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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徽州历史消防文化相对于封建社会皇家消防文化来说，属于区域消防文化，官方文献记载极少，民间消

防文献大都遗失，少量存世又散落于城乡个人手中，收集难度极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徽州历史消防文化的研

究。近年来笔者通过不断的努力搜寻，获得了一些宝贵的典型徽州消防文献资料，经潜心研究且有所收获。现仅通

过本文，对一些典型的徽州消防文献剖析，用以说明徽州消防文献在徽州历史消防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徽州消防文献剖析 

 

 

徽州消防文献是指以文字、图画等方式记录历史上徽州人民的火患意识、防火宣传、灭火组织、

灭火器具、防火措施、防火技术及火灾发生情况等与消防文化相关的历史资料。历史对火灾多有记

载，然而对于如何防范的文字记载却极为少见，即使有，也多见于皇家的做法，民间很难见诸文献。

然而这些极为少见的民间消防文献资料在徽州却时有发现。如歙县新安碑园里的明代《德政碑》、

休宁县万安镇当铺街清代的《复办水龙碑志》、婺源县沱川乡理坑村《民国癸酉年理源新置洋龙捐

款收支征信录》等文献资料。 

 

徽州消防文献的载体主要有：一是历代徽州府志、县志，它们在名宦或人物、灾异或祥异、地

理等篇章中有些简略的记载，内容涉及多数是火灾发生与损失情况，极个别的涉及到一些防火措施、

消防水源等；二是碑刻，在徽州众多的碑刻中有几块是专门记载消防的，其记载的内容十分详细，

是极为难得的研究徽州历史消防文化的珍贵史料；三是谱谍，徽州是个宗族风气很浓的历史区域，

修宗谱、祠谱是宗族中的一件大事，大量遗存的谱谍里，间或有些火灾和预防措施的记载，它是研

究徽州历史消防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四是乡规民约，乡规民约中大多涉及到防火内容，它们有些

被收录在谱谍或方志中，也有独立成篇的遗存；五是史记与小说、杂志等文献，这些文献中也有些

火灾与防火措施的描述。由于历史的原因，徽州消防文献存世量少，遗存下来的就更少，而且又零

散，寻找收集难度大，但因其是深入研究徽州历史消防文化的佐证，史料价值重大，所以笔者目前

研究徽州历史消防文化是两种办法同时使用：一是在田野调查中、史料中千方百计地寻找收集徽州

消防文献；二是以大量遗存的徽州古村落和徽州古建筑、古代消防器具等古代消防文化信息的载体

作为研究客体。  

 

徽州消防文献是研究徽州历史消防文化的两条腿之一，它与徽州古村落和徽州古建筑、古代消

防器具等古代消防文化信息的载体共同支撑着徽州历史消防文化，缺一不可。以下通过剖析几件典

型的徽州消防文献加以证明。 

 



一、德政碑 

 

歙县新安碑园入口处的碑廊中部墙上镶有一块明正德年间的《德政碑》，碑高 236 厘米，宽 134
厘米，红砂石，字体优美。正面为《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记》（以下简称“碑记”），背面为《郡侯

何公德政碑阴序》（以下简称“阴序”）。正面碑额高 53 厘米，刻有双龙戏珠图案和两行篆文“徽郡

太守何君德政碑记”；碑心宽 90.5 厘米，高 164 厘米，四周刻有 3.8 厘米宽的百合长青藤图案；小

楷碑记，字高 2.2 厘米，合计 1176 个字。 

 

 

《德政碑》是本邑官民生员“视火墙一筑，足以御患于千百载者”，“民乃知筑墙以御火者，太

守德政真不可忘也”，为铭记徽州太守何歆创修“火墙”这一德政，共同集资，于明代正德丙寅年

（1506）撰文刻石，建碑亭于万山（今长青山西端），树立《德政碑》。后亭圯废，其碑湮没。1977
年歙县徽城税务所基建时发现此碑，先由县城建部门收藏，后移交县博物馆置于新安碑园，建碑廊

集中保护。 

其全文： 

 

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记 

赐进士资政大夫南京兵部尚书奉 

敕参赞机务前吏部尚书国子监祭酒 

太子左谕德经筵讲官同修国史三山林瀚撰文 

钦赐归闲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前河南道监察御史祁门康永韶书丹 

赐进士中奉大夫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前河南道监察御史星源汪舜民篆额 

徽郡城中，地狭民蕃，闾舍鳞次而集，略无尺寸间隙处，其于郭外与各都鄙亦然。所

最虑者，火患耳。其患或一年一作，或一年数作，或数年一作。作之时，或延燔数十家，

或数百家，甚至数千家者有之。民遭烈祸，殆不堪病。郡治厅事及正门俱丙向，昔有惑于

堪舆家之说，以为丙属火，故火常为患。遂扃正门，于仪门左别启一门以通出入，盖欲以

此却火也。而火患视昔不加少，前守率归之于气数，竟莫之为谋也。弘治癸亥夏，何君以

名御史来守是郡，首究前惑，深惩之。既而历行通衙，乃叹曰：“民居稠矣。无墙垣以备火

患，何怪乎千百人家不顷刻而煨烬也哉！郡治正门，固无与也。”于是复启正门由之，而塞

其左道。一日，烈焰又作，君驰救之。时风猛火炽，不可向迩，君竭诚祷天，望而拜之，

曰：“某不职，灾必及吾身，毋病吾民焉。”语毕，泪下如雨，风忽反，民之救之者，犹痴

视。君趣之，复自引大绳拽屋，民感动奋救，火遂扑灭。诘朝，君乃召父老骈集于庭，喻

之曰：“吾观燔空之势，未有能越墙为患者。降灾在天，防患在人。治墙，其上策也。五家

为伍，甓以高垣，庶无患乎。”或曰：“富家固优为谋矣，如两贫不相朋，两强不相下，何？”

