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徽州程元谭墓地的纠纷

以 5新安程氏家乘 6为中心

[香港习卜永坚

内容提要: 本文以 5新安程氏家乘 6!5新安世宗程氏琼公支谱 6等谱碟资料为主 ,参以其他徽

州地区的方志 !文集 ,探讨徽州程氏宗族 内部因东晋太守程元谭墓地而引发的一桩重大纠纷 "程

氏指方氏出身庙户而冒认程氏 ,双方互讼 ,上溯明朝中叶 , 下迄康熙八年(1669) ,并且还有进一步

的发展 "期间 ,双方都利用现有文献 ,搜集有利自己的证据 , 并出版书籍 , 打击对手 , 建构自己谱

系及合法性 "本文通过这一案例 , 细致地展现了徽州宗族的文化建构过程 "

关键词 : 5新安程氏家乘 6 谱 系的合法性 文化建构

A bstraet: T h is pap er stu dies a legal battle w ithin the C h en g lin eag e of H uizh ou that lasted

fro m 15th to 17th een tu ry. A eertain b ran eh o f th e C h en g lineage w as aeeu sed of falsely

elalm in g th e C h en g surn am e !() as to eover its real o ne , 1. e. , F ang . D uring the law suit bo th

5ides gathered evid en ee frorn w ritten reeord s to sustain its ow n elaim and also laun ehed

p rop ag an da ag ain st its rival w ith p ub lish ed m aterials. B y rev ealing details of th is eom plex b u t

in torestin g legal battle , th is pap er dem on strates the historiea l p ro eess th ro ug h w h ieh lin eage

w a s eo n s tr u ete d .

K ey w ord s:C h eng L ineag e of H u i Z h ou ; validity of lineage ; eu ltural stru etu re

5新安程氏家乘 6, ¹书名不起眼 ,仅薄薄一册 , 内容却极为丰富 ,记载了徽州程氏

宗族内部因东晋太守程元谭墓地而引发的一桩重大纠纷 , 上溯明朝中叶 , 下迄康熙

¹ 不着撰人 , 5新安程氏家乘 6, 康熙八年(1669) 刻本 , 一册 , 不分卷 , 藏上海图书馆谱碟阅览室 , 编号

51 ()203 "有 关该书之提要 , 见上 海 图书馆 编 , 王鹤 鸣 等主 编 , 5上 海 图书馆 馆 藏家 谱 提要 6(上 海 古籍 出 版社 ,

20(,O) , 第 82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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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1669) , 并且还有进一步的发展 "幸运的是 , 就该事件而言 , 5新安程氏家乘 6并

非唯一史料 "本文以5新安程氏家乘 6为主 ,参考 5新安世宗程氏琼公支谱 6等其他史

料 , ¹重组该事件的过程 ,希望增进对于明清时期宗族制度运作以及徽州社会经济

历史的了解 "

5新安程氏家乘 6,一册 ,不着撰人 ,不分卷 ,凡第 34 页 61 面 ,面 10 行 ,行 21 字 "

其中篇章 ,有年份可考者 ,最晚成于康熙八年(16 69 ) ,可知该书当刊刻于 1669 年或

以后 "促成该书刊刻的直接原 因 , 是徽州程氏荷花池支派成员改动程元谭坟墓坐

向 !并在墓地牌坊上添加 自己姓名一事 ,徽州程 氏其他支派成员 , 群起攻之 ,分别 向

徽州府衙门及两浙盐运使司衙门控告 ,两衙门判处程氏荷花池支派罪名成立 ,命令

恢复坟墓原本坐向 !铲去新添姓名 "由于该书并无 目录 ,虽有页码 ,但页码不相连

接 ,为方便笔者引述及帮助读者理解 ,先为该书编制一目录表如下:

表一 5新安程氏家乘 6目录 *

分分节节 标题及内容容 篇幅幅

lllll 5墓图考 6,不着撰人 , 有绘图及文字说明 "" 1页 2 面面

22222 5墓祠感 6, [明]程霆撰 ,原载程敏政辑 , 5程氏贻范集 6, 附程旦撰于嘉嘉 3 页 6 面面
靖靖靖癸卯(1543)之后记 """

33333 (清) /东晋新安太守元谭程公后裔 !统宗世谱四十四派绅袍诸生 0,对对 8 页 16 面面于于于程立贤 !程人麟 !程开提 /冒宗劫坟 0的 /巧辩遁辞 0的廿四条反驳 ,,,

撰撰撰于康熙八年(1669) 六月 ,以下简称 5廿四条反驳 6"""

44444 4.1 7元习方回撰 !赵孟颊书 !张伯淳篆额 , 5晋新安太守程公墓碑 6,大大 6 页 12 面面

德德德二年(1298) ,原载程敏政辑 , 5新安文献志 6, 附程敏政成化十八年年年

(((((14 82 )六月望 日所撰之跋 """

44444.2 [元口程逢午 , 5复晋新安太守墓记 6,元大德丁酉(1297) 闰十二月月月

乙乙乙未朔 日,原载 5新安文献志 6"""

44444.3 [明]程质 , 5复新安太守程府君墓记 6,成化十六年 (14 80 ) ,原载载载

程程程敏政辑 , 5程氏贻范集 6"""

55555 [元]程敏政 , 5与太守河汾王公文明论世忠庙产书 6,原载氏着 , 5荃墩墩 3 页 6 面面
文文文集 6,第 53 卷 """

¹ 程廷瑞 编纂 :5新安世宗程 氏琼公 支谱 6,藏美 国犹他 家谱学会 , 编号 1 , 487 , 9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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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程量能 !量人 !量衡 !度渊 !式琦等 , 5寓扬州槐塘岑山新屋下派传

启 6,康熙八年(1669) 六月 "
3 页 5 面

7 } (清) /南北两宗后裔程正楼0等 48 人 , 5公启 6,康熙八年(1669)" 3 页 6 面

(清)不着撰人 , 5东晋新安太守元谭公墓图 6!5立贤新毁盗葬禁步

图 6"

(清)5江浙雄宪审断荷池程立宪程人麟等冒宗盗葬漱语 6

9.1 (清) /两浙纲纪商人程锦 0等 26 人撰于康熙八年(1669) 九月的

公控 ,以下简称 5公控 6"

9.2 (清) /两浙商籍生员程美捷 0等 21 人 , 5呈 6"

9.3 (清)胡姓两浙盐运司松江分司运判初鞠看语及石姓两浙盐运使

批复审驳语 ,以下简称 5分司运判初鞠看语 6及 5盐运使批复审驳语 6"

9.4 (清)胡姓运判复审定罪详语及石姓盐运使准招勘语 (部分阀

漏) ,以下简称 5分司运判复审定罪详语 6及 5盐运使准招勘语 6"

9.5 (清)詹姓两浙巡盐御史及张姓巡槽御史允详批语(全网) "

9.6 (清)曹姓徽州府知府定案看语 ,撰于康熙八年(1669)十月 , 以下

简称 5徽州府知府定案看语 6"

2 页 3 面

3 页 5 面

2 页 4 面

2 页 3 面

资料来源 :5新安程氏家乘 6,康熙八年(1669) 刻本 , 藏上海图书馆谱碟阅览室, 编号 5102 03 "

关分节号码为笔者所加 ,标题尽量依照原书文字 , 只是 当原书标题过长时才予以简化 ,例如

将第 3 节简化为5廿四条反驳 6"以下引述该书 ,一律采取采取 / 5新安程氏家乘.分节号.标题 6.

