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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徽州古村落极具特色。其黟县的西递村、宏村古民居，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对其进行考察，能

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探讨乡村社会与古代文化生活形态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国古村落保护和开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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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7 月 8 日至 28 日，笔者参加中央党校培训部中青班社会考查组，就安徽省古徽州地区

民间古村落的保护、开发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一、选择古徽州地区进行考察的原因 

 

近年来，随着国民文化生态意识和文物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也随着申报联合国自然和文化遗

产活动的展开，人们越来越加强了对各地现存古村镇的注目。其中，古徽州地区的古村落有其突出

特色。这不仅因为黟县的西递村、宏村古民居，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且因为当地还有着

未能引起注目但具备相同价值的众多古村落，更因为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使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

和探讨乡村社会与古代文化生活形态之间的关系。 

 

古徽州原又称新安，即今天的黄山市所辖地区。黄山市的古代文物遗存主要体现在古民居方面，

地面文物 5 千多处，其中古建筑 4，700 余处，主要是明清民居和祠堂，又有古牌坊 110 余座，可

以说在这里古街镇、古村落、古巷里比比皆是，保存比较完好的古村落大约有近百个。 

 

明清时期，由于徽商崛起，徽州拥有了很大的经济实力，成为富庶繁华地区，徽文化在此基础

上发达起来。徽州最著名的历史建树当然是徽商网络，绵延上千年、雄踞 400 载，明清时期成为与

晋商并立的两大经济力量，支配着中国的商业命脉，我国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曾有“无徽不成镇”

的说法。文化方面的概念则有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新安弈派、徽派朴学、徽派篆刻、

徽派建筑、徽派盆景、徽派刻书、徽州木雕石雕砖雕、徽州古傩戏目连戏、徽菜、徽漆、徽墨、歙

砚等。徽文化研究今天已经引起国际学界的注目和重视，据说徽学和藏学、敦煌学并列为中国地方

文化的三大显学，国际讨论会已经开过多次，世界上产生了众多的徽学专家和专著。 

徽文化的兴盛，为乡村社会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以至今天的古村落遗存里保留着众多而典

型的传统社会特征。 

 

徽州又具备相对封闭隔绝然而却秀丽神奇的自然地理环境。徽州地处皖南重峦叠嶂的群山之



中，主要以黄山为依托，周围有九华山、天目山、昱岭、白际山作为屏障。在古代条件下，这里交

通比较闭塞，社会联系相对隔绝。过去进出山走陆路翻山越岭十分艰辛，主要依靠水路沿新安江向

东南连接浙江千岛湖。这种环境条件为徽州乡村社会得以隐藏自身、躲避战乱与人祸、长期自我繁

衍保存提供了便利条件。 

 

近代以后，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徽州乡村社会走向衰败与消亡。而皖赣铁路的开通，黄山机

场的修建，黄山名胜风景旅游区的开发，以及近期内合黄高速公路的即将开通，增加了这里的喧闹。

旅游开发，使得保存了千年之久原始面貌的徽州乡村社会开始了最终的风化历程。 

 

二、徽州地区乡村社会的特征 

 

  1.历史悠久而传承性强 

徽州许多古村落的形成，都可以归结到历史上中国多次大战乱中的中原衣冠南移。史书记载，

三国时期古歙古黟地区为山越人所盘据，孙权派大将贺齐荡平之。今天定居于此地的各姓居民，大

多是此后迁自中原地区。北方的家族，为逃避战乱，举族南迁，在徽州这一僻地偏壤择地建村，聚

族而居，累世繁衍至今。常常一个村落只是一姓，“绝无一姓搀入者”。族姓许多被作为村名，如郑

村、许村、江村、黄村、方村、王村等，这些村落一般都能归源到一个始祖或迁祖。徽州有着千年

世系的村落比比皆是，所谓“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

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1随着族众繁衍，当村庄发生人口稠密、不利居住的情形之后，族人就会

在旁侧另择地点、按照房系分建它村。每一个家族都非常重视建宗立祠、修继族谱，因而往往经历

千年而谱牒不乱。这些家族由于是易地建宗，脱离了本土环境，反而有着不化的中原情结，因而其

初祖都顽固守护中原习俗，继承者则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对原有文化传统的传承。以之与中原地区今

