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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篁墩是一个在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特和重要意义的地方，历史上曾有几十

个姓氏家族始迁于此，接着再发展到其他各地，这其中，程氏、朱氏和萧江氏三大姓的宗族发展最为引人注

目，文化遗存也十分丰厚。 

关键词：篁墩三大姓文化遗存 

 

 

在徽州的氏族移民迁徙和追求氏族血统的宗族社会形成中，篁墩是一个有着独特和重要

意义的地方，历史上曾有几十个姓氏家族以此作为始迁地和保祖发祥地，文化内涵极其丰富。

在众多的迁居篁墩的氏族中，程氏、朱氏和萧江氏三大姓最为引人注目。 

 

一、徽州宗族的“圣地” 

 

篁墩是徽州的一个不大的自然村，历史上隶属歙县。1987 年黄山市成立时，划归黄山市

屯溪区。 

 

篁墩位于歙县西南约 20 公里处，历史上与休宁县交界，现距黄山市中心城区屯溪区仅三

四公里。地理大势基本上是属于“介于万山丛中”的徽州的丘陵盆地，具体形势是：“发源于

黄罗石际，旋西北蜿蜒而来。天马列其前，石壁拥有其右，古宫辅其左。大河前绕，重山后镇，

居然一隩区也。”1这里的“黄罗”即黄罗山，“天马”即天马山，“大河”即新安江上游渐江。

“重山后镇”，据《歙县志》，“黄罗之支曰篁墩”，有富仑山、相湖领、黄茅山，为“黄山西南

支，为歙休交界之天马山脉”。2此外，篁墩域内，据方志载，旧有“相公湖”，“一名‘篁墩湖’，

一名‘蛟湖’”，3南宋淳熙《新安志》记：“黄墩湖在县西南四十五里，阔二十余丈，长三百步，

众水所潴。”4后淤塞；有“曰李田山水。出李田山，经汪村至篁墩之上入渐江。曰篁墩口水。

一由小练，一由石冈，合于罗田会环山皋岭、马岭诸支，南流出篁墩口入渐江”。5山水兼备，

地理环境比较优越。 

 

 

篁墩的历史十分悠久，其得名至少有近二千年的历史。篁墩最初名叫“姚家墩”，因东晋

时有一个名叫黄积的，“为考功员外郎，从元帝渡江任新安太守，卒葬郡西姚家墩。积生寻，

庐于葬，遂家焉，改曰黄墩”。6后程氏族人世居于此，因地多修篁翠竹，改“黄”为“篁”。



唐末黄巢之乱时，黄巢军一路烧杀掳掠，相传，“凡地以黄名者，兵辄不犯，盖谓己也”。7于

是在唐末时又易“篁”为“黄”。至明代，休宁进士、篁墩程氏后人程敏政再次改“黄”为“篁”。

对此，程敏政在《篁墩文集》有明确的记载： 

 

予家亦出黄墩，而考诸谱及郡志，莫知墩之所以名者。近得一说，云：黄墩之

“黄”本“篁”字，以其地多产竹故名。至黄巢之乱，所过无噍类，独以黄为己姓，

凡州里山川以“黄”名者，辄敛兵不犯。程之避地于此者，因更“篁”为“黄”，以

求免祸，岁久而习焉。予独慨夫循吏忠臣赐第庙食之所，而污于僭乱之姓七百余年

卒，无觉其非者。因大书“篁墩”二字，揭诸故庐，且借重于作者一言，使后世知

此地之获复旧名，自予始云。8 

 

优越的地理环境，使篁墩至少在二千多年前就有人在这居住生息，黄、程二姓在东晋初

年就世居于此；而极具传奇色彩的历史地位，唐末黄巢之乱时，更是有许多的氏族纷纷迁居于

此。明程尚宽著《新安名族志》9中综录了由外地迁入徽州的家族 88 个，其中，可考其具体迁

徽时间、地点的有 56 个家族。究其过程，有三大迁徙高潮，即魏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唐末

的“黄巢之乱”、两宋之际的“靖康南渡”，尤以唐末“黄巢之乱”最盛，一次迁居来的达 20
个左右，这其中，十分明确是始迁篁墩的名族就有 15 个，他们分别是张、陈、朱、戴、周、

萧江、济阳江、康、曹、王、毕、潘、施、齐、唐等。如新安的周氏，尽管有几支，但其中就

有一支先祖于唐朝乾符年间任庐州刺史，黄巢之乱时，迁歙县之篁墩；新安梅氏，黄巢之乱时

为避锋芒，从蔡州汝南迁歙县之篁墩；新安的康氏，先祖居京兆，后迁会稽，黄巢之乱时，迁

歙县之篁墩；新安王氏，在黄巢之乱时，有一支迁歙县之篁墩，有一支迁篁墩附近的王村；新

安潘氏，唐广明年间，有一个名字叫潘光旦的及其兄为躲避黄巢之乱的锋芒，由福建迁歙县之

篁墩；新安施氏，世居山东兖州之淄畲林，先迁吴兴县，唐末黄巢之乱时，为避锋芒，再迁歙

县之篁墩等等。 

另外，还有许多小的氏族，《新安名族志》中没有记载，若加上他们则更多。 

 

