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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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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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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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园里的文化乡村(仁里)》(作者方春生、汪俊赓)是该系列中的一本。

《田园里的文化乡村(仁里)》着重从文化和教育的角度来阐述仁里文化村的历史传承，旨在宣传仁里
，扩大仁里的知名度，有利于仁里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古村落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有利于仁里社会
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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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程本海督学台湾
  (三)爱国爱乡程本钊
  (四)旅台不忘故乡情
七、古民居探文化
  (一)退省斋——书香门第
  (二)仁德堂——行善传世
  (三)忍先堂——儒医世家
  (四)洋楼——中西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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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人眼里的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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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再创文化新农村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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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上程姓的分布是北方以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省为主；南方是以安徽、浙江、江苏、广东为
主。
    迁人徽州的程姓一支源头是程婴．。
东晋大兴年间，程元潭以襄州刺史衔自山东东阿南渡，假节(代理)新安太守，有善政，得民望。
代理任满，“民爱怀之，受代清甾”，程元谭竟不得去。
事闻于晋明帝，遂赐田宅于歙县篁墩，“子孙遂以为桑梓”。
徽州程氏后人乃尊程元谭为新安始迁祖。
南北朝(梁、陈间)程氏第14世祖忠壮公灵洗(514—568)，因军功卓著，梁元帝特授灵洗为持节通直散骑
常侍，都督新安诸郡军事，授云麾将军、谯州刺史、资领新安太守，封巴丘县侯，食邑500户。
后又因捉住景军将领赵桑乾，加授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青、冀二州军事，兼任青州刺史。
归陈后，授兰陵太守。
    仁里程氏因迁人时间不同，分上、下祠堂2支，先者为上祠，后者为下祠。
    程药公仁里上祠堂始迁祖：    公讳药，一讳旭，东升其字也。
为程忠壮公18世孙。
忠壮公以射蜃起义，保障新安，其勋业彪炳史册，毋庸赘述。
曾祖淫公，值黄巢之乱，有乃祖风，亦起兵捍御，累著奇绩，授歙州都知兵马使，东密岩将，封金紫
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上柱国。
祖仲节公，诞生于东密岩寨，有膂力，善骑射，佐父出征，获胜算者，再以功授兵马先锋。
父焕公，饬内政，不事粉华，处乡里以诚信，训子侄以义方，盖谦谦君子也。
公之先世累以武显而公独弄柔翰，淹贯经史，有诗名，著述甚富。
唐光化之年，时方弱冠，有司奇其才，以秀士荐举诏授金乡县尹，莅位后兴利除害，明允果断。
吏役惮之，士民往之，其善政有令人去思者，不可殚述。
秩满，征不复起，慕陶元亮之风，折为耻。
解组后，徜徉山水间，作诗自适。
尝过绩溪县访石镜寺，游登源洞，谒司马墓，拜越国公祠，所至之处，题咏殆遍。
族之父老犹传诵之。
及经富阳桥，见山水佳胜，半城半乡，宜读宜耕，诚足以宅吾也。
隐有留恋不忍去意。
但其地未经，其名莫识，询之樵者，以程里对，公以与其姓为兆也，遂由歙(公元900年夏历八月十五
中秋日——作者注)而徙居焉。
公之为人，贵不倦勤，富不忘俭，尝阴行善事，而不欲人知，娶崔氏，贤淑内助，生三子，长令范，
次令翰，三令翅，世居程里，至今人文之盛，甲于一邑，非公之盛德，乌能有此哉。
公氏合墓于周藤坞。
    论日：“士人当读书自命时，无不以气节自励，及登仕版，而初心殆变，其显官作福作威，贪酷不
仁；其衙官，奴颜婢膝，作如许摇尾乞怜态，举平日所以贵于人者无不以身试此心，尚可问哉！
□然自远，视簪组为敝蓰，隐后惟以积善贻后人，宜保世滋大也。
孰谓显官之复无替人哉！
”(录自《程里程氏世谱卷十一》)这就是仁里上祠的始迁祖。
    千年古村仁里，粉墙矗矗，鸳瓦粼粼，村中心地最显眼的建筑当属程氏祠堂，古民居簇拥，祠堂显
得高大，宏伟庄严。
位于村上段的称上祠，即“叙伦堂”；位于村下段的称下祠，即“世忠祠”。
另外还有众多的专祠、支祠老屋。
    叙伦堂是祭祀始迁祖药公的宗祠，坐落在村上街，坐东朝西，于明朝正德己巳年间(1509)建造，祠
堂长33米，宽16米余，占地面积约530平方米。
