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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编史修志，兴于太平盛世或治平时期，如明代的万历、嘉靖年间，

清代的康乾时期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的世纪交替之

际，我县再次出现编志修史的热潮。体现了盛世的新景象，实在可喜

可贺。

来绩溪之前，就得知宅坦村是一个有着骄世历史业绩和丰富文

化积淀的古村落，也是人才辈出的绩溪诸胡之一——明经胡姓人一

大聚居地。通览了宅坦村村志的目录和概述，并借工作之便到宅坦

专程走访，更感受到这一建村千余年古村落的魅力之所在。据阅读

有关资料，宅坦村古称龙井。早在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当时

的绩溪县令胡延进之子胡忠就在龙井东之山阜创设了安徽省最早的

桂枝书院①，在国内颇具影响的清代学者汪梅村的<乙丙日记>及其

人口理论就是在宅坦村写成的。明清两代，宅坦先人纷纷向外埠拓

展经商空间，足迹遍及东南及华北，一些商贾携财在故里大兴土木，

为宅坦村留下了许多气势恢弘、筑造精美的祠字和古民宅以及意蕴

深邃的门楼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察访宅坦村时，见到该村还保

留了一大批历代的谱牒和村会议录等档案资料，其数量之多、内容之

全、价值之高在绩溪乃至皖南堪称一绝。宅坦村地杰入灵．名流辈

出。仅清代就有胡宝铎等三位进士，还有二十多人著书立说。元代

的胡景精通理学，被明太祖勒为一代名儒；清代的胡大有、胡光硕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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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并茂，双双人选中国历代画家大全；颇具文才的胡梦华活跃于二十

年代中国新文化文坛。如今，宅坦村父子同为高工教授，兄弟俱是博

士后等高级人才更是不乏其人，少说也有40人之多，故有人又称之

为“教授、博士村”。

盛世修志，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这是当今写志修史的一个重要

目的。村志虽小，却具有以小见大，一叶知秋的存史资治功能。从某

种意义来说，宅坦村志是江南山村尤其是徽州农村发展演变的一个

缩影。宅坦村志(龙井春秋>的编写，不仅具有积累史料留给后人的

作用，而且对于激发旅外宅坦人的思乡爱国之情也将有着积极的意

义。

我来绩溪任职已逾三年，耳濡目染，对绩溪人民以及晕岭徽水结

下了深厚的感情。这次应宅坦村民之约，为<龙井春秋>写序，我欣然

受领，拙笔就成，以表对包括宅坦1700村民在内的18万绩溪父老乡

亲的敬仰．也寄托我对绩溪这片赐予我诸多获益热土的一腔深情。

绩溪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富存

二ooo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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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詹灸行