除了始迁篁墩的姓族外，在徽州，还有不少的姓族，尽管最初的始迁地不是篁墩，但黄

巢之乱时，曾在篁墩避过难，保全了自己的族根，之后获得发展，瓜瓞绵绵。这其中，仅《新

安名族志》中记载的，就有方氏、余氏、汪氏、明经胡氏、张氏、吴氏、叶氏、孙氏等。此外，

程姓尽管世居篁墩，但在徽州散居的更多，黄巢之乱时，也有不少程氏族人为保族而回迁的。

如歙县竦口程氏：“出忠壮公，孙曰誉，隋大业间由黄墩居此。五世曰承圣，唐生员；八世曰

元握，安福尹；十世曰记，内江簿；十二世曰萱，僖宗初，避巢乱于黄墩，后与北蓉、芳、蘩，

复居竦口。”10  

 

 

正因为篁墩是徽州许多氏族的始迁地、最初的避难地和宗族的发源地，因此，它于这些

家族来说就有着特殊的、重要的意义！那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地方，是一个值得感恩的地方，

一个充满崇拜敬仰的地方。事实也正是如此，那些当年是以篁墩作为始迁地和保祖地的家族，



在以后的宗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总是在自己的氏族记忆里，深深地铭记着“始迁”这件事，

铭记着“篁墩”这个地名，至少是在谱牒中都记述之，如据《济阳江氏统谱》载：“迁祖讳尚

质，字彦纲，号萧翁，行十二，先唐大中丁卯，乃应元公之十九世孙，避黄巢乱，光启丁未，

始由金陵迁歙之黄墩。子洪公，复迁于婺之谢坑。”11《严田李氏宗谱》记：“余族出唐宣宗之

后，后避地于黄墩，时有兄弟三人，卜居址之地以从田为吉田。由是，德鹏居祁门之敷田或曰

新田；德鸿居浮梁之界田；德鸾居本邑之严田。即余族所自出也。”12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伯山书屋”藏。 许登瀛《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记：“唐末朱温篡位，许儒为避祸，迁于

歙之黄墩。”13《京兆金氏宗谱》记：“自烈公通判徽州，遭唐末乱，复徙篁墩。”14《方氏统宗

谱》记载：“吾方氏先世，源濬而流衍，中莫殚述。后值巢寇，避难于篁墩，散居歙休。”“又

闻唐黄巢之乱，各姓寻避于篁墩，护全家焉。吾族或散居歙休，亦有自篁墩迁于浙者”。15其

他还如《休宁戴氏族谱》、《新安毕氏族谱》、《新安武口王氏统宗世谱》、《新安张氏续修宗谱》

等等。可以说，这种氏族的记忆，无论是繁衍了多少代、历经了多少年、辗转再迁过多少回，

都是不可磨灭的。并且，这些家族在徽州经过发展，多成为名族望族，瓜瓞绵绵，名人辈出，

构成徽州宗族社会的主体，影响极大。所以说，篁墩实为徽州宗族的一个“圣地”。 

 

二、篁墩的程氏、朱氏和萧江氏 

 

在众多迁居篁墩的家族中，有三个大姓最为引人注目。 

 

1、新安程氏。 

 

程姓是徽州的大姓，也是最古的一个姓，民国《歙县志》记载：“邑中各姓以程、汪最古，

族亦最繁。”16  

 

据明程尚宽著《新安名族志》记载：“程姓出黄帝重黎之后，自周大司马曰休父，佐宣王

中兴，封程伯，子孙因以国氏，望安定。其后曰婴，仕晋平公，有立赵孤之德，封忠诚君，再

望广平。汉末曰普者，从孙氏定江东、破曹巢，赐第于建业，为都亭侯。”17程普之后曰程元

潭，永嘉之乱时，佐琅琊王起建业，为新安太守，有善政，民请留之，赐第黄墩，遂世居此。

程元潭即为新安程氏一世祖。新安程氏传至 13 世出一显赫人物程灵洗。他曾被梁元帝任命为

谯州刺史兼领新安郡太守，后被陈武帝任命为兰陵太守，封遂安县候，以后因军功先后升任豫

州刺史、左骑将军、中护军、云麾将军、重安县公等职，为陈朝栋梁之一，卒后赠镇西将军，

谥“忠壮”，配享武帝庙庭。因侯景之乱时，程灵洗曾率领乡人保卫乡土有功，对此，徽州人

十分崇仰，死后尊封他为“邑神”，影响十分久远。徽州的诸多府志、县志及程氏族谱等，都

有关于程灵洗的记载，如弘治《徽州府志》中就记载有： 

 

程灵洗，字元涤，休宁篁墩人，少有勇略，尝手殪妖蜃以安乡井。侯景之乱，起

乡兵保黟……性好播植，躬耕稼，别水陆所宜，刈获早晚，虽老农不及。妓妾并督以



纺织。至於散用赀财，亦无所吝。卒赠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壮”，配享

武帝庙庭，乡人感其义，亦相与祀之。宋嘉定中，赐庙额曰“世忠”，累封为忠列王。

国朝仍以公爵春秋致祭。18 

 

传说程灵洗有 22 个儿子，由篁墩先后扩散到徽州及全国各地，他们皆以自己为“忠壮公”

之裔而自豪。对此，程敏政在《篁墩文集》中亦记： 

 

程之先望北方，至讳元谭者，从晋南渡，守新安，有治迹受代，为民所请留，蒙

赐第郡之黄墩，子孙因留居焉。其十二叶，云麾将军忠壮公灵洗，以布衣起义兵御侯

景，土人德其全郡之功，亦祀於黄墩，宋号其庙曰“世忠”，其胤愈盛。故凡新安之

程，皆祖太守，宗忠壮，且号黄墩程氏。19 

 