君乃下令，曰：“五家为伍，其当伍者，缩地尺有六寸为墙基；不地者，朋货财以市砖石，

给力役。违者罪之。”民虽奉令，犹或忪地争伍不定。君复叹曰：“百姓可与乐成，不可与



图始，固尔也。”日于政稍暇，辄偕僚佐出里巷经营之，申其规画，譬以利害，定伍劝地，

各得其情。道里稍远涉者，君不能以遍，则属通守陈君性之分理之，各有次第，民乃踊跃

从事。不期月，城内外墙以道计者，二千有奇。其各都鄙亦奉令，惟谨随。所在俱不下千

有余道。至如岩寺一镇，富庶尤多，服义化从为速，其墙垣道数与城内外等。先是，已自

立石纪实矣。然是役也，浅识者或惜劳费，龃龉于其间。未几，通衢又告灾，灾不越五家

而止，邻里各暇为据。索利乘机攘夺者，举袖手无措。民乃知筑墙以御火者，太守德政，

真不可忘也。郡义民江志纯、许尚礼、詹以祺君，相率构亭勒石，以垂不朽。适吾族侄世

玉，来同知郡事。世玉懋才识，且不没人善，目睹何君之德政，而乐道之，笔具事状如前

所云者。许尚礼奉状独走数百里，请予记之。予惟古之火政谓火官也。掌察火星、行火政，

以顺天时而恤民患。在帝喾世，则有祝融；在尧世，则有阏伯，民赖其德无患。后世，鲜

有职是官者。故火之患作，惟守土之官是赖。如刘昆治江陵，而反风灭火；廉范治蜀，令

民蓄水备患，其夜作用火者，不禁患亦弗生。斯皆德政所感而致也。然惟惠及一时，弗克

悠远，民且感之不忘。视火墙一筑，足以御患于千百载者，其为谋之浅深，垂泽之久近，

何如也。然则徽人之德何君，视蜀郡之德廉范、江陵之德刘昆者，殆不侔也。况予素重何

君学行，而闻其治徽，循良善政尚多，如兴学、平赋、弭盗、恤狱、剔蠹、屏奸、抑强举

废之类，不可悉数。此特其一事耳。进位通显，指日可期，不纪兹石，何以系徽人之去思，

而为牧民者劝耶。君名歆，字子敬，东广博罗人，起家弘治癸丑进士云。 

正德丙寅岁八月既望立督工义民汪存应、汪克恭、陆彦功、章贵、程文、程机、张澍

耆民凌云汉、曹士文、万山汪文煜、程以宗 

 

《德政碑》是我们今天研究徽州建筑的形成，尤其是“封火墙”的发明与推广的原始记录，其

史料价值不但在徽州历史消防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历史消防文化中也具有极高的文献

价值，其碑文主要内容已被收入《中国消防通史》。1 

 

《德政碑》背面是阴叙，上半部的碑文称颂何歆“火墙”一政，深得民心，突出“子民之责，

当以民心为己心；居官之法，当处官事如家事”这一为民勤政思想，同时叙及何歆其他德政甚为具

体。下半部是本邑捐资官员、举人、医士、府学县学廪增生员、义民等 162 人的姓名及捐献的银两

及其他参与建碑的人员。碑文比正面的碑记清晰，但下半部有几处脱落，有几个捐献人姓名无从辨

认。正面碑记中有几个无法确认的字，在阴叙中得到确认。 

其全文： 

 

郡侯何公德政碑阴叙 

事有不得已而画策营为者，固难图其始，而实乐其成。虽苦劳于前，而实逸于后，何

则？子民之责，当以民心为己心；居官之法，当处官事如家事，能尽之者鲜矣。榕溪何先

生，以广东伟人，由台谏推守我新安，下车以来，大才大政，迥出寻常，非独火墙一事也。

而民皆忻然以火墙为祝颂者，岂有他哉，盖以民心之至　，而民情之大便在是故也。夫城

郭之民，星罗棋布，寸土寸金，弱之肉，强之食，孰肯揭资为墙以捍患耶。其心惟　侥幸，

苟安于一时，无复为久安之计。间有识者，又局于势豪，杂于戎伍，亦莫如之何也。已是，

以连岁遭回禄之虞，贫者家业荡然，富者苦于创建，前守若周子建公，使民家各置一桶以



潴水，一有火患，众水相救，不思一杯之水，能救舆薪之火与？亦徒然耳。何公大见超群，

乃谋诸僚友，曰：“徽郡火灾，屡为民患，吾辈参守兹土，可坐视乎！心虑久安之计为良。”

于时二守、三山林公通守、睢阳陈公范推、高唐刘公，皆悉心以左右之。乃令民每五家为

甲，均贫富，量广狭，出地朋役，砌墙以御火患。令下之始，民皆难其役。既而，董造有

方，厥功告成，果大便于民，火患顿息，万一失谨，患不过墙内数椽而解，皆安居。于是

民大悦，曰：“何公火墙，如此之便也；何公之恩，如此之厚也。意不一筑，岂不永逸，厥

效如是哉。”故民俗歌谣满闾巷，士林诗颂盈笥箧。予请疾得归养，睹墙之□饬，闻民之欢

声，窃叹为政者，实难得民心也。孟子曰：“得民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何公以□欲聚，民感之也深，故其得之也亦深。一理势之必然耳。□然，何公之才之政，