徽州号称东南邹鲁，是一个人文荟萃、文化积淀极其深厚的区

域，历史上就有编撰村志的传统。近日读了二本新编的徽州村志<龙

井春秋>和<徽州文化古村——六都>。这二部志谱性质兼备的村志，
细致地描述了古往今来村落历史的变迁，为我们重构基层社会生活

的实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信息。从编撰体例上来说，祁门六都在历

史上曾经三修村志，早在明代弘治年间程氏族人便编有(善和乡志>，

因而在编撰时沿用旧志体例：宅坦村在历史上没有修村志的传统。在

体例上也就没有太多的束缚，较多地体现编者的创造性。宅坦村志

开篇由概述、大事记统率全书，其后分为12章，依次为建置、自然概

况、人口、农林副业、工商业、交通邮电、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军事政

治、徽派建筑、传略选辑、乡村风俗。谱分3章，由谱牒、文档资料和

世系源流组成。相比较而言，宅坦村志志谱结合的特色更为明显。

应宅坦村志编委会之约，我十分乐意地为村志写一篇前言，略事评

说。宅坦人能编出高质量的村志，实属不易，也足见徽州文化之深厚

矣。

龙井是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的古称，与胡适的故乡上庄村接壤，

位于绩溪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村域面积近七平方公里。宅坦与外

界的联系十分不便，自古以来村民外出都要靠步行，翻过崇山峻岭才

能抵达歙县和旌德的水码头．然后走新安江去杭州，再转水路至金

华、衢州及江西的玉山、铅山．或是沿徽水(青弋江)北溯至芜湖，再经

由长江去南京、苏州、上海和武汉等地。这也是宅坦的徽商外出经商

的主要路线。直至1933年芜屯公路通车，宅坦人外出方可免去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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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跋山涉水，不过从村落到绩溪县城还得靠步行。千百年来宅坦的

先辈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似乎与世隔绝的地方，那么他们是怎样

生活的，是怎样创造出傲世的古代文明的?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

题。宅坦村志为我们考察这些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宅坦村位于竹峰山下，村落被东迤的竹峰山余脉葫芦岭和长岭

环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村南有长岭横亘，因而有枕山面屏之势。

但是由于没有溪河流水过境，从总体上来说宅坦的地理条件并不好。

宅坦四方有四口井，其中南北龙井是有名的古井。但是四口井难以

解决一村人的饮水和灌溉。千百年来宅坦先人们整山治水，在这里

营造出一个适合人居的环境来。村民们在村落西北的山上筑堤拦截

山水，营建起蓄水八千立方米的大塘一深塘水库。然后开沟渠引水

人村，又在村里开挖了170多口水塘，各塘均有明暗水道相通，定期

换水。这些水塘星罗棋布，洒落在村内外，犹如水渠串起的明珠，熠

熠放射着光华。细察宅坦村民国时期平面示意图，可以看到人工开

挖的沟渠从深塘引入村来，形成几“之”字形，曲曲弯弯缓缓流过全

村。一支向东北方成双龙抱珠之势，抱住桂枝文会和胡氏宗祠，流向

下门支祠周边的水塘。另一支则注入慕前塘、石井塘由西南出村。

从整体上看这几个“之”字形又构成一个不很规则的井字形。与龙井

村的井字暗合。疏通一村的给排水，具有强烈的实际功用，既方便村

民洗涤、灌溉，又具有应急的消防作用。而实施这一工程的组织者则

是胡氏宗族。至今，我们还能从一些名塘的形制上找到宗族的印记，

例如占地近四亩慕前塘，原来是一处地势低洼的芦苇丛，有碍前门支

祠澳瞻堂的风水，于是挖凿了此塘。它由前门支派下的桂、相、朴、

桓、桢、梧、楫、枵、构这九个分支的胡姓族人共同挖凿而成。慕前塘

的形状处处体现九字，如环塘的石驳岸有九个内角，泻洪闸门排水孔

有九个，洗涤用石塘坎也是九级。再如占地近3亩坝下塘，它的造型

也有独到之处，当塘蓄满水时，它是一口大水塘，而塘中水浅时，它又

一分为三变成三口小水塘。小塘与小塘之间有塘壁间隔。后门支祠

的坝下塘是由后门的胡社生等三分支共同修筑的，其设计既含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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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体现了这一点。宗族还担当起沟渠水塘的管理职能。务使沟

