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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自然农业的历史，中国的农民至今还占着人口的绝大多数。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农业文明。
农业文明的基础是乡村的社会生活。
在广阔的乡土社会里，以农民为主，加上小手工业者、在乡知识分子和明末清初从农村兴起的各地商
人，一起创造了像海洋般深厚瑰丽的乡土文化。
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虽然给乡土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根扎在乡上文化里。
比起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来，乡土文化是最大多数人创造的文化，为最大多数人服务。
它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因此最富有人情味。
乡上文化依赖于土地，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它不像庙堂文化、士大大文化和市井文化那样有强烈的趋
同性，它千变万化，更丰富多彩。
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至今还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宝藏，没有乡土文化的中国文化史是残缺不
全的，不研究乡土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乡土建筑是乡上生活的舞台和物质环境，它也是乡土文化最普遍存在的、信息含量最大的组成部分。
它的综合度最高，紧密联系着许多其他乡土文化要素或者甚至是它们重要的载体。
不研究乡土建筑就不能完整地认识乡土文化。
甚至可以说，乡土建筑研究是乡土文化系统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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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古代，钱塘江和闽江分别是浙江和福建境内的交通命脉，它们之间横亘着仙霞山脉。
穿过仙霞山脉而连接钱塘江和闽江的旱路，叫仙霞古道。
清初时，为应付福建和台湾军情，清廷完善了仙霞岭的驿路和驿站系统，并将驻军安插于沿途集镇。
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仙霞古道的交通状况，也带动了南浦溪航运业的发展。
南浦镇和观前村的兴起，正是以“仙霞古道加南浦溪”形成的水陆联运线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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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前言南浦镇和观前村是因水旱码头转运业而发展起来的商业性聚落。
它们都位于福建省最北部的浦城县境内，都坐落在闽江上游的南浦溪畔。
南浦镇是浦城县城的城关，观前村在财浦镇南面，两者相距约23公里。
南浦镇和观前村兴起的大背景，是“仙霞古道+南浦溪”形成的水陆联运线。
在古代，钱塘江和闽江分别是浙江和福建境内的交通命脉。
它们之间横亘着仙霞岭。
穿越仙霞岭连接闽江和钱塘江航运的陆路，是仙霞古道。
仙霞古道的南端即闽江航运的起点——浦城的南浦镇。
它的北端——浙江省江山市的清湖镇，则是钱塘江南源的航运起点。
从清湖镇到南浦镇的路程，约有120公里。
闽江上游的南浦溪由北至南贯穿浦城县境。
在南浦镇以北，流量不足以开展航运。
南浦溪流至南浦镇时，从东侧和南侧兜过南浦镇，并在镇西南方与马莲河汇合。
两溪合流，水量大增，适于船只与竹筏航行。
南浦镇由此成为集县治与水旱码头双重功能于一身的闽北重镇，也是浙闽赣三省交界地带的一个商品
交流中心。
然而，南浦溪具有显著的山区溪流特征，雨季暴涨，旱季回落。
一年当中，只有部分时段闽江船只能够到达南浦镇，其他时段只能上行至镇南下游23公里的观前村，
在那里将货物卸下，之后或转为旱路，或分批装入载重量较小的竹筏，才能上运至南浦镇。
南浦镇和观前码头，共同完成了南浦溪水路和仙霞古道旱路的转运功能。
这是仙霞古道南端与北端的最大不同之处，也是我们将“观前码头”列入研究课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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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南浦镇和观前村是闽江北源的码头，也是仙霞古道的南端点。
《观前码头（与南浦镇）》是笔者撰写的关于仙霞古道的五本书之一。
仙霞古道是一条经济文化线路，与茶马古道有些类似，但路程较短，地理位置也大不相同。
从2004年秋天算起，我们对仙霞古道的研究至今已历时三年半。
三年半的时间，对于一个研究课题来说是合适的。
然而，全中国有那么多濒临消失的乡土聚落，在等待着有人去抢救，去研究，去保护。
我们这一小队人马，如果想多抢救一些第一手的资料，多采访一些了解历史的老人，就不得不在保证
基本研究水平的前提下，把周期尽可能地压短。
从这个角度而言，在一个课题上耗时三年半，似乎又太长了。
所幸仙霞古道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对得起”我们花在它上面的心血和时间。
我们的脚步，最初是停留在一个规模很小的古瓷村——三卿口窑村，接着是到了清湖码头，然后是到
廿八都镇，再下来是峡口镇，最后到观前码头，中间还考察了沿途的关隘、庙宇、路亭以及其他相关
建筑与村镇，最终完成一个系列性的研究成果。
这个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就是读者现在看到的五本书——《仙霞古道》、《清湖码头》、《廿八都古
镇》、《峡口古镇》和《观前码头（与南浦镇）》。
①第一本《仙霞古道》是综述，其他四本各写一个重要节点。
仙霞古道上还有其他一些节点，比如江山县城城关镇和浦城县城南浦镇，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清湖或
廿八都，但由于它们的历史建筑保存得很不好，整个镇已经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新城，不适于作为一个
单独的子课题来研究了。
笔者撰写这几本书稿的时间，主要是在2005年6月至2008年5月。
每写成一本书稿，就交给陈志华先生批阅。
五本书稿，批完了改，改完了批，究竟批改了几回，已难以数清。
直到最后送交出版社之际，陈先生依然觉得有遗憾，因为关于码头和古镇的四本书写得像“志”，而
不像史。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我想，是因为书中内容仍缺乏有机联系，各章节显得零散的缘故。
必须承认，这是笔者调查和思考能力不逮的表现。
要想改善，恐怕只能寄希望于岁月的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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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观前码头》：乡土记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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