诚不止此，如廉以持身，虽引楮一毫不入；公以判事，虽豪右一概不存；府治前门，旧闭

丙而启甲，此泥于风水之说，公据理启丙闭甲，正大光明，坦如也。狱地昔隘陋，囚多疫

死，公市地开拓，囚徒得安适；三边告警，司农行郡，耽银二万两，议者谓必通派属县征

科，乃克济，公苦其病民，默然良久，既而，勾会府库，一切无碍，与凡不急之需以应之，

所属有不及知者。至于学校，尤注意焉。府县学设法修理，纤毫不科于民，立儒林、乐育、

贤关三坊于二学之通衢，砌高垣于夹道，重建明伦大堂，与夫斋宇、门屏、泮宫、池亭，

悉一新之。又礼挺秀，而优寒微，士皆乐业。善政之著，难以枚举。昔刘宽以宽厚而得民，

龚遂以循良而播誉，先守孙公亦以爱民，民立祠祀之。何公之才倍于孙公，而其政并驾于

刘、龚，今日民之感之尚如此，他日超迁之后，视孙公尤有盛焉。吾知以斯才斯政，而沛

泽乎天下，又将为天下感矣。郡义民许尚礼等集议，兹事不可无记，乃请大司马三山林公

为之记，构亭勒石以垂永久，复以诸从事氏名列诸碑阴，而予不可无述焉。虽不敏，姑序

其概以俟。 

赐进士文林郎江西道监察御史斗山吴漳清甫序 

计开共立碑亭姓名于后： 

煴 琯侍郎康永韶银贰两；给事中胡 银伍两；御史吴□银伍两；程材银叁两；郎中程 银

叁两；副使洪远银伍两。 

参议黄华银贰两，洪汉银壹两。 

指挥使孙元银贰两，鲍松银伍两。 

知县江瓒银四两。 

知州程迪，通判叶相，知县江□、郑鹏，共银贰两。 

举人江珙银贰两；胡大全银壹两；程隆银壹两；千户于应银叁两。 

阴阳仇爵、医学项祥银共壹两。 

珦 昺府学廪增生员：许文达、汪润、吴自明、罗度、汪渝、程定夫、程 、王 、汪怀、

昉汪如玉、郑朴、江涯、汪 、程结、胡耀、汪继、唐皋、汪龙、张清、朱宁、何澄、石钊、

汪叶、吴滕、江淇、吴继隆、胡璋、金□、徐□、汪源、汪□、胡锦、汪滋、方昱、许任、

谢清、汪庆、曹深、汪□、程球，共银二十贰两。 

张伦、吴楫、于恩，以上各银二两 

玭吴浚、康录、康聪、程 ，以上各银壹两。 



琇 祐 珎县学廪增生员：汪秉正、汪乾、吕佐、江 、吴邦 、程瓒、吴文献、鲍 、鲍贤、

昺江翰、贺昕、张钦、程琥、方琏、程 、朱廉、黄纲、黄玉、方华、罗傅、胡大章，以上

银共六两。 

瑄江□、江□、毕珊、许漳、张绅、杨 ，以上各银壹两。 

义民：许尚礼、程文、詹以祺，各银十两。 

汪存应银八两。 

汪克恭、□□□、江春、□□□、□□□、王良，各银五两。 

殷文清、唐臣、程玑，各银叁两。 

珎 晹吴彦端、江志礼、江球、程 、洪世隆、叶琏、姚以荣、程 、江廷俊、童永亮、田

锜达、方彦明、程养纯、王景胜，寿官程源正、朱克绍、张 、陆其功，太医院医士张政鸿，

各银壹两。 

璲耆民：曹灿、殷文泰、江德辉、汪希仁、占彦　、胡文泰、程式之、吴 、程升、胡

永福、吴舜起、张孟忠、仇伟夫、吴奇生、汪瑛、程□□、梅世□、方□□、汪□□、□

□□、□□□、许也清、许添、曹士文、洪□□、许□□、汪□□、刘□□、方□□、朱

□□、朱□□、程以宗、汪□□、□文□、章景、范祥。 

 

 

何歆是中国消防史上一位杰出的治火名官，他破除堪舆家的风水迷信观，详察明析，唯物辩证

地提出了崭新的治火观念，创造发明了“封火墙”。康熙《徽州府志·名宦》对何歆的这一功绩记

载是：“何歆，字子敬，广东博罗人，弘治进士，由御史出守（徽州），为人精明强干，有吏能，郡

数灾，堪舆家以为治门面丙，丙火位不宜门，前守用其言，启甲门出入犹灾。歆至思所以御之，乃

下令：郡中率五家为墙。里邑转相效，家冶崇墉以居，自后六七十年无火灾，灾辄易灭，墙岿然。”

这一记载，是何歆推广“火墙”史实的权威佐证。 

 

《中国消防通史》对《德政碑》有较详细的论述。在上卷的卷首 26 幅图片中就有一幅《德政

碑》和一幅黟县宏村民居封火墙彩色照片；“历代消防大事记”中有德政碑的一个条目；在第七章

“明代史”中有三个章节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论述，一是从唯物主义火灾观的发展，论述了何歆“降

灾在天，防患在人”的唯物主义火灾观；二是从府州县地方官消防治理的政绩中，论述了何歆“抓

建筑防火”；三是从建筑防火技术的发展，论述了“徽派建筑中的封火墙”。 

 

纵观中国消防史，先秦时期，人类已知道使用“木骨泥墙与防火保护层、夯土墙、土坯墙”等

防火技术措施，特别是瓦的采用，不仅解决了房顶防水问题，也解决了防火问题，使中国建筑从“茅

茨土阶”的简陋阶段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隋唐时期，砖瓦广泛用于筑城、宫殿、贵族宅第，并

开始用于百姓家。唐景云年间，广州都督宋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旧唐书·列传第四六·宋璟》2载：

“广州旧俗，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人皆怀惠，立

颂以纪其政。”到了宋代，官府为了改善建筑防火条件，“开辟火巷，教用陶瓦，以宁火患”。北宋



政和年间，杭州人史徽，出任青田县令，发现当地用茅草修房，火灾不断，遂要求用陶瓦代替。南

宋绍兴年间，善俊知鄂州，“开古沟，创火巷，以绝后患”。元代王祯在旌德县任县尹期间，倡建法

制长生屋，此法专论收录在王祯的巨著《农书·杂录附》3中，即“凡农家房屋、厨房、蚕室、仓库、

牛屋，皆宜以法制泥土为用”。用此科学的方法制成耐火的灰泥，涂抹在木构件上，增加木构件耐

火性能，阻止火势蔓延。 

可见，明代以前的建筑防火技术措施，主要是屋顶防火和涂泥等。 

 

防火墙作为建筑防火中的一项重要的技术措施，由来已久。考古学家在甘肃省发掘出一座始建

于汉朝的大型粮食仓库遗址，东西长 132 米，南北宽 17 米，总面积 2244 平方米。四周有墙，墙

为夯土构筑，最高处 6.7 米。仓库内有南北向的两堵墙，墙厚 1.5 米，把仓库间隔为相等的三间，

每间面积 616.25 平方米。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防火墙。但把防火墙这一建筑防火技术，推

广到民间民居建筑上，并广泛应用于城乡，何歆则是第一人，其历史地位在《中国消防通史》中已

得到确认。 

 

《广西通志·祥异》记载：嘉靖九年九月，广西梧州大火，第二年，知府请提督“筑一火墙，

以防火患，民甚赖之”。4《南平县志》记载：“万历三年曾遭受大火毁坏，郡守林梓命当地富户吴侃

侃、徐佑、李镃、许历、蓝襄福等人捐献银两，买地基砌了七座防火墙，然墙锋未周也。万历六年

冬，复遭火患，郡守管大勋捐俸增筑，不足者由侃侃、佑、镃等谕屋主量助，拓基又成二座，总共

为九座。”5这两条记载时间，不但比何歆创修“火墙”分别晚了 28 年和 70 多年，而且火墙的道数

与徽城二千多道、乡镇各一千多道相比，亦相差甚远。此外，以政令的形式强制推行火墙的这项防

火技术措施，何歆是历史上第一人。 

 

