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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民间祭文类型、特征及社会文化内涵初探〔∗〕

———以徽州族谱所见民间祭文为中心

○ 周晓光ꎬ 郭继红
(安徽大学　 历史系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９)

〔摘　 要〕徽州族谱所见民间祭文按内容可分为祝祭文、哀祭文和杂祭文ꎮ 祭文都

是为祭奠本族逝者或先祖而写ꎬ具有归族性ꎻ收录的祭文其撰述时代前后相延ꎬ具有时

序性ꎻ祭文类型多样ꎬ民俗性特征明显ꎮ 徽州族谱所见民间祭文反映了徽州民间社会认

为人死神魂不灭的观念ꎬ其撰述也是传统社会儒家孝道思想的体现ꎮ 祭奠时撰述念唱

祭文对增强宗族同源意识、维系与巩固宗族制度有重要意义ꎬ同时它也是民间祭祀实用

性和功利性的体现ꎮ
〔关键词〕徽州族谱ꎻ祭文ꎻ类型ꎻ特征ꎻ社会文化内涵

徽州地处皖南ꎬ境内群山环峙ꎬ岭谷交错ꎬ向号“八分半山一分水ꎬ半分农田

和庄园”ꎮ 多山的环境ꎬ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ꎬ保留了大量古风民

俗遗存ꎮ 徽州作为“程朱阙里”ꎬ宋以降深受朱子理学的影响ꎬ严宗法、尚宗义、
重祭祀蔚然成风ꎮ 祭祀祖宗一直是居住在古徽州城乡各宗族活动的头等大事ꎬ
“祭祀ꎬ所以报本也ꎮ 月朔必祭ꎬ荐新必祭ꎬ立春、冬至、忌日必祭”ꎮ〔１〕 祭祀

祖宗是“报本反始”的体现ꎬ故须四时祭拜ꎮ 按照人们的看法ꎬ“枯骨有灵ꎬ祭祀

岂容推诿” 〔２〕“祖考虽远ꎬ祭祀不可不诚”ꎮ〔３〕 因此“祭祀乃是大事ꎬ必精洁ꎬ必诚

敬ꎬ否则祖宗不歆”ꎮ〔４〕在朱熹«家礼»影响下ꎬ古徽州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繁杂的

祭祀仪礼ꎮ 为了规范祭祀活动ꎬ也为后人留存祭祀礼仪的范本ꎬ免其湮灭ꎬ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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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在谱牒修撰时ꎬ对其宗族的祭祀礼仪以及与其相关的活动规仪文字记录多会

载于谱牒之中ꎬ因而在徽州谱牒家乘中留存了大量祠墓祭祀类的文书ꎬ祭文就是

其中之一ꎮ 在学术界ꎬ对祭文的研究ꎬ多集中于文学领域ꎬ关注于祭文的文体及

文本研究ꎬ其史料多征引自专门著述ꎬ而对徽州谱牒中所载民间祭文的征用不多

见ꎮ 在徽学研究中ꎬ对徽州民间祭文论述较少ꎬ其研究多附属于宗族祭祀的研究

中ꎬ如徽州丧葬研究、墓祭研究、祭礼研究等ꎬ其研究对祭文略有所提ꎬ但并无专

门探讨ꎮ 另外ꎬ对徽州族谱中的祭文征用研究ꎬ在徽学研究中关注不够ꎬ很少有

学者对其做归类分析ꎬ探讨其社会文化涵义ꎮ 基于此ꎬ本文从徽州谱牒所见民间

祭文史料入手ꎬ对其做归类分析ꎬ初步探讨其特征和社会文化内涵ꎮ

一、族谱所见祭文的类型

«孝经士章»疏云:“祭者际也ꎬ人神相接ꎬ故曰际也ꎮ 祀者似也ꎬ谓祀者似

将见先人也ꎮ” 〔５〕 «春秋繁露祭义第七十六»云:“祭者ꎬ察也ꎬ以善逮鬼神之谓

也ꎮ 善乃逮不可闻见者ꎬ故谓之察ꎮ” “祭之为言ꎬ际也与?” 〔６〕 通过祭祀ꎬ祭者可

以“人神相接”ꎬ在冥冥中与先人和神灵进行沟通ꎮ “祭文者ꎬ祭ꎬ祀也ꎬ索也ꎬ祀
索鬼神ꎬ以文尽索之ꎬ祝辞、飨辞之变也ꎮ” 〔７〕“祭文者ꎬ祭奠亲友之辞也ꎮ 古之祭

祀ꎬ止于告飨而已ꎮ 中世以还ꎬ兼赞言行ꎬ以寓哀伤之意ꎬ盖祝文之变也ꎮ” 〔８〕 就

是说ꎬ祭文是由古之祝文延异而来ꎬ起初只为祭祀山川神灵ꎬ祈雨求福、驱邪避魅

之用ꎬ中世以后“兼赞言行”ꎬ作为哀悼逝者时“人神相接”的一种方式ꎬ“以寓哀

伤之意”ꎮ 祭文因文体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ꎬ如诔辞、哀辞、吊文、挽文、祝文等ꎬ
但其实质都是用于悼惜死者或交于神明ꎮ 从祭文类型来说ꎬ研究者有不同的分

类方法ꎮ〔９〕我们根据徽州谱牒所见民间祭文ꎬ按其内容分为三类:一类是祈福禳

灾的祭文ꎬ面向自然神灵ꎬ祈求护佑ꎬ可称其为祝祭文ꎻ一类是哀悼逝者的祭文ꎬ
面向已逝亲朋故旧ꎬ抒发哀恸之情ꎬ可称其为哀祭文ꎻ还有一类祭文不归属此两

者ꎬ因而命其名为杂祭文ꎮ 徽州族谱所见祭文大部分为哀祭文ꎬ因灾祸而祈祷于

神灵护佑而作的祝祭文在族谱中记载相对较少ꎮ
(一)祝祭文

祝祭文一般是因自然灾害、不幸灾祸或其他事件祈求神灵护佑时所撰ꎮ 撰

写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神灵禳解灾患ꎬ护佑地方风调雨顺和人们万事平安、
安居乐业ꎮ 徽州谱牒所见祝祭文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地方官员因突发水旱灾害祈求或祈谢神灵禳解灾害而撰写的祝祭文ꎬ
如乾隆«弘村汪氏家谱»卷二十三记载的«绩溪宰汪沇祈雨文»«绩溪宰汪沇谢雨

文»«歙守董正封谢雨文»«徽守王公迈祈雨文»ꎬ同治«新安汪氏家乘»卷二十五

记载的«英济王祈雨文»、徽守李植«祈晴谢文»、丞相徽守洪适«祈晴谢文»和

«祈谢雨文»、郡守脱欢«祈谢雨文»等ꎬ都属于此种祝祭文ꎮ
二是因不幸灾患祈求或祈谢神灵护佑而写的祝祭文ꎬ如乾隆«弘村汪氏家

谱»卷二十三记载的徽守刘炳因虎患祈求神灵护佑写的«捕虎祝文»ꎻ同治«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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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家乘»卷二十五记载的徽守方畧因火患撰写的«禳火醮请王祝文»ꎬ郡守马