天的情形相对照，则后者由于战乱频仍、民族杂居，村落多为杂姓，不见宗祠，少有族谱，文化习

俗变迁甚大。 

 

2.有着严格聚族而居的宗法社会结构 

为敬宗收族的需要，每个族姓都建有规模不等的各级祠堂，分为宗祠、支祠和家祠。宗祠集政

权、族权、神权于一身，放置祖宗牌位，享受祭献香火，是村中绝对权威的象征。村人历代都以宗

祠为社会中心，宗祠总是村中最豪华的建筑场所。家族中人如果出人头地，首要任务就是翻修或重

建宗祠。宗祠之外，各个分支房系还有自己的支祠，分支住户在其中处理自己房系的事务。有时一

个村庄里就有多个支祠。另外还有家祠。祠堂的普遍存在，体现了乡村社会严谨的宗法体制。祠堂

有着建立法统观念、维护村落秩序、协调族际和人际关系以及救助贫弱的功能，体现了家族对于族

属的控制和扶助，既有强硬的专制性又有充分的人文关怀。 

 

 3.天人合一、顺从自然的居住思想 

村落选址大多依山傍水，营村竖幢力求贴近自然，讲究天人关系，注重与环境的和谐，村庄被

建成“山为骨架，水为血脉”的生命有机体，或云“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



（呈坎村楹联）。呈坎村为丰山等山峦环绕，中有坎水过村。呈坎村楹联曰：“丰山拱应家声振，坎

水环流世泽长。”“形如八阵迷宫似，得天独厚少灾情。”当地村庄许多都是这样水流进村、傍路开

渠、绕户穿室、聚塘成湖，既方便日用、点缀和改善居住环境，又可防火、供应田畴用水，一举数

得。如果缺乏自然水系，居民就从远山凿渠引水。周围环境也进行生态规划，并制订严格的村规民

约，力图保持久远的生态平衡，村规中常见有禁止开山采石、滥伐林木、破坏水土的条款。黟县西

递、屏山、临溪、龙井等著名村落，都是将中国古代风水理论发挥到极致，在自然中谋求最佳生态

聚居空间的实例，充满了生机活力。 

 

  4.强调读书和明理 

徽州人以读书为要务，保留了中原衣冠的文化底蕴，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是其首要人生价值选

择。当地许多村落都建有书院，著名的如紫阳书院、环古书院、东山书院等，时而延请大家名流前

来讲学、切磋学问。徽州历史上科举入仕者众多，“一门九进士，同胞两翰林”、“父子尚书”、“弟

兄翰林”的现象多见，明清时期产生了胡宗宪、汪道昆、许国、戴震这样名重朝野、事见史传的鸿

儒硕士，近代又有陶行知、胡适等文化名人出现。家族制度要求并保障村落中每一个人都享受到良

好的教育，因而徽州一景是“山间茅屋书声响”，2 “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当地家族以文教育人，

以文化立村，颇为自负的是：“礼乐传家绳祖武，诗书继世翼孙谋”（呈坎村楹联）；“几百年人家无

非积德，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西递村楹联）而认为“三世不读书，归于小人”，3或曰“三世无

读书，三世无仕宦，三世不修谱，则为下流人。”4  

 

5.开放开拓的思维方式 

限于地理条件，徽州人口繁衍到中古时期已经是“地狭人稠”，当地俗称“八山半水半分田，

一分道路和庄园”，失去了充分延展的空间。自然资源的匮乏，迫使徽州人建立起向外拓展谋生道

路的勇气和眼光，不断地向外寻求生机。与此相适应，徽州人教育重实用，不仅对受教育者进行封

建正统文化训练，而且重视对其生存技能的培养。村人于课举子业之外，或学算学、医学，或习文

学画学厨艺，学砖木技艺，而尤重商业。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徽州人经商取得全国性成功，为家族

和村落带来最大的利益，使得他们对经商刮目相看，封建时代重儒鄙商的观念在徽州是不存在的。

西递村楹联说：“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就充分透露了这一信息。由此，

徽州人往往年少即告别家乡，出外闯荡，学习经商，遍尝人世艰辛，当地民谚因而有“前世不修，

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心酸叹语。然而，徽州人走向山外，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

历练了人世交接本领，砥砺了营商才干，获取了事业的成功，也提高了家族的自信。歙县昌溪村祠

堂楹联所谓“科第尚哉必忠孝节廉自任畿端方可无愧祖宗，读书贵矣但农工商贾各专一业便非不孝

子孙”，体现了徽州人重实用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 

 

