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１卷第１２期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１２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Ｊ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ｖ（ＮａｔＳｃｉＥｄ）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Ｄｅｃ．２０１４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５８Ｘ（２０１４）１２－００５９－０４

徽州历史文化资源特色数据库建设研究

———以徽州古祠堂为例

方 兴 林
（黄山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黄山 ２４５０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１８；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１０．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ＳＫ２０１３Ｂ４９１）．

　　作者简介：方兴林（１９８３），男，安徽安庆人，助教，硕士研究生，从事信息系统与管理研究．

　　摘　要：徽州古祠堂是徽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法家族制度；为了
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利用徽州古祠堂相关资源和历史文化，同时也是更好地对外宣传徽州文化，对徽州古祠

堂相关信息数据化进行了研究，提出建设一个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平台，从特色数据库平台建设资源选

择对象和数据库结构设计以及物理实现３个方面展开研究和论述，以期能够为徽州文化历史资源的保护做
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也为其他徽州特色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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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地处皖南的古徽州（古称歙州）密布着众多古村落，在“粉

墙矗矗、鸳瓦粼粼”的古村落中，最显眼的建筑物就是祠堂。聚族而居的古徽州人民大多是历史某些时期

（主要是“永嘉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耻”３个特定的历史时期［１］）中原士族为了躲避战乱而举族南迁

的移民，这些中原贵族、大族因逃难而选择了偏僻的徽州并聚族而居，先前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也随着逃

难而不复存在，然而宗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却不会因为逃难而失去，为了延续并增强本宗族的文化与信仰，

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建设一座座气势宏伟的祠堂，以此让经历过逃难的族人们尽快重拾信心、恢复自信。

古徽州的一府六县中，各宗族非常热衷于修建祠堂，据《西递村祠堂寺庙庵堂书院一览》记载，仅明经胡氏一

个宗族就建有２６座祠堂［２］。

徽州古人为了光宗耀祖而修建的祠堂遗存在今天的徽州大地上依然处处可见，但是却渐渐失去了祭祀

的原始作用，今天俨然已成为让人怀古的旅游资源，地方政府在大力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对于徽州古祠堂

建筑体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时至今日，如果对古祠堂不加以全面的保

护，在未来终究有一天，古祠堂会彻底消失在后人的眼中。基于此，试将构建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旨在

通过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将徽州古祠堂历史文化的精髓呈现给世人，并实现古祠堂及其相关文

化资源永久性、数字化保护，此外，通过该特色资源数据库的建设，将为海内外研究徽州古祠堂以及徽州文

化、徽州人文和历史等方面的学者提供一个便捷的资源获取平台。

１　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建设内容选择

徽州古祠堂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徽州古人为了纪念本族的祖先，同时也是为了实现徽州各宗族之间



的攀比，归根结底，是徽州人选择聚族而居后，宗族意识沉淀的历史必然。徽州古祠堂文化不仅仅是古祠堂

建筑，与之相关的有祠堂的龛室规、祭祖、谱牒、祠规、祭田等文化资源［３］。为了实现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

全面建设的需要，通过实地走访和调查结合徽州文书特色数据库相关资源［４］，进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相关

数据库建设内容如下。

（１）祠堂基本信息。徽州古祠堂在徽州各个古村落中属于最显眼的建筑。一般而言，古祠堂都是三进
式的，第一进称为“仪门”，第二进称为“享堂”，第三进称为“寝堂”。“仪门”即祠堂的大门，一般仪门上有一

个正门和两个边门，正门上方的大梁上会高悬一块匾额，即古祠堂的名称；“享堂”即祠堂的大厅，是宗族祭

祀祖先、新年拜祖、族人议事、举行庆典以及执行族规的场所，享堂正后上方也会悬挂匾额；“寝堂”主要用来

置放宗族中男性灵位。此外，每一座古祠堂内均树立着若干块碑刻，用于记载祠堂的建成、修复历史以及捐

助人名单；在祠堂各个门两旁以及梁柱上会刻画楹联，这些楹联基本出自历代宗族中的名家，内容大多是一

些人生哲理。

（２）祠堂龛室规。徽州古祠堂三进式结构中，第三进即寝堂是专门用来置放族内先人的灵位。但是不
是所有逝去的先人灵位都可以置放在寝堂，每个宗族的祠堂都有属于自己宗族的规定，即龛室规，但是所有

的徽州古祠堂的龛室规一般必须遵循一个原则：中龛供奉的是始祖神主，左右两龛则根据昭穆齿德等资格

条件对先祖进行排列。古祠堂的龛室规详细地规定了供奉先祖的原则和先祖的牌位摆放的次序。古祠堂

的龛室规极好地反映出了古徽州人民的风俗和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是一份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理

应纳入特色数据库建设的范围。

（３）祠堂祭祖文化。在徽州人眼中，“报本之礼，祠祀为大”。徽州人民不惜重金建造的祠堂，就是为了
让他们的祖先的神灵有个安身之处，此外，平时还要勤加祭祀祖先，且不能懈怠，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报