思忽因寇患撰写的«弭寇祝文»ꎬ前人因平寇患后祈谢神灵撰写的«谢平寇文»ꎬ
郡守万奴驱除蝗灾后祈谢神灵撰写的«驱蝗祈谢文»ꎬ马速勿因疫灾而写的«禳
疫祝文»等ꎮ

三是因其他事件向神灵祈谢或祈福求平安而写的祝祭文ꎬ如嘉靖«休宁邑

前刘氏族谱»卷末附录的«刘氏彭城社祝文»ꎬ是刘氏宗族为祈告土谷之神撰写

的祝祭文ꎻ乾隆«弘村汪氏家谱»卷二十三记载的«郡守许颂任满辞庙文»ꎬ是郡

守任满离去辞谢神灵而写的祝祭文ꎻ同治«新安汪氏家乘»卷二十五记载的谢采

伯«秋试毕谢王文»是因科考祈谢神灵护佑而写的祝祭文等等ꎮ
徽州谱牒所传载下来的祝祭文ꎬ其撰写者大多为徽州最高地方官吏或地方

名流仕宦ꎬ如绩溪宰苏辙、徽守洪适、徽守王公迈、郡守脱欢等ꎬ而普通民众撰写

的并不多见ꎮ 究其缘由ꎬ这与谱牒自身的属性相关ꎮ 一个宗族传承百载ꎬ其大事

小事不可胜数ꎬ家谱不可能一一撰述ꎬ所以在纂修谱牒时ꎬ收录大量与宗族相关

的地方名流仕宦的事迹文章ꎬ一则使宗族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借名流仕宦的影

响代代相传ꎬ二来可借助名流仕宦的声誉彰显本宗族的显赫地位ꎬ增强族众的荣

誉感ꎬ维护宗族统治秩序ꎮ
(二)哀祭文

哀祭文ꎬ是为哀悼已逝亲朋故旧或拜祭先祖而作ꎮ 在宗族生活中ꎬ祭拜先祖

或哀悼他族已逝亲朋故旧一直是宗族社交中的重要事件ꎮ 撰写挽文或念唱祭文

是表达生者对逝者哀思怀念的重要方式之一ꎮ 徽州族谱所见此类祭文ꎬ主要有

丧逝拜祭文和时节拜祭文两类ꎮ
丧逝拜祭文ꎬ是为哀祭逝亡不久的亲朋故旧而作ꎮ 如徽州府休宁县儒学教

谕、训导以及儒学生共祭“刘公”所作的«祭寿官刘公希远文»:“谁知一夕梦奠ꎬ
两 仙游ꎬ不复哀恸ꎮ” 〔１０〕再如婺源教谕李天叙«祭乡宾查鸣玉先生文»:“呜呼ꎬ
漆灯即设ꎬ素帷载张ꎬ灵爽在上ꎬ遗像在堂ꎬ宗族哀恸ꎬ乡邑凄凉” 〔１１〕ꎬ同类的还有

万历壬子年(１６１２ 年)族侄王学«祭德琼公文» 〔１２〕ꎬ婺源邑宰张绶«祭乡进士汉符

查年台文»«族祭书三先生文» 〔１３〕等等ꎮ
时节拜祭文ꎬ是不同时节对先人或始祖拜祭所作之文ꎮ 在古代ꎬ不同的时节

有不同的拜祭对象ꎮ “家必有庙ꎬ庙必有主ꎮ 月朔必荐新ꎬ时祭用仲月ꎮ 冬至祭

始祖ꎬ立春祭先祖ꎬ季秋祭祢ꎮ 忌日祭主ꎬ祭于正寝ꎮ” 〔１４〕 “清明祭墓ꎬ冬至祭祠ꎬ
近世士大夫家之通礼也ꎮ” 〔１５〕徽州族谱所见此类祭文如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 年)
查嗣韩«墓祭观察公文»:“皇清康熙三十四年ꎬ岁次乙亥ꎬ仲夏月壬戌朔ꎬ越祭日

乙酉ꎬ翰林院编修裔孙嗣韩ꎬ谨以刚鬣柔毛、清酌庶馐之仪ꎬ百拜致祭于始祖文征

公、祖妣赵氏夫人之墓前曰” 〔１６〕ꎬ光绪«绩溪南关惇叙堂(许氏)宗谱»载«敦睦堂

祭文»:“兹值律回姑洗ꎬ节届春分ꎬ天心来复ꎬ地脉方升ꎬ慨时序之推迁ꎬ仰威仪

与咫尺” 〔１７〕ꎬ“仲夏”“春分”为四时祭文常用语ꎻ清明祭文如同治«新安汪氏家

乘»卷二十五«祭文»载的万历十八年(１５９０ 年)汪道昆«清明祭墓文»«登源谒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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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ꎬ光绪«婺源查氏族谱»卷尾之八«文翰»载的«清明祭四三览辉公文» «清明

祭景度公文»等ꎻ季秋祢祭文如汪氏«重建吴清山墓祠征信录»卷一中记载的«九
月十三秋祭文»和道光«新安汪氏宗祠通谱»卷四载的«秋祭文»等ꎮ 在徽州的祠

庙祭祀中ꎬ以春秋二祭和春冬二祭最为常见ꎬ春祭在春分日举行ꎬ冬祭在冬至日

举行ꎮ 但有时宗祠的春秋二祭ꎬ将春分的春祭和清明的标祀并日举行ꎬ行期在春

分之后ꎬ清明之前ꎮ 因此出现了两者合祭的祭文ꎬ如汪氏«重建吴清山墓祠征信

录»卷一中记载有«春祭标祀文»一文ꎬ“昔在汉季ꎬ新都肇基ꎬ黟令继美ꎬ政绩宏

施ꎮ 煌煌祖德ꎬ谟烈免贻ꎬ忠贞大启ꎬ勋绩长垂ꎮ 簪缨阀阅ꎬ一秉前规ꎬ佳城拜奠ꎬ
载谒崇祠ꎮ 肃陈牲礼ꎬ敬涤巵匜ꎬ笙歌妥侑ꎬ惟神格思ꎮ 尚飨ꎮ” 〔１８〕 道光«新安汪

氏宗祠通谱»卷四亦载«春祭标祀文»一篇ꎬ其辞大同小异ꎮ 其它时节的祭文如

嘉靖«休宁邑前刘氏族谱»卷末附录的«元夕祝文»«冬至祝文»等ꎮ
另外ꎬ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某些宗族的祖先ꎬ因为时间久远ꎬ历代地方官员推

崇ꎬ民间崇祀ꎬ逐渐从宗族祖先神化为护佑一方的神灵ꎬ在受亲族的时节祭拜同

时ꎬ也受官府或民间信众时节祭拜ꎬ如徽州汪氏宗族的祖先汪华———汪王神ꎬ徽
州官府和民众以他为徽州最高地域神ꎬ四时拜祭ꎬ留下了若干时节拜祭汪王神时

撰述的祭文ꎮ 如同治«新安汪氏家乘»卷二十五载的«寒食祭墓文»ꎬ为徽守郏升

卿在寒食节祭汪王冢墓所书ꎻ再如乾隆«弘村汪氏家谱»卷二十三«事实»中载

«徽守王公迈清明诣王陵祭文»«乌聊山王庙岁时祭文»ꎬ是徽州地方官员岁时拜

祭汪华所作之文ꎮ
(三)杂祭文

徽州谱牒所见杂祭文ꎬ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诞辰祭祖文ꎮ 先祖的诞辰日是徽州宗族祭祖的一个重要日子ꎮ 徽州谱

