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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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村落作为社会群落的单元，其社会、经济变迁总是在区域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

本书试从居民点兴衰的根本动因入手，通过对同质人口集聚所产生的现象分析，总结出血缘村落及区
域文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同时。
区域文化又反过来影响区域内人群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影响区域内村落的物质、空间的形态，从而进
一步创造、丰富了同质文化的物质内涵；这种特定的文化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和生命力，它不会因为社
会的变迁而突然消失或转变为另一种文化形态。

以此为理论依据和研究的核心路线，以具体而又生动的事例和实物分析，论述了蓬溪村古村落社会、
经济变迁的动因及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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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蓬溪村就是在隐士文化所衍生的耕读文化这样的区域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
无论从宗族的繁衍、建筑空间的营造、耕读文化的氛围、宗族的管理、宗教的信仰、农耕经济一直作
为村落经济的主体等，无不反映出鲜明的隐士文化特征。
这种文化一直作为村落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表现为：（1）较强的宗族人口繁衍能力。
传宗接代意识浓厚，人口快速繁衍，人地矛盾一直相当突出；（2）建筑空间稳定，风格统一，并一
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新村的兴建；（3）世代以耕读为业，村中多乡贤土士，举止文雅，谈吐
不凡，知书达理，待人和善，重视青少年的培养，人才辈出；（4）宗族管理严密而有序，至今宗祠
保留完整，宗族活动频繁，敬宗祭祖意识浓厚；（5）宗教活动频繁，且有不断强化之势，并向商业
活动领域渗透；（6）农耕经济稳定，村落经济发展缓慢，耕地保护意识浓厚，自然环境保护良好，
原生态的环境表现出农耕文化在村落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六）这种特定的文化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和生命力，它不会因为社会的变迁而突然消失或转变为另一
种文化形态耕读文化在楠溪江流域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和生命力，他们只相信耕读传家，视工商为异类
。
历代，尽管楠溪江以外的温州市，市场繁荣，经济发达，但是，这个山区的农民却一直穷守故里，直
至改革开放开始，才慢慢从山区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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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得第一次亲临楠溪江是在2002年的国庆长假。
那时，我还在设计院工作，作为领队，我带领员工到雁荡山旅游。
旅游公司为我们安排的线路中，包含了楠溪江漂流和古村落游。
当时，对楠溪江一无所知，对楠溪江的古村落也不屑一顾，认为肯定没有兰溪诸葛八卦村好，只是听
导游说还不错，但对漂流，还是充满了期待。
第二天，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完全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
青山绿水，碧波荡漾，缓缓的流水清澈见底，宽阔的沙滩丛林簇簇，忍不住冲到溪滩，登上竹排，投
入楠溪江的怀抱。
不到一小时的漂流，很快结束，意犹未尽之时，导游催促我们去游古村落，心想，在这样的环境中，
古村落肯定不会让人失望。
目的地是芙蓉村。
当我到达芙蓉村时，第一眼，并未有像看到楠溪江那样的冲动，平缓而又稍显低矮的古建筑，简单而
又朴素的木结构，让我觉得并不气派。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想法真的很肤浅。
由于时间紧迫，一条直街，匆匆走过，只看了宗祠、书院、芙蓉亭等几个景点后，便返身出来。
走到村口，见有一书摊，看见了《楠溪江中游古村落》一书，眼睛一亮，再仔细一看，作者叫陈志华
，与自己的名字只差一字，心想这位老兄必有高见，便买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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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蓬溪村古村落社会经济变迁研究》是浙江典型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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