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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曾多次到过山西，这里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令人赞叹，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山西省建设厅张海同志请我为《山西古村镇系列丛书》作个序，在这里我就历史文化遗产和古村镇保
护等有关问题谈一些粗浅的想法。
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30％以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随之出现
城市建设的高潮；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000～3000美元时，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也是多种矛盾的爆
发期，这个时期不仅可能引发各种社会矛盾，还会出现许多问题。
我国城镇化水平2003年就已经超过了40％，人均生产总值2006年已经超过了2000美元，国民经济快速
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中央又审时度势提出了“两个趋势”的
科学判断，作出了加强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的决策。
过去，我国城市的大批建筑遗存，正是在大搞城市建设中遭到毁灭性破坏。
现在，我国农村许多建筑遗产，能否在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中有效保护，正面临着严峻考验。
处理好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与古村镇保护的关系，保护祖先留下的非常宝贵、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
是历史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于建筑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人们的观念不断创新、思路逐步调整、方法正在改进，从注重官府建
筑、宗教建筑的保护，向关注平民建筑保护的转变；从注重单体建筑的保护，向关注连同建筑周边环
境保护的转变；尤其是近年来，特别关注古村镇的保护。
因为，古村镇是区域文化的“细胞”，是一个各种历史文化的综合载体，不仅拥有表现地域、历史和
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街区格局、历史环境、传统风貌等物质文化遗产，还附着居住者的衣食起居、
劳动生产、宗教礼仪、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现存有大量的古村镇，其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都是巨大的，按照英格兰的统计方法，古
村镇的价值应占到GDP的30％以上。
然而，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甚至有人认为古村镇、古建筑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这种观点对于
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进步都是极为不利的。
在快速推进的城乡建设浪潮中，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大批历史古迹被毁坏，大批古村镇被过
度改造，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严重损坏。
在这个时候提出古村镇的保护，实际上是一项带有抢救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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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山西古村镇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从师家沟古村的历史文化、村落空间格局、居住建筑、公
共建筑和装饰艺术等方面介绍师家沟古村的建筑和文化历史。
     本书内容丰富，不仅是对师家沟古村保护工作的反映，更有助于不断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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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关于师法泽发家经商的钱财，据村中第二门后人师良老人讲，还曾有一个传说。
相传闯王李自成起事兵败，退至山西，路经此地，已是末路。
为防清兵追杀，方便逃亡，遂将携带银两财宝就地掩藏，欲来日再回来取用，后身亡未归。
据记载，“李自成山海关败归，将所掠及宫中藏的银器等，熔铸成饼，每饼重约千两，共数万饼⋯⋯
自山西大道经过时，杀人太多，恐败兵之后再遇暗算，乃沿南山行走⋯⋯或曾将现银一部分遗弃”。
师法泽或有可能由此拾得遗金而完成了资本的累积。
老人们相传，村中曾有碑文记载过此事，但现已毁去，无从查找。
究竟师法泽是靠小本经营积累财富还是启用意外之财，尚不敢断言，但师家经商洽家有方却是事实。
乾隆十一年（1746年），师法泽从要氏第六代要珍处置入第一块地。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在该地建起师家沟村的第一座大院——“巩固”院。
建筑为砖券独立式锢窑，兼有少量砖木建筑，装饰精致。
师家祖辈勤俭持家，农商结合，将师家的商行探向外省，慢慢发展。
据《师氏家谱》记载，师法泽经商同时注重教育，因治家有方德高望重，被村民举为乡饮耆宾，有一
定的威望及地位。
由地契及家谱考证，乾隆十七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52～1784年），师家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力之后，
开始收购同村人的土地和房产，兴建了一个以师家为中心的住宅群落。
师法泽虽为商贾，却是耕读传家，极重视对后代的文化教育。
膝下五子，皆勤勉治学读书求仕，获监生、贡生、增生之名。
兼经商有道，才德兼备，将师氏家业发展壮大，商行票号逐渐探向外地。
师法泽五子分家后，族中人称为“新五门”。
长子师登云，字汉琰，官居正五品奉政大夫，诰赠文林郎。
次子师自省，字慎三，为从六品儒林郎。
三子师凌云，字连亭，武生。
四子师彩云，字朶秀，居修职郎，侯铨武学训导。
小子师奋云，字横岱，官议叙国子监典籍，于甲子年乡试之际始立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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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师家沟村位于临汾市汾西县东南部，西、北、东三面环山，南面坡势低缓，与小河相接，视野开阔。
小河南岸远山如黛，蜿蜒连绵，景色怡人，山水相映成画。
村中主要有师姓和要姓两大家族，其宅院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经嘉庆、道光、咸丰、
同治四朝，逐步扩建而成，共有大小院落三十余座，院落之间有暗门、巷道、窑内暗道连通。
这些窑洞院落依山就势，伏于负阴抱阳的山坡上，院中有院，窑上登楼，气势宏伟。
师家沟村的调查从2005年开始，前后持续了四五年。
在师家沟村的调查和研究中，我们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王国正、总规划师李锦生等领导对这套丛书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
。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建处处长张海同志（原村镇处处长）对本书的定位、框架提出了许多宝贵
意见和具体指导。
村镇处处长薛明耀、副处长于丽萍同志为了保证调查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协调工作
。
在2008～2010年期间，先后参加师家沟村调查的硕士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有张宁、田新林、张轩、
黄欢、赵雅、李志新、温雪莹、梁双、石伟等。
刘捷博士通阅全书，提出许多很好的修改建议。
僧念镇前任书记武建明、现任书记乔旭兵、师家沟村党支部书记要耀明、村委主任师建滨对我们的调
查研究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另外，本书的部分工作还得到北京交通大学“红果园‘双百’人才培育计划”的资助。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令人欣慰的是，2006年，“师家沟古建筑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8年，师家沟村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我们愿继续为师家沟村的保护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衷心祝愿师家沟的文化遗产留存千古，并
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师家沟古村>>

编辑推荐

《师家沟古村》：山西古村镇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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