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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书的理论研究与整理方法

徐国利

〔提要〕 徽州文书理论研究应吸收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
,

并结合文书学和档案学的有关理论

和方法
。

目前
.

徽州文书理论研究与整理 方法中争议较 多和研究不够的有五个重要问题
:

徽州

文书的科学定义
、

徽州文书与徽州历 史档案和徽州文书档案的区别与联 系
、

徽 州文书的上下 时

间断限
、

徽州文书的数量和计量方法
、

徽 州文书的分类整理等
。

2 0 世纪 50 年代
,

特别是 80 年代 以来
,

徽

州文书的大量发现引起 了国内外学者 的普遍关

注
,

并被学术界 称为是继 甲骨文
、

汉 晋简犊
、

敦煌文书
、

明清档案之后的近代中国历史文化

的
“

第五大发现
”

(按
:

准确地说
,

应 当是近现

代中国史料的
“

第五大发现
” 。

) 而 以徽州文书

作为基本研究对象形成的徽学
,

也被学术界视

为与敦煌学
、

藏学相匹比的中国三大地方
一

性显

学
。

徽州文书的研究整理虽然 已取得 了不少 成

果
,

然而
,

由于徽学是一 门新兴学科
,

对徽州

文书进行大规模 的整理和研究总体说还处于起

步阶段
,

学者们在某些 问题取得 了比较一致 的

观点
,

如关于徽州文书的特点和价值
,

而在许

多问题上或研究不够
,

或争论较大
。

笔者在安

徽大学徽学研究 中心从事了 2 年多的徽州文书

整理工作
,

对徽 州文 书有 了较多 的感性认识
。

这里结合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及个人认识
,

就

目前徽州文书理论研究与整理方法中争议较多

和研究不够的几个重要问题略作探讨
。

一
、

徽州文书的定义

泉说
,

徽州文书
“
是指徽州历史遗存下来的公

私文书
、

书信
、

契据
、

案卷
、

账簿等
” 。

① 倪清

华说
: “

徽州文书是指徽州历史
_

卜形成的公私文

书
、

书信
、

契据
、

案卷
、

账簿等
,

是未经 人 为

加工
、

在实际生活中直接形成的第一手原始记

录
。 ” ② 刘伯山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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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状况最真实
、

具体的反映
。 ” ③ 那 么

.

上述有

关定义是否准确和科学呢 ?

要说 明这 个问题
,

首先要 明 白什么
“

文

书” 因为
,

徽州文书属于文书
,

作为种概念
,

它具有文书这一属概念 的内涵所具有的一般属

性及特征
。

什么是
“
文书

” ,

文书学界的定 义不

尽相同
.

《文书学理论与文书工作 》 一 书所列就

有 1 2 种之多
。

梁毓阶说
: “

文书是人们在社会实

践活动中为了凭证
、

记载
、

公布和传递 的需要
.

以文字的方式在一定的书写材料上表达思想 意

图的一种书面记载
。 ”

王铭说
: “
文书是代表作者

在一般人看来
,

凡是从徽州民间收集来的

有关徽州古代和近代社会经济
、

政治和文化的

文字书面材料都是徽州文书
。

如果不从严格 的

学术性来说
,

这种看法未尝不可
。

但是
,

若要

推进徽州文书理论全面
、

健康发展
,

就 必须 给

徽州文书下一个比较科学
、

准确的定义
。

目前
,

对徽州文书主要有 以下定义
。

周绍

周绍泉
: 《徽州文书的分类 沙

,

《徽州社会科学 》 19 9 2 年第 卫

期
。

倪清华
:
长黄山市博物馆藏徽州文书简介 护

.

黄 山市徽州 文

化研究院编 长徽州文化研究 》 第一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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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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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耕子 (按
,

此为笔名 )
: 《徽州文 书的特点及其遗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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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所述某些实际事务活动的程式成文性文字

书面记载
。 ’ ,

① 我认为
,

这两种定义 比较准确和

科学
,

又各有所长
,

第一种解释 比较具体
,

第

二种比较抽象
。

结合两者所 长
,

我对文 书的定

义是
: “

文书是社会机构
、

组织或个人在社会实

践中为从事或解决某些实际事务活动而制作的

程式化的书面记载
。 ”

