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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徽学（第3卷）》是一部有关徽学研究的大型学术辑刊，每卷50万字。
本卷主要收入了“明代徽州族谱的编纂”、“明清徽州的人口结构与经济伦理”、“论清代徽州方志
的发展”等19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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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休宁月潭朱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明代徽州族谱的编纂——宗族扩大组织化的样态明代中期的徽州商人
方用彬明清以来苏州与徽州妇女的比较少林武术与徽商及明清以还的徽州社会明清徽州的人口结构与
经济伦理明清徽商与杭州崇文书院考述论程大昌地理学研究特色与成就《徽州文献综录》前言[附凡
例]马日琯、马日璐年谱方弘静年谱论清代徽州方志的发展从朱熹到胡适——关于哲学文化的思考兼及
徽学研究范围问题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引领者——戴震与康德哲学思想之比较朱熹科学思想探讨徽州
文献中的宋佚诗——《全宋诗》补辑黄生《字诂》《义府》音义研究崔致远与唐末徽籍诗人的文学交
游戴震《屈原赋注》的文学成就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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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关于“统宗谱”等扩大系统化型族谱--名称和分类　　族谱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
①第一类是从祖地迁徙至新地方的支派制作的、从始祖到最初的迁徙至新地方的人为止的一系列的系
谱，以及从搬迁到新地方后最早迁移到新地方的始迁祖开始、记载着逐渐分支的成员全体的族谱。
也就是说，该类族谱主要的记录方法是，将目光集中于在官职上有业绩的个人身上，对该人物的生身
宗族拥有怎样的系谱进行记录；或者对某个迁徙至新地方的一族是怎样的宗族的支派、它是如何发展
的进行记录。
换言之，它是从“支脉的一点乃至一线”向上寻，并对其支脉全体进行记录的族谱。
这些种类虽然采取了“大宗谱法”的形式，实质上却是扩张了“小宗谱法”的族谱。
而第二类则是有着“通谱”、“会通谱”、“总谱”、“统宗谱”、“统会宗谱”、“宗谱”、“世
谱”等名称的族谱，其又可粗分为两种。
其一是从祖地迁至新地方、扩大分散的一个支派的近邻地区的两个以上的同宗一族或不同支派的同宗
一族，根据情况，由异姓的各族一同编纂的族谱，这些大多被称为“通谱”或‘‘会通谱”等。
其二是对一个宗族从始祖开始，对逐渐分支的支派和成员进行总体记载，或以记录为目的编纂而成的
族谱，这些大多被称为“总谱”，“统宗谱”、“统会宗谱”等。
这些族谱中，其一类的族谱是和第一种分类的族谱一样，实质上是“小宗谱法”扩张后的族谱，它将
所有派生的支派并列地进行记载。
其一类的族谱中，有可以看做是其二类族谱的先驱性存在的、明代前期编纂的族谱，也有明代前期编
纂的族谱的改定版本的族谱，还有因战乱等遗失了过去的族谱后，几个支派重新编纂各自的族谱，然
后只将彼此重复的祖先部分作为共通部分在清代重新编纂的族谱。
　　现存的“通谱”一类中时代最久远的是景泰二年（1451）刊行、程孟纂修的《新安程氏诸谱会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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