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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聯宗中的“房”與合族祠的運作

——以廣州唐氏鄉賢祠為中心

摘   要  明清以來，合族祠隨着聯宗活動在中國民間社會的普遍發生而大量湧現，
作為合族祠基本組成單位的“房”，成為各個宗族加入聯宗的重要標誌。
唐氏鄉賢祠是清代廣州合族祠的代表之一，其“房”在類型以及參與合族
祠運作的方式上較其他合族祠頗有不同。本文以唐氏鄉賢祠為中心，對清
代聯宗中的“房”與合族祠的運作問題進行討論。研究表明，受各宗族經
濟實力與參與熱情等因素的影響，在合族祠開房的“房”有“單房”“聯
房”之分，“聯房”之下還分設“支房”。合族祠在倡建與運作過程中通
過認捐、個人捐助以及認領會份等形式籌措資金，並設立專門的管理人員
對合族祠的內部事務及公共財產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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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嘉 靖 以 來， 聯 宗 活 動 成 為 中 國 民 間 社 會
的 一 種 普 遍 存 在 的 現 象。 聯 宗 一 方 面 通 過 聯 結
同 姓 人 群 之 間 共 同 的 姓 氏 符 號， 表 現 出 一 定 程
度 的 血 緣 認 同 關 係； 另 一 方 面 又 通 過 滿 足 共 同
的 功 能 和 利 益， 反 映 了 各 同 姓 宗 族 之 間 相 鄰 或
相 近 的 地 緣 關 係。 隨 着 聯 宗 在 民 間 社 會 的 普 遍
發 生， 作 為 聯 宗 具 體 表 現 形 式 的 合 族 祠， 亦 隨
之大量湧現。 1

合 族 祠， 又 稱 聯 宗 祠， 是 指 聯 宗 所 修 建 的
祠 堂， 即 是 指“ 在 非 常 廣 大 的 範 圍 內， 以 同 姓
為 條 件， 將 血 緣 關 係 不 明 確 的 遠 在 各 地 的 同 姓
宗 族 結 合 起 來 的 一 種 組 織， 是 在 各 宗 族 的 上 層
構造之上建立的象徵同姓各宗族團結的組織”，
合族祠與其他普通宗祠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構
成 合 族 祠 的 族 人， 不 僅 不 一 定 能 認 可 相 互 之 間
確 實 的 血 緣 關 係， 甚 至 還 在 充 分 意 識 到 這 一 點
的 同 時， 利 用 同 姓 這 一 條 件， 通 過 對 遠 祖 的 祭
祀來實現聯合” 2。

在 清 代， 尤 其 是 清 代 中 後 期， 廣 州 城 內 陸
續 出 現 大 大 小 小 的 合 族 祠， 唐 氏 鄉 賢 祠 便 是 其
一。 從 形 式 上 來 看， 這 些 合 族 祠 與 廣 東 各 地 鄉
村 中 普 遍 存 在 的 宗 族 祠 堂 並 無 差 異， 同 樣 都 是
供 奉 祖 先 牌 位， 舉 行 祖 先 祭 祀 的 地 方。 祠 堂 中
供 奉 的， 或 是 傳 說 中 的 遠 祖， 或 是 入 粵 始 祖。
不 同 的 是， 這 些 合 族 祠 由 各 地 區 數 縣 或 數 十 縣
的 同 姓 宗 族 合 資 共 建， 每 個 宗 族 以“ 房 ” 的 名
義參與其中。

學 界 關 於 合 族 聯 宗 的 研 究， 有 日 本 學 者 牧
野 巽 在 其 發 表 的 兩 篇 論 文《 廣 東 的 合 族 祠 與 合
族譜（之一）——以廬江何氏書院全譜為例》《廣
東的合族祠與合族譜（之二）——以蘇氏武功書
院世譜為例》，他在文中明確了合族祠的性質，
把 合 族 祠 與 其 他 以 血 緣 關 係 為 紐 帶 建 立 的 宗 祠
進行了區分，並將廣東地區的聯宗祠堂稱為“合
族祠”，將聯宗所修族譜稱為“合族譜”；3 錢
杭在《血緣與地緣之間——中國歷史上的聯宗與
聯 宗 組 織 》 一 書 中 深 入 研 究 了 中 國 歷 史 上 的 聯
宗 問 題， 指 出 聯 宗 是 一 種 介 於 血 緣 與 地 緣 之 間
的 社 會 行 為， 聯 宗 的 結 果 並 不 是 形 成 一 個 新 的
宗 族 組 織， 而 是 形 成 一 個 建 立 在 共 同 利 益 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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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同姓或異姓的功能性地緣聯盟； 4 瀨川昌久
在《 族 譜： 華 南 漢 族 的 宗 族·風 水·移 居 》 一
書中對華南地區宗族聯合的過程進行探討； 5 鄭
振 滿 的《 明 清 福 建 家 族 組 織 與 社 會 變 遷 》 則 關
注清代福建地區同姓宗族聯宗合族的現象。 6 對
於 廣 州 合 族 祠 的 研 究， 黃 佩 賢 在《 清 代 廣 州 的
合 族 祠 》 一 文 對 清 代 廣 州 合 族 祠 興 建 的 起 因、
發展概況以及現狀進行闡述； 7 黃海妍在《在城
市 與 鄉 村 之 間： 清 代 以 來 廣 州 合 族 祠 研 究 》 一
書 中 討 論 了 合 族 祠 的 三 種 形 式， 認 為 各 地 鄉 下
的 宗 族 通 過 在 省 城 建 立 合 族 祠 來 建 立 起 他 們 與
城 市 以 及 他 們 相 互 之 間 的 聯 繫， 又 藉 助 合 族 祠
建立起同姓聯盟以及加強與鄉村的聯繫； 8 馮江
的《祖先之翼——明清廣州府的開墾、聚族而居
與 宗 族 祠 堂 的 衍 變 》 詳 細 梳 理 了 廣 州 府 祠 堂 的
發 展 和 衍 變， 闡 釋 了 地 理 環 境、 社 會 變 遷、 聚
落 格 局 與 宗 祠 之 間 的 關 係， 揭 示 廣 州 府 宗 族 祠
堂的社會文化意義及其轉移； 9 何汝能、而已的
《 沙 灣 何 族 留 耕 堂 經 營 管 理 概 況 》 一 文 介 紹 了
廣 州 沙 灣 何 氏 宗 祠 留 耕 堂 的 建 立、 族 務 管 理、
公 嘗 支 出、 族 例 等。 10 也 有 學 者 因 合 族 祠 兼 具
書 院 性 質， 故 將 其 作 為 書 院 進 行 研 究， 如 郭 林
林 在《 清 代 廣 州 書 院 區 域 地 理 分 佈 研 究 》 中 談
到 依 靠 宗 族 捐 建 的 宗 族 祠 書 院 擔 負 宗 族 士 子 趕
考、聯絡之責，大多依官辦書院而設；11 王建軍
的《 論 清 代 廣 州 聯 宗 書 院 的 教 育 功 能 》 則 從 教
育 史 角 度 對 聯 宗 書 院 的 興 起 動 因、 教 育 功 能、
社會功能等進行探討。 12

前 人 對 唐 氏 鄉 賢 祠 以 及 唐 氏 合 族 譜《 唐 鄉
賢 祠 全 書 》（ 以 下 簡 稱《 全 書 》） 的 關 注 相 對
較 少。 駱 偉 在《 嶺 南 姓 氏 族 譜 輯 錄 》 中 對《 全
書》做了介紹，並對書中原序進行解讀，稱“同
治十三年（1874 年）父老合族姓倡建鄉賢祠，
德雅公生於漢代，著籍番禺，當是時嶺道新闢，
俗 尚 狉 獉， 公 以 孝 子 為 循 史， 德 化 之 隆， 昭 昭
志 乘， 實 為 吾 粵 人 文 之 族。 於 是 省 城 三 水 房、
香山房，假仙湖街為公所，再聯繫南海之平洲、
文教、松柏，番禺之烏石，東莞之水南，順德、
新 會、 花 縣、 龍 門、 清 遠、 高 要、 恩 平 各 房 集
議（唐氏共十六房）共建祠也。”13 黃海妍《在
城 市 與 鄉 村 之 間： 清 代 以 來 廣 州 合 族 祠 研 究 》

一 書 中 統 計 的“ 明 末 以 來 廣 州 城 中 合 族 祠 分 佈
情 況 表 ” 中 將 唐 氏 鄉 賢 祠 列 入 其 中， 並 對 唐 氏
鄉賢祠的管理與運作有所涉及。

