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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省建设厅—直对古村镇及其文化遗产的保护非常重视，从2005年开始，对全省的古村镇进行了系
统普查，根据普查的初步成果，编辑出版了《山西古村镇》一书；同年，主力了“中国古村镇保护与
发展碛口国际研讨会”，并通过了“碛口宣言”。
报请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工作的意见》，并分两批公布了71个“山西省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其中18处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为大部分古村镇制订了科学的保护规划，开展了多层次的保护工作，逐步形成了科学、合理、有效的
保护机制。
为了不断提高人们的保护意识，他们又组织编写了《山西古村镇系列丛书》，本系列丛书撷取山西有
代表性的古村镇，翔实地介绍了其历史文化、选址格局、建筑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较为丰富
。
为了完成书稿的写作，课题组多次到现场调查，在村落中居住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积累了大量第一
手资料。
通过细致的测绘图纸和生动的实物照片，可以看到他们极大的工作热情和辛勤劳动。
这套丛书不仅是对古村镇保护工作的反映，更有助于不断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让我们以此为契机，妥善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做到科学保护、有效传承、永续利用历史文化遗产
，不断开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工作的新局面。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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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历史文化　　一、小河村概况　　小河村位于山西省阳泉市郊区义井镇，清朝时隶属于
平定州，因泊水流经村落腹地而谓之“小河村”。
现存明、清、民国时期的建筑3万余平方米，有居住建筑，如石家大院、李家大院、财主院、智水仁
山院等；有庙宇建筑，如关帝庙、观音庵、神萃宫等；有祠堂建筑，如石家祠堂、李家祠堂、窦家祠
堂等；有商业建筑，如当铺、宜远兴醋坊、广货院杂货铺等。
整个村落依山而建，选址讲究。
一组组砖木结构与窑洞相结合的院落有机地分布于泊水两岸的山坡之上。
它们有着灵活的空间布局、丰富的建筑形式、精妍的雕刻工艺，又渗透着儒雅的文化气息（图1—1）
。
　　关于小河村的历史没有翔实的史料记载，何时建村也无实据可考。
村中较早的建筑是村北口的关帝庙和观音庵。
观音庵的建造年代现已不详。
关帝庙建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是在原石勒庙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
庙内尚存有石勒庙古碑一通，可惜字迹已模糊难辨，只留下了一个关于石勒射蟾的传说：　　石勒
（274～333年），羯族，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人。
319年建立后赵。
316年前后曾屯兵于小河村北山上。
当时此地山清水秀，村民生活宁静祥和。
但不知何时，村北口一水潭中出现了巨蛙，村民称其为蟾，巨蛙经常攻击人畜，村民被迫逃到村西的
桃树岭。
桃树岭一带无水源，人们得下山挑水。
每逢挑水时，村民定要成群结队，敲打锣鼓，大声吆喝，方敢下山。
屯兵于此的石勒得知此：事后，决心击毙巨蛙，为民除害。
每有空闲，石勒就到潭边寻找巨蛙。
一天，他骑马路过潭边，忽然巨蛙从潭水中跳出，向他猛扑过来，石勒稍一定神，一箭将它射死。
岭上的村民闻讯纷纷下山观看，并杀猪宰羊答谢石勒。
不久，石勒带兵离开，村民把石勒驻兵之地更名为寨垴堰，并修庙纪念。
村民也返回村中，开始重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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