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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广德风物》是由广德县政协主办,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搜

集整理、编纂出版的一部有关广德民居、民风、民俗文化及广德物

产为内容的综合性文史资料。在国内外公开发行。
二、本书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在编写与征集过程中:力求全面、系统、客观、真实性地搜集

整理广德自古以来发展轨迹、社会沿袭过程;翔实记载广德地域文

化、民俗风情、人文景观及自然风貌。同时也特别注重广德县近年

来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
三、本书在征集过程中,除了少数篇幅为近新采写之外,着重

转载了近年来县政协为《宣城古桥》《宣城风物》等,组织搜集整理

的广德县域内的民居、民风、民俗及民间文化艺术类的文史资料。
这些资料在征集中,尤为强调具有地域特色,社会衍变过程。力求

注重资料的真实性、逻辑性、史鉴性、娱乐性和可读性。文字力求

简练、用词准确、排版规范、通俗易懂。
四、本书按分类编辑法,规范结构编排,在征集的稿件中先后

设立历史探幽、史料丛缀、历史人物、民俗风情、民间艺术、广德特

产、竹乡随笔等十四个类别。98件文字稿,约34万字。为便于核

查,每篇文章后均有署名。
五、本书的编纂出版,得到全县各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

支持,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疏

漏、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谅解,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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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快文化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及配套政策措施,正式拉开了加快建

设文化强省的大幕,广德建设文化强县的春天已然来临。县政协

积极顺应形势,将推动文化发展作为2012年度研究的重点课题,
广泛征集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历时半年时间,
编撰完成《广德风物》,今天正式出版发行了。

广德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地方,置县于东汉建安初

年,迄今已有1800余年历史,先后归属吴、越、楚国。宋代词人何

大圭、清末名臣张光藻、著名地质学家许杰等都出生于此;李白、苏
轼、范仲淹等众多名人大家,曾在这片土地上抒写了人间绝美的诗

句,明太祖朱元璋曾赞誉广德“灵秀甲东南”。广德还是一个移民

大县,90%以上属外来移民,受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和徽文化的多

重熏陶,铸就了广德人民勤劳淳朴、热情开放的性格。
广德是一个环境秀美、物产丰饶的地方,地处神秘的北纬30度

线上,是中国生态环境最为优美的地区之一,到处洋溢着典型的亚

热带风情。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宜人,优良的自然生态,孕育了繁多

的各类物产,是国家命名的“中国竹子之乡”“中国板栗之乡”。
当前,党中央已将文化建设提升至战略高度,对县域文化发展

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这个新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

思想,扩大开放,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定支

撑。而要进一步开放开发,首先就要全面介绍广德,大力宣传广

德,让更多的人了解广德,认识广德,进而关心、支持并积极投身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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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开发和建设事业。
《广德风物》是一部介绍广德民居、民风、民俗、物产及历史文

化的综合读本,系统地介绍了广德社会的历史文化。可以说,这部

书是了解广德的资料汇集,是认识广德的辅助工具。它的正式出

版,是广德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更是广德经济建设的一件喜事,
对于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过去、认识广德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

历史文化的记录和传承,非一时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的、抛弃

功利的潜心研究。我相信,这部书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
将会在广德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希望更多

的有识之士投身到广德历史文化的挖掘和研究中来,共同推动广

德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为推进广德科学发展、率先崛起作出积极

贡献。

县政协主席 周凤月

2012年9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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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德历史文化的探源与传承

进入21世纪以来,广德社会和经济都已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而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就显得有些滞后。广德的一些有

识之士,在挖掘和弘扬广德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打造“七善

之城”这个具有浓郁文化底蕴的城市品牌,其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善”举。它还将加快提升广德的城市品位和广

德人的文明程度,进一步优化广德的经济发展环境。
打造广德“七善之城”的城市品牌,必须全力挖掘广德历史上

的“善”文化,并发扬光大,使每一个广德人都了解生养自己的祖先

和家乡曾经有过的文明和辉煌。只有了解了家乡的历史文化,才
能更眷恋这块故土。不管身处何时何地,我们都会为家乡的三个

文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下面就广德历史文化的探源和传承,笔者谈几点拙见。

一、关于县域历史文化的探源问题

纵观广德历史文化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
早期的吴文化阶段;第二是徽文化阶段;第三是移民文化阶段。这

三个阶段的文化,既有上下的传承关系,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一)广德早期应该是一个传统的吴文化地区

据县志记载:建安初,孙策平定宣城以东地区,孙吴分故鄣县

地始置广德县。广德虽然地处吴头楚尾,但区治上多隶属江浙。
从唐末至宋以来,虽然战乱不断,广德基本上是受以扬州(今江苏

扬州)、建康(今江苏南京)为中心的地方势力控制。吴、南唐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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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曾派使前往广德祠山祖殿祭祀祈祷。元至正十四年,改广德