關 於“ 房 ”， 陳 其 南 在《 房 與 傳 統 中 國 家
族制度——兼論西方人類學的中國家族制度》一
文 中 對 中 國 家 族 制 度 中 的“ 房 ” 與“ 家 族 ” 關
係進行了專門的探討；14 黃海妍在《在城市與鄉
村 之 間： 清 代 以 來 廣 州 合 族 祠 研 究 》 中 認 為 廣
州 合 族 祠“ 由 於 同 一 合 族 祠 在 形 式 和 觀 念 上 供
奉 其 成 員 共 同 的 始 祖， 所 以 它 們 巧 妙 地 援 用 了
‘房’的稱謂，每個宗族以‘房’自居，‘房’
之前則冠以所屬鄉鎮或村的名稱”，15 其在《從
〈 陳 氏 族 譜 〉 看 陳 氏 書 院 的 興 建 》 一 文 中 以 陳
氏 書 院 為 例， 認 為“‘ 房 ’ 主 要 以 村 為 單 位，
以村名作為房名”； 16 馮江在《祖先之翼——明
清廣州府的開墾、聚族而居與宗族祠堂的衍變》
中 稱 陳 氏 書 院“ 和 其 他 家 族 的 聯 宗 建 祠 一 樣，
房以村為名” 17。

綜 上 所 述， 學 界 對 於 合 族 祠 的 研 究 已 相 當
深 入， 對 以 唐 氏 鄉 賢 祠 為 代 表 的 清 代 廣 州 合 族
祠 也 有 了 專 門 的 整 體 性 探 討， 但 前 人 並 沒 有 關
注 到 聯 宗 中“ 房 ” 的 類 型， 就 合 族 祠 運 作 的 具
體 內 容 而 言， 也 還 有 進 一 步 討 論 的 空 間。 故 本
文 擬 以 唐 氏 鄉 賢 祠 為 中 心， 通 過 研 究 其“ 房 ”
的 不 同 類 型 以 及 合 族 祠 的 資 金 籌 措 與 管 理 運 作
等 方 面 的 內 容， 試 圖 對 前 人 關 於 合 族 祠 尤 其 是
清代廣州合族祠的研究予以補充。

一、關於“房”的不同類型

“ 房 ” 作 為 合 族 祠 的 基 本 組 成 單 位， 是 各
同 姓 宗 族 加 入 聯 宗 的 標 誌， 而“ 房 號 ” 則 是 各
“ 房 ” 族 人 參 與 聯 宗 活 動 的 統 一 代 號。 前 人 關
於 清 代 廣 州 祠“ 房 ” 的 研 究， 通 常 以 陳 氏 書 院
作為個案，即便如此，對於陳氏書院中的“房”
究 竟 是 以 村 為 名， 還 是 以 縣 為 名 這 一 問 題 的 研
究， 也 並 不 是 特 別 清 晰。 如 黃 海 妍 以 陳 氏 書 院
為 例， 認 為“‘ 房 ’ 主 要 以 村 為 單 位， 以 村 名
作為房名”，18 馮江則認為陳氏書院“和其他家
族 的 聯 宗 建 祠 一 樣， 房 以 村 為 名 ”， 但 是 又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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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氏 書 院 雖 供 奉 有 諸 多
陳 氏 先 祖 的 牌 位 ， “ 但
這 些 以 縣 名 命 名 的 各 房
之 間 並 不 存 在 真 正 的 血
緣 關 係 ” 。 19 陳 氏 書 院
雖 然 規 模 宏 大 ， 建 造 精
美 ， 是 現 存 清 代 廣 州 合
族 祠 的 突 出 代 表 ， 但 其
族 人 涉 及 廣 東 全 省 七 十
餘縣，範圍甚廣，以“書
院 ” 為 名， 且 建 於 廣 州
城 外， 並 不 方 便 同 姓 子

孫 到 城 內 赴 考， 從 這 幾 點 來 看， 陳 氏 書 院 較 大
多 數 普 通 的、 建 在 城 內 的 合 族 祠 而 言， 並 不 一
定 具 有 代 表 性， 尚 不 可 一 概 而 論。 相 反， 位 於
廣 州 城 大 東 門 內 惠 愛 大 街 的 唐 氏 鄉 賢 祠 集 眾 唐
氏 宗 族 之 力 建 造， 雖 不 如 陳 氏 書 院 規 模 之 大，
但 與 其 他 眾 多 位 於 城 內， 靠 近 貢 院， 以 為 同 姓
子 孫 到 省 城 參 與 應 試、 經 商 等 活 動 提 供 居 所 為
目 的 的 合 族 祠 相 類 似， 其 在 遭 官 府 屢 屢 禁 祠 的
情 況 下 仍 以“ 祠 ” 為 名， 這 一 點 與 陳 氏 書 院 不
同，故在一定程度上比陳家祠更具有典型性。

唐 氏 合 族 譜《 唐 鄉 賢 祠 全 書 》 是 研 究 唐 氏
鄉 賢 祠 最 直 接 的 史 料 依 據。《 全 書 》 中 南 海 三
山房族人唐德新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 年）所
作《剏建 續 序 》 中 稱“ 我 修 睦 堂 之 興 也， 微 前
後 諸 君 子 人 事 不 及 此， 雖 然 人 事 不 齊 者 也， 以
我 唐 氏 十 六 房 之 眾， 自 時 厥 後， 其 賢 者 掇 巍 科
建 殊 績， 為 宗 族 光 固 云 幸 矣 ”， 20 說 明 唐 氏 鄉
賢 祠 確 有 十 六 房 之 眾。 駱 偉 在《 嶺 南 姓 氏 族 譜
輯錄》中寫到“同治十三年（1874 年），父老
合 族 姓 倡 建 鄉 賢 祠， 德 雅 公 生 於 漢 代， 著 籍 番
禺， 當 是 時 嶺 道 新 闢， 俗 尚 狉 獉， 公 以 孝 子 為
循 史， 德 化 之 隆， 昭 昭 志 乘， 實 為 吾 粵 人 文 之
族。 於 是 省 城 三 水 房、 香 山 房， 假 仙 湖 街 為 公
所， 再 聯 繫 南 海 之 平 洲、 文 教、 松 柏， 番 禺 之
烏石，東莞之水南，順德、新會、花縣、龍門、
清 遠、 高 要、 恩 平 各 房 集 議（ 唐 氏 共 十 六 房 ）
共建祠也。”21 而《全書》中則記載：

……及今倡之，必有應者。於是兄意

少動曰，姑且試之。遽起折柬為公啟，付

松開，俾走告各房紳老維持。三水房佐鏞

號麗生，香山房廷賡號應星，見公啟，皆

大歡喜，首先到會。先由麗生借捐數百餘

金為開辦經費，假館於仙湖街為公所，共

推先兄主辦，麗生、應星勷之，而招徠諸

房奔走各屬則仍松開任焉。既而廣屬則南

海之文教、平洲、蔗圍、松柏，暨番禺之

烏石，東莞之水南，順德裕涌，新會白石

與花縣、龍門、清遠各房，肇屬則高要、

恩平、坡山等各房紳董，均先後到公所，

集議定開房入主之例條各若干金，擇地於

大東門內，得張氏屋一區索值四千金，復

由應星墊捐，如數付值，於是祠地購矣。

而料度仍未備也，南海健之者，以閩人商

於粵，遂家粵而著籍焉，既認捐若干款，

自開房為健之房。復慨然曰：我木商也，

建祠木料我願悉數墊捐，任取攜，先不問

值。時木價翔貴，約計須用數千金。眾方

憂張空拳未易羅致，聞此言，皆喜過望，

以為事之，必有濟也，立命往取，由河南

至東門舁水者屬於道。各房認捐之房分主

位分金，亦以次送公所，無觀望者。……

祠既成，而電白、赤溪遂到會，原開房合

之前都為十六房之數。22

可 以 看 出， 參 與 集 議 的 唐 氏 確 實 為 十 六 房， 分
別 是 三 水 房、 香 山 房， 南 海 文 教 房、 平 洲 房、
蔗 圍 房、 松 柏 房， 番 禺 烏 石 房、 東 莞 水 南 房、
順 德 裕 涌 房、 新 會 白 石 房、 花 縣 房、 龍 門 房、
清 遠 房， 肇 屬 的 高 要 房、 恩 平 房、 坡 山 房 等。
而 前 文 中 駱 偉 所 列 集 議 的 唐 氏 十 六 房 僅 有 十 四
房， 遺 漏 南 海 蔗 圍 房、 肇 屬 坡 山 房， 還 將 三 水
房 誤 列 入 省 城。 另 外， 根 據 上 文 可 知， 唐 氏 鄉
賢 祠 在 原 為 閩 人 後 入 粵 籍 的 唐 健 之 自 開 健 之
房， 以 及 電 白、 赤 溪 房 補 入 之 後， 房 數 仍 與 之
前 一 樣， 為“ 十 六 房 之 數 ”， 這 充 分 說 明 了 各
房之間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聯合。