   6.深厚的宗族观念 

徽州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不仅仅指向个人的获取事业成功，更重要的还在于获取成功之后的为宗

族和乡里造福，保证和维护村落繁荣与家族昌盛。徽州人外出做官、经商都是昌衍宗族的手段，目

的则是回归乡梓、造福里人，这使得他们在外时总是互帮互助、互牵互引、誉损并承、荣辱与共。

徽商的网络联谊行为极其突出，徽商会馆遍布长江水域，网络信息与乡梓信誉是徽商有着巨大竞争

潜能的重要原因。获利之后，徽商不是努力使之向产业资本转化，把兴趣倾注于无限的增值生息上，



却将大量钱财携归乡里，耗费于村落建设中，营建居室、祠堂、坟墓、牌坊、学校、街巷，或开渠

引水、疏浚河道，或筑路架桥、便利交通，或购置义田、大办福利赈济，或续修族谱、为族人接宗

继统。作为个人，他们博得一个乐善好施的美名，作为宗族，则由此得以休养生息。 

 

三、乡村社会遗迹的内容 

 

 1.环境文化 

 徽州“山限壤隔”，一个个家族村落避地于山重水复里，隐藏于崇山峻岭间，因而历史上少遭

战乱兵燹破坏。我们在徽州坐车行进，公路总是沿着山罅延伸，路旁一道清澈的溪流伴随，旁侧一

座座清丽的山峦掩映。山环水绕、峰回路转之间，忽然就有一片田园乐土出现在眼前。那往往是一

处山中坪坝，周围群山环绕，中间田畴碧绿，上面点缀着“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人民安居

乐业。其情其境，颇似东晋陶渊明文赋里所描述的桃花源状貌，无怪有一种说法桃花源就在徽州。

古人讲地气，山水氤氲为地气胜出的征象。徽州自然风景如画，所谓“黄山向晚盈轩翠，黟水含春

傍槛流”，5占尽地气，“有好山好水当门环抱地气盛人文自盛千秋叠出英奇”（呈坎村宗祠楹联），因

而为历史孕育了一方文明，为当代保存了一缕文脉。幽清者如黟县宏村，一汪碧水环村，清澈宜人，

为这炎炎夏日散播着沁凉。水面上有荷花片片，岸旁则杨柳拂水。远处则是群山、白云、蓝天，山

影云影和民居的倒影荡漾在水中，晃成一片波光，成为一个巧借自然的人文景观。 

 

2.牌坊文化  

 今天的徽州大地上，到处可见雄踞的石牌坊。这些石质的古代建筑物，骑路而踞，高插入云，

牢固地矗立在田野山庄间，构成一种特异的生存方式，发出强大的精神威慑力。它提示着乡村空间

为传统礼教稳固盘据，而用这种昭然的姿态告知世人，同时也警示村人。外人从村旁路过，感受到

的是村庄的赫赫声威；到外地游宦或经商的人归来，感觉到的是家族的泱泱气度。竖立牌坊的直接

或表面目的是旌表显宦、廉吏、乡贤、孝义，内在精神则是维护一种井然而不容违僭的礼仪秩序。

徽州竖立妇女节烈牌坊甚多，除了表明宋明理学的控制深入民间以外，还有着极其现实的功利目的。

由于外出游宦和经商是徽州男人的一般人生方式，留下女人长久守候家园，因此宗族需要用极其严

格的节烈观来控制妇女的精神。徽商许多在扬州经营盐业，娶回扬州女，当地称之为“扬州太”。

扬州女在繁华开放的城市长成，贞节观念相对松弛，来到徽州，徽文化立即用缜密逼仄的宗法空间

来控制和约束她们，迫其恪守妇道。节烈牌坊就在这种无言的压迫中发挥着形象震慑作用。牌坊为

皇上钦赐，荣显门庭、光宗耀祖。族人由此得沐皇风、骄傲乡里。徽州各个家族村落之间竞相竖立

牌坊，就展开了事实上的竞争，彼此以量多为胜，在结构和雕刻装饰上也竞新逐异，竞争反过来又

促进了牌坊的繁衍。歙县见于记载的牌坊有 200 多座，今存者仍有 80 多座。棠樾村原有牌坊 10
座，现存 7 座，皆为四柱三开架结构，在村头一字排开，巍峨高耸，参差排列，梁柱硕大，气势轩