牒中收录的与此相关的祭文ꎬ不在少数ꎮ 如道光«新安汪氏宗祠通谱»卷四有

«正月十八日祭王(指汪华)祖诞辰文»ꎬ即是一例ꎮ 民国«黟县环山余氏宗谱»
卷末后附的«始祖六百岁冥诞暨谱系告成祭文联额»ꎬ载有各界亲朋拜祭余氏始

祖诞辰祭文ꎬ其中除«本族告庙文»外ꎬ还有«前黟县训导兼教谕陈之□致祭文»
«阖城致祭文»«西递明经胡姓致祭文»«商界致祭文»«世戚胡谦恕致祭文»«枧
川宗台致祭文»等六篇致祭文ꎮ 再如«弘村汪氏家谱»卷二十三«事实»中所载

«季寿南庆王诞晨文»«徽守赵希远庆王诞晨文» 〔１９〕等ꎬ亦属此类ꎮ
二是庙祠告成祭文ꎮ 在古徽州ꎬ所在村落“家构祠宇ꎬ岁时俎豆” 〔２０〕ꎬ庙祠数

量众多ꎬ且分布广泛ꎮ 这些庙祠往往因年代久远ꎬ虫蚀霉烂ꎬ必须更年翻修ꎮ 庙

祠翻修告成之日ꎬ须撰写祭文告祭祖宗ꎮ 这类祭文在徽州族谱中ꎬ甚为常见ꎮ 如

道光«新安汪氏宗祠通谱»卷四载有«重修墓祠告成祭文»ꎻ汪氏«重建吴清山墓

祠征信录»卷一收录了«重修祖庙落成祭文»ꎬ卷二收录了«重建墓祠告成祭文»等ꎮ
三是祠奉祖宗神主祭文ꎮ 在徽州ꎬ崇祖敬祀ꎬ蔚然成风ꎮ 在徽州人看来ꎬ

“家庙之设ꎬ以妥祖灵ꎮ 夫神不立庙ꎬ神何所楼ꎬ庙不奉神ꎬ庙为虚设ꎮ” 〔２１〕家

庙是“妥祖灵”的地方ꎬ不奉神灵ꎬ是为虚设ꎬ因而神庙落成ꎬ须奉祖宗神主“以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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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灵”ꎮ 宗祠神庙奉神入主ꎬ须写祭文ꎬ以告祖宗ꎮ 徽州族谱所见此类祭文如光

绪«婺源查氏族谱»卷尾之八«文翰»所载«文德祠奉安廷椿公木主文» «文德堂

复奉支祖神主祭文»等ꎮ
徽州谱牒所见杂祭文除上述较为常见的数种外ꎬ还有谱牒修成告祖祭文、中

举竖旗祭祖文、立碑祭文、改元致祭文、加封告墓祭文、平复侵占墓地告祭文等

等ꎬ尽管其数量不多ꎬ但它反映了杂祭文的种类具有多样性ꎮ
在徽州谱牒编纂者看来ꎬ以上三大类十数种祭文ꎬ并无明显区别ꎬ因而在族

谱刻印时常杂混归于一卷之中ꎮ 我们认为ꎬ其实他们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

处ꎮ 以祝祭文和哀祭文为例ꎬ就祭文格式而言ꎬ严格来说ꎬ他们并无区别ꎬ以
“维”开始ꎬ结语用“伏惟尚飨”或“尚飨”ꎬ但相比较而言ꎬ大多哀祭文格式较为

规范ꎬ祭文前后序相对完整ꎬ祝祭文有些严格遵守其固有格式ꎬ而有些进行了异

变ꎮ 如嘉靖«休宁邑前刘氏族谱»卷末附录的«刘氏彭城社祝文»ꎬ其文如下:
维

年月日ꎬ休宁邑前刘 ＸＸ 等ꎬ敢昭告于彭城社土谷之神:
惟神聦明正直ꎬ公溥宽仁ꎬ土谷聀司ꎬ飬育民物ꎬ恩洽吾族ꎬ长幼沾濡ꎬ靡不式

兹ꎬ祗奉□□ꎬ□祈农事ꎬ稼穑有秋ꎬ庸报神功ꎬ鼓吹载振ꎮ 惟兹春祈秋报ꎬ谨以牲

醴果馐用伸虔告ꎮ〔２２〕

此祝文格式其首序严格遵守其固有格式ꎬ以“维年月日休宁邑前刘 ＸＸ 等敢

昭告于彭城社土谷之神”起始ꎬ后接正文ꎬ但尾序并无“伏惟尚飨”字样ꎬ省略了

尾序内容ꎮ 首尾序的内容全部省略的如乾隆«弘村汪氏家谱»卷二十三记载的

«歙守董正封谢雨文»ꎬ其文曰:
惟神昔在隋末ꎬ保全一方ꎬ识机顺道ꎬ纳款于唐ꎬ持节六州ꎬ光荣故乡ꎮ 生为

忠臣ꎬ殁受明祀ꎬ威灵如在ꎬ福惠昭布ꎮ 今岁之秋ꎬ天久不雨ꎬ迎像乳溪ꎬ甘雨旋

注ꎬ再逾旬时ꎬ朝夕云雾ꎮ 逮于甲申ꎬ沛泽有裕ꎬ盈亩溢浍ꎬ灌我田圃ꎬ神貺昭然ꎬ
此邦是护ꎬ奉王而归ꎬ远近奔趋ꎬ致祠庙堂ꎬ以达神祚ꎮ〔２３〕

此祝文首尾序的内容皆无ꎬ再如同治«新安汪氏家乘»卷二十五记载的«秋
试毕谢王文»、绩溪宰苏辙«病愈谢文»、郡守马思忽«弭寇祝文»、丞相江万里

«告庙保二亲祝文»等ꎬ亦如是ꎮ
就内容主旨而言ꎬ祝祭文和哀祭文区别明显ꎮ 哀祭文重在表达生者对逝者

的哀恸悲伤之意ꎬ寄托生者哀思之情ꎬ而祝祭文则用于祈福禳灾ꎬ重在祈神禳灾

与谢神佑护ꎬ如«刘氏彭城社祝文»ꎬ从其正文可知其撰写目的是为了祈祷土谷

之神护佑稼穑丰收ꎮ «歙守董正封谢雨文»是为祈雨成功而感谢汪王神时所撰

祝祭文ꎬ该祭文称因“天久不雨”ꎬ所以人们“迎像乳溪”ꎬ祈求汪神护佑降雨ꎬ结
果“逮于甲申ꎬ沛泽有裕ꎬ盈亩溢浍”ꎬ甲申日大雨倾盆ꎬ灌田溉圃ꎬ人们“远近奔

趋ꎬ致祠庙堂”ꎬ以谢神佑ꎮ 再如乾隆«弘村汪氏家谱»卷二十三记载的«郡守赵

希远辞庙文»ꎬ其文曰:“今行且有日ꎬ不敢以不告ꎬ然抑犹有所祷也ꎬ盖自徽而达

于姑苏ꎬ水浮陆转ꎬ数百里而遥ꎬ神能保其无虞ꎬ是为终其赐焉ꎮ” 〔２４〕因撰者远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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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徽州到姑苏ꎬ“水浮陆转”ꎬ有数百里之远ꎬ为祈求神灵护佑ꎬ安全到达ꎬ故而撰

