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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自然农业的历史，中国的农民至今还占着人口的绝大多数。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农业文明。
农业文明的基础是乡村的社会生活。
在广阔的乡土社会里，以农民为主，加上小手工业者、在乡知识分子和明末清初从农村兴起的各地商
人，一起创造了像海洋般深厚瑰丽的乡土文化。
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虽然给乡土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根扎在乡土文化里。
比起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来，乡土文化是最大多数人创造的文化，为最大多数人服务。
它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因此最富有人情味。
乡土文化依赖于土地．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它不像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那样有强烈的趋
同性，它干变万化，更丰富多彩。
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至今还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宝藏，没有乡土文化的中国文化史是残缺不
全的，不研究乡土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乡土建筑是乡土生活的舞台和物质环境，它也是乡土文化最普遍存在的、信息含量最大的组成部
分。
它的综合度最高，紧密联系着许多其他乡土文化要素或者甚至是它们重要的载体。
不研究乡土建筑就不能完整地认识乡土文化。
甚至可以说，乡土建筑研究是乡土文化系统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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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峡口古镇》作为“乡土记忆丛书”之一，将为您介绍这个峡口古镇，介绍它的的兴起、商人与
店铺、手工业者、住宅、祠堂和大厅等，带您去感受这个古镇的那些乡土记忆。
从清湖码头到廿八都镇，距离约130里，其中以大半是崎岖山路。
如果靠脚力，一天之内是无法走完这段路程的，尤其是那些肩挑150斤重担的挑夫们。
那么，在这段路中间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个规模较大的集镇呢？
——答案就是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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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仙霞北麓钱江源　　峡口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仙霞古道中扮演的角色。
　　峡口位于江山南部，北距城关镇约35公里，距清湖镇约27公里，南距廿八都镇35公里。
峡口又处于江山境内西北部河谷平坂地与东南部丘陵山地的过渡地带，由峡口街往南约2．5公里，就
是仙霞六岭①中最北面的窑岭。
从清湖码头步行到峡口，需要半天多的时间。
从峡口街步行到廿八都镇，因是山路，一般需要一整天。
从清湖到廿八都的路途中，峡口是行人不得不停留的一个地方。
古时的挑夫和旅客们，常在进入币霞岭山路前，投宿于峡口，待次日一早，登上崎岖的山道，去往仙
霞关南面的廿八都镇。
从南面而来者，在走过一天的山路后，也常在峡口住宿，第二天再到清湖码头，循钱塘江而下。
　　峡口同时也是钱塘江南源——江山港②的中游和上游的分界点。
江山港在峡口以上，称为大峦口溪，它由东南至西北，贯穿峡口镇区。
在镇区的西侧，由南向北流淌的三卿口溪，汇人大峦口溪。
在此交汇点以下，一直到清湖码头，是江山港的中游。
这段水流长33公里，在农历上半年的丰水期，可通行竹木筏和小划船，峡口因此具有季节性的水运功
能。
供竹木筏和小船停靠的码头有两个，分别在镇区东南端的周王庙前和镇区中间的天成行巷东头。
周王庙前的码头，主要供毛竹、木材、桐油等下行货物的装载。
天成行巷的码头，主要供南货、布匹、盐、土纸等上行货物的装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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