《 全 書 》 中 的《 各 房 統 目 》 詳 細 記 錄 了 唐
氏 十 六 房 在 唐 氏 鄉 賢 祠 開 房 的 情 況， 現 整 理 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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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 唐氏鄉賢祠中的各“房”房號統計表

序號 開房房號 支房房號 所屬府 所屬縣

1 三山房 — 廣州府 南海縣

2 平洲、蔗圍房
平洲房

廣州府 南海縣
蔗圍房

3 松柏、塘邊、佛徑房

松柏房

廣州府 南海縣塘邊房

佛徑房

4 文教房 — 廣州府 南海縣

5 健之房 — 廣州府 南海縣

6 番禺房

小享房

廣州府 番禺縣

烏石房

鹿步房

縣城房

南村房

黃麻房

墪頭房

東村房

7 順德、鶴山房
裕涌房 廣州府 順德縣

坡山房 肇慶府 鶴山縣

8 水南、永平房
水南房 廣州府 東莞縣

永平房 嘉應州 歸善縣

9 白石房 — 廣州府 新會縣

10 香山房 唐家鄉房 廣州府 香山縣

11 恩平房
塘隴房

肇慶府 恩平縣
琅 王哥房

12 清遠、高要房
高要房 肇慶府 高要縣

帽嶺房 廣州府 清遠縣

13 龍門房

清溪房

廣州府 龍門縣

縣城房

大邨房

星埔房

□□房

永清房

14 電白、赤溪房
電白房 高州府 電白縣

赤溪房 廣州府 赤溪廳

15 花縣房 — 廣州府 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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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三水房

上湖房

廣州府 三水縣

下湖房

白沙、小洞、岡溪房

基塘、白沙房

溪房

資料來源：[ 清 ] 唐風儉：《唐鄉賢祠全書》，《各房統目》，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刻本，第 43–45 頁。

從 表 一 來 看， 在 唐 氏 鄉 賢 祠 開 房 的 唐 氏
十 六 房 分 別 是： 三 山 房、 文 教 房、 健 之 房、 番
禺 房、 白 石 房、 香 山 房、 恩 平 房、 龍 門 房、 花
縣房、三水房，以及平洲、蔗圍房，松柏、塘邊、
佛徑房，順德、鶴山房，水南、永平房，清遠、
高 要 房， 電 白、 赤 溪 房。 其 中 順 德、 鶴 山 房，
水 南、 永 平 房， 清 遠、 高 要 房， 電 白、 赤 溪 房
四 房， 屬 於 跨 府 州 縣， 合 開 一 房。 經 與 上 文 對
比 可 知， 在 唐 氏 鄉 賢 祠 開 房 的 十 六 房 並 不 完 全
等同於參與倡建合族祠集議的十六房。

為 了 便 於 區 分， 本 文 中 特 將 單 個 縣、 鄉 鎮
或 村 以 及 單 個 人 所 開 的“ 房 ” 稱 為“ 單 房 ”，
將多縣、鄉鎮或村合開一房的房稱為“聯房”，
“ 聯 房 ” 下 一 級 的 各 房 稱 為“ 支 房 ”。23 根 據
表 一 中 唐 氏 鄉 賢 祠 的 各“ 房 ” 房 號， 我 們 可 以
將開房的十六房分為以下五種類型：

1.  以單個縣為房號的單房：如番禺房、香
山房、恩平房、龍門房、花縣房、三水房；

2. 以多個縣（廳）聯名為房號的聯房：如
順德、鶴山房，清遠、高要房，電白、赤溪房；

3. 以單個村（鄉鎮）為房號的單房：三山
房、文教房、白石房；

4. 以多個村（鄉鎮）聯名為房號的聯房：
平 洲、 蔗 圍 房， 松 柏、 塘 邊、 佛 徑 房， 水 南、
永平房；

5. 以人名為房號的單房：如健之房。

開 房 的 各“ 房 ” 之 所 以 呈 現 出 上 述 不 同

的 類 型， 與 各 地 方 同 姓 宗 族 的 經 濟 實 力 和 參 與
積 極 性 有 很 大 關 係。 唐 氏 各 房 開 房 份 銀 均 為
“ 五 百 六 十 兩 正 ”，24 經 濟 實 力 較 強 的 宗 族 憑
一 己 之 力 便 可 交 納 份 銀， 實 力 相 對 薄 弱 的 宗 族
則 需 要 採 取 聯 合 的 方 式 交 納 開 房 份 銀， 故 而 形
成“ 聯 房 ”。 當 然， 各 宗 族 參 與 聯 宗 的 積 極 程
度 也 是 不 可 忽 視 的 因 素， 如 閩 人 入 粵 籍 的 唐 健
之， 積 極 認 捐 獨 開 一 房， 便 可 達 到 與 粵 地 唐 氏
聯為一宗的目的。各地同姓宗族建立合族祠的動
機是為同姓族人到省城參加科舉、經商等活動提
供寓所，一些有迫切需求的宗族則會積極參與，
也有不少持觀望態度者，出資較少，僅為在合族
祠 中 佔 據 一 席 之 地， 故 與 其 他 地 區 宗 族 合 併 開
房。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唐 氏 鄉 賢 祠 開 房 的 十 六
房 中， 除 花 縣 房 外， 其 他 以 單 個 縣 為 房 號、 多
個 縣（ 廳 ） 以 及 多 個 村（ 鄉 鎮 ） 聯 名 為 房 號 的
房都下分支房。而支房大多是以單個村（鄉鎮）
為 房 號 的 房， 也 有 多 個 村（ 鄉 鎮 ） 聯 名 為 房 號
的 房， 如 三 水 房 下 的 支 房 白 沙、 小 洞、 岡 溪 房
等。 若 將 每 個 支 房 看 作 一 房 計 算， 那 唐 氏 鄉 賢
祠則不光是十六房，而是擁有四十房之多。

總 的 來 說， 在 清 代 廣 州 合 族 祠 中 開 房 的
“房”有“單房”、有“聯房”，其中“聯房”
下 還 分 設“ 支 房 ”， 但 無 論 是 開 房 的“ 房 ” 還
是 所 有 的“ 支 房 ”， 其 房 號 並 非 完 全 如 前 人 所
說 是 以 村 為 名、 或 者 以 縣 為 名。 具 體 情 況 是，
在 合 族 祠 中 開 房 的“ 房 ” 以 縣 為 房 號 的 居 多，
包 括 以 單 個 縣 為 房 號 和 多 個 縣 聯 名 為 房 號， 也
有以單個或者多個村（鄉鎮）為房號的“房”，
同 時 不 乏 有 經 濟 實 力 較 強、 參 與 度 高 的 同 姓 之
人 個 人 獨 開 一 房， 以 人 名 為 房 號 的“ 房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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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合族祠的“支房”來看，則主要以單個村（鄉
鎮）為房號的“房”，也存在以多個村（鄉鎮）
聯名為房號的“聯房”。

二、合族祠的資金籌措

關 於 合 族 祠 運 作 過 程 中 各“ 房 ” 以 何 種 方
式 出 資、 合 族 祠 如 何 籌 資 等 問 題， 前 人 已 有 所
涉 及。 如 黃 海 妍 在《 在 城 市 與 鄉 村 之 間： 清 代
以 來 廣 州 合 族 祠 研 究 》 一 書 中 提 及， 廣 州 城 的
合 族 祠 通 常 由 各 地 鄉 村 的 同 姓 宗 族 聯 合 建 造，
建 造 合 族 祠 的 資 金 應 當 是 由 希 望 加 入 合 族 祠 的
同 姓 宗 族 共 同 負 擔， 而 且 合 族 祠“ 往 往 是 通 過
由 參 與 的 各 房 共 同 捐 款 以 及 售 賣 牌 位 等 方 式 來
籌 建 ”。 25 通 過 梳 理《 全 書 》 發 現， 在 整 個 唐
氏 鄉 賢 祠 從 倡 建、 建 造 到 後 期 經 營 管 理 的 運 作
過 程 中， 各“ 房 ” 參 與 合 族 祠 資 金 籌 措 的 方 式