据此再来分析上述所说的徽州文 书定义
。

我认为
,

前两种定义雷同
,

也不是真正的定义
,

而是对徽州文书的解释
。

因为
,

下定义时不能

用宾词中概念来解释主词中的概念
,

这样是同

义反复
,

说徽州文书是徽州历史上形成或遗存

下来的公 私文书
,

并 不能说明徽州文 书到底是

什么
。

再者
,

以书信
、

契据
、

案卷
、

账簿来定

义徽州文书也 不合逻辑
,

因为
,

它们都是徽州

文书的具体表现形态和某些种类
,

是徽州文书

这一概念外延指涉的对象
,

无法说明徽州文书

这一概念 内涵的本质属性
。

刘伯山的定义符合

逻辑
,

较好概括了徽州文书的属性特征
。

不过
,

单纯以徽 州人作为徽州文书的制作主体
,

容易

使人忽略徽州文书制作的社会机构
、

组织这一

主体
,

虽然社会机构和组织是由人组成的
。

其

次
,

以
“

原始凭据
、

字据
、

记录
”
三个内涵有

交叉的概念来描述徽州文书的表现形态
,

有语

义重复之处
。

在此
,

以文书的定义 为基础
,

同时结合徽

州文书时间上 的独特性
,

即它是历史上的徽州

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产物
,

并吸收学术界有关徽

州文书定义的合理成分
,

我们是否可以给徽州

文书这样一个较为准确和科学的定义
: “

徽州文

书是徽州历史上的国家机构
、

社会组织或个人

为从事或解决某些实际事务活动而制作的程式

化的书面记载
。 ”

这个概念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徽

州文书的不同制作主体— 徽州历史上 的国家

机构
、

社会组织或个人
,

而不是现代的人
;
徽

州文书制作的 内容及其 目的— 为从事和解决

某些实际事务活动
;
徽州文书的表现形态—

程式化②的书面记载
。

需要说明的
,

定义是人们对某些客观事物

属性及特征基本反映
。

而社会生活是十分丰富

多样和复杂的
,

因之而形成的书面材料也是极

其丰富
、

多样和复杂的
。

如果严格按照徽州文

书的定义来衡量
,

今天 收集 到的
“

徽 州文 书
”

有些是不符合定义要求的
。

如一些古代徽州文

人的手稿
、

诗词散文等典籍的手抄本
、

学生的

习字簿等
。

因为
,

它们既不是用来解决实际事

务活动 的
,

也不具备古代文书的程式
。

③ 然而
,

这些文字材料往往 又约定俗成地被视为徽州文

书
。

正如人们所说的敦煌文书包括了佛经和文

学作品的手稿
,

而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

书
。

我认为
,

为解决这一问题
,

可 以对徽州文

书作广义 和狭义之分
。

狭义的徽州文 书即是严

格意义的徽州文书
,

而广义的徽州文书则泛指

徽州历史上遗存下来的
,

对研究徽州社会历史

文化具有价值的非典籍文献文字资料
。

二
、

徽州文书
、

徽州历史档案和徽州

文书档案

徽州文书
、

徽州历史档案和徽州文书档案

是徽学研究中常常遇到 的几个相关概念
,

人们

有时交互使用
,

而不作区别
。

④ 那么
,

它们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

有无区别? 对此
,

学术界缺

乏具体研究和明确说明
。

我认为
,

有必要在逻

辑上厘清它们的含义及其关系
。

因为
,

概念的

严格和准确使用
,

是学术研究科学性 的重要前

提和必要保证
。

要了解这一 问题
,

先要 了解什么是 档案
、

历史档案和文书档案
。

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业标

准 《档案工作基本术语 》 对档案的定义是
: “

国

① 王铭
: 《文书学理论与文书工作 》 ,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 8 8 年

版
,

第 1 3
、

14 页
。

② 所谓的文书程式
,

是指有关文书组成部分的整体结构方式

和某些特定结构部分所必须具备的固定要素
、

特殊用语的

组合规定
。

③ 一般说
,

古代文书中大多由首称
、

正文
、

末称和后书 (具

署作者和时间 ) 四部分构成
,

如
,

土地买卖文书
,

赋役文

书中的各种税票
,

宗族 (法 ) 文书中的阉书和义墨合同等
,

官府文书中的各种移文和各类书信等
,

而表
、

册
、

簿和很

多账单的格式则比较简单
,

但也有专用文书的程式要求
。

④ 如
,

周绍泉
: 《徽州文书与徽学 》 ((( 历史研究 》 2 。。。 年第 l

期 ) 一文曾将
“
文书档案

”

并提
。

王国键更明确地说
: “

在

徽州及其以外地区发现的反映徽州历史发展的原始社会文

书和官府档案
,

学术界统称为徽州文书档案
。 ”
见 《徽州文

书档案的特点和价值》 , 《档案学研究 》 2 0 01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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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构
、

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 中直接形

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式 的历史记录
。 ” ① 档案按

时间分
,

又包括 历史档案和现代档案
。

所谓历

史档案
,

即是历 史上的国家机构
、

社会组织或

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

式的历史记录
。

因此
,

徽州历史档案便是徽州

历史 上 的国家机构
、

社会 组织 或个人在 社会

活动中直接形成 的 有价值 的各种 形 式 的历 史

记录
。

要了解徽州文 书 与徽州历史档案的关系
,

必须首先了解文书与档案的关系
。

文书和档案

既密切联系又区分 明显
。

一 方面
,

两者关系密

切
。

首先
,

文书是档案的基本来源
,

文书档案

是档案的主体
。

故此
, “

文档不分
”
是长期以

来普遍存在的现象
。

其次
,

档案是 文书的主要

归缩
。

那些办理 完毕并经系统
“

立 卷
”

管理
、

以备后用的文 书便转化为档案
。 “

立卷
”

是文

朽转化为
“

文书档案
”

的关键
,

那些未被收集

的文书不能称为档案
。

另一方面
,

两者又有明

显区别
。

首先
.

