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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被誉为凝固的艺术，承载着大量历史信息。
通过对古建筑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发展轨迹，更加直观地感受文脉的传
承延续，从而在彰往昭来中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有效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义乌，历史源远流长，有着灿烂悠久的建筑文化。
有人说义乌古建筑萌发于秦汉、成熟于唐宋、精饰于明清，其实并不完全，义乌古建筑的源头可大大
推前。
据考证，远在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我们的先民就能运用粘土、木材和石头等材料，构建干阑式木
结构的地面建筑，告别了穴居、巢穴生活。
由此可见，古代义乌原始建筑从产生之日起，就与吴越建筑文化关系密切，并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
的建筑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步入唐宋时期，各种形式、各具特色的建筑物大量出现，尤以寺、庙、庵、观、桥
梁、亭台、小榭、楼阁、塔幢及园林为最。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除了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的大安寺塔，还有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的古月
桥，其中列入全国文保单位的古月桥，是我国保存至今最早的折边形石拱桥。
到了明清时期，义乌建筑业日臻成熟，来自皖、赣、闽，尤其是周边县市的工匠，带来不同的建筑技
术和风格，通过交流，博采众长，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建筑艺术。
至今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其布局组合、结构形式、墙体装饰等都能融浙、徽、赣式及客家风格于
一体，尤其是黄山八面厅，是全国古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诚如《中国民居府第》一书所评价的：“
该宅砖、石、木雕俱佳，富丽而不俗艳，质朴中见俊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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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义乌市第一部保护古建筑的书籍，它承载着大量义乌城乡古建筑信息。
　　本书以600多幅精美的彩色照片，30多万简练的文字，凝聚着义乌市城建档案馆全体成员的心血。
全书分“商业市镇、古村落、古民居、名人故居、祠庙、书院、亭塔楼牌坊、桥梁、营造工艺、古建
筑的保护与发展”十个章节，每一章节都配有实景照片，力求以图说文，以文读图。
它不但以图文并茂的直观方式，清晰地展示了义乌建筑史发展的轨迹，为义乌先民的生活、社会的变
迁提供了历史见证，而且还抢救性地记录了日新月异的城市化发展中义乌光辉灿烂的古建筑文化，唤
起了人们对古建筑、古文化的保护意识，真正为渐行渐去的义乌古建筑如何发现、保护、修复、重建
、利用，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城建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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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佛堂镇佛堂是义乌著名的商业古镇，位于义乌市城南十余公里，相传佛堂因佛缘而得名。
距今1500年前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年代，天竺（古印度）僧人达摩，云游至此，正值义乌江上洪水泛
滥成灾，达摩遂投佛磬于江中，化为渡船，解救了被洪水围困的百姓。
百姓感谢达摩恩德，在此处建了“渡磬寺”，以资纪念，因渡磬寺中写有“佛光透彩传万代，堂烛生
辉照八方”的楹联，遂取“佛堂”两字作为地名。
明清时期周边五公里内曾有双林寺等七座寺庙，成为江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佛教圣地之一。
据现存最早的明万历丙申（1596年）版《义乌县志》卷一“图”上记载，那时的佛堂，在图中标记的
是义乌江边的“佛堂埠”。
