而侵疆尽复矣 "又俱久而

复有斯祸 , 围以垣墉 ,周五十丈, 负土封之, 累石砌之 ,创屋四楹以为拜扫之

所,族人让德又建重门焉"先生幸赐之言,使刻墓上 ,啤吾万世子孙嗣而葺

之 ,无或废坠, 岂惟宗材之幸, 实风教之幸也 "0予闻葬者必诚必信之道, 古

人封之若堂若坊若夏屋若斧者 ,所以表而识之 ,欲其既坚且固久而不忘也"

坊墓之崩 ,圣人为演然流涕,况于侵凌惊犯乎? 然非有拜扫之礼 ,世次既远

不至于遗忘者几希矣"故墓祭非古也 , 自近世以来 ,莫之能废也 ,,汇之

父名明初 ,其族长名元伟 , 于汇为曾祖云"

该墓祠四楹 ,祭祀二十世祖 !八世祖等 ,子孙环居祖墓 ,墓亭即宗祠"族中还有族长 ,

元旦族人子弟会拜族长之家 ,然后进行墓祭 ,宗族的凝聚力较强"

婴源汪氏还有一座泽存祠 ,不过由于资料简略,我们目前尚不能断定其属于那

一支派 "李祁 5泽存祠记 6º 说:

徽之属州曰婆源,婆源多故家世族 ,而汪其一也 "汪之上世祖武经大

夫介然 , 当宋绍兴初 ,,其七世孙周将构祠于大夫之墓 , 以虔祭扫 ,且以藏

大夫之手泽 ,故名之以泽存 "

汪周所建泽存祠,祭祀七世祖宋武经大夫汪介然 ,也具有宗祠性质"

总之 ,最先纪念汪华的祠庙唐宋时期建于款县,属于纪念专人的特庙 ,后来在休

宁等地建立行祠 ,形成忠烈庙系统 "款县在唐宋时代还建有汪华的墓庙 "从文献资

¹ 郑玉:5师山集 6卷五 , 5四库全书6第 1217 册 ,第43 页"

º 李祁:5云阳集6卷六, 5四库全书6第 1219 册 ,第困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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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

料看 ,元代汪氏开始建宗祠 ,集中在婆源大贩 !回岭 !凤亭等支派 "在我们找到的元

代汪氏的4个祠庙事例中,有 3例是墓祠 ,另一例的大贩知本堂择地兴建 !永思堂设

于先人故居"这些祠堂不仅有祭田,大贩和回岭二支还设族学 ,祠堂与祭田的功能

多样化 "建祠也不仅只是为了祭祖 ,而是着眼于宗族的制度化建设 "凤亭汪氏墓祠

更是在族长的组织下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 ,大贩汪氏祠堂是大小宗祠堂俱备 ,大

宗祠知本堂是始祖祠和汪华特祠结合的大建筑 ,建祠的目的是合族 "所以元代姿源

汪氏的建祠祭祖 ,带有宗族组织化的制度性建设性质 "由于纪念汪华很早就被官府

和徽州地域认同,徽州汪氏祠堂的一个特点就是都祭祀始祖汪华,具有始祖祠的性

质 "

二 !徽州其他姓氏的祠庙祭祖

宋元时代虽然家庙制度不立,但是祠祭祖先仍有一定的广泛性¹"就徽州而言 ,

宗族祭祖主要有墓祠 !社庙 !功德寺 !坟庵 !寺观立祠以及家祠几种形式 ,各种形式之

间互有交叉 "

(一)族祠与社庙

徽州宗族祭祖与社祭有密切关系,款县草墩程灵洗的世忠庙 ,就源于社祭祖先"

灵洗死后 , /里人坛其墓下以祭 ,里之社与坛接 ,尤以公配 ,水旱疾病祷之即应 0"º 据

此则梁 !陈时代以坛祭祀灵洗 ,并以灵洗配社祭祀 "南宋宁宗嘉定(1208 一1224)年

间 ,程泌等在墓旁买地建庙 ,朝廷赐庙额:世忠 ,纳人祀典 "草墩附近的东密岩距汉

口程氏最近 ,程泌于是 /倡休 !款族人捐田人草墩庙 ,每岁合一乡六社之人迎神至汉

口祀 0"» 草墩的世忠庙是被作为社庙和族庙存在的,或者说它具有社庙和族庙合一

的特点 ,而最初社庙为主 !祭祖为辅的性质更为明显 "徽州汪氏与郑氏祖先越国公 !

