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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新藏地方历史文献的

分类法及其依据

赵思渊１　汤　萌２

（１．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２．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基于上海交通大学新藏地方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需要，本文讨论地方

历史文献分类法的设计及其理论依 据。使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分析近年来历史文献数

据库的应用需求及地方历史文献的研究主题，并说明分类法在文献研究与数据库开发

中的意义。针对地方历史文献的分类提出四项原则：１．以文书性质为主要依据；２．提

高批量处理效率；３．分类概念间不相容；４．提高二次检索效率。依据以上原则提出包

含１０个一级类目的地方历史文献分类法。
关键词：徽州；民间文书；分类法；数字人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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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地方历史文献尚无学界共识的 定义，在不同的语境中，也被称为民间历史文献、民间

文书、历史文书档案等。这一文献类型，主要产生于民间的日常生活，如果以纸张为物理载体，
则以写本、抄本为主，不经过出版———即知识再整理的过程，全部由民间收集的途径发现、获得。
这种特点比较接近于档案的性质，是人群在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文字以及其他形态材料。

近十年来，地方历史文献的发现、收藏数量呈井喷态势。徽州、清水江流域、浙南，是目前发

现量最大的三个地域，总数已超过１００万 件。其中经过前人整理出版的只是极少部分，得到充

分研究的更少。针对这一现状，历史学界的不少学者呼吁应当大力推进文献的整理、研究，开创

地方历史文献研究的新时代。①

作为基础工作，整理出版与数据库开发两方面都是当务之急。两项工作的基础则是收藏文

书的整理。针对地方历史文献的搜集、保藏与整理，近十年来学者们大力提倡“归户”的方式，以

反映文书之间的有机联系。②在近年的文书归藏与出版中，多依照归户的方式排架与编辑，这逐

渐成为学界认同的文献整理方法。
与此同时，新的问题出现了。第一，大批民间历史文献入藏后，虽可以按照归户方式排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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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登记和编目时仍需要对文献的性质进行标示。在 徽州文书领域，《徽州文书类目》与《徽州历

史档案总目提要》都是针对这种需求而制定。③ 第二，建 设 以 地 方 历 史 文 献 为 主 体 的 全 文 检 索

（ｆｕｌｌ－ｔｅｘｔ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数据库，提供分类检索功能是学界普遍提出的需求，也是今后地方历史文献

整理的大趋势。因此，提出一种适用于数据库检索的分类法是很有必要的。台湾数位人文图书

馆（ＴＨＤＬ）已经在这方面做出有益的探索。④

地方历史文献具有特别的性质，需要从对其性质的理解出发，提出新的分类法，作为归藏目

录以及数据库检索的参照。当代出版品流通使用的《中图法》以及古籍图书使用的四部分类法、
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具有共同的特点，它们主要是针对有组织的知识载体的分类体系。地

方历史文献的特色恰在其非组织化，不能适用于以上分类法。
另一方面，地方历史文献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收藏数量与涉及的内容，都将持续扩增。因

此，为地方历史文献编制分类法，需要在设计时提供较高的可扩展性，并不仅仅着眼于已入藏文

献。２００７年以来，上海交通大学一直在收集主要来自浙江、福建、皖南的地方历史文献，迄今超

过３０万件。针对这批文献，我们尝试探索分类法的设计及其理论依据，供学界讨论。

二、地方历史文献整理与分类的发展

近十年来，三个区域的发现构成了地方历史文献收藏的主体：徽州、清水江流域、浙南。其

中，徽州是地方历史文 献 发 现、收 集 持 续 时 间 最 长 的 区 域。从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起 开 始 收 藏，至

２０００年前后，存世量据估算在４０万件⑤，今天这一数字则至少需刷新至６０万。徽州文书分别收

藏于十几个机构，整理最深入，著录、分类的标准也最复杂。
清水江流域文书是近十年来发现数量增长最快的文书群。它位于贵州的苗族聚居区，杨有

庚最早开始收集当地文书，并与武内房司、唐立合作出版文书汇编。⑥ 张新民、张应强等也先后

整理、研究清水江文书，发现数量最初为几千件，至今估计存于民间的可能有５０余万件。⑦ 该文

书群的发现和研究，更新了人们对明清以来西南地区商业发展和族群关系的认识。
浙南文书的大量发现是在２００７年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地方文献中心率先在石仓（属今丽

水市松阳县）发现 大 量 保 存 完 好 的 契 约 文 书，由 此 带 动 了 清 代 乡 村 地 权 与 手 工 业 研 究 的 小 高

潮。⑧ 此后，以石仓为据点，上海交通大学地方文献中心陆续收集浙南民间文书近１２万件，目前

已转至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保藏整理。另外，藉由编纂《温州通史》的契机，吴松弟、冯筱才、李

世众等在温州等地域也发现、收集了大批民间文书。

１．文书分类的数据库应用：基于内容分析法

历史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在近五年来成为学界热点。在ＣＮＫＩ数据库中使用主题、篇名、关