文祷告ꎮ 显然ꎬ祝祭文表达的内容和诉求ꎬ与哀祭文主要表达的哀思与怀念ꎬ并
非同类ꎮ 我们对徽州族谱所见祭文的分类ꎬ正是为了区分其不同的内涵ꎮ

二、族谱所见祭文的特征

在徽州ꎬ为了维持宗族血缘的纯洁性ꎬ人们非常重视家族谱牒的编修ꎬ认为

“三世不修谱者ꎬ不可谓孝子” 〔２５〕ꎮ 在徽州人看来ꎬ“族之有谱ꎬ祖其祖也ꎬ有祖

则有宗” 〔２６〕ꎬ“族谱之制ꎬ使世之为人子者ꎬ上考祖祢之源流ꎬ下序云仍之昭穆ꎬ以
传于无穷而不失其本也”ꎮ〔２７〕谱牒编修是奉祖敬宗、报本追远的体现ꎬ可以考“祖
祢之源流”ꎬ传之“不失其本”ꎮ 因而ꎬ在编修谱牒时ꎬ非常重视对先祖相关文字

言行的著录ꎮ 祭文作为亲朋故旧拜祭本族逝者或先祖的文字ꎬ载入族谱既是对

祖宗的尊崇ꎬ也是展现宗族社会关系的一个媒介ꎮ 族谱所录祭文不同于其它著

述或文献对祭文的著录ꎬ有其自身的特点ꎮ
首先ꎬ族谱所载祭文都是本族或他族亲朋故旧拜祭本族逝者或先祖的祭文ꎬ

具有“归族性”ꎮ 谱牒作为一个宗族的历史记录ꎬ在编修谱牒时“非其族而同之

是鬻祖ꎬ果其族而外之是遗祖ꎬ均之谓悖ꎮ” 〔２８〕 不是本族先祖的事迹而收之ꎬ是
“鬻祖”ꎬ是本族先祖的事迹而不录ꎬ是“遗祖”ꎬ都是大逆不道的ꎮ 这一方面反映

了谱牒的编撰有严格的原则和禁忌ꎬ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谱牒所载都为本族先祖

之事ꎬ他族之事一般不录ꎮ 族谱所录祭文的归族性主要体现在祭文的哀祭对象

都是本族的逝者或先祖ꎬ如康熙«婺源婺南中云王氏世谱»卷八«祭文»中所载的

«祭汝晋公文»«祭德琼公文»«祭泰寰公文»«祭希列公文»«祭孝甫公文»«祭文

先公文»等ꎬ“汝晋公”“德琼公”“泰寰公”“希列公”“孝甫公”以及“文先公”都
是王氏宗族的先祖ꎮ 再如光绪«婺源查氏族谱»卷尾之八«文翰»中载的«清明祭

始祖观察公文»«清明祭四三览辉公文»«墓祭掌书公文»«文德祠奉安廷椿公木

主文»«清明祭廷椿公文»«文德堂复奉支祖神主祭文»«墓祭士琦士璇公文»«祭
乡宾查修埜先生文»«祭乡进士汉符查年台文»«海宁通族祭斗山公文»«祭梧岗

查亲家文»«祭乡宾查鸣玉先生文»等ꎬ祭文哀祭对象都为查氏宗族的丧逝者或

先祖ꎮ 当然ꎬ祭文的撰写者ꎬ大多为本族人ꎬ但也不乏非本族之人ꎮ 依据归族性

原则ꎬ即使非本族之人所撰ꎬ而祭文祭祀的对象ꎬ则必须为本族先祖或丧逝者ꎬ如
此祭文方得入选宗族谱牒ꎮ 这是谱牒乃家族文献的属性决定的ꎮ

其次ꎬ族谱所录祭文在时间上前后相延ꎬ具有“时序性”ꎮ 徽州宗族源远流

长ꎬ嘉靖«徽州府志»卷二«风俗志»云:“家多故旧ꎬ自唐宋来ꎬ数百年世系ꎬ比比

皆是ꎮ” 〔２９〕光绪«婺源县志»亦云:“乡落皆聚族而居ꎬ多世族ꎬ世系数十代” 〔３０〕ꎮ
久远的宗族历史ꎬ使得谱牒所载内容一代代前后相沿ꎬ在时序上连续不断ꎮ 徽州

族谱所见祭文的撰述时间ꎬ从古至今ꎬ前后相续ꎮ 典型的如同治«新安汪氏家

乘»所载的 ５０ 余篇祭文ꎬ最早的一篇是苏辙撰写的«病愈谢文»ꎬ署名绩溪宰苏

辙ꎮ 最晚的一篇是清咸丰八年(１８５８ 年)汪氏裔孙撰述的«加封祭告文»ꎮ 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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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丰七年到清咸丰八年近 ８００ 年间ꎬ拜祭汪神的朝廷官吏和徽州地方官吏ꎬ不
可胜数ꎬ他们留下的祭文ꎬ被家乘所载的ꎬ宋、元、明、清各朝都有ꎮ 如南宋洪适撰

的«祈晴谢文»«祈谢雨文»、宋宁宗时徽州太守赵希远撰«王生朝祭文»、元徽州

路达鲁噶齐孛术鲁敬撰的«谒庙文»、明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 年)汪玄锡«复王墓祭

文»、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 年)汪道昆撰«小金山祭墓文»、清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 年)
汪氏各派支裔为平复侵占墓地事告祭先祖撰«平复侵占墓地告文»等ꎬ在撰述年

代上历朝顺序相延ꎬ具有延续性ꎮ 再如光绪«婺源查氏族谱»卷尾之八«文翰»所
载的康熙乙巳(１６６５ 年)婺源教谕胡来化«祭查元□先生文»、康熙己巳(１６８９
年)婺源邑宰张廷元«祭乡宾查修埜先生文»、康熙癸酉年(１６９３ 年)查升«孝义

祠竖旗祭列祖文»、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 年)查嗣韩«墓祭观察公文»、康熙戊寅

年(１６９８ 年)查嗣珣«孝义祠竖旗祭列祖文»、康熙己卯(１６９９ 年)婺源邑宰张绶

«祭乡进士汉符查年台文»、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 年)«海宁通族祭斗山公文»等ꎬ
他们在撰述时间上前后相延续ꎬ具有时序性ꎮ

