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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9月，我们组织编撰的第一套《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成功出版，在学术界和读者中产生了积极
反响，已多次重印；现在第二套《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又进入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视野，这体现了
我们对徽州古村落文化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又作出了新的努力。
为什么我们在微州古村落文化研究方面如此着力呢？
这首先是由徽州古村落文化本身的价值所决定的。
徽州古村落文化有哪些价值呢？
一是徽州古村落文化具有文化人类学价值。
首先，徽州古村落的一种基本居住形态是聚族而居，宗法血缘脉络是村落的文化原点，它要求用连续
的文字形式和空间场所对宗族的社会体系进行明确表述。
徽州宗族谱牒记录了各族姓发展延续的谱系，同时还留下了数十万份的家藏文书，为揭开中国传统社
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奥秘找到了钥匙。
其次，徽州村落的发展与家族、家庭以及个人的发展息息相关，通过对徽州古村落中“家”与“家族
”的分析，对于探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勾画乡土中国农耕社会发展进化的轨迹具有
积极作用。
第三，徽州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社会，晋末、唐末、宋末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给徽州
输入了大量人口和当时发达的文化，不同族群经过不断融合最终达到相互认同，共生发展。
徽州古村落为人类不同族群间的融合和发展提供了例证。
二是徽州古村落文化具有文化遗产价值。
古村落是民俗博物馆，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也是地域文化研究的标本。
黟县宏村古民居已有800多年历史，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有100余幢。
如“承志堂”富丽堂皇，精雕细刻；南湖书院的亭台楼阁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深具传统徽派建筑风
格；“敬修堂”、“树人堂”以及祠堂、牌坊等等，其“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
”都蕴含着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是徽州文化的历史见证，为国内古民居建筑群所罕见，为各类文化
艺术的研究人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是徽州古村落文化具有人文旅游价值。
徽州古村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保存了大量形态相近、特色鲜明的传统村落建筑，以黛瓦、粉
壁、马头墙为表现特征，以砖雕、石雕、木雕为主要装饰特色，以高院、深井、大厅为居家特点，有
着强烈的徽州文化特色，作为徽派建筑艺术典范的“古建三绝”——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更是
令人赞叹不已。
因其受徽州文化传统和优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形成独具一格的徽派建筑风格，不矫饰，不做作
，与大自然保持和谐一致，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为中外建筑大师所推崇，具有极
大的人文旅游价值。
四是徽州古村落文化对新农村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为了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全国各地都在科学有序地进行“新农村”建设。
徽州古村落建设中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观念值得借鉴。
如宏村村落建设，既考虑取水、排污、防火、防盗的多重因素，又考虑到生活起居的方便实用，集功
能性和观赏性于一体，追求适合生存、布局合理、富有诗意的人居环境，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
徽州古村落建设中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地营造村落的做法同样值得借鉴。
徽州古村落建设崇尚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并高度重视自然生态环境，以重山水、保林木、巧用自然为