键词三种检索方式，用词汇“数据库”分别与“徽州文书”、“清水江”、“民间文书”、“历史文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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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桂夫编：《徽州 历 史 档 案 总 目 提 要》，合 肥：黄 山 书 社，１９９６；王 钰 欣 等 编：《徽 州 文 书 类 目》，合 肥：黄 山 书 社，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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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检索，检得６８笔文献，但不仅限于讨论地方历史文献。图１统计显示，２００７年以来，学界对历

史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关注显著增多。

图１　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研究文献发表时间分布

　 　　　资料来源：ＣＮＫＩ数据，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访问。

统计显示，在这些文献中，６７．６５％认为需要在历史文献数据库中提供分类检索，１７．６５％讨

论了分类原则（见表１），１４．７１％提出了具体的分类体系。已经提出的分类原则有四种：１．使用

《中图法》、《中国档案分类法》或四部法；２．根据文献内容分类；３．根据文献物理形态分类；４．根

据文献特点自行编订。

１２篇涉及分类原则的文献中，使用第一种原则的文献计８篇，都是讨论地方历史文献数据

库建设，其中有的数据库主要内容是古籍、现代出版史料汇编、现代出版的地域研究论著，适用

于中图法；有的数据库内容是民国以来档案，因此适用《中国档案分类法》。使用内容分类原则

的文献２篇，分别讨论徽州文书与清水江文书数据库建设，主要理论依据是《徽州文书类目》提

出的分类方法。依据物理形态分类的文献１篇，该数据库不仅包含纸质文献，还收录碑刻、民间

工艺及影音资料，因此按照载体形态分类。根据文献自身特点提出分类原则的文献１篇，研究

历史时期农业灾害信息数据库，这是一个专题库，按灾期、灾区、灾种、灾情分类编排资料。

表１　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中分类应用需求分析

文献主题 文献数 占比（％）
未讨论分类法 ２２　 ３２．３５

提出分类应用需求 ４６　 ６７．６５
提出分类原则 １２　 １７．６５
提出分类体系 １０　 １４．７１

总篇数 ６８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ＣＮＫＩ数据库，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访问。

１０篇涉及分类体系的文献中，有两篇是在《中图法》中添加号段，改编为适应馆藏的分类法，
都是针对以书籍为主的馆藏。７篇按照自订的内容类别分类，都是针对专题数据库，或是根据该

专业领域已有传统分类（灾害史、医学史），或是使用现代概念做一般性分类，分为政治、经济、文

化等。两篇讨论民间文书的文献都参照《徽州文书类目》制定按内容分类的分类法。
也就是说，近二十年来国内历史文献数据库发展主要有三种模式：１．以特定地域为中心，包

罗该地域的所有不同类型文献的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２．针对特定知识领域的专题数据库，如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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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灾害史等；３．针对特定文献形态的专题数据库，如民间文书、碑刻、牌坊等。设置分类检

索的方案则有四种：《中图法》分类；内容分类；物理形态分类；文献性质分类。数据库类型与分

类方法之间的关系（见表２）。

表２　历史文献数据库分类原则适用性与应用案例

数据库

分类原则

地域文献数据库 专业知识数据库 特定文献形态数据库

适用性 应用 适用性 应用 适用性 应用

《中图法》分类 ○ ○ ○ — — —
内容分类 ○ ○ ○ ○ ○ ○

物理形态分类 ○ ○ — — ○ —
文献性质分类 — — ○ ○ ○ —

　　注：“适用性”指某一分类原则是否可以对某种数据库进行分类检索，“应用”指某分类原则是否已经应用于某种数据库的案例。

“○”表示可适用或有应用案例，“—”表示不可适用或无应用案例。

以上用文献计量的方法说明，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中，设置分类检索是一种主流的应用需

求，使用什么样的分类原则与分类体系，与数据库封装内容密切相关。目前民间文书数据库建

设的主流分类检索是参照《徽州文书类目》制定的内容分类法，下文将检验内容分类方式应用于

地方历史文献的适用性。

２．地方历史文献分类法的早期发展：一个比较分析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徽学界提出了两种分类方法。《徽州文书类目》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收藏徽州文书为基础，编制文书目录。该分类法为三级结构，每个文书编

号的第１位代表文书类型，２、３位表示朝代，４、５位表示年号，实际可视作两个复分表。一级分

类基本参照周绍泉先生的研究修改而成⑨，依据历史学研究主题分类。
《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是安徽省档案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收藏

徽州文书编制的联合 目 录。该 分 类 法 没 有 说 明 分 类 层 级，实 际 为 二 级 分 类，亦 未 设 置 复 分 表。
虽然在目录制订的说明中，根据文书产生的来源，分为政府来源和社会活动来源两个方面介绍，
但分类表却设置为７个类别：政务、土地、赋税、工商、宗法、文化、邮政，其下共有二级分类９０个。