是不同的，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認捐

認捐，即上文黃海妍所說的“共同捐款以
及售賣牌位”的方式，這種方式是合族祠建立
之初籌措資金的主要途徑，為合族祠的建造與
日後經營管理提供了前期的資金支持。具體到
唐氏鄉賢祠來看，認捐就是指參與聯宗的各地
區唐氏宗族在合族祠中認捐的房份和入主牌位。

《全書》中的《各房統目》詳細記錄了在
唐氏鄉賢祠的十六房的認捐開房的房份錢及各
房（包括支房）認捐的牌位數量，其中 各 房 開
房 份 銀 均 為“ 五 百 六 十 兩 正 ”， 十 六 房 共 計
8,960 兩。各房在唐氏鄉賢祠認捐牌位數量統
計如下：

表二 . 唐氏鄉賢祠開房十六房認捐牌位數量統計表

序號 開房房號
牌位數（位）

正座 東龕 西龕 合計

1 三山房 15 20 4 39

2 平洲、蔗圍房 4 16 0 20

3 松柏、塘邊、佛徑房 17 2 0 19

4 文教房 37 1 0 38

5 健之房 3 0 0 3

6 番禺房 10 16 1 27

7 順德、鶴山房 7 3 5 15

8 水南、永平房 7 16 0 23

9 白石房 16 1 0 17

10 香山房 22 2 1 25

11 恩平房 38 22 57 117

12 清遠、高要房 6 0 2 8

13 龍門房 3 13 1 17

14 電白、赤溪房 3 1 4 8

15 花縣房 2 3 0 5

16 三水房 15 9 0 24

總計 205 125 75 405

資料來源：[ 清 ] 唐風儉：《唐鄉賢祠全書》，《各房統目》，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刻本，第 43–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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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表 二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 唐 氏 鄉 賢 祠 開
房 的 十 六 房 在 認 捐 牌 位 的 數 量 上 存 在 較 大 的
差 異 。 肇 屬 的 恩 平 房 認 捐 最 多 ， 入 主 牌 位 117
位 ，閩人入粵籍的健之房最少 ，僅 3 位 ，清遠 、
高 要 房 ， 電 白 、 赤 溪 房 ， 花 縣 房 入 主 牌 位 也 都
在 10 位 以 下 ， 反 而 像 南 海 三 山 房 、 文 教 房 等
以 單 個 村 為 房 號 的 房 認 捐 牌 位 的 數 量 還 相 對 較
多 。

健 之 房 由 於 祖 籍 不 在 廣 東， 以 個 人 之 力 開

房， 入 主 牌 位 少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但 通 過 對 比 其
他 房 的 情 況 發 現， 一 些 以 村 為 房 號 的 房 要 比 以
縣 為 房 號 的 房 認 捐 牌 位 數 量 多， 足 以 說 明 這 些
村 的 唐 氏 宗 族 具 有 較 強 的 經 濟 實 力。 而 距 省 城
較 遠 的 肇 屬 恩 平 房 認 捐 牌 位 數 量 最 多， 除 說 明
擁 有 足 夠 的 經 濟 實 力 外， 更 多 是 體 現 出 其 積 極
的 參 與 熱 情， 而 積 極 認 捐 的 背 後 則 是 該 房 對 在
省 城 擁 有 臨 時 居 所 和 望 與 各 地 同 姓 宗 族 加 強 聯
繫 的 迫 切 需 求， 以 及 想 要 通 過 以 供 奉 更 多 祖 先
牌位的方式來提高該房在合族中的地位。

表三 . 唐氏鄉賢祠中散主認捐牌位數量統計表

序號 所屬府（州） 所屬縣
認捐牌位數（位）

總計
正座 東龕 西龕 合計

1 廣州府

南海 4 5 1 10

49

番禺 3 0 0 3

新會 10 2 1 13

清遠 1 5 1 7

香山 3 2 4 9

東莞 0 2 0 2

順德 0 0 3 3

新安 0 0 1 1

連州 0 0 1 1

2 惠州府

博羅 1 1 5 7

22

永安 0 0 1 1

連平州 0 0 6 6

歸善 0 0 1 1

長寧 0 0 2 2

龍川 1 0 1 2

海豐 1 0 2 3

3 潮州府

惠來 3 0 1 4

8
澄海 2 0 0 2

潮陽 1 0 0 1

大埔 0 0 1 1

4 雷州府 府城 0 0 1 1 1

5 肇慶府 陽春 0 0 1 1 1

6 韶州府 英德 0 0 3 3 3

總計 30 17 37 84 84

資料來源：[ 清 ] 唐風儉：《唐鄉賢祠全書》，《散主統目》，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刻本，第 46–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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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 如 表 三 所 示， 唐 氏 鄉 賢 祠 中 還 供 奉
有 一 些 散 主， 他 們 並 不 歸 屬 於 唐 氏 十 六 房 中 的
任 意 一 房， 地 域 範 圍 涉 及 廣 州、 惠 州、 潮 州、
雷 州、 肇 慶、 韶 州 六 府， 較 建 祠 之 初 的 聯 宗 範
圍 有 了 進 一 步 擴 大。 不 過 這 些 地 區 的 唐 氏 宗 族
在 合 族 祠 中 認 捐 的 散 主 牌 位 數 量 並 不 多， 且 一
半 以 上 都 擺 放 在 東 西 龕， 有 的 地 區 甚 至 僅 認 捐
一 個 牌 位。 產 生 這 一 現 象 的 原 因 與 各 開 房 的
十 六 房 認 捐 差 異 較 大 的 原 因 相 類 似， 一 是 確 實
經 濟 實 力 有 限； 二 是 像 潮 州、 雷 州、 韶 州 等 地
距 離 省 城 較 遠， 赴 省 城 者 並 不 多， 對 在 省 城 是
否 有 寓 所 的 需 求 不 大； 三 是 這 些 地 區 的 宗 族 通
常 在 當 地 府 州 治 所 所 在 地 已 建 有 宗 祠， 對 再 在
省城建立合族祠並沒有較大的參與熱情。

以 嘉 應 州 為 例， 梅 州 學 宮 內 現 存 一 塊 嘉 慶
二十年（1815 年）由翰林院侍講學士、廣東督
學使者彭邦疇撰書的《重修梅州試院記》石碑，
碑 文 記 載，“ 我 朝 深 仁 厚 澤， 百 餘 年 間， 休 養
生 息， 繁 衍 未 艾， 而 州 之 應 童 子 試 者 不 下 萬 餘
人 ”， 且“ 州 之 試 院， 建 於 雍 正 十 有 一 年， 歷
歲 久 遠， 號 舍 日 以 圮， 應 試 者 日 以 眾， 地 不 能
容，州試加之刪汰，蓋常有千餘人作牆外觀者，
為之啾然不安。於是，地方人士以重修請於予，
而 君 特 為 之 倡， 庀 工 飭 材， 踴 躍 爭 赴， 不 數 月
而 成 ”。26 與 此 同 時， 各 姓 宗 族 也 紛 紛 籌 款，
在 考 院 旁 興 建 各 氏 宗 祠， 以 供 各 氏 考 生 前 來 參
加 科 考 時 居 住。 至 今， 在 梅 州 市 梅 江 區 凌 風 西
路 南 門 考 院 前 路 還 存 有 黎、 黃、 李、 羅、 宋 等
諸多姓氏的宗祠。

表 四 . 唐 氏 鄉 賢 祠 內 各 龕 位 認 捐 牌 位 數 量 統 計
（單位：位）

類型 正座 東龕 西龕 總計

開房入主 205 125 75 405

散主 30 17 37 84

總計 235 142 112 489

經 統 計， 唐 氏 鄉 賢 祠 中 共 認 捐 牌 位 總 數 為
489 位，其中包括正座 235 位、東龕 142 位、
西 龕 112 位， 由 於《 全 書 》 中 並 未 記 錄 認 捐

不 同 龕 位 牌 位 的 價 格， 故 在 此 借 鑑 同 時 期 其 他
合 族 祠 的 定 價 來 估 算 唐 氏 鄉 賢 祠 通 過 認 捐 牌 位
籌 措 的 資 金 總 數。 以 陳 氏 書 院 的“ 各 房 入 主 陪
享 正 座， 每 位 科 銀 四 十 兩； 旁 座 每 位 科 銀 二 十
兩”27 為參照，假設唐氏鄉賢祠正座每位 40 兩，
東西龕每位 20 兩，那麼唐氏鄉賢祠通過各地同
姓宗族認捐牌位所得籌款總數共計 14,480 兩，
數 額 相 當 龐 大， 再 加 上 唐 氏 十 六 房 的 開 房 份 銀
8,960 兩， 唐氏鄉賢祠通過認捐方式籌集的資
金總數達到 23,440 兩。