原则，村落选址大都利用天然地形，依山傍水，枕山环水，背山面水，随坡就势，其基本形式是“枕
山、环水、面屏”，因地制宜，成功实现人与自然相融。
“新农村”规划应充分尊重自然，村落建设应与自然环境相和谐；“新农村”建筑应使用地方传统建
筑符号，形成自己的建筑特色；“新农村”建设应重视村落文化培育，努力形成有利于村落健康发展
、积极向上的价值体系等。
当然，徽州古村落的价值远不止这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徽州古村落的逐渐远去，它留给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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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启迪将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刻。
为什么我们在徽州古村落文化研究方面如此着力呢？
这又是为作为本土高校所肩负的使命所决定的。
黄山学院作为古徽州大地唯一一所本科院校，在接受徽州地域文化影响和熏陶的同时，必须对徽州地
域文化研究有学术责任的担当。
这不但有利于扩大本土高校的文化内涵，更好地培养有用人才，而且也有利于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文化
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多年来，我们依托丰富的黄山旅游资源和生态资源，秉承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资源，强化地方特色，
打造优势品牌，为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
我们注重徽州文化资料和研究基地建设。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投入100多万元收集徽州文书8万余份，徽州家谱近400部，成为全国收集徽州文书
最多的单位之一。
建立“汪世清特藏室”，收藏我国物理教育和物理学史研究专家、中央教科所研究员汪世清搜集、整
理、考辨徽州文化的各类图书文献资料。
先后成立徽州文化研究所、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黄山学院徽州文
书博物馆等研究基地和展示窗口。
我们注重团队建设和学术交流。
徽州文化研究所在团队建设和平台打造方面作出了努力，聘请全国著名徽学研究专家为学术顾问和校
内外专兼职研究员，凝聚徽学研究力量，提高和加强我校徽州文化研究的水平和影响。
注重徽州文化学术交流：1986年和1991年举办戴震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8月与安徽大学徽学中心联
合承办“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11月与黄山市社科联联办第十
届中国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州文化节“中国徽州老街文化论坛”；2007年10月与黄山市文联联合承
办2007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文化节“京剧寻根之旅”——《徽商·徽班·徽文化》论坛；2008年5月与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联办“徽商论坛学术峰会暨首届区域文化研讨会”等。
我们注重课题申报与研究成果出版：多年来，先后获得国家社科规划办、教育部、省社科规划办、省
社科院、省教育厅等众多研究课题，通过课题研究培养了学术团队，提升了科研层次，扩大了学术影
响；在成果出版方面主要有国家八五重点图书《戴震全集》（六卷）、《徽州学概论》、《徽州历代
语言学家评传》、《汪世清谈徽州文化》、《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第一套10册、安徽省高等学校十
一五规划省级教材《徽州文化十二讲》、《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前10卷、《徽州学研究》年刊
（5卷）等；《黄山学院学报》开辟“徽州文化研究”专版，从1981年至今，共发表徽州文化研究论
文600余篇，约300万字；编辑出版《徽州文化研究通讯》，并成功改版为《徽州文化研究》季刊等。
基于我们对徽州文化研究的特别着力和关注，理所当然地要对有“徽州文化的活化石”之称的徽州古
村落文化予以格外关注。
在第一套《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和读者欢迎后，我们即开展第二套《徽州古
村落文化丛书》编撰工作。
经过近3年的努力，现在终于把它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第一套丛书选取了10个古村落，作者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徽州村落文化进行了展现：写江村偏重于宗