再次ꎬ族谱所录祭文类型多样ꎬ风格各异ꎬ具有多样性ꎮ 从祭文类型上说ꎬ族
谱所载的祭文有祈祷神灵保佑的祝文ꎬ有哀祭逝者或拜祭先祖的哀祭文ꎬ亦有因

各种事件而祭告祖宗的告祭文ꎬ如诞辰祭祖文、竖旗祭祖文、庙祠告成祭文、祠奉

祖神主祭文、立碑祭文、改元致祭文、加封告墓祭文、平复侵占墓地告祭文等ꎮ 从

祭文撰述时间看ꎬ既有唐、宋徽州族谱编撰尚未盛行的时期ꎬ也有元、明、清徽州

谱牒编撰成风的时期ꎮ 从文体文风来说ꎬ有些祭文骈散结合ꎬ其辞情真意切ꎻ有
些祭文短小精炼ꎬ言辞恳切ꎻ还有一些祭文格式固定ꎬ言辞晦涩肃穆ꎮ 因此ꎬ徽州

族谱所录的祭文ꎬ体现了多样性的特征ꎮ 同时ꎬ无论何种类型和风格的祭文ꎬ其
中保留的民间民俗语言ꎬ又反映了民俗文化的色彩ꎮ 比如ꎬ从名称来看ꎬ祭文分

时节ꎬ徽州族谱中各时节祭文有清明墓祭文、冬至祭文、季秋祢祭文、除夕祭文、
四时祭文等ꎬ这些祭文反映了民间四时祭祖风俗ꎮ 在祭文中还保留了大量民间

祭祀用语ꎬ它也是祭文反映民俗文化的重要体现ꎮ 兹略举祭文的序部分为例ꎬ
«乌聊山王庙岁时祭文»序:“大明宣德年月日ꎬ直隶徽州府知府崔俊彦等ꎬ谨偹

牲礼之仪ꎬ敢昭告于府主越国汪公之神曰” 〔３１〕ꎬ«海宁通族祭修埜公文»祭文序:
“康熙己巳ꎬ岁次十月朔甲子ꎬ越十有四日丁丑ꎬ盐官愚姪培继、继珫、继超
继洪ꎬ愚姪孙嗣韩、敞炜、魏旭嗣谨ꎬ遴愚曾姪孙 镐、启贤、升镕克良

等ꎬ谨以瓣香朿楮之仪ꎬ致奠于皇清待赠大乡宾献廷府君之灵曰” 〔３２〕ꎬ«报本楼祭

文»序:“皇清光绪年月日ꎬ裔孙某等ꎬ谨以香帛茶醴柔毛刚鬣庶馐之仪ꎬ致祭于

显太外祖考妣暨太舅考妣之座前而言曰” 〔３３〕ꎮ 从“谨以瓣香朿楮之仪”“谨以香

帛茶醴柔毛刚鬣庶馐之仪”等语可知ꎬ民间风俗对献祭礼品的称谓和内容有差

异ꎮ “瓣香”ꎬ佛教语ꎬ指一瓣香ꎬ也即一炷香的意思ꎻ“楮”指一种落叶乔木ꎬ宋、
金、元发行纸币ꎬ多用楮皮制成ꎬ后泛指纸钱ꎬ所以“瓣香朿楮”指的是香烛纸钱ꎮ
“香帛”指的就是香烛纸表ꎬ“柔毛”是古代祭祀所用羊的别称ꎬ“刚鬣”古代祭祀

猪的专称ꎬ“庶馐”指多种美味ꎬ所以“香帛茶醴柔毛刚鬣庶馐”ꎬ不仅有香表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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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羊猪庶馐ꎬ还有茶点ꎬ献祭丰盛ꎮ 再如对祭奠对象的称谓ꎬ如“皇清待赠大乡

宾献廷府君之灵”“显太外祖考妣暨太舅考妣之座”等ꎬ说明民间风俗对不同的

祭祀对象有不同的文语称谓ꎮ 从祭奠者自称来看ꎬ有“盐官愚姪” “愚曾姪孙”
“裔孙某”等ꎬ称呼各异ꎮ 因此ꎬ在祭文中无论是对献祭品的文语称谓、祭奠对象

的文语称谓还是祭奠者自身的文语称谓ꎬ都反映着当时徽州民间的风俗习惯ꎬ是
民间风俗文字化的体现ꎮ

总之ꎬ与一般文体或者其它文献收录方式不同ꎬ作为家族文献之族谱ꎬ其所

录的祭祀文ꎬ哀祭对象都是本族的逝者或先祖ꎬ呈现了“归族性”的特征ꎮ 家谱

数十年重修ꎬ文献辑录往往多因循旧文ꎬ故而代代相承ꎬ祭文的“时序性”特征明

显ꎮ 祭文之类型众多ꎬ文风各异ꎬ其中语言文字不乏地域特色ꎬ反映了民俗文化

的色彩ꎬ因此族谱所录祭文还体现出了多样性和民俗性ꎮ

三、族谱所见祭文社会文化内涵探析

祭祀是人类古老的精神活动之一ꎮ 许慎«说文解字»:“祭ꎬ祭祀也ꎮ 从示ꎬ
以手持肉” 〔３４〕ꎬ其甲骨文字形即用手持肉飨神的形状ꎮ «礼记祭统»云:“凡治

人之道ꎬ莫急于礼ꎻ礼有五经ꎬ莫重于祭ꎮ” 〔３５〕 «论语尧曰»中说:“(子)所重:
民ꎬ食ꎬ丧ꎬ祭ꎮ” 〔３６〕«论语述而»:“子之所慎:斋ꎬ战ꎬ疾ꎮ” 〔３７〕 “斋”即祭祀斋戒ꎮ
由古人记述可知ꎬ祭祀在古代人们生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ꎬ需要统治者重视并慎

重对待ꎮ 故«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ꎬ在祀与戎” 〔３８〕ꎮ 祭祀作为人们

向神灵或祖先祈福消灾的一种传统礼俗仪式ꎬ表达着人们对国泰家旺的美好向

往和追求ꎮ “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ꎬ见君臣之义焉ꎬ见父子之伦焉ꎬ见
贵贱之等焉ꎬ见亲疏之杀焉ꎬ见爵赏之施焉ꎬ见夫妇之别焉ꎬ见政事之均焉ꎬ见长

幼之序焉ꎬ见上下之际焉ꎮ” 〔３９〕可见ꎬ祭祀是规范统治秩序与伦理道德的一种方

式手段ꎬ从诞生起ꎬ就承担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功能ꎮ 祭文作为“人神相接”工具ꎬ
在古代祭祀仪式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ꎬ其发展延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传

统社会的社会文化发展状况ꎬ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涵义ꎮ 徽州族谱所见祭文ꎬ以哀

祭逝者或悼念先祖的哀祭文居多ꎬ祈祷神灵护佑的祝祭文较少ꎮ 这里ꎬ我们主要

以徽州族谱所见哀祭文为考察对象ꎬ探析祭文的社会文化涵义ꎮ
第一ꎬ祭文作为人神相接的工具ꎬ可以联通祖宗神灵ꎬ人神相交ꎬ反映了徽州

民间社会认为人死神魂不灭的观念ꎮ 生老病死是生命发展的必然过程ꎬ是人类

无法扭转的自然现象ꎬ自古人们对其存有敬畏和恐惧心理ꎮ 源于对死亡的敬畏ꎬ
古代社会一直奉行灵魂不灭的生死观念ꎮ 在徽州民间ꎬ人们认为人死为鬼ꎬ必须

为鬼魂筑墓建祠ꎬ不时供奉享祀ꎬ“盖人死魂归天而魄降地ꎬ圣人营墓以藏其魄ꎬ
立主以定其魂ꎬ是墓与庙皆礼仪不可忽ꎮ 时人置此不讲ꎬ令祖若宗生前居华屋ꎬ
死后空坵墟ꎬ上雨旁风ꎬ无所盖障ꎬ何以凝精气奠游魂乎! «曲礼»言之矣ꎬ君子

