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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曾多次到过山西，这里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令人赞叹，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山西省建设厅张海同志请我为《山西古村镇系列丛书》作个序，在这里我就历史文化遗产和古村镇保
护等有关问题谈一些粗浅的想法。
　　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30％以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随之
出现城市建设的高潮：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000～3000美元时，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也是多种矛盾
的爆发期，这个时期不仅可能引发各种社会矛盾，还会出现许多问题。
我国城镇化水平2003年就已经超过了40％，人均生产总值2006年已经超过了2000美元，国民经济快速
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中央又审时度势提出了“两个趋势”的
科学判断，作出了加强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的决策。
过去，我国城市的大批建筑遗存，正是在大搞城市建设中遭到毁灭性破坏。
现在，我国农村许多建筑遗产，能否在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中有效保护，正面临着严峻考验。
处理好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与古村镇保护的关系，保护祖先留下的非常宝贵、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
是历史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于建筑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人们的观念不断创新、思路逐步调整、方法正在改进，从注重官
府建筑、宗教建筑的保护，向关注平民建筑保护的转变：从注重单体建筑的保护，向关注连同建筑周
边环境保护的转变；尤其是近年来，特别关注古村镇的保护。
因为，古村镇是区域文化的“细胞”，是一个各种历史文化的综合载体，不仅拥有表现地域、历史和
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街区格局、历史环境、传统风貌等物质文化遗产，还附着居住者的衣食起居、
劳动生产、宗教礼仪、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现存有大量的古村镇，其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都是巨大的，按照英格兰的统计方法，古
村镇的价值应占到GDF的30％以上。
然而，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甚至有人认为古村镇、古建筑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这种观点对于
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进步都是极为不利的。
在快速推进的城乡建设浪潮中，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大批历史古迹被毁坏，大批古村镇被过
度改造，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严重损坏。
在这个时候提出古村镇的保护，实际上是一项带有抢救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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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曾多次到过山西，这里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令人赞叹，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山西省建设厅张海同志请我为《山西古村镇系列丛书》作个序，在这里我就历史文化遗产和古村镇保
护等有关问题谈一些粗浅的想法。
　　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30％以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随之
出现城市建设的高潮：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000～3000美元时，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也是多种矛盾
的爆发期，这个时期不仅可能引发各种社会矛盾，还会出现许多问题。
我国城镇化水平2003年就已经超过了40％，人均生产总值2006年已经超过了2000美元，国民经济快速
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中央又审时度势提出了“两个趋势”的
科学判断，作出了加强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的决策。
过去，我国城市的大批建筑遗存，正是在大搞城市建设中遭到毁灭性破坏。
现在，我国农村许多建筑遗产，能否在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中有效保护，正面临着严峻考验。
处理好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与古村镇保护的关系，保护祖先留下的非常宝贵、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
是历史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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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大周村的民间信仰呈现出一种杂糅交织、闲散随性的状态。
在这里，来自印度的佛教、本土的儒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原始宗教相互交融，相互渗透，非常和谐
地共存着，这在大周村的宗教文化层次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所信仰的神祗种类繁多。
大周村所信仰的神祗大体有以下几类：（1）佛教神佛，如观音大士（供奉于观音阁）、毗卢佛（供
奉于资圣寺毗卢殿）等；（2）道教神仙，如火神（供奉于火神庙）、水神（供奉于汤王庙）；（3）
儒教先圣，如孔子（供奉于宣圣庙）；（4）民间诸神，如牛王、降雨姑姑、树神等，这类神大多从
民间传说、原始宗教里产生，如姑姑殿、牛王庙、举三庙等庙宇都供奉这这类神祗。
　　其二，大周村不仅宗教信仰对象繁多，还有不同种类的神共处一室.共同享受香火的现象。
大周村古时又称“七十二全神庙村”，远近闻名：其实，“七十二”并不是指庙宇的数量，而是指神
龛的数量，因而可能一座殿堂里共列着多种神龛。
而大周村民对此不但不反对，反而非常乐于表现这种融合的状态。
如《高平县重修三皇五帝庙记》中所记载，人根之祖司厥江河，如金口夫王此，又目前切近之口口，
尝追思而崇良也，斯庙一立者，若皇若帝若王，“熙然共列于一堂”。
“熙然”二字，足见村民对这种多元化的宗教状态欣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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