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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徽州文书被誉为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等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
大发现。
它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的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
、记录，是徽州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劳动、商业、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
况的最真实、具体的反映，具有唯一性的特征。

《徽州文书》（第一辑）共10卷，影印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和黄山市祁门县博物馆
所藏徽州文书5000余份。
这些文书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发现的，其最大的特点是突出文书的归户性：以户为单位，以文书
本身产生和形成的自然顺序编排。
第一卷～第五卷收录了“伯山书屋”藏黟县文书十户，第六卷～第十卷收录了祁门博物馆藏祁门文书
五户。

《徽州文书》是我们进行中国传统社会多维实态研究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
学、文献学等领域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前 言
——徽州文书的遗存与整理
刘伯山
徽州文书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发展与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
始凭据、字据、记录，它是徽州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劳动、商业、社会交往、风俗习惯
、宗教信仰等状况的最真实、具体的反映。
其大规模的发现并获得确认最初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事，当时就发现有近10万余件，其数量之多，
研究价值之大，曾被誉为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
上的第五大发现， 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极大影响。
之后，徽州文书还在不断发现，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徽州文书的发现几乎是进入了一个新
的高潮，数量不断在增多，徽州文书的抢救工作仍在进行。

一、徽州文书遗存的数量
徽州文书遗存至今的数量到底有多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徽州文书类目》推测是“流传至今的徽州文书的总数当不会少于20万
件。
” 这一推测，指的是“流传至今”的徽州文书总数；而周绍泉先生在《徽州文书与徽学》一文中的估
计是“已被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收藏的徽州文书，以卷、册、张为单
位计算，恐怕不下20余万件。
” 这一估测，指的是“已被”“收藏”的徽州文书总数。

实际上，关于徽州文书的数量问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五个层次的概念需要区分：
其一是徽州文书本身的数量。
这是指历史上所有真实形成的徽州文书的数量全部，可以说它数量之巨大是今人乃至后人永远都无法
统计与估测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其数量远远大于以后遗存和已发现的数量。

其二是遗存下来的徽州文书数量。
这是指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而被徽州人一代代地保存、保护下来，至今还客观存在的徽州文书的
数量，它们有的已被发现，有的还未被发现，其未被发现甚至是包括一些文书的客观拥有者其主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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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它们的存在，因此，其真实的数量，至少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是无法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
定即它的数量必然大于已发现的和已收藏的数量。

其三是能够发现的徽州文书数量，它包括已发现和尚待发现两种情况。
“发现”是个主体性很强的相对概念，它应具有被积极的主体寻得、确认价值、社会认同等几个方面
的属性要求。
所谓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是指已经获得并得到社会的确认与认同、已经或可以进行研究的文书，它的数
量一般是可以确定的；而尚待发现的徽州文书则是指目前还不为人们知晓但通过努力可以发现的文书
，它的数量到底有多少，难以确定，但一般地，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摸底予以估测，至少可以确定一
个上下限。
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能够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数量总是要大于已发现和已收藏的数量
。

其四是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数量。
这又包括过去已发现了的和新发现的两种。
所谓过去已发现了的徽州文书往往是指已发现且已被登记收藏的文书，它的数量应该说是比较确定的
；而所谓新发现的徽州文书则是指暂时还没有被收藏单位登记收藏但已获得社会确认其存在的文书，
它的数量尽管还不能十分确切具体，但也能大致确定。
应当指出的是，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未必就是指被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组织收藏的文书，还应包括一
些个人收藏；同时，已收藏的徽州文书也未必就等于已经发现并得到登记公布的文书，这其中还存在
了一个再发现、再公布以期成为新发现的问题，特别是一些个人的收藏，如果得不到公布，则社会无
法知晓。
实际上，不管是单位还是个人，其收藏的徽州文书如果得不到社会认同与采用，则永远是潜在而非实
在的，无法归入已发现范畴。
由之则又可以肯定，已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数量必定是大于已收藏登记及公布的徽州文书的数量。

其五是已收藏登记和公布的徽州文书数量，这又包括组织结构的收藏登记和民间个人的收藏公布两种
情况。
被一些组织结构收藏登记的文书，其数量是明确的；个人收藏的文书，只要其公布，数量也应该明确
。
因此，在以上五个的徽州文书数量的概念中，只有这个概念的数量理论上最为确定，但数值量也最小
。