族文化演绎，写龙川偏重于名门望族溯源，写宏村偏重于聚族而居的风水选择，写西递偏重于徽商的
精神世界追求，写呈坎偏重于解剖乡村社区结构，写昌溪偏重于发掘儒和商两种文化的互补，写雄村
偏重于书院园林文化，写西溪南偏重于文学艺术尤其是书、画、刻帖艺术的流变，写渚口偏重于聚落
人文的发掘，写石家偏重于村落构建艺术的匠心。
第二套丛书同样选取了10个古村落，作者也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徽州村落文化进行了展现：写环砂偏
重于解开戏曲“活化石”目连戏的文化密码，写黄村偏重于探索徽州“黟山派”书画艺术的诞生和演
变，写理坑偏重于展示宋明理学之乡风土人情，写历溪偏重于揭示秀美徽州大地民俗文化厚重积淀，
写仁里偏重于梳理中国古代田园与文化的相互生成促进关系，写上庄偏重于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
文明转换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写唐模偏重于追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风情，与棠樾偏重于探究盐
商文化的形成与衰落，写万安偏重于揭示商文互济下传统科技文明的萌芽与传播，写许村偏重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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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箬岭古道繁荣辉煌的缘由。
但它们都共同揭示了徽州古村落的丰富内涵，共同体现了微州古村落文化的特有魅力。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们还将组织编撰第三套《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以更加系统地展示徽州古
村落文化的内涵和魅力，进一步扩大徽州古村落文化研究的学术影响力。
徽州古村落以其独有的品格和魅力令我们流连忘返，《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为我们全面深入探寻徽
州古村落的内在品格和魅力提供了一把钥匙。
让我们借助这把钥匙去打开这些古村落文化大门，去获得它所蕴藏着的文化真谛吧！
2011年3月18日于黄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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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徽州古村落以其独有的品格和魅力令我们流连忘返，《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为我们全面深入探寻徽
州古村落的内在品格和魅力提供了一把钥匙。

让我们借助这把钥匙去打开这些古村落文化大门，去获得它所蕴藏着的文化真谛吧！

《聚秀流芳看历溪》(作者陈琪)是该系列中的一本。

《聚秀流芳看历溪》包括了“一门显贵、瓜瓞绵长”；“乡有争竞、诉于文会”等几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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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一门显贵  瓜瓞绵长
二、名医王珙  力建“合一”
三、乡有争竞  诉于文会
四、立族之本  重在修谱
五、深山旺族  几代风流
六、纷繁世界  戏如人生
七、观风问俗  遗韵千年
八、勒石刻碑  乡规民约
九、密林深山  砍花种菇
十、青山云外  白屋烟出
十一、山川地理  故事春秋
十二、天造地设  影视基地
十三、牯牛群峰  风光绮丽
参考资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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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王世顺去世以后，其子孙为了选块吉地，专门请地理先生看了3年，才相中历溪坞口
的方家坦，择吉年吉月吉日吉时吉方建葬。
其墓地地形按着风水的说法，被称为“莲花形”。
所谓“莲花形”，就是地势比较低，容易积水，按照风水理论要求，其墓须出于地面，棺木悬空而挂
，方能发旺后人。
这座棺墓正是基于此而来，整座坟墓皆用青石板自地面上砌，由石碑、坟圈、坟堆、坟门（又称窑门
）、坟门柱、坟穴七个部分组成。
坟顶上安着一个石葫芦，大概就叫“莲子”了。
坟门的石板上刻着墓主人的墓志铭（碑文），由于时代久远，文字已经不太清晰了。
此墓一穴三棺，棺中悬吊着的便是明末显富一时的历溪“明百万”王世顺及其妻妾。
在历溪坞口的方家坦，至今还保存着一座构造独特的清雍正年间的坟墓——悬棺。
在中国历史上，为节妇烈女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事例数不胜数。