档案不仅是过去的文 书
,

还包

括大量非文书类的原始记 录物
;
过去的很多文

书也并非都能转 化 为档案
,

只有 原始记 录性

强
,

查考价值高且文书被立卷 的分文书才能转

化为档案
。

其次
,

两者的本质属性不同
。

文书

的本质及其制作 目不是其原始记录性
,

而是人

们处理解 决实际事务
、

问题的信息传递工具
;

而档案本质上是 以往社 会实践的原始记 录物
,

主要是让过 去告诉现在让现在告诉未来
。

从逻

辑 L讲
,

二者内涵不 同
,

外延有大面积交叉
。

②

由此
,

我们可以推知徽州文书与徽州历史档案

的关系
,

首先
,

两者是两个不同概念
,

都有对

方不 能包含 的 内容
;
其次

,

两者 又有密 切关

系
,

徽州历史档案是很大一部分是 由徽州文书

转化来的
,

双方外延所指涉的对象很大部分是

交集关系
。

那么
,

什么是徽州文书档案呢 ? 还是先来

看什么是文 书档案
。

所谓文书档案
,

便是 由文

书转化来的档案
。

③ 换言之
,

转化为档案的文书

是文书中的一 部分
。

可见
,

文书档案不等于文

书
。

山此可知
,

徽 州文书档案便是指 由徽州文

书转化来的那部分档案
,

而能转化为档案 的文

书
一

也只是徽州文书中的一部分
,

换言之
,

徽州

文书档案只是徽州文书的组 成部分
,

不能将两

者画等号
。

那种将反映徽州历史发展 的原始社

会文书和官府档案统称为徽州文书档案的提法

是不严密的
。

另一方面
,

上面 已说
, “

_

立卷
”
是

文书转化为档案的根本途径 和标志
。

在古代乃

至近代
,

还没有形成档案管理学
,

对公私档案

的管理未必能像今天这样科学地
“

立卷
”

管理

和保存
,

但是
,

对档案进行类似的管理早已存

在
,

官府档案不必说
,

民间社会的私人档案也

会得到保存和管理
。

特别是历史上 的徽州
,

能

够存留如此丰富的民间档案
,

便是民间私人档

案管理意识强 的结果
。

如
,

徽州 的许多家庭和

家族保存了延续几代
、

十几代的契据
、

置产簿
、

诉讼文书等
,

故此
,

有学者提 出要 以
“
归户原

则
”

来对徽州文书进行分类和整理
。

从这个意

义上说
,

我们可 以推测徽州 文书档案在徽州文

书中占有大多数
。

总之
,

徽州 文书
、

徽州历史档案和徽 州文

书档案三个概念有着各 自的属性特征
,

三者之

间是不能画等号 的
;
同时

,

三者在外延指 涉对

象上有关大量的交叉关系
。

而从 目前三者遗存

的实际情况看
,

徽州文书档案既是徽州文 书的

主体
,

也是徽州历史档案的主体
。

三
、

徽州文书的时间断限

从理论上说
,

徽州文 书的时间上限应始于

徽州这一行政地理单位在历史上正式形成之时
,

即北宋宣和三年 ( 1 1 2 1 年 )
。

但是
,

由于迄今为

止所发现 的最早的徽州文书是南宋时期的
,

所

以
,

学者们多以南宋作为徽州文书的上限
。

但是
,

学者们对徽州文书的上 限具体始于

何时存有分歧
。

王 国键的 《徽州文 书档案的特

点和价值 》 一文说
: “

现存最早年代的徽州文书

档案是南宋嘉泰元年 ( 12 0 1 年 ) 的 《黄录法坛

冯惠玲
、

张辑哲
: 《档案学概论 分

,

中国人 民 大学出版社

20 01 年 6 月版
,

第 5 页
。

参见王铭 《文书学理论与文书工作 》 和冯 惠玲
、

张辑竹

《档案学概论 》 的有关论述

参见吴宝康 《档案学及其科学体系 》
,

王淑铃选编 《档案学

论集》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 8 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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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简 》
,

最晚年代到 民国三十八 年 ( 19 4 9 年 )
,

前后跨度达 7 4 8 年
。 ”

周绍泉说
: “

闻见所及
,

徽

州文书时代最早的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 《南宋

嘉定八年 ( 1 2 1 5 年 ) 祁门县吴拱卖山地契 》
,

最

晚的是 民国 19 4 9 年的契约
,

前后延续 7 30 多

年
。 ’ ,

①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分歧
,

根源就在于对

徽州文书的内涵 和外延 的理解 了
。

例如
,

我们

如果将家谱和族谱作为徽州的宗族 (法 ) 文书
,

那么
,

根据严桂夫主编的 《徽州历史档案总 目

提要 》 所说
,

存有南宋绍兴十一年 ( 1 14 2 年 )