新安程氏传 28 世，在唐中后期，出一个名叫程泽的人，从篁墩迁河北中山博野；至 32
世，又有一个名叫程希振的人又自中山博野迁河南洛阳，其曾孙即为程朱理学的奠基者程颢、

程颐兄弟二人，他们实为新安程氏 35 世孙。对此，同治歙县下门《程氏抄谱》有明确记载： 

 

贰百四十一号中山博野房派。接总图二十六世曰纂公之四子曰　公之子二十八世曰泽

公，自篁墩迁中山博野。 

贰百四十号河南房派。接博野派二十八世曰泽公之曾孙曰羽公之子三十二世曰希振

珦公，自博野迁河南。其孙曰  公，宋大中大夫司农少卿上柱国，封永平县开国伯，

食邑九百户，赐紫金鱼袋。二子曰：颢、颐。而颢字伯淳，号明道，宋进士，历监察

御史，追封河南伯，谥曰纯，从祀孔子庙庭，元至顺二年加封豫国公。而颐字正叔，

号伊川，崇正殿说书，追封伊阳伯，谥曰正，从祀先圣孔子庙庭，元至顺二年加封洛

国公。20 

 

明万历修刻、清雍正重刻的《程朱阙里志》中则有更多关于二程夫子出自新安的考证与

叙述。如赵时勉在《考新安程朱三夫子源流记》中说： 

 

古先圣之统，自孔孟而下，一脉汇于朱子；而朱子得之二程子。人知朱子世家

新安，不知程之先亦自新安而徙也……元礼部程公黟南《书河南上程氏宜振录后》

云：“河南夫子，胄出中山；中山之胄，出自新安之篁墩，实忠壮公之裔，陈末播迁

而北者也。”永新刘文安公定之《记程氏义田》云：“公之先，家徽郡，忠壮公灵洗

蔓延厥系于海内，明道、伊川实祖之。”邓州李文达公贤《志程亚中公墓》云：“灵

洗仕陈，至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壮，元封忠烈王。五世孙大辨徙中山博野；六世少

师羽，再迁河南；醴泉三世曰元白，宋宜春令，追封冀国公；四世曰琳，宋太师中

珦书令，谥文简；曰 ，大中大夫，子为明道、伊川二先生也。”李公心传《识伊川先

生后谱系》云：“靖康之难，先生之孙辟狄流寓池州，绍兴褒录党人，诏下提举招二



子之孙，审验其谱系，上长孙观之年七十四，补登仕郎，充池州州学学宾，令本州

于上供钱内支钱三千、米二石，俾奉祭祀；次谦之子源，四世嫡孙也，赴吏部铨，

量补迪功郎。”本府志云：先代原有乡贤祠，并祀二程先生，先儒胡云峰撰文具《新

安文献志》谓：“程之河南，实吾新安黄墩忠壮公后也。”按程叔子撰《纯公行状》：

“河南之程，出自中山博野。”又按欧阳公撰《程文简公父冀国公墓铭》：“中山博野

珦之程，出自灵洗。”文简公琳与大中公 为兄弟，则新安为河南所出，何疑哉?21  

 

程颢、程颐虽迁出新安已有好多代，且其生活和从事学术活动地方也主要是在河南，其

学术理论也称“洛学”。但如许多由徽州再迁居、侨寓外地的新安人士一样，他们对自己的祖

籍地有着强烈的认同。明修《程朱阙里志》中就记载程颢、程颐念念不忘自己是“忠壮公”之

裔，程颢就曾有“忠壮公裔”印章一枚之事；清雍正重刻时，又加入了康熙年间河南程氏后裔

来篁墩谒拜新安程氏始祖、显祖的事件。据徽州府儒学教授黄师琼撰《程氏倡建两夫子祠引》： 

 

璠……岁在甲午，河南翰博公佳 来徽谒始祖元潭公、显祖灵洗公墓，叙其世系，

实本新安。自两夫子祖羽公为元潭公三十一世孙，始迁居河南，今虽七百余载，而水

源木本之思，依然嫡派相传也。22 

 

休宁人程孚夏作《篁墩记事》亦云： 

予家自东晋太守公肇始新安，后因迁徙不一，而程氏几遍环区矣。河南两夫子，

为忠壮灵洗公支裔，其先世官楚之黄陂，因转判开封府事，遂以嵩阳萃中州之秀而

卜居焉。今翰会玉先生，乃伊阙二十一世孙，以七旬老人，不殚数千里，携令孙服

伯来故土，谒祠拜墓，可谓曲尽水源木本之思。爰系以诗，使后人知所考。云：“洛

水相承号大儒，曾将圣学佐唐虞。盘桓犹忆同官日，下拜欣看列墓图。愧我未能瞻

阙里，多君今已到新都。只缘东晋丰碑在，万派分流总不殊。”23  

 

清末翰林、歙县人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曾就程颢有“忠壮公裔”印章一事，按道：

“此二程出篁墩，乃赖一印章证耳。”24语气不无疑问。但笔者所要记述的是，直到 1993 年，

河南程氏，号称是二程的后裔，在重修族谱时，还专门来人到篁墩寻根，当时笔者是黄山市政

协委员、《徽州社会科学》杂志主编，曾参与接待，款以吃住，并有当年的屯溪“交通旅社”