这是封建统治者的“国策”。
咸丰六年的《历溪□琊王氏宗谱》上，也有许多节妇烈女传，其中明代节妇叶清秀就是一位突出的代
表。
叶清秀是历口沙堤叶村叶汝能的第二个女儿，嫁给历溪王兴周为妻。
沙堤叶氏和历溪王氏，当时都是祁门西乡的名门望族。
清秀聪明伶俐，纯洁天真，贤惠明理。
20岁时嫁给王兴周，服侍舅舅宪宗和姑母陈氏，克孝克敬。
过了3年，生了一个儿子叫王玺，又过了两年，她丈夫王兴周生病去世。
清秀悲痛欲绝，哭死了好几回。
苏醒后心想：我也要死了，随从丈夫一起到地下，我的名节就保全了。
但是，舅姑还在世谁来服侍照顾他们，幼儿还在怀抱谁来抚养他长大成人？
我死了岂不是对不起丈夫。
于是，慢慢调养好自己的身体，在家织纱纺布，辛勤劳动，尽心侍奉舅姑二位老人。
人们见她和丈夫在世时一样，都赞扬她特别孝敬。
多年来，清秀朝夕扶持，尽心侍奉。
姑母陈氏去世后不久，舅舅宪宗又卧病不起，清秀每天在其身旁细心周到地照顾，竭尽全力诚心孝敬
。
舅舅宪宗病越来越重，他看着清秀说：“你这样孝敬我们，我们用什么来报答你呢？
”于是立下遗嘱，要分割一部分良田赠送给清秀。
清秀哭着说，服侍舅姑是我理所应当的本分，怎么能够想到要报答呢？
舅舅宪宗去世后，清秀又与叔叔相周、婶婶汪氏共同生活，相处多年从来没有闲言碎语。
婶婶汪氏去世，清秀又竭尽全力为她办理丧事，和给姑母办理丧事没有两样。
叔叔相周又生疾病，清秀千方百计为他调护，如同侍候她舅舅一样，叔叔相周感谢她的恩情，对舅舅
妻子陈文美说：“嫂嫂的恩情如天，我怎么能够忍心生活在这个世上拖累她呢？
”于是，寻了短见。
这年，清秀才30岁，无依无靠，却要当家立业。
有人想侵占她田地财产，清秀义正词严，根本不屈服人多势众。
所以，那些邪恶势力只有偃旗息鼓，清秀保卫了家业。
清秀立家有道，教子有方。
她要求儿子王玺，做人要仁义厚道。
并为他选择了同邑古朴村汪铎的女儿为妻，王玺非常服从母亲的教育和安排。
因此，清秀一家尽忠尽孝的美德，得到乡村邻里的一致好评。
清秀后来为边疆捐赠军饷而获得朝廷表彰奖励。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聚秀流芳看历溪>>

她一生为人忠孝两全，与邻里和睦，65岁时因病去世。
她的儿子王玺早年就死了，没能给母亲最后送终，让人实在是感到悲伤。
王玺为清秀留有4个子女，分别是世荣、世淳、世昌、世厚，他们都能够自立门户。
由于受清秀的影响，他们的家教一直都十分严厉，清秀的品行也一直在乡邻里传颂。
后来，王玺的女婿庠生程□，请六都武状元程昌为清秀写一篇传记。
程昌说，一个人要做到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一时容易，时间长久了就很难做到。
在平平常常的环境下容易，在不断变化动乱的处境下就困难。
像王兴周的妻子叶清秀，25岁就失去了丈夫，守寡40多年，而且屡遭不幸，一个人处理了4次丧事。
在家中不仅要抚养儿孙，而且还要抗拒外面侮辱和侵占，万分艰难。
但是，她一生忠贞不渝，像雪花那样纯洁无瑕，始终如一，实在是不容易。
这些都是清秀尽忠尽孝做到的，所以，我们才能见到她在不断变化动荡的处境下，能够有条不紊地处
理事物，并且长久坚持下去。
清秀从丈夫去世时自己要随丈夫而去，到后来扶老携幼，四次操办丧事，节孝两全，久而愈烈，处变
不渝，像这样的女子可谓是女中之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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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黄山学院徽文化研究所吴兆民先生让我写写祁门的古村落，我选择了历溪。
因为我和历溪有了近20年的交情，这交情从我在祁门县林业局开始，一直到文化局、旅游局，可以说
我目睹着历溪的发展与变迁，目睹着历溪的旅游从无到有，目睹着历溪的目连戏从山沟沟走向大都市
。
记不清哪一年，我陪同国家自然生物圈保护专家到牯牛降考察，从历溪大峡谷出来，路过历溪古树林
时，一只只白颈长尾雉鱼贯而出，它们已列入世界濒危鸟类名录T级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属我国一级保护动物。
由于栖息生境的破坏，种群数量日趋下降，数量稀少。
白颈长尾雉看到行人，咯咯地飞翔在山谷。
这精彩的画面令在场的专家们赞叹不已，从此，历溪这画面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从林业转到文化旅游，我到历溪次数就更多了。
这里不仅自然环境优美，而且民风淳朴，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
因此，我把祁门县乡村旅游的第一个点就放在历溪，那时我和村民们一起谋划旅游发展思路，描绘发
展蓝图，整治环境卫生，发行乡村旅游股票，历溪的乡村旅游曾经在当时的黄山市火了一阵子。
为了丰富历溪乡村旅游的内涵，让更多的游客体验到祁门的风土人情，同时也为了挖掘抢救即将失去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让他们恢复目连戏的演出。
我知道这里过去目连戏班子很有名气，就走访和组织村里的老人开会，共同协商成立目连戏剧团，让
他们整理排练目连戏，我还找来剧本提供给他们。