昂。黟县西递村口，原来甚至立有牌坊 12 座，是一个气势更为宏大的牌坊列阵，可惜一旦毁于“文

化大革命”，现在只剩下一座“胶州刺史坊”，孤单望月，独自回忆着昔日的峥嵘。 

 

  3.祠堂文化 

 徽州村村有祠堂。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曾建有大小祠堂二十余座，今天保存下来四座。歙县



棠樾村鲍氏宗祠里还有男女祠堂各一，呈坎村罗氏宗祠里面也有一个附属女祠。棠樾人鲍象贤于明

隆庆元年（1567）所撰《西畴祠规》曰：“祠堂所以尊祖，尊祖所以敦睦。一本之义既明，亲爱之

心自起。”6明确宣示了祠堂维护宗族繁衍的社会功用。宗祠里都藏有宗谱，其准则为祠堂功能的细

化，一般包括敦孝悌、睦宗族、勤职业、慎婚娶、严继祧、重坟茔、崇祭祀等。呈坎罗氏宗祠享堂

墙壁上悬挂的 8 块字匾，赫然刻出该族的族规：一、妥神灵；二、严非族；三、戒妄婚；四、勉右

文；五、敦本业；六、勖长厚；七、警入祀；八、议综理。内容涉及到族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

对神灵祖宗的态度、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为人处事、职业道德等。违反了族规要受到处罚，处罚

方式有打板子、挖眼睛、开除出族、驱逐出村甚至处以极刑等等，严苛而血腥。族人的责任和义务

还有维护族产、兴修水利、发布赈济等。牌坊、祠堂、宗族事务，构成乡村的小社会空间，不管它

是建立在一种怎样的基础之上，客观上稳定了社会的道德秩序和行为规范。呈坎宗祠楹联因此曰：

“十四世本源深远赖前人教孝教忠俎豆常新春祭秋尝崇典制，五百年树叶繁荣愿后嗣学诗学礼簪缨

弗替左昭右穆肃成仪。” 

 

  4.屋宇文化 

 汽车从徽州丛山间狭窄的平原上驰过，到处可以看得到黑白相接的马头墙和错落有致的民居，

构成复杂而洗练的空间几何图形，那是典型的徽州民居样式。由这些民居组合成的村落空间变化而

有韵致，建筑色调朴素而淡雅，狭窄细长的街巷，一色的青石板路，路旁细渠的水淙淙流动，夹巷

而起的高墙及其上面的挑檐拱角遮蔽着、切割着天空，这些共同构成徽州民间生活观念的和现实的

世界。徽州民居建筑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屋宇和院落结合而不分，融合为一体，当地俗称“一颗印”

结构，即在四方印框里面展开布局。跨入高大的马头墙门楼，里面即是一个小天井，天井对面即厅

堂，却没有前墙和门棂隔开，就那么空敞着，对着天井，天井成为人在屋里的有机活动空间。天井

采光、散热，天井中部的方形水池又成为承接和储存雨水的地方。厅堂两旁有侧房，顶部有二楼甚

至三楼，用于住人，有木楼梯上下。四外砖墙虽高却非承重墙，因此仅一砖厚。内部还有独立的梁

架结构，通常明露在墙里面。建房程序为先起梁架，后添砖墙，砖墙拆去梁架不塌。“一颗印”结

构造成高墙深宅的感觉，外墙窗户又少而小，便于防盗阻窃，为青壮男人外出后的老人、妇女和儿

童建砌一方平安世界。房屋内部充满了砖雕、石雕、木雕镶嵌，为居室平添一派艺术氛围。最有特

点的是门罩，每家门前都在高大的平面墙壁上，按照门楼的式样建起仿木结构的飞檐斗拱，竞奇逐

异，主人的财力和气势都在门罩上显现。大的门罩，甚至模仿四柱三间五檐的牌坊建砌，远远望去，

在门墙上矗立起一座牌坊。徽州居室就这样在有限的空间内调整结构布局，并进行精心雕琢，构筑

起温馨宜人的居处环境。 

 