何歆创修的“火墙”，一个月时间，在徽州一个地区城乡建造了数千道，后人一直沿用至今，

而且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人们仍然建造火墙，这无论是在时间、数量、普及率及其功效上，都称得上

是中国消防史上的一个奇迹。 

 

何歆创修火墙的功绩，是中国消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在明代之前，民用建筑基本上是木

结构，受战争影响，城市是城堡式，地皮十分紧张，建筑挤拥；农村受聚族而居的观念约束，也是

建筑连片，挤在一起，发生火灾，往往是火烧连营，灾害深重，人们往往谈火色变。而当时防火技

术措施还停留在屋顶改瓦、法制长生屋阶段，防火墙技术仅仅是在城堡、皇宫、粮库等一些特殊的

建筑上使用。何歆经过深入全面的调查和多次亲临火灾现场观察火势，发现了火灾连营的原因，是

木结构建筑连体一片，中间无火墙防御，找出了砖墙能够阻止火蔓延的办法，以政令的形式在城乡

全面的强制推行“火墙”这一行之有效的防火分隔技术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一直困扰人类的火烧

连营的问题。这项防火分隔技术措施，不但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以后的几百年时间里，

一直发挥着作用，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钢筋水泥等新型的建筑材料普遍运用，建筑材料自身的耐

火性能提高了，火墙才开始减少，但在广大农村建房时，仍有采用。 

 

何知府创修的“火墙”，主要的功能是封闭火势，阻止火灾蔓延，故后人称之为“封火墙”。随



着人们对封火墙的防火优越性的深入认识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徽商经济的发展，人们已不满足于

“五家为伍”建造封火墙，而逐渐发展到每家每户独立建造封火墙。封火墙采用砖石结构，以砖砌

为主，建筑在房屋的四周，把可燃的木结构包在里面。两端的山墙高出屋面，由于古民居多为两坡

顶，山墙随坡面高低起伏，有三封山、五封山、七封山造型，因五封山造型似五座山峰，因此，封

火墙有“五岳朝天”之称。封火墙的垛头造型，有“斗式”、“雀尾式”、“哺鸡式”，其形状像昂起

的马头，所以，后人又称之为“马头墙”；整座封火墙如同一堵屏风，故又称“屏风墙”。这种封火

墙高出屋面，墙面涂以白石灰，上盖黑瓦，装饰性很强，这就是“粉墙黛瓦”，已成为徽州建筑艺

术的主要特征。这种建筑形式，影响到江西、广东、福建、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广大地区。 

 

作为徽州建筑本质的、标志性特征——封火墙，始于 1503 年，则徽州建筑的特征形成时间也

应是始于 1503 年。封火墙是古代木结构建筑上的一项非常至关重要的防火措施，500 多年来它保

护了无法用数字统计的生命与财产，在现代建筑中，它仍然是一项重要的防火分隔措施。 

在原徽州府所辖地区，即今安徽省的歙县、黟县、绩溪、休宁、祁门和江西省的婺源县等地，

建于明、清两朝的古民居中到处可见封火墙，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二、复办水龙碑志 

 

万安古镇是省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它位于休宁县城东四公里处，南临横江，北倚慈张公路、

皖赣铁路，镇东有寿山，又称“古城岩”，是古县治、州治郡城的旧址。万安镇是休宁县古代的商

业重镇，万安街上店铺鳞次栉比，街长五里。《休宁县志》卷三十二“民俗·庙会”记载：以前每

年的“农历四月初十，万安镇举行庙会，在水龙庙前演戏三天，以祈祷免火灾，保平安，水龙庙内

置各种消防器械”。6依据这一记载，到万安实地考察时，在万安街当铺巷 4 号万安水龙庙旧址处，

发现原水龙庙残墙上还镶有一块《复办水龙碑志》。它是反映万安镇古代消防的一份重要文献。 

碑记全文： 

 

复办水龙碑志 

今将乐输芳名列左 

同治五年，古黟各号共捐洋壹百四拾柒元，又收息洋拾四元，共支洋壹百叁拾元，除

支仍存洋叁拾壹元，打锡水龙、办笆斗及救灾使用细账录簿中，入乙亥年簿总关。 

光绪元年，阖镇捐助列后： 

同兴典捐洋念贰元；鼎泰典捐洋贰拾元；叶益隆捐洋贰拾元；孙生记捐洋拾六元；曹

元泰捐洋拾贰元；鸿昌颐捐洋拾壹元。 

義方 茂、曹氰泰、金德泰、舒叙昌、苏聚和、恒达酱园、胡森茂，以上七家各捐洋拾

元。 

信乾泰捐洋八元；兴记捐洋七元；胡椿茂捐洋七元；刘诚昌捐洋七元。 



吴绍修、刘庆丰、程裕生、宁信发、祥记、孙成记，以上六家各捐洋六元。 

吴大有、福成坊、方德茂、兆泰行、裕大酱园、程和顺、元和，以上七家各捐洋四元。 

刘文龙、孙福泰、泰山、潘日新、程德泰、刘朴如、德生、恒泰、焦怡发，以上九家

各捐洋叁元。 

和茂、祥裕、万茂、永茂、胡松盛、刘松山、柯大成、胡万盛、信源、永隆、德源、

隆兴碓、义聚、曹聚泰，以上十四家各捐洋贰元； 

泰兴染坊捐洋伍元。 

吴义兴、三余堂、长生馆、裕茂、义昌、程秉章、永兴、曹隆兴、郭益春、源大、仁

昌、郑天成、复隆、清和、复典、德丰、聚盛、杜松盛茂、原裕、源顺、恒顺、源盛、复

兴、双福、彩章、元裕、万盛、德昌、张彩文、广泰、怡顺、松盛、椿和，以上叁拾叁家

各捐洋壹元。 

鼎盛捐洋五钱；金顺捐照光贰枝；源茂捐太平钩贰个；正泰捐洋叁元；天益捐洋贰元

五钱；三泰捐洋贰元；怡泰捐洋壹元。 

共收洋叁佰玖拾陆元整。支洋贰佰零贰元九钱叁分贰厘置办水龙四座；支洋伍拾玖元

柒钱置笆斗贰佰陆拾双；支洋陆拾贰元壹钱九分贰厘置一切零物件；除支仍存洋柒拾壹元

壹钱七分六厘。 

大清光绪贰年岁次丙子年□月谷旦 

 