司徒公也是先由社祭后为祠庙祭祀的 "明正德十四年(巧20 )款县人唐果 5祁门奇峰

郑氏祠堂记 6引郑氏族人的说法:始祖唐司徒公 /当逆巢之乱 ,有保障八州功 ,乡人德

之 ,段祀之于社 ,与越国公华比主不迁焉 0"¼郑氏后建有家庙 ,毁于元季兵资之余 ,

正德时重建 ,祠之神主为始祖唐司徒公 "

¹ 请参见拙著:5宗族志 6第二章 5祖先祭祀与家庙 !祠堂 6第一节 5祭祖礼制与宗祠的发展 6五 5宋元庙制不立与祠堂的设置)o

º 程格:5程氏祠墓志6卷三 5世忠庙议 6, 北京图书馆藏嘉靖刻本"
» 程敏政:5重墩文集 6卷十四 5休宁汉口世忠行祠记 6, 5四库全书 6第 125 2 册, 第浦 页"
¼ 5奇峰郑氏本宗谱 6卷四, 明祁门郑岳修 , 明嘉靖四十五年刊本 "



徽学 .2(X刃年卷

休宁的陈栋(12 52 一1334) 是元代徽州的著名学者 ,他的始迁祖扁山府君既是族

神也是所在村落的地域神 ,建有墓庙祭祀"陈栋介绍说:

始祖高山府君讳禧 ,唐禧宗时避广明之乱, 自桐庐郡溯流而上,至新安

郡休宁之西曰藤溪里, 爱其溪山之清奇因家焉"其后子孙益蕃, 一村无二

姓 ,故人称是村曰陈村 "府君之始迁也 ,泛宅浮家 ,托于鱼钓 ,积德敦义, 乡

称善人 "没葬于县之南地曰扁山, 岁益久 , 一方之民神之 ,乃创庙墓旁 , 尸

而祝之 , 凡水旱必祷焉 " 东作不祀府君不敢兴 , 西成不祀府君不敢食 , 子孙

之祀之有不如高山之民之祀者 ,视桐乡之于朱邑庶几焉"且诸乡大姓之祖

有庙食者矣 ,程忠壮公是也;有墓祭者矣 ,孙王墓是也"彼其生也 , 或贵为

大将 ,或南面称孤 ,没而为神, 因其所宜也"若府君生无位于时,托为烟波

之钓变,没乃神于后 ,永为树艺之田祖 ,其亦灵异也已"民报事兮, 天怠其

始 自今兮 ,钦于世世 , 高山成尘 !溪水绝 , 府君之祠始应歇耳 "传曰盛德必

百世祀虞之 ,世数未也 ,府君为虞之子孙 ,其亦蒙盛德之余泽而百世祀之者

也钦 "¹

扁山府君墓祠系乡民创庙墓旁 ,由于陈村居民主要是陈氏 ,不难想象 ,该庙的建设当

以陈氏为主 "扁山府君既是陈氏祖先 ,又是地域神 "作为地方神 ,其神性是田祖 , 即

掌管东作西成的社翟神,一般也称之为社神"因此,墓旁的建筑称庙 ,体现的是社庙

的特点 ,建于墓旁又具有墓祠的性质,为社庙与墓祠的合一 "但立庙的出发点似以

祭社为主 ,即祭祖是依附于祭社的"从明初陈氏建家祠祭祀始祖扁山府君来看 ,也

可证明我们的推测 "这所庙的设置时间 , 可能是在唐宋时期 ,并一直延续至元代陈

栋生活年代 "

歇县沙溪凌氏是一个大族 "据吴子玉 5沙溪凌氏祠堂记 6说 ,唐高宗显庆(656 -

66 1) 间该族安公判款州而家于此 ,唐嘻宗光启(885 一888) 间(原文误将光启作为宋朝

年号) /荣禄公遇仙者流 ,授方投井成醛泉,里人为立社 ,则名之曰:皇富公社 0"º 安

公 !荣禄公等一直 /姐豆不失 0,至明代有宗祠祭祀 "可以推测 ,在凌氏没有宗族祠堂

的时代 ,其祭祀荣禄公等祖先当是在皇富公社举行的 ,即族祭依附或结合于社祭 "

