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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山汪王庙的变迁 

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 
 

——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 
 
 
唐力行 
 
 
 
内容提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民间社团中最具实力的商会进行了全

方位的控制，未几商会已丧失独立性。为应对专制强权和列强的双重侵害，商人倒
退回去利用血缘、地缘关系以求扩大生存空间。本文拟通过杭州吴山汪王庙变迁的
个案研究，探讨抗战前夕汪氏宗族组织建立的前提条件，以及透过该组织的结构、
功能和运作机制，阐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汪氏宗族组织对杭州徽商的意义。 

 
    关键词  商人  信仰  民间社团  血缘化作者唐力行，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持聘
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
长。 
 
20世纪初叶，商会已逐渐取代会馆、公所而成为商界的领导机构。1927年南京国民
政府建立后，对民间社团中最具实力的商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未几商会已丧失
独立性①。为应对专制强权和列强的双重侵害，这一时期宗族组织和同乡会都有所
发展，商人倒退回去利用血缘、地缘组织以求扩大生存空间。同乡会与商人的关系
已引起学界的注意，而对国内商业大都会宗族组织的研究尚付厥如。由汪文炳编于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吴山汪王庙志略》(藏于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为《志
略》)和由戴振声、汪濂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编的《吴山汪王庙志略续编》(藏
于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为《续编》)，为我们研究徽商在杭州的宗族组织提供了珍
贵资料，吴山汪王庙的个案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
动与社会变迁的内在理路。    

—————————————— 
*  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规划项目． 
①  参见拙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第七、八两章，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

版。 
 

一、吴山汪王庙的变迁 
 

吴山汪王庙始建于唐朝，在杭州七宝山大观台之麓。根据《志略·公牍》所言：
“自唐时歙杭立庙。春秋致祭，载在祀典。”吴山汪王庙供奉的汪华，是隋唐之际
徽州人，生于陈至德四年(586年)，殁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享年64岁。隋末天
下大乱．汪华起兵割据于江南歙州，宣州、杭州、睦州、婺州、饶州，保障了一方
的平安。唐朝统一天下．“至武德四年(621年)九月(汪华)令宜城长史铁佛献表称
臣，即授为歙、宣、杭、睦、婺、饶六州总管，封越国公……历代庙食江浙，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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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越国公像。”①汪王庙建立后，其属性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初建时汪王庙
仅力一名宦祠。《志略·祠祀》引《古今图书集成》、康熙《杭州府志》、康熙
《钱塘县志》，乾隆《杭州府志》所载，指出汪王庙“唐节度使汪华名宦祠也。”
唐朝以后，随着历代统治者给汪华封号的升级，名宦祠逐渐演化为神庙。两宋时
期，多次加封，至恭帝德佑元年(1272年)改封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改赐庙额曰忠
烈。汪王庙又称忠烈庙，其源盖出于此。两百余年间，汪华先后受封10次，其神力
增添了平息寇乱、御灾疠、乃至祷祈有感神灵无边了。元至正元年改封汪华为昭忠
广仁武烈灵显王。明初朱元璋立国时，颁布保护汪王庙的禁约：“皇帝圣旨，江南
等处行中书省，照得徽州土主汪王福棺一方，载渚祭典。本省大军克复城池，神兵
助顺累著威灵，厥功显赫，理宜崇敬。除已恭迎神主于天兴翼祠祀外，据祖庙殿
庭。省府合行出榜晓谕禁约：诸色头目官军人等毋得于内安歇，损坏屋宇，砍伐树
木，拴结马匹，牧养生畜，非理作践，以至亵渎神明．如有似此违犯之人，许诸人
陈告，痛行治罪，仍责赔偿。”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大正祀典”，規范民间
祭祀仪式，加强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令“凡昏淫之祠一切报罢。徽之所存唯越公及
陈将军程忠壮公二庙。改封唐越国汪公之神，命有司春秋致祭。”②这样，徽州仅
剩下汪华与忠壮公程灵洗的世忠庙为合法祠庙，享受国家的祭典。汪华在徽州诸神
中的地位也达到至高。 

 
在以后的造神过程中，民众与国家相呼应，汪华具有了双重神格，既是徽州乃至

江南六州的地域神，又是徽州汪氏的祖宗神。汪王庙从建立之初便不归汪氏所独
有．它既是徽州乃至江南六州民众祈福免灾的庙堂，也是汪氏子孙追念祖先的所
在。汪王庙构建的斥资者既有汪氏的后裔，也有地方官或他姓③。除了分布于杭州
及徽州本土的四大汪王庙之外，在徽州六邑各乡都有汪王的行祠。是为忠烈行祠。
据弘治《徽州府志》卷五《祀典·祠庙》载，徽州六邑“忠烈行祠以祀唐越国汪公
华，各乡多有之”。最著者歙县6所，休宁5所，婺源7所，祁门1所，黟县3所，绩溪
2所。在这些行祠中，歙县“衮绣乡棠樾龙山，以宋孝子鲍寿孙父子遇寇于此，有感
神应得脱．景定四年鲍氏因请立庙”。休宁万安山忠烈庙“弘治十二年庙毁，知县
翟敬命里人张用伦等处置，助僧惠端重建。”绩溪行祠“国朝弘治初里人胡永安捐
赀建。”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汪王庙还是忠烈行祠与宗族祠堂是有差别的。陈志病
的《五石脂》载：“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而以汪，程为著，支祠以数千
计．”这些数千的祠堂散布于汪氏聚居的村落。祠堂具有排他性，只归一姓一族所
有，其构建也是排外的，不可能由外姓斥资建置。而上揭各县乡的汪王庙或行祠则
是汪氏与他姓共有的。 

 
吴山汪王庙与徽州本土的汪王庙、忠烈行祠一样，都是具有地缘、血缘的双重属

性。然而，在抗战前夕的1935、1936年，《续编·宗盟》清晰地告诉我们，杭州吴
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血缘性占了主导地位．具备了宗族组织的性质。 

———————————————— 
①  杭州《郭西小志》，清刻本。 
②③  弘治《徽州府志》卷五《祀典·祠庙》，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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