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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学术研讨的继续，围绕“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传统与地方治理”这一主题，论坛组委会先后
收到应征论文三十余篇，印发大会交流26篇，由于时间有限，仅安排了其中10篇论文的作者在大会上
做主题发言、进行集中讨论，本书将报告集中成册，供相关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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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亦可正寝，谓前堂也”，第三，“地狭则于厅事之东亦可”。
即是说祠堂既可紧连居室独立设置三间或一间，也可以在正寝或正厅之东为龛。
当然，这里朱熹指的是小宗祠，一般宗族的大宗祠、大祠堂的建造地点并非紧连居室，而是择地另建
。
而在冯尔康常建华等所著的《中国宗族史》一书中还提到了祠堂的另两种形式：墓祠和寺观立祠，由
于这两种形式的祠堂主要在宋元时期比较盛行，而到了近现代則相对较少出现，因此本文只在此稍加
着墨。
墓祠的兴盛始于汉代，流行于宋元时期，顾名思义就是在墓所建祠堂墓祭祖先。
而在佛寺道观为祖先立祠也是宋元时期祭祖风俗的一大特色，书中提到了三种方式：一是创建寺庙，
设祖先祠堂于其中，为寺观置田以养僧道和供祭祀之用，二是向已有的寺观施田，附设祠堂，三是僧
道在所属之寺观为自己的先人立祠。
在立祠地点的选择上，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说对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风水，又叫堪舆、地相，是建立在环境对建筑物群的影响的基础上，根据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
导向来为村落、墓地、民居等建筑物选址及布局的方法和原則。
晋代风水家郭璞在《葬书》中曰：“气乘生气也”，“气乘风則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
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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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村宗族与地方治理报告:跨学科的研究与对话》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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