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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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箬岭古道明珠(许村)》(作者许琦、徐玉基)是该系列中的一本。

 许村是歙县北部的一个徽州古村落，有着1500多年历史。

 《箬岭古道明珠(许村)》包括了老树新枝花似锦；海外贸易开先河等十一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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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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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村赋
一、双龙戏珠吉祥地
二、一村诗书育人才
三、青史留名大宅门
四、璀璨明珠辉古道
五、许姓名声振北乡
六、扶危济困行义举
七、儒商互济展奇才
八、海外贸易开先河
九、冰寒玉洁墙里门
十、远古风俗放异彩
十一、老树新枝花似锦
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箬岭古道明珠>>

章节摘录

许村自吾祖知稠公始迁篁墩来，卜居中之麓。
左文峰，‘右武岫，迎天马，倚金屏。
双溪环清，群山拱秀，碧钟黄海，脉衍练江。
由天都莲花峰东行一百里起，为箬岭，分三干。
南下几四十里，中干庄重，至中山而结祖墓；西干蜿蜒屈曲，右旋而结环里沙堤；东干龙凤飞舞，左
旋而开青山。
东西别出一支，交会于妙崖，为内庭之门户。
形若葫芦，势成二谷。
两溪汇流至此，西折南行犹有灵峦环璋，地脉既绵，水口自多重复。
东流有狮象互峙；跳石有日月交辉；丰口有龟蛇盘纠。
直行回转，折抵凤凰台雨粟庵，两大收而拥护形势，故以烟村十里，甲第联翩。
王季唐、宋、元、明及国朝(清)。
家声无替，族望新安。
因祖宗识卓于开基，亦山川之灵秀也。
    这并非仅仅是许氏子孙对祖地的敬仰溢美之词。
自古以来，国家建都、州府筑城、村落选址、人家择基，无不重视地形、资源、交通、人脉，古之所
谓“天时、地利、人和”，在居住上同出一理。
久而久之，形成了“风水”理论。
一个村庄，要有充足的水源，要有田地山林资源，要能够抵御水、旱、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才能
使村人繁衍生息。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适合人类居住”。
纵观徽州诸多村落，千百年间历尽沧桑，有的人丁繁衍，生机勃勃；有的断垣薜荔，荡然无存。
分析那些衰败的村庄，总有诸多不适合居住的因素，即“风水”不好。
    风水是古徽州村落的鲜明特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徽州人注重从文化和“天理”上去寻找住所的
长居久安。
在村落的选址上，格外注重地势、天时和风水。
房屋的朝向、村落的布局、山势的走向、水流的方位，都成为风水的重要内容。
为了求得风水宝地，做到了“无村不卜”。
精心、刻意、谨慎，使得徽州历经兴衰考验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着近乎天成的框架结构，使得徽州建
筑有着很强的概念性。
    许村先人是经过术士“卜”过才选中迁居许村(那时称任公村、防源)的，所谓“卜居中之麓”，为
此，后辈子孙特别感谢先人独具慧眼，为子孙选择了万世之基。
    许村的风水，集徽州典型村庄风水特色于一身：宏村的灵性、西递的严谨、唐模的浪漫⋯⋯在这里
都有体现，她还有着其他村庄所没有的优势。
枕山、环水、面屏的整体美感，体现出人居与自然的紧密结合，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青山绿水之中，鳞次栉比的民居与祠堂、庙宇、楼阁、牌坊、桥梁等等相映生辉，又与道路、河流、
田地、山川有机结合，与山水自然亲切拥抱，浑然天成，精妙无比，体现出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浓郁的
文化氛围，充满诗情画意，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徽州村落山水长卷美景。
    如果你登上许村最高的山峰箬岭，极目远眺，令人心旷神怡。
    北面距黄山50里。
黄山古称黟山，有36大峰，72小峰，奇异瑰丽，乃天下名山，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之美誉。
由黄山天都峰、莲花峰绵延东行，即是许村村后之箬岭。
    南面距紫阳山50里。
紫阳山在歙县城南，山虽不高，而有仙山名祠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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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父亲朱松曾在徽州府紫阳山老子祠读书，人闽后刻印章日“紫阳书堂”，并以“紫阳”名其居。
朱熹著述亦自称“新安朱熹”或“紫阳朱熹”。
朱熹死后，南宋理宗追封朱熹为太师、徽国公，亲自为本县紫阳书院题写匾额。
    西面距白岳90里，白岳即齐云山。
汤显祖诗中“多从黄白游”中的“黄白”亦指黄山、白岳，是道教名山。
齐云山群山如海，丹崖耸翠，与黄山南北相望，风景绮丽，素有“黄山白岳甲江南”之誉，因最高峰
廊崖“一石插天，与云并齐”而得名，乾隆帝称之为“天下无双胜景，江南第一名山”。
    东面距大鄣山90里。
大鄣山古称三天子都、三王山、鄣峰。
秦代此地属“鄣郡”，以山命名。
据《祥符经》记载，轩辕黄帝携容成子、浮丘公在此采药炼丹。
主峰为海拔1319米的天子墓山，巍峨雄壮，俯瞰平川。
大鄣山上开凿有徽商古道，直通浙江临安。
    许村就在这个南北50里宽、东西90里长组成的方框的中心。
村人把箬岭的主峰称为中山，并自豪地宣布：“天地而时中，皆中之得也。
非兹四势之中，实万山之中宗之自得宗。
”    明代诗人王寅曾作中山诗一首：    隐卜中山闻竹扉，春风吹老紫芝肥。
    双溪近抱山前转，日日涟漪照翠微。
    村人亦留下《中山歌并序》，他们为自己的村庄得如此的地利喜不自禁：    岳镇万山中，中山位正
位。
梁守爱行春，钓石遗芳躅。
南列紫阳山，文公阙里藏。
书屋轩帝乘，龙升北黄山。
三十六白岳，齐云端百鸟。
摸形真武宿，三天子都大。
鄣东左毓金，陵右天目万。
叠嶙峋大好，山水间四正。
端明如五岳，中结茅斋许。
乐愚可□少，室山人恬静。
福东山出兮慰苍生。
西山登兮耻周粟。