那么，到底至今还遗存的徽州文书数量是多少呢？
应当说明的是，对徽州文书的统计，由于过去一直没有严格的进行，且没有统一的统计标准，因此，
所有的数字都应是大概的估测。
这里我们姑且依周绍泉先生依据的“以卷、册、张为单位”计。
根据上述意见，《徽州文书类目》的作者推测“流传至今的”徽州文书的总数不少于20万件，缺乏根
据，因为这一数字，正如上文所说，我们无法估测；周绍泉先生所估测的“不下于20余万件”的数字
当是指已被组织机构收藏登记和公布的徽州文书数量，这是根据他的调查与摸底而得出的结论，其主
要依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收藏有一万四千余件，黄山市博物馆收藏有三万多件，南京大学历
史系收藏有近五千件，严桂夫先生主编的《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中公布的安徽省各级档案馆系统
收藏有九万多件等等，据笔者掌握的材料看，这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但问题是，这个数字仅是2000年
以前甚或是更早时间的数字，至少是其中没有包含一些民间个人收藏的数量，因此，还远不能反映徽
州文书遗存的真实情况。

笔者认为，徽州文书遗存至今的实际数值是远超过20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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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就已发现的徽州文书看，其数量除了我们已知的有20万件左右外，近几年来新发现的还在不
断涌现。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是1999年底以后才建立的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其作为特藏
室之一的“伯山书屋”所藏的徽州文书系笔者2001年5月19日正式捐献的，共计一万一千多件，其中明
代以前的有近二百件，最晚的一份是1984年的。
 它们均是笔者2000年6月份以前在黄山市工作期间历十二年时间于原徽州六邑的民间收集获得，当属
新发现的徽州文书，并且这项工作还在继续，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祁门县博物馆也藏有万余件的徽州文书，据笔者的调查，绝大部分也都是在1994年以后获得，并且过
去一直没有公布，亦属新发现；黄山学院图书馆过去很少有徽州文书，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加大
了徽州文书的收集力度，至2004年10月，所获徽州文书原份已近四万份。
黄山市档案馆系统2000年以来至2004年10月也新征集徽州文书六七千份等。
民间一些个人手上收藏的文书也不少。
据笔者所知，目前个人收藏徽州文书超万份的至少有两位。
一个是笔者本人。
2001年5月笔者捐献给安徽大学的徽州文书是2000年以前所收集到的文书，这之后，笔者仍在以个人的
力量努力地抢救着徽州文书，至2004年10月，至少又收集到徽州文书三万多份。
再就是上海有一位学者，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在收集徽州文书，至今已达到万份左右。
收藏徽州文书在一千份至五千份之间的至少有六位，主要分布在黄山市和合肥市。
收藏徽州文书在五百份至一千份之间的有十位，主要分布在黄山市、宣州市、广州市、北京市、苏州
市，其中还包括一位学者日本。
至于收藏徽州文书在百余份的则更多，其人数至少有三十余位。
因此，初略的估测，至2004年10月至，个人收藏者手上收藏的徽州文书总量当在七万五千份左右，它
们都将会暂时留在收藏者手上，保持一定的收藏稳定性，并且迟早会得到公布和开发利用，应属新发
现的徽州文书。
总之，依笔者的估测，到2004年10月止，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总数当在15万份，因此，已发现的徽州
文书的数量实际是达到35万份。

另一方面，就能够发现的徽州文书看，目前还散落在民间的数量还十分可观。
它主要有三种分布：第一种是，由于徽州文书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大量流入黄山市的街头，而黄
山市作为一个有国际性影响的重要旅游城市，每年又有大量的海内外游客，他们中有许多是出于好奇
和把玩而购买徽州文书并带走，其数量多少不得知，至少的估测当在万份左右。
第二种是一些社会商贩手上拥有了不少文书。
它们大多是近些年在徽州乡间农村获得，最终是要进入买卖过程之中，许多人囤积，无非是要寻得一
个好的买主，其数量粗略的估测也当在万份左右，不知以后花落谁家。
第三种是到目前为止还藏在文书户主家里的徽州文书，其数量，据笔者积十几年收集抢救徽州文书的
经验及对所获文书数量的地理区域分析情况看，目前还保存较为完好、可资研究利用的，至少的估计
也还有8—13万份。
它们是彻底地散落分布在民间，依然掌握在徽州人的手上，而这些徽州人，有些是知道自己拥有了自
己家庭、家族的历史档案，有些人甚至还不知道。
这些文书的归宿，一部分是徽州人自己要留住，至少原件永远留在民间；大部分恐怕还是要流落出来
，不知飘向何方。