页数 面数 0的格式 ,例如 :5新安程氏家乘.3.廿四条反驳 6,第 3a 页 "

导火线 :康熙七年三月的 /盗葬改向 !擅拆旧坊 !私竖新坊 0

康熙七年(1668) 三月 ,徽州程氏荷花池支派的程立贤 !程人麟 ,被指在程元谭墓

地内 /盗葬改向 !擅拆旧坊 !私竖新坊 0, ¹所谓 /盗葬改向 0, 指二人将其祖 43 座坟墓

移葬到程元坛墓地 ,并把墓门原本的 /丙午 0向 , 改为 /干翼 0向 , 原因是 /干粪今年大

¹ 5新安程 氏家乘.8.立贤新毁盗葬禁步图 6,第 Za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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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 立贤 !人麟所盗葬者 ,利在今年故也 0"¹ 所谓 /擅拆旧坊 !私竖新坊 0, 指二人拆毁

了景泰四年(1453) 建立 !题有 /东晋新安太守程公墓道 0等字的程元谭墓地牌坊 , 而

代之以题有 /晋始祖太守元谭程公墓 0等字 以及程立贤 !程人麟二人名字的新牌坊 ,

这个新牌坊的建筑材料 , 据说是程立贤 !程人麟强行拆取原本位于 /紫阳门芋头 田 0

的族表节妇牌坊而得 "º 程立贤 !程人麟此举成为这场诉讼 的导火线 "徽州程 氏各

支派对二人口诛笔伐 ,斥之为 /异豪人麟 !访蠢立贤等 0"» /访蠢 0看似费解其实易

晓 ,这是明清时期流行的词汇 , /访 0指 /访拿 0, 即官府调查(访) ,捉拿罪犯(拿); /访

蠢 0指利用这个过程 ,诬告 !插赃 !挑拨官司 !陷害良民 !捞取好处的流氓 " /异豪 0则

看似易晓其实费解 ,程人麟明明姓程 ,为何会被斥责为 /异豪 0即 /异姓豪强 0? 一旦

把这个指控解释清楚 ,也就解释了整个纷争的大半情节 "首先 ,我们要回溯到康熙

七年以前两三百年的历史 "

前史 :明代以前的程元谭墓地

5新安程氏家乘 6所提及的东晋太守程元谭 ,在明清时期 ,在徽州内外 ,都是大名

鼎鼎的人物 ,他被奉为徽州程氏的始祖 "刊行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 的5新安名族

志 6, 对程元谭有以下记载 :

普之后曰元谭 , 当永嘉之乱 ,佐琅那王起建业 , 为新安太守, 有善政 ,

民请 留之 , 赐第于郡西之黄墩 , 遂世居焉 ,,十三世 曰灵洗 "¼

四世纪的程元谭 , 及其十三世孙 !六世纪的程灵洗 , 是徽州程氏一千年的谱系框

架的始祖 "程灵洗不但有正史 的记载 , 而且在南宋就已获朝廷 /赐庙号世忠 0, 绍定

元年(122 8) ,在翰林学士程秘的推动下 ,世忠庙正式建立 "½相反 ,程元谭则是到了元

明之际 , 才开始被 /追认 0出来的 "章毅指出 , 程元谭其人其事 , 充满疑团 , 其 中不无

¹ 5新安程氏家乘.3.廿四条反驳 6,第 sb 页 ;5新安世忠程氏琼公支谱 6,卷十 ,第 3a 页 5江南总督部院碑 6,

立碑时间为康熙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5新安程 氏家乘.3.廿四条反驳 6,第 6b 页 "

» 5新安程 氏家乘.1.墓图考 6,第 lb 页 "

¼ 戴廷明 !程尚宽等撰 , 朱万曙 !王平 !何庆善 !于石点校 ,余 国庆审订 , 5新安名族志))( 嘉靖三十年[15112
刊 ,朱万曙 !胡益民主编 ,徽学研究资料辑刊 , 黄山书社 , 2004 ) , 前卷 ,第 18 页 "

½ 程 秘 ,休宁人 , 南宋光宗绍熙 四年 11193)进士 ,宋史 有传 ,见脱脱等编纂 5宋 史 6(中华书局 , 1977) , 卷 四百

二十二 , 5程秘传 6,第 12616一12617 页 , 官至端明殿学士 !少师 , 因此在徽州程氏文献中常被尊称为 /端明少师 0 "
在世忠庙建立之 前 ,奉祀程灵洗的庙宇已经存在 ,并 获得地 方官罗愿 撰写碑 文 , 见程秘 5洛水集 6, 卷七 , 5世忠庙

碑记 6,第 40 b一41b 页 ,载文渊阁 5四库全书 6(上 海古籍 出版社 , 198 7) ,第 1171 册 , 总第 32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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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的内容 0; ¹黄国信 !温春来也以程元谭谱系为例 , 指出明清时期 /重构祖先谱

系0的现象 "»但是 ,尽管程元谭事迹对于现代学者来说非常可疑 ,对于明清时期徽

州内外的人来说 ,程元谭的存在 !程元谭的显赫 ,都是毋庸置疑的 "

黄国信 !温春来 !章毅分别指出,北宋庆历三年(1043) 休宁程承议的谱序 , 和南

宋嘉熙三年(1239) 徽州胡麟5梁将军程忠壮公灵洗碑 6,都是有关程元谭事迹的早期

纪录 ,这两笔纪录的原书原件已不复存在 ,而分别由明朝编纂的5新安休宁古城程氏

宗谱 6及 5新安文献志 6所转载 "» 这两笔纪录也只提及程元谭定居徽州 , 没有提及其

墓地 "最早提及程元谭墓地的 , 是元朝徽州紫阳书院山长程逢午的 5复晋新安太守

墓记 6, 时间是元大德元年(1297) 闰十二月 :

徽之程氏 , 自新安太守元谭始 , 晋元帝兴江左 , 太守由襄州刺史守新

安郡 ,及代 , 百姓遮 留 , 不得发 "诏褒嘉之 , 赐第于新安之款县 , 子孙 家

焉 "其墓在州之西十里 ,今名双石前 , 盖指墓前二石人也 , 有地广裹可容

数万人 "先端明少师尝掌其丘域 , 至孙曾四世矣 "大德丁酉九月 , 裔孙

深甫 , 沿檄故 乡 , 因得过家上家 , 与族党亲戚款接甚欢 "以其年十二 月十

七 日回涂 ,至太守墓拜扫焉 "顾瞻排徊 ,仅有二石人出土半体 ,余地已寸

耕而吐种之矣 "问之 , 乃属别姓 ,,而白之府公 , 率枝下子孙 , 期 以二十

六 日会墓所 "估朝 , 风雪大作 , 不惮冲寒 , 集里社 父老指画疆界 , 复还 旧

物 , 属近墓子孙籍主之 , 收地所入 , 岁时展省 , 世世无替 ,,闰月己未朔 ,

¹ 章毅:5迁徙与归化 ) <新安名族志>与明代家谱文献的解读 6,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