的 《金紫胡氏宗谱 》
。

② 因此
,

徽 州文书 的上限

就应当是 1 14 2 年
。

那么
,

徽州文书的时间跨度

就达 8 0 0 多年 ( 1 1 4 2一 1 9 4 9 年 )
。

为此
,

有人提

出以下看法
, “

在时间上
,

因徽州文书遗存具有

不可预见性
,

时间上限不定
” 。

③

关于徽州文书的下限
,

多以 19 4 9 年新 中国

的建立作为下限
。

但也有学者将其下限划在新

中国成立后的当代
。

刘伯山在谈及
“

伯山书屋
”

所藏徽州文书跨越的年代时
,

说书屋所藏新中

国成立以后 的文 书有 1 3 0 多份
,

最晚 的一份是

公元 1 9 8 4 年的
。

④ 这一看法也体现在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的徽州文书的整理中
。

我认为
,

将徽州文书的下限划在 19 4 9 年之

后
,

有些问题需要 解决
。

首先
,

从时间上说
,

如果将 1 94 9 年之后
“

徽州的文书
”

划为徽州文

书
,

那么
,

徽州文书的下限应当划定在什么时

候为止 ? 是 1 9 5 6 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前
,

还是

19 6 6年
“

文革
”

爆发前? 还是 以 1 9 8 7 年 1 1 月

经国务院批准在原徽州地区的基础上设立黄山

市时为下限? 或一直延续到当下 ? 而一 直延续

到当下显然是不可能的
,

历史研究中总是要有

一个相对的时间下限
。

其次
,

学术界所说的徽

州文书实质上是指徽州古代和近代的文献
。

按

照史学 界 的一 般看法
,

所谓 中 国近代原指到

1 91 9 年
“

五 四
”
运动前

。

随着历史时间的不断

推移
,

史学界也开始将 1 9 4 9 年新中国成立前的

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了
。

因此
,

在这个意义上
,

1 9 4 9 年以后收集到徽州的文书可以不必划人徽

州文书
,

换言之
,

徽州文书的下限到 1 9 4 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 即可
,

因为
,

这是 中国近现代历

史的一个分界线
。

第三
,

从内容上说
,

如果我

们要将 1 94 9 年 以后徽州 的文书也划为徽 州文

书
,

那么
,

就必须将这一时期徽州产生的大量

的公文档案也划人
,

而这部分的文书档案数量

将是极其庞 大的
,

并且
,

它属于黄山市档案馆

及其所属的各 区县档案馆 以及江西 的委源县档

案馆保存和管理
。

而这部分公文档案又不属于

历史档案
,

而是现代档案
。

当然
,

历史 与现实

是不能截然分割的
,

划分历史的时限
,

只是一

种人为的做法
,

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历

史发展的阶段性
。

因此
,

收集到的 1 9 4 9 年以后

的徽州私人文书可以作为徽州文书整理和研究

的一部分
,

但我们在谈及徽州文书 的下限时
.

就不必将其划在 1 9 4 9 年新中国成立后
。

就像研

究徽学时也可 以联系当代黄山市的社会政治
、

经济和文化发展来谈一样
。

四
、

徽州文书的数量与计量方法

徽州文书的数量和计量方法是两个密切相

关的重要问题
,

也是 目前徽州文书研究和整理

中意见分歧比较大的
。

徽 州文书是 目前发现 的

地方文书中数量最多 的
,

这既是它的价值所在
,

也是它的特点之一
。

然而
,

由于学者们对什么

是徽州文书理解不同
,

再加上对计量方法 认识

和使用不一 学术界又无法说清徽州文书到底
“

多
”

到什么程度
。

对于徽州文书数量 的估测
,

目前的估计出

人很大
。

《徽州文 书类 目 》 的
“

前言
”

推测
:

“

流传至今的徽州文书的总数 当不会少于 20 万

件
。 ’ ,

⑤ 周绍泉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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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徽州文书与徽学沙
, 《历史研究 》 2 0 00 年第 l 期

。

周绍泉

在注释中说
,

此契见张传玺主编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 9 5 年版
,

第 532 页 )
“
该契约是 一张

抄白而非原件
,

徽州文书原件时代最早的是南宋淳佑 二年

( 124 2 年 ) 的 谈淳佑二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
、

山赤契 》 ”

严桂夫主编 《徽州历史档案总 目提 要 》 ,

黄 山书社 19 9 6 年

版
,

第 17 页

俞乃华
: 《徽州文书整理探析芳

,

安徽省徽学学会编 长徽学

丛刊 》 第 l 辑
,

第 189 页
。

刘伯山
:
长

“

伯山书屋
”

一期所藏徽州文书的分类与初步研

究 ( 上 ) )/
,

长徽学 万 20 00 年卷
.

安徽大学出版社 2。。 1 年版

王饪欣等编 《徽州文书类目沙
.

黄山书社 20() 。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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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卷
、

册
、

张 为 单位计算
,

恐怕 不下 2 0 余万

件
。 ” { , 叶显恩说

.