总之，依笔者所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数量当至少不下于35万份；还散落在民间、
可资研究利用的徽州文书又该有10—15万份，两者相加就是45—50万份。
这是不是徽州文书在今天遗存的全部，无法肯定，但至少是理论上我们可以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数量，
由之，也可知徽学这门学科得以成立的基础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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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徽州文书的特点
徽州文书是一种民间档案的遗存，它是由历史上的徽州老百姓在其具体的和实实在在的生产、生活及
社会交往过程中自发地、真实地形成与产生的，产生之后又是作为了一种与自己的生产、生活紧密相
关的家庭档案而保存下来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因此，真实性应是徽州文书首先具有的本质特征
之一。

徽州文书是一种历史实态的直接写照，这种直接的写照甚至是不加修饰的，是作为了一种原始事件、
事态以及情态、心态的直接和最初的反映。
正史、野史、小说、笔记等等，往往是由某人，以自己的视角和眼光而进行有选择的记录与描写，从
而还只是作为了一种客观对象二次反映的历史副本，还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实态。
徽州文书则是完全地历史实态的一次反映，尽管它也是以一种文字形式的东西而存在，但这种文字所
反映的内容是努力地与所要反映的对象保持一致的。
如一份土地买卖契约，其卖者必须将所卖土地的来源、四至大小等交代清楚、价钱注明，并且还要明
确是大卖还是小卖，这些都是不能有错的，必须十分明了、属实，并有画押，才能成约，具有一定的
法律效力。
如果没有真实性，文书也就无法形成。
所以说，徽州文书都是当时、当事和当人的，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每一份徽州文书，除去历史保存的因
素外，其现在是这个样子，当年也就是这个样子。
即使是有些文书是属于所谓的“抄白”，表象上看，仿佛已不是所抄内容原载文书的原件，但由于这
“抄”的事件本身是历史的和真实的，抄白文书本身也是原件，所抄内容基本与原件相符，甚至在格
式上都能保持一致，因此，真实性还是存在的。

徽州文书的真实性，必然决定其存在本身的唯一性。
徽州文书除了一些印制的官府票证如“清丈单”等和商家印制的宣传广告单等外，绝大部分都应是各
个明确的“这一个”，每一份都是唯一的。
尽管有些文书，如合约、公约类的文书，往往是一式几份，多的时候达一式几十份，仿佛不是唯一的
，但每份文书都有画押，而每一个的画押都是唯一的，并且如果是一式多份，其多份的具体数量都是
要在文书中注明的，是多少就是多少，一点也不含糊这是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它的唯一性。
存在上的唯一性或许就是文书档案区别于一般历史文献的地方。
狭义的文献，如刻板印制品，往往是多存在并存的，即使是所谓的孤本，也只是因为遗存的原因而成
为孤本，其最初的产生及存在还是数量大于一的。
徽州文书就不一样，它的产生就是唯一的，如果有相同，则必定有假。
抄白的文书是一种对原文书的复制，但这种复制是一种没有当事人画押的复制，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并且，即使是作为复制行为的抄白，由于所抄的往往只一份，每份抄白本身都是各个的具体历史行为
所致，因此，仅就这份的抄白本身来说，它还是唯一的。
徽州文书的唯一性是对其真实性的另一种说明，它们两者的一体，构成徽州文书在存在上的本质特征
。

除此之外，就我们已发现的徽州文书看，其在整体上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1、内容极其丰富，文书形式多样。

徽州文书是徽州社会历史的综合反映，所涉及的面是非常广的，内容极其丰富。
从目前已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情况看，它们所涉及的内容既有田地、山场、房屋、店面、树木、池塘、
牲畜等等的大小买卖文约、招承租约；也有宗族文书、立议合同书、阄书、继书、招书、遗嘱、诉讼
文书、赋税票据、赋役文书、官文、告示、会书、信函、家乘宗谱、祭文祭礼、誊契薄、收借条、记
事簿、日记、账单账本、收租薄、黄册归户册、实征底册、归户清册、鱼鳞图册、礼单、货单、支用
单、鸳鸯礼书、工尺谱、曲本、戏本、诗联集、乡音字类、风水图册、各种日用类书等等，所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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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乎包括了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间交往及习俗、信仰等各个方面；所涉文书形式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归纳，仅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藏的一万四千余件的徽州文书就分
有3种9类，117目，128子目， 而依笔者所见，其类目还应再多，其形式近乎是要包括了中国传统社会
后期农村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所应形成和产生的文书形式的绝大部分。