《类目》与《总目提要》是大陆学界较早编制的民间文书目录与分类体系，他们都是根据文献

叙述内容进行分类，代表了当时大陆学界的理解。比较分析两种目录，有助于理解地方历史文

献整理的发展，也可以说明文献叙述内容作为分类依据的不足。

表３　《徽州文书类目》、《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一级分类比较

《徽州文书类目》 《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

土地关系与财产文书 土地类

赋役文书 赋税类

商业文书 工商类

宗族文书 宗法类

官府文书 政务类

教育与科举文书 文化类

会社文书 邮政类

社会关系文书

其他文书

　　资料来源：《徽州文书类目》目录；《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目录。

９７

⑨ 周绍泉：《徽州文书的分类》，《徽州社会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２期，第１３７－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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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分类法一级分类 指 向 内 容 相 同 的 有５个，其 中“商 业 文 书”与“工 商 类”之 间 不 完 全 重

合。分类的涵括性方面，因为设置了“其他文书项”，《徽州文书类目》优于《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

要》。但“社会关系文书”这一项从分类逻辑考虑，是不合理的。如果将“社会关系”理解为社会

活动中的人、组织之间的关系的话，一级分类的其他项目都属于“社会关系”，因此“社会关系”这

一分类名称是不精准的。
“社会关系文书”下属的二级分类１５个：

８．１兰谱；８．２信札；８．３乡规乡约；８．４伏罪甘罚文约；８．５投主服役文约；８．６甘结（社
会交往中的义务保证）；８．７公益活动文约；８．８劝息约、劝息杜讼文约；８．９限约；８．１０术数

文书；８．１１婚嫁文书；８．１２投师文书；８．１３卖身约；８．１４同心赴讼合同；８．１５雇佣文约。
《类目》没有说明将这些内容置入同一个分类项内的理由，从内容看，８．１、８．２与其他１３项

没有共同点，８．４、８．８、８．９、８．１４与诉讼有关，８．３、８．６、８．７与 村落生活有关，８．１０、８．１１与人生

仪式有关，８．５、８．１２、８．１３、８．１５与人身约束有关。
也就是说，８．社会关系文书所属各二 级分类并不具有共同点，不符合将相似事物集群的分

类法原则。笔者推测设置这一分类项的原因，是将所有已知文献内容中由社会活动所产生，但

无法置入前７项分类的内容合并为一个一级分类。
《提要》的一级分类均有确切含义，前６项分类也具有足够弹性，可以涵括大部分文书内容。

但“邮政类”作为一级分类与前７项比较而言太过单薄。“邮政类”包含４个二级分类：书信、邮政

回执、公文封、腰牌，后三者都应属于“政务类”，没有单列为一级分类的必要，书信则似乎不完全

能被“邮政”这一词汇所概括。
两书相同的一级分类中，划分二级分类的逻辑也不相同。以土地类为例，《类目》主要根据

土地交易形式划分，但一种普遍存在的土地交易形式即“加找”似乎没有列入。《提要》根据标的

物与文献形态划分，实际上同一份契约的交易内容经常同时包含田地、房屋、坟茔等，这类情况

如何处理，《提要》也没有予以说明。

表４　《徽州文书类目》、《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土地类二级分类比较

《徽州文书类目》 《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
土地、房屋、耕牛等事产买卖文书 田契

税契凭证 地契

土地、房屋、耕牛等事产典当文书 山契

清业清白合同 坟契

土地、房屋、耕牛等事产租佃文书 房契

批契及财产处置文书 佃仆文约

对换文约 置产簿

买卖、典当山林力坌和田地皮文书 盘保簿

买卖、典当山林力坌和田地皮文书 收租簿

共业合同 丈量图

退契、借契、还契 业主执照

认契

借贷文书

分业合同

　　资料来源：《徽州文书类目》目录；《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目录。

３．数据库环境下的分类原则

分类法是依据某 种 逻 辑 聚 合 相 似 事 物。瑏瑠 针 对 地 方 历 史 文 献 资 料 群，可 以 建 立 的 语 法 型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集合关系有三种：物理形态、文书性质、文书叙述内容。《类目》与《提要》都是编制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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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过程中形成的分类法，着眼于馆藏文献的组织，因此都采用文书内容的逻辑设置分类。上

文分析已经说明，按照文书叙述内容分类，同一件文书可能被置入不同分类位置，如果应用于批

量编目会出现混乱。另外，本文制定分类法，是针对一个不断扩展的资料群，因此需要分类法具

有可扩展性，不能仅针对已入藏文献。从这一出发点考虑，文书叙述内容作为分类逻辑也是不

适用的。
物理形态是操作最为简便的一种分类逻辑，广义的地方历史文献包含多种不同物理形态，

可归纳为四种：纸质、其他纤维制品（主要是纺织物、木制品）、不可移动物、影音资料。分类法是

为编目与后续研究提供参照，在史学研究中，多数研究议题不涉及对文献物理形态的讨论，因此

这不是一种有效的分类逻辑。
文书的性质，是指文书产生时被其书写者所赋予的意义，及其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承载的

