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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古村落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文化明珠。
这些古村落往往选址在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之中，既有江南村镇的“小桥流水人家”，又有皖南山区
的粉墙黛瓦、牌楼戏台；既有“山深人不知”的桃花源式的村落，又有依山就势、鳞次栉比的黄土高
原的窑洞村落。
亲历这些古村落，仿佛让人立时进入一个久远的时空，不仅仅能够让我们欣赏如画般的自然风光，而
且能够让我们体验古人的生活环境和探寻乡村的历史文化。
它像一件历尽沧桑的文物，既有着古朴而精美的外表，又承载着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
如果你仔细地倾听，它似乎还在讲述一个个优美动人的传说和故事。
我们现在所说的古村落，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祖先所生存栖息之地。
我们大约可以按其文明发育的程度，将其分为四种形态，即原生形态、自然形态、文化形态、审美形
态。
所谓原生形态是指远古先民最初的生存环境，它在古籍中被称为“聚落”，是人类群居最初脱离洞穴
时期的形态，它具有最基本的家庭和社会生存功能，因为它处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社会的发育是
不完全成熟的，所以它本身的文明发育有限，文化含量不高，更多是偏重于生存和实用的功能。
这种原生形态的古村落现在只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岩画和考古发掘的遗址中才能看到，它的价值也主
要体现在考古及人类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中。
古村落的自然形态是指古村落已经发育成形，具备了家庭及社会群体活动的绝大部分功能，并且具有
相当成熟的地域特征。
这种自然形态的古村落一般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山区多见，其最大特征是完全与地域和自然条件相
融合，完全与少数民族和山民的生活习惯相融合，较少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保存了独特的地域
色彩和民族面貌。
古村落的文化形态是指古村落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它在选址、规划、布局、建筑、装饰等方面都承载
了相当深厚的传统文化，这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经世致用的儒家文化。
由于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权力话语，特别是随着唐朝以后科举的兴旺，儒
家文化始终是古村落文化的核心。
二是建立在易经理论基础上的堪舆（风水）文化，尽管它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以现在的眼光来
看未必科学，但它毕竟也是古村落文化建设的基础。
皖南和浙东的一大批古村落正是具有这样一种文化形态。
这些古村落创始人一般都是古代的仕人和文人，他们有着儒家文化和易经文化的素养，因此在选址和
创建之初就表现了创始人的人格理想和居住理想。
在以后上千年的发展中，古村落中建有一大批能够承载儒家文化和易经文化的古建筑，村民也具有与
先民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一般具有浓厚的耕读文化传统。
古村落的审美形态是指古代仕人和文人的一种居住理想，这种理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
，表现出古代仕人和文人在出世和入世之间的一种超脱的心态，当然它与现实的生存空间是有相当距
离的，这种生存理想只存在于古代的山水诗与山水画之中。
概括起来，古村落的审美形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适合农耕和居住的优美的自然条件；二是与尘嚣隔
绝且有着天人合一的健康的生态环境；三是有着诗画一般优美的意境。
之所以称之为审美形态，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生存理想，也是古人安顿自己精神的家园。
虽然它与现实还有相当的距离，但也不失作为现代人改造居住环境的参考，特别是对探索人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如何把城市化与田园化统一起来，既能够满足人类在城市里相互沟通的便捷以及现代生活
的舒适，又能够亲近养育人类的大自然，探索人类理想的居住空间，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有些学者认为，古村落作为一种传统聚落类型，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中国古村落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生态型聚落，是中国乡土文化活
的载体，对中国古村落的研究，可以为今天的人居环境学和人居文化学提供范例。
中国古村落在选址、布局、规划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出世与归隐的人格理想、以天人合一为主题的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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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重视自然山水充满诗情画意的审美意识、长幼有序、重于沟通的宗族意识，等等，对今天的人
居文化学研究，一定会大有启迪。
李商隐诗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今天，古村落离我们的现代文明是越来越远了，但是，古村落所孕育的文化精神和人格理想却与现
代人的心灵是能够相通的。
许多古村落的创始人往往不满于现实政治的黑暗，因此希望寄情山水，避居于偏远，在青山绿水中求
得一份心灵的安宁与超脱。
我们说，这是一种生活理想，也是一种审美理想。
