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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
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
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
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
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
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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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贯穿于浙江永嘉县境的楠溪江流域是个难得的独立文化圈，至今仍然有30多个古村落较为完整地保留
着历史风貌。
从2007年开始，我们陆续对这些古村落开展研究，《溪口古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在查阅和研读了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溪口古村落的起源、村落选址与规划、空间布局、
建筑特色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证和描述。
同时以有关历史文献、宗谱和散落民间的契约文书为依据，对溪口古村落的土地制演变、农业经济发
展与变迁、宗族社会和耕读文化的演化等进行了分类研究。
并对溪口古村落的古建筑和景观的保护开发价值与策略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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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位姓李的得道风水高人在路过溪口码头时，见“水口”两岸各有一小屿突出，形似两只神龟相
向卧于“水口”两岸，一时拍手称奇，认为这里是一个难得的风水宝地，并留下了“双龟在水口，富
贵岁代有”的点评。
另外，溪水两岸的滩坡，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湍急溪水的不断冲刷，逐渐在此形成一块冲积平原（山间
盆地），为这里的农业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
于是，溪口古先民们面向溪水，沿山坡而居。
这种背靠山峦、面向溪水的形势，正是堪舆理论的“形势宗”所追求的一种“天地之势”。
溪口古村落冈阜起伏，溪水环抱，干湿相宜，是一个符合古代风水观念，适宜人类居住的“风水宝地
”，溪口古村落的戴氏祖先正是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才定居于此，垦殖繁衍。
这一切也让溪口戴氏后人深为其祖先的慧眼而倍感骄傲和自豪。
　　2。
溪口古村落选址特点.村落选址中的理想模式是多种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
其中，不仅包含自然条件、传统宗法观念和文化习俗上的要求，而且也包括对于社会、经济、防御、
生产及地域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
纵观溪口古村落的地形、地貌可以发现。
溪口古村落先民在村址选址过程中有如下五个方面的特点，即“五个选择”。
　　（1）注重人居环境的选择　　中国古代先民对人居环境的选择，主要是在人们对传统的风水理
论、宗法制度、人伦观念和民俗意识的感知和把握的基点上，是综合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
形成的对地形、方向、区位以及布局分析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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