南山灿兮又何如？
成归北山兮高下墓，谁将晚狂歌兮活泼，物是人非亦渺茫，山山水水不改年年绿。
    让我们将远眺的目光移近，在这高高的箬岭上俯察许村形胜，远山近水千般艳，无限风光一望收。
    许村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庄，而是系列村庄的总称。
千年岁月悠悠，斗转星移，许村在历史的沧桑中，发展成为歙北重镇，新安名村。
    许村是徽州古村落中理想的“四神地”，符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布局，并且
基本达到“玄武(北面)垂头，朱雀(南面)翔舞，青龙(东面)蜿蜒，白虎(西面)驯俯”的理想状态。
现在我们按“枕山、环水、面屏”的自然环境要求来观察许村的地理形势。
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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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徽州的古村落，积淀了太多的文化。
一个村庄，就是一部史书，一座博物馆。
这些年徽州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村史、村志、论文、史料已是琳琅满目。
写许村，我有着很多的顾虑，不是易雷同，就是易落入俗套。
因此当许琦与我商量写许村时，我犹豫了许久。
    当我穿行在许村古老的巷弄，走进许村一座座老宅，听许村人诉说他们的骄傲，看那一页页虫蛀发
黄的史料，我受到极大的震撼。
这里的山山水水，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壮怀激烈、凄清委婉、一唱三叹的故事。
在光滑的石板路上，在倾颓的古官道前，在高深的大宅院里，在风化的石牌坊中，在斑驳的马头墙下
，原来珍藏着至今仍光彩熠熠的徽州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那些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热心公益、建设家乡、不废诵读、勇于开拓、清廉奉公等等的优秀品质光
辉思想崇高道德，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一个村庄中的具体体现。
这些，才是许村精华之所在，是写许村的意义之所在。
向世人介绍许村的发展史，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同时，一个疑问始终在我脑海中盘旋：是什么让许村延续了千年的辉煌？
    我与许琦反复讨论，写出许村的深邃内涵，突出许村历史文化名镇的精华，关键是思想性。
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许村素材，我们在反复推敲、冥思苦想之中，突然想起苏轼的诗句：“腹有诗书
气自华”(《和董传留别》)。
一个人如此，一个村也如此。
许村先人的诗中也有“锦里人称许，诗书自一村。
半窗藜火阑，比屋古风存。
”之句，许村人把他们的实践，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并且代代相传，不断丰富发展，才创造了徽州历
史上辉煌的奇迹。
这正是我们要把握写好许村的核心尺度。
    许琦和我都是徽州人，喜爱徽州文化，许琦还是地道的许村人。
我们写徽州古村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知晓村落的来龙去脉，熟悉群众
的语言风格，比较能够反映古村落的原貌。
    在谋篇布局上，打破了时间的顺序，以叙述同类事物为一篇，揭示隐含其中的思想性。
虽不按时间顺序写作，但还是依地理篇、教育篇、人文篇、人物篇、建筑篇、道德篇、商贸篇、风俗
篇的脉络来写，使之有一定规律，也更多些可读性。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力求符合历史原貌，对各类收集到的史料进行了严格的核对和考证，对涉及的
历史纪年和公元纪年、人物的生活年代和事件发生的年代都一一核实，纠正了不少材料的错讹。
对于民间传说，有的明显不符合事物规律和科学原理及历史事实，但作为村落材料的一部分，仍予以
采用，但加以说明。
虽然如此，因涉及材料浩繁，难免有遗漏和不准确之处，还望有识之士予以指正。
    感谢徽学专家张脉贤、许小丽博士为本书作序。
    感谢徽学专家陈安生先生给予指导。
    感谢许村人、歙县中学高级教师许骥先生为本书写作慷慨提供了资料。
    歙县档案馆为本书写作提供了文献资料的查阅。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柯灵权先生主编的《歙县民间文艺》一书、汪修煦先生所写《廉慎自守的
宰相许国》一文、许安斌所写《新安望族——歙北许氏》一文。
    沈磊先生、许宏烈先生、张建基先生等为本书友情提供了部分照片。
    许村镇人民政府、许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许村村委会、许村历史博物馆、许村镇文化工作站为采
访提供了便利，并为本书写作提供了部分材料。
    对本书写作给予帮助的许村村民有：许世珍、许世达、许承钧、许承涛、吕金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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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族谱参阅的有：许定波、许银生、许大定、许东林、许仕淳、许德炳、许崇德、许家骏、梅花等
。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徐玉基    己丑年荷月于歙县深山僻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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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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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箬岭古道明珠(许村)》(作者许琦、徐玉基)是该系列中的一本，共分为双龙戏珠吉祥地；许姓名声
振北乡等十一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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