即使在今天，人类在物质需求越来越多地被满足的同时，我们仍然需要这种超脱的文化精神和人格理
想，需要一些宁静致远的精神境界和与亲近自然山水的心态。
大概这就是古村落为什么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欣赏的根本原因。
下面再谈一些更实际的内容，也就是如何来欣赏古村落。
上面谈到了古村落的四种类型，这就是我们欣赏古村落的示意图。
沿着这个示意图，我们可以顺着古村落的历史文化图景慢慢地品味和欣赏，这样一定比我们匆匆而来
匆匆而去收获要大。
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如何欣赏古村落，这就是像读人类文明发展史一样读古村落，像欣赏山水诗
与山水画一样欣赏古村落。
所谓像读人类文明发展史一样读古村落，是指欣赏古村落的原生形态和自然形态。
这种欣赏不完全在审美，更多地是在解读人类文明发展史。
从这些欣赏中，我们可以了解远古先民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可以了解人类聚落的最初形态和以后
的发展，也可以了解人类最初的文化萌芽，这都是一些活化石，比我们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更为生动
形象，相信我们能够从中得到许多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活的知识。
所谓像欣赏山水诗与山水画一样欣赏古村落，是指欣赏古村落的文化形态。
这主要是指皖南与浙东境内的一大批明清时期的古村落。
这些古村落的建设已经达到了古人居住理想的最高境界，其中的文化含量相当高，审美价值极其丰富
，应该说这是我们欣赏古村落的重点，也是最值得品味的地方。
在欣赏这些古村落之前，最好有一些文化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准备，比如你可以了解一些儒家文化和易
经文化，当然最好有一些山水诗和山水画方面的修养。
这样的欣赏才是一种真正的艺术欣赏，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如诗如画的自然与人文境界，体味到古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理想，体味到他们隐于山林、放浪形骸、与天合一的心态。
相信有心者一定不虚古村落之行。
本书不是研究古村落的专著，只是为读者详细地介绍古村落的方方面面。
全书各章的标题从不同方面概括了古村落的文化内涵：如儒商精神、宗族承嗣、耕读古风、隐逸境界
、易经文化、自然形态，在各个主题之下又详细地介绍了相关的古村落实例。
本书如果能够给读者欣赏古村落带来一些方便，那就达到作者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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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沛林编著的《古村落》内容介绍：这可能是一次伤感的巡阅历史的标本在身边我们同它一起老去正
在消失的中国古文明系列以恢弘的视野，高度的文明自觉，用充满情趣的文字配以精美的图片，从古
村落到古城、从古河渠到古桥、从古道到古关隘、从古民俗到古文明，带你在历史和民俗的画廊中诗
意行走。
一千多幅美图，权威考古专家的解读，展现了朝代更迭的频繁、帝王居所的繁华、百姓生存的智慧。
历史因此而变得鲜活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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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沛林，现为衡阳师范学院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居环境、旅游规划及文化景观保护。
2000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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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正在消失的中国古文明:古村落》编辑推荐：拯救消失文明国家工程，图文全纪录。
1、这不是耸人听闻！
也许你能看到，但你的子孙不一定能看到！
这是比故宫更难保护的文明记录，惊心的数字还在变大：中国有129种语言，但其中至少一半以上的活
力未被激发，而且还有二三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长城已有近三分之二被腐蚀；几乎每天都有优秀
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失传和消失；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古村落7年锐减两千个⋯⋯古城、古
村落、古桥、古道、古关隘、古河渠、古民俗，这些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华古文明，正在悄无声息地离
我们远去⋯⋯2、在风物中驻足的省思之旅，我们不能用含泪的目光与它们在凋谢之路上同行！
这是一次伤感的文明巡阅，历史的标本就在我们身边，展现了我国朝代更迭的频繁、帝王居所的繁华
、百姓生存的智慧，在现代化的咆哮中和城镇化的机器轰鸣声中，河道遭淤积、城墙被风蚀、祖屋遭
强拆、古桥被泥掩.....在把五千年文明留于书案的同时，我们又该做何感想和担当！
3、在画页上挽留的文明消失，1000余幅实拍美图，五千年文明全彩呈现，让历史不再黑白！
 全书1000多幅彩图，全景展现古老中国的古村、古城、古桥、古道古关、古民俗等风物人情。
用一册书，把五千年文明搬回家，历史因此变得鲜活而灵动。
4、经济实惠，物超所值，免费带您领略英雄凯歌的悲壮、帝王居所的繁华、百姓生活的智慧！
不足两百元，搬回华夏根。
这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浓缩了华夏文明的精粹，既可给中小学生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为
资金不足旅游的俊男靓女免费导游，同时也是规划设计人员的决策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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