祠堂大门前摆放8个硕大的旗杆墩，整座宗祠共三进：仪门(门厅)，享堂(正堂)和寝堂(寝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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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门门厅中间正门两侧两个边门，正门上画有彩绘门神、两侧各有一座石鼓和两蹲威武的石狮。
祠门最前面木栅门。
祠堂前有一块空场地连着街道，左上方就是“药公墓道”。
几百年来药公子孙每年清明祀祖，先在宗祠祭拜，然后浩浩荡荡沿着药公墓道去周藤墓地祀拜药公。
    1000多年来，徽州各村落都重视建造祠堂，葺修祖墓，编纂宗族谱牒。
《徽州府志·风俗》载：“吾徽有千年祖坟，千人祠宇，千丁乡村，他处无有也。
”徽州的世家大族为巩固宗族统治，十分重视谱牒的编纂。
认为“立族之本，端在修谱。
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国无史不立，族无谱不传”。
“夫谱者，收族之道，尊祖、敬宗之本也。
”从而达到巩固宗族制度和宗族统治之目的。
    仁里上祠程叙伦堂历史上多次纂修谱牒。
最早一次是宋绍圣二年(1095)程祁(字忠彦，江西景德镇人)编修了程氏世谱30卷。
其名《皖绩程里程叙伦堂世谱》(即宋都官谱)，现藏于安徽省图书馆。
据专家考证：全国总共发现宋、元谱牒23种，徽州占14种，占60％以上。
这14种宋元徽州谱牒已属凤毛麟角，极为珍贵。
程里程叙伦堂、始迁祖药公也因此传世甚远。
第二次是药公15世孙惟玩公(号竹堂)于元大德辛丑年(1301)编修了程里叙伦堂世谱称“惟玩公谱”。
以后药公18世孙积庆(号碧环)于明洪武年间编修程里程氏世谱。
明朝上祠还有两次大的重要修谱活动。
一次是药公22世孙程辂石泉公于嘉靖辛丑年(1541)主修《绩溪程里程氏叙伦堂世谱》。
随后由药公25世孙敷典于明万历壬子年(1612)续修程里叙伦堂族谱。
这两次修谱同时都修葺祠堂、药公墓。
是程里叙伦堂历史上鼎盛时期。
P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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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仁里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有人说：没有老师你可能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对我来说，没有老师我可能连名字都没有。
为什么这样说，我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年代，医药条件差，加上迷信色彩，农村生一个男孩
，为了养得活，往往取猫、狗、讨饭、和尚等怪名。
听长辈说，我从小喜欢哭，就给我取了一个“南乡佬”的乳名。
意思是说歙县南乡人，有蛮劲能吃苦，这样的小孩养得活，将来有出息。
所以我从1～7岁，就叫“南乡佬”，没有正式的名字。
记得上一年级，一个姓黄的老师征求我的意见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方春华，叫了一段时间，同学取笑
我这是一个女的名字，我又找到老师，改名方春生，此名一直沿用。
    在仁里有我孩提时代太多玩耍和搞笑记忆。
一、二年级时我属于天真活泼、聪颖好动、不甘寂寞那种，经常惹事、违纪、罚站。
在老师的心中属于既爱又烦的学生。
二年级还没有戴上红领巾加入少先队，记得有一次在石洞山“抓特务”，要我们还没有戴上红领巾的
同学当特务。
抓特务规则，只许躲在石洞山的正面，每个特务身上藏有一份考卷，哪个班级先抓到特务并把考卷先
做完为第一名，按时间如此类推。
结果我没有领会规则，躲到石洞山的反面，所有特务抓完，就是抓不到我，别的班级抓完特务在庆祝
胜利，我们二年级倒数第一，我班同学都怨恨我。
第二天早自习，班主任程干忠老师把我请上了讲台，接受全班同学的指责和批判。
虽然孩提时代的往事过去了几十年，然而深刻的搞笑记忆仿佛在昨天。
    仁里是一个文化村，文化底蕴、人文氛围深厚。
我在这里上小学、上初中。
虽然大部分时间处于“文革”动荡年代，然而重视文化教育的仁里还是有一批敬业的老师在默默地耕
耘。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1973年仁里第一届初中班23位同学中考，平均成绩名列绩溪榜首，被绩溪中学录
取9人，在全县产生了轰动。
我就是被绩溪中学录取的仁里考生9人之一，1975年绩溪中学毕业，回乡务农。
1977年恢复高考，我又是恢复高考第一届考上大学的。
大学毕业后，从事高等教育，要说我还有一点出息的话，我深深地感谢这些老师，感谢仁里文化村崇
文重教的文化氛围。
    黄山学院徽学所接受合工大出版社的约稿，编写lO本徽州古村落的书，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写仁里。
第一，我深深感激仁里文化村对我的文化熏陶和老师们的精心教育；第二，仁里村人文荟萃、人才辈
出，文化底蕴深厚，值得写，有东西写；第三，仁里现在是安徽省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正在搞古村
落旅游开发，作为从仁里走出来的学子，应该也必须为家乡新农村建设做点事。
    《田园里的文化乡村——仁里》，我着重从文化和教育的角度来阐述仁里文化村的历史传承，旨在
宣传仁里，扩大仁里的知名度，有利于仁里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古村落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有利于
仁里社会经济的发展。
本书的撰写感谢恩师汪俊赓与我合著。
同时也要感谢仁里村委会以及姚建祥、高建义、程加明、程干展、程干桐、程观信、程干美、程扶铭
、程幼珠、程思清、汪葵芳、汪笙友、郑秉秀等的大力支持和鼎力相助，在此深表敬意和谢意。
    方春生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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