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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衙”是各级官署的统称，浮梁县署，虽现存规制、布局、建筑主要是清代的，但自唐元和年间
（公元806—820年）迁建至今，长达l100余年。
本书介绍了浮梁县的官衙文化，并通过对它的有关内容的介绍，将视野拓宽到封建社会各级地办政区
、衙门、官制等方面知识的认识上，补充了大量史料，集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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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逢辰，江西浮梁人，1944年8月出生，大专文化。
曾任中共浮梁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对台办公室主任、浮梁县教育局局长和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局长、
政协浮梁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教育文化工作，致力于地方史和衙门文化研究，参与《浮梁县教育志》《高岭古瓷土矿遗址
保护规划》《浮梁县旅游总体规划》的编纂，在《中国文化报》《江西声屏世界》《血战东南》等报
刊上发表文章多篇。
组织和参与浮梁县衙的修缮，主编《江南第一衙》一书，在挖掘浮梁历史文化和衙门文化方面作出了
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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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风水理论认为：“吉地不可无水”，“地理之道，山水而已”。
甚至认为“未看山时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
从今日观点来看，所以注重水法，首先因为水对生态环境即所谓“地气”、“生气”至关重要。
风水学认为：“山之血脉乃为水，山之骨肉皮毛即石土草木。
”俗称“山管人丁水管财”，这是对以农为本、水为农业命脉的认识。
凡耕渔、饮用、去恶、舟楫之利以及调节小气候，莫不仰仗于水。
风水家相地重水，还出于对交通和防御的考虑。
正如《平洋全书》所说：“依山者甚多，亦须有水可通舟楫，而后可建，不然只是堡塞去处。
”相土重水是考虑防水害。
选址于河曲处，且以水流三面环绕缠护为吉，谓之“金城环抱”，如故宫的金水河、民宅前半月形风
水池，都出于此。
这一形式所以吉处，是出于基地安全。
由现代水文地理可知，河流由于地球自转形成的偏向力作用，往往向南形成河曲，北岸凸而南岸凹，
水流挟带泥沙在河曲凸岸堆积成滩，而凹岸则不断被河水淘深挖深，导致塌岸。
显然选址在河曲近岸一侧即水环三面的岸上是极为有利的。
唐时风水师裴勘选择浮梁县治基址时，正是根据以上风水理论为其标准之一。
　　把县城选在孔阜山南麓（今浮梁镇旧城），一是因其地势比原治南城的地势高，明堂又比较平展
开阔，基本可以避免经常性的水患，又有发展空间，治所有安全感。
二是昌江之水自北经东曲环至南由西南流出，对县治形成环抱之势，况且东河与昌江之水在城南交汇
，使水流缓慢，蜿蜒迂曲，荡荡悠悠，一步三顾，符合“源宜朝抱有性，去口关闭紧密”和何晓昕《
风水探源》中“凡京都府县，其基阔大，其基既阔，宜以河水辨之，河水之弯曲乃龙气之聚会也，若
隐隐与河水之明堂朝水秀峰相对者，大吉之宅也。
”等风水原则。
三是其后有孔阜山作屏蔽，符合风水宝地的西北方有环形山挡住西北风，因而“山环水抱必有气”的
风水定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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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秦灭六国，分天下为36郡，郡下设县。
此后2000多年中，全国绝大多数县级衙门多已毁坏或拆除，“浮梁县署”能够保存至今，显然是一个
奇迹。
本书通过对江南目前这唯一一座保存比较完整、全国也屈指可数的封建时代县级衙门和衙门文化的介
绍，为人们提供一些历史借鉴，从中吸取健康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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