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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飞进，男，江西九江人，1971年生。
南昌工程学院教师，副教授。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会员。
研究方向：城市规划（江西城市史、传统聚落研究）、景观设计、乡土建筑及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与设
计。
主持、参与设计二十余项。
主持、参与的课题多项，主要有：鄱阳湖水文化与水利的历史考察及内涵发掘设计（国家A级，2009
）；传播学视野下环鄱阳湖地区典型乡土聚落文化研究（江西省人文社科项目，2010）；环鄱阳湖地
区典型村镇聚落规划建设研究（省教育厅重点课题，20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村镇建设为主的
建筑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发展对策研究》。
获奖情况：从2009-2011年，指导学生参加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科技大赛，获省级二等奖和三等奖
各一项，国家级二等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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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复兴期 在清康熙、乾隆时期该村人口逐渐增长，逐渐复兴。
至20世纪70年代，流坑村人口增至近4000人，而全村仅有耕地3000亩左右。
改革开放后至1996年，该村人口为4290人，820户；截至2005年8月笔者调查，流坑村人口5000人，
约1000户。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从游动到定居，体现了古代人们对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
游动是一种谋求生存的调适方式，定居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向，而定居也意味着聚落营造的开始，体
现了聚落生成的必然。
且早期人类的定居是顺应自然，到中期则是调适自然，后期则为改造自然，因此聚落的生成、发展与
演变，大致可分为原始型、调适型和共生型三个阶段。
 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聚落。
团山村的崛起来自于一批经济上的暴发户，因而聚落体现了对文化的渴望；而流坑村则经历科举兴村
、商业兴村两个阶段，后期商人垄断了家族事务成为两者共同的本质。
 交通对两个村落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其中团山村表现在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滇越铁路的开通使聚落
的延续成为可能；而流坑村则更多是通过水路，运用宗族力量来完成资本积累。
 政治和政策的实施与变更对聚落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在团山村，张和（长房）之死牵涉到建水朱家花园，形成张家长房与建水朱家的矛盾，而朱家花园其
中两个女儿嫁给张家的其他房派，无形之中也削弱了聚落宗族力量。
对流坑村而言，历年的农民起义使该村元气大伤，这和他们代表的地主阶层分不开。
另外，团山村因明朝屯田制政策的实施而兴旺，其中20世纪50～70年代的政治运动对聚落也有较大的
影响。
同样，后者对流坑村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两村在清雍正与乾隆期都有发展，主要因为雍正期间，清政府采取“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办
法，赋役的重点由人身转移到了土地，人口的发展便日益膨胀，远远超过土地的增长。
 第六节小 结 一、区位 从地理学角度看，团山村的发展与建水县的发展紧密结合，自唐以来均可找到
其受南诏文化发展的痕迹；而从明以后则有确切的历史记载，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其深刻的影响；其集
中发展则在清末，急剧发展的经济使聚落发生较为重大的演变，经济发展成了聚落演变的关键。
其中，“经济运行机制和村民的经济生活则是影响村落构成机制的最根本的因素”。
同时，团山村本土文化也受外来法国殖民文化的冲击，在团山村建筑小品上也留下了时代的印迹。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团山村是中原文化、边陲文化圈共同作用的产物，是云南历史文化的缩影，
是建水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是具有本土特色和原生态特色的场所。
 而流坑村由于行政上属于抚州，但村落位于乌江上游，与吉州地区水系同属赣江流域，地理上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
其文化既有吉州（庐陵文化圈）的传统，又受抚州（临川文化圈）的熏陶，是庐陵文化圈与临川文化
圈共同作用的产物。
由于流坑村所在地乐安县公元前分别受吴国、越国和楚国管辖，其文化底层为吴、越、楚文化交流的
产物。
同时，该村本土文化受外来法国宗教文化的冲击，也体现在建筑中；历史上中原多次移民对该村的文
化积淀也有一定影响。
因此，不妨认为，流坑村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楚文化的交汇地，是临川文化与庐陵文化的集中体现
，是赣江流域的文化代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缩影。
“近一千年来，流坑村科举之盛、仕宦之众、爵位之崇、经商之富、建筑之全、艺术之美、家族之大
、延续之久，在吉抚二州，以至江西全省，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也是少见的，它是江西古代文明
的代表，是中国古代农村聚落文明的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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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寻与求证:云南团山村与江西流坑村传统聚落的比较研究》可供建筑学、城乡规划、历史文化遗产
的研究与保护、设计者及相关院校师生阅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探寻与求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