功能。在中国文献学的传统中，编制目录、设置部类的原则一向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根

据书籍承载的知识的学术脉络设置部类，由此反映书籍的功能与性质。瑏瑡 地方历史文献是一种

非组织化的知识载体，不存在学术传承脉络。但民间文书有特定的产生源流和社会功能，这是

本文设置分类法的首要依据。此外，本文编制文献分类法是以数据库应用为导向，基于这种考

虑，分类法的制定有如下原则：批量处理时的效率、分类概念间的不相容性、二次检索的效率。
所谓批量处理的效率，是指在大规模处理文献时，人工判定快速有效，并且今后能应用于机

器判定。要满足这一要求，分类法中就不能包含需要人工通读全文才能获取的信息，或者机器

无法通过一组关键词识别的信息。分类概念间不相容性是分类法定义的自然延伸，是文献整理

不紊乱的基本前提。研究者使用关键词在数据库中检索时，要依靠分类法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列

和二次检索，因此分类集合的设置需要考虑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
后文列出的分类法，正是根据以上原则编制的，如何验证该分类法的适用性呢？批处理效

率利用编目抽检结果检验。以出版的《石仓契约》第三辑为例，在上海交通大学新藏地方历史文

献资源编目登记中，设置７个栏位，其中资源类型即分类法，应用下文将要提出的方案。表５、表
６统计显示，资源类型栏登记错误仅１个，说明该方案在编目登记中有效。

表５　上海交通大学新藏民间历史文献编目登记质检统计

登记栏位数 登记条目数 总错误数 总错误率（％） 资源类型错误数 资源类型错误率（％）

７　 ２２９６　 ２１　 ０．９１　 １　 ０．０４

　　资料来源：《上海交通大学新藏地方历史文献编目登记》；《上海交通大学新藏地方历史文献编目质检统计》，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内部资料。错误率＝错误数／栏位数＊１００％

表６　上海交通大学新藏地方历史文献编目登记错误统计

错误数 占比（％）
描述栏 ５　 ２３．８１
事由栏 ０ ０．００
标的栏 １４　 ６６．６７
金额栏 ０ ０．００
附注栏 １　 ４．７６

资源类型栏 １　 ４．７６
文献材质栏 ０ ０．００

合计 ２１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上海交通大学新藏地方历史文献编目登记》；《上海交通大学新藏地方历史文献编目质检统计》，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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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郑州：中州书画社，１９８２，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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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概念的不相容性从两方面 予 以确保，第一是对每个一级类目的定义给予明确的边界；
第二采用列举排除法，列举说明每个一级类目中可能发生混淆的内容。检验二次检索效率采用

关键词抽样法。地方历史文献主要应用于历史学研究，本文选择５个以地方历史文献为主要领

域的研究机构，从中选取１７名学者，搜集他们２０００年以来发表的以地方历史文献为主要材料的

论文，提取研究主题，编制民间历史文献研究关键词列表。在编制分类法时，一级、二级分类应

当在不违背以上原则的情况下涵盖该关键词列表。

表７　地方历史文献研究关键词提取来源

机构 选取学者数（人） 选取论文数（篇）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８　 ９４

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 ３　 ２６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３　 １７

上海交通大学地方文献研究中心 ２　 ２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 １　 ７

合计 １７　 １６８

　　资料来源：ＣＮＫＩ数据库，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访问。

从以上来源共提取关键词８４０个，其中指涉具体事物的地名、人名、时代、文献名等根据依

文书性质分类的原则予以剔除，其余的关键词是抽象概念或专有名词，共计３９９个，其中词频最

高的１０个关键词如表８。

表８　地方历史文献研究关键词词频表（抽象概念与专有名词类）

关键词 词频（次）

宗族 １２

市镇 ９

族谱 ８

水利 ７

城乡关系 ６

民间信仰 ５

赋役 ５

地方社会 ５

赈济 ４

卫所 ４

　　资料来源：ＣＮＫＩ数据库，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访问。

以上１０个关键词可分为４组：Ａ 民间信仰、城乡关系、地方社会；Ｂ宗族、市镇、卫所；Ｃ水

利、赋役、赈济；Ｄ族谱。Ａ组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分析概念，Ｂ组是指涉具体社会组织、政治组

织与聚落形态的专有名词。按照文书性质这一首要原则，以上都不适合作为分类依据。Ｃ组是

政治制度及其对应的社会活动，构成文献产生的来源，也表达文献的社会功能，适用为本文的分

类依据，但水利、赈济作为单独类别包含文献较少，并且在批量处理时难以辨识，因此在后文分

类中没有采用。Ｄ组族谱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文献形态，其来源与社会功能都很明确，易于辨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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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在后文作为一个独立类别。