（现已拆）的发票为证。 

 

2、新安朱氏。 

朱姓也是徽州的一个大姓，据《新安名族志》记载：“朱出颛帝之后，周封曹侠于邾，为

楚所灭，子孙去邑，以朱为氏。”25唐乾符年末，唐殿中丞朱涔号师古者，“避巢乱，自姑苏始

迁歙之篁墩”，26是为新安朱氏一世祖。朱师古有四个儿子，即　、驯、瑰、重，据嘉靖《朱

氏统宗世谱》记载：“因讨贼道经于歙之篁墩，爱其山水之胜，遂家焉。驯居朱衣巷。瑰于天

祐中，以陶雅之命，领兵三千戌守婺源，因家焉。重居于彼斯。朱氏世系昭昭可考也。”27可



见，留居徽州的是朱　和朱瑰。这其中，朱瑰是由篁墩始迁婺源的，为婺源朱氏一世祖。朱瑰

在婺源传 8 世，有一个名叫朱松者，字乔年，号韦斋，生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曾就学于

歙县南门的紫阳书院。当时歙县城内有一名叫祝确的，字永叔，是一个大徽商，财富甚巨，号

称“祝半州”，他非常器重朱松，以其女许之。朱松于北宋政和八年（1118）考取进士，后以

迪功郎调任福建政和县尉，再入籍建州。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即朱松与祝氏之子，他

于北宋建炎四年（1130）9 月出生在福建尤溪，实为新安朱氏 9 世孙。28 

《程朱阙里志》中有关朱子出自的叙述和记载的内容更多，如赐进士出身文林郎管徽州

府儒学教授事荆南后学储郁文《朱夫子始迁祖师古公墓碑记》有： 

 

徽国文公之先，著籍新安，自师古公始。唐广明之乱，由苏之洗马桥迁于歙，

居篁墩。再传而古寮公，以刺史陶雅命，领兵戍婺源，遂家于婺。八传而韦斋公，

为尉于建之政和，世乱不得归葬，又家于建。盖自文公而上溯师古公，已十世矣。

其在婺在建者，族姓聚处，世守祠墓。自古寮公而下，图域班班可考。29 

 

赵时勉则撰有《考新安程朱三夫子源流记》，云： 

祐朱夫子世家载之志，而朱夫子自叙世谱后：先世居歙之篁墩，天 中，以陶雅之

命，总卒三千戍婺源，民赖以安，因家焉。祖曰森，仕宋为承仕郎，配程，生子三，

鬌长曰松，年逾髫 ，以上舍登第，授建州政和尉。以父丧，值乱，寓建安之崇安。服

除，调建州尤溪尉。建炎间，告归十余年。绍兴四年，内翰綦密言于上，召试馆职，

除秘书省正字。上言：“切至。”迁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两曹，

兼史职如故。后以杭疏、阻和议，出知饶州。请老，得主管台州崇道观，交游得人。

大明六籍要旨，徽之理学，实开其先，力行砥砺，自谓性卞急害道，因取佩韦之义名

斋，所著有《韦斋集》。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寅，生熹于尤溪寓舍。先是，松

生邑城，有白气如虹自井出；至是，复有紫气如虹自井出，其光上腾，因名“虹井”；

母祝氏，为祝确女，出于祝夫子，历有显者，世谓祝氏世生贵女。然则，新安为程朱

夫子所自出，历历可据矣。溯流于源，生其乡者，可无崇祀之思哉。30 

再如《徽国文公朱夫子十七代嫡孙应荫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讳廷锡率合族公启吴先生书》

记： 

……环公来婺，迁自歙之篁墩，其先皆歙人也。师古公，公之先人也，居于斯，

葬于斯。古今人大抵不甚相远，墓在即祖在，如尸象神祀，墓即祀祖念神敬像。“朱

子非惟星源之朱子，乃新安之朱子也；非惟新安之朱子，实天下万世之朱子也”。31 

类似记录，不一而足，可以说，在新安朱氏族谱中，则基本都有确认朱熹的记载。 

朱熹虽然生在福建、长在福建，主要的学术活动也在福建，其学术理论也称之为“闽学”，

但朱熹时刻不忘自己是徽州人，对徽州作为他的祖籍地强烈认同，深有感情。朱熹曾作《婺源

茶院朱氏世谱后序》，明确指出：“熹闻之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家先世居歙州之黄墩。’”
32朱熹之父朱松当年远离故里仕宦在外，就不曾一日忘却徽州，对此，朱熹曾作《名堂室记》

记其父： 

 



紫阳山在徽州城南五里，尝有隐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

少而学于郡学，因往游而乐之。既来闽中，思之独不置，故尝以“紫阳学堂”者刻

其印章。盖其意未尝一日而忘归也。33 

 

而朱熹本人更是“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听事，庶几所谓乐乐

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者，后世犹有考焉”。34朱熹曾两次回徽州省墓，写有《归新安祭墓文》、