从 2 0 世纪 50 年代 以来
,

尤

其是 五六十年代间
,

便发现了约 20 万件反映徽

州民间实态的民间契约
。

② 上述三种说法的含义

实际有很大差别
。

《徽州文书类目》 所说
“

流传

至今
”

的徽 州文书实际语焉不详
,

它是指历史

上存留至今 的文书
.

还是指 已被发现 的文 书
,

或是指已被公私收藏的文书
,

说得 不明确
,

而

这三者是徽州文书
“

存世
”
的不 同状 态

。

周绍

泉的说法明确是指 已被公共文化和教育科研机

构收藏的徽州文书
。

叶显恩说的则是徽州文书

中的契约
.

而契约按 目前估计约 占徽州 文书的
6 0%左右

。

若以此推算
,

那 么已被发现 的徽州

文书叮达 3 5 万件以
_

上
,

这样的结论显然 不正

确
。

针对上述徽州文书估测存在着逻辑不严密

的情况
.

刘伯 山提 出
,

对徽州文书数量的考察

和估测至少要分徽州文书本 身的数量
、

遗存下

来的文 书数量
、

能够发现的文书数量
、

已发现

的徽州文书数量
、

已收藏登记和公布的文书数

量五个层次
。

他估测
, “

到 目前为止
,

已经发现

的徽州文书的数量至少不下 于 25 万件
; 还散落

在民间
、

可资研究利用的徽州文书又该有 10 万

件
,

两者相加就是 35 万件以上
。

这是不是徽州

文书在今天的全部留存
,

无法肯定
,

但至少是

理论 上我们可 以发现 的徽 州 文书 的数量上 下

限
” 。

③ 应该说
,

这种分层估测法能够比较好地

分析散落民间能够被发现
、

已 经被发现和已经

被公共机构和私人收藏等徽州文书
“

存世
”
的

不同状况
。

他所估测 的已被发现 和可能会被发

现的数字更接近实际些
。

之所以会对徽州文书的数量估测存在不同

认识
,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徽州文书计量方

法的认识和使用不同
。

对徽州文书所使用的基

本计量单位
.

有的以
“

件
”

为基本单位
,

有 的

以
“

卷
”

为基本单位
,

有的以
“

份
”
和

“

部
”

(或
“

册 ,’) 为基本单位
。

其中
,

单以
“

卷
”

作

为基本计量单位肯定不行
,

因为
,

徽州文书有

大量 的 单张 ( 页 ) 或 多 张 ( 页 ) 的散件
。

以

“

件
”

或
“

份
”

都可以
。

如果以
“

件
”

作为最基本 的整理和 收藏单

位
,

那么
“

件
”

既 当包括计量单张 ( 页 ) 或多

张 (页 ) 散件的
“

份
” ,

也包括计量 以册
、

卷
、

轴等为单位 的
“

部
” 。

问题是对
“

件
”

作何理

解 ? 学者们看法不同
。

有人说
: “

如以内容相对

独立原则进行基本数字统计
,

鱼鳞图册
、

弓口

册
、

田亩清册 由于有散页不成册者
,

从其内容

均为地域田亩情况记载考虑
,

单独利用价值较

高
,

故以一 页为 一件计
,

其他如册
、

卷
、

轴
、

张等载体形式均以件计
” 。

④ 有人主张
: “

将徽州

文书以内容相对独立 原则进行统计的方法
。

如

鱼鳞图册
、

抄契簿
、

账簿
、

阉书等
,

无论是否

残缺
,

一般以一册为一 件
。

但如是同一商号账

簿
、

分家阅 (按
:

当为
`

阉
’
) 书

,

具有相关性

和连续性
,

无论有多少册
,

仍按一件统计
。

像

契约
、

赋税票据
、

官文等类文书
,

无论残缺与

否
,

一般以一份 ( 张 ) 为一件
,

但如 果由若干

张不可分割 的散 页组成
,

仍按一件统计
。

如一

件完整的契约文书
,

可 由本契
、

若干验契 (契

尾 ) 组成
。

综上所述
, `

件
’

为相对独立 的单

元
, `

册
’ 、 `

份 (张 )
’

为第一独立单元 的数

量
。 ” ⑤

有学者则对以
“

份
”
和

“

部
”

作为徽州文

书的基本计量方法作了详尽充分的论述
,

提出

在坚持以徽州文书形成及保存方式的内容完整

性与独立物理存在性为计量单位标准确定的基

础
,

确认以
“

份
”
和

“

部
”

为基本计量单位
。

“

份
”

多运 用于 以页
、

张等形式存在 的文 书
,

“

部
”