三、基于上海交通大学收藏地方历史文献的分类法设计

根据以上原则与考量，设置一级分类１０个：契约、账本、赋役、行政、诉讼、信函、日用类书与

工具书、家礼、宗教、戏剧。下面对各类进行详细说明和细目设置。

Ａ．契约。契约是徽州文书中最早发现，亦是存量最大的一类文献，据估算占已发现徽州文

书的６０％左右。瑏瑢 在对明清民间文献的研究中，狭义的契约一般指土地、房屋或其他物品交易

双方或多方订立的交易完成证明。“契”的初始含义是“大约”，段玉裁解释为“约，取缠束之义”，
又引《周礼》：“《大郑》云：书契，符书也。《后郑》云：书契，谓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书之最目，狱

讼之要辞，皆曰契。”又加按语：“今人但于买卖曰文契。”瑏瑣由此我们可以把握清人对“契约”语义

理解的三个要点，即“缠 束”、“出 予 受 入”和“买 卖”。按 照 现 代 语 义 理 解，这 三 个 要 点 可 以 解 释

为：约束性、财产或权利的转移、经济行为。相关研究也证明，在清代社会，相互合意达成约束是

契约一词的主要含义。瑏瑤 因此，根据现存地方历史文献的形态以及传统上对“契约”本义的理解，
我们将广义的契约定义为在一项经济行为中，参与者双方或多方对财产或权利的转移进行认可

及约束的文本。在这一定义下，涵盖的内容应当分类为５个二级分类：Ａ１各种散件契约（红契

与白契）、Ａ２抄契簿、Ａ３合同、Ａ４收据、Ａ５分家书（分关书、阄书、继书、遗嘱）。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分 家 书 系 统。在 之 前 的 徽 州 文 书 分 类 系 统 中，将 分 家 书 系 统 归 类 为 家

族／宗族文书类，但在归档实际操作中，如果单独设置家族文书分类，会造成相当多文献面临重

复分类的问题。从文献来源角度看，无论作为分家的分关书、阄书或者财产继承的继书、遗嘱，
都是对一个家庭／家族财产分配方案的认定，符合本稿对契约的定义，并且也符合契约“缠束”与

“出予受入”的本义，因此也归入契约类。

Ｂ．账簿。根据现有研究，早期财政、经济记录登记文本的称谓是“籍”或“簿”，“帐”字被引申

指代会计文本发生于南北朝时期，到唐代，“帐”已经广泛地指代“连续地记录和反映各项经济业

务的籍簿。”瑏瑥根据元人孔齐的《静斋正直记》记载，元代时“帐目”一词已经明确地指称非官方的

财产收支登记瑏瑦，这与现代汉语对帐目的理解已经非常接近了。自元代以来，“账”、“帐”、“簿”等

词汇都具有了财产登记文书的含义。因此在本稿中，将账簿定义为对经济行为中产生的数据进

行登记、统计、核算的文献。
传统账簿的产生来源可以分为家户和非家户单位两种。在账本定义与分类中作为核算单

位与账本产生来源的家户，仅指主干家庭与核心家庭，而不包括宗族，使用家户而非家庭一词，
强调的是家庭作为经济核算与生产的单位。

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记录，我们从两个维度考虑其功能、属性：经济活动内容与会计流程。
账簿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两大类，一类是商业活动的记录。“商业”一词在这里特别强

调经由贸易、交换实现的盈利活动，其经营主体是一个商业组织，手工业生产、金融借贷则不涵

盖在内。在这类记录中，财产的交换、流动是记录的重点。另一类是非商业活动，财产的增减是

记录的重点。应对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账簿记录内容各不相同。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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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瑏瑥

瑏瑦

徐国利：《徽州文书的理论研究与整理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１０４－１１１页。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４９３页。
岸本美绪：《契约文书の研究》，滋贺秀三编：《中国法制史－－基本资料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９３，第

７５９－８０５页。
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上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１５１、１９１、２５８、２９８页。
［清］孔齐：《静斋正直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卷三，第３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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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账簿主要记录经营主体的日常收支、贸易往来、资产清理。在传统账簿书写习惯中，以

上三种功能常常写作“收支”、“客簿”、“盘货”等字样。非商业账簿主要记录的是财产收支与财

产登记。在传统账簿书写习惯中，常使用“置产簿”、“租谷簿”等字样。置产簿，可理解为乡村社

会背景下的土地财产等，因为在这种经济生活中，土地是主要的固定资产类型；租谷簿，可理解

为农业生产的收入登记，地租是农业经济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另外，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传统

中，也常将家户登记收支情况的账簿称为“家计账”。
依据以上理解，将账簿分为两大类：商业账簿与非商业账簿，商业账簿设置二级分类三个：

商业收支账、往来账、盘货账。非商业账簿倘单一从经济功能的角度考虑，设置家计收支账、置

产簿、收租簿三个分类即可。但是，本文认为有两种特殊的非商业账簿必须独立分类，才能将所

有账簿文献包含在这一编目内。这两种文书是会簿和征信录。
会簿，是明清时代 人 们 为 某 目 的 建 立 一 个“会”或“社”时 产 生 的 文 书。费 孝 通 较 早 描 述 了