经过两三个月的排练，他们可以演三五出戏，历溪日连戏剧团成为祁门县第一个恢复目连戏演出的剧
团。
为了扩大历溪目连戏影响，我联系到中央电视台《华夏文明》栏目摄制组专门做了一期《目连古戏》
专题。
2003年春节期间，我又带着“戏曲·民俗·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9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前往历
溪考察了目连戏的演出活动。
那天虽然下着鹅毛大雪，但是，历溪村原汁原味的目连戏表演，还是赢得了中外专家学者的好评，古
老的目连戏展现在世人面前。
几年来，我把历溪目连戏先后介绍到南京、宣城、石台等地演出，目连戏也成了历溪乡村旅游的保留
节目。
历溪的发展曲曲折折，乡村旅游也好、文艺演出也好、环境整治也好，还有其他的方方面面，事情做
起来总不会一帆风顺。
我见证了这些事情的发生与发展。
比如刚开始时，游客来了有人把祠堂的大门锁了，电视台来了有人把电线剪了，村里人去世了有人说
是目连戏演坏了。
这些乡村矛盾始终贯穿在每件事务过程之中，这里面有利益分配问题、有风俗习惯问题、有宗族势力
问题，按照村民自己的说法还有环境风水问题。
也正是有了这些矛盾才还原了一个实实在在原汁原味的原生态乡村。
现在人们一说原生态就强调纯自然生态，而往往忽视了文化生态。
历溪这些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它存在的矛盾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乡村社会原生态的标本
。
我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历溪，历溪村的人大都认识我，对我也很热情。
到了历溪，随便那家，我坐下来可以吃饭，招呼一下，几位老人可以和我聊天。
他们给我讲家族历史、讲风情故事、讲山水风光、讲民俗戏曲、讲男人和女人。
他们将家中珍藏的族谱、手抄本拿出来给我们看，在这里我完成了《祁门县历溪目连戏遗存田野调查
及其研究》的学术论文、历溪民间故事的采集、民间民俗碑刻的调查、历溪村舞龙风俗考证。
可以说，历溪成了我长期考察与研究的一个古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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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牯牛降，进出历溪坞，感受大自然，探密麻石屋，寻访香菇客，历溪人给了我太多知识和帮助。
他们帮我背包、帮我做饭、帮我找水，在高山之巅冷冽的寒风之中，我们围着篝火、喝着烈酒、唱着
老歌。
当我们迷迷糊糊从晨曦中的睡袋钻出来，他们却靠在篝火旁的小树睡得正香，此时此刻我真正地感到
乡亲的质朴与伟大。
历溪的旅游开放曲曲折折已经10年了，它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倒是不温不火这个
词是它最好的诠释。
不管怎样我是忘不了历溪的，那里的山山水水和那里的父老乡亲。
在我所有知道的古村落当中，历溪是我最熟悉的。
然而，当我接受写历溪村的任务后，我又感到诚惶诚恐，生怕挂一漏万，有负于历溪。
好在我田野调查中占有不少历溪的资料，这样不至于完成不了写作的任务。
书稿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多，主要是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常常忙于事务与应酬。
于是，周末我一回祁门就要去历溪，然后再将原来一些文稿寻找出来做一些补充。
书是写成了，当然，在这里我要感谢吴兆民先生的鼓励，方任飞先生忙中抽空给书稿提出的一些建议
，同事许萍多次开车陪我到历溪采访，石嫱做了一些文字录入工作，胡祖福、陈卫国、殷亚利提供部
分照片，历溪的王道照老人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王国鑫在生活上给我提供了许多帮助，还要感谢
历溪的许许多多父老乡亲陪同我上下牯牛降采风，给我讲述那些精彩的故事。
陈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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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聚秀流芳看历溪》：“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选择了徽州区域有个性化特征和代表性的10个古村落
作为考察研究对象，对每个村落的历史渊源、个性特征、文化底蕴和历代名人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考
探。
《聚秀流芳看历溪》是该系列中的一本，共分为“天造地设 、影视基地”；“牯牛群峰、风光绮丽”
等九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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