多运用于以卷
、

册等形式存在的文书
,

两

者时有交叉
。

所谓以徽州文书形成方式的内容

相对独立完整性与物理存在性为计量单位标准

确定的基础
,

是指对徽州文书当初是怎么形成
、

以什么样的形式承载等
,

要给予充分尊重
。

只

要它最初形成时 内容与承载形式是各个相对独

立与完整的
,

就应算是各个独立的一份或一部
。

①

③

④

⑤

周绍泉
: 《徽州文书与徽学 》 , 《历史研究》 2 0 00 年第 l 期

叶显恩
: 《站在时代的制高点

,

共推徽学研究 》 , 《徽学 》

2 0 0 0 年卷
。

云耕子 (按
:

即刘伯山 )
: 《徽州文书的特点及其遗存 》 ,

《徽州文化研究 》 第一辑
,

第 3 60 ~ 364 页
。

严桂夫主编 《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 》 第 36 页
。

俞乃华
: 《徽州文书整理探析 》 ,

安徽省徽学学会编 双徽学

丛刊 》 第 l 辑
,

第 19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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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对如何理解 以贞
、

张等形式存在 的文书和

以卷
、

册等形式存在的文书的计量问题作了详

细说明
。

所谓以徽州文书留存方式独立完整性

与物理存在性为计量单位标准确定的基础
,

是

指要充分尊重徽州文书留存的真实性
、

历史性

与客观性
,

以人们最后所获得与收藏的文书的

具体存在形式为计量依据
,

确立标准
。

其中又

分以下几种情况
,

其一
,

有些文书最初形成时
,

该是一份
n
张 ( 页 )

,

或一部
n
册 (本 )

, n
) 1

,

后由于历史保存或获取的原因
,

只剩下或只获

得 m 张 (页 ) 及 m 册 (本 )
,

m镇
n ,

对此我们

就该充分尊重
,

仍以一份或一部计
;
其二

,

有

些文书原初的形成当是各自独立 的
,

后 由于 当

事者或历史保存者的原 因
,

或若干单张文书连

缀成长页
、

成册
,

则该对此充分尊重
,

仍以一

份或一部计
;
或原本是一册

、

一本的文书难 以

复原地散乱成若干张和页了
,

但每张
、

每页 内

容相对独立
,

对此
,

也应该充分尊重
,

以各张

各页为各自独立的一份计
。

①

上述提法
,

都提 出了
“
以文书内容相对独

立原则进行统计
”

的方法
,

但在理解上却大相

径庭
。

看来
,

对文书内容的相对独立首先要有

一个 比较统一的认识
,

因为
,

内容相对独立是

有不同层面的
,

如一份契约抄白其内容是相对

独立的
,

如某人将其十份契 约抄白订成一册
,

又可以成一内容更丰富的
、

又是相对独立 的文

书
。

那么
,

这是算十份抄白呢
,

还是算一份呢 ?

五
、

徽州文书的分类整理

徽州文书不仅数量多
,

而且涉及徽州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
。

因此
,

对徽州文书进行科学

的分类整理便极 为重要
。

科学 的分类整理既是

人们对徽州文书认识深人的重要标志
,

又对充

分发挥其史料价值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
。

目前
,

徽州文书的各收藏机构及一些学者对徽州文书

的分类整理在实践上做了不少工作
,

在理论也

作了不少有价值的探讨
,

但还有待深化
。

质具体表现的差异
,

把文 书解析为各具特色的

各部分文书的组合体系
。

文书分类必须遵守同

一性原则
,

即必须就不同文书在某一共同本质

具体表现的差异来进行划分
。

由于徽 州文书涉

及徽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

其所包含 的内容

和所反映的社会现象极 为广泛复杂
。

因此
,

要

全面认识文书
,

往往要从多种角度
、

采用多种

方法对它进 行种类认识
。

每一角度
、

每一分法

所形成的种类概念均有其特定的认识功能
,

可

揭示
、

反映徽 州文 书某 一方面 的属性或特 征
。

以下
,

结合学术界 已有的研究
,

对徽州文书的

分类作一探讨
。

1
.

形态分类法
,

即根据徽州文书的外在形

态
,

将其分为散件和簿册 (卷 ) 两类

所谓散件
,

是指单张或 两三张甚至更多张

组成的一件文 书
。

如田产屋舍买卖契约
,

特别

是土地买卖契约多为一件白契或红契
,

有的则

附有一张 (或两张甚至三张 ) 验契或一张推单
,

有的是既有验契又有推单
,

这样便由两张
、

三

张甚至更多张组成 了一件徽州文书
。

所谓簿册

(卷 )
,

指装 订成簿
、

册或 卷的文 书
。

有 的簿
、

册或卷原本就是一个完整的密不可分的
,

如商

业账簿
、

分家书
;
有的则因其内容相同或相近

,

后人将数量不等的散件文书抄录在一起成为簿

册
,

如抄契簿 (又称誊契簿
、

堆积簿等 )
、

租底

簿
、

状纸等
。

② 这种分类简捷明快
,

但是不便于

研究者很快找到自己所需要 的文书
。

因此
,

使

用这种分类法
,

必须配合使用年代分类法或内

容分类法以对徽州文书作更细致的分类
。

2
.