“会”在乡村 中 存 在 的 形 态：摇 会、徽 会 和 广 东 票 会，并 将“会”定 义 为“集 体 储 蓄 和 借 贷 的 机

构。”瑏瑧，在上海交 通 大 学 已 收 藏 的 浙 南、徽 州 文 书 中 存 有 数 量 丰 富 的 会 书，并 已 进 行 了 深 入

研究。瑏瑨

中岛乐章罗列了会社文书包含的范围，“以宗族和村落祭祀、庶民金融、商业、公益事业等为

目的，纷纷结成了各种‘会’组织，记录‘会’组织的设立意趣书、运营规约、收支决算账簿类（会

簿）、‘会’参加权的买卖、典当契约等多种史料。”瑏瑩也就是说，会社文书包含两大内容，第一是会

社设立的约定及其权利转移的证明，第二是会社经营过程中的收支记录。
从现存会书的形态来看，订立会约的会书与公布会社账目的账本常常联为一个整体，或者

毋宁说，会书与会社账本应当被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而这个作为整体存在的文献形态，其主要

功能是账本。基于这样的考虑，会书暨会社账本列入账本类。
另外，在迄今上海交通大学收藏整理的徽州文书中，尚未发现可明确定义为征信录的文献，

但征信录是徽 州 文 书 乃 至 明清地 方历史文献中重要的一类文献，因此在分类法中设立二级分

类。征信录取《中庸》“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之义，王振忠将其定义为“公开财务收支，以昭信实

的档案。”瑐瑠也就是说征信录文献的主要内容是某一团体的财务收支的记录，符合本稿对账本的

定义。不过，征信录的内容除财务收支，往往亦包括宗族世系以及对某一与该团体相关事件的

文献辑录，因此也带有家谱以及专门志的性质。本稿是讨论文献编目与分类法，因此从文献来

源及产生的角度，将其归类为账本，其利用价值则不局限于此。
根据以上分析，将账本分为如下二级分类：Ｂ１商业账簿（商业收支账、往来账、盘货账）、Ｂ２

家计账（家计收支账、置产簿、租谷簿）、Ｂ３会簿、Ｂ４征信录。

Ｃ．赋役。本稿对赋役类文献的定义是政府对纳税人进行赋税、徭役的征收、登记过程中产

生的文献。这一大类分为以下二级分类：Ｃ１田赋缴纳记录（串单、易知由单、田赋征收单）、Ｃ２土

地登记记录（都图文书、土地清丈单、土地陈报单）、Ｃ３徭役登记记录（黄册、百眼图、里甲文书）、

Ｃ４归户册、Ｃ５实征册、Ｃ６税额转移记录（过税票、推税票、收税票，统称为税票）、Ｃ７盐税、Ｃ８厘

金缴纳记录、Ｃ９商业税及其他税种缴纳记录。

４８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第２０２－２０６页。
章毅：《祀神与借贷：清代浙南定光 会 研 究———以 石 仓〈定 光 古 佛 寿 诞 会 簿〉为 中 心》，《史 林》，２０１１年 第６期，第

６６－７７页。
中岛乐章著、高飞、郭万平译：《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第３９页。
王振忠：《清民国时期徽州征信录及其 史 料 价 值》，“江 南 与 海 外 交 流”国 际 学 术 研 讨 会，上 海：复 旦 大 学 历 史 系，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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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分类需要解释的是归户册、实征册和赋役合同。归户册是政府对每个纳税户拥有的

土地及其相应额征田赋的登记记录，因此它事实上属于一种田赋登记记录。但是这一文献系统

在地方历史文献的归户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单列为一个二级分类。基于同样的原因，实征册

也单列为一个二级分类，实征册是政府对每个纳税户当年应缴纳税额的登记记录。另外，在土

地交易或其他场合中，交易双方会订立纳税义务归属的合同，这类合同是关于赋役事务的，但它

不符合政府对纳税人的关系，而是私人关系的文献，因此列入契约大类中的合同二级分类。这

也与之前徽州文书的分类法略有不同。
另外，黄册、里甲文书、都图文书、盐税等在上海交通大学藏地方历史文献中尚未发见，但这

些是明清赋税制度的重要部分，此单列为二级分类。都图文书是新近发现的文书类型，主要内

容是对徽州各县的都、图、图所属村落、花户进行说明。这类文献的产生来源及其性质尚不能完

全断定，既有可能是收 税 胥 吏 为 收 税 目 的 编 制，也 有 可 能 是 用 于 指 导 商 人 和 一 般 人 户 的 类 书。
目前的研究倾向于它是为税收目的而编制的文献，因此暂且归类在赋役类中。