敦煌文书是敦煌学支撑的重要基点，目前已知遗存的有六万件左右，其中佛教经典方面的文书就占有
近五万件，所谓的社会文书只有万份左右。
而徽州文书，其绝大部分是社会文书，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研究的空间很大
，价值极高，或许这也是徽州文书的一个特点。

2，时间跨度大，持续的朝代多且系统完整。

从目前已发现和收藏的情况看，徽州文书已知最早的是北京图书馆收藏《南宋嘉定八年祁门县吴拱卖
山地契》， 南宋嘉定八年即公元1215年，距今有近七百九十年。
但据周绍泉先生考证，该契约是一件抄白而非原件，属于原件的徽州文书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当为中
国社科院历史所收藏《淳祐二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 淳祐二年即公元1242年，距今有七百
六十多年。
较后的徽州文书，过去一般认为是到民国三十八年即1949年， 但黄山市博物馆就藏有1952年的文书，
内容为休宁县漳梓乡乡长程巧云为本乡王有恒去景德镇代已故屋主收取屋租、纳税的证明；而安徽大
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藏室“伯山书屋”则藏有1984年的文书，为一份房产析分确认合约，其房产的最初
析分是几十年前的事，房产的来源则更早。
 因此说，目前已知的徽州文书原件，其时间跨度至少有742年，历经宋、元、明、清、民国（含洪宪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明代以后的文书，则是各朝各代应有尽有，极为完整。

敦煌文书目前已知最早的是东晋永和九年（353年）的，晚的为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唐朝的文书
最多；而徽州文书则是从南宋直至1984年，明清的文书最著。
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在年代上存在一种自然连接，总跨度有1631年，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3，连续系统，有很强的归户性。

这是徽州文书一个极其有价值的特点。
徽州文书是历史上真实形成的东西，其最初的形成当有明确的归户指向，而得以妥当保存至今则完全
在于其归户性。
任何徽州文书除少数官方文书等外，基本上都应当有其归户的特性，甚至官方文书等也应具有归户归
类指向。
所属归户性，一般意义上说就是属于性，归户的文书亦即是属于谁的或由谁拥有并作为档案保存的文
书。
这类的文书，其每一份都应是与归属的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密切联系，有着一定内在关系的，其得以保
存也正是在于它于归属户来说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由之才得以构成“家庭档案”。
没用的东西都扔了，留下的东西必当有些用。
这一简朴的道理也就是徽州文书得以遗存的一个真理。
归户性就是徽州文书本身具有的一个重要特性，我们现在之所以有许多徽州文书的收藏单位，其收藏
的文书难以确定其为归户，问题不是出于文书的历史产生和历史遗存本身，而是出在其收集、整理和
保存管理环节上。
原本是归户的文书，收集的时候没有合户收集，而是逐件挑选，导致归户性缺失；整理的时候又不是
一户一户的整理，而是人为打乱，导致归户性丧失；保存管理上又不注意一户户的分开保存管理，而
是笼统置放，导致归户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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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遗憾都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教训。

归户的文书其份数一般是大于1的，年代上总是存在一定的跨度，种类也比较繁多，各文书之间基于
归户主体来说，还都应该是存在某种的联系，历时性上，它们存在一定的连续；共时性上，它们存在
一定的关联，从而构成了一个整体，并且正是这种整体性的存在才更为体现了其真实性，反映的是多
维空间的历史实态。
一户的文书往往就是这一户家族变迁发展历史的真实记录与写照。
实际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从目前我们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情况看，归户的文书往往是几十份、一百多份
、几百份甚至一千多份为一体的，时间跨度上一般是历一百多年或几百年而连续，有很强的系统性，
个案研究价值极高。