军为广德路,属江浙行中书省。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改广德路为

广兴府(不久改称广德府),属江南行中书省。明初,改广兴府为广

德直隶州。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量,早期的广德应是吴文化

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从现在广德甘溪沟土著人吴侬软语的方言

中,也可以窥见广德地区早期吴文化的渊源。
除了上述地缘政治的因素外,就是祠山文化的兴起与传播。

祠山文化始于西汉末年,源于一个远古的美好传说。其真实性已

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文人杜撰。它植根

于古吴越地区,源远流长,传承有序”(焦华强语)。从对治水英雄

张渤的顶礼膜拜,反映了江南老百姓治理水患的愿望,体现了人民

群众战天斗地的无穷智慧和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传说中的太湖

流域,河道淤塞、连年水患、民不聊生。张渤受命于天,殚精竭虑,
用一生的努力治理好了太湖流域的水患。但是,应该功成身退、颐
养天年的张渤却是人老心不老,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已经在他的

心中酝酿成熟。他要在长兴的顺灵乡和广德的东亭乡之间开一条

运河沟通太湖和南漪湖两大水系。据宋《能改斋漫录》载:张渤化

形变豕“役阴兵,导通流,欲抵广德县”。现遗存于广德东亭施家境

的古运河(圣渎)遗址和东亭湖(浴兵池)遗址,足以让我们浮想起

当年成千上万的民工日夜奋战在开河工地的壮观场面。由于当时

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开河工程半途而废。张渤不得不退隐

广德横山,在忧愤、贫病中逝去。张渤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不死,
他那种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首先被广德人民继承下来,并发扬光

大。在从西汉末年到南宋的一千二百多年间,以祭祀张渤为核心

内容的祠山文化,不但向北、向东、向南扩张,在古吴越广袤的大地

上,通过不断的碰撞、渗透、融合,成为一枝独秀、不可或缺的精神

产品。宋人周秉秀编著的《祠山事要指掌集》记载,当时的张王信

仰以广德为中心,已经遍及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区。
而到了元朝末年,朱元璋驻跸祠山,佳梦成谶,诗兴大发,封祠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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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英灵第一山”。明朝建都建康后,朱元璋不仅令使臣春秋到

祠山祭拜,还拨款大规模修缮祠山庙宇,将祠山文化的发展推向一

个新的高潮。通过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帝王的赐谥和推崇,
长江中下游两岸各地相继出现了名目众多的祀张庆典和祀仪。其

中,广德祠山的“埋藏大会”最为神奇。明朝徐应秋《玉芝堂谈荟》
称“雷之布鼓,登之鬼市,河源地丘之神债,广德祠山之埋藏,是谓

天下四异,非妄传也。”可见,祠山文化来源于吴越,勃发于广德,又
张扬于吴越大地。祠山文化,既具有吴文化的典型特征,又是吴文

化发展的一个极致。

(二)明清时期,徽文化逐渐成为广德的主流文化

南宋后期,徽州婺源人朱熹继孔孟儒学之大成,创立了以封建

伦理常纲、道德规范为核心内容的新安理学。朱子的理学,是对徽

文化的一次全面的理性整合。起初,从中原迁居而来的徽州大姓、
士族背景习俗各异,表现为“十里不同俗,各处各乡风”。在以朱熹

为代表的徽州理学家的大力倡导和朝廷的支持下,一种以尊祖、睦
族为宗旨的新的家族制度开始形成。朱熹的一部《家礼》,奠基和

统一规范了徽州的宗法制度体系,标志着徽文化已经走向了成熟

和辉煌。徽商,作为徽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把当时最具先进性

的徽文化和经商之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不断地向四处扩张。
广德,作为徽州通往苏锡常的交通要道,必然成为徽商最早经略的

地区。早在元朝初年,广德西北乡的白水塘就有朱熹的第四代孙

定居。经过朱家人一千多年的努力,到清朝咸丰年间,白水塘已有

三千余丁,其中朱姓人占大半。直到现在,白水塘仍然是全县最大

的自然村落。当年建在村西南的朱家祠堂完全是按照朱熹《家礼》
中规划的模式建造的。祠堂坐北朝南、面水枕山,门前是四柱冲天

式石牌坊。祠堂是三进五开间。一进为仪门,是重檐歇山式五凤

楼结构,主要是在祭祀时供祭祀品和礼仪乐队所用;门庭后是天

井,天井后是二进享堂,是祠堂的主体部分,是族人祭祀祖先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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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族大事的场所。享堂中间正壁上悬挂着一世祖朱熹的容像,
像下是半幅銮驾;三进是寝堂,供奉着先祖灵位。到了清朝中期,
当时朱姓人丁兴旺,祠堂只能容纳六十岁以上老人参加祭祀。后