Ｄ．诉讼。指诉讼案件过程中产生的文献。阿风根据前人研究，将明清徽州诉讼文书分为

三类：官府文书，包括诉讼卷宗与官府发出的诉讼文书；“抄帖招文”与“执照”；民间文书，包括与

诉讼相关的合同文书，以及民间收存、整理的诉讼文书资料。瑐瑡

从文书来源看，第一类文书是由官府制作、发出的文书；第二类是由民间制作，但得到官府认

可的文书；第三类则是由民间自行编辑的文书。阿风的分类法符合本稿根据文书来源设计分类法，
以及分类项不相容的原则，因此本稿同意阿风的分类法。但是，根据本稿对契约类文书的定义，所
有的合同文书均应归入契约类，因此阿风分类法中归入民间文书的诉讼合同，应归入契约类。

阿风在以上三大类之外，根据诉讼文书的保存形态，又将诉讼文书分为９个小类。即诉状；
立案帖文、票稿；传讯票；勘按结状与复命禀文；保状；提讯名单；供状与堂谕（看语）；甘结；其他。

诉状是民人上告时书写的状纸，可归入第三类。清代诉状有严格的格式，并且呈递后会附

有官员的批语，但仍应视作民间书写的文书。立案帖文、票稿是官府同意立案，并作出相应指示

的文书，应归入第一类。传讯票是官府传讯案件相关人等前来官府的文书，传讯票有固定的格

式，可以由于诉讼案件发出，也可能根据其他事由发出，因此我们认为所有传讯票应统一归入行

政类文书。结状与复命禀文都是官府委派人员（里、保长，差役等）对案件情况的报告，应归入第

一类。保状是诉讼双方在官府指定的店铺（即歇家）等待诉讼时，歇家呈递的保证书，这类文书

有固定格式，且属于诉讼制度一部分，应归入第一类。提讯名单是官府提掉诉讼双方的文书，显

然属于第一类。供状是诉讼双方在堂上的供词，看语则是官员作出的相应判决词。两种内容通

常写在一张文书上，应归入第一类。甘结是诉讼双方同意判决，同意结案的文书，也是诉讼制度

规定的最后一环，属于第一类。
以上是针对单件文书的分类处理，如果是汇编成册的诉讼文书，则应根据它的编纂者确定

其分类，如果是由官府汇编存档的诉讼案卷，则应归入第一类，如果是民间自行编纂保存的诉讼

过程记录，则应归入第三类。
这样，诉讼文书分为三个二级分类：Ｄ１官府诉讼文书、Ｄ２抄招、Ｄ３民间诉讼文书。需要注

意的是，徽州文书中存在一类教导讼师或普通人诉状书写格式以及诉讼技巧的文献，这类文献

应当归入日用类书与 工 具 书 类。这 类 文 献 通 常 也 会 描 述 一 个 完 整 的 案 件，包 括 事 由、人 名、时

间、地点等，因此容易被误认为是实际诉讼中产生的文献，这是文献整理中需要认真鉴别的。

Ｅ．行政。这一大类的定义是政府处理赋役与诉讼以外的事务过程中产生的文献。这一类

包含三个二级分类：Ｅ１保甲、Ｅ２政府布告与文告、Ｅ３执照。从文献来源和社会功能考虑，Ｃ赋

５８

瑐瑡 阿风：《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的分类》，《徽学（第五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第２５２－２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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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与Ｅ行政都是由官方发出的，实现政权控制人民的目的而产生的文献，应归为一个大类“官文

书”。但处理赋役事物的文献存量很大，又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从提高二次检索效率的角度

考虑，将赋役单列为一个类别。

Ｆ．家谱。家谱是徽州文书中研究史最悠久的一类文献，这类文献的定义也较少歧 义。除

了常见的统宗谱、分支谱以及家规、族约之外，现存文献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单页或数页的，只包

含数代家族世系信息的世系图谱，这类文献既可能是编制宗族总谱的前期文献，也可能是根据

宗族总谱抄录的用于某一家族分支祭祀的文献，在徽州当地，习称为“祖宗本”或“祖宗簿”，亦单

列为一个二级分类。这一类包含三个二级分类：Ｆ１家谱、Ｆ２家规族约、Ｆ３祖宗簿。

Ｇ．信函。上海交通大学收藏文献中信函存量亦不少，这一类文献不需定义，分为两类：Ｇ１
信函、Ｇ２信函留底。

Ｈ．日用类书与工具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日用类书受到徽州研究者的重视，其中最早受

