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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了对现存的徽州牌坊资源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利用，也为了能够更好地方便相关科研工作者
对徽州牌坊进行研究，徽州牌坊资源数据库的建设迫在眉睫，在分析了徽州牌坊资源数据库建设可行性的

基础上、从徽州牌坊资源数据库结构、数据采集、平台建设３个方面给予了阐述，以期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
考，促进徽文化的研究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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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坊，俗名牌楼，古名绰楔。从外观上看，它是一种门洞式的建筑物，起初只是用于道路起始点的标志，

明清时期逐渐演变成一种具有纪念意义的独特建筑物，主要用于旌表节烈、褒扬功德。徽州（指古徽州，含

歙县、黟县、婺源、祁门、绩溪、休宁六县）被誉为“牌坊之乡”［１］，徽州牌坊这种特殊的建筑物既无居住功效，

又无祭神功效，其主要作用是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理念，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它作

为历史的一种存在，且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与此同时，徽州牌坊是

一种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古建筑样式，均是通过精心设计、精雕细琢而成，具有极高的文化传播和建筑艺

术研究价值，徽州牌坊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２，３］。然而迄今为止，徽州牌坊资源服务体系尚未建立，这

极大地制约了徽州牌坊的研究和保护等相关工作的开展，任何一项科学研究工作都离不开对研究对象信息

的收集和获取，据统计，科研人员大约花４０％的研究工作时间在查阅研究对象的相关信息上［４］。在信息技

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作为土生土长的徽州人，有责任更是有义务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把徽州牌坊资源信息

进行有序化的整理和梳理，以数据库的形式保存下来，为相关研究专家、学者提供一个信息资源共享的平

台，从而更好地促进徽州牌坊相关价值的研究和推广。

１　徽州牌坊概况

古徽州原有牌坊１０００多座，经过文革时期的浩劫，目前依然尚存有 １１８座［５］，分布在古徽州六县中。

目前留存的牌坊按照起初修建的目的来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称之为功德坊，其主要功能是对封

建科举和功名的肯定与宣扬，如许国牌坊（又称大学士牌坊、八脚牌坊）主要是显示官位与政绩；江氏世科

坊、吴氏世科坊主要是标志某一家族的族人所取得的科举成就，既是光宗耀祖，又是为了掖导后人。第二类

称之为节烈坊，有用来表彰忠臣，如豸绣重光坊等；有用来表彰孝子，如鲍逢昌孝子坊等；更多的是用来表彰

古时候妇女贞节的，如叶氏贞节木门坊等。第三类称之为标志坊，为了纪念有意义的地方，用以昭示后人，



如高阳里坊等。

２　徽州牌坊资源数据库建设可行性

２．１　资源获取

古徽州所覆盖的区域主要位于今天的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学院正好地处安徽省黄山市，是徽州地区唯

一的一所省属本科院校，这使得就职于黄山学院的研究人员能够很方便的从事徽州牌坊的实地考察和信息

的采集等相关工作，特别是一手信息的收集与整理以及实物图片的拍摄，这为徽派牌坊资源数据库的成功

建设提供了保证。

２．２　人员素质

黄山学院有一只长期从事徽文化研究的科研队伍，为了更加系统的研究徽文化，１９９４年成立了黄山学
院徽州文化研究所，它是一个专门研究徽文化的科研机构，研究所于２００４年开始承担建设徽州文书特色数
据库的任务，数据库目前已经初具规模，已录入数据１００００余条，丰富的科研经验和扎实的数据收集、整理
能力确保了徽州牌坊资源数据库建设的成功。

３　徽州牌坊资源数据库的构建

徽州牌坊资源数据库主要是由科研人员多年实地采访、调查而获得的一手数据组成，辅以已有出版物

或文献等历史数据予以支撑，按照上文所述的分类方式，由３个类型子数据库构成，分别是功德坊资源数据
库、节烈坊资源数据库以及标志坊资源数据库（图１）。每个子库的内容由该子库的基本信息、实拍图片和牌
坊形成的历史典故三部分内容构成，各个子库之间可以跨库检索。