文 ,2005 年 8 月 ,兰州 "章毅指出 , 程元谭是四世纪时人 , 但正史 5晋书 6等 !徽州早期地方志罗愿 5新安志 6等 , 均

无一字及之 "程元谭广为人知 , 是元代的事情 "

º 黄国信 !温春来:5新安程氏统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现象考 6, 载5史学月刊 6200 6(7)"他们指出, 晚唐时期 ,

程淘尝试建立程氏谱系, 一直追溯到十三代祖先程灵洗为止 , 完全没有提及程元谭 "

» 程承议的序言称: /程氏自昔新安太守元谭公留居郡城 , 历唐迄梁 , 代有显者 0, 转引 自黄国信 !温春来 ,

5新安程氏统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现象考 6,载 5史学月刊 6200 6(7) "黄 !温二人特别提醒读者 , 程承议编纂的家谱

及其序言已佚 ,该序言是由刊行于隆庆四年(157 0) 的5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 6转载的 , 该谱现藏国家图书馆 "

[南宋 8胡麟:5梁将军程忠壮公灵洗碑 6, 载于程敏政辑撰 , 何庆善 !于石点校 ,易名审订 , 5新安文献志 6(嘉靖三十

年 71511]刊 ,朱万曙 !胡益民主编 5徽学研究资料辑刊 6, 黄山书社 , 2""4) , 卷六十一 , 第 1450 页 "胡麟本人并无

文集传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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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孙紫阳书院山长逢午百拜谨书于明明德堂之西舍 "¹

程逢午并无文集传世 ,他这篇转载于5程氏贻范集 6和 5新安文献志 6的5复晋新

安太守墓记 6,首次完整地介绍了程元谭的事迹,也首次披露了程元谭墓地的方位和

地名(在州之西十里 ,今名双石) !地理标志(墓前二石人) !面积(可容数万人) "程逢

午还说 ,从宋代休宁籍高官程班开始 ,就已经看护墓地 ,达四代之久(先端明少师尝

掌其丘域 , 至孙曾四世矣) , 程泌 5洛水集 6中也只提及 /新安太守 0, 没有提及程元谭

的名字 ,更没有提及程元谭的墓地 "º 程逢午谓程班保护程元谭墓地 , 未知何所据 "

无论如何 , 大德元年(1297) 丁酉九月 ,程深甫以官员身份回乡探亲 , 十二月十七 日扫

墓 , 发现程元谭墓地已经成为别姓的农田, 两尊石人亦已半截人土 "程深甫极为伤

心 ,于是运用其官员身份 ,影响地方政府(白之府公) ,并召集 /枝下子孙 0及 /里社父

老 0,冒着严寒风雪 ,在十二月二十六 日抵达程元谭墓地原址 ,收回程元谭墓地 ,不但

划定墓地疆界 ,而且把看管墓地的责任 ,交托予程扁 ,原因是程裕住所又靠近墓地 ,

还有官吏身份(提举) ,便于看管 "»

收回墓地后 , 紧接着就是树立墓碑 "徽州程氏在这个过程中展示出强大的文化

资本 , 根据 5新安程氏家乘 6, /大德二年岁次戊戌二月朔日, 三十八世孙前太学进士

坚 !三十九世孙前嘈贡进士广渊 !前建德路遂安主簿克绍同立 0的5晋新安太守程公

墓碑 6,竟然是由宋元间著名的徽州籍官员兼学者方回撰写 , 由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兼

高级官员赵孟颊书写 ,并由高级官员张伯淳篆额 "¼该碑文有关程元谭事迹的记载 ,

基本上与程逢午 5复晋新安太守墓记 6相同 ,只是该碑文更提及程元谭在新安逝世的

确切年份(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 2);另外 , 5复晋新安太守墓记 6的程深甫 , 在该碑

文则作程 自得 "½留意 :5新 安程 氏家乘 6写 明 , 该碑文转抄 自程敏政的 5新安文献

¹ 5新安程氏家乘.4.2.复晋新安太守墓记 6;又载 5新安文献志 6, 第 380 一381 页;又载程敏政辑撰 , 5程氏

贻范集 6(成化间71465一148 7]刻本 , 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北平图书馆善本胶卷第 46 5一46 6 号 , 藏香港大学图书

馆 ,编号:CM F 25173一25174) ,卷二 , 第 5b 一6b 页 "所以 ,此文虽凡三见 ,实皆源于5程氏贻范集 6"但 5新安程氏

家乘.4.2.复晋新安太守墓记 6虽谓抄录自5新安文献志 6, 其实是抄录 自5程氏贻范集 6, 证据是 5程氏贻范集 6内

的5复晋新安太守墓记 6, 有 /属近墓子孙提举裕 为之 主 , 收把所 人 , 岁 时展省 0一 句 , 5新安 程氏家乘.4.2.复晋 新

安太守墓 记 6此句相同 ,但 5新 安文献志 6内的 5复晋新 安太守墓 记 6, 则作 /属 近墓子 孙裕主之 ,收地所 人 , 岁时 展

省 0" 另外 ,点校本 5新安文献志 6对于这篇文字 的部分标点有误 , 兹予改正 ,不另说 明 "

º 程泌:5洛水集 6,卷七 , 5世忠庙碑记 6, 第 4l a 页 ;卷十 , 5程用之墓志铭 6, 第 14 b 页 , 载文渊阁 5四库全

书 }) ,第 1171 册 , 总第 322 !367 页 "

» 5新 安文献志 6内的 5复晋新安 太守墓记 6, 只提及 程裕住所靠 近墓地 , 但 5程氏贻 范集 6内的5复晋新 安 太

守墓记 6,则提及程裕有 /提举 0身份 "详注 10 "

¼ 张伯淳生平 , 见宋 镰等编纂5元史))( 中华书局 , 1976) ,卷一百七 十八 5张伯淳传 6, 第 4147 页 "

½ 5新安 程氏家乘.4.1.复晋新 安太守墓记 6,第 1a 一3b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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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6, 但5新安文献志 6内的5晋新安太守程公墓碑 6, 仅提及作者是方回, 根本没有提

及赵孟颊 !张伯淳 !程坚 !程广渊 !程克绍等人 ,也没有记载树碑日期 "¹另外 ,方回目

前存世的 5桐江集 6!5桐江续集 6,也并无 5晋新安太守程公墓碑 6; º赵孟颊的著作年

表中 ,也没有提及书写 5晋新安太守程公墓碑 6一事 "»因此一切文献证据只能回溯

到程敏政的5新安文献志 6"

