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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徽州户口循环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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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户口循环册是清代保甲制度中的一种册籍。它与保甲册、保甲门牌等均为清代户籍管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户口循环册随时修改，动态管理，有单独的特殊人群登记。透过现存的户口循环册，可以看

出清末徽州人从事行业广布，社会流动频繁。以商为业的户口数量远远大于其他行业的单独数量，从商人

员依然众多，20 岁以下经商者颇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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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ousehold circulatory volume is a kind of text in the Bao － Jia system of Qing dynasty． Circulatory vol-
umes、Bao － Jia volumes and Bao － Jia doorplates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residence regist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
Qing dynasty． They were managed dynamically and modified flexibly，registering for particular groups． Through the existing cir-
culatory volumes，we witness the people of Huizhou engaged in widespread and its frequent social mobility． The register of busi-
nessmen’households are far more than other careers in late Qing dynasty． In this group，considerable part was occupied by per-
sons under 20 year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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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国古代，户口登记历来受到朝廷重视。明代的

户籍管理以黄册制度为主。明末黄册制度逐渐滥于形

式，失去原有功能，一种新的赋役与户籍管理形式———

编审册代之而起，“故明旧例，各直省人丁，或三年，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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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查明造册，谓之编审”①。清初，编审册遂取代黄册，

成为户口登记的主要根据，其统计数据主要是人丁数。

康熙五十一年( 1712) 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

政策，即“将直隶各省，见( 现) 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

丁，永为定数”，并规定“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

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② 雍正五年( 1724) 又“将丁

银摊入地粮内征收”，以至“愚氓咸知不至加纳，何须隐

避”③，基 本 解 决 了 新 增 人 口 隐 瞒 的 问 题。乾 隆 五 年

( 1750) 户部遵旨议奏: “嗣后编审奏销，仍照旧办理外，

应令各督抚即于辛酉年编审后，将各府州县人丁，按户

清查，及户内大小各口，一并造报。”④

乾隆三十七年( 1772) 正式废除人丁编审制度⑤，人

口统计开始逐渐与保甲制度结合。保甲内的门牌制度，

成为统计户口的重要依据，“凡编保甲，户给以门牌，书

其家长之名与其丁男之数，而岁更之”⑥。规定“地方有

司编查保甲，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

一保长，给用印门牌，开写本户姓名口数、年齿生业，如

有故绝迁移，及外来无稽之人，随时呈报。即口外地方，

亦设立牌头乡长，逐户悬挂门牌，责成道厅并武员巡查

会哨”⑦。

除编制门牌之外，清政府又以门牌为基础编制保甲

册。要求“直省各州县，设立保甲门牌，土著流寓，一切

胪列”，“原有册籍”增加新的内容，“将户口实数与谷数

一并造报”⑧。这种保甲册籍，“凡一户之男女老幼，残

废丁仆，靡不具载”⑨，已经具备登录户口的功能，实际

上成为一种户口册。

尽管保甲册籍记载的范围较广，但其主要目的在于

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而且有关人口变动等信息得不到

及时快捷的反映。此时的人口统计需要一种更为直接

的方式，更能够及时反映基层社会的人口变动情况。清

初的客店循环册，为清政府及时掌握人口变动提供了十

分重要的借鉴，成为户口循环册的起源之一瑏瑠。顺治元

年( 1644) ，清政府下令编置户口牌甲瑏瑡，令各地“城厢内

外及集镇通衢宿歇往来客商坊店，每坊店各置循环日报

簿二扇”瑏瑢，“书寓客姓名、行李、牲畜及往来何处，以便

稽查”，规定“每日留歇客商，俱要逐起明白登记。某日

住宿，行客共几起，一起或南来北来客商若干人，从何处

来，何处去，有无弓箭几副，箭上系何等字样，有无鸟枪、

腰刀若干杆口，马若干匹，骡驴若干头，是何货物，共若

干驮，若干车”。同时规定，“日报簿于簿面注明某城厢，

或某乡、某集镇客店，某字日报簿，内页注明某城厢，或

某乡第几保，第几甲，第几户客店生理某人。十家长某

人，保正某人。每月初一日起填循字簿，至十四日止，投

县存查。十五日起填环字簿，至三十日止投县存查”。

康熙时期，客店循环簿逐渐与保甲册相结合，产生

了早期的保甲循环册。当时的保甲编查，除“颁发牌册

式样，将居民挨门编成保甲”之外，还对保甲册做了一些

调整:

造成保甲册一样三本，送县用印。其册一本发乡长

存作底簿，二本分贴循环两字号，更换送查。凡有人户

移去，将册内户名销除，将所给门牌收缴。移来者呈请

给牌，入甲上册。户丁增减，亦于牌册注明。每日先注

在乡二册，朔望赍应换号册，来县换归前送之册瑏瑣。

这种保甲册基本具备了循环册的性质，成为户口循

环册的早期形式。因此，在户口“编查既确之后”瑏瑤，清

政府为及时掌握基层人口的变动情况，又“设循环二簿，

令保甲随时登载，按季交官”瑏瑥。其后户口循环册的编

制，逐渐以保甲制度为主要基础。如乾隆时直隶定州府

行唐县“奉宪力行保甲，业经清查户口，设立保甲门牌，

另给循环册，凡有父母、妻孥、子姪以及寄居佣工，迁移

改业，滋生病故，详注于册，赴县呈核，循去环来，稽查周

密”瑏瑦。

由于户口循环册可以及时掌握基层社会的人口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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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情况，此后便得以实行。如乾隆四年( 1739 ) ，湖广总

督德沛奏请“设立循环二簿，将名姓详细编载，如有迁

徙，责令地方保甲填注”①。乾隆二十二年( 1757) ，方观

承亦奏请“设立循环二册，一存州县，一交乡保，凡村庄

户口生故迁移，改习行业，以及外出流寓，分别开注，季

底将循册缴送印官，查对环册改注，发交乡保，于下季之

底，将环册缴送查对，一循一环，按季更换”②。嘉庆十

八年( 1813) ，上谕“除居民、铺户应造循环簿，按年更换

外，其客店车行、庵观寺院，着另立清册，两月更换一次;

园馆居楼、优伶寓所，着另立专册，一月更换一次”③。

清末，户口循环册的编制有所发展。清政府继续在原有

基础上，令各地编制保甲册籍，户口循环册因其较为便

利的特征，亦在其内。例如，清政府曾令“京城内外编查

保甲，分别造册。居民铺户造立循环簿，按年更换”④。

随着各地户口循环册的编制，其逐渐与保甲册、保甲门

牌等一起，成为清代后期户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户口循环册分为循、环二册，“一存州县，一交乡保，