《复办水龙碑志》碑，立于 1876 年，记载着清朝光绪二年（1876）万安镇复办水龙时各商号

捐助的数额和开支情况：其一，同治五年（1866）黟县各商号“共捐洋壹佰四拾柒元”，“又收息洋

拾四元”；其二，光绪元年（1875）全镇各商号、居民计有 92 家捐助“洋叁佰玖拾陆元整”，捐助

最多的是“洋二十二元”，最少的是“洋五钱”，还有两户是捐助救火工具的，“金顺捐照光贰枝”、

“源茂捐太平钩贰个”；其三，开支明细：①1866 年“打锡办水龙笆斗及救灾共支洋壹佰叁拾壹元”；

②“支洋贰佰零贰元九钱叁分贰厘置办水龙四座”；③“支洋伍拾玖柒钱置巴斗贰佰陆拾双”；④“支

洋陆拾贰元壹钱九分贰厘置一切零物件”；其四，“除支仍存洋柒拾壹元壹钱七分六厘”。 

 

这块《复办水龙碑志》碑属首次发现，文物部门尚未列保。从这块碑记载的内容可知清代末期

万安古镇的消防信息有：一是集资办消防、账务公开；二是消防装备的水平、消防器材种类、数量；

三是商户的数量、商号、行业等；四是 1866 年之前万安就有水龙庙，由“复办”二字可推知。 

 

万安水龙庙，原是一座庙宇式徽州建筑，坐东朝西，占地面积 150 平方米，“五凤楼”门楼，

中间天井，两侧是厢房，殿堂三开间，高大宏伟。殿堂正中供奉一座“歪头老天菩萨”，北边是水

龙房，存放两大、两小的水龙 4 台和其他消防器材，南边是僧人的卧室。水龙庙里有一名僧人，僧

人既侍候菩萨，又守护水龙，既是佛门圣地又是水龙房，一种一举多得的管理模式。 

 



据甘顺发（62 岁）介绍：水龙庙是 1987 年毁掉的，它坐东朝西，三大间，中间是大厅，外观

同祠堂形式一样，高大宏伟，南北两边是侧房，两边的侧房是三开间并有阁楼，面积约 150 平方米。

水龙庙大厅前面有一个天井，天井两侧的墙上（南、北墙）各镶有一块青石碑（高约 1.2 米，宽约

0.8 米），现仅存这块《复办水龙碑志》，另一块己湮没。他家房子的位置就是原水龙庙的旧址，他

家的碾米厂是原水龙庙的南侧房，屋顶是重新盖的，墙还是原来的（《复办水龙碑志》就镶在碾米

厂北侧墙上），他家的院子是原水龙庙的大厅位置。 

 

 

三、征信录 

 

婺源县沱川乡理坑村（又称理源）有两座水龙庙，每座水龙庙里各有一台水龙，除水龙外，还

有火钩、火场照明灯、水篓等消防器材，这些古代消防器材和水龙至今仍保存完好而且还在继续使

用。村民余阳生家中还保存一份《民国癸酉年理源新置洋龙捐款收支征信录》。该征信录记录了理

坑村新置洋水龙的捐款和购置收支的全过程，是一份难得的民办消防文献资料。 

征信录全文： 

 

高爵 

民国癸酉年理源新置洋龙捐款、收支征信录 

理源筹办水龙募捐启 

祸莫惨于火灾，欲使火灾之不扩大，非筹备水器不为功。吾里聚族而居，人烟稠密，

前人思患预防，曾置水龙以御火患，不意该龙年深月久，机关渐坏，近更失其效用，以致

徬每遇火警，辄相率 徨，束手无策，若不急谋救济，后患将不忍言。同人等目击心伤，特

集族中同志欲复购置新式水龙一具，以备不虞。惟是需费过巨，断非少数人所能胜任，必

须群策群力，方克有济。是以肃启，敬请伯叔、兄弟、诸姑姊妹设法劝助行见，集片腋以

成裘，累撮土而成岳，直指顾间事耳。想诸位爱护桑梓之忱素称热烈，必肯慨然解囊也。

敢请。 

 

细枝 

楢轩 

发起人余                                                           岱雯 

                                                                   兰勋 

臣五 

 

民国二十二年夏历癸酉秋月之吉 



 