《又祭告远祖墓文》等；35每次回徽州都要逗留数月，从事讲学和开展学术活动，徽州从学者

众，其中最有成就的有 12 人；朱熹在徽州留下了许多文字笔墨，有记略、谱序、匾额、诗文

等，笔者就搜集到一块朱熹当年题写的“鸢飞鱼跃”石碑，弥足珍贵。朱熹字元晦，号晦庵，

也号紫阳，特别是在许多正规文字著述的署名上总是署“新安朱熹”，以表示对故乡的强烈认

同。朱熹生前也不得志，其学曾被斥之为“伪学”，但他死后不久，宋理宗就追封他为“信国

公”，后改为“徽国公”，并亲笔在婺源朱子庙题额“文公阙里”，为歙县紫阳书院题匾等，表

示朝廷对朱熹是徽州人的认同。 

 

3、萧江氏。 

 

徽州的江姓有两种，一为“济阳江”，世居济阳，隋末唐初有江韶者迁居旌德江村，为济

阳江氏“金鏊派”始祖；唐时，名江湘者迁居新安，是为新安济阳江氏的一支。唐末黄巢之乱

时，济阳江氏又有一支，一个名叫江尚质的人，为唐镇南将军，由金陵“避处于歙之篁墩”，

之后再析分到徽州各地。其子江洪，字天然，天复癸亥年“复徙于婺北谢坑江村”，36此为“真

江”。 

 

另为“萧江”，亦即“假江”。根据《新安名族志》、明隆庆三年江珍撰修的《溪南江氏族

谱》（黄山市博物馆藏）、万历三十九年江旭奇撰修的《萧江全谱》（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十

一年江永撰修的《兰陵萧氏二书》（黄山市博物馆藏）、乾隆三十七年江如松撰修的《萧江复七

公房支谱》（上海图书馆藏）和笔者所藏的《萧江氏世系源流》等谱牒记载，“萧江”，本姓萧，

以汉丞相萧何为始祖，世袭侯爵。至萧衍，仕齐，因治乱有功，召入相国，初封“梁公”，后

晋为“梁王”，再自称帝，为梁高祖，在位四十八年。高祖长子曰统，即昭明太子，“仁孝博雅”，

尝著《文集》二十卷，编《文选》三十卷，衣被后学，以储位终。厥后代有闻人，至唐时，曾

出八位宰相，与唐祚平终始，称“八叶宰相”。至萧遘，相唐僖宗，生七子，仲曰祯，唐广明

年间，因破黄巢有功，授护军兵马使，官至柱国上将军，镇守江南。当黄巢兵犯宣歙时，奏请

驻兵歙州，因家焉。后朱温篡唐，萧祯曾起兵北上，终不能克，因念唐室旧主，指江为誓：若

不能复唐业、斩朱温，当改萧姓为江姓。后避地居歙县水南篁墩之溪南，易萧为江，卒葬溪南。

是为“萧江”氏起始，萧祯即为萧江氏一世祖，此后，“凡江之宗于萧者，此其鼻祖也”。萧祯

生有三子，季曰威，迁浙江衢州，为浙江萧江氏始迁祖；仲曰郑，仍居溪南守庐墓；伯曰董，

迁婺源，为婺源萧江氏始迁祖，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婺源之萧江，分别在江湾、旃源和龙尾，发展为巨族。其中，江董迁婺源后，先是居婺



源水路皋径；传三代，有一名叫江文寀的迁旃坑；文寀的孙子名江敌者，于宋元丰已未（1709）
又从旃坑迁居江湾，江敌即为江湾萧江氏始迁祖，亦为萧江氏八世祖。萧江氏在江湾以后瓜瓞

绵绵，代有人出，如明代的右都御史兼户部侍郎江一麟，清代的著名经学家、音韵学家、戴震

的老师江永，清末民初的教育家、佛学家江谦，20 世纪 70 年代的农业专家、全国劳动模范江

鸿志等。 

 

明代三朝元老、太子太师许国万历时撰《江湾新建宗祠碑》中记： 

 

 

新安保介山谷，婺犹深阻，不被兵燹，故多世家著姓，江湾江姓则最著。江本

萧氏，唐广明中，故相遘子祯，避地歙之黄墩，始渡江来，遂以江姓。而祯子董徙

寀婺，董孙文 居婺之湔源，其后有进贤尉敌者，乃卜江湾。宋岳将军军鄱阳，而尉

孙致恭以助军赐级进忠翼郎，卒为忠裔祠。祠墓下，其后世滋大…其间称诗书、力

孝弟、重月旦，而表里闾者，肩相摩也，踵相接也。37 

 

清翰林院清书庶吉士、新安程氏族人程恂乾隆五年撰《萧江始祖唐上柱国江南节度使府

君赞》的序中载： 

 

节度使府君萧公讳祯，字德熹，唐宰相遘之子，萧梁昭明太子之苗裔。而江氏之

俶鼻祖也……唐之季避居歙之篁墩。值巢寇 扰，延及歙州，公率义旅保障一方，戮力

焜破贼。策勋晋秩秉钺江南，武功文德后先 耀。无何，遭家不造，指江易姓。则造物

者复钟美于府君昌。厥后，以酬其庸而椒聊，瓜瓞未有艾矣。公三子，仲郑庐墓，季

威迁衢，而伯董始迁婺源。公以别子为始迁祖，婺为继别之大宗，今为巨族者三，曰

江湾，曰旃源，曰龙尾，皆科第相望，簪笏相踵，或发解，或开府，或守牧，或扦疆。

文章勋业炳，而潜笃德行，宗法紫阳，立言不朽者亦多，若而人吁：“萧江氏明德远

矣！”38  

婺源的萧江氏族人至迟在清朝时就建有表彰族内先贤的“里贤祠”，其《议立里贤祠书》、

《复议里贤祠书》、《复膳部里贤祠议》等，39就列举了许许多多萧江氏族人的先贤、仁人、达

士，其中尤以教育家、学者、名宦最多，令人感慨。 

 