年代分类法
,

即根据徽州文书形成的时

间
,

将其分为 宋代
、

元代
、

明代
、

清代
、

民国

的文书

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立的洪宪年号
,

在徽州文书

中也多有反映
。

所以
,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在整

理卿f藏文书时也将其作为一个单独时间单位来处

理
。

再次
,

由于现存徽州文书多是明清的
,

这两个

朝代又相当长
,

因此
,

一般又按明清皇帝年号序列

“

分类
”

是人类认识
、

管理形态复杂多样和

—数量众多 的事物的基本方 法之一
。

文书 的类
,

是对具有某一相同本质特征表现的一部分文书

的指称单位
。

文书的分类
,

便是根据对某一本

刘伯山
: 《 “

伯山书屋
”
一期所藏徽州文书的分类与初步研

究 (上 ) 》
.

《徽学 》 2 0 00 年卷
。

参见周绍泉 《徽州文书的分类 》 , 《徽州社会科学 》 19 9 2 年

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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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一步的分类排列
。

已出版的 《徽州千年契约文

书》 就是如此
。

同时
.

对于那些没有时间或时间署

记被磨损无法辨认
,

或据内容无法断送其年代的
,

则统一归人一类
。

《徽州文书类目》 更具体地指出
,

对于仅有朝代而年月日不详的文书
,

则置于该朝代

之末
。

有朝代及年份
,

而无月日者
,

置
一

于该朝该年

该月之末
。

3
.

公私属性分类法
,

即按徽州文书的制作

者及其内容所属的公
、

私领域
,

将其分 为公务

文书和私务文书

公务文书是官府和各类社会组织在公务活

动中形成的
。

它包括两种
:

一是官府文书
,

即

由官府签发认 可的布告
、

族表批文
、

契本
、

税

票
、

号纸
、

契尾
、

执照
、

黄册
,

盖有官印 的鱼

鳞图册
、

丈量册
、

易知由单
、

滚单
、

土地买卖

中的红契和验契纸等
,

还有在官府机构间上行
、

下行和平行的各种行移文书等
。

二是 民间社会

组织文 书
,

它是 由宗族和会社等民间组织制作

的
,

如会 书
、

会规
、

会 社和宗族使用 的账册
、

置产簿
、

宗祠簿等
.

还有族谱等
。

私务文书是

个人为解决某一实际事务所制作的文书
,

如田

地买卖白契
、

抄 契
、

租底簿
、

票据
、

账单
、

商

业合同
、

笔记
、

日记
、

书信等
,

也可称私人 文

书
。

不过
,

由于公务活动与私人 生活在现实中

常常要发生各种关系
,

因此
,

公务和私务文 书

在外延 仁会有部分交叉
。

如朝廷和官府向私人

颁发的族表批文
、

易知 由单
、

红 契
、

执照
、

司

法判决书等兼具私人文书性质
; 而私人 向官府

投递 的诉状
、

信函等只要被受理
、

接受
,

就兼

有公务文书的性质
。

4
.

内容分 类法
,

即根据徽州文书所涉及社

会生活的内容来分

由于人们对社会生 活包括的具体领域看法

不同
,

因此
,

在具体的分类上有差异
。

《徽州文

朽类 :l1 》 将徽州文书分为 9 类
:

( l) 土地关系

与财产关系文书
; (2 ) 赋役文书

; (3 ) 商业文

朽
; ( z ) 宗族文 书

; ( 5 ) 官府文书
; ( 6 ) 教育

与科举文 朽
; ( 7 ) 会社文书

; ( 8) 社会关 系文

书
; ( 9 ) 其他

;
其下又分为 n 7 目

,

1 28 子 目
。

周绍泉将徽州文 书分为 8 类
:

( l ) 土地文书
;

(勿 赋役文 ” ; ( 3 ) 商业文书
; ( 4) 宗族文书

;

( 5 ) 科举
、

官吏锉选和教育文书
; ( 6) 社会文

书
; (7 ) 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文书

; (8 ) 官府

案卷
、

档册
、

公文
。

其下 又分 67 目
。

① 俞乃华

将徽州文书分为 6 类
:

( ” 反映土地财产关系

的各类契约
、

合同
; ( 2) 反映赋役情况的鱼鳞

图册
、

土地归户册
、

收租簿及各种赋税凭证
;

(3 ) 反映商业经济活 动的信件
、

账簿
、

税 照
、

会书等
; (4 ) 反映社会活动的各类官文

、

诉讼
、

教育等文书
; (5 ) 反映宗族社会实态的家乘

、

族规
、

祭祀
、

阉书
; (6 ) 反映民间生活和民俗

风情的文字记录
。

② 王国键将徽州文书档案分为

政务
、

土地关系 与财产
、

赋税
、

商业
、

宗族
、

文化教育
、

社会关系
、

邮政和其他九大 门类
,

1 79 种
。

③ 以上分类力求结合徽州文书的具体内

容和主要特点
,

简洁明朗
。

至 于如何立类 和每

类应包括哪些 目 (种 )
,

随着徽州文书的不断发

现及人们对徽州 文书认识的不断加 深
,

还 可以

继续讨论
。

如周绍泉在 10 多年前对土地
、

赋

役
、

商业和宗族文书的分目显然已 不能涵盖今

天被发现 的诸多徽州 文书 了
。

采 用这种 分类
,

可以将繁复的徽州文书分为体现社会生 活各领

域的不同门类
,

有利于研究者使用
。

5
.