余寿春 捐洋拾元 余细枝 捐洋拾元 余旺丁 捐洋拾元 

余厚卿 捐洋五拾元 余庆鸿 捐洋拾元 余彦民 捐洋拾元 

余毅民 捐洋拾元 上湾程月星 捐洋一元 余先保 捐洋五元 

余洲保 捐洋拾贰元 余友监 捐洋五元 余大兴 捐洋六元 

余长冬 捐洋拾元 余观林 捐洋五元 余慎初 捐洋拾五元 

余镜明 捐洋叁拾元 余丽祥 捐洋叁拾元 余俊卿 捐洋拾元 

程余酉姬 捐洋叁拾元 余云卿 捐洋贰拾元 余云生 捐洋贰拾元 

余文彬 捐洋五元 詹余欢姬 捐洋拾元 詹余秋凤 捐洋拾元 

余得荣 捐洋五元 查余法弟 捐洋四拾元 余灶树 捐洋五元 

詹余时弟 捐洋五元 余诒林 捐洋拾五元 凤山查增元 捐洋拾元 

沱口齐相周 捐洋五元 余清田 捐洋五元 余新成 捐洋贰元 

余发泰 捐洋五元 余庆泰 捐洋五元 余祖泰 捐洋五元 

程余好弟 捐洋五元 余顺三 捐洋叁元 余集贵 捐洋叁 

胡余二姑 捐洋拾元 湖南张绪先 捐洋拾元 余月波 捐洋五元 

余培元 捐洋叁元 余玉芝 捐洋叁元 余诒杰 捐洋叁元 

余兴汉 捐洋叁元 余春江 捐洋贰元 余浚臣 捐洋拾元 

胡余大姑 捐洋拾元 王余仙花 捐洋贰拾元 余兆生 捐洋叁元 

余春和 捐洋五元 隐名氏 捐洋陆拾元 余炳金 捐洋贰元 

榖余贻  捐洋叁元 余臣五 捐洋拾壹元 奉天德和义 捐洋五元 

山东李美堂 捐洋贰元 余岱雯 捐洋贰拾元 余圆苏 捐洋贰伯 

以上旅沪同胞捐洋八伯肆拾贰元正 

余和记 捐洋壹伯元 余昌记 捐洋壹伯元 余华记 捐洋壹伯元 

养素庐 捐洋拾元 余慰农 捐洋五元 余守和 捐洋贰元 

余道滋 捐洋贰元 余道高 捐洋四元 余再生 捐洋壹元 

余季棠 捐洋壹元 余玉明 捐洋壹元 余任桂 捐洋壹元 

余益林 捐洋壹元 余进久 捐洋壹元 余祥臣 捐洋贰元 

余汪松 捐洋壹元 余庆新 捐洋壹元 余春久 捐洋贰元 

余旭高 捐洋四元 余兆仁 捐洋壹元 余守炳 捐洋壹元 



余家隆 捐洋壹元 余光衍 捐洋壹元 余道行 捐洋贰元 

榖余怡  捐洋壹元 余喜祥 捐洋四元 余理卿 捐洋贰元 

余择枝 捐洋贰元 余云鹤 捐洋五元 余自修 捐洋叁元 

余良才 捐洋贰元 榖余嘉  捐洋叁元 余永和 捐洋贰元 

余云溪 捐洋贰元 余志宽 捐洋壹元 余迎隆 捐洋贰元 

香娥 捐洋壹元 美玉 捐洋壹元 余再兴 捐洋贰元 

余和太 捐洋壹元 余宗正 捐洋壹元 余荣集 捐洋壹元 

余万祖 捐洋壹元 余兆庚 捐洋壹元 余子言 捐洋壹元 

余浚川 捐洋四元 余济川 捐洋壹元 余天林 捐洋贰元 

余魁寿 捐洋贰元 余汝三 捐洋壹元 余顺久 捐洋壹元 

余楷兴 捐洋壹元 余兆康 捐洋壹元 余广泰 捐洋壹元 

余庆先 捐洋壹元 余达中 捐洋贰元 余建根 捐洋叁元 

余庭良 捐洋贰元 余义春 捐洋壹元 余子贤 捐洋四元 

余高爵 捐洋壹元 余寿五 捐洋贰元 静和 捐洋壹元 

余旭初 捐洋贰元 余集炎 捐洋壹元 余荫周 捐洋壹元 

余荫生 捐洋贰元 余兆志 捐洋贰元 余兆秋 捐洋叁元 

余志祥 捐洋壹元  

余志云 捐洋壹元 余月华 捐洋壹元 

余八斤 捐洋壹元 余庆元 捐洋壹元 余义兴 捐洋壹元 

余田书 捐洋壹元 余迎禧 捐洋壹元 余琴舫 捐洋贰元 

余集盛 捐洋壹元 余允辉 捐洋贰元 余圣模 捐洋贰元 

余圣祺 捐洋贰元 余接喜 捐洋壹元 余达民 捐洋贰元 

余耀晖 捐洋贰元 余炎初 捐洋壹元 余万和 捐洋壹元 

余森泰 捐洋壹元 余秤芝 捐洋壹元 余三和 捐洋壹元 

余万书 捐洋贰元 余接久 捐洋壹元 余荣盛 捐洋壹元 

余成富 捐洋壹元 余欲芝 捐洋壹元 余高贵 捐洋贰元 

余杨生 捐洋贰元 余云志 捐洋壹元 余彬文 捐洋拾元 

余德泰 捐洋壹元 余芝森 捐洋壹元 余顺泰 捐洋壹元 

余益杨 捐洋壹元 余汪保 捐洋贰元 余灶贺 捐洋壹元 



余炳君 捐洋壹元 余佩韦 捐洋五元 余关林 捐洋贰元 

余炳荣 捐洋壹元 余灶喜 捐洋贰元 余周林 捐洋壹元 

余万训 捐洋壹元 余万宜 捐洋壹元 余长富 捐洋壹元 

余庆社 捐洋壹元 余来富 捐洋壹元 余灶如 捐洋壹元 

余宗开 捐洋壹元 余燮卿 捐洋五元 余保记 捐洋拾元 

余信亨 捐洋五元 余兆邦 捐洋拾元 余怡甫 捐洋拾元 

余禹记 捐洋五元 余长春 捐洋壹元 余大成 捐洋叁元 

余新若 捐洋壹元 余兆兴 捐洋壹元 余汝馨 捐洋壹元 

里中共收捐洋五百五拾贰元正 

沪里两共总收捐洋壹仟三百九拾四元正 

支洋叁伯元 洋龙壹部 支洋拾贰元 进水格令贰副 

支洋八元 三寸进水连逢头一只 支洋卅九元 二寸半出水格令六副 

支洋拾贰元 二寸半出水独角贰只 支洋九元 二寸半出水苗 

子贰枝 

支洋五元 二寸二寸半大小头壹只 支洋拾一元贰角 二寸皮带轧四只 

支洋拾贰元 二寸半皮带轧四只 支洋贰角 活动螺丝板壹只 

支洋壹元六角 二寸出水格令 

橡皮华水四只 支洋贰十元 外加轮盘贰只 

支洋三元一角贰分 三二寸十四号连 

逢布四０七寸码 支洋拾六元贰角 铜帽六顶 

支洋拾元○八角 铜灯六盏 支洋拾贰元 包进水管贰条 

支洋贰伯廿贰元 二寸半美胶布 

皮带一百廿码 支洋四拾七元五角 三寸半进水橡管贰枝  

支洋四拾柒元五角 三寸半进水橡管贰枝 

支洋五元 额钩三只握叉四只 支洋三元 进水格令半副 

支洋廿贰元九角六分 上海至屯运力 支洋三元六角 屯至口运力 

支洋五元 西区救火员试水酒资 支洋三元四角 夹板篓篾 

支洋三元贰角 帮忙绑龙照应人员午膳 支洋贰元 火灯铜帽运力 

支洋拾四元贰 



角七分七厘 口至里运龙 

十五人伙食 支洋九角八分七厘 溪口上力 

支洋六角八分六厘 修理进水格令 支洋廿三元九 

角八分五厘 开砖五八五□ 

支洋廿八元一 

角四分五厘 土瓦四三三○片 支洋七元贰角 石灰三石运力 

 