（二）個人捐助

前 人 關 於 合 族 祠 的 研 究 中 都 已 關 注 到， 廣
州 不 少 合 族 祠 是 通 過 各 房 捐 款 來 籌 資 的， 但 卻
不 曾 留 意 一 些 個 人 為 合 族 祠 捐 助 的 情 況。 個 人
捐 助 包 括 個 人 墊 捐 和 個 人 義 捐， 由 於 這 兩 種 資
金 籌 措 方 式 分 別 出 現 在 合 族 祠 建 造 的 前 與 後，
故 稍 作 區 別。 這 裡 的“ 個 人 ” 除 了 共 同 建 立 合
族 聯 宗 的 粵 省 各 同 姓 宗 族 外， 還 包 括 想 要 參 與
聯宗的外省同姓之人。

前 文 所 述 的 唐 德 新《剏建 續 序 》 談 及， 唐
氏鄉賢祠在倡建初期，由三水房唐佐鏞（麗生）
“ 捐 數 百 金 為 開 辦 經 費 ”， 在 仙 湖 街 借 館 地 設
立 公 所。 之 後 雖 有 召 集 各 房 紳 董 議 定 開 房 入 主
應 交 納 的 份 金， 但 因 為 籌 措 過 程 歷 時 較 長， 無
法 馬 上 籌 集 到 位， 故 購 買 大 東 門 內 張 氏 屋 用 作
祠堂用地的四千金“由應星墊捐，如數付值”。
建 造 祠 堂 所 用 的 木 材 則 由 入 籍 南 海 的 福 建 商 人
唐 健 之 悉 數 墊 捐， 雖 然 唐 健 之 原 非 粵 人， 但 因
其 捐 獻 建 祠 所 需 的 木 材， 之 後 又“ 認 捐 若 干 款
項 ”， 故 允 許 其 在 唐 氏 鄉 賢 祠 中 自 開 健 之 房，
即 所 謂“ 諸 君 子 勷 贊 之 功， 麗 生、 應 星、 健 之
為 最 巨 ”。28 這 些 個 人 墊 捐 為 合 族 祠 早 期 的 倡
建 與 建 造 提 供 了 充 足 的 資 金 支 持 和 物 質 保 障，
對 推 動 同 姓 合 族 聯 宗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 當 然，
他 們 個 人 及 其 所 屬 的“ 房 ” 在 合 族 中 的 地 位 也
得到相應地提升。

唐 氏 個 人 除 了 在 早 期 為 祠 堂 墊 捐 外， 在 祠
堂 運 作 過 程 中 也 是 慷 慨 義 捐， 為 合 族 祠 的 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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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 獻 一 份 力。 據《 全 書 》 中 的《 義 助 》 記 載，
“ 香 山 唐 家 鄉 應 星 公 助 銀 六 百 兩 正 ”， 29 書 中
有 且 僅 有 此 一 條 個 人 義 捐 的 記 錄， 可 見 唐 應 星
除 了 早 期 為 墊 捐 購 地 的 四 千 金 外， 還 積 極 為 省
城 唐 氏 合 族 祠 義 捐， 給 予 資 金 支 持。 再 據《 各
房統目》中“香山房，捐開房銀五百六十兩正，
唐 家 鄉 房 祖 居 俊 公， 宋， 正 座 主 二 十 二 位， 東
龕 主 二 位， 西 龕 主 一 位 ”30 來 看， 開 房 入 主 唐
氏鄉賢祠的香山房僅有唐家鄉一房，也就是說，
唐 氏 鄉 賢 祠 中 的 香 山 房 可 以 等 同 於 唐 家 鄉 房。
以 唐 應 星 為 代 表 的 香 山 唐 家 鄉 唐 氏 之 所 以 給 予
省 城 唐 氏 鄉 賢 祠 以 大 力 支 持， 一 方 面 是 因 為 其
家族本身經濟實力較強，唐應星的長兄唐茂枝，

“1849 年赴美國三藩市”，“1861 年間回國，
翌 年 在 上 海 入 中 國 海 關， 任 首 席 翻 譯 ”。 31 次
兄唐景星，1858 年便在香港開辦了兩家當鋪，
“ 前 後 搞 了 四 年， 每 年 都 能 賺 到 25—45% 的
盈利”， 32 1861 年開始為怡和洋行代理長江一
帶 的 生 意， 並 於 1863 年 正 式 成 為 怡 和 洋 行 的
買 辦。 另 一 方 面 則 是 因 為 香 山 唐 家 鄉 唐 氏 與 省
城廣州淵源頗深，唐茂枝 1827 年生於廣州， 33

兄 弟 三 人 幼 時 或 在 廣 州 生 活 過 一 段 時 間； 唐 景
星 也 曾 於 廣 州 經 商， 並 在 廣 州 緯 經 堂 刊 刻 出 版
其 著 作《 英 語 集 全 》， 其 在 書 中 多 次 自 稱“ 羊
城 人 ”， 34 足 以 見 得 他 們 將 廣 州 視 為“ 第 二 故
鄉 ”， 這 種 故 鄉 情 結 也 是 其 積 極 參 與 唐 氏 鄉 賢
祠建造與運作的內在動因之一。

（三）認領會份

通 過 各 房 向 祠 堂 認 領 會 份 籌 措 的 資 金 對 於
合族祠的後續運作非常重要。光緒九年（1883
年 ）， 唐 氏 鄉 賢 祠“ 因 經 費 不 敷， 未 置 嘗 產，
春 秋 祀 典 幾 至 缺 如 ”， 為 了 解 決 這 一 困 境， 鄉
賢 祠 以 澄 仁 堂 的 名 義 倡 建 百 益 會， 向 各 房 發 起
籌 資， 並 稱“ 如 不 與 會 者， 該 房 只 許 附 祀 不 能
領 胙， 其 子 孫 應 試 獲 售 亦 無 喜 金 ”， 35 以 此 來
保 證 資 金 的 籌 措。《 全 書 》 中 詳 細 列 有 22 條
會 規， 對 百 益 會 的 會 份 認 領、 份 銀 收 益 計 算 方
式 以 及 該 會 的 具 體 運 作 等 內 容 進 行 了 規 定 ， 36

並 將 各 房 認 領 會 份 芳 名 登 記 在 冊 ， 具 體 統 計 如
下 ：

表五 . 唐氏鄉賢祠各單位 37 會份認領統計表

單
位
名
稱

三
山
房

文
教
房

平
洲
房

塘
邊
房

松
柏
房

蔗
圍
房

佛
徑
房

塘
隴
房

琅
王哥

房

香
山
房

番
禺
房

三
水
房

會
份

136 91 31 14 6 10 2 57 63 60 47 45

單
位
名
稱

高
要
房

新
會
房

東
莞
房

順
德
房

清
遠
房

龍
門
房

赤
溪
房

電
白
房

花
縣
房

坡
山
房

潮
州
府

澄
仁
堂

會
份

23 20 30 24 11 12 10 10 10 3 3 80

資料來源：[ 清 ] 唐風儉：《唐鄉賢祠全書》，《會份》，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刻本，第 67–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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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認 領 會 份 的 單 位 名 稱 來 看， 並 非 全 部 是
按 前 文 所 述 唐 氏 鄉 賢 祠 開 房 的 十 六 房 統 計， 而
是 較 多 地 以 支 房 作 為 認 領 會 份 的 統 計 單 位， 如
平 洲 房、 蔗 圍 房、 塘 邊 房、 松 柏 房 等。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該 芳 名 錄 在 登 記 時 還 使 用 了 新 的 以 縣
為 房 號 的 房， 如 新 會 房、 東 莞 房， 經 與 唐 氏 鄉
賢 祠 開 房 的 十 六 房 比 較， 發 現 新 會 房 是 在 原 白
石 房 的 基 礎 上 加 入 了 麥 園 房， 東 莞 房 則 是 將 之
前 的 水 南、 永 平 聯 房 重 新 以 縣 命 名。 同 時， 個
別 不 屬 於“ 房 ” 的 單 位 也 認 領 了 會 份， 像 散 主
中的潮州府，發起百益會的澄仁堂等等。