到重视的是介绍水路行程和经商知识的类书，研究者命名为“商书”。瑐瑢 日用类书这一名称，最早

由酒井忠夫使用瑐瑣，在此之前，尚有仁井田陞称之为“日用百科全书”。瑐瑤 但对于日用类书的总体

性定义迄今少有，仅王振忠在新著中对日用类书作了归纳概括。瑐瑥 王振忠认为“日用类书原先主

要是供文人雅士的日常行事之用，明代后期发展成为一般民众皆可利用的民间日用类书。”除商

业外，已发现的日用类书尚有对书信格式、诉状格式、称谓礼仪等各种专门事务进行介绍、指导

的类型。本稿将日用类书定义为对某一商业与日常生活专门事务进行介绍、指导的文献。虽然

如《商路规程》等类书是以商业指导为主，不过也常常包含其他内容，并且批量处理时难以迅速

辨认，所以将类书统归为一类。另外，徽州文书中尚存有不少辞书、俗字典、书写格式指导书等

文献，从功能上说，它们与日用类书接近，都是用于指导商业或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务，本稿将

这些文献归类为工具书，将日用类书与工具书归为一大类。这一大类下分为如下二级分类：Ｈ１
类书、Ｈ２辞书工具书。

Ｉ．家礼。“家礼”一词本于《朱子家礼》，《四库全书提要》断《家礼》并非出自朱熹之手，而现

代学者多倾向认定《家礼》为朱熹之作。瑐瑦 无论如何，《家礼》是宋以降庶人礼仪代表性文本，也是

对普通民众日常礼仪影响最大的规范性文本。瑐瑧 《家礼·序》中描述了“家礼”的内涵：
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 婚 丧 祭，仪 章

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礼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尤皆所以纪纲人道

之始终，虽其行之有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

应节，是亦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瑐瑨

可知，家礼是对庶民成年礼、婚礼、丧葬、祭祀的礼仪的规范。在上海交通大学藏文书中，存

在大量婚书、聘书、礼单、命理单、选吉期书、坟墓选风水单，以往研究者多根据自己的需要，将文

献做不同分类。本稿认为，用“家礼”这一来自传统典籍的概念涵盖这些文献是最为适宜的。据

６８

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的商品流动与水运业的发展》，《浙江学刊》，１９９５年第１期，第３１－３７页。
酒井忠夫：《元明时代の日用类书とその教育史的意义》，《日本の教育史学》，１９５８年第１期，第６７－９４页；《明代

の日用类书と庶民教育》，林友春编：《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第６２－７４页。
仁井田升：《中国法制史研究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６２，第７４１－８２９页。
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第５１－５２页。
束景南：《朱熹家礼真伪辨》，《朱子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５期，；陈来：《朱子家礼真伪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１９８９年 第３期，第１１５－１２２页；杨 志 刚：《中 国 礼 仪 制 度 研 究》，上 海：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５，第

１９３－１９５页。
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第２０６、２３８页。
［宋］朱熹：《家礼》，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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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稿将家礼文献定义为民众进行婚姻、丧葬、祭祀等礼仪过程中产生的文献。分类为：Ｉ１婚

书（聘书、礼单、选吉期单、两造命理单）、Ｉ２丧葬文书（葬礼礼单、坟墓选风水单）、Ｉ３个人命理单、

Ｉ４家族礼仪文书。

Ｊ．宗教。地方历史文献中的宗教类文献主要就是科仪书，如有晚清基督教传教文献，也归

入这一大类。宗教唱本、宝卷归为戏剧文献。罗经、风水地理书、命理推算指导书等按照典籍使

用四部分类法归类。分为两类：Ｊ１科仪书、Ｊ２基督教文书。

Ｋ．戏剧。戏剧文献包含三个二级分类：Ｋ１戏曲抄本、Ｋ２宗教唱本、Ｋ３歌册。

Ｌ．教育考试。用于教育与科举考试的文献归类为教育考试大类。分为三个二级分类：Ｌ１
启蒙书、Ｌ２制义书、Ｌ３科举试卷。制义书与科举试卷的区别是：制义书是科举考试写作的指导

书，科举试卷是考试中实际写作的试卷或练习范文的辑录。

Ｍ．医药。医药类书籍应按 照 四 部 分 类 法 归 类，但 民 间 文 献 中 有 一 些 相 关 材 料 值 得 注 意。
一是单张的药方，这可能是为病人实际开具的药方，还有的是由民间宗教的仪式专家开具的，反

映民间社会医疗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医书抄本，通常没有完整的格式，以口诀等形式

为民间提供医疗知识，可以认为和职业医家、儒医编纂的医书、医案属于不同的知识传播系统。
这类文献目前可以分类两类：Ｍ１药方、Ｍ２医书抄本。

以上就是本稿对地方历史文献的全 部分类。另外，应在每一大类下，都设置一个０号二级

分类，供未来这一大类中新发现的尚无法归入已有二级分类的文献归类，直到可以确定其性质

或建立新的二级分类。

据此，本文提出针对地方历史文献分类的四项原则：１．分类主要依照文书性质；２．确保批

量处理的效率；３．分类概念间不相容；４．确保二次检索效率。依据以上原则，本文制订了包含

１０个类别的地方历史文献分类法，并利用编目抽检结果、研究文献计量等方法检测这一分类法

的适用性。分类法可应用于数据库开发与文献编目整理，也可以作为学者进行量化研究与比较

研究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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