 5.居处文化 

 与别有特色的民居相辅相成的，是伴随传统居处生活、无处不在的大量人文创造，楹联、字

画、碑刻、木刻、古籍、牌匾等等皆为其内容。楹联文化是徽州古村落一大景观，这里几乎家家户

户都有楹联，既体现人们的人文关怀、处世哲理、生活态度，又展示书法艺术。牌匾文化是徽州另

外一大景观，当地的祠堂、社屋和高门大宅中，都有牌匾作为文化点缀。呈坎村曾有着众多的牌匾，

“文革”散落毁弃星散，近年来共搜集得 28 块。最早为元至大四年（1311）光禄大夫李孟书赠国

子监祭酒、村人罗绮的“大司成”匾，另一块是明洪武二年（1369）翰林院学士宋濂为村人罗颂、

罗愿兄弟题写的“文献”匾。著名的如明万历年间名士、书法家董其昌为罗东舒祠题写的“彝伦攸

叙”匾，清嘉庆皇帝于嘉庆十年（1805）敕赠村人罗廷梅的“七叶衍祥”匾，清道光十九年（1839）
两广总督林则徐题赠村人罗绶的“累世簪缨”匾和同年题赠罗绶、罗宏化的“观察河东”匾等。众



多的楹联和牌匾，与遍布乡民宅第的字画、经籍、古玩、饰物等，共同奠定了徽州乡村社会的文化

品位。 

 

6.营商文化  

徽商少时大都接受过正规的儒学教育，或在家乡浓郁的儒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因而崇儒尚文，

具备一定文化知识，从商之后则“贾而好儒”，少金银气，而有着鲜明的儒商气质。徽州人经商多

明义理，义理由读书得来。棠樾村人鲍元康《棠川诗会序》论及读书明义理与经商的关系曰：“夫

不读书而专意于理财，其流必归于不义；不力学而专意于俭家，其弊有至于忘亲。何者？身不修也。

读书以理财，则知取与之分；力学以治家，则知本末之序。”强调经商要知道取与之分、本末之序，

这就是徽商的境界。徽商能够做到儒商合一、先儒后商、以商助儒，经商之道以诚待人、以信接物、

以义为利、以心为质，加上肯于吃苦、管理精细、洞察“盈虚之数”、精于“进退存亡之道”，因而

才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当然，徽商的成功因素也还有借助族力、优游官场、以官保商、官商一体等

诀窍。徽商的支柱产业为盐业，其次为典当、钱庄、南北杂货、丝绸布业等，范围宽广，其日常经

营的成功还得力于经商求利的豁达态度。西递村楹联就透示出徽州人目光长远、雍容大度的气势，

如“作退一步想”，“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

亏来”等等。 

 

7.族谱、族规文化 

徽州人重视族谱，各个家族都以连续修谱为要务。朱熹说：“三世不修谱，则为不孝。”成为徽

州人的警语。徽州谱类众多，生子入添丁簿，然后有家谱、支谱、族谱、世谱、宗谱、通谱等等谱

牒。谱序严整，便于族人寻根找姓、序长幼辈分。呈坎村罗氏，唐末由江西南昌柏林村迁来，带来

排辈的“柏林世称”，亦即生子起名字的时候所遵循的世序，其歌诀云： 

 

盛世实用君，成彦伯公叔。以之懋宪光，秉兴克永福。 

亨运会时来，贤嗣序昭穆。富有本日新，德业世常禄。 

 

每一代人起名，都要取其中对应的一个字插入，作为排列世序的根据，决不紊乱，为的是“叙

彝伦修名孝第，陈俎豆登进诗书”（呈坎村楹联）。族有族产，平时用于祭祀及支持丧失劳动力的家

庭，荒年用来对族人施行赈济，家族则通过赈济规条来调节风化秩序。棠樾村鲍氏《敦本、体源二

户规条》规定，族产收获的稻谷平时用于赞助“本族鳏、寡、孤、独四穷之人”，每人根据不同情

况领取不同数额；逢灾年可以平粜给族人，但“盗买祖坟公产，盗砍荫木者”、“聚赌者”、“酗酒、

打架者”、“干犯长上、品行不端及好与人寻事争斗者”、“妇人打街骂巷、不守规法者”都不准粜。

家族通过实施族规来调节邻里关系、维护风化。 

 