将营宫室ꎬ宗庙为先ꎮ” 〔４０〕“家庙之设ꎬ以妥祖灵ꎮ 故古之君子将营宫室ꎬ寝庙为

先ꎬ所以重本ꎬ始之义也ꎮ 夫神不立庙ꎬ神何所楼ꎬ庙不奉神ꎬ庙为虚设ꎮ” 〔４１〕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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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节祭祀供仪ꎬ须热而有热气ꎬ盖鬼神享其气也ꎮ” 〔４２〕筑墓修庙ꎬ奉主祭祀都是

徽州民间灵魂崇拜的表现ꎮ 祭文作为人神沟通的手段ꎬ一端连接阳间生者ꎬ一端

衔接阴间逝者ꎬ本身就体现出了人们对人死有灵、神魂不灭观念的认同ꎮ 这可以

从祭文所述的语言表现出来ꎬ如«祭乡宾查鸣玉先生文»:“哲人既往ꎬ予怀曷忘ꎬ
何以奠之ꎬ清酒一觞ꎬ魂兮归来ꎬ冷月残霜ꎮ” 〔４３〕清酒一觞ꎬ与逝者神魂对饮ꎬ哀思

寄情ꎻ再如“仰恃我祖ꎬ在天之灵ꎬ昭鉴裔孙尚赓等ꎬ报本之忱ꎬ阴为相佑ꎬ不日底

成ꎬ庶蒸尝ꎬ永有所依ꎬ而我祖功德为不泯矣ꎮ”〔４４〕仰祖先魂灵佑护裔孙ꎬ心想事成ꎮ
第二ꎬ祭文作为在宗族祭祀中与先祖进行神魂沟通的手段ꎬ是传统社会儒家

孝道思想的体现ꎮ 儒家学说千年传承ꎬ“大中至正ꎬ上之极广大高明而不溺于空

无ꎬ下之极切实可用而不流于功利ꎮ” 〔４５〕儒学作为传统中国社会建构社会伦理纲

常的基石ꎬ其触角在几千年的延异中伸遍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ꎬ大到家国天下的

构建ꎬ小到个体生死历程ꎬ都有其影子存在ꎮ 在儒家看来ꎬ崇祀先祖、“慎终追

远”为孝道之行ꎬ“事死如事生ꎬ事亡如事存ꎬ孝之至也ꎮ” 〔４６〕 奉事祖先就像活着

一样ꎬ拜祭祖先就像他存在一样ꎬ这才能说是至孝ꎮ “慎终追远”ꎬ“慎终”指对待

死亡时谨慎处理ꎬ态度需慎重ꎻ“追远”指死后继续祭奠ꎬ表达不忘根本和哀思怀

念之情ꎮ 撰写、念唱祭文作为祭祀仪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ꎬ其本身就是“慎终追

远”孝道思想的体现ꎮ 首先ꎬ祭拜祖先有四时祭、诞辰祭、忌日祭等ꎬ在这些时节

祭奠撰祭文ꎬ表达了对祖先的“追远”孝敬之意ꎮ 其次ꎬ宗族有意外事件发生ꎬ如
祖宗陵寝被占、祠庙日久返修、墓域封禁立碑等有扰祖宗神灵安宁ꎬ撰写祭文告

祭先祖ꎬ其行为本身也是“慎终追远”ꎬ为先祖尽孝的表现ꎮ 最后ꎬ在撰祭文时ꎬ
为了表现对先祖的孝敬ꎬ对先祖的称呼和自身的称呼各有区别ꎬ对先祖的称呼如

显高祖考某官某行某府君、显高祖妣某封某氏、显曾祖考某官某行某府君、显曾

祖妣某封某氏、显祖考某官某行某府君、显祖妣某封某氏、显考某官某行某府君、
显妣某封某氏等ꎬ对撰者自身的称呼如孝玄孙某、裔孙某、孝子某、世孙某等ꎬ称
呼的转变也是对先祖尽孝道的体现ꎮ

第三ꎬ在徽州宗族祭祀活动中ꎬ念唱祭文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ꎬ与整个祭祀

仪式形成一个统一体ꎬ对增强宗族同源意识ꎬ维护宗族团结ꎬ构建宗法伦理ꎬ维系

与巩固宗族制度有重要作用ꎮ 以冬至祭为例ꎬ其仪节礼目和祝文稿如下:
仪节礼目:
声铳　 击皷　 掌乐　 主祭者进　 陪祭者进　 某行进　 某行进　 某行某以次

偕进　 序立　 就位　 主祭者诣盥洗所　 盥洗　 授巾　 整冠　 袒服　 束带　 纳履

　 复位　 鞠躬　 拜兴凡四　 行初献礼　 主祭者诣香案前　 跪　 初上香　 兴　 诣

神位前　 跪　 初进爵　 酬酒　 奠酒　 兴　 复位　 鞠躬　 拜兴凡四　 行亚献礼　
诣香案前　 跪　 亚上香　 兴　 诣神位前　 跪　 亚进爵　 酬酒　 奠酒　 兴　 复位

　 鞠躬　 拜兴凡四　 行三献礼　 诣香案前　 跪　 三上香　 兴　 诣神位前　 跪　
三进爵　 酬酒　 奠酒　 进馔　 进羹　 进膳　 点茶　 献金帛表礼　 止乐　 俯伏　
读祝文　 掌乐　 兴　 复位　 鞠躬　 焚金帛表礼　 焚祝文　 礼毕　 平身〔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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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文稿:
维

皇清某年ꎬ次岁某月朔ꎬ越祭日ꎬ某某世孙某某偕合族等ꎬ谨以刚鬣柔毛、清
酌庶馐之仪ꎬ致祭于历代昭、穆祖考、妣之神前而言曰:呜呼ꎬ时维长至ꎬ亚岁良

辰ꎬ当一阳之乍转ꎬ值万物而复生ꎬ及其春露盈郊ꎬ秋霜匝野ꎬ正孝子思亲之日ꎬ乃
仁人报本之时ꎮ 况国家犹重于崇朝ꎬ岂庶士而忘ꎮ 夫钜典追念我祖ꎬ籍自宏农ꎬ
派分江右ꎬ复迁皖桐ꎬ垂兴家以立业ꎬ勤课子而若孙ꎮ 递及百世弗替ꎬ传流千载靡

