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徽州文书档案，承载着千年徽州厚重的历史文
化与人文精神。2024年 5月 8日，在蒙古国乌兰巴
托举行的世界记忆工程大会上，“徽州文书—徽州
千年宗姓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从即日起，本报推出《解“牍”
徽州》专栏，通过讲述契约宗法、账簿册籍、乡规民
约、信函书札等徽州文书背后的历史故事、宗族故
事、徽商故事、名人故事等，让徽州文书蕴含的古老
智慧照鉴未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薪火点
亮万家灯火。诚邀各位读者与我们一同打开这些
被岁月浸润的纸页，触摸历史细节，聆听岁月回响。

按语

寻 找 徽 州
□ 张艳红 本报记者 李晓洁

更多链接：如果您对徽州文书感兴趣，
可实地参观《千年‘徽’煌—徽州历史档案
联展》，近距离感受古徽州千年文书档案的
魅力。地址：屯溪区社屋前路 1-1号 黄
山市档案展览中心 5 楼。预约电话：
26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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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在何处？这问题如同
缕烟，在历史的长卷上袅袅飘
荡。

《解“牍”徽州》栏目的首期，
让我们拂去历史尘埃，从文书档
案的肌理间，开启这场寻找徽州
的深情叩访。

历史上的徽州，主体涵盖今
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和
江西省婺源县。最早自秦朝起，
置黟、歙二县。汉末析分两县置

新都郡，晋称新安郡，隋名歙州，
北宋宣和三年（1121 年）改名徽
州。唐大历五年（770 年），歙、
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
格局形成，直至清末宣统三年

（1911 年）废府留县，计有 1142
年历史，长期的稳定，使得徽州
文化亘古绵长、独具特色。

接下来，我们透过部分历史
遗存的文书档案，一窥徽州的形
成、发展与变迁。

此图原绘于明代（1368—1644年），
康熙二年（1663年），由苏州王君甫等人
重刻。明代，在沿长城东西一线的险要
地带设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
原、榆林、固原、宁夏、甘肃九个边防重
镇，合称“九边”。该图详细地标绘各府、
州、县、卫、宣尉司、宣抚司、军民府、按抚

司、长官司，在图的四周标绘邻近国家。
至正十七年（1357），徽州路改为兴

安府；至正二十七年（1367），兴安府又
改为徽州府。洪武初年，明朝建都应
天府（今南京市），将应天府、苏州府、
凤阳府等 14 个府级单位设为直隶。洪
武十八年，徽州府改属直隶。永乐十

八年（1420 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后，将
北平布政使司所辖府和直隶州直隶中
央六部，称北直隶（简称北直，区域大
致相当于今北京、天津、河北等市省）；
京师改称南京，原京师地区改称南直
隶，辖区基本不变，以区别于北直隶，徽
州府属南直隶。

明《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安徽部分

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满清沿袭
明制，废除南京国都地位，设立江南承
宣布政使司，南直隶改为江南省，巡抚

衙门设于江宁府（今江苏省南京市）。
徽州府改属江南省。

清康熙六年（1667），取安庆、徽州两府首

字建安徽省，徽州府隶属安徽省，省治安庆。
民国元年（1912），废府留县，原徽州所属歙、休
宁、婺源、祁门、绩溪、黟6县直属安徽省。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安徽地图中的徽州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为明建
文帝四年（1402 年），朝鲜人根据中国
元 代 李 泽 民 的《声 教 广 被 图》和 僧 人
清 浚 的《混 一 疆 理 图》画 于 丝 织 物 上
的地图。在这幅图中，不仅阿拉伯半
岛画得相对准确，也勾勒出了非洲的

大致轮廓。此图标志出了东起日本，
经 朝 鲜 、中 国 、中 亚 到 阿 拉 伯 半 岛 乃
至非洲的各个地名，反映了早在欧洲
人 绘 画 世 界 地 图 之 前 的 中 国 元 朝
风 貌 。 图 中 ，元 朝 各 行 省 及 所 属 各
路 、府 、州 等 行 政 名 称 均 用 汉 文 详 细

标 出 。 元 代 时 ，徽 州 为 徽 州 路 ，属 江
浙等处行中书省（简称江浙行省），省
治 在 杭 州 。 江 浙 行 省 范 围 包 括 今 长
江以南的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
福 建 全 省 及江西东北部，下辖杭州等
30 路和 21 州等。

元《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安徽部分

这是清代光绪年间治水专家汪廷
栋所绘的《歙县舆图》，采用计里画方的
法则，每方代表五里，标有 37 个都、686
个村落及水系流域地名，是复原歙县乡
都区划不可多得的参考佐证。

民国23年（1934年）7月，婺源县划属

江西省。民国 36年（1947年）6月，抗战胜
利后，婺源县划回安徽省。1949年，婺源再
次被划入江西省，延续至今；1987年，绩溪
划归宣城地区。1988年，黄山市成立，原徽
州歙、休宁、祁门、黟四县属黄山市管辖。

这些跨越千年的文书档案，镌刻着

徽州发展与变迁的清晰印记。虽然“徽
州”这个行政区划名称已随历史长河远
去，但它所孕育的独特文化、象征的诗意
栖居、承载的“桃花源”般的精神向往，早
已深深植根于徽州人民内心深处。

这样看来，徽州何曾须臾离开？

清·汪廷栋绘歙县舆图

徽 州 文 书 —— 徽 州 千 年 宗 姓 档 案 入 选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世 界 记 忆 亚 太 名 录》一 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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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域守令图》于北宋宣和
三年（1121），以“元丰九域图”作
底图，同时增入一些元丰三年

（1080）至宣和三年升降废置的地
名绘制而成。地图纵128厘米，横
102厘米，方向为上北下南，是中
国现存最早以县为基层单位的全
国行政区域图，也是现知立石最

早的石刻地图，现存于四川省博
物馆。宋宣和三年（1121年），歙
州改为徽州，地图在此年重绘，
因而标有“徽州”字样，这也是

“徽州”之名的起始。当时，徽州
州治在歙县，歙县治在郡治附郭，
徽州辖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
门县、黟县、绩溪县六个县。

北宋《九域守令图》安徽部分 

清安徽地图清安徽地图

歙县與图歙县與图

徽州府六县疆域图徽州府六县疆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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