如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伯山书屋”《黟县五都四图榆村邱氏文书》共有300多份，系笔者1998年
—2000年在黄山市分三次从不同的人手上获得的，其最早的一份是明天启四年，迟的是民国后期，内
容极其丰富，举凡买卖租典契约、合同公约、收借条、分书遗嘱、账单账册等等皆有，种类繁多。
三百多份的文书，内容上许多是连续有关联的，举其一份土地买卖文书看。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黟县五都四图榆村的邱三赐曾买了一个叫胡履丰的人所卖的一块风水地，形成了
一份赤契。
这份赤契是包在一张包契纸里的，在同一包里还有另外三份契约，分别是：明天启四年三月初十日胡
奎卖风水地与程氏赤契，在这份契纸的对折另一面还写有一份立推单；道光十一年十二月程百达等卖
风水地与叶名下赤契；道光十五年十月叶赏龄卖风水地与胡名下赤契。
包这四份赤契的包契纸正面注有：“天启四年六都胡姓卖与程姓名下契一纸已印无尾 道光十一年五都
程姓卖与叶姓名下契一纸已印粘尾 十五年五都叶姓卖与胡姓名下契一纸已印粘尾 二十二年六都西递
胡姓卖与邱姓名下契一纸但印粘尾 共计老新契四张土名马驼山风水地计契价银四拾两整 老推单新推
单收税单均在内昆字号计三千七百五十八号”。
原来是同一块地，曾转买转卖了四次，前后时间历二百多年，先是胡姓卖给程姓，后是程姓卖给叶姓
，再后是叶姓卖给胡姓，最后是胡姓卖给邱姓，最终归邱姓所有，各次买卖的文书具在，并归户为邱
氏文书，十分连续和系统。

又如《祁门十七都环砂程氏文书》是祁门县博物馆2002年1月从环砂程氏一位后裔手上一次性获得的，
其数量竟达到1380多份（部），最早的一份是明代宣德四年（1429年 ）的，最迟的一份是民国二十年
（1931年），总跨度为502年。
2004年7月，经过笔者和所带领4个研究生对其进行的整理，发现这应是一户与祁门十七都环砂程氏宗
族本身有密切关系的家族文书，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确认它就是宗族祠堂文书，但至少是可以知道这
户文书的拥有主人，历史上一定有几位与宗族祠堂有密切关系，可能是族长一类的人物，其文书反映
的　　也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的兴衰发展史。

正因为徽州文书有上述特点，因此，它不仅在徽学研究的领域意义重大，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
、文献学等领域也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美国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在《徽州原始资料——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键》一文中
就明确指出：“徽州文书是研究中国封建后期社会史和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料。
” 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则更明确提出：“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庞大的资料的存在，使得对以往分别研
究的各种课题做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这些课题如土地所有关系、商工业、宗族和家族、地域社会、
国家权力和地方行政系统、社会地位和阶级以及思想、文化等。
这些资料是延至民国时期的连续不断的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不断的中
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变化的重要线索”。
“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经济、文化和探讨其发展规律方面，徽州文书具有很大价值，起
着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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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则有学者认为徽州文书的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
” 笔者认为，对徽州文书进行研究至少是进行着一种中国后期传统社会的农村实态研究，籍以可了解
与弄清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其后期传统农村社会变化发展的多维真实情况，具有不可替代的 研究价
值和深刻的意义。

三、徽州文书的整理
1925年，王国维在总结概括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这四大发现时，曾经说
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
⋯⋯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
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
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 在《故史新证》里，他又说“我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
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既然徽州文书在多学科领域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我们除一方面要要进一步地做好徽州文书
的抢救收集外，另一方面就是要对已发现的徽州文书进行很好地整理与公布，充分的开发、利用好这
一宝贵资源。

应该说，过去我们在徽州文书的整理与公布问题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傅衣凌先生就注意发现并整理公布了徽州文书资料，1960年，曾发表了《明
清徽州庄仆文约辑存》一文。
 从1983年开始，安徽省博物馆就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经济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协
作，对安徽省博物馆和原徽州地区博物馆所藏的徽州文书进行编校整理， 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出版了第一部徽州文书资料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收编文书950件；1990年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校出版的资料集的第二集，
收编文书697件。

但真正在学术界造成极大影响的还是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整理，花山文艺出版社影印
出版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它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徽州文书，宋、元、明代的，挑选散件1800余件，簿
册43册，鱼鳞图册13部，编成宋元明编20卷；清代和民国的，挑选散件1400余件，簿册79册，鱼鳞图
册3部，编成清民国编20卷。
两编共达40卷。
这也是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地、系统地向学界和社会影印公布，其造成的影响，正如编者所相信的
那样：“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推动徽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
之后，徽州文书的原始资料的整理公布工作相对停滞，整理与出版的主要是文书类目。
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收入了一些徽州文书
；1996年，黄山书社出版了严桂夫先生主编的《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共收入安徽省档案馆系统
等收藏的徽州文书类目9600条；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了由王钰欣、罗仲辉、袁立泽、梁勇编的《徽
州文书类目》，其条目所收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收藏的徽州文书，总计14137件（册）。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徽州文书>>