祁门孚溪李氏先祠是一所墓祠 ,并兼有社庙的性质"程敏政 5祁门孚溪李氏先

祠石桥记 6说:

¹ 陈栋:5定宇集6卷十五5陈氏谱略 #始祖扁山府君6,喊四库全书6第 t205 册 ,第388 页"

º 吴子玉:5大郭山人集6卷二十二.5四库存目#集部6第 141 册,第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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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

徽李氏之居祁门者号孚溪,特盛"有先祠焉,合其族而祀之"前桥记

久不治 "弘治辛亥岁五月乃克新之 "其族之人具颠末以来告曰:吾族之先

有讳彻者 ,盖诸李之祖 ,彻后八世曰府君秀实,再入孚澳而光大之 , 以垂裕

我后人 "计其生在宋太宗祥符间,有子六 !孙二十有五 !曾孙一百有二 ,其

鹿实繁而未分"逮元至正庚申,裔孙曰见山,始倡建祠于府君墓左,奉祀事

而配以社"规条戒约所以世守者 ,既备且严 ,盖于今百三十年 ,祠亦中毁而

再新矣 "¹

建于元至正年间的李氏先祠祭祀宋代始迁祖 ,属于合族祠堂 ,但是 /奉祀事而配以

社 0,将社祭附于墓祠 ,从而使墓祠兼有社庙的性质 "但这是先有祠后有社的事例 ,

与前面所说的陈氏扁山府君相反 "之所以如此 ,在于陈氏的事例产生于唐宋 ,那时

宗祠尚未出现,故祭祖依附祭社 "而李氏事例所在的元末 ,宗祠开始兴起,但是当时

人们的祭社观念还比较强,所以将社祭附于先祠"类似者还有休宁山斗程氏,在明

成化四年(146 8) 建成祭祀程灵洗的世忠行祠 , 正堂之外有为堂 /各三间, 以奉乡

社0"º 乡社处于行祠配的地位 "

郑力民先生在探讨徽州宗族社会时 ,敏锐地抓住了广泛存在于徽州各地的社

屋 ,探讨其与宗族的关系 ,认为徽州社屋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一个由侧重族社而为村

社的演化过程 "他指出: /在宋明之间一段有社无祠的时期内 ,徽州各姓包括祭祖在

内的种种族事活动即是在社中进行 ,或以社的名义举办 ,从而这时的社即兼有后之

祠的功能"0» 我所揭示的上述事例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证明郑力民的观点,只是他把

徽州宗祠兴起作为明代中后期的现象 ,我则强调明代中后期是徽州宗祠大规模兴起

之时 ,而徽州宗祠的出现并且与社祭发生兼容可以追溯到宋元时代 "我们既要看到

宋元与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的不同特征 ,也要注意这两个时期徽州社会的内部变化过

程和同质性 "

墓祠祭祖还有休宁县南陪郭程氏 ,于至正八年(1348) 建永思亭 "朱升作记文介

绍说: /休宁陪郭程君和卿与其从父饶州路铜冶场提领贵老 ,立亭祖墓之旁 ,题日 -永

思 . , 以飨其先 "又置膳全之田, 定合族之约 , 惮后人世守之 "0¼程氏建祠的重要 目

¹ 程敏政:5签墩文集 6卷十七 , 5四库全书6第 125 2 册 ,第 2男页"
º 程敏政:5笙墩文集 6卷十四 5休宁山斗世忠行祠记 6, 5四库全书6第 125 2册 , 第247 页"
» 郑力民:5徽州社屋的诸侧面 6, 5江淮论坛 6l卯5年第4期 "

¼ 朱升:5朱枫林集 6卷六(永思亭记 6, 黄山书社 l侧22 年版 ,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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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合族 "徽州吴氏先墓位于存山,吴氏建有墓祠思存堂 "¹

(二)功德寺 !坟庵与寺观立祠 º

宋元时期徽州宗族祭祖往往依附或者结合于佛道及其寺观 "弘治 5徽州府志 6

卷十5寺观6在介绍当地著名寺观时 ,提到一些寺观与祭祖有关事情,为了便于了解 ,

我们将其列表如下:

弘治5徽州府志 #寺观 6所载祭祖事例表

县县别别 序号号 名称称 记事事

款款县县 111 崇福寺寺 宋察判汪时中建 ,母金氏夫人祠墓在焉 ""

休休休 222 齐祈寺寺 在二十一都,唐会昌中建 ,宋庆元乙卯僧净昙迁于夹山,西庞有率口口

丁丁丁丁丁 程氏祠 ""
3333333 审坑庵庵 在县东南四十里 , 旧名天王堂 "宋淳佑四年孙万登建大佛 !钟楼 !华华

严严严严严阁,又东偏讲堂奉孙吴二氏神主"元主簿曹径记 ""

4444444 著存观观 在县西五十里 ,宋挡溪金桐冈竹所为父进士金革墓前建 ,程纯祖记 ""

姿姿源源 555 宏山庵庵 在三十一都,宋绍兴庚午僧弥寿 !邑人胡十三建 ,川川川川川胡文英 元皇庆癸丑德兴桐桐? 建墓祠 ,胡云峰记"至正壬辰兵毁 ,国朝洪武间僧法真重重

建建建建建 ""

...丰尽尽 666 忠国显显 在邑北五里万石 , 旧名霄汉资圣院 ,唐乾宁三年建 ,宋大中祥符八年年

门门门门 亲下院院 垂相汪伯彦之祖重建 ,救功承恩 ,建炎初伯彦请于朝 ,救改今名 ,而筑筑

祠祠祠祠祠写真祀于寺 ,,徐季洪序其事 ,刻之石 ""

7777777 报慈庵庵 在六都 ,宋绍兴十七年建 ,里人程伯原之母乃垂相汪伯彦秦国夫人之之
女女女女女 ,创是庵以奉承相 ""

8888888 祖成庵庵 在十二都,,宋里人汪伯俞建寺 ,写二公像以祀之""

绩绩绩 999 崇真真 在县东南仁里 ,宋元佑甲寅里人程县尹文彬建 ,捐田地八十二亩 ,以以

溪溪溪溪 道院院 助修理,后毁"国朝正统丁卯程朝宗 !程思仪等陈其事于县 ,乃令徙徙
于于于于于新兴寺 ,侧有程氏先祠在焉 ""

lllll000 乳溪溪 在仁慈乡一都 ,元元贞乙未市民胡信建 ,后废 "国朝洪武初胡仲彰重重道道道道院院 建 ,舒颇作记 ,有胡氏先祠在焉 ""

表中属于墓祠或坟庵的有序号 1,4 ,5,7 诸例 ,属于功德寺的有序号 6的事例,属

于寺观立祠的有序号2,3 ,8,9 ,ro 诸例"下面再结合表中没有的事例分类说明"

所谓功德寺 ,就是由皇帝救赐达官贵人的寺院 ,用来以佛教仪式荐福祖父亡灵

¹ 黄潜:5文献集 6卷四5跋思存堂记 6, 5四库全书6第 12的 册 ,第 叼4 页"

º 有关历史请参见拙著:5宗族志6第二章第三节5功德寺 !坟庵与寺观立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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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

设置者需自办田产并造寺 ,然后申请朝廷赐寺额 "功德寺出现于唐 ,盛于宋 ¹"表中

序号 6 的祁门忠国显亲下院,是在南宋初年作为功德院的"汪氏在寺中建祠设置画

像 "宋代款县程氏的功德寺也是墓祠 ,程敏政 5宋承相程文清公墓祠记6说:

救之古城关有昭孝积庆寺, 宋垂相程文清公元凤之祠墓在焉"初公之

葬也,建寺营坟, 皆出朝典 ,一时哀荣之盛, 故老扰能道之 ,盖于今二百年

矣 "寺既毁于元季,赡坟田亦为前住僧所私肖"公六世孙孟 !亿两人者, 大

惧祠之寝废 ,乃捐己资,赎田归寺 , 又与令住僧常贵募财力鸡工 "寺为正堂

三间,左右掖室二间"以旧祠漱隘岁时不能容子孙之展渴 ,增葺五间, 门

虎 !畜凛 !宾舍 !僧房次第告完,燎以樊墙 ,涂以丹圣"º

程文清为南宋理宗 !度宗时人,昭孝积庆寺是他的功德寺,建于坟旁,也具有墓

祠的性质"该寺毁于元季 ,明代增葺 ,则变功德寺为典型的墓祠了, 由于新祠是为了

子孙岁时展渴 ,成为宗祠 "