8.其它民俗文化  

徽州乡村社会里还有着丰富而种类繁多的民俗文化形态，许多今天都可以划归无形文化遗产的



范畴。例如每年隆重举行的社屋祭祀、祠堂祭祀、神庙祭祀仪式，届时有着迎取神像游街和众人参

拜赶寿的热闹活动，并演出各种民间社火和民俗曲艺节目。徽州还有着古老的戏曲文化，例如傩戏、

目连戏等。徽州是目连戏的故乡，因而明嘉靖末年祁门县的郑之珍才得以根据民间演出本进行加工

整理，结为篇幅最大的传奇剧本《目连救母》，而剧本的定型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目连戏演

出活动的兴盛。明代嘉靖年间这里还产生了南戏旁支徽州腔，万历时期兴盛一时，与青阳腔（池州

调）共称为“徽池雅调”而流行全国广大地区，其遗韵保留在清代的徽戏里，而徽班的足迹遍及长

江流域和东南各省，成为今天徽剧的前身。又有皖南花鼓戏、黄梅采茶调等民间小戏盛行。 

 

四、保护状况与存在的问题 

 

通过与当地文化、文物和旅游部门座谈，向有关管理人员调查了解，以及进行实地踏勘，我们

对于徽州乡村社会的保护状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当地主管部门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保护

的无能为力方面。归纳为以下几点： 

 

 1.文物保护与开发的矛盾 

保护时常遭到开发的干扰和破坏。黄山市徽州区文化局分管文物的殷副局长说，地方旅游部门

常常和文物部门争夺文物管理权，以便于对之进行直接经济开发。双方责任和观念不同，对待文物

的态度、方法和手段就不同。文物部门通常是以保护为重，开发部门通常是以经济效益为重。前者

注重保护第一，注重文物的长远文化价值。后者注重效益第一，注重文物的现实经济开发价值。然

而，“旅游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支柱，我们则只会要钱，人家当然说话气粗。有些东西划归

了人家管理，他们愿怎么弄就怎么弄，经常损害了文物，我们也没有办法。” 

 

2.文物多头管理政令不一的矛盾 

一项文化遗产的管理，往往牵涉到多个部门，如城建、土地、旅游、文物部门等，大家各自都

行使权力，管理就乱了套。上面同样如此。比如国家文物局管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又牵涉到建设部，

申报世界遗产要报教育部，办理外交手续又要经过外交部，碰到事情不知道找谁。这个问题有普遍

性。我国目前对于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缺乏统一的管理，国家风景名胜区归建设部管辖，国家森林公

园归林业局管，国家自然保护区分属环保总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地矿局、水利总局管。

森林、土地、水域、遗产资源分属不同部门管理的情形，加上经济利益的纷争，就造成不协调的矛

盾。 

 

3.主管部门权限不够的矛盾 

随着旅游热的升温和旅游购买的膨胀，近年来拆卖古民居建筑构件的事情大量发生，窗棂、门

扇、雀替、斗拱、砖木石镶饰件都成了商业对象，在市场上大量可见。县一级主管部门既没有文物

鉴定权，又没有文物执法队伍，对于此类现象常常是看得到的管不到，管得到的看不到，眼睁睁看

着大量古民居建筑构件在文物市场上流失。 



 

4.村民住房需求增长与古民居保护的矛盾 

村落中的古民居属于私产，房屋年久失修，不利居住，而村里控制建房用地，村民就要求拆老

屋建新房。古民居每年都有被拆毁的。村民认为老房是祖宗遗产，自己有产权，可以随意处理。而

国家无力把古民居买下来，无法阻止拆除。黄山市徽州区文化局方耀进局长说，现在许多古民居风

雨飘摇，住在里面的农民就想自行改建。区里管不了，只好给他们画饼充饥，说是国家早晚要开发

利用这些古建筑，要有长远眼光，暂时做些局部维修。农民不愿意出维修费，维修了也不解决他们

现在的住房问题，但也希望日后能有发财的机会，于是在矛盾中坚持着。但这种状况坚持不了多长

时间，国家一定要尽快拿出办法。 

    

5.古建筑自然损坏严重与修缮经费严重不足的矛盾 

黟县 2000 年全县财政收入 4300 万元，可用财力仅 2900 万元，属于吃饭型财政。全县拥有三

千多幢明清古民居建筑，无力维修保护。1999 年、2000 年县里为西递村、宏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投入 600 万元，对核心保护区古民居进行修缮，对村落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已经是竭尽全力，对其

它众多古村落则无能为力了。 

 

