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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9月，我们组织编撰的第一套《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成功出版，在学术界和读者中产生了积极
反响，已多次重印；现在第二套《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又进入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视野，这体现了
我们对徽州古村落文化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又作出了新的努力。
    为什么我们在微州古村落文化研究方面如此着力呢？
这首先是由徽州古村落文化本身的价值所决定的。
    徽州古村落文化有哪些价值呢？
    一是徽州古村落文化具有文化人类学价值。
首先，徽州古村落的一种基本居住形态是聚族而居，宗法血缘脉络是村落的文化原点，它要求用连续
的文字形式和空间场所对宗族的社会体系进行明确表述。
徽州宗族谱牒记录了各族姓发展延续的谱系，同时还留下了数十万份的家藏文书，为揭开中国传统社
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奥秘找到了钥匙。
其次，徽州村落的发展与家族、家庭以及个人的发展息息相关，通过对徽州古村落中“家”与“家族
”的分析，对于探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勾画乡土中国农耕社会发展进化的轨迹具有
积极作用。
第三，徽州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社会，晋末、唐末、宋末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给徽州
输入了大量人口和当时发达的文化，不同族群经过不断融合最终达到相互认同，共生发展。
徽州古村落为人类不同族群间的融合和发展提供了例证。
    二是徽州古村落文化具有文化遗产价值。
古村落是民俗博物馆，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也是地域文化研究的标本。
黟县宏村古民居已有800多年历史，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有100余幢。
如“承志堂”富丽堂皇，精雕细刻；南湖书院的亭台楼阁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深具传统徽派建筑风
格；“敬修堂”、“树人堂”以及祠堂、牌坊等等，其“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
”都蕴含着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是徽州文化的历史见证，为国内古民居建筑群所罕见，为各类文化
艺术的研究人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是徽州古村落文化具有人文旅游价值。
徽州古村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保存了大量形态相近、特色鲜明的传统村落建筑，以黛瓦、粉
壁、马头墙为表现特征，以砖雕、石雕、木雕为主要装饰特色，以高院、深井、大厅为居家特点，有
着强烈的徽州文化特色，作为徽派建筑艺术典范的“古建三绝”——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更是
令人赞叹不已。
因其受徽州文化传统和优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形成独具一格的徽派建筑风格，不矫饰，不做作
，与大自然保持和谐一致，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为中外建筑大师所推崇，具有极
大的人文旅游价值。
    四是徽州古村落文化对新农村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为了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全国各地都在科学有序地进行“新农村”建设。
徽州古村落建设中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观念值得借鉴。
如宏村村落建设，既考虑取水、排污、防火、防盗的多重因素，又考虑到生活起居的方便实用，集功
能性和观赏性于一体，追求适合生存、布局合理、富有诗意的人居环境，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
徽州古村落建设中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地营造村落的做法同样值得借鉴。
徽州古村落建设崇尚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并高度重视自然生态环境，以重山水、保林木、巧用自然为
原则，村落选址大都利用天然地形，依山傍水，枕山环水，背山面水，随坡就势，其基本形式是“枕
山、环水、面屏”，因地制宜，成功实现人与自然相融。
“新农村”规划应充分尊重自然，村落建设应与自然环境相和谐；“新农村”建筑应使用地方传统建
筑符号，形成自己的建筑特色；“新农村”建设应重视村落文化培育，努力形成有利于村落健康发展
、积极向上的价值体系等。
    当然，徽州古村落的价值远不止这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徽州古村落的逐渐远去，它留给我们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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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和启迪将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刻。