穷ꎮ 积善行仁ꎬ伫看鸿才硕彦ꎻ力田孝弟ꎬ预知蔚起人文ꎮ 第阅历之既深ꎬ觉规模

之宏远ꎮ 孺慕缅怀先泽ꎬ诚虔应致苾芬ꎮ 仰瞻祖宇ꎬ维德维馨ꎮ 在上左右ꎬ来格

来灵ꎮ 凄怆闻忾ꎬ报本宁亲ꎮ 尚飨ꎮ
年岁次 　 月冬至日 　 户长某 　 房长某〔４８ 〕

从上述冬至祭的仪节礼目中可看出ꎬ读祝文项排在 ６６ 位ꎬ在这之前ꎬ还有献

礼、上香、跪拜、鞠躬、进馔等仪节ꎮ “夫祭者ꎬ非物自外至者也ꎬ自中出ꎬ生于心ꎮ
心怵而奉之以礼” 〔４９〕ꎬ在祭祀时ꎬ族众在宗族长者的安排下ꎬ按严格的等级次序

顺次站立ꎬ族众面对一排排祖先神位ꎬ经过前面 ６５ 种仪节熏染ꎬ在肃穆的氛围中

所有宗族成员不由自主的对祖宗神灵产生了“怵”的心里ꎬ心“怵”而对祖先生

“敬”ꎬ敬而有礼ꎮ 另外ꎬ在念唱祭文时ꎬ基于血缘自觉ꎬ族众因而产生宗族同源

意识ꎬ这样ꎬ在长期的祭祀活动中ꎬ使族员之间产生一种宗族认同ꎬ从而潜移默化

的减少族众之间矛盾与冲突ꎬ维护宗族团结ꎬ增强宗族凝聚力ꎮ 此外ꎬ在祭文中

有一部分为缅怀先祖丰功伟业、追述家族历史的内容ꎬ如祝文稿“籍自宏农ꎬ派
分江右ꎬ复迁皖桐ꎬ垂兴家以立业ꎬ勤课子而若孙ꎮ 递及百世弗替ꎬ传流千载靡

穷ꎮ 积善行仁ꎬ伫看鸿才硕彦ꎻ力田孝弟ꎬ预知蔚起人文”语ꎬ祭文通过念唱ꎬ祖
宗的丰功伟业潜移默化地被族众接受ꎬ从而从内心对先祖产生崇敬之意ꎬ承袭先

祖奋斗精神ꎬ将宗族发扬光大ꎮ 通过相关祭祀仪式和念唱祭文的洗礼ꎬ宗族成员

从内心产生族源认同ꎬ在宗族内崇祖守礼ꎬ恪守自己的义务ꎬ团结互助ꎬ共同构建

并维护和谐的宗族伦理生活ꎬ强化宗族制度ꎬ巩固宗族治理ꎮ
第四ꎬ在徽州民间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自然灾祸的抵抗力非常低ꎬ一旦

出现灾祸ꎬ祭拜神灵ꎬ祈福禳灾ꎬ便成为民众在绝境中获取心灵慰藉的方式之一ꎮ
民间祭祀根源于民众的具体生活ꎬ反映着民众的世俗情欲ꎬ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和

功利性ꎮ 撰写并念唱祭文作为徽州民间祭祀仪式中的一个环节ꎬ同祭祀本身一

样ꎬ带有实用性和功利性ꎮ 首先ꎬ就丧逝吊祭来说ꎬ吊祭者撰写念唱祭文ꎬ其目的

一方面是通过这样的方式ꎬ哀悼、怀念逝者ꎬ表达吊祭者对逝者的哀恸之意ꎬ一方

面通过祭文的形式与逝者神魂相交ꎬ从而遣泄吊祭者因亲朋丧逝而带来的悲痛

之情ꎮ 如光绪«婺源查氏族谱»卷尾之八«文翰»载的«族祭书三先生文»ꎬ其文

曰:“功欲图而时未久ꎬ志虽壮而身先倾ꎬ嘉寸心之千古ꎬ动同志之思情ꎬ若者称

为叔侄ꎬ若者呼为弟兄ꎮ 置生刍于一朿(束)ꎬ吊灵魂兮一觥ꎬ意其不与草木同

腐ꎬ而当书之谱牒以名荣ꎮ 呜呼ꎬ感时花泪落ꎬ恨别鸟心惊ꎬ孰不见輀车而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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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ꎬ听薤露而泪纵横ꎮ” 〔５０〕“輀车”指运送灵柩的车辆ꎬ“薤露”其字义指薤上的露

水ꎬ这里指«薤露»ꎬ中国古代著名的挽歌辞ꎮ “感时花泪落ꎬ恨别鸟心惊ꎬ孰不见

輀车而心痛悼ꎬ听薤露而泪纵横”ꎬ表达吊祭者的哀恸悲伤之意ꎮ “生刍一束”ꎬ
美酒一觥ꎬ魂兮归来ꎬ哀而且伤ꎬ书之谱牒ꎬ名荣垂古ꎬ生者与逝者魂灵相交ꎬ以
“生刍”与美酒ꎬ书之谱牒ꎬ遣泄吊祭者之哀悲ꎮ 其次ꎬ就宗族祭祖来说ꎬ其目的

一是通过念唱文字的方式把生者的灵愿上达逝者或先祖ꎬ反始报本ꎬ以此求得心

灵慰藉ꎻ二是希冀通过这样的方式ꎬ获得先祖神灵的护佑ꎬ使得家泰人安ꎮ 如光

绪«婺源查氏族谱»卷尾之八«文翰»载的«墓祭观察公文»:“然水源木本不可弥

忘ꎬ区区之私用ꎬ是赉拜于墓前ꎬ聊陈牲礼ꎬ以敬告庶几默佑ꎮ” 〔５１〕墓祭先祖ꎬ不忘

本源ꎬ聊陈牲礼ꎬ献祭先祖ꎬ默佑子孙ꎬ家泰人安ꎮ 最后ꎬ拓展宗族生存范围ꎬ让宗

族势力的触角尽可能广地渗透到民间社会的各个角落ꎬ是每个宗族发展壮大的

必然选择ꎬ撰写祭文吊祭他族逝者亲朋ꎬ联络情感ꎬ是徽州宗族或其它势力拓展

势力范围ꎬ扩大社交圈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ꎮ 以民国«黟县环山余氏宗谱»卷末

所附祭文为例ꎬ宗谱所载祭文是余氏始祖六百年诞辰日ꎬ同时是余氏谱系告成之

日ꎬ他人致祭余氏始祖所撰ꎬ共 ６ 篇ꎬ分别是«前黟县训导兼教谕陈之□致祭

文»、程寿保撰的«阖城致祭文»«西递明经胡姓致祭文» «商界致祭文» «世戚胡

谦恕致祭文»«枧川宗台致祭文»ꎮ 从祭文的撰者看ꎬ有西递明经胡氏、商界代

表、世戚胡谦恕等ꎮ 在«西递明经胡姓致祭文»中末尾ꎬ提到“主祭者胡卓峰先生

麟瑞” 〔５２〕ꎬ由此可知ꎬ其与余氏宗族相关族员关系匪浅ꎮ 由«世戚胡谦恕致祭

文»中“惟吾祖姑ꎬ淑慎端庄ꎬ来嫔于公ꎬ同膺福庆ꎬ朱陈结好” 〔５３〕 语可知ꎬ胡谦恕

是余氏姻亲ꎮ 西递明经胡氏宗族子弟以经商闻名ꎬ所以有商界致奠余氏始祖诞

辰的祭文ꎮ 明经胡氏宗族与环山余氏宗族以姻亲为纽带ꎬ通过祭奠致祭文的方式

加强宗族间的交往ꎬ其增进两个宗族间的感情ꎬ拓展宗族社交圈的实用意图甚明ꎮ
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ꎬ语言在超越了其本身的随意性而构成一种所指