笔者感觉到的问题有如下几点： 

 

  第一，对古村落的保护，其范围应扩大到周边整个环境和整个乡村生活形态。歙县棠樾村牌

坊群的保护范围现在止于村口大路旁，事实上应继续延伸到对面的土山上。这样，当人们登临山顶，

回身俯视牌坊群、村落和远山近水所组成的完整画面，才能够对这里的地理和文化生态环境有一个

直观的感受，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徽文化的内蕴。安徽省文物部门在黄山市徽州区潜口村选点迁建

的古民宅，仅注重了古建复原，未注意恢复其配套设施及环境。笔者在参观时注意寻找民居中与生

活相关的设施，例如厨房、厕所以及花园等，没有找到。由潜口民居出来，路旁水田里农民正在劳

作，几位男女村民把一丛丛的稻秧拔出来，在水里涮干净了，一排排地摆在一旁，等待挑秧人来挑

到大田里去，供插秧用。放眼青山绿水，一派熙熙气象。笔者曾向安徽省文物局汪副局长建议，古

民宅区在建设过程中千万别把这块农田消灭了，让它成为一个自然生态景观。笔者 1999 年到日本

歧阜一个民俗村参观，人家的环境原貌就保存得很好，有了完整的生态环境，参观才有内涵，政府

要做的只是把停留地和接待搞好。而我们现在往往忽略生态环境这一块。 

 

第二，保护政策和措施不配套，却急于开发旅游。笔者在黟县宏村就看到令人不快的事情发生。

村庄里散布着许多美术学校的学生，在对古建筑进行写生。一个女学生将涮颜料笔的水倾倒在村中

水渠中，渠水马上变成乳灰色。导游阻止她，她理直气壮地说别人都这么倒。果然，前面的渠水也

是乳灰色的，村中鸭子不识水色，仍在里面觅食嬉戏。又有几个学生在一栋大宅院门前，把擦满颜

料的五彩布甩在地上，弄得台阶石和石板路面红一片紫一片，手上的颜料又顺手擦在石门框上。笔

者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县文物部门领导，他说游人不自觉。笔者提出应该制订参观规则约束游人，同

时又要现实解决涮笔问题，例如准备一口大缸。他说该村由旅游公司开发经营，言外之意颇有权限

方面的难度。笔者再继续谈这件事，他只好吱唔了事。这么一件很容易解决的小事却又事关大局，



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 

 

第三，保护中的破坏。参观黟县宏村承志堂一间大房间时，导游介绍说这里原来是厨房，现正

在改建为旅游餐厅。在一些正式开放的厅堂里，有旅游管理人员在陈列的八仙桌上摆酒吃饭。黄山

市徽州区文化局殷副局长说，破坏文物的还包括这几年来的电视剧组。由于徽州古牌坊、古民居的

声名，引来了众多的电视剧组。他们常常是带了省委宣传部的介绍信来，信里说是重大题材项目，

要求支持。于是到处扯起电线拍片，很容易引发火灾。一次竟然在罗东舒祠架起一个火盘烧火，不

让架不行。人家来头大，说话横，我这小干部管不了。我们问：拍片大概有些经济收入吧？殷说：

免费！或给个三五百的。可是二三十人一拍一天，光门票钱一人 20 就得五六百。有一次在古建筑

墙上刷上红军标语，拍完片就走了，标语也弄不掉了，真给红军丢人。笔者说：你为什么不坚持原

则阻止他们？“坚持原则？我刚说按照文物法不能办，省里领导的电话就打来了，命令你办。”  

第四，未及保护但保护已经迫在眉睫。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可以作为代表。呈坎历史悠久，南

宋理学家朱熹曾为之题联曰：“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这是一座基本呈自然状态而未经维修保