至此 , 就程元谭墓地在明朝以前的历史 , 我们不妨做一小结:在五胡乱华 !晋室

东迁的四世纪 ,程元谭是东晋元帝朝廷的一名地方官 , 他任职新安太守 , 有善政 , 百

姓对他十分爱戴 , 以至不让他调职 , 东晋朝廷于是让他继续任职新安太守 , 直至逝

世 , 时为永昌元年(322) , 是为程氏定居徽州之始 "南北朝末年的徽州豪强程灵洗 ,

就是程元谭的十三世孙 "程元谭墓地 , 位于新安郡郡城亦即款县县城西十里 , 墓前

有两尊石人 , 因此当地人称之为双石 "南宋时期 , 墓地据说得到程泌的保护 "元朝 ,

墓地已经成为别姓农田 "大德元年 !二年间(1297一1298), 在官员程深甫(自得)的

努力下 ,徽州程氏重新收回墓地 ,划清疆界 , 邀请方回 !赵孟颊等名人撰写墓碑 , 并指

定由住所靠近墓地 !拥有官吏身份的程裕看管墓地 "这就是明清时期徽州大部分程

氏支派所接受的程元谭墓地前期历史 "这段前史 , 主要 由程逢午 5复晋新安太守墓

记 6和方回5晋新安太守程公墓碑 6这两篇元朝著作构成 , 但程逢午并无文集传世 , 方

回目前传世的文集也没有 5晋新安太守程公墓碑 6, 这两篇文献 , 都来自程敏政这位

十五十六世纪间热心的徽州程氏宗族运动领袖的文献汇编5新安文献志 6及5程氏贻

范集 6"

作为程元谭墓地这段前史的尾声 , 我们不妨引述徽州文人郑玉的记载 "程元谭

墓碑树立于 1298 年 , 同年 , 郑玉诞生 "等到郑玉长大成人 !著书立说时 , 他对程元谭

墓地印象并不深 , 只说 : /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墓 , 在予所居贞 白里中 , 今唯双石人可

识 , 然沉沦土中殆尽矣 "0 ¼由鼎鼎大名的方回 !赵孟倾 !张伯淳合作撰写的墓碑 , 竟

然也引不起这位文人的注意 , 他记得的 , 只是两尊即将被泥土完全掩埋的石人 , 时为

至元四年(1338) 二月 "与程深甫(自得)于 1297 年发现 /仅有二石人出土半体 ,余地

已寸耕而畦种之矣 , 问之 ,乃属别姓 0,何其相似! 难道四十年间 ,程元谭墓地又打回

¹ 方虚谷 :5晋新安 太守程公墓碑 6,载 5新 安文献志 6, 第 95 4一955 页 "

º 方回:5桐江集 6,宛委别藏清抄本 ,卷八 , 载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 , 5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

社 , l叨5 ) ,第 1322 册 ;方 回 , 5桐江续集 6, 载文渊阁本5四库全书 6,第 1193 册 "

» 赵孟颊 :5松雪斋集 6,载文渊阁本 5四库全书 6, 第 1196 册 "但 是 ,赵孟 颊既然 以书法 闻名 , 登 门拜访 !甘

辞厚币以求其墨宝者大不乏人 , 赵孟颊没有一一纪录 , 并不奇怪 "

¼ 郑玉:5师山集 6,卷四 , 5重修忠烈陵庙记 6,第 14 a 页 , 载文渊阁5四库全书 6, 第 1217 册 ,总第 3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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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纷争揭幕 :从方铭道到方文旺

无论程元谭墓地在元末的情况如何 , 步人明朝 , 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作为徽州

程氏始祖的信仰 , 已经根深蒂固, 程元谭墓地在两尊石人之外 ,还得到 /立石 0!/立

坊 0的礼遇 , 根据姿源高安程氏的程质在成化十六年(1480) 撰写的5复新安太守程府

君墓记 6:

程氏始迁新安祖 !晋太守讳元谭府君墓 , 在今徽州郡西十里救县之

向呆释路之旁 , 坐北而向南, 与元待制郑子美先生师山书院对焉,,幸

得 , ,休宁汉口派曰深甫者 , 于元 大德元年丁酉获双石于雪麦 中 , 而墓

克复 " 自大德丁酉 , 阅八十二年 , 国朝 变更 , 墓业寝失 , 又得 ,,婆源高

安派曰敬之者,,于大明洪武十三年庚申十月长至日, 倡备己带 , 率钦

族东关曰仲宁 !士贞 !朝忠者 , 赎复墓地周围二百四十步 , 以税归于府君

十三世孙梁将军忠壮公灵洗世忠庙 , 守祠者主焉 "复遍告槐塘 !会里 !汉

口"才吓!彩 !绩溪 !及乐平诸族如铭德 !士弘辈,慨然以孝诚相感 ,每致书

任其事 ,疼石 !崇土 !树碑 !志墓 "自时厥后 ,休宁裔孙孟翼 , 归自宦途 , 立

石以置于前;河南裔孙峨以监察御史按部本郡 ,立坊以表其域 ,,¹

程质特意用上 /府君 0一词 ,强调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始祖的身份 , 又为程元谭墓地

的位置提供了新数据(向呆骚路之旁) ,更难得的是披露 了元末至明成化年间程元谭

墓地的易手情形 "原来 , 1297 年程深甫(自得)收回程元谭墓地后不久 , 就 /墓业寝

失 0, 难怪郑玉创办的师山书院虽就在程元谭墓地的对面 , 但郑玉本人在 1338 年对

于程元谭墓地也已无甚印象 "直至洪武十三年 (13 8 ") , 徽州款县东关程 氏以程仲

宁 !士贞(此人的名字 日后大有文章 , 详下文) !朝忠三人名义 , 赎回了程元谭墓地 , 至

于墓地面积 ,是 /周围二百四十步 0, 正好一亩 , 比起元朝 1297 年 /广裹可容数万人 0

这种颇为虚无缥缈的说法 , 精确得多 "这一亩地的税 , 则由世宗庙的庙户负责 (以税

归于梁将军忠壮公灵洗世忠庙 , 守祠者主焉 ) "另外 , 根据 5新安程氏家乘 6, 这块地

在官府赋役黄册的登记为:

¹ 5新安程 氏家乘.4.3.复新安太守程府 君墓记 6, 按该文转 录 自程敏政辑 , 5程 氏贻范集 6(成化 间[1465一

14 87 ]刻本 ,美 国国会 图书 馆摄 北平 图 书馆 善 本胶 卷 第 465 一466 号 , 藏 香 港大 学 图 书馆 , 编 号 :C M F25173 一

25 174 ) , 卷二 ,第 6b 一sa 页 , 程敏政还 为该文附上后记 ,介绍程仲 宁儿子程 国儒生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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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经理 /表 0字四百九十七号地乙亩, 东汪仲和田 !西阂瑞卿田 !南