坟庵 ,通常是委托僧道于墓旁房屋守墓也便于墓祭 , 由于庵逐渐由守墓向祭祖

转化 ,也就成了墓祠 ,同时庵还具有寺的性质 "所以坟庵和墓祠有时不易区分 "坟

庵在宋元时代是比较盛行的 ,明初朱吉(1342 一1422)说: /近世大夫士立家庙外 ,或有

于墓所建庵 ,延释流之香火之奉春秋拜扫以追时思"0» 反映了墓所建庵祭祖的情

形 "上表中有四例是墓祠或坟庵 ,其中三例是宋代的,一例是元代的"关于序号7

的祁门程氏报慈庵,程敏政 5祁门善和程氏重修报慈庵祠宇记6有更详细的介绍,他

说南宋初年伯源(即伯原)兄弟 /立墓祠以奉祀 0, /尝推始迁之义列祀中奉以下诸祖

于报慈 ,人田以饭僧 ,每岁清明威事则燕享以合族 ,盖三百年矣 "0¼报慈庵作为墓祠

用来合族 ,成化时该族重修是祠 "款县的善应庵 , /买田十亩 ,筑室十间, 田以供集

盛 ,屋以祀其先 "0½ 规模可观 "

寺观立祠就是在佛寺道观立祠祭祖 ,它有多种形式 "上表中的五例 , 至少有三

例是宋代于寺观立祠祭祖 "序号 2 的休宁率 口程氏在齐祈寺西庞建祠祭祖 ,汪循:

5柏山祠堂记 6也记载了该祠 : /宋三三宣议府君讳敦临姓程氏 , 既定 卜居于率 口, 复

捐资辑众 ,徙里中齐祈梵刹于柏山 "既没 ,释者净昙德公 ,乃相与筑祠 肖像于刹西

¹ 请参见黄敏枝:5宋代的功德坟寺6, 收人黄敏枝:5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 6, 台湾学生书局 I兜9 年版"

º 程敏政:5笙墩文集 6卷十三 , 5四库全书 6第 125 2 册 , 第222 页"
» 朱吉:5三畏斋集 6卷一 5题陈氏思爱庵录6, 5四库存目 #集部 6第26 册 , 第 140 页"

¼ 程敏政:5箕墩文集 6卷十四, 5四库全书 6第 125 2 册 , 第246 页"
½ 方回:5桐江续集6卷三十六 5善应庵记 6, 5四库全书 6第 1193 册 ,第 71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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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 ,昭祀不忘 "公嗣遂割祭田若干亩 ,界之以为常祀 "0并评论寺观立祠说: /予惟祠

堂作于5家礼6也 ,中世以来 ,才智有力者每假营创而因以寓于浮屠老子之宫 ,其意以

为家之造废不常 ,有朝富贵而暮丘墟者 ,不足恃"足恃以延吾祀者 ,不若旧院名刹 ,

事变不迁,能久于世也"0¹他把寺观立祠作为 /中世0祭祖的特点,指出其原因在于

借寺观以存祠祭祖先"这是因程敦临有功于寺院,所以寺院为他筑祠肖像 ,程氏进

一步为寺院割祭田"此外 ,祁门程村程氏始迁祖碗 /三世孙寿 , 当宋时为贵溪学官 ,

始以儒学发身而迪其人 ,寿五世孙天禄始入田于颐真道院 , 以奉其先之祀 "0º 程氏

因向道院施田而附设祠堂祭祖 "

休宁等慈庵僧人碧庵上人出率溪何氏, 13 岁出家, /株累分积,买田十亩, 以兄次

子本中纯孝嗜学可托也 ,祝之,收所入永为黑尝资"又买田入庵之常住,嘱其徒为奉

先祀 ,亩数亦如之,,自大德九年秋九月肇此谋 ,到十年春正官有旨,僧蓄置田土 ,

许归并元籍中,甫克文册,谓竟其志,诅知事不然 ,志犹未竟,,又自建钟楼于门之

东偏 ,妥何氏神主其下 ,前所云嘱其徒为奉先者 ,始有定所 "0» 钟楼中设何氏神主 "

