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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作者在历时十五年进行乡土建筑调查的基础上按专题编写而成，文字凝练、平实，并配
有丰富的手工绘图和精美的照片，具有历史档案价值和极强的观赏性。
     本书为“乡土瑰宝系列”之一，介绍了中国乡土建筑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宗祠的性质、形制、建造、
风水，以及中国民间传统的祭祀仪式，陈志华教授在[宗法社会与宗祠]中还有对中国历史上的宗法制
度及宗祠的历史和性质的精彩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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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宗法社会与宗祠　　一、宗法制度下的宗祠　　宗祠是乡土社会里宗法制度下除了住宅之外最重
要的建筑。
宗祠的基本功能是供奉宗族祖先的神位，定时祭祀。
也就是说，它的基本功能是通过祖先崇拜，加强宗法共同体的内聚力。
所以，宗祠产生的主要前提是，在农耕时代，一处地方的一位“始迁祖”的直系后裔一代又一代地聚
居在一起，形成宗族，同时形成血缘村落。
正如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故老杂记”中描述的徽州的情况：“新安各姓，聚族而居
，绝无杂姓掺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
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
”集就集在宗祠里。
　　在农耕时代，人们相对固定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上从事生产，凡开沟洫、辟山林、整田亩、建道路
，以及保卫自己的利益和安全，都不是个别家庭所能承担的，而需要人际的合作，在合作过程中，逐
渐形成有内部结构的社会单元。
这种社会单元，最自然的是建立在血脉亲情之上的宗族。
因此，聚族而居，形成血缘村落，是农耕时代最普遍的现象。
加强宗族的内聚力，就是加强人际合作的社会单元的能量，这是人们生存并发展的最重要依靠，从而
促成了祖先崇拜，也便是血缘认同，以致《礼记·郊特牲》要特别强调一句：“万物本乎天，人本乎
祖。
”宗祠是举行祖先崇拜仪式的场所，它的重要性由此决定。
　　中国的祖先崇拜由来已久，在商代，它超过了神鬼崇拜。
不过，那时对祖先的崇拜还没有完全摆脱神鬼崇拜，敬畏有余而缺乏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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