阂相保田 !北鲍昌田 , 业世忠庙输粮 "¹

接着还有万历九年(1581) !康熙六年(1667) 的登记号码 " 5新安世宗程氏琼公支谱 6

记载相同, 只是号码作 /洪武经理 -表 .字九百四十七号 0, »究竟哪个登记号码正确

并不重要 , 重要的是有了登记号码本身以及交税的户头 ) 世忠庙的庙户 "至于程

撇以监察御史身份为程元谭墓地建立牌坊 的时间 , 程质没有交代 , 查 5新安程氏家

乘 6, 知为景泰四年(1453), »可见徽州程氏对于程元谭墓地投人了越来越多的认 同

和尊重"可是 ,程元谭墓地的纠纷 , 不久就因世忠庙庙祝而发生 "

明代的各种徽州程氏文献中, 最先记载程元谭墓地纠纷的 , 仍然是程敏政的手

笔 ,程敏政 5草墩文集 6收有两封写给徽州府知府王哲的信 ,王哲于成化十八年至二

十三年(1482一1487) 间担任徽州府知府 , ¼则程敏政这两封信也当写于这 5 年间 "

第一封信相当长 ,程敏政当时已经是朝廷高官 ,但仍以 /休宁诸生 0自称 , 口气相当谦

卑 , 对王哲极尽褒扬之能事 ,该信首次披露世忠庙庙祝方氏冒充程姓 !侵占世忠庙产

与太守墓地的情节 :

反复考之 , 自宋以来, 太守之墓 !忠壮之祠 , 凡修复者 , 今方氏无尺寸

之功;凡捐舍者 , 今方氏无尺寸之地 "盖今方氏自洪武初始为庙祝 ,依神

之居 ,食神之食 , 衣神之衣 ,将近百年 , 而不思所以报神之德 , 乃敢 胃我程

姓 , 肖我祭田 "又谓太守公之墓是其祖墓 , 意欲次故郡之循 良, 蔑圣朝之

祀典 , 乱常读礼 , 莫甚于斯 "½

程敏政指称 , 方氏为洪武初年看管世忠庙的庙祝 , 他们冒姓程氏 ,宣称自己就是

程元谭的子孙 , 因而霸占世忠庙产与太守墓地 , 出售牟利 "在徽州历史上 , 像方氏这

种替程氏看庙守坟的家族 , 是所谓 /细民 0, 相当于奴仆 "¾方氏为求翻身 , 冒姓程氏 ,

其利益动机是很明显的 ,程敏政从程氏的立场指出:

江 5新安程氏家乘.1.墓图考 6, 第 1b 页 , 5新安程氏家乘.8.东晋新安太守元谭公墓图 6.第 la 页"

妞 5新安世宗程氏琼公支谱 6,卷十 ,第 6a 页5东晋新安太守元谭公及夫人徐氏墓图 6"

任 5新安程氏家乘.3.廿四条反驳 6,第 6b 页"

任 彭泽 !汪舜 民纂修 :((( 弘治 )徽州府志 6, 弘治十五年 (1502)刊 .卷 四 , 第 33a 页 ,载 四库全 书存 日丛 朽编 纂

委员会编 , 5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 台南柳营乡:庄严文化事业 , 1996) , 史部第 180 册 , 总第 69 8 页 "

惬 程敏政:5草墩文集 6, 卷五十三 , 5与太守河汾王公文明论世忠庙产书 6.第 19a一19 b 页 , 载文渊阁 5四库

全书 6.第 1253 册 ,总第 25 3 页 "

¹ 关 于明清 时期 徽州地 区各种 /细 民0聚落如 /守坟 庄 0!/拳头 庄 0等 , 参见叶显恩 5明清 徽州农 村社 会与佃

仆制 6(安徽人 民出版社 ,1983) , 第 23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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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程元谭墓地的纠纷 :以5新安程氏家乘 6为中心

夫以太守公徽郡循吏第一 , 事载郡志 "其子孙原复墓税 , 旧隶世忠

庙 中 ,今若使一杯之土属之异姓而不为之 申理 , 则与世之佣人佃屋者何

异? 为子孙者何以堪之? 百世之下继缩郡缓者又何以堪之? 忠壮公有

功于徽郡尤多,,其子孙原舍祭田 , 旧立世忠庙户 "今若使巫祝妻李入

其户内而不为之屏除 , 则与世之馁鬼无嗣者何异? 为子孙者何以堪之?

百世之下有功桑梓者又何以堪之? 夫太守公墓税不归于庙 , 则后 日樵采

孰能禁? 樵采不禁, 则其势不至于荡平不已, 盖税既属之他人 , 则兴废即

系其手故也 "忠壮公庙户不正其籍 , 则后 日私离孰能沮? 私肖莫沮 , 则

其势不至于尽绝不已,盖人既入于庙中,则事产即其已物故也 "¹

反过来说 ,方氏冒姓程氏一旦成功 ,就可洗脱 /细民0的卑贱身份 ,而跻身 /继给

郡缓 0 !/有功桑梓 0之列;至于纯粹经济利益就更加明显了:世忠庙与太守庙名下的

森林 !土地资源 ,方氏都能够以主人身份享用(即 /樵采 0和 /私餐 0), 而非以仆人身份

管理 "问题是:方氏冒姓程氏的具体过程与机制如何? 可以断定 ,方氏能够这样做 ,

必然有其暴力基础 ,程 !方之间说不定已经发生过械斗 , 方氏显然有能力维持自己对

于世忠庙产的拥有 "但是 , 在纯粹暴力之外 , 方氏还进行谱系的改造与赋役黄册内

登记的改造 "

谱系改造方面 ,方氏把 自己定位为徽州款县荷花池程氏 ) 清朝初年的 /访蠢

立贤 !异豪人麟 0, 就属于款县荷花池程氏 , 也就是方氏的后代 , 这就是徽州程氏用

/异豪 0这个字眼来谴责程人麟的原因 "5新安程氏家乘 6振振有辞地指出:明成化十

八年(1482) 程敏政编纂的5新安程氏统宗世谱 6,并没有记载款县荷花池程氏 , º但

是 , 方氏还是能在嘉靖三十年(1554) 刊行的 5新安名族志 6里找到立足点 , 该书出现

了款县荷花池程氏的记载 :

在 邑南百步许 "宋有讳知宏者 , 由河西迁东关 "十世 曰百六 ,,建

书屋于县南 , 凿池种荷 ,,土人 因名其地 ,,国初 , ,子民二子 , 曰仕

征 !仕进 ,,洪武初协复始祖元谭公墓 , 析望墩地建 /世忠祠堂 0, , »

所谓程仕征等 /洪武初协复始祖元谭公墓 0一事 ,也就是上引成化十六年 (148 0)

¹ 程 敏政 :5箕墩文集 6,卷 五十 三 , 5与 太守 河汾王公文 明论 世忠庙产 书 6, 第 19 b一20 a 页 ,载 文渊 阁5四库

全书 6,第 1253 册 , 总第 253 页 "

º 5新安程 氏家乘.3.廿 四条反驳 6,第 la !4b 页 "有关 5新 安程 氏统 宗世谱 6的研 究 , 参见 常建华 5程敏 政

<新安程氏统宗世谱 >谱学 问题初探 6,载 5河北学刊 6第 二十五卷 2005 (6) "

» 5新安名族志 6, 第 3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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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质 5复新安太守程府君墓记 6里提到要源高安派程敬之于洪武十三年 /率款族东关