又在村西建分祠让六十岁以下族人参加活动。先祠毁于太平天国

时期,后祠毁于上世纪“大跃进”年代。几年前,村民在祠堂遗址上

挖出一块残碑,碑上方“圣旨”二字还清晰可辨。朱熹作为古代封

建社会的圣哲,受到历朝历代帝王的尊奉,其后裔理所当然受到荫

庇。上面所述的白水塘的朱家祠堂,是宋、元以后广德地区成百上

千座祠堂兴衰的一个实例。
祠堂,起始于徽州,是徽州人文思想的高度物化,是封建宗法

制度的载体,是族权自治的象征,也是徽州人最基本的人居环境。
徽州的祠堂文化和牌坊文化、谱牒文化一起,组成了支撑封建宗法

自治制度的三根支柱。自宋朝始,徽文化被徽商带进广德。随着

徽商在广德的发展,一些重要的渡口、集镇、驿站都有徽州人的商

铺。像誓节渡、柏垫桥头、白水塘、流洞桥、朱湾等地都是徽商云集

的地方。徽商不仅带来了当时先进的经营理念,还把徽州先进的

教育方式、徽派建筑艺术以及徽州人管理社会的模式———宗法自

治制度也带到广德。通过几十代人几百年的努力,徽文化以潜移

默化的形式,经过同广德的本土文化的不断撞击、融合,从最初的

互相排斥到后来的相互包容。发展到明代后,徽文化在广德地区

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从建筑上看,无论是祠堂、民居、还是庙宇、戏
楼、牌坊等,无不是徽派建筑艺术的真传。徽派建筑艺术中的“三
雕”(木雕,石雕,砖雕),是徽派建筑艺术的三朵奇葩。它起源于民

间工艺,却登上了徽派建筑艺术的顶峰。明清时代的广德,大姓祠

堂遍布,比较著名的有赵村的赵家祠堂,赵村白水塘的朱家祠堂,
独术莫村莫家祠堂,苏村的张家祠堂,流洞桥的王家祠堂等。从现

在幸存的凤桥大范村的范氏宗祠、誓节芦塘陈氏宗祠中,不仅能窥

见徽派建筑艺术的精髓,更能洞见宗法自治的物化形式———祠堂

管理模式。这种起源于徽州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的,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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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上桎梏人们精神的枷锁,已经替代了封建吏治管理社会的基

本职能,进而成为广德人普遍接受的生存环境。
牌坊,被称为是徽派建筑艺术的“古建三绝”之一,是徽州石雕

艺术最高成就的代表。它倡导宣扬的是一种封建主流的精神伦

理,通过对“忠、孝、节、义”的旌表,树立忠君典范和推行愚民政策。
明清两代,广德的各种牌坊林立,新中国成立初期,仅广德县城就

有三十三座。和徽州的牌坊文化一样,广德的牌坊也分为提名和

旌表两大类。像白水塘朱家祠堂门前的牌坊、誓节渡王家祠堂门

前的牌坊属于提名坊一类;像广德城东街的跨街牌坊和梨山双龙

贞节坊属于旌表坊一类。由于战乱和“文革”,广德今天虽然幸存

的牌坊不多,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广德人对徽文化的接纳

和归属。
谱牒文化,是一种雅俗兼容的地方文化。它以传达先祖信息、

记载家族兴衰、继续血脉香火,以达到“明世系”的最终目的。从广

德目前保留下来的诸多宗姓的族谱来看,就是通过用儒家思想来

维持封建的尊卑等级秩序,加强宗族内部的人际规范。
另外,综合考察广德明清以来的建筑,无论是民居、寺庙、戏楼

还是祠堂、牌坊等,无不镌刻着徽文化的烙印。虽然清咸丰到同治

年间的兵炙和瘟疫给广德文化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徽文化的遗

存却以物化形式顽强地矗立在如大潮一样汹涌的清末移民文化之

中。然而,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又一次把灭绝人性的灾乱强加在

广德人民头上,县域内的徽派建筑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传统文化又

一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最后,经过“文革”的再一次洗劫,徽文化

在广德被进一步边缘化了。

三、现代广德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多元的移民文化,具有包

容性的特点

  同治四年,县境内形势渐趋稳定,清王朝令广德地方速筹措

“招募流亡,垦辟田亩”事宜。县内设劝垦局多处,“出示招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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