從 唐 氏 族 人 認 領 會 份 的 數 量 來 看， 各 單 位
認領的會份共計 798 份，按照《百益會規》中
所列的“每會開投銀數列”規則：

第一會每份會份會本銀一兩正；

第二會首會交出本銀一兩正、利銀一

兩正，共二兩投收，除本銀一兩外，其利

銀一兩以收少銀者得，倘有執剩餘利，撥

一半歸澄仁堂嘗業，一半歸入第三會總

投，未投中者每份仍養銀一兩正；

第三會首會交出本銀二兩正、利銀二

兩正，共四兩投收，除本銀二兩外，其利

銀二兩以收少銀者得，倘有執剩餘利，一

半歸澄仁堂嘗業，一半歸入第四會總投，

未投中者每份仍養銀一兩正；

第四會首會交出本銀三兩正、利銀三

兩正，共六兩投收，除本銀三兩外，其利

銀三兩以收少銀者得，倘有執剩餘利，一

半撥歸澄仁堂嘗業，一半歸入第五會總

投，未投中者每份仍養銀一兩正；

……

第九會以下至尾會，照上第八會一

式，首會交出本利共銀一十四兩，除本

銀七兩，其利銀七兩并各會執，剩餘利彙

齊投收，仍以收少利銀者得，除本利應收

外，所有投剩餘利銀遂按次第，一半留澄

仁堂作蒸嘗，一半留歸下會投收，至尾會

為止。38

假 設 每 個 認 領 會 份 者 供 至 第 七 會， 其 從 第
一 會 時 交 本 銀 一 兩， 第 二 會 本 利 銀 二 兩， 第 三
會 本 利 銀 四 兩， 事 實 上 即 是 每 次 投 下 一 會 時 都
會 再 出 資 一 兩， 總 計 每 一 會 份 在 供 足 七 會 時 已
投 入 七 兩， 那 麼 唐 氏 鄉 賢 祠 通 過 認 領 會 份 起 碼
都會收到 5,586 兩。 而且會規中還規定“ 倘或
供 頭 會 而 未 供 二 會， 及 不 能 供 足 七 會 者， 其 已
前 所 供 之 銀， 一 概 註 銷， 不 能 收 回 作 為 出 會，
日後不得領胙”。39 難免有人因沒有供足七會，
資 金 只 出 不 回。 通 過 認 領 會 份 的 方 式 所 籌 集 的
資 金 一 半 歸 入 澄 仁 堂 嘗 業， 一 半 投 入 下 一 會，
其 實 最 後 還 是 集 資 於 百 益 會， 為 合 族 祠 的 春 秋
祭祀以及日常開支提供了經濟支持。

三、合族祠的日常管理

為 了 保 證 合 族 祠 的 正 常 運 行， 祠 堂 通 常 會
制定族規條例，刻於石碑或木板立於祠堂之內，
這 些 條 例 一 般 都 會 申 明 合 族 祠 的 使 用 和 管 理 應
該遵循的原則，有些甚至列有明確的處罰條例。
《 唐 鄉 賢 祠 全 書 》 詳 細 記 錄 了 唐 氏 鄉 賢 祠 制 定
的《 條 例 》， 其 對 祠 堂 各 項 事 務 以 及 族 人 在 祠
堂 內 的 日 常 活 動 進 行 申 明， 並 規 定“ 各 條 例 議
定 後 必 須 刻 木 懸 掛 祠 內， 俾 眾 周 知， 永 遠 遵 守
其 全 書 字 板， 該 值 年 更 宜 嚴 飭， 守 祠 人 敬 謹 收
藏，毋得遺失”。 40

（一）合族祠的管理人員

一 般 情 況 下， 合 族 祠 日 常 管 理 與 運 作 的 具
體 事 務 通 常 是 由 各 祠 所 設 立 的 總 理、 值 事、 值
年 來 負 責 的， 這 些 總 理、 值 事 由 參 與 合 族 祠 的
各房各自派出人員共同組成。41 就唐氏鄉賢祠而
言， 祠 堂 公 箱 財 產 的 管 理 工 作 以 及 祭 祀 活 動 的
開 展 主 要 由 值 年 負 責， 值 年 是 由 各 房 選 出 到 合
族祠輪班的代表，關於值年的選人標準及報酬，
《全書》中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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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房距省有遠近之分，茲定以

遠近相兼聯為一班，即由該班中公舉

殷實者四位，或分正副公同辦理，每

年由修睦堂支出鞋金二十兩，以作酬

勞。如該房無人到辦事收租例，不得

領取鞋金。 42

每 年 各 房 結 合 實 際 情 況 ， 遠 近 相 兼 聯 為 一
班 ， 具 體 輪 班 安 排 如 表 六 所 示 ， 周 而 復 始 。
輪 班 各 房 “ 公 舉 殷 實 者 ” ， 實 則 是 “ 公 推 在 省
城 殷 富 鋪 戶 ” 擔 任 本 年 度 值 年 ， 參 與 合 族 祠 的
管 理 與 運 作 ， 由 合 族 祠 支 付 2 0 兩 鞋 金 作 為 酬
勞 。

表六 . 唐氏鄉賢祠值年輪班表

班次 排班房號

頭班 平洲、蔗圍房 三水房 高要、清遠房 電白、赤溪房

二班 三山房 番禺房 順德、鶴山房 龍門房

三班 松柏、佛徑、塘邊房 白石房 水南、永平房 花縣房

四班 文教房 恩平房 香山房 健之房

資料來源：[ 清 ] 唐風儉：《唐鄉賢祠全書》，《值年班次》，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刻本，第 54 頁。

在 管 理 祠 堂 公 箱 期 間，“ 值 年 辦 理 各 事 須
將 進 支 數 目 開 列 標 貼 祠 內， 俾 眾 共 知 ”，“ 每
年 限 以 二 八 月 初 十 日 當 眾 交 箱， 其 所 存 銀 兩、
數 部、 租 部、 契 券 一 應 交 出 下 班 點 明 接 理， 如
有 遺 失， 向 該 值 年 管 箱 之 人 追 究 ”。 43 在 每 年
本 祠 春 秋 兩 祀 之 前， 值 年 需 要“ 在 祠 堂 頭 門 標
貼 長 紅， 以 便 各 紳 耆 整 肅 衣 冠， 到 祠 與 祭， 祭
物 照 例 辦 足， 不 得 增 減 ”， 還 要“ 預 先 酌 定 主
祭 及 正 贊、 正 引、 司 鐏、 司 爵 之 人 ”， 並 為 其
頒 發 胙 金 及 轎 費 等 等。 祭 祀 活 動 開 始 後， 值 年
更 是 責 任 重 大，“ 有 曾 犯 奸 盜 惡 跡 昭 著， 或 不
忠 不 孝 及 為 優 娼 皂 卒 奴 僕 者， 值 年 不 得 勾 引 入
祠與祭，如違，將值年擬罰”。44

祠 堂 中 的 一 些 具 體 的 瑣 碎 之 事 主 要 由 看 祠
人負責。具體來看，看祠人需要負責打掃祠內神
龕及陳設桌椅以保持潔淨；要做好看管工作，不
得 徇 私 貪 利， 放 任 買 賣 人 在 祠 堂 頭 門 外 通 道 駐
留；還要負責祠堂內的各處香油的添加，“早晚
常 奉 香 燈， 朔 望 尤 宜 加 敬 ”， 且“ 元 旦 至 上 元
日，神前常明香燈，各處燈籠俱要點齊，毋得遺
漏”。45 關於看祠人的選人標準，要求“須擇外
姓之人，要有妥實人擔保，方可留用”，工資報
酬“每月給工食銀二兩五錢正，香油在內”。46

（二）合族祠內部事務管理

1. 祠堂環境管理

合 族 祠 是 同 姓 各 族 活 動 的 公 共 場 所， 祠 內
的 環 境 不 得 不 重 視。 唐 氏 鄉 賢 祠 規 定， 祠 堂 內
部 廳 堂 必 須 要 保 持 清 潔， 不 允 許 任 何 人 在 祠 堂
內 隨 意 擺 放 爐 具 等 有 礙 觀 瞻 的 物 件，“ 違 者 斥
逐 ”。 如 上 文 所 述， 看 祠 人 要 負 責 隨 時 打 掃 祠
內 的 神 龕 以 及 桌 椅 等 陳 列 之 物， 以 保 持 乾 淨 整
潔， 祠 堂 頭 門 外 的 出 入 通 道“ 理 宜 清 潔， 以 肅
觀 瞻， 不 准 擺 賣 什 物 及 招 引 手 作 人 等 寄 寓， 如
看祠人徇私貪利，即時革退”。 47

2. 祠堂牌位管理

祠 內 牌 位 是 各 房 入 主 合 族 祠 的 象 徵， 擺 放
位 置 和 數 量 標 誌 着 各 房 在 合 族 祠 建 造 過 程 中 出
資認捐的情況，也彰顯着各房在合族中的地位。
唐 氏 鄉 賢 祠 中 各 房 在 正 座、 東 龕、 西 龕 擺 放 的
入 主 牌 位 是 根 據 各 房 認 捐 祖 先 的 牌 位 先 按 朝
代、再按世系的順序排列的，不允許私自更換、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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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房舍使用管理