曰仲宁 !士贞 !朝忠者 , 赎复墓地周围二百四十步 0一事 "¹方氏(荷花池程氏)在康熙

初年的诉讼中 ,指程元谭墓地属东关程士征 ,而 /士征何人 ,生祖是也 0,其文献证据 ,

很可能就是来自5新安名族志 6的上述记载 "但是 , 由于 5新安名族志 6里的 /程仕

征 0,在 5复新安太守程府君墓记 6里作 /程士贞 0,因此 5新安程氏家乘 6又振振有辞地

驳斥: /士贞非士征也 0,并进一步指出:就算程士贞与程士征是同一人 ,但当年方氏

(荷花池程 氏) 既已把这一亩墓地的赋税挂在世忠庙庙户 , /父卖子绝 0, 方氏(荷花池

程氏)的子孙也不应该拥有这一亩墓地的业权 "º无论如何 , 方氏(荷花池程氏)显然

也像他们 的对手程氏一样 , 建构 自己的谱碟与谱系 , 并从现存文献 中搜集有利于 自

己的材料 "

方氏(荷花池程氏)在赋役黄册内登记的改造方面 , 16 世纪 30 年代 ,程霆的 5墓

祠感 6提供了进一步数据:

上祖太守墓,,裔孙宋端明学士泌护视之 ,,逮国初 ,婆源高安裔

孙敬之 , 念其地之 贸易不常者 , 以诸孙各欲专其业而未公于族也 , 乃庚其

亩税 , 入程世忠庙户(有救 !休 !乐平诸派书 6 ##,忠壮公为坛 , 祀于墓 , 至

宋庙而请额焉 "时端明为吏侍 ,,另择地建庙 , 庙有产 " 于是并公之父

母墓地 !夫人墓山 , 立户以供赋 , 曰程世 忠,,继召巫祝方铭道入奉香火

(铭道二子 , 曰子高者 , 守墓;日子明者 , 遂冒程姓以业双石地)" 国朝秩

祀如故 ,而世忠户乃由思敬子添有关领 ,方固无与于户业也 "方依神久 ,

获专其利 , 嗽庙姓之散且远也 , 乃毁庙钟庙碑 , 灭其中所纪本末 , 报丁庙

户 , 冒姓曰程 ,侵葬盗卖,肆仇于德 "成化间,添有之来孙廷章讼之 ,复其

庙田之半 "时则巡抚为三原王公 !郡政为闻喜王公也 ,,双石墓地凡十

亩(洪武 5保薄 6: /双石 0, 墓之本号也 , 虽有 /程世忠 0!/程子明 0二业

名 ,,可见十亩本皆程世忠旧业矣) , 世忠户仅得其一 , 况庙田失 已过半

而扰莫复其旧 "呜呼痛哉 ! [按 :括号内文字为原文的双行夹注] »

和 5新安程氏家乘.4.3.复新安太守程府君墓记分,第 sa 页"

之 /生祖 0的 /生 0, 是代表方氏(荷花池程氏)的读书人的自称 , 以上引文见5新安程氏家乘.3.廿四条反驳 6,

第 4b 一sa 页 " 留意:笔者目前找不到方氏(荷花池程氏)的相关谱喋和诉讼文献 , 只能依靠 5新安程氏家乘.3.廿

四条反驳 6的极有立场 的转 载 "

娜 5新安程 氏家乘 .2.墓祠感 6,第 la一1b 页 ,作者程霆 , 婆源人 , 登嘉靖五年(1526) 进士 , 官至 户部郎中 ,该

文转录 自程一枝于隆庆年间 (1567一1572) 刊行的 5程 氏贻范集补 6, 并附有程旦 于嘉 靖癸卯 (1543) 所 写的后 记程

一枝编 , 5程氏贻范集补 6(隆庆[1567一1572 2刻本, 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 此书笔者未曾亲见 "程旦后记谓程霆
/致比部政而归 0,可知该文当撰于 16 世纪 30 年代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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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程霆照顾了谱系的正确 ,却忽略了历史的真实 "在元 !明以来的徽州程氏

谱系里 ,程元谭的确是始祖 ,程灵洗的确是程元谭十三世孙 "但是 , 程霆世忠庙建立

在先 ,太守墓建立在后 "程霆 /忠壮公为坛 , 祀于墓 0这一句 , 俨然说成先有墓后有

庙 , 尤其误导 "无论如何 , 程霆比程敏政多提供了四项重要情报:(l) 这姓方的程世

忠庙户 , 始祖为方铭道 , 有两名儿子:方子高 !方子明 , 活跃时间为元末明初 , 其中方

子高负责看守墓地 ,而方子明就开始冒称程姓 , 霸占墓地(曰子明者 ,遂冒程姓以业

双石地) "(2) 方氏冒称程姓 , 不仅为了出售庙产以牟取纯粹金钱利益(盗卖) , 而且

还为了安葬自己祖先以永久占有墓地(侵葬) " (3) 在明代的赋役黄册里 ,程世忠庙

户的户头是徽州款县长翰山支派的程添有 ,本来与方氏毫无关系 ,但方氏作为庙户 ,

就庙产的控制而言占了地利, 而主人程氏内部对于庙产的管理权权分散,且距离庙
产位置遥远(散且远也) "于是 , 方 氏毁灭 了世忠庙 内不利 自己冒充程姓的碑铭证

据 ,并赋役黄册登记内以 /程子明 0业主身份 ,侵 占本来登记在 /程世忠 0名下的 田地 "

(4) 成化年间 , 程廷章打官司 , 从方氏手中收回一半的庙产 "

程廷章成化年间打官司的确切年份与裁判内容如何? 程霆 5墓祠感 6没有交代 ,

幸好 , 5新安世宗程氏琼公支谱 6收有 5款县十九都七局长翰山程宪字廷章同侄泰锤

告复世忠庙田地盟书 6,填补了这一关键的空白:

救县二十五都世忠庙神祝方文旺等 ,今 因程廷章等告争本庙田地 ,

已蒙钦差巡抚尚书大人王 批 ,,所是 ¹本乡及庙及休宁寄庄田地 , 俱

系供奉香火, 不系自己产业 , 审得叔名得 !弟文进 !敏进 !侄富荣等 , 俱各

分户在前 , 与庙无干 "程廷章等虽系忠壮公子孙 , 但其所居 , 与庙相远 ,

管业不便 , 情愿令文旺一支 , 照 旧在庙崇奉香火 "见存 田地租息及各处

香钱等项 , 每年积聚在庙 , 遇有损坏 , 即便修理 , 并不敢将寸土尺地 , 盗卖

与人 , 亦不许各房叔伯兄弟人等 , 侵夺庙利,,计开:本乡田地山塘壹拾

肆亩伍分贰厘 ,,成化十九年四月二十二 日 , 立盟人:方文旺 !方名得 !