归户分类法
,

即根据徽州文书在历史上

形成
、

保存和流传的主体单位来分

刘伯山认为
,

由于徽州文 书连续性和系统

性强
,

同一户文书往往 累积几十
、 _

上百
、

几 百

份
,

所涉年代甚 至历经 十几
、

几十个朝代
,

横

向
_

L是彼此关联
、

相互联系
,

纵向上前后呼应
、

连续 相承
,

并且种类十分繁多
。

为此
,

他在

2 0 0 0 年国际徽学研讨会上明确提出 了徽州文书

的归户性特征
。

当然
,

这里 的
“

户
”

不应 当仅

指家庭 (族 ) 意义上的
“

户
” 。

有学者说
,

这里

的户
“

应是指人户或单位
,

而 不同于家庭
。

这

一归户性
,

应包括 归家
、

归族
、

归社等等
” 。

④

周绍泉
:
炙徽州文书的分类 沙

, 《徽州社会科学 沙
,

19 9 2 年第
2 期

。

俞乃华
:
长徽州文书整理探析 》

,

安徽省徽学学会编 长徽学

丛刊 》 第 1 辑
,

第 189 页
。

王国键
: 《徽州 文书档案的特点与价值 》 , 《档案学研究 》

20 0 1 年第 l 期
。

王国键
: 《徽州文书档案与中国新史学 》 ,

长徽学 》 第 2 卷
,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 02 年版



徐国利
:

徽州文书的理论研究与整理方法

俞乃华 则提出 了徽州 文书归类 的
“

完 整性原

则
”

.
“

完整性原则即是在整理时
,

将同一来源

征集的文书集中在一起
,

整理时发现有相关联

系的契约
,

分类后再集中存放
。 ”

这与
“

归户性

原则
”
相近

。

① 徽州文 书的归户分类
,

与档案管

理的
“

全宗原则
”

是 相符合的
。

所谓全宗
,

就

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
、

组织或个人形成 的全

部档案
。

按全宗原则整理档案
,

就是说
,

一个

全宗的档案不容许分散
,

不 同的档案不得混杂
。

一般说来
,

全宗也是档案机构 进行档案保管
、

统计编目和鉴定的基础单位
。

对档案进行全宗

管理
,

是由于档案的本质特性— 原始记录性

一一从根本上决定 的
。

即对档 案的管理方法无

论怎样简便
、

有效
,

均不能 以伤害档案的本质

特性为代价
,

而只能以充分实现其对以往历史

事实的原始记录价值为轴心
。

这也是所有管理

活动的基本定律之一
:

管理方法 必须维护被管

理对象的本质特性
。

②

但是
,

由于现实世界事物 的多样性
、

复杂

性和关联性
,

就某一对象可用的分类法多种多

样
,

有时很难说哪种分类最好
,

人们往往可 以

从多种层面和角度对它进行分类
。

因此
,

对数

量巨大
、

丰富多样 的徽州文书
,

仅采用某种分

类法是不够的
,

必须结合多种分类法
,

形成由

不同层次分类构成的分类体系
,

这样才能便于

研究者检索和使用
。

我认为
,

综合上述分类法
,

是否可以对徽州文书建立多层面的综合分类体

系
:

第一层次
,

先按原徽州府六县将文书分类
;

第二层次
,

在第一层 次基础土
,

先进行归户分

类 (归户分类中再按 年代顺序或种类 来分
,

此

为第三层次 ) ; 不能归户的结合年代和内容进行

分类 (这种分类法
.

或 以 年代分类为经
.

然后

结合文书内容来分类
;
或以文书 内容 为纬

,

然

后结合年代作分类
,

此为第三层次 )
。

徽州文书的理论研究 与整理方法涉及许多

问题
,

如
,

徽州文书的特点
、

徽州文书与文献

和徽学文献 的关 系
、

徽州文书 的学术价值
、

徽

州文书在空 间 (地域 ) 时间上 的分布与流传
、

对所藏徽州文书的评介
、

徽州文书的识读与考

辨
、

徽州文书与敦煌文书等中国古代其他地域

(方 ) 文书的比较
,

等等
,

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进

行分析研究 了
。

我认为
,

系统 和深人地将这些

问题研究清楚
,

对徽学研究 的全面深人发展将

会起到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

系 2 0 0 0 届博士毕业生
,

现为安徽大学

历 史系教授
,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 中心

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
:

染贵川

① 俞乃华
: 《徽州文书整理探析 》 ,

安徽省徽学学会编 《徽学

丛刊沙第 1辑
,

第 19 1 页
。

② 参见冯惠玲
、

张辑哲 长档案学概论 》 ,

第 6一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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