据清嘉庆七年（1802年）版的《义乌县志》卷二由知县杨春畅写于乾隆廿八年（1763年）的《万善桥
》记载：“佛堂市镇，其地四方辐辏，服贾牵车，交通邻邑”。
由此可见，佛堂埠在乾隆年问已称为“市镇”。
佛堂镇位于丘陵地区，义乌江傍镇西而过，形成冲积沿江小平原，两侧依此由河谷平原至缓坡岗地，
低山丘陵地势逐渐增高。
佛堂古镇正是位于冲积沿江小平原上，周边丘陵地带与其形成群山环抱之势，石牛山、云黄山、蜀山
、八宝山与古镇和义乌江形成远山、近水、风貌古镇融合统一的整体环境格局。
古镇初建时布局形成的老街，成南北三纵（石草田沿街、直街、大文头至共和巷）、东西四横（浮桥
头、盐埠头、新码头转金宅弄到人民巷、竹园埠头到商会街）格局。
三纵街孤线交汇于正对江口老市基，整个布局型态如锚投江，大有定鼎求稳之势，如此布局正暗含“
古佛堂”楹联所提“佛堂市兴永千秋”所期冀之意。
佛堂古镇依江而立，是典型的水道集市。
源于磐安县大盘山的东阳北江、东阳南江在流入义乌后汇合成义乌江，江水自北向南流到佛堂镇后，
河床突然向西一折，江水变成自东向西流去。
因此流经佛堂镇段的义乌江，江面宽阔，水深而流速平缓，成为了一个十分适合停泊竹筏、船舶的天
然良港。
从这里用竹筏上行可直达东阳、磐安两县；下行可用载重6～8吨的木帆船，通达金华、兰溪、衢州、
建德、古徽州以及桐庐、富阳、杭州等地。
优越的浙江中部地理环境和便捷的水上交通航运，使佛堂自古以来就十分繁荣昌盛。
在1931年“浙赣线”尚未通火车之前，佛堂古镇是号称浙东四大名镇（即今日台州的路桥、松阳的古
市、义乌的佛堂、缙云的壶镇）之一的大商埠。
那时候，一切从水道上来往于金华、兰溪、衢州、徽州乃至比杭州更远地方的商品货物，都须经过这
里中转，四方辐射到东阳、浦江、永康、武义等周边邻县城乡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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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古村古镇添古韵，老街老宅留余香。
”古建筑是宝贵的古文化遗产，是先民生活、社会变迁的历史见证和文化缩影。
它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象征，但是随着历史风雨的侵蚀，不少古建筑或湮没于城市，或消失
于乡村，给人们留下的只是它们那渐行渐远的背影。
义乌市城建档案馆承担着全市建设档案的收集、保管、利用的职能工作，虽然主要是着眼于现代的城
市建设，但是，城市是一个延续发展的过程，而文化则需要积累。
城建档案记录了城乡建设的变迁，烙印了发展的足迹，是物质与精神、建设与文化的结合。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义乌建筑的历史、城市发展的历程。
我们觉得应在认真做好现代城市建设档案工作的同时，保存一份求实存真的古建筑历史档案。
为此，2005年元月，义乌市城建档案馆向义乌市科技局申请立项，并提交了《了解乌伤古建筑，创建
商城新文化》为主题的古建筑资源调研可行性报告，以展现现存的古建筑风采和特点为基本出发点。
同月，在后宅街道塘下村的方大宗祠举行古建筑资源调研课题开题仪式，义乌市建设局、科技局、教
育局、后宅街道等部门领导以及城镇职校的部分师生参加了仪式。
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义乌市城建档案馆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从事这项工作，调研
编辑人员放弃了多少个节假日，加班加点，从调查现存古建筑人手，追寻消失的古建筑踪迹，大力搜
寻老照片，精心拍摄古建筑的新照片。
走街访户，深入全市13个镇街，239个行政村，对372处古建筑通过实地考察；走访知情人士，对古建
筑的历史、建筑风格、故事传说等进行了一次全面、细致的调查记载；拍摄了一万多张照片，形成十
多万的调研文字，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古建筑档案，为以后的重建、改建、搬迁、保护等提供翔实的参
考资料。
并通过有关媒体，向社会宣传不同时期建筑的更新、变迁，了解义乌建筑的历史、城市的发展，让人
们知道义乌光辉灿烂的古文化，唤起人们保护古文化的意识。
为了更好地总结这次调研的成果，使义乌古建筑的历史得以长久地保存下去，成为义乌社会主义文化
的一部分，我们对收集的资料进行了梳理，编撰了这本具有地方性、史料性的学术专著《义乌古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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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义乌古建筑》是由上海交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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