方富荣 !方敏进 !程廷章 !程音远 !程金孙;见人:毕社政 !王福;为书人:方

文 信 "º

从这 5盟书 6看来 ,程廷章为争夺世忠庙产而掀起官司 , 控告方氏 , 双方根据官府

¹ 按 :/是 0疑为 /有 0之误 "

º 5新安世宗程 氏琼公支谱 6,卷 十 , 5款 县十九都七 局长翰 山程宪字廷 章同侄泰锤 告复世忠庙 田地盟 书 6,

第 22a一24a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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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结果 ,在成化十九年(1483) 签署协定 "¹程霆 5墓祠感 6提及 /成化间 ,添有之未孙

廷章讼之 , 复其庙田之半 0云云 ,似乎程氏至少取得局部胜利;程敏政也写信感谢徽

州府知府王哲 ,谓 /先世庙田,遂得清白,,皆左右作兴之力也 0"»但从这 5盟书 6看

来 , 程敏政和程霆都未免一厢情愿 "方文旺在 5盟书 6中虽然承认庙产 /不系自己产

业 0,但他既能 /照旧在庙崇奉香火 0, 又能照旧掌握庙产的全部收人(见存田地租息

及各处香钱等项 ,每年积聚在庙)"这样 ,方文旺虽承认庙产 /不系自己产业 0,与实

际拥有产业有何分别? 方文旺虽承诺不把庙产出售予方氏内外之人 , 程氏又怎能有

效监督? 至于程敏政最担心的方氏 /又谓太守公之墓是其祖墓 0这一个问题 , »5盟

书 6更是只字不提 ,可见 ,方氏继续控制程世忠庙产 ,继续在程元谭墓地上 /盗葬 0, 冒

充程元谭子孙 "

果然 ,踏人 16 世纪 , 正德丁卯(1507 ) , 方氏就在程元谭墓地上 /贸石鸡工 , 始砌

石域 0, 似乎是用石料修建坟墓 "程氏则将此举形容为 /元谭太守墓被守墓者侵葬 0,

并谓此事不发生于正德丁卯而发生于嘉靖三年(1524 ) , 并引发槐塘与长翰山等程氏

支派的控告 , 真正时间为何 , 诉讼结果如何 , 均不得而知 "¼但这都证明:方氏自 1483

年与程氏签订 5盟书 6之后 ,继续控制程世忠庙产 ,包括程元谭墓地 ,并继续进行其谱

系改造 , /侵葬 0程元谭墓地 "程氏继续谴责方氏冒充程氏 ,侵占世忠庙与太守墓;而

方氏则继续改姓程氏, 控制世忠庙与太守墓 "一方一程 , 各自表述 "这情况似乎一

直延续到清朝初年 "程敏政是 5明一统志 6编纂者 !吏部尚书李贤的女婿 ,又与其他

编纂者保持 良好关系 , 也许 因此之故 , 程元谭墓的记载 , 出现于该书第 十六卷 5陵

墓 6"½程敏政又在 5盟书 6签署一年之前 , 即 1482 年 , 刊行其 5新安程氏统宗世谱 6"

可是 , 以程敏政政治地位之高 !文化手腕之强 , 也无法从方氏手上夺回世忠庙产 , 他

担心 /庙祝一夫侵之有余 ,子孙千人复之不足 0, ¾竟然一语成徽 "

卫 上文所引程敏政 5与太守河汾王公文明论世忠庙产书 6, 应该就是写于王哲担任徽州府知府之后 !程廷

章官司结束之前即成化十八 !十九年(1482一1483) 间 " 而5盟书 6内的 /钦差巡抚尚书大人王 0, 也就是程霆 5墓祠

感 6中所提及 的巡抚 /三原王公 0"

À 程敏政:5草墩文集 6, 卷五十三.5简太守河汾王公 6, 第 23b 页, 载文渊阁 5四库全书 6.第 1253 册 , 总第

255 页"

» 程敏政 :5莫墩 文集 分,卷 五十三 , 5与 太守河 汾王公 文明论世忠庙产 书 6,第 19a 页 , 载 文渊 阁5四库全 书 6,

第 1253 册 , 总第 253 页 "

¼ 5新安程氏家乘.3.廿四条反驳 6,第 Zb 页 "

½ 黄国信 !温春来:5新安程氏统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现象考 6, 载5史学月刊 62006(7) "

¾ 程敏政:5重墩文集 6,卷五十只. .j 太守河汾王公文明论世忠庙产书 6, 第 20 b 页 ,载文渊阁 5四库全书 6,

第 1253 册 , 总第 25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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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之局 :清朝的 5禁伪谱碑 6

5新安程氏家乘 6指称 ,方氏(荷花池程氏)在康熙七年三月 /盗葬改向0,是出于

堪舆原因 , /干翼今年大利 ,立贤 !人麟所盗葬者 ,利在今年故也 0"¹但是 , 5新安程氏

家乘 6与5新安世忠程氏琼公支谱 6,都记载了康熙六年(1667) 土地丈量的新资料:

康熙六年丈量: /伤 0字二百四十四号 , 土名双石人前 , 地二百四十

步 , 计税八分五厘七毫, 业数县二十五都六着二甲世忠庙户 "º

可见 , 除堪舆之外 ,官府最新一次的土地登记 , 也是触发程元谭墓地新一轮争夺的重

要原因 "方氏(荷花池程氏)可能感到有必要在最新一次土地登记之后 , 制造新的 !

有利于自己的物质(牌坊)及文献证据(牌坊上的字句) , 来巩固自己对于世忠庙产及

程元谭墓地的拥有 , 因此触发程氏的诉讼 "

究竟方氏(荷花池程氏)的程立贤 !程人麟是什么人? 有何背景? 笔者无法找到

更多的资料 ,只是从程氏方面的文献 , »知道 /何物立贤 ,不过一访蠢 ,人麟不过一盐

泉耳 0, 知道 /荷池一时之盛 0, ¼又知道帮助程立贤 !程人麟打官司的程开提 !程允

超 !程三槐 !/固青青子拎 0也 , ½再加上徽州程氏在两浙盐运使司松江分司衙门提出

控诉这一点看来 , 这显示出 , 方氏(荷花池程氏)在明清时期 , 就像他们的对手一样 ,

在两浙从事盐业 , 发家致富 , 培养子弟考取科举功名 "¾到了这一步 , 徽州程氏要

/揭 0他们的 /老底 0,动摇他们对于世忠庙产及程元谭墓地的控制 ,也就更不容易 "

康熙八年(1669) 末 , 诉讼有了结果 , 情形就像成化十九年 5盟书 6一样 , 方 氏(荷

花池程氏)并没有被彻底击败 , 程氏充其量只能说是作 出防卫而已 "徽州府曹姓知

府在十月做出三项判决:

1.已经被程人麟 !程立贤 /盗葬 0在程元谭墓地的各坟 , /附葬已久 ,朽骨宜安 , 相

¹ 5新安程 氏家乘.3.廿四条 反驳 6, 第 5b 页 "

º 5新安 程氏家 乘.1.墓图考 6, 第 1b 页 ;5新安程 氏家 乘.8.东晋新 安太 守元谭 公墓 图 6,第 la 页 ;5新 安世

忠程氏琼公支谱 6, 卷十 ,第 6a 页5东晋新安太守元谭公及夫人徐氏墓图 6记载的字样稍有不同 "