據《 全 書 》 所 附《 番 禺 縣 存 案 稟 稿 抄 白 》
記 載，“ 職 等 闔 族 鄉 賢 唐 頌 祖 祠， 坐 落 治 屬 惠
愛十約東華里口，係於同治元年買受稅地所建，
後 續 買 稅 地 兩 段， 在 東 華 里 內 連 建 桐 蔭 東 西 齊
試 房 二 十 二 間。” 48 唐 德 新《剏建 續 序 》 中 也
寫 道，“ 購 祠 後 餘 地 辟 試 房， 為 各 房 子 孫 應 試
僑 寓 所， 祠 旁 為 廳， 事 數 楹 治 公 事 者 寓 焉， 上
建 樓 祀 魁 星， 應 文 運 也。” 49 可 以 看 出， 祠 堂
內 的 房 舍 很 大 部 分 是 為 前 來 省 城 參 與 科 舉 考 試
的 同 姓 子 弟 提 供 的 試 房， 也 有 一 些 房 舍 作 為 來
省城辦公事的同姓宗親的住所。

對於入住試房的同姓子弟，祠堂明確規定，
“ 倘 昆 仲 應 試 有 在 祠 內 及 各 試 房 爭 鬧 打 架、 妄
作 非 為、 貽 羞 宗 族 者， 永 遠 不 許 到 祠 與 入 試 房
居 住。” 50 為 了 給 入 住 的 各 房 子 弟 提 供 更 好 的
環 境， 防 止 閒 雜 人 等 進 入 引 發 不 必 要 的 麻 煩，
唐 氏 鄉 賢 祠 對 入 住 人 員 也 進 行 了 明 文 規 定， 提
出：“ 祠 內 及 試 房 只 許 本 祠 有 房 份 子 孫 應 試 居
住， 若 外 姓 戚 友 及 本 姓 兵 差 書 役、 醫 卜 星 相、
手 藝 閒 雜 人 等 均 不 許 冒 認 居 住， 倘 或 勾 引 外 姓
人 假 冒 我 唐 氏 子 弟 在 祠 居 住 者， 即 將 該 房 犯 例
標 貼 牆 上， 俾 昭 炯 戒。” 51 如 果 祠 堂 的 房 舍 有
“ 日 久 黴 爛 應 修 補 者 ”， 小 修 由 值 年 做 主， 大
修 需 用 銀 至 十 兩 以 上 的 則 須 請 各 房 在 省 公 正 紳
耆裁酌。 52

4. 合族祭祀管理

每 年 的 祭 祀 是 祠 堂 的 重 大 活 動， 為 了 保 證
祭 祀 活 動 的 順 利 開 展， 祠 堂 也 對 本 祠 的 祭 祀 活
動 進 行 規 定。 唐 氏 鄉 賢 祠 的 祭 祀 分 春 秋 兩 祭，
具 體 時 間 為 每 年 二 月 和 八 月 的 初 三 日。 祭 祀 活
動 準 備 階 段 的 張 貼 長 紅、 祭 祀 儀 式 人 員 安 排 等
的 工 作 都 由 本 年 輪 班 的 值 年 負 責。 值 年 會 為 選
定 的“ 主 祭 者 頒 胙 金 一 員 兼 給 轎 金， 陪 祭 者 只
頒 胙 金 一 份， 不 給 轎 金， 如 無 衣 冠 到 祭 者 不 頒
胙 金 ”， 並 要 求“ 主 祭 者 要 穿 蟒 袍䙢服， 陪 祭
者 亦 須 一 體 衣 冠， 以 肅 觀 瞻。 宜 遵 大 清 會 典，
以 文 職 主 鬯， 其 武 職 者 副 之， 請 勿 以 功 名 大 小

互 相 執 拗 ”。53 合 族 祭 祀 時， 值 年 還 要 對 參 與
祭祀族人的品行進行審查，正如前文所提及的，
如 有 作 奸 犯 科、 品 行 不 端 者 參 與 祭 祀， 值 年 也
會 受 到 相 應 處 罰。 此 外， 合 族 祠 每 房 均 派 發 有
銅 簽，“ 春 秋 二 祭 除 紳 董 衣 冠 與 祭 外， 各 房 子
孫 要 攜 銅 簽 到 祠， 方 許 赴 席， 如 無 此 簽 者， 例
不與席，以杜冒濫”。 54

（三）合族祠公共財產管理

1. 公共財物管理

合 族 祠 的 公 共 財 物 包 括 祠 堂 內 的 公 物 及 公
箱 財 產。 祠 堂 內 的 公 共 物 件 歸 祠 堂 所 有， 按 照
規 定“ 祠 內 什 物， 無 論 本 祠 子 孫 及 守 祠 人 俱 不
得 私 借 出 外， 倘 徇 情 借 用、 遺 失 破 爛， 倍 價 賠
償， 守 祠 人 仍 要 斥 革 ”。 55 祠 堂 內 的 公 箱 財 產
一 般 由 值 年 來 管 理， 值 年 在 本 年 內“ 凡 有 揭 按
及 置 業 等 事， 須 經 眾 酌 奪， 方 可 舉 行， 不 得 私
自 交 易， 以 杜 流 弊。 若 立 意 不 軌， 吞 騙 嘗 銀 至
二 十 兩 者， 並 將 房 主 位 扣 除， 以 示 嚴 懲 ”。 56

祠 堂 的 公 共 開 支 值 年 也 要 及 時 在 祠 堂 內 公 示，
如有糊塗賬目，則要接受眾人指責並受罰，“倘
值 年 該 房 銀 兩 未 清 及 虧 空 等 弊， 為 值 年 數 房 賠
墊 ”。 57 可 以 看 出， 祠 堂 對 於 公 箱 內 的 財 產 還
是 很 嚴 格 的， 若 本 年 內 公 箱 財 產 有 虧 損， 則 由
值年賠償，如若發生私吞祠堂公箱銀兩的事件，
便 會 扣 除 該 房 房 主 位， 開 除 出 合 族 祠， 懲 罰 還
是 相 當 重 的。 另 外， 澄 仁 堂 百 益 會 通 過 認 領 會
份 籌 措 的 資 金 並 不 在 祠 堂 公 箱， 而 是“ 另 至 一
箱 貯 頓 數 目， 俟 會 滿 之 後 即 發 歸 修 睦 堂 值 年 管
理， 如 本 祠 遇 有 要 用， 須 請 各 房 紳 董 公 議 妥
當”。 58

2. 祠堂嘗業的經營

屈 大 均 在《 廣 東 新 語 》 中 寫 道，“ 嶺 南
之 著 姓 右 族， 於 廣 州 為 盛。 廣 之 世， 於 鄉 為
盛。 …… 其 曰 大 宗 祠 者， 始 祖 之 廟 也。 庶 人 而
有 始 祖 之 廟， 追 遠 也， 收 族 也。 追 遠， 孝 也；
收 族， 仁 也。 匪 譖 也， 匪 諂 也。 歲 冬 至， 舉 宗
行 禮， 主 鬯 者 必 推 宗 子。 或 支 子 祭 告， 則 其 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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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必 云： 裔 孫 某， 謹 因 宗 子 某， 敢 昭 告 於 某 祖
某 考， 不 敢 專 也。 其 族 長 以 朔 望 讀 祖 訓 於 祠，
養 老 尊 賢， 賞 善 罰 惡 之 典， 一 出 於 祠。 祭 田 之
入 有 羨， 則 以 均 分。 其 子 姓 貴 富， 則 又 為 祖 禰
增 置 祭 田， 名 曰 烝 嘗， 世 世 相 守， 惟 士 無 田 不
祭， 未 盡 然 也。”59 屈 大 均 通 過 這 段 文 字 描 述
了 嶺 南 廣 府 地 區 宗 祠 繁 盛 以 及 鄉 人 建 祠 祭 祖 的
情 形， 並 提 及 宗 族 祭 祀 祖 先 的 經 濟 來 源 主 要 是
靠祭田收入，富貴的族人也可為宗族增置祭田，
即 蒸 嘗。 各 姓 氏 宗 族 在 廣 州 省 城 內 修 建 的 合 族
祠 雖 然 實 質 上 並 非 出 於“ 追 遠 ”“ 收 族 ” 之 目
的，但從表面來看其運行機制與普通宗祠類似，
同 樣 以 合 族 祠 的 嘗 業 為 物 質 基 礎， 通 過 對 其 進
行合理的經營來維持合族祠的持續運作。