据实地调查，萧江氏传至今天，在江湾已发展有四十代。2001 年 5 月 30 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曾来江湾视察，并题了字。40 

 

在萧江氏分迁的婺源、溪南、衢州三大支中，惟溪南和婺源的两支联系最为密切。江永

编《兰陵萧氏二书》中，就曾引了明左春坊汪仲撰《洪武癸丑江湾族谱序》。在所引之后，江

永紧接说道： 



登此序，俾后人知江湾族谱系洪武癸丑我房裕祖公手编次也，明朝以前俱与旃坑、

溪南共统谱。 

 

三、篁墩三大姓的文化遗址 

 

徽州的程氏、朱氏、萧江氏这三大望族，在篁墩一带至今仍有历史文化遗址。 

 

首先，篁墩一带至今还是程氏、朱氏和萧江氏人的居住地。在篁墩本村，程氏仍是大姓，

居住的人最多；朱姓也不少，村里至今还有“朱家巷”地名。民国《歙县志》记： 

 

朱家巷在富仑山前，朱文公先世故居也。文公自序茶院谱云：先世居歙篁墩。又

作世谱后序云：淳熙中展连同之墓，有方夫人、十五公冯夫人之墓皆已失之，属望子

孙访求。万历间访得其三祖茔，知县刘伸重为封识。41 

 

篁墩的河（即渐江，新安江上游自屯溪至歙县段）南岸即是南溪南村，亦即“溪南”，目

前居住的人尽管是以吴姓族人为主，但萧江姓的人仍在居住。据笔者 2002 年 2 月的调查，至

少还有 20 余户。 

 

因程颢、程颐和朱熹之先祖同出之地，篁墩历来就被称“程朱阙里”。明代徽州人撰修《程

朱阙里志》，在一定意义上曾是府衙和县衙行为，正如明万历歙令刘伸在其序中所言： 

 

阙里志者何？志程朱三夫子之所自也！三夫子之乡，为闽、为洛，夫人而知之。

至先世之肇自于歙，歙而同出于邑之篁墩，则世人罕知也。42 

 

此书清雍正时重刻。在这部独特的、“新安第一书”中，徽籍人士及邑贤、乡绅们详尽考

证、记述了新安程氏和朱氏的渊源及其与篁墩的关系，特别是详尽考证和记述了作为程朱理学

奠基者的程颢、程颐与作为集大成者的朱熹的行状、记实、年谱、思想渊源、对徽州特别是对

篁墩的认同及徽州人对他们的认同，考察出他们的始祖及显祖的祖茔地并绘有墓葬图；在此书

的“地灵志”中，除记述篁墩的山水环境外，还绘有古篁墩的村景图及一些古遗址等。 

 

篁墩村中现有“世忠庙”遗址、程氏宗祠遗址和朱氏宗祠遗址，其中，据笔者 2003 年 1
月 23 日的调查，“世忠庙”遗址上，现盖有一户人家的住房；程氏宗祠尽管损坏严重，但基本

形状还在，几年前还作为小学，现已关闭；朱氏宗祠只剩遗址。 

 



据文献记载，篁墩过去还有“程朱阙里”祠亦即“程朱三夫”祠，还有“程朱阙里”坊。

其中，前者为明代万历歙令刘伸所建，以“合祀三夫子”。据明修《程朱阙里志》记载： 

 

堨祠基即古圣堂遗址，其地在岩镇佘翁桥北，旧所称吕湖。东距 田，西连朱方，南

接湖村，北抵后美，周围十余里。湖有山，名曰湖中山，今在后美者是。自湖蜃见毙于忠

壮公，而湖淤为沃壤，仍一水泓然，长注如练。古圣堂，故为梵宇，僧多不法。邑令刘公

撤之，为阙里祠。规模轩敞，境地旷远，足称伟观云。43 

 

至于该祠的管理，《程氏人物志》上记载： 

 

程朱阙里明景泰间，诏以先贤子孙袭五经博士，仍命有司于其里各建祠庙，一

如曲阜阙里式。新安为河南二程子、婺源朱子三先生故里，明万历间，知歙县事刘伸

循例建阙里于郡西岩镇之河北，岁以春秋二仲次丁日，于歙县开支，项下给银一十七

两四钱五分，买办猪羊致祭。外，程朱夫子祠门子一名，岁给工食银三两六钱，永为

定例。 

 

可见，这是比较规范的，祠的兴建和管理是纳入一定层次上的官方行为。后来

该祠渐废。对此，康熙修撰的《程氏人物志》的作者，在叙述了明代“程朱阙里”祠

的管理后，不无感慨地说： 

 

愚按：三夫子皆系出新安之歙黄墩，故我徽祀事惟谨。今江南浙江所在并有二

程夫子专祠，详请学宪准给祀生于所在州县支给应用钱粮，以供祀事。而新安三夫子

始地，尚未有发其议者，非缺典而何哉！书此以俟。44 

于是，到了清康熙和雍正年间，时人又纷纷倡议重建“程朱三夫阙里祠”，并且这次要直

接修建在篁墩。对此，雍正重刻的《程朱阙里志》有许多记载，如吴曰慎(徽仲)《复邑宰建程

朱阙里于篁墩书》记： 

 