    为什么我们在徽州古村落文化研究方面如此着力呢？
这又是为作为本土高校所肩负的使命所决定的。
    黄山学院作为古徽州大地唯一一所本科院校，在接受徽州地域文化影响和熏陶的同时，必须对徽州
地域文化研究有学术责任的担当。
这不但有利于扩大本土高校的文化内涵，更好地培养有用人才，而且也有利于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文化
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多年来，我们依托丰富的黄山旅游资源和生态资源，秉承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资源，强化地方特色，
打造优势品牌，为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
    我们注重徽州文化资料和研究基地建设。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投入100多万元收集徽州文书8万余份，徽州家谱近400部，成为全国收集徽州文书
最多的单位之一。
建立“汪世清特藏室”，收藏我国物理教育和物理学史研究专家、中央教科所研究员汪世清搜集、整
理、考辨徽州文化的各类图书文献资料。
先后成立徽州文化研究所、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黄山学院徽州文
书博物馆等研究基地和展示窗口。
    我们注重团队建设和学术交流。
徽州文化研究所在团队建设和平台打造方面作出了努力，聘请全国著名徽学研究专家为学术顾问和校
内外专兼职研究员，凝聚徽学研究力量，提高和加强我校徽州文化研究的水平和影响。
注重徽州文化学术交流：1986年和1991年举办戴震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8月与安徽大学徽学中心联
合承办“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11月与黄山市社科联联办第十
届中国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州文化节“中国徽州老街文化论坛”；2007年10月与黄山市文联联合承
办2007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文化节“京剧寻根之旅”——《徽商·徽班·徽文化》论坛；2008年5月与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联办“徽商论坛学术峰会暨首届区域文化研讨会”等。
    我们注重课题申报与研究成果出版：多年来，先后获得国家社科规划办、教育部、省社科规划办、
省社科院、省教育厅等众多研究课题，通过课题研究培养了学术团队，提升了科研层次，扩大了学术
影响；在成果出版方面主要有国家八五重点图书《戴震全集》(六卷)、《徽州学概论》、《徽州历代
语言学家评传》、《汪世清谈徽州文化》、《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第一套10册、安徽省高等学校十
一五规划省级教材《徽州文化十二讲》、《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前10卷、《徽州学研究》年刊(5
卷)等；《黄山学院学报》开辟“徽州文化研究”专版，从1981年至今，共发表徽州文化研究论文600
余篇，约300万字；编辑出版《徽州文化研究通讯》，并成功改版为《徽州文化研究》季刊等。
    基于我们对徽州文化研究的特别着力和关注，理所当然地要对有“徽州文化的活化石”之称的徽州
古村落文化予以格外关注。
在第一套《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和读者欢迎后，我们即开展第二套《徽州古
村落文化丛书》编撰工作。
经过近3年的努力，现在终于把它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第一套丛书选取了10个古村落，作者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徽州村落文化进行了展现：写江村偏重于宗
族文化演绎，写龙川偏重于名门望族溯源，写宏村偏重于聚族而居的风水选择，写西递偏重于徽商的
精神世界追求，写呈坎偏重于解剖乡村社区结构，写昌溪偏重于发掘儒和商两种文化的互补，写雄村
偏重于书院园林文化，写西溪南偏重于文学艺术尤其是书、画、刻帖艺术的流变，写渚口偏重于聚落
人文的发掘，写石家偏重于村落构建艺术的匠心。
第二套丛书同样选取了10个古村落，作者也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徽州村落文化进行了展现：写环砂偏
重于解开戏曲“活化石”目连戏的文化密码，写黄村偏重于探索徽州“黟山派”书画艺术的诞生和演
变，写理坑偏重于展示宋明理学之乡风土人情，写历溪偏重于揭示秀美徽州大地民俗文化厚重积淀，
写仁里偏重于梳理中国古代田园与文化的相互生成促进关系，写上庄偏重于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
文明转换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写唐模偏重于追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风情，与棠樾偏重于探究盐
商文化的形成与衰落，写万安偏重于揭示商文互济下传统科技文明的萌芽与传播，写许村偏重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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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箬岭古道繁荣辉煌的缘由。