直到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智超先生在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明代徽州方氏亲友
手札七百通考释》三卷，才既研究又影印公布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归户的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
七百余封，堪称幸事。
而恰恰是在这一段时间内
目前已经整理公布的徽州文书只占已发现的徽州文书中的极小一部分，还有大量的文书特别是大量属
新发现的文书还不为人知晓。
“学术乃天下共器。
”徽州文书既作为珍贵的、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就应当得到尽快、尽好地整理与公布，以使它充
分体现价值，发挥应有的作用。
本于此，我们依托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借助该中心的重大
课题《新发现的徽州文书整理》项目，首先重点对新发现的徽州文书进行整理，并努力地在此整理的
基础之上，将它影印出版，以让更多的徽州文书天下共器，为徽学事业同时也是包括了整个的学术文
化事业的发展作贡献。

十分幸运的是，我们这项工作得到了许多徽州文书收藏单位及个人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特别是得
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全力配合和共同协作。
从2004年6月份开始，这项工作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由于徽州文书在整理上工作十分艰巨，每一份文书的整理都存在着识读、定名、归类等诸多难点，加
上它的收藏量大，收藏单位多，因此，其整理和影印出版工作我们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而只能是分期
、分步进行。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和祁门县博物馆所藏徽州文书的整理及影印出版是我们的第一期
工程。
它又将分为若干辑。
第一辑收入的是归户的文书，共计十卷。
其中“伯山书屋”所藏徽州文书编成五卷，祁门县博物馆所藏的徽州文书编成五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安徽大学特聘教授栾成显、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程自信、安徽大
学历史系教授徐国利、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陈联、胡中生和笔者及笔者所带的研
究生等曾参加了“伯山书屋”所藏徽州文书的前期登记整理工作；后期成书的整理和拍照则是由笔者
与笔者所带的四个硕士研究生完成，他们分别是安徽大学哲学系的2002级研究生吴丽丽和2003级研究
生赵懿梅、王玮、李少华。
祁门县博物馆所藏徽州文书的整理和拍照工作，是由笔者与祁门县文化局局长陈琪先生具体负责，参
加人员有吴丽丽、赵懿梅、王玮、李少华和祁门县博物馆的章望南、陈国顺、裘霞飞、陈接农等。

本书的编纂是在安徽大学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祁门县政府暨祁门县文化局等单位的领导和同志
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才得以完成的。
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副校长韦穗等一直关心着徽州文书的新发现及其整理，并且本书编排了文书寻
获记的创意就是在黄德宽教授的直接指导下才产生的；安徽大学特聘教授栾成显一直在指导着新发现
徽州文书的整理，在文书的定名、分类等基本问题上曾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的主任朱万曙、副主任卞利和张启斌及中心其他同志为本书的整理和编纂提供了全力的支持；安徽大
学徽学研究中心的胡益民教授、安徽大学中文系的吴春华女士、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翟屯建副研究
馆员、黄山市李俊工作室的李俊先生、黄山市人民银行的蒋毅华先生及中国科技大学的吴耀华教授、
詹月红工程师夫妇等等都为本书的编纂给予了大量的帮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何林夏总编、宾长
初博士和责任编辑朱荣所、蒋辉等曾直接参与了该书的策划，为本书的编纂和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等等。
这些都是要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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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学识水平和摄影技术水平有限，加上时间仓促及工作设备和条件的限制，在文书的识读和拟
题上难免有错，在所摄文书的图片上难免不尽人意，还恳请大家不吝批评指教，以帮助我们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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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册
一、黟县一都榆村邱氏文书附黟县一都汪氏文书，黟县十都卢氏文书
二、黟县二都四图胡氏文书
第二册
一、黟县二都查村江氏文书附黟县二都六图郑查邵户文书
二、黟县四都汪氏文书
第三册
一、黟县五都四图程氏文书
二、黟县八都三图查氏文书附黟县八都查氏等文书
第四册
一、黟县八都四图金氏文书
二、黟县八都燕川吴氏文书
第五册
一、黟县八都燕川吴氏文书续
二、黟县十都丰登江氏文书
三、黟县十都三图余氏文书
第六册
一、祁门八都邱氏文书
二、祁门十二都一图胡氏文书
三、祁门十七都环砂程氏文书
第七册
祁门十七都环砂程氏文书续
第八册
祁门十七都环砂程式文书续
第九册
一、祁门十七都环砂程式文书续
二、祁门二十一都一图陈氏文书
第十册
一、祁门二十二都红紫金氏文书一
二、祁门二十二都红紫金氏文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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