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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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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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山西古村镇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从西黄石古村的历史文化、村落空间格局、居住建筑、装
饰艺术等方面介绍西黄石古村的建筑和文化历史。
     本书内容丰富，不仅是对西黄石古村保护工作的反映，更有助于不断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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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村西杜家武魁院厢房中有半块石匾（图1-14），匾上赫然刻着“杜绍预”三字，背面最右侧有
阴刻小楷“巡抚山西兼管提督盐政印务节制太原城守尉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勒保为”字样。
根据武魁院正房花梁文字记载可知，武魁院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而杜绍预正是这个院的主人
。
依据先前的推测，杜霞瀛生于乾隆初年，所以杜绍预极有可能是杜霞瀛的父辈。
而为杜绍预题字的勒宝又是何许人也？
在《清史稿》中有详细的叙述：“勒保，字宜轩，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大学士温福子。
由中书科笔帖式充军机章京。
乾隆三十四年，出为归化城理事同知。
坐事当褫职，高宗以温福方征金川，特原之。
授兵部主事，仍直军机处。
累迁郎中，出为江西赣南道，调安徽庐凤道。
以母忧去官，命为库伦办事章京。
四十五年，充办事大臣。
累擢兵部侍郎，仍留库伦。
五十年，内召。
未几，授山西巡抚。
五十二年，暑陕甘总督，寻实授。
五十六年，大军征廓尔喀，治西路驼马、装粮、台站，加太子太保。
一可见勒保一生身兼数职，戎马倥偬，是乾隆朝中举足轻重的一位人物。
勒宝生于乾隆三年，他和杜绍预并不同辈，而与杜霞瀛年岁相近。
于是我们可以推测，杜霞瀛利用勒宝担任山西巡抚的数年，和这位总管盐务的清朝重臣攀上了关系，
正是凭借这层关系，杜家顺利地获得了山西一带盐务生意的资格。
　　盐务生意的成功使得杜家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在杜霞瀛时期，杜家的店铺就已经由山西一直开到了河南的周口，而且沿途每六十里就设一客栈，既
做买卖，又可留宿。
在这之后，杜家的生意更是越做越红火。
鼎盛时期，其在晋城黄华街及豫北共有七十二家字号，可谓名噪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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