本”，因此，祠堂祭祖是聚族而居的徽州各宗族最隆重的庆典活动。在徽州长期的祠堂祭祖活动中，逐渐形

成了一种祠堂祭祖文化，这种文化最终以“祠规”的形式流传下来。徽州古祠堂的祭祖文化，即祠规严格、细

致地描述了宗族祠堂祭祖的各个环节流程及其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徽州不同宗族及其祠堂祭祖活动虽

然都是为了“报本”，但是各具特色，表现在整个祭祖活动的流程和内容因祠堂的不同而各异，目前已经整理

好的各族谱详细地记录了各宗族的祠堂祭祖活动，如《歙县桂溪项氏词谱》、《休宁范氏族谱》、《绩溪城西周

氏宗谱》等，它给后人研究古徽州民俗提供了大量详实的文献资料。祠堂祭祖文化是徽州古祠堂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理应纳入到特色数据库建设的内容。在特色数据库建设过程中，通过实地走访和调查，结合已有

的徽州文书，在祠堂祭祖文化方面，主要整理现存的徽州古祠堂的祭祖各个环节以及每个环节的具体内容。

（４）祠堂谱牒。徽州古祠堂是序昭穆、辨长幼的地方。聪明的徽州人为了使祠堂里的先灵世系不乱、昭
穆有序，他们选择了修族谱的方法，以文字图谱的形式传之后世。《月潭朱氏族谱》的谱序上说：“新安里各

姓别，姓各有祠，祠各有谱牒，阅岁千百，厘然不紊。”徽州人民修建古祠堂就是为了尊祖敬宗，修族谱是从技

术角度更好地实现尊祖敬祖的目的，正是有了宗谱的出现，徽州宗族历经几百年而世系不乱。徽州各族宗

谱的编纂以及付梓，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历时十多年，对于这样一项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组建

一个精干的修谱班子，修谱的费用基本上是在外经商的徽商慷慨捐助。谱牒是徽州古祠堂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理应纳入特色数据库建设的内容，在特色数据库建设过程中，针对徽州祠堂谱牒，拟将收录谱牒内容、

谱牒修建参与者、谱牒修建捐助者等内容。

（５）祠堂祠规。聚族而居的徽州人，当族人犯有过错时，徽州各宗族通行的做法是先内部惩治，实在迫
不得已时才送去官府查办。宗族内部惩治的地点均是在宗族的祠堂内，祠堂是宗族自设的法庭，惩治犯错

的依据即是祠规。徽州各宗族均有着严厉得近乎残酷的祠规宗约，如《新安程氏阖族条规》规定：“不孝不悌

者，众执于祠，切责之，痛责之。”各宗族的祠规反映了古徽州人民的价值观，它对后人研究徽州文化有着重

要的作用，同时祠规也是徽州古祠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纳入特色数据库建设的内容，在特色数据库

建设过程中，主要收集各个祠堂祠规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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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祠堂祭田。徽州古祠堂的建设费用大多来自于在外经商的徽商的慷慨捐助，但是建成后的祠堂，每年
都会有多次大大小小的祭祀活动，花费颇大的祭祀费用从何而来？《江村洪氏家谱》记载：“宗祀之所赖以久远

者，惟田。”此处的田指的是祭田，它专为祠堂祭祀的费用而设置。祭田的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在祠堂中

设置龛祖先的子孙，需捐赠田地给祠堂，类似于会费；二是来源于族中商人或高官捐置。祭田由祠堂统一管理

收租，收到的租金主要用于祠堂的日常开销费用，盈余的话，祠堂管理者会将盈余用于赡济族亲、开办义学、修

桥铺路等。祭田是徽州古祠堂的经济来源，它也是古祠堂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纳入特色数据库建设的内容，

在特色数据库建设过程中，主要收集各个祠堂祭田的数量、祭田的捐赠者、祭田主要贡献事迹等。

图１　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结构

２　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结构设计

在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的建设过程中，拟将设

计６个资源子库以实现古祠堂相关资源的管理，这 ６
个资源子库分别是古祠堂基本信息子库、祠堂龛室规

子库、祠堂祭祖文化子库、祠堂谱牒子库、祠堂祠规子

库以及祠堂祭田子库。在实际实现过程中，以古祠堂

基本信息子库为主线，将其贯穿于其它５个子库中，从
而实现用户在前台任意点击选择一个古祠堂，则与该

古祠堂相关的其它信息均一一展现。６个子库在数据
库中涉及 ６个二元表，每个二元表的字段以及表与表
之间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３　特色数据库建设关键技术

（１）实景照片拍摄。在特色数据库建设过程中，需要
对当前遗存的古祠堂进行实景照片的拍摄。由于徽州古祠堂是一个较大的建筑群，为了能够获得古祠堂全方面各

个角度的照片，不可避免的要使用航拍技术，这对拍摄人员、拍摄设备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此外，在拍摄过程