凡村庄户口生故迁移，改习行业，以及外出流寓，分别开

注，季底将循册缴送印官，查对环册改注，发交乡保，于

下季之底，将环册缴送查对，一循一环，按季更换”⑤。

户口循环册的编制程序，首先由官府“初次于当堂将环

册发给”各地保、甲长等人掌管。示谕各地将“各户如有

迁徙、生故、婚嫁、增减等项，随时令牌长告知甲长，公同

于牌册内某项之旁，添注涂改，下书甲长花押”。随后，

“定期于每年三、六、九、十二四季月之朔日”，或“专令里

长”⑥，“或保长，或用戳记，遣人携添改之环册至署”。

各地官署“预将存署之循册，铺列堂前，即将环册缴留署

内。将未经添改之循册领回，同甲长照上季涂改之牌册

补注讫，仍存保长处”⑦。其后，“过三个月换册之期”，

或“遇六个月换册之期”，各地“将循册缴官，复将环册领

回，悉如前法办理”，“每五年普换循环册一次”⑧。因

此，户口循环册虽有循、环二册，历时“虽历二三年之久，

添改尚不至模糊。俟年久再行换造，则缮册不烦，而户

口得实”。关于“边境太广，丁户太繁”之地，则“两乡于

三、九月换册，两乡于六、腊月换册”，故而“到县换册，则

一年不过两次。而换册之日，亦免拥挤”。

户口循环册的种类较多。如王凤生根据实际情况，

将户口循环册划分为烟户、丐头、寺庵观院僧人等⑨。

嘉庆十八年( 1813) ，上谕编查保甲，将册籍分为铺户、居

民、客店车行、庵观寺院、园馆居楼、优伶寓所等多种瑏瑠。

道光年间，兴安府知府徐某将户册分为民户册、铺户册、

方外册、丐户册、船只册等多种瑏瑡。而现存户口循环册

中记载内容除民户册外，还附有棚民册、寄户册、世仆庄

户册、客户册、孤村独户册等瑏瑢。

二

根据现有资料可知，户口循环册一般先由官府准备，

后由知县当堂派发。其具体内容则统一由保长、甲长和

经董等人负责填写。户口循环册所记载的内容一般包括

知县告示、正文和附录等。在户口循环册的首页或者扉

页载有知县告示，如《清光绪五年祁门县二十二都户口环

册》即载有光绪五年( 1879) 祁门县知县发布的告示:

祁门县正堂柯为给发循环册事。照得现办保甲，按

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经董。责成挨

户编填，互相稽查，以清盗源，为此给发循环册，即将保

内丁口、籍贯、执业，挨户编填。其册一本存署，一本存

经董处，于地保春秋点卯之便，当堂呈换，循去环来，每

年皆依此例。如有迁徙、生故、婚嫁、增减等项，由本户

随时报明牌长，即于门牌本户之旁添注涂改，并由牌长

转报甲长，甲长转报经董，于册内某户之旁添注涂改。

毋得舛错遗漏干咎，须至循环册者。

光绪五年 月 日

右给 乡 都 图地保 准此

《清光绪绩溪县九都户口环册》瑏瑣所载告示虽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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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上稍有不同，但其基本内容大致相当，都是将户口循

环册主要的编制程序、记载内容等详细开列，成为户口

循环册编制的指导规范。

告示后为正文内容，为户口循环册最主要的组成部

分。如《清光绪绩溪县九都户口环册》内载有南乡都、

甲、牌小地名，距城距离以及经董、甲长、牌长、地保姓

名。主要内容记载有户主姓名、年龄、籍贯、迁居时间、

职业、丁口、奴仆人数、工伙人数等等。现摘录首页内容

如下( 文书中宋体字为后来填写之内容，下同) :

【第一面】

南乡 九 都第 一 甲第 一 牌小地名 洪

上塘 距城 五 里

经董 程烈 甲长 程士登 牌长 程定全 地

保

一户 程定全 现年 七十三 岁系 省 州县

人于 年迁居以 农 为业男 三 丁女 口奴仆男

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一户 程士登 现年 六十四 岁系 省 州县

人于 年迁居以 农 为业男 三 丁女 三 口奴

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一户 程福寿 现年 三十九 岁系 省 州县

人于 年迁居以 商 为业男 四 丁女 三 口奴

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一户 程正寿 现年 三十三 岁系 省 州县

人于 年迁居以 商 为业男 二 丁女 一 口奴

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一户 程双怀 现年 三十七 岁系 省 州县

人于 年迁居以 商 为业男 一 丁女 一 口奴

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第二面】

一户 程宝顺( 全家出外) 现年 四十五 岁系

省 州县人于 年迁居以 商 为业男 二 丁女

口奴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一户 程富顺 现年 四十一 岁系 省 州县

人于 年迁居以 商 为业男 一 丁女 一 口奴

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一户 程定良 现年 五十三 岁系 省 州县

人于 年迁居以 商 为业男 二 丁女 四 口奴

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一户 程昭宙 现年 十六 岁系 省 州县人

于 年迁居以 商 为业男 一 丁女 一 口奴仆

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一户 程瑞桂 现年 三十九 岁系 省 州县

人于 年迁居以 工 为业男 二 丁女 三 口奴

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乡 都第 甲第 牌具互保切结人

实结得身等，均系安分良民，情愿互相稽查结保，倘

有一家为匪不法及窝藏盗寇，定即公同出首，不敢容隐，

所具互保，切结是实。
《清光绪五年祁门县二十二都户口环册》所记载的

内容与《清光绪绩溪县九都户口环册》基本相同，摘录二

十二都一图二甲二牌户口如下:

【第一面】

二十二 都 一 图第 二 甲第 二 牌小地

名 查源

经董 甲长 牌长 监生王秉礼 地保 王以政

一户 监生王秉礼 现年 六十一 岁系 本

省 本 州县人以 生理 为业男 三 丁女 一

口伙计 人奴仆男女 人雇工 人

一户 民人王秉仁 现年 六十三 岁系 本

省 本 州县人以 务农 为业男 二 丁女 一

口伙计 人奴仆男女 人雇工 人

一户 民人王秉义 现年 六十三 岁系 本

省 本 州县人以 务农 为业男 三 丁女 二

口伙计 人奴仆男女 人雇工 人

一户 监生王秉乐 现年 五十三 岁系 本

省 本 州县人以 生理 为业男 五 丁女 四

口伙计 人奴仆男女 人雇工 人

所辖区域居民的年龄、居住地、人口数、来源地、职

业、伙计、奴仆等多种资料皆是需要统计的内容，一般都

是按照每牌十户登载于册。

现存的一些户口循环册，除载有内容详细的民户册

外，一些特殊人群的户口情况也常常附载于后。根据其

记载居民身份的不同，可以分为棚民册、寄户册、世仆庄

户册、客户册、孤村独户册、另户册等①。例如《清光绪

五年祁门县二十二都户口环册》便将棚民册“汇订该棚

民附近地方所编户口册后”，另户册“汇订该户所居地方

编查户口册后”。《清光绪祁门县十五都户口循环册》在

民户册后另有“附编”，共附载寄户五牌三十八户、世仆

庄户十三牌一百零五户、客户一牌五户、孤村独户四户、

另户一户。

这些特殊人群的人口数量、从事行业等项内容亦详

细登录于册，其户口登记方式与民户册基本相同。例如

在《清光绪绩溪县九都户口环册》中，汪士芬甲即有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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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县二十二都户口环册》; 陈瑞:《明清徽州保甲组织与

地方社会》，复旦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11 年，第

24—31 页; 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制度推行与

保甲组织编制》，《安徽大学学报》2012 年第 3 期。



6 户客民的连续记载，该处共有男丁 6 人，女子 2 口:

一户 张来喜( 客民，婺源人) 现年 三十七 岁

系 省 乐平①州县人于 年迁居以 农 为业男

二 丁女 二 口奴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汪国昇保 间

一户 何天宝 现年 四十 岁系 江西 省

乐平 州县人于 年迁居以 打工 为业男 丁女

口奴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胡玉良保 间

一户 胡太水 现年 二十五 岁系 江西 省

乐平 州县人于 年迁居以 裁缝 为业男 丁女

口奴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程金寿保 间

一户 李老张 现年 四十 岁系 江西 省

乐平 州县人于 年迁居以 打工 为业男 丁女

口奴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王福林保 间

一户 程友生( 去世) 现年 四十 岁系 江西

省 乐平 州县人于 年迁居以 打工 为业男

丁女 口奴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胡玉良保

间

一户 叶定金 现年 四十 岁系 江西 省

乐平 州县人于 年迁居以 打工 为业男 丁女

口奴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陈顺妹保 间

如同原有民户人口，客民的户主及其年龄、人口数、

来源地、职业等资料，都登载于册。居住祁门的棚民亦

是如此，在《清光绪五年祁门县二十二都户口环册》中载

有统计棚民户口的告示:

祁门县正堂柯为遵章编查棚民户口事。照得现办

保甲，查境内向有客籍民人搭棚栖止，兴种苞芦，自应遵

章编入附近村庄之末，另给门牌，仍归原处地保及附近

村镇之经董甲长管束。该棚民居处地方，如无十户棚

民，即二三户至八九户棚民，亦即编为一牌，立一牌长，

领总门牌一张，挨户轮流张挂门首，出具互结，互相稽

查。倘一家为匪不法及窝藏盗贼，牌内各家公同出首，

毋得容隐干咎。牌甲长、地保人等知而不首，致干同罪。

如有迁徙、生故、婚嫁、增减，在于门牌本户旁随时添改，

并告知牌长，牌长转告甲长，甲长转报经董，于册内一体

改注，以凭抽查。倘有隐漏，察出干咎。该棚民如止一

户居住，亦即领一户门牌，自行出具不敢为匪不法及窝

藏盗贼，愿甘治罪切结，并央附近棚民出具保结。如有

迁徙、生故、婚嫁、增减，亦即报明甲长、经董添改牌册，

以备查察，须至册者。

计开 此册即汇订该棚民附近地方所编户口册

后( 下略)

在《清光绪五年祁门县二十二都户口环册》中，同时

附载有统计犯罪之人的“另户册”，例如一图九甲即附载

有另户一户:

祁门县正堂柯为遵章编查另户事。兹将牌甲内一

家为九家所不联者，开明曾犯何款，编作另户，另给门

牌，交地保就近管束。俟其改过自新，方准取结入甲。

如并无过犯，各该户不得故意留难抑勒，须至另册者。

此册即汇订该户所居地方编查户口册后

计开

西乡 二十二 都 一 图第 高塘 村镇距城

一百十五 里

经董 地保

一户 王和堈 现年 三十七 岁系 本 省

本 州县人以 为业

祖父 父 妻 子 女
母 母 妾 姪 媳 孙男

女

胞伯 兄 弟 戚 雇工 男
叔 嫂 弟媳 友 伙计 女 共 一 丁

口

前户因 故不入甲登明

在《清光绪祁门县十五都户口循环册》中，同时附有

“为清查孤村独户册籍”而发布的告示:

祁门县正堂柯为清查孤村独户册籍事。查有庵观

庙院、砖窑灰窑、炭棚木棚以及孤村独户不与民居毗连，

相离村镇窎远，不能编入十家总牌，自应由地保查明，报

明经董，另给门牌，取具不敢为匪不法及窝藏盗贼，愿甘

治罪切结，并令央人出具保结，以备查察，须至册者。

计开 此册汇订该户附近地方所编户口册后( 下

略)

以上的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户口循环册中

的户口统计已不再单纯以户籍为主要依据，而是以现居

地为主要登记标准。无论客民、棚民等何时何地来居，

亦皆可登入册中，客民等一些特殊人群此时也成为户籍

登记的一部分。

三

清政府为掌握人口数量，特别是为及时掌握人口的

流动情况，在保甲之下设立户口循环册。对于保甲内的

人口变化，“迁徙、生故、婚嫁、增减等项”，都必须“随时

报明牌甲长，于牌册内旁添注涂改”。因此，通过对户口

循环册所录内容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当时实际的人口

变动状况，而且还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

第一，随时修改，动态管理。户口循环册的登记，随

时将该地人口的“迁徙、生故、婚嫁、增减等项”，“由本户

随时报明牌甲长，于牌册内旁添注涂改，毋得舛错遗漏”。
《清光绪绩溪县九都户口环册》的记载即是随时修改，对

于该地人口去世、户主更换、外出注销等事，皆在册中“添

注涂改”，一一标明。例如，程士登甲的程定正在去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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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记录即被删，标以“去世无传”四字:

一户 程定正( 去世无传) 现年 四十 岁系

省 州县人于 年迁居以 农 为业男 一 丁女

口奴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王元宝甲的程昭华，亦是如此:

一户 程昭华( 去世无传) 现年 七十 岁系

省 州县人于 年迁居以 为业男 一 丁女 口奴

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汪士芬甲吴灶福户的记录与上述二户稍有不同，该

户的记录不但被删除更改，而且被吴正金户所代替:

一户 吴灶福( 吴正金) 现年 四十四( 十弍)

岁系 省 州县人于 年迁居以 农 为业男 二

( 一) 丁女 一 口奴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王元宝甲的程宝顺户外出经商，其记录被删除，冠