图１　徽州牌坊资源数据库结构图

所构建的徽州牌坊数据库中，主要涉及３种类型的数据表，即基本信息表、图片表和历史典故表。牌坊
基本信息主要由牌坊编号、牌坊名称、所处位置、建设时间、外观类型，建设材料类型、高度、宽度、保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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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等级；牌坊图片信息主要包括牌坊编号、牌坊前视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俯视图、牌坊雕刻图

案图、局部细节特色图；牌坊历史典故信息主要由牌坊编号、修建原因、历史流传故事。完整的数据表的结

构如表１、２、３所示。

表１　基本信息表 表２　牌坊图片表 表３　历史典故表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牌坊编号 Ｃｈａｒ 牌坊编号 Ｃｈａｒ 牌坊编号 Ｃｈａｒ

牌坊名称 Ｖａｒｃｈａｒ 前视图 Ｖａｒｃｈａｒ 修建原因 Ｖａｒｃｈａｒ

所处位置 Ｖａｒｃｈａｒ 后视图 Ｖａｒｃｈａｒ 流传故事 Ｖａｒｃｈａｒ

建设时间 Ｄａｔｅｔｉｍｅ 左视图 Ｖａｒｃｈａｒ

外观类型 Ｖａｒｃｈａｒ 右视图 Ｖａｒｃｈａｒ

材料类型 Ｖａｒｃｈａｒ 俯视图 Ｖａｒｃｈａｒ

高度 Ｄｅｃｉｍａｌ 雕刻图案 Ｖａｒｃｈａｒ

宽度 Ｄｅｃｉｍａｌ 　注：表２中只存放图片路径地址，而非图片本身，以减少数据库存储空间

保护程度 Ｖａｒｃｈａｒ

保护等级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４　资源数据库数据采集与平台建设

４．１　资源数据库数据采集

现存的徽州牌坊主要分布于古徽州六县中，且相对集中在歙县、黟县境内，这给数据采集带来了极大的

方便，资源数据库的信息采集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获取。

牌坊基本信息资源是对现存牌坊的客观特征的反映和描述，基本上不涉及主观因素。因此可以通过实

地采访结合研读历史文献资料法而展开，为了对现存的１１８座牌坊信息能够更好的梳理，有必要根据研究需
要对每一座牌坊按照研究目的进行编号，牌坊名称、所处位置等信息可以通过实地采访和发掘；建设时间以

及保护等级等可通过现有历史文献和政府公文等途径获取。

牌坊图片信息资源可以完全通过数码设备完成信息的采集于存储，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更好的保存和研

究，需要对采集到的数码图片进行一定的图片处理技术，如对比度的加强，去除背景等外界干扰因素。

牌坊历史典故信息资源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正史所记载的文献资料，如牌坊修建的原因、过程，历史

上曾进行过几次的修缮等；其二是野史所流传的关于牌坊的历史故事，这一部分信息虽不是正史所记载，但

是对于今天对牌坊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一定层面上反映出了当地的风俗甚至是民间信仰。

４．２　资源数据库平台建设

徽州牌坊资源数据库的建设目的就是为了国内外研究学者能够更加方面的获取相关资料，同时也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将徽州牌坊推向世界的作用，因此，共享性和开放性是其本质特性。基于此，徽州牌坊资源

数据库整体上采用当前流行的Ｂ／Ｓ架构，在该架构中开发数据库平台，其核心是开发出基于数据库的 ｗｅｂ
应用程序。

基于以上分析，徽州牌坊资源数据库后台采用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８数据库，前端利用ＡＳＰ．ｎｅｔ技术构建各类
应用程序，并采用时下可移植性较好的Ｃ＃语言作为开放应用程序语言，搭建安全、稳定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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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语

徽州牌坊是历史的记录与传承，更是徽州人民智慧的结晶，它是一笔极其重要的人类精神财富，徽州牌

坊资源数据库的建设，不论是对历史研究还是对艺术欣赏、艺术创作，都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然而徽州牌坊

资源数据库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就能够完成的，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和关注，可以预言，徽州牌坊资源数据库的建成，对徽学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将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伴

随着也会取得较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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