支洋三元六角 石板壹块 支洋五角 藤皮 

支洋五角 铁门枢 支洋壹元 

七角六分 西钉 

支洋六拾元 加厚地坦薄板 

杉树砖匠工资 支洋贰元四角 付修龙所基地旧 

有侧屋迁移费 

支洋五角 办龙扛 支洋四元 太平水缸 

支洋贰角贰分 萗索贰支 支洋贰元贰角 灯叉木柄 

支洋壹元 灯内装煤油 支洋贰角四分 灯芯布六尺 

支洋六分 母钮六只 支洋壹元贰角 铁签六只 

支洋壹元 各匠员工酒资 支洋五角 灯芯洋铁罩 

支洋拾贰元 铁轮盘四只 支洋贰元 五分铜头螺 

丝帽十只 

支洋贰元五角六分 铜小螺丝 

钉壹匣 

未计价 三寸进水格令 

橡皮华水贰只 

未计价 钥匙贰只 

大共支付洋九百六拾壹元三角 

大共收捐洋壹仟叁百九拾四元正 

付存上海万石斋砚池号大洋四伯元臣五手 

除付大洋壹仟叁伯六拾壹元三角 



两抵仍余大洋叁拾贰元七角里中扶龙会 

《征信录》印刷纸料工费 余臣五捐输 

 

《征信录》缘起于一个在上海做徽墨的理源打墨锤工的提议，并带头捐出 20 元。一个打墨捶

工为了故乡的消防工作能够捐出这么多钱，精神令人感动，在上海的同宗商人积极响应。为了筹集

到更多的资金，由余兰勋、余楢轩、余臣王、余岱雯、余细枝等人发了一个《理源筹办水龙募捐启》，

在旅沪的同胞和理源村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解囊，参与捐资买新水龙的活动。旅沪同胞中

６０人“捐洋八伯肆拾贰元正”，其中捐得最多的是余圆苏“捐洋贰佰元”，最少的是“捐洋一元”，

还有一个“隐名氏捐洋陆拾元”。村中 129 人参与捐款，“共收捐洋五百五拾贰元正”。上海与村中

两处“共收捐洋壹仟三百九拾四元正”。 

 

 

《征信录》对其开支情况也做了极为详细的记载：各项开支计 53 项，其中“支洋叁伯元洋龙

壹部”，“支洋贰伯廿贰元二寸半美胶布皮带一百廿码”，“支洋九元二寸半出水苗子贰枝”，“支洋拾

元 0 八角铜灯六盏”，“支洋拾六元贰角铜帽六顶”等等，以及运力、修建水龙庙等，最小的一项是

“支洋六分母钮六只”。所有开支“大共支付洋九百六拾壹元三角”。“大共收捐洋壹仟叁百九拾四

元正，付存上海万石斋砚池号大洋四伯元臣五手，除付大洋壹仟叁伯六拾壹元三角，两抵仍余大洋

叁拾贰元七角里中扶龙会，《征信录》印刷纸料工费余臣五捐输。”集资办消防，人人参与，收支帐

目详细明了，分文不错，公布于众，捐献者留名，受益者明白。 

 

《征信录》所述捐款购置的洋龙，如今还完好无损，仍在继续造福于理源人民。 

 

“洋龙”较理源村的老水龙性能优越。“洋龙”主体与水箱是分开的两个独立体。木质水箱（内

部镶有铁皮）长 1.51 米、宽 0.59 米，内胆呈两级阶梯状，最深处 0.4 米，最浅处 0.21 米。水龙主

体部分是一个铁质高压筒，直径 22 厘米、高度 50 厘米，筒底部两边各有一个进、出水口，外径 9
厘米，内径 7.5 厘米。高压筒两侧各有一只铜质汲筒，汲筒外表是方形，边长 76 厘米，内孔是圆

形，直径 22 厘米，高 35 厘米。高压筒上方是一个能上下摆动的铁质压杆，杆长 1.76 米。两根美

胶布皮带吸水管，长 3 米、直径 8 厘米。洋龙的优越性是出水量大、压力高，最主要是它可以直接

从河里吸水，不需要人工提水，吸水来得快，而且可以节省很多人力，只有在远离水源的地方，才

需要水箱。人们把水提来倒入水箱。水龙再从水箱中吸水。 

 

徽州的古村落中大多数都有水龙庙，相当于现代城市中的消防站。水龙庙里必定有水龙，水龙

在中国清朝末期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灭火器械，价格十分昂贵，一般贫困地区是不敢问津的。但在徽

州，富有的徽商却可以独资购置水龙捐献给家乡，这是徽州乡村先进消防器械来源的一种形式，《征

信录》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徽州乡村全民办消防的事实，由此可见徽州古代乡村消防是两条腿走 

路。 



 

四、“水符” 

 

休宁县境内的齐云山，是全国四大道教圣地之一，其道教是全真派与正一派两派并存，“以月

华街太素宫为中心，属正一派；而玉虚宫、洞天福地等处仍保持全真派，”“两派以正一派为主，统

领全山”。齐云山的香会活动每年从农历七月初一开始，至十月初一结束。香会期间，道士要根据

事主的要求而举行不同的道场，道场名目繁多，分为诸天科、慈悲科、水火连度等 25 种，其中最

值得一提的是“禳火道场”。“禳”，《辞海》释为：“祭祷消灾。”加上一个“火”字，祭祷消除火灾。

《齐云山志》载：“在农历七月初一这一天，由道长为首，率领各院房道众大斋三日，并在玄天太

素宫做大型禳火道场，祷求玄天上帝保佑香火平安，道业兴旺。”7道教将“禳火道场”安排在香会

活动的第一天，统领全年的道场，而且在做“禳火道场”之前要大斋三日，以清身心，并由道长亲

率各道院的道士集中在太素宫里做大型道场，规格最高，形式也最为隆重。 

 

各道院的法官在做“禳火道场”之前要事先画好若干张“水符”带至道场，“禳火道场”结束

时免费奉送给进香者。各位法官在做“禳火道场”时也要当场画“水符”，由各道院带回去张贴在

自家的道院门头上，用以镇本道院的火魔。 

 