中，数码相机的光圈、焦距、快门速度、感光度、白平衡以及分辨率和存储格式等众多技术参数是选取与设置直接决

定了最终所获取的照片的质量。均对上述技术参数做了统一约束，以求获取满足要求的实景照片。

（２）纸质文献数字化。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建设过程中，针对徽州古祠堂相关龛室规信息、谱牒信
息、祠规信息以及祭祖文化等信息，主要来源于已经被后人发现并整理的徽州文书等历史文献，此外，还有

一部分来源于当地居民代代相传的故事。针对流传于当地居民口中的历史故事，在建设数据库的过程中可

以较容易的将居民口述故事进行文字整理或者用音频的方式将其录音。针对徽州文书，它是徽州历史的见

证者，非常的珍惜和宝贵，很多徽州文书留存于世的仅有一本，徽州文书目前已经大多存于博物馆中，因此

徽州古祠堂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只能采取将徽州文书等文献资源进行扫描数字化处理，利用当前高精度

书刊报纸扫描仪将相关文献扫描成国际通用的 ＰＤＦ格式存放于数据库中，然后再利用 ＯＣＲ技术实现文字
识别，从而实现相关文字资源快速检索和定位的功能。

（３）元数据。元数据（ｍｅｔａｄａｔａ）是关于数据的数据（ｄａｔａａｂｏｕｔｄａｔａ）［５］。元数据是描述某种类型资源
（或对象，ｏｂｊｅｃｔ）的属性、并对这种资源进行定位和管理、同时有助于数据检索的数据。元数据是否规范和
标准直接决定了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此外，规范化的元数据有利

于实现特色数据库信息资源的共享。针对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的建设目的和原则，结合《ＣＡＬＩＳ专题特色
数据库元数据标准》和其它相关的元数据标准，拟将制定《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项目描述元数据标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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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该标准，将对徽州古祠堂相关资源进行著录。

（４）前台页面设计。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最终建成后，将以专题网站的形式对外发布，供相关用户使
用。整个网站将采用目前通用的 Ｂ／Ｓ（Ｂｒｏｗｓｅｒ／Ｓｅｒｖｅｒ，浏览器／服务器模式）架构，用户无需安装任何客户
端，只需通过浏览器即可完成相关信息的检索与查阅，尽可能方面用户的使用需求。专题网站首页背景拟

将选取位于绩溪县龙川的胡氏宗祠正面全景图，顶端设置６个一级导航条，分别是徽州古祠堂、龛室规、谱
牒、祠规、祭祖文化、祭田，使用浮动菜单方式实现按各一级导航浏览各类信息，进入相关页面后，可进行全

局检索，实现对特色资源数据库中所有的文字、图片等资源进行快速定位和浏览。

（５）数据维护与更新。为了保持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可持续的发挥效益，既要对已经录入的资源进
行维护和纠错，又要不断地补充新发现的、有价值的相关资源。针对已录入资源的维护问题，首先需要维护

人员不断的自查纠错；其次需要高度关注用户使用后的反馈信息，任何一个数据库，在刚投入运行时均或多

或少的存在一些错误，这些错误的发现与补救需要工作人员和用户共同努力，从而更好地发挥特色资源数

据库建设目标。针对信息资源更新问题，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不仅需要保证后

续经费及其相关的人力、物力资源的足额投入，更加需要及时跟踪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前沿，可通过参加

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年会形式、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进行讲学和访谈、订阅国内外相关学科的学术

期刊等途径来收集最新发现的关于徽州古祠堂的信息资源，并及时按照《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项目描述

元数据标准》进行著录，使得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所拥有的信息资源时刻保持新颖性和有效性。

４　结束语

徽州建筑素有“三绝”之称：祠堂、民居和牌坊［６］。徽州古祠堂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法家族制度的一个缩

影，每一座祠堂都是当时徽州经济、文化以及建筑艺术的具体体现，也是徽州历史的浓缩。拟将采用现代计

算机技术和数字技术，建立一个全面的徽州古祠堂资源数据库，依据该特色数据库建设的目标，结合当前实

际情况，有针对性的筛选能够客观反映古祠堂信息的相关资源，即龛室规、谱牒、祠规、祭祖文化、祭田等，并

将它们数据化，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数据库逻辑模型，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数据库物理模型建设的相关

关键技术，并最终实现了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建设。特色数据库建设既是对当前遗存的祠堂相关资源的

一次有效的整理和归类，也是当前现有的古祠堂相关资源进行地一种行之有效的保护和利用，同时也为相

关研究者和专家提供了一个资源获取的平台，为徽文化的推广和传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研究不足之

处也很明显，即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限制，所选择取的相关资源较少，不能够全面反映古祠堂的信

息，如祠堂与宗族的关系信息、祠堂的建筑结构信息等均没有被收集纳入特色数据库中，这些不足将在后续

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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