通，永无雍滞，并以严厉的族规家法制裁污染水质的行为，使水质保

持洁净。 ．

徽州村落都十分重视水口的建设。徽州村落的选址最常见的是

背山依水。水由高而下，经过村落，流向平芜之地。一般来说，村落的

人口，就是水的出口。宅坦从深塘引入的水流有南北两个出口，因而

先民们营造了两个水口。由于宅坦村大体是南北走向，其水口则为

东西走向的两条绿色长廊。村北的水口树木栽植于人工垒砌的护坝

上，林木高而密，树种为香榧、白果、柏树和柞树等，有利于阻挡北方

冷空气；而村南有长岭横亘，水口林木相对稀疏，这种布局又不影响

夏秋南来凉风吹拂。调节气候的功能十分明显。水口以及村内外的

植树．大都是由宗族组织族人进行的，宗族对绿化十分重视，龙井民

国版谱祠规中就有“护龙脉”一则。村落所倚之山是龙脉。其山势要

蜿蜒起伏宛若行龙，则村基始有生气。宗族才能科举发达。这里面自

然有迷信的成份。但是保护村落所倚之山的林木，才能使山中所储

之水源源不断地聚入深塘，确是与村落存亡有关的大事。从上庄沿

着村北青石铺就的路面，聆听一旁水圳的潺潺流水，信步向宅坦走

去，远远就可见到东西走向的水口林木。它们是村落的大门，起到村

落与外界隔绝的作用。进入水口便是碧水涟漪的大塘，以及若隐若

现的桂枝书院、文昌阁。这是村落外部空间的重要标志。也是村落文

化内涵的灵魂．从而为宅坦开辟了丰富的人口序列空间，把你漫漫导

向祠堂、民居，导人村民们的生存空间。南北两个水口形成宅坦村落

相对封闭的小小一统天下．使一村之民具有共同的安全感。这种居

住环境有利于文化的积淀，人文遗存的保留。徽州“千年之冢，不动

一|不；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的格局，以及“东南

邹鲁”、“文献之国”的蔚然气象，与徽州人的生存环境是相对应的。

宅坦在群山环抱中，其生存资源并不丰富。全村耕地1267亩，

其中水田1179亩。旱地88亩，林山面积5523亩，人均耕地不足0．7

亩。每年都要从旌德运进粮食以补不足。在并不充裕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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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村民们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的古村落文明，是与宗族、文化、商业

相关的。我在<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一书中曾经指出：

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徽州地域已形成宗族

组织、文化科学和商业的良性互动，这三者之间宗族居于核心地位，

这便是该地域社会整体的特征①。应该说宅坦村具备了上述特征，

并且是在三者的良性互动中创造了古村落的文明。<龙井春秋>全书

体现了这一点。

先来看宗族。宅坦是胡氏宗族的聚居地。宗族聚居必得具有四

个要素：族谱、祠堂、祖坟和族田。1007年始迁宅坦祖胡忠定居龙并

后曾八修族谱。徽州宗族继承了中原古宗族的传统，有着严格的谱

系制度，就给族人造成一种神圣感和敬畏感。族人的最后归宿就是

上谱，进祠。族人受到的最严厉的处罚就是开除族籍。在徽州这样

一个宗族世界里，一个被宗族除名的人是无地容身的。祠堂里还设

九案特祭，对供奉于寝室的“百世不迁之主”，能干，配享，酬劳，土地，

忠孝节义等设立九案分祭。以示对始祖、迁祖或对造祠公益等有突出

贡献者的敬意和缅怀。太平天国战乱时，族人胡志高丢弃全部家产，

背负宗谱逃难，为宅坦保存了极其珍贵的明嘉靖版龙井胡氏族谱和

乾隆版考川明经胡氏统宗谱(如今传世的唯一一套)，其本人也就成

了宗族的英雄。宗族通过一系列仪式和家法祠规来规范族人的行

为，加强族人的凝聚力。

宅坦村拥有七所祠堂。明代永乐九年(1411)二十世胡英定的四

个儿子分为四个门派，即前门、后门、上门和下门。其中。22世时前

门派再分出一支，即中门派。自此，宅坦胡氏分立五大支祠，即前门

澳赡堂、后门继序堂、上门豫格堂、中门敦睦堂及中门分支祠、下门笃

伦堂。上门为长房门派(长房长子为宗子)。天启二年(1622)五个门

派合力修建宅坦胡氏总祠——亲逊堂。由五个支祠共推选三十六班
头轮年负责施工，共建了六年。该祠气势恢弘，三雕精美，成为绩溪

①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第岱页．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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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名祠之一。从此，亲逊堂就成为宅坦胡氏的最高权力机构。亲