但它们都共同揭示了徽州古村落的丰富内涵，共同体现了微州古村落文化的特有魅力。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们还将组织编撰第三套《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以更加系统地展示徽州古
村落文化的内涵和魅力，进一步扩大徽州古村落文化研究的学术影响力。
    徽州古村落以其独有的品格和魅力令我们流连忘返，《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为我们全面深入探寻
徽州古村落的内在品格和魅力提供了一把钥匙。
让我们借助这把钥匙去打开这些古村落文化大门，去获得它所蕴藏着的文化真谛吧！
    2011年3月18日于黄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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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徽州古村落以其独有的品格和魅力令我们流连忘返，《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为我们全面深入探寻徽
州古村落的内在品格和魅力提供了一把钥匙。

让我们借助这把钥匙去打开这些古村落文化大门，去获得它所蕴藏着的文化真谛吧！

《崇商尊文两相济(万安)》(作者冯剑辉)是该系列中的一本。

 《崇商尊文两相济(万安)》包括了自然与人文概况；万安徽商等几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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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自然与人文概况
  (一)横江畔的千年古镇
  (二)古城岩“寿山初旭”  
  (三)潺潺横江水悠悠高公桥
  (四)徽州先民迁居万安概况
  (五)古徽州的消防文化：万安水龙庙会
二、万安徽商
  (一)“小小休宁县大大万安街”  
  (二)明清万安徽商概况
  (三)近代万安徽商的盛衰
  (四)旧市赵氏：万安最大的徽商家族
三、万安罗盘：中国名片
  (一)指南针与罗盘
  (二)中国堪舆
  (三)徽州风水
  (四)万安罗盘
  (五)吴鲁衡老店：历经沧桑百年不衰
四、走向世界的绿茶鼻祖：万安松萝茶
  (一)徽州名山——万安松萝山
  (二)名僧创名茶
  (三)万安松萝冠绝天下
  (四)漂洋过海走向世界
  (五)再展雄风争创辉煌
五、徽州文化重镇：万安还古书院
  (一)特立独行的还古书院
  (二)一代英雄金声
  (三)从王学向朱学的转变
  (四)万安近代教育
六、万安古传说
  (一)汪华与汪王崇拜
  (二)朱元璋与徽州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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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研究徽商时，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是，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中，徽州人外出经商常常是出于生存
的需要。
徽州地处皖南丘陵，山地多，耕地少，农业生产条件差，弘治《徽州府志》称：“本府万山中，不可
舟车，田地少，户口多，土产微，贡赋薄，以取足于日用观之则富郡，一遇小灾及大役则大窘。
”因此，粮食长期不能自给，明代徽州“所出粮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给。
远自江广数千里，近自苏松常镇数百里而至，纳钞输牙，舟负费重，与所挟资准，以故江南米价，徽
独高”。
在无法有效满足起码温饱的情况下，徽州人很早就走上了外出经商谋生的道路，如明代歙县许村人许
大兴，原本“自高曾以来，累叶家食，不治商贾事，”但由于家道中落，“一日忽自念日‘予闻本富
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若耕也。
吾郡保界山谷间，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于是外出经商，“以盐笑往来淮楚间，家累巨万。
”徽州人出贾谋生，原为不得已之举，是生存的需要，而非特别具有经商的才能。
    明代中期以后，徽商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掌握全国经济命脉的最大商帮，社会地
位有所提高。
像赵廷贤经商成功后，就成了地方官员的座上宾。
然而在按“士农工商”排行地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徽商始终承担着巨大的政治经济风险，并背负着
极为沉重的舆论压力。
很多徽商由于“事末利”，在内心深处仍有相当强的自卑感以至不安全感。
明代婺源商人洪庭梅在发达后，“常以弃儒服商不克显亲扬名为恨”，甚至自叹“今庶几惟所欲为，
奚仆仆风尘坐以商贾自秽。
”明代歙县丰南商人吴存节同样感觉“商贾末业，君子所耻，耆耄贪得，先圣所戒。
”在这种自卑和不安心理的作用下，具备一定物质基础的成功的徽商，往往把下一代的教育放在非常
重要的位置上，期盼子孙后代能够“鲤鱼跳龙门”，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
一旦有机会进入仕途，取得一官半职，即可成为家族的庇护伞，大大提高家族的地位。
    徽商子弟由于家庭较常人富有，读书的条件比一般人要好得多，而且渴盼成功的徽商对子弟要求也
非常严格，像赵廷贤“课二子惟严，义方是训”，就是一种明显的例子。
因此，明清时期徽州科举发达，获得秀才、举人、进士之类的科举功名者极多。
休宁县历史上一共出过19位状元，号称“全国第一状元县”，这些状元中，徽商家庭出身的很多。