屡承下问以歙邑所当兴起之事。某再三询访，反复熟思，有地至近、事至易、

名至正、功至大、迹至久者，莫如程朱阙里一事。篁墩者，程朱之祖基也。程子虽生

于河南，实忠壮之裔。其先世自新安迁中山，又历数世而迁河南。前辈考得其实，历

历可据。朱子虽生于闽，其祖墓尚在篁墩，又自序其先世本篁墩人，因戌婺而家于婺

也。然则，篁墩宜建程朱阙里，以祀三夫子，因使有志于学者得以讲习于其中，所以

上尊先贤以明道统，下作人才以正学术。向来诸先生有志于此，而力未逮，又不得当

道者倡率成就之，是以逡巡而未能遂也。今善政昭灼兹邦，且欲修举废坠，而况于圣

贤道统、万世学脉所关者乎。在得为之位，有可为之势，而其事至近且易，其功至大

且久，此亦千载一时不可失也。前此亦有建程朱阙里于他处者，然非其地，程朱之灵

未必凭依，故荒废颓败。今以其祖墓为阙里，则名实相副，程朱在天之灵，当必有以



默相之矣。45 

此举在乾隆年间成。据民国《歙县志》记：  

程朱阙里在篁墩。明万历四十年知县刘伸因湖田古圣堂旧址建，吴士奇有碑记。

甡清乾隆二十五年，邑人徐麒 以篁墩为程朱祖居地，呈请由湖田移建。46 

至民国年间，篁墩的“程朱阙里”祠又渐废，文化大革命后则彻底废，遗址只剩废墟。 

笔者曾数次前往篁墩一带进行实地考察，1996 年是第一次，2003 年 1 月 23 日是最近的

一次。规模最大的一次是 1997 年 10 月，“黄山市新安朱子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朱子学术讨论

会”在屯溪召开，共有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及马来西亚、加拿大、英国、比利时、南非

等国的代表近 100 人参加，笔者当时是大会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担任新安朱子学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期间，曾率领全体会议代表一并前往篁墩考察。每次的实地考察，都能

在篁墩村中见到“程朱阙里”祠和“程朱阙里”坊的遗址及遗物构件。遗址处，残垣断壁，仿

佛北京圆明园遗址；遗物构件，散落村中，半露半埋。 

新安程氏始迁祖程元谭的墓在歙县县城城西之冷水铺，元朝时尚在，今已无存。其显祖

程灵洗的墓，据《程氏人物志》记载：“墓在歙西二十五都长沙里黄墩宅畔。”47但据新安程氏

后人、安徽大学中文系程自信教授介绍，至少是在 1949 年的时候，他还拜谒过忠壮公墓。其

提供的一本《日记》48中记道： 

 

昨天是清明前五日，我们村中十岁以上的男子都要到篁墩去挂钱。一路上，两

旁山上红花绿叶，真是美丽极了。到了篁墩，对面一座平坦的坟上去，其中一个石碑，

上刻着：“陈将军程镇西重安”，再到忠壮公夫人坟墓上去拜，还要读祭文，拜好之后

便又到篁墩去吃炒面，回来又到小路去拜，到祠堂里去拜，回到家中已是傍晚之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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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自信先生是歙县虹梁村人，这本《日记》是他在家乡上小学时写的，时间是民国三十

八年，即 1949 年。据程先生回忆，忠壮公墓当在距篁墩一里左右的东北方向，可能是明清时

重修的。但另一说，忠壮公墓原在篁墩西北方，自陈至元，保存尚好，后没入水中，已无迹可

考。49据笔者调查，前说可信，但墓已毁。 

 

惟有新安朱氏一世祖朱师古的墓仍在篁墩。《程朱阙里志》中就记载了两次探考、确定和

修复其墓的过程，绘有详细的位置图，两次的墓葬图的墓碑分别是万历壬子年仲冬月立“朱夫

子祖墓”碑和雍正三年仲冬月立“新安一世祖师古公墓”碑。对此，笔者 1996、1997 年期间



在篁墩实地探访时，曾对照墓葬图，在当地人的指引下，寻找到了今天的具体位置，惟见损毁

较大，其中，雍正三年立的“新安一世祖师古公墓”碑已无踪迹可寻，而万历壬子年立的“朱

夫子祖墓”碑至今还在，只是它目前是被砌在篁墩村一程姓村民的厨房墙壁里。 

 

新安萧江氏一世祖萧祯的墓，几乎所有的萧江氏的谱牒，对其具体的位置都有明确记载，

如笔者收藏的《萧江氏世系源流》抄谱，就绘有新安萧江氏一世祖墓葬图，并明确记有： 

 

祯公墓在溪南廷子阜，面前混塘，地名出水莲花，一世祖窀穸是也。50 

 

“溪南”即今日的南溪南，它的旁边即著名的“花山谜窟”。2002 年 2 月 2 日，笔者曾

会同黄山市消防支队的李俊、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翟屯建等先生专程前往此处进行实地考

察，在今天的篁墩中学后几十米的地方，寻得了确切位置。该墓虽然年代久远，略有毁坏，但

基本形状尚在，相比较而言，留存和保护得尚基本完好，实为大幸。 

 