护的村子，虽说当地政府已经在村中成立了文物管理站，并组织进行了罗东舒祠和长春社的翻修。

我们考察时，陪同说呈坎有三街 99 巷，旧有“呈坎民居甲徽州”之誉。整体感觉村落破败，又脏

又乱，到处布满了灰土。路旁水渠淤积着烂泥，发出恶臭。古老民居或几家合住，或空置而堆积柴

草杂物，一般都破败颓圮，被烟火熏得漆黑。古建筑多为砖木结构，而村民在其中堆置柴堆，点火

造饭，极易失火。村中水循环系统已经长久废弃，取水扑火困难，又无其他防火措施，时有失火烧

毁古建筑的事件发生，例如溪东街罗会鑫宅（明建）近年就为火灾焚毁。村中又有许多乱占乱建而

有碍环境的新房，夹杂于古建筑之间，都是水泥筒子，无任何美感可言，和老房子风格极不相称，

破坏了村庄的整体协调感。呈坎以往有明代建筑 36 处，1987 年还有 31 处，1991 年余 27 处，今

余 20 处（其中有七幢三层楼）。近 10 年间将明代建筑居室拆改为新式楼房的有 5 处，为庄继录宅、

谢兰花宅、罗会杰宅、罗会灿宅、罗维茂宅（均向有关部门办理了报批手续）。建国前留下来的旧

照片上显示出周围山上原有古茂森林，早已砍伐净尽。类似呈坎这样有价值而未经保护的古村落，

在徽州山区里很普遍。 

 

第五，保护只体现于具体物化对象上，无形文化形态少有人注意。对古建筑之外而与之相配套

的一整个传统生活方式，例如信仰、习俗、行为规范、文化修养、艺术情趣等内容，只有外来专家

和文化人进行个体的搜集研究，缺乏实质性的保护措施。旅游部门为旅游而开发的民俗表演，目的

单一，为经济收入服务，与保护无形文化无关，有时还造假文化，不无哗众取宠之嫌。 

 

  第六，一些地方官员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观念淡薄。有的主管领导注重的是政绩，是

上开发项目，注重的是短期经济效益，是直接收益的大小，统计数字注重的是投入产出比。很少有

人从避免超载开发、错位开发、过度开发，尽可能为后人保留文化遗迹的角度看问题。在急于开发

思路支配下，往往把文化遗产地方资本化、企业化、股份化，而向旅游开发公司出让遗产资源管理

权，承包开发。从理论上讲，文化遗产的产权归国家所有，然而这种拥有在法律上缺乏明确的排他

性，因而各级政府及部门都可以把自己视做拥有者而抢占其经济开发权，并进一步认为自己对这种

开发权有着随意处置权。 

 



通过考察，笔者提出需要进行理论探讨的问题有二： 

 

其一，关于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有些专家单纯强调文物保护，而不赞成旅游开发，认为开发会

伤及文物。其照原样保护文物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开发有利于早日开始保护行动，有利于增强保护

实力，有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保护意识，对保护文物是有效的。保护与开发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问题在于如何进行开发，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以往在这方面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要不

要开发的问题，而是如何开发的问题，如何体现“保护优先”，使文物能够得到永久利用的问题。

如果错误地把发展旅游业、带动地方经济理解为可以对文化生态进行无限止地肆意开发和索取，可

以带有掠夺性和压榨性地开发，那就等于把国家文化遗产这类公共资源变成地方和局部利益集团的

摇钱树。另外，为追求直接经济回报而对文化遗产进行过度开发，使之城市化、商业化、工业化，

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开发旅游，如果缺乏成龙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就会为一些利益驱动

者钻空子。 

 

其二，对于易地搬迁文物加以保护的看法。黄山市徽州区潜口村旁山坡上，文物部门买下一片

坡地，建为潜口民宅，陆续把周围一些古老民居移建于此。这项工程从 1982 年启动，现已在北坡

上移建了 12 座明代民居，称作“明园”。下一步计划在南坡上继续移建 10 座清代民居，称作“清

园”，预计 2003 年完工。对于这一做法，有人有不同看法，认为易地重建改变了民居的原有环境，

失去了其价值。这也是一个有两面性的问题。应该看到，许多古民居散落在村庄里保护不了，如果

不及时抢救出来就毁坏了，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是必要的。易地保护也是国际上通

行的办法，日本明治村博物馆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是，易地保护只能是应急措施，不能成为古

村落集中区域的普遍做法。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应该探索。 

 

 
 

A Survey of Old Villages of Clan Living in the Old Huizhou Area 
 

Liao Ben 

 

Abstract： The old villages of Huizhou have characteristic greatly. In Huizhou Prefecture, Xidi Village of Yi County 

and old local-style dwelling houses of Hong Village have been listed into the famous catalogue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By inspecting these villages, we not only can learn and probe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village society 

and the old cultural life to a greater degree, but also may approach the way of protecting and exploiting Chinese 

old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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