徽州道士张应元 /被旨授兴道观提点以归 ,,遂捐己资 ,买田若干亩 ,人本观供聂仙

焚修 ,又斥其资二十五亩有奇 ,助玄妙道众半岁午膳 ,余以祠事其先人 ,原与兹山为

久长 ,,后人见其祠而思其贤 ,视公之祖 !父 ,不营如自己所出"则晨香夕灯 ,岁时

祭享 ,毋以世远而遂亡其初 ,则今日舍田建祠者,非无所为然也"0¼张道士和碧庵上

人都是出家人 ,在自己所属的寺观置田为先人进行祠祭"

姿源永川俞氏在南宋建道院设祠堂 ,屡兴屡废 ,持续到明代 "据 5东园公撰龙潭

道院记 6½ 说:/我龙潭道院之建 ,盖始于宋咸淳二年 ,予世祖顾轩公 卜居于洪村羊栈

园之仙人池 ,去本乡十里许 ,恐拱把之木不胜傍居者剪伐 ,遂辟址构院 "三清殿巍然

北向 ,西将坛 !必兴楼 !一经堂西坐而东面 ,而厨房 !致思祠 !双桂堂东坐而西面"殿

宇崔鬼 ,规模轩厂(厂,当作 /敞0),复割田供祭 ,兼膳羽士, 以寒食 !忌日循式致奠"0

俞氏于南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 )建道院,设致思祠于寒食 !忌日祭祖 "记文接着说,

元至正四年(13 科) /寇犯星源基址 ,几为林莽 0"丰州路儒学教授邦衡公致政归 , /遂

出余傣 ,重葺灵宇 ,就原址扩建祠堂复旧致思之名 ,而斯观巍然一新 ,口胜囊昔矣 "0

¹ 汪循5仁峰文集 6卷十一 , 5四库存目#集部6第 47 册.第 335 页"

º 程敏政:5复墩文集 6卷十七 5务本堂记 6, 5四库全书 6第 125 2 册 ,第 期 页

» 陈栋:5定宇集6卷十5等慈庵记6, 5四库全书6第 12必册 ,第 M Z页"
¼ 唐元:5绮轩集6卷十5兴道观张公舍田奉先记6, 5四库全书6第 1213 册,第555 页"

½ 5重修俞氏统宗谱6卷十八 ,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天启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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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

然而到了至正十二年(1352) 观宇又为兵焚所毁, 明洪武初年,宗兴公修复"该族另

有宗祠仁本祠 ,建祠年代不详 ,从5仁本祠重伤序6¹ 的行文看 ,建祠时间较早 "

(三) 家祠

徽州许氏建祠堂祭祀四代祖先º,应当是一所家祠 "宋元时期出现了家祠向宗

祠转变的情形 "»

结 语

宋元时期徽州宗族的祭祖形式比较多元化"元代姿源汪氏的建祠祭祖 , 已带有

宗族组织化的制度性建设性质 "特别是婆源大贩汪氏祠堂 ,大小宗祠堂俱备 ,大宗

祠知本堂是始祖祠和汪华特祠结合的大建筑 ,建祠的目的是合族"由于纪念汪华很

早就被官府和徽州地域认同 ,徽州汪氏祠堂的一个特点就是都祭祀始祖汪华 ,具有

始祖祠的性质 "宋元时期宗族祭祖形式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祭祖依附或与

社祭结合 ,二是祭祖依附或与寺观结合 ,三是墓祠祭祖是祠祭的主要形式"就祭祖

总体特征的变化趋势而言 ,是祭祖从依附或与地缘性社祭 !宗教性寺观祭祖结合而

逐渐分离并走向衰落以及独立性祠堂祭祖的渐兴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长足发展 ,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宋元祭祖变化趋势的继续 "宗族祠庙祭祖的演变反映了

社会文化的变迁 ,即佛教社会文化由强变弱 !儒家社会文化由弱变强 ,这两种变化消

长的关键点是宋代程朱理学的形成 "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系)

¹ 5重修俞氏统宗谱 6卷十八 ,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天启刻本 "
º 刘岳申:5申斋集 6卷五 5许氏祠堂记 6, 5四库全书 6第 l么科册 , 第23 2 页"

» 请参见拙著:<宗族志6第二章第一节五之(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卯8年版 ,第 肠一9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