“水符”是道教宣传防火的一种标志。它是在一张 16 开大小的蓝色纸上用白色粉末画成一种

约定俗成的镇火“符”号。“水符”作为道教的防火宣传“符”号，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当道士、

香客每次进入道院时，首先看到的是“水符”，提醒道士和香客，进入道院要注意香火安全，防止

发生火灾。 

 

如今，“禳火道场”已多年不做了，“水符”更是难以见到，我们费了很大的周折，深夜探访真

武殿老道汪腊梅，汪腊梅的父亲原是真武殿法官。热心的汪老道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就先给我们介

绍了“水符”形状，然后再在一张白纸上画给我们看。“水符”分上下两个部分，上符是一笔而成，

下符形状像龟。画下符时，起笔先写个“水”字，然后再圈和脚。老道一边说，一边画，画好“水

符”后，仔细端详，总觉得画得有点不太像。在我们的提示和要求下，他上楼从其父亲的遗物中寻

找到了一张“水符”原件，我们如获至宝，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道教消防文物（现由笔者收藏）。

这张“水符”是一张 16 开的蓝色纸，长 27.5 厘米，宽 19.5 厘米，上面用白色粉末画成一种约定

俗成的镇火“符”。这张“水符”纸很特别，看到的颜色是蓝色的，但拍成照片却变成了红色。笔

者经过反复试验，在室内自然光、灯光、闪光灯；室外阳光下、阴影下；采用负片、反转片等能想

到的光线条件和拍摄方法进行拍摄，其结果是洗出的照片都是红色。“水符”作为道教的一种防火

宣传标志，不应简单地斥之为迷信物，而应看作是一种源远流长的道教消防文化，是道教消防文化

的一种表现形式。 

 

五、谱谍中的消防文献 

 



谱谍是徽州消防文献的主要载体。研究每一个典型的古村落的消防文化，几乎都可以从聚居在

这个村落家族宗谱里找到一些踪影。 

就拿世界文化遗产——古村落宏村（古称“弘村”）来说，其消防方面最主要特色就是人工村

落消防水系。《弘村汪氏家谱》8明确了宏村的村落人工水系建设的目的是为了防火。 

 

徽州人十分重视村落水源建设，每一个古村落都有人工水系，而且是各具特色。“明圳粼粼门

前过，暗圳潺潺堂下流”，这是对徽州古村落水系统的真实写照。人们常说村落水系具有方便生活

洗涤、灌概农田、改善村容、调节小气候等作用。但从消防角度考察村落人工水系，其建设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解决消防用水。因为徽州山区古民居建筑全是木结构，木结构建筑最大的弱点是怕火灾，

如若发生火灾，要想迅速有效地将火灾扑灭，其前提条件必须要有充足的消防水源，否则，只能望

火兴叹。徽州虽然雨水较多，年降雨量平均在 1400～1700 毫米之间，但地如覆盆存不了水，天然

降水储存率很低，因而水显得十分珍贵。人们在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领略

到水源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不遗余力，不惜代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规划建设

成完整的村落人工消防水系。 

 

据《弘村汪氏家谱》记载：宏村始祖汪氏原籍徽州区唐模村，在金陵经商，遭火灾而举族迁往

黟县祈墅，未料又遭火灾，而再度迁往宏村。因惧火太甚，不惜代价兴修村落水系，防治火灾。建

村之初，汪氏家族就三请风水国师何可达实地堪验，为宏村制定了一个完整的村落水系规划：“引

西溪以凿圳，绕村屋其长川，沟形九曲，流经十湾，坎水横注丙地，午曜前吐土官。自西自东，水

涤肺腑，共夸锦绣蹁跹，乃左乃右，峰倒池塘，定主甲科延绵，万亿子孙，千家火烟，于兹肯构永

乐升平。”按照这个规划，他们将村中心一天然泉眼挖掘成半月形塘(月沼)蓄水，“以潴内阳水而镇

朝山丙丁之火”。思齐公“出储万余金，凿圳数百丈，引西来之水，南转东出，而予三曲处，沦小

浦，又分注西入天然窟。窟之四畔，皆公（思齐公）租田，计五十有一砠，旋施人力，浚而大之，

形如半月，环拥祠前，而‘月沼’之名号立，而月沼之规模成。临渊载泳，每令人有渊渊其渊之想，

语云：地灵人杰。又云：人杰地灵。吾于此而叹天工人巧，而臻其妙矣。”西溪常年溪水不断，溪

水沿水渠源源不断地流向家家户户，整个村落水脉相连。后因人口繁衍，村庄规模扩大，“月沼”

之水不足御火，汪氏后裔思“明永乐时（1403），思齐公从地师何可达先生指画，凿疏月沼，畜内

阳水，而火灾寝息，人得安居。堪舆之说，信有征已。历隆万间，椒枝孔蕃，堂构聿增，月沼之前，

及左右两旁，百堵具兴。识者忧之以南方山赤如烈焰也，忆前人遗言，谓新溪绕南之北畔，有双石

田数百亩，能再凿池，蓄中阳水，子孙其更逢吉。万历丁未（1607），爰踵疏月沼旧规，抉田百亩，

凿深数丈，周围四旁砌石立岸，名曰‘南湖’。受圳西来之水，潴汇明堂，渊深四映，诸峰远近，

倒影入池”。至此，宏村汪氏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历时二百多年，终于完成了这一完整的村落

消防水系统。 

旌德县江村、歙县昌溪、绩溪县宅坦村等古村落消防水系也非常完善而且有特色，建筑防火也

非常严密，查阅他们的宗谱，大都有过惨痛的火灾教训，他们老祖宗留有防火遗训，教育子孙后代

注意防火。孝顺的后裔们遵循祖训，不断加强和完善消防措施，从而创造出了灿烂的徽州消防文化。 

 

A study of literature about Huizhou fire protection 
 



Li Jun 

 

Abstract：Historical culture of Huizhou fire protection,compared with Royal culture of fire protection in the  feudal 

age  ,is a regional one and rarely   preserved in official docunements,Folk documents of fire protection, most  

missed and only a few available among folks in  Huizhou area,are hard to collect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of 

Huizhou fire protection, to some extent,is restricted by the situation .the anthor,after years of assidious 

collection ,obtained some precions documents of Huizhou five protection ,and drew  a lot from devoted study on 

the documents .this article ,with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materials on hand,aims at revealing the important role 

the ducuments of Huizhou fir protection play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culture of Huizhou fir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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