逊堂由宗子以及祠首和司事管辖。从宗祠会议记录簿看，村里每有

关系族人利益的事情，就要召开会议讨论，参加者少则十余人，多则

数十人，共同议决，体现着一定的族内民主精神。每一门派，也有自

己的组织领导机构。从而形成总祠一支祠一族人的多层控制网络。
墓者慕也，是追墓祖先的处所。宅坦至今保存宋代祖墓。宗族

通过祭祖的仪式来强化族人的凝聚力。旧时祭祖，清明前一天祭扫

各支祠祖墓。清明节上午族丁抬全猪全羊去位于原旺川乡医院背后

的二世祖胡延进衣冠墓祭扫。中午再祭扫宗祠前宅坦始迁祖胡忠墓。

然后再各自扫自家近祖墓。

祠堂拥有田地和山场的多少是衡量一个族派是否兴旺的标志，

也是一个族派存在的物质基础。亲逊堂和桂枝文会拥有祠田学田

206蚯，每年收租8000斤左右。祠堂的收入主要用于祭祀活动，也
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济贫，救助族中贫困者。每逢歉年，宗祠往往与好

善乐施的族人一起。向余粮户或到旌德购米平粜，亏空由祠堂和行善

的个人承担。宅坦宗祠主持的最后一次平粜是1947年春。

在徽州山区，宗族要生存、发展，就需要功名地位和财力的保障。

胡氏宗族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以及胡氏商人对教育的投资，使宅坦人

才辈出，整体文化素质相对较高。胡氏在宅坦定居的起因就与文化

教育相关。北宋开宝末年，龙井就有一流的书院(书院名失考)吸引

当时的绩溪县令胡延进送儿子胡忠来此读书。1007年，胡忠复归龙

井，并在龙井建造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其后，宅坦先后创设了晕

西文社(乾隆胡挺重修，捐田十几亩为学田)、玉成文会(嘉庆时村人

以四十九个股份购置田产创设，分七班轮管，除招子弟读书外，还用

田租收入操办祭事)、惹云书屋(乾隆时胡大锦修)和桂枝文会，宅坦

先人人仕者有140人。清代出了三名进士．他们是乾隆年问胡延龄、

胡志浩，同治七年的胡宝铎，还有举人、秀才等不下五十人。出任教

谕、训导者不下十人，先后入载县志<学林志>者14人、<大学志>者2

人。历代人文荟萃，共有三十人有著述问世。清末新政，国人开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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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新学，宅坦也得风气之先。早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胡蕴玉、胡幼

圃等三人就创办了宅坦新学一桂枝小学校。悠久的文化传统使龙井

胡氏在地方上拥有崇高的地位。

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大多胡氏商人成为贾儒结合的儒商。

宅坦徽商主要从事的是造纸、百货、茶叶、徽墨、国药等行业；主要分

布在江苏常州、苏州、宜兴，浙江衢州、兰溪，江西铅山、玉山，及本省

歙县、芜湖等商埠。晚清村人经商由江浙移师上海，上海成为村人经

商的主要商埠。商业繁兴时从业人员几逾村内适龄人数之半。徽商

的经营活动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他们借助宗族势力，获取原始

资本，展开商业竞争，建立商业垄断；借助宗法制度，控制从商伙计；

联合宗族势力。建立商人会馆，投靠封建政权。有着强烈宗族情感的

徽商在致富后。会源源不断地将其一部分利润输回桑梓之地，捐助建

祠、修谱、置族产、办族学，并在家乡修建精美的宅第亭园。民国二十

四年的宗祠会议记录薄上录下九月十日徽商兼任亲逊祠代理执年的

胡昭培(字子萍)的一份声明告诉我们，当时宅坦的经济状况极其艰

难，宗祠无法按常规向族人收取丁口捐以充修祠费用。只得求助于

经商族人借垫。祠