» 5新安程 氏家乘.7.公启 6,第 3a 页 ;5新安世忠程 氏琼公支谱 6,卷十 , 第 sb一9a 页 "

¼ 5新安程 氏家乘.6.寓扬州槐塘岑 山新屋 下派传启 6, 第 lb 页 "这封传启 的作者程量能 !量人 !量衡等 , 为

徽州歇县程氏槐塘派 ,程度渊属江村派 , 他们编纂5槐塘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 6的过程 , 同样曲折 !精彩 ,参见拙文

((清初歇县槐塘程 氏的文化建构 6,载 5史林 62004 (5) "

½ 5新安程 氏家乘.3.廿四条反驳 6,第 la 页 "

¾ 是次诉讼 ,徽州程 氏分别在两浙盐运使司松江分 司以及徽州府衙 门提 出控诉 , 原因是有不少徽州 程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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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免其起辈 0,不必挖出搬走了,但 /倘再有侵葬者 ,当即锄而去之可也 0"这等于是

承认方氏 /盗葬 0程元谭墓地的现实 "

2.把程元谭墓地的墓门恢复原本 /丙午 0的坐向 "

3.程人麟 !程立贤建立的新牌坊 ,予以保留(因为旧牌坊已被拆毁) ,但必须铲去

程人麟 !程立贤的名字 ,其标题也必须沿用旧牌坊的标题 "¹

徽州程氏愤愤不平 ,继续在两浙盐运使司松江分司控诉 ,提出两项要求:

1.对于已经 /盗葬 0在程元谭墓地的各坟 , 他们接受徽州府知府的裁判 , 不予挖

出搬走 , 但他们以堪舆学理由,要求把这些新坟的顶端稍为削矮(少平其尖堆)"

2.追究程人麟 !程立贤 /毁禁侵葬 0的法律责任 "这两项要求 , 都得到两浙盐运

使司批准 ,本来程人麟 !程立贤要判处杖刑 ,但他们运气不坏 , 由于犯案时间在康熙

八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以前 , 正好碰上大赦 , 因此依照 /不应为 0律 !情节严重者杖八

十,但又允许 /纳谷价赎罪 0,罚款了事,免受皮肉之苦 "»
方氏(荷花池程氏)程人麟 !程立贤康熙七年 (1668) 三月 /盗葬改向 0引发的诉

讼 , 以康熙十一年(1672) 十一月二十六 日树立的 5江南总督部院碑 6结束 , 该碑无非

重申审判结果 "»程人麟 !程立贤在程元谭墓地所立的新牌坊没有被拆毁 , 只是墓门

方向被改为旧牌坊的 /丙午 0向 , 新牌坊的字样也被改为旧牌坊原有字样 , 二人的名

字也被铲去 "但是 , 二人 /盗葬 0在程元谭墓地的 43 座坟墓 ,却成功保留 "这样算起

来方氏(荷花池程氏)仍然赢了一仗 ,类似 1483 年 5盟书 6的情形 "

不过 ,好戏还在后头 "程人麟 !程立贤在 /盗葬改向 0的同时 , 原来也刊行自己的

5启 6, /遍送程门 0, 向徽州各程氏宣告自己的要求 , ¼还刊行了自己的族谱 , 造成 /伪

谱混同 ,纷纷遍市 0的局面 "½康熙二十七年(1688) 七月 , 徽州府朱姓知府 , 应徽州程

氏的控告 ,发布5禁伪谱碑 6, 点名谴责 /劣拎程士培 0, 指他本来是程氏奴仆 , 出身卑

贱 ,却冒充程氏 , /明系仆子奴孙 ,诱为同族共谱 0,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 ,程士培

/刊行邪说 ,刻板印卖 0,可见是刊行了 /伪谱 0"徽州程氏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 二

月 !二十六年(1687) 正月 !二十七年(1688) 七月 , 三度向江南学正控告(原因是程士

培有科举功名 , 必须由礼部的学院系统审判) ,要求把程士培刊行的家谱 /焚书毁板 0

之外 , 还要求把官府 /金示勒石 0, 即把官府审判结果刊刻于石碑上 , 以垂永久 "但

½

9 6

5新安程氏家乘.9.6.徽州府知府定案看语 6,第 Za页 ;5新安世忠程氏琼公支谱 6, 卷十.第 loa一lob 页 "

5新安程氏家乘.9.3.分司运判初鞠看语 6,第 3a一3b 页 "

5新安世忠程氏琼公支谱 6,卷十 ,第 3a一3b 页 "

5新安程氏家乘.6.寓扬州槐塘岑山新屋下派传启 6, 第 1b 页 "

5新安世忠程氏琼公支谱 6, 卷十 ,第 4a 页程廷瑞5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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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江南学正从江阴衙门批出的审判结果 , 竟然半年之后仍然没有送达徽州府知府

衙门, 程氏认为这是程士培贿赂捕递人员或者知府衙门青吏所致 "¹程士培与本文探

讨的荷花池程氏是否有关 , 5禁伪谱碑 6没有交代 ,可以断定的倒是 ,这块禁碑肯定无

法结束 /伪谱混同,纷纷遍市 0的局面 "

结 语

架成显对婆源 5腆川程氏宗谱 6进行严密分析 , 发现从明万历到清同治 288 年

间 ,4460 名被登记的程氏男子内,有 477 人为异姓承继而来 , 占总人数的 10 .7 % "»

可见 ,清人赵吉士所谓 /千载之谱系 ,丝毫不紊乱 0的说法 , »所反映的恐怕是明清时

期徽州人士的主观愿望多于现实 "笔者撰写本文时 ,就深受奕成显研究的启发 ,本

文也可以说是为架成显研究提供一个类似的个案:方氏未能够成功掩盖其 /细民 0的

/老底 0, 因此一直被程氏攻击 , 可以说是异姓承继的失败例子 "但是 , 栗成显认为 ,

这种普遍的异姓承继现象 , 反映了明清宗法关系的松弛与宗法制度的内部瓦解 "¼

笔者则认为 , 未尝不可把这种松弛与瓦解理解为明清宗族制度与生俱来的弹性 , 正

因为明清宗族制度如此松弛和易于瓦解 ,所以它才能够迅速扩散 "郑振满指出, 明

清时期民间宗族组织的发展 ,不但不遵守官方的宗法制度 , /而是以冲决这一栓桔为

必要前提 0"½像方铭道 !方文旺这类原本为程氏看庙守墓的 /细民0,正以实际行动

冲决官方的宗法制度 ,但方氏的这种冲决绝非革命 ,恰恰相反 ,是对于官方宗法制度

的主动迎合和建构 ,只是马脚甚多 ,也算笔者造化 ,能够为此过程撰一小文章 "就明

清时期而言 , 时间是站在方氏一边的 , 在 1483 年的 5盟书 6中 , 方氏的主角方文旺仍

然姓方;到了 1669 年 , 方氏的主角已经是程人麟与程立贤了 "

(作者单位:香港 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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