以“全家出外”四字:

一户 程宝顺( 全家外出) ( 重) 现年 四十一

岁系 省 州县人于 年迁居以 商 为业男 二

丁女 口奴仆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此外，《清光绪绩溪县九都户口环册》的记载也稍显

混乱，如在陈嗣忠甲户数记录 4 面后，便是汪士芬甲的

记录 6 面，随后是章定源甲的记录 6 面，最后才是陈嗣

忠甲的记录，由此看出，该册的记录是随时进行的，没有

最后定稿。

户口循环册在实际的编制过程中是比较灵活的，如《清

光绪五年祁门县二十二都户口环册》中关于棚民的记载:

该棚民居处地方，如无十户棚民，即二三户至八九

户棚民，亦即编为一牌，立一牌长，领总门牌一张，挨户

轮流张挂门首，出具互结，互相稽查……该棚民如止一

户居住，亦即领一户门牌，自行出具不敢为匪不法及窝

藏盗贼，愿甘治罪切结，并央附近棚民出具保结。

从《清光绪绩溪县九都户口环册》的记载中也可以

看出，除大部分是十户一牌之外，许多牌的设置并没有

达到十户的标准，亦反映出绩溪县的保甲编制并不是严

格按照十户一牌、十牌一甲等规定严格执行的。

通过类似的记载可以看出，户口循环册的记载可以

随时登记、更改，动态管理，灵活处理，以备人口增减、迁
移等。这种连续性的动态记载，不仅符合户口循环册的

本身要求，也可以使官府及时了解基层社会的人口变动。

第二，从商甚众，20 岁以下经商者颇有人在。明清

时期，徽州从商风气浓厚，其地谚语有“十三四岁，往外

一丢”一说，从《清光绪五年祁门县十一都户口环册》①

的记载便可以得到印证，该册中以贸易为业中最年少者

是十一都一图七甲一牌的吴新茂，当时只有 6 岁:

一户 吴新茂 现年 六 岁系 本 省 本

州县人以 贸易 为业男 二 丁女 三 口伙计

人奴仆男女 人雇工男女 人

而同牌的吴新发亦只有 13 岁:

一户 吴新发 现年 十三 岁系 本 省 本

州县人以 贸易 为业男 一 丁女 五 口伙计

王二 一人奴仆男女 人雇工男女 人

在《清光绪绩溪县九都户口环册》中亦有类似的记

载，该册中程士登甲的程渭清，当时亦只有 13 岁:

一户 程渭清 现年 十三 岁系 省 州县人

于 年迁居以 商 为业男 一 丁女 三 口奴仆

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其他于 20 岁以下经商者，也大都在 16 － 19 岁之间。

如程士登甲的程昭宙只有 16 岁:

一户 程昭宙 现年 十六 岁系 省 州县人

于 年迁居以 商 为业男 一 丁女 一 口奴仆

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程士登甲的程天赐也只有 16 岁:

一户 程天赐 现年 十六 岁系 省 州县人

于 年迁居以 商 为业男 二 丁女 二 口奴仆

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汪士芬甲的方林富只有 17 岁:

一户 方林富 现年 十七 岁系 省 州县人

于 年迁居以 商 为业男 二 丁女 二 口奴仆

男女 人工伙男女 人住屋 间

祁门县二十二都高塘王冬茂亦只有 17 岁:

一户 民人王冬茂 现年 十七 岁系 本 省

本 州县人以 贸易 为业男 二 丁女 三 口

伙计 人奴仆男女 人雇工男女 人②

笔者根据《清光绪绩溪县九都户口环册》现存资料，

试作表 1，以了解看该地 20 岁以下商户的情况。由表 1

可知，该地 20 岁以下经商者，每甲都有。而且 20 岁以下

经商人数为 30 户，几占该地总经商人数的 1 /7，说明徽

州年少从商确为一种风尚。

第三，关于徽商的行业分布与人口构成、流动状况。

通过对户口循环册所录内容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当时

实际的人口变动状况，而且还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一些社

会状况。明清时期的徽州，从商人数众多，产生了“十三

在邑，十七在天下”③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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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清光绪五年祁门县十一都户口环册》( 题目自