    在注意到徽商发达后极力寻求科举成功的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有限，对于数以
几十万计的徽商子弟来说，大多数人是不可能取得功名的。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一般每隔3年举行一次，徽州府试录取的秀才、各省乡试录取的举人一般不过几十
人，全国性的会试、殿试录取的进士一般在一二百人左右。
这样的数量，相对于全国众多的读书人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僧多粥少。
因此绝大多数的徽商子弟在接受教育后，仍然是以从商为主的。
明代歙县人汪道昆在《太函集》中对这种情形进行了绝妙的描述：    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
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
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择术审矣。
    旧市赵氏在经商致富成功后，就是沿着贾儒“迭相为用”的轨迹成功发展的。
赵廷贤的长子赵完璧成为秀才后，屡试不第，在赵廷贤去世后，遂肩负起家族经商之任：    王父(赵廷
贤)捐馆，先大夫(赵完璧)哀毁骨立，自真州(仪征)扶榇返里，治窀穸事毕，乃喟然曰：“人生慕禄仕
，为养耳，若累茵列鼎，事亲不逮，富贵何为？
今母在，人子宁不能奉甘旨耶？
”因绝意进取，间游江淮，累致橐中，装与先淑人，竭力早夜，事先王母施三十余年如一日。
    进人清代后，旧市赵氏在继续经商的同时，科举及第者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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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完璧长子赵时用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次子赵时腴为秀才。
赵时腴子赵吉士为顺治八年(1651)举人，赵吉士子赵景行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举人，赵吉士孙赵继抹
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
据府县志记载，旧市赵氏在清代先后出现过多名举人和进士，这个家族在历经五百余年的发展后，终
于成为赫赫有名的世家望族。
    2．一代奇人赵吉士    在旧市赵氏众多的文人学子中，赵吉士是最引人瞩目的一位。
他不仅是一位颇有政绩的治世能臣，更以众多的著述在徽州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赵吉士(1628—1706)，字天羽，又字恒夫，号寄园，入杭州商籍，为杭州府学秀才，顺治八年(1651)
中浙江举人，但此后几次会试未第，遂于康熙八年(1669)参加吏部谒选，补为山西交城县县令。
    交城地处雁北山区，地势险要，向为流民啸聚之地。
明末农民大起义时期，当地发生过饥民起义。
顺治六年(1649)，大同镇将姜壤发动反清兵变，战败被杀，有些残部逃往交城山中。
在交城山区，流民、饥民、变兵和地方土匪相互混杂，清王朝一律目之为“盗”，几次用兵皆未能制
服，成为心腹之患。
赵吉士到任后，积极着手平定交山。
他剿抚并施，多次深入交山腹地，擒拿了一大批的“盗匪”头目。
P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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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万安是徽州著名的古村镇，20多年前，我在休宁中学读书时，曾经在那里学习、生活过6年，留下了十
分美好的回忆。
万安至今尚无专门著述，因此完成本书，实现“零的突破”，对我来说实属责无旁贷。
本书最终能够成型，得益于许多热心人的相助，尤其是下列师友对我写作帮助极大：    黄山学院徽州
文化研究所吴兆民所长，对本书的总体框架和结构安排提出了许多非常宝贵的意见，并帮助修改了本
书的初稿；    休宁县地方志办公室汪顺生主任，帮助进行实地调查，走访乡里，并提供了部分资料；  
 黄山学院徽州文化资料中心俞乃华研究员，协助查找了大量资料，并提供了宝贵意见；    吴鲁衡罗经
毓记老店传人吴兆光先生，就万安罗盘的传承与特点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徽州故园网站创办人
许琦女士，就资料发掘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此，谨对上述师友的相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难免存在缺陷与不足，敬请同行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不吝赐教。
    冯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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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套“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选择了徽州区域有个性化特征和代表性的10个古村落作为考察研究对象
，对每个村落的历史渊源、个性特征、文化底蕴和历代名人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考探。
    《崇商尊文两相济(万安)》(作者冯剑辉)是该系列中的一本，共分为万安古传说；万安徽商等几部分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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