据李俊先生的调查，萧江氏始祖江祯的墓碑目前还遗留在：“汉沙村李文升户家收藏有萧

江始迁祖的墓碑。青石墓碑，高１７８cm，宽７８cm，厚９cm。碑文尚清晰，中间是‘江氏

唐始迁祖兰陵萧公之墓’，‘兰陵萧’三字已漫漶不清，左边小字是‘通奉大夫贵州等处承宣布

政使司左布政使裔孙珍’，‘通政大夫总督漕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裔孙□。’”51  

徽州是个宗族社会，人们的追宗报远意识很强。历史文献及田野调查表明，解放前篁墩

一地，除新安程氏每年都有祭祀自己祖先的活动和仪式外，其他许多祖墓在此的徽州各族姓的

族人也要来此祭拜。52参见程华达：《篁墩新安朱氏简介》，载张脉贤主编：《朱熹与徽州》，黄

山市新安朱子研究会，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新安朱氏族人，特别是那些早已迁离了篁墩而散居

徽州各地的朱氏族人，每年都有人要在清明节时来篁墩祀祖扫墓；国际上则有“世界朱氏宗亲

联合会”，1997 年秋，这一组织曾派代表参加了在黄山市召开的“黄山市新安朱子学研究会成

立大会暨朱子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朱氏宗亲们就曾到篁墩朱师古墓和“程朱三夫子祠”

遗址前谒拜，当时笔者是黄山市新安朱子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是当时会议的主要发起

者和组织者之一。 

 

而萧江氏，族谱上就有关于萧江氏族人，特别是婺源江湾等地的萧江氏族人每年要在正

月二十五来溪南祭拜始迁祖萧祯墓的明确记载，如《萧江复七公房支谱》中就记载有萧江氏三

十一世孙、太学生江如松，于清乾隆年间前往省墓时所写的《省始祖黄墩府君墓诗》，其序写

道：  

 

歙之黄南，吾家祖居也。始祖节度使府君丁，唐季之难，因远祖晋淮阴令，遇

刘渊石勒之乱，避难渡江而来，遂易萧为江姓，退居黄墩，殁即葬于溪南之半沙亭子

埠。始祖生三子，伯适婺源，仲子守墓，季徙衢州，三派分居。云仍历来省墓各别，



康熙已卯有本派支孙国正者，馆于溪南，始集伯房枝下十四大派，特立清明，酌定递

年正月念五日，各派齐诣祖墓致祭。今乾隆丙戌本派轮值，松往溪南与祭……53 

 

笔者 2002 年 2 月 2 日在南溪南村调查时，曾访问了几位萧江氏后人。据江守庸老人介绍，

其所记忆中的最后一次婺源及外地的萧江氏族人来此的祭拜是在他 10 岁左右的时候。江守庸，

男，今年 76 岁，自称是萧江氏第 33 代，退休教师，其 10 岁左右时当是在 1935 年左右。据

他回忆，当时的始迁祖墓前，除有水塘外，还有石人、石马和牌楼等，很有气势。 

 

2001 年 5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黄山市视察期间，临时决定要去位于

篁墩南岸的徽州石窟群考察，当有关人员汇报说白天视察的日程已经安排得很满，石窟群原不

在视察范围时，就执意地说：那就晚上去！其情其意也真也切。 

 

四、篁墩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篁墩一带的历史文化遗存在今天就该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资

源，进而又可转化为极高品质的旅游资源。2001 年 8 月，黄山市政府将花山——渐江一带，

包括篁墩和南溪南等在内，进行规划，申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笔者曾担任了该申报项目的文

化顾问。作为这一风景名胜区精华之一的“花山谜窟”就是 2001 年 5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黄山市视察期间，在考察了花山石窟群后，亲自命名并题写的。542002 年

４月，该项目已得到国家建设部批准，花山谜窟——渐江风景名胜区正式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

胜区，篁墩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抢救与保护工作正在进行。据此，笔者建议： 

 

1 　尽快规划好花山谜窟——渐江风景名胜区，充分挖掘篁墩、南溪南一带的历史文化内

涵，并将其内在整合进文化及旅游事业的发展规划之中。 

 

2 　努力抢救和保护好篁墩、南溪南一带的历史文化遗存，对朱师古墓、萧祯墓、程朱阙

里祠、程朱阙里坊等遗址、遗物，除要有具体的抢救和保护措施外，还应该作必要的修复。它

们有的已逾几百年，甚或千年，都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因此都可以作为地面

文物，申报保护等级。对一些目前还散落在民间、正在遭受流失的文化历史文物，有关部门一

定要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特别是 1997 年 9 月 21 日安徽省人大颁布的《安徽省皖南古

民居保护条例》等，予以尽快地抢救。 

 

3 　在保护的同时强化开发，走以保护为主，以开发促进保护之路，将篁墩、南溪南一带

的历史文化资源内在纳入花山谜窟——渐江风景区的旅游开发过程之中，积极培养和营造黄山

市新的、极富市场潜力和活力的旅游景区，发展旅游事业。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栾成显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鸣谢） 



 

 

 

The Three Chief Surnames and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in Huangdun Town 
of Huizhou 

 

Liu Boshan 

 

Abstract： Huangdun is an area where has special and significant meaning during the forming and 

developing of Huizhou’s patriarchal society. In the history, there are tens of surnames clans migrated to this 

area firstly and then expanded to other areas. Among these clans, the surnames of Cheng, Zhu and 

Xiaojiang obtained the most noticeable development. Moreover, their cultural heritages are very rich and 

gen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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