拟)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 3，百花文艺出

版社 1991 年版，第 102 页。
《清光绪五年祁门县二十二都户口环册》。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 61《赠程君五十叙》，

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 年版，第 3017 页。



表 1 清光绪绩溪县九都各甲 20 岁以下商户数目表

甲长 总数 商户数 20 岁以下商户 甲长 总数 商户数 20 岁以下商户

程士登 90 41 6 章定源 108 19 1
王元宝 121 60 6 陈嗣忠 102 32 5
方廷献 92 37 4 总计 616 216 30
汪士芬 103 27 8

注: 本表以《清光绪绩溪县九都户口环册》中资料统计而得，其内容不作更改，故仍以户为单位。另，该册虽注明以

户为单位，但是明确登记在册的却是一个人，而且是男性，有成人，亦有未成年人。笔者猜测此人可能是户主。故该册虽

是户口登记，但实际反映出的多是此人的记录，而其家人，却只有数量，而无其他方面的记录。

《清光绪绩溪县九都户口环册》所记载的内容似可

反映清光绪年间该地的行业分布与人口构成、流动的实

际状况。根据册中填写者对人口总数的统计，光绪年间

绩溪县九都三图附近人口“共计六甲六十五牌五百九十

三户，共男一千二百零七丁，女一千一百四十二口。共

客民计牌一牌，户十五户，男廿三丁，女五口。总共伙十

七丁”，各甲各牌人口总数与行业分布皆有不同，表 2 即

整理了各甲居民的行业分布情况。

表 2 清光绪绩溪县九都各甲居民行业分布表

甲长 总数 士 农 工 商 兵 公差 打工 教馆 裁缝 店 油坊 工店 面点 店工 不开 不明

程士登 90 3 25 7 41 14

王元宝 121 7 24 6 60 24

方廷献 92 1 40 5 37 1 8

汪士芬 103 1 34 6 27 6 1 2 1 25

章定源 108 2 17 11 19 1 1 3 3 1 2 1 47

陈嗣忠 102 40 13 32 1 16

总计 616 14 180 48 216 1 2 9 1 1 2 1 3 1 2 1 134

注: 本表以《清光绪绩溪县九都户口环册》中资料统计而得，皆以户为单位。本地总户数，册后统计为 593 户。而

593 户实为本地原有之户口，不包括客民 15 户，新增 8 户。本表统计则将客民与新增户口皆列其中。

由表 2 可知，清光绪绩溪县九都地区居民 616 户，共

有士 14 户，农 180 户，工 48 户，商 216 户，务农、经商构成

该地最主要的社会行业。以商为生户口数量远远大于其

他几个行业的单独数量，说明在清光绪年间的徽州，虽已

无清朝前、中期徽商的兴盛局面，然而，其地从商之风依

然盛行，经商人数众多，人口流动频繁。

此外，在该地 616 户中，除 134 户不明、章定源甲朱廷

阳户“不开”列( 原文) 之外，居民从事的行业也很繁杂，除

士、农、工、商户外，还要兵 1 户、公差 2 户、打工 9 户、教馆

1 户、裁缝 1 户、店 2 户、油坊 1 户、工店 3 户、面点 1 户、店
工 2 户，显示了该地行业分布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清光

绪祁门县十五都户口循环册》记载当代居民，除务农、经

商外，亦存在着驾舟、手艺、训蒙、医术、扇业、药材、店业

等多种行业。

当然，仅凭上述内容不可能完全反映出清末徽州的

户籍管理制度。同时，对户口循环册在户口统计和管理

上的作用也不能评价过高，文中的相关统计或尚不足以

成为定论，户口循环册的相关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

索与研究。然而，仅存的一些徽州户口循环册，确属难得

一见，或可成为了解清末徽州社会之一小小断面，颇有研

究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千年

徽州家谱与社会变迁研究”( 11＆ZD094 ) 的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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