之后ꎬ它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就具有了某种“制度”性特征ꎬ它们作为一种社会

组织行为ꎬ反映了某些社会群体的意识ꎬ并通过语言在社会性行为中的反复使用

而变得神圣而不可侵犯ꎮ〔５４〕祭文作为一种人神交接的象征性符号ꎬ在祭祀礼仪

具有了“制度”性ꎬ在不断念唱语境中ꎬ具有了“神圣性”ꎬ因而作为宗族传承纽带

的谱牒家乘ꎬ为了凸显祖先崇拜ꎬ把具有神圣性的祭文录载其中ꎬ也是其应有之

义ꎮ 根源于儒家文化的中国祭祀礼俗ꎬ神灵崇拜与孝亲思想始终是贯穿其发展

延异过程中的两条主线ꎮ 在徽州谱牒中ꎬ大量民间祭文的留存ꎬ一方面为我们研

究明清徽州乃至更早以前徽州社会的祭祀民俗提供了史料ꎬ让我们可以从民间

大众的视角去还原和建构原始生态中的徽州祭祀民俗中的人神关系ꎻ另一方面

作为儒家孝亲观念的体现ꎬ念唱祭文乃至与之相关的祭祀仪礼ꎬ可以让我们从祭

祀的角度去考察、观感儒家文化在徽州社会的传承ꎮ 作为“程朱阙里”的徽州ꎬ
新安理学源远流长ꎬ南宋之后一直规范着徽州社会的文化仪礼ꎬ为传统徽州宗族

社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ꎮ 作为深受新安理学影响的徽州民间祭祀文化ꎬ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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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ꎬ已经发生变异ꎬ如何留存这些民族文化ꎬ去粗存精ꎬ发挥

他们的功能ꎬ是徽州民俗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ꎮ

注释:
〔１〕«济阳江氏统宗谱»卷一«江氏家训祭祀»ꎬ民国八年(１９１９ 年)刻本ꎮ
〔２〕«无为濡须张氏宗谱»卷一«十世祖柳亭公家训»ꎬ道光二年(１８２２ 年)刻本ꎮ
〔３〕«旌阳张氏通修宗谱»卷一«敬述朱文公家训»ꎬ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刻本ꎮ
〔４〕周绍泉、赵亚光:«窦山公家议校注»ꎬ黄山书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２１ 页ꎮ
〔５〕李隆基注ꎬ邢昺疏:«孝经注疏»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１７ 页ꎮ
〔６〕董仲舒撰ꎬ凌曙注:«春秋繁露»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５ 年ꎬ第 ５６１ 页ꎮ
〔７〕王兆芳:«文章释»ꎬ载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 ７ 册)»ꎬ复旦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６３０９ 页ꎮ
〔８〕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ꎬ罗根泽校点ꎬ载«文章辩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１５４ 页ꎮ
〔９〕«唐代悼祭文概说»将祭文分为天地山川祭文、祭神文、释奠祭文、冢庙祭文、悼祭文、杂祭文六类ꎮ
〔１０〕«休邑敉宁刘氏本支谱»卷七«文翰祭寿官刘公希远文»ꎬ嘉靖刻本ꎮ
〔１１〕〔１３〕〔１６〕〔３２〕〔４３〕〔５０〕〔５１〕«婺源查氏族谱»卷尾之八ꎬ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 年)刻本ꎮ
〔１２〕«婺源婺南中云王氏世谱»卷八«翰纪祭德琼公文»ꎬ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 年)刻本ꎮ
〔１４〕«新安琅琊王氏宗谱»卷首«丧礼礼制伊川程先生丧祭礼制»ꎬ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 年)刻本ꎮ
〔１５〕〔４７〕〔４８〕«杨氏宗谱»卷首(下)«冬至公议»ꎬ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刻本ꎮ
〔１７〕〔３３〕«绩溪南关惇叙堂(许氏)宗谱»卷九ꎬ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 年)刻本ꎮ
〔１８〕«重建吴清山墓祠征信录»卷一«春祭标祀文»ꎬ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 年)刻本ꎮ
〔１９〕“辰”古同“晨”ꎬ清早ꎬ开始之意ꎮ 族谱中“诞辰”也作“诞晨”ꎮ
〔２０〕〔２９〕何东序、汪尚宁纂修:«(嘉靖)徽州府志»ꎬ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２９»ꎬ书目文献出

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６７ 页ꎮ
〔２１〕〔４１〕«婺源查氏族谱»卷尾之八«文翰文德堂复奉支祖神主祭文»ꎬ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 年)刻本ꎮ
〔２２〕«休宁邑前刘氏族谱»卷末附录ꎬ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 年)刻本ꎮ
〔２３〕〔２４〕〔３１〕«弘村汪氏家谱»卷二十三ꎬ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 年)刻本ꎮ
〔２５〕«休宁西门汪氏大公房挥佥公支谱»卷一«西门本宗谱跋»ꎬ乾隆四年(１７３９ 年)刻本ꎮ
〔２６〕〔２８〕«济阳江氏统宗谱»卷一«户部主事龙山程霆修江氏谱议»ꎬ民国八年(１９１９ 年)刻本ꎮ
〔２７〕«绩溪华阳舒氏统宗谱»卷首«原序»ꎬ同治九年(１８７０ 年)刻本ꎮ
〔３０〕吴鹗等纂:«婺源县志»卷三«疆域志六风俗»ꎬ光绪九年(１８８３ 年)刊本ꎮ
〔３４〕许慎:«说文解字»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３ 年ꎬ第 ８ 页ꎮ
〔３５〕〔３９〕〔４６〕〔４９〕朱彬撰ꎬ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７２２、７２８、７７５、７２２ 页ꎮ
〔３６〕〔３７〕何晏注ꎬ邢昺疏:«论语注疏»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３０３、９８ 页ꎮ
〔３８〕洪亮吉:«春秋左传诂»ꎬ李解民点校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４６７ 页ꎮ
〔４０〕«怀宁查氏咸一堂宗谱»卷首«家规建祠宇»ꎬ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 年)刻本ꎮ
〔４２〕«绩溪周坑仙石周氏善述堂宗谱»卷二«石川周氏祖训敬祖宗»ꎬ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刻本ꎮ
〔４４〕«新安汪氏家乘»卷二十五«祭文立碑告文»ꎬ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刻本ꎮ
〔４５〕熊十力:«十力语要»ꎬ载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四卷)»ꎬ湖北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５０９

页ꎮ
〔５２〕〔５３〕«黟县环山余氏宗谱»卷末ꎬ民国六年(１９１７ 年)刻本ꎮ
〔５４〕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ꎬ渠东、汲喆译ꎬ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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