唐 氏 鄉 賢 祠 的 嘗 業 主 要 是 祠 堂 自 置 的 舖 屋
以及祠內的試房，祠堂《條例》規定：

本祠自置之舖屋及各試房俱修葺完

固，有欲租賃者，須到祠當眾議租，照依

眾例，寫立舖領，並無頂手等項，租以三

年或五年為滿。滿批之日，舖客要到祠另

換新批，必須有殷實舖戶擔保，方可發批；

本祠買置舖屋，原為蒸嘗而設，各房

子孫均不得盜賣及私租與人。如犯此弊，

送官懲究外，仍責成該房照數加倍賠償，

以重嘗業。

本祠及各試房或有日久霉爛應修補

者，若係小修，值年作主；若係大修，用

銀至十兩以上者，須請各房在省公正紳耆

裁酌，方可舉行，以杜浮費。60

從上述條例來看，祠堂嘗業是允許對外出租的，
租 期 一 般 是 三 年 到 五 年， 在 租 期 將 滿 之 日， 租
客 需 要 到 祠 堂 另 換 新 批， 並 要 求“ 必 須 有 殷 實
舖戶擔保，方可發批”，這一點有效規避風險，
保 證 了 祠 堂 嘗 業 出 租 經 營 的 後 續 管 理 與 租 金 收
入。 祠 堂 各 房 族 人 不 准 將 祠 堂 嘗 業 私 自 租 給 他
人， 如 果 違 反 此 條 規 定， 除 要 被“ 送 官 懲 究 ”
外， 該 房 還 要 按 照 租 價 加 倍 賠 償 給 祠 堂。 關 於

祠 堂 嘗 業 的 維 修 問 題， 若 是 小 修 小 補， 由 值 年
做 主 即 可， 如 果 需 要 大 修，“ 用 銀 至 十 兩 以 上
者，須請各房在省公正紳耆裁酌，方可舉行”，
要嚴格控制維修成本，“以杜浮費”。

有 時 祠 堂 還 會 將 祠 內 試 房 暫 租 與 人， 以 租
費補貼春秋兩祀之費用，如《條例》所述：

本祠嘗產無多，春秋兩祀費用不敷，

不得已將各試房暫租與人，以濟蒸嘗之

需。俟公箱稍裕，然後將試房交還。各房

圖 1. 《唐鄉賢祠族譜》封面（圖片來源：202.105.30.11:8092/
LingNanZhuPu/page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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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孫應試者，許暫住祠內，但試事完畢，

其試具、行李各自攜去，毋得貯放寓所自

行鎖固以引竊盜。61

合 族 祠 一 旦 有 充 足 資 金， 就 會 選 擇 置 業 出
租 以 獲 取 更 多 收 益。 唐 氏 鄉 賢 祠 也 不 例 外， 該
祠《 條 例 》 還 規 定：“ 每 年 約 計 入 撙 節 費 用 須
留 存 箱 銀 數 十 兩， 以 備 有 事 時 支 用。 若 存 銀 至
二 三 百 兩 者， 即 要 經 眾 置 業， 以 廣 嘗 產。” 62

據《 全 書 》 所 附 祠 堂 嘗 業 的 契 券 抄 白 記 載， 光
緒二十九年（1903 年）唐德新等將祠堂南海縣
內 所 置 嘗 業 稟 南 海 縣 存 案， 稱 唐 氏 鄉 賢 祠“ 於
治 屬 內 置 買 嘗 舖 四 間 ”， 具 體 為“ 寺 前 街 舖 一
間、 龍 藏 街 舖 一 間， 同 黃 字 五 十 七 號； 太 平 門
外 第 七 甫 舖 一 間， 淡 字 八 十 二 號， 舊 部 前 街 舖
一 間， 清 字 第 八 號。” 63 寺 前 街、 龍 藏 街 兩 間
舖 屋 原 為 三 水 縣 承 營 鄉 一 人 祖 業，“ 因 糧 務 緊
用， 諸 事 不 敷 ” 故 將 祖 父 遺 留 的 兩 間 舖 屋 托 中
人 以 八 百 兩 的 價 格 賣 與 唐 氏 鄉 賢 祠； 舊 部 前 街
的 舖 屋 原 本 屬 於 族 人 唐 介 石 之 父 遺 業， 後 經 族
人 唐 璟 輝、 唐 舜 卿 介 紹， 以 二 百 五 十 五 兩 賣 給
祠 堂； 而 太 平 門 外 的 舖 屋 原 係 南 海 縣 平 洲 鄉 姚
一 是 堂 所 有，“ 現 賃 與 合 隆 京 菓 海 味 鹹 魚 生
意 ”， 鄉 賢 祠 以 五 百 一 十 兩 置 得 此 舖。 64 同 年
十 月， 唐 德 新 等 又 將 番 禺 縣 內 嘗 業 稟 番 禺 縣 存
案，記祠堂“另有惠愛十約內嘗舖一間”。 65

四、小結

通 過 研 究 唐 氏 鄉 賢 祠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清
代 廣 州 合 族 祠 中 的“ 房 ” 在 倡 建、 運 作 的 不 同
階 段， 所 指 代 的 具 體 的 同 姓 分 支 並 不 相 同。 比
如 說， 唐 氏 鄉 賢 祠 在 倡 建 時 有 倡 建 的 十 六 房；
開 房 入 主 祖 先 牌 位 時 有 開 房 的 十 六 房， 並 不 完
全 等 同 於 倡 建 時 的 十 六 房， 開 房 的 十 六 房 中 大
多 下 設“ 支 房 ”， 若 以“ 支 房 ” 為 單 位， 唐 氏
鄉 賢 祠 則 有 四 十 房 之 多； 而 在 認 領 會 份 時， 各
“ 房 ” 又 在“ 支 房 ” 的 基 礎 上 根 據 實 際 情 況 進
行了一定程度的拆分和整合。

從“ 房 ” 號 來 看， 合 族 祠 中 的“ 房 ” 並 非
簡 單 的 以 村 為 名， 或 者 以 縣 為 名， 由 於 各 地 區

同 姓 氏 宗 族 經 濟 實 力、 參 與 熱 情 有 所 不 同， 合
族祠中就存在了“單房”和“聯房”兩種形式。
經 濟 實 力 較 強、 參 與 熱 情 較 高 的 宗 族， 以 單 個
縣、 單 個 村（ 鄉 鎮 ） 或 者 單 個 人 便 可 開 房 入 主
合 族 祠， 相 反， 經 濟 實 力 有 限、 對 在 省 城 建 立
合 族 祠 熱 情 不 高 的 宗 族 則 採 用 聯 合 開 房 的 方
式，即以“聯房”的名義參入主合族祠。

雖 然 清 代 各 氏 宗 族 在 廣 州 建 立 合 族 祠 的 目
的 大 多 是 為 了 給 到 省 城 參 與 科 舉、 經 商 等 同 姓
族 人 提 供 暫 時 的 居 所， 但 各 氏 合 族 祠 在 資 金 籌
措、 日 常 管 理 等 具 體 的 運 作 方 面 存 在 着 一 定 差
異。 在 資 金 籌 措 方 面， 除 了 眾 所 周 知 的 認 捐 房
份 及 祖 先 牌 位 外， 參 與 合 族 的 族 人 有 時 也 會 以
個 人 之 力 為 祠 堂 墊 捐 或 者 義 捐， 推 動 同 姓 宗 族
合 族 聯 宗 的 建 立 與 發 展。 此 外， 合 族 祠 在 資 金
不 足 時， 通 過 認 領 會 份 籌 措 資 金， 維 持 了 合 族
祠 的 日 常 運 作。 在 合 族 祠 的 日 常 管 理 方 面， 合
族 祠 結 合 各 房 距 離 省 城 的 遠 近 情 況 排 班 輪 值，
每 年 一 班， 輪 值 的 值 年 由 各 房 挑 選 居 於 省 城、
家境殷實者擔任，總管合族祠每年的春秋祭祀、
公 箱 管 理 等 事 務， 還 設 有 專 門 的 看 祠 人 負 責 祠
堂 各 項 瑣 碎 雜 務 及 看 管 工 作。 合 族 祠 均 定 有 條
例 對 祠 堂 的 使 用 與 管 理 進 行 相 關 規 定， 尤 其 是
對 祠 堂 嘗 業 的 管 理 與 經 營， 這 為 合 族 祠 的 運 作
提供了經濟來源與持續保障。

附： 本 文 為 中 國 國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大 項 目“ 宋 元

以 來 珠 江 三 角 洲 海 岸 帶 環 境 史 料 的 搜 集、 整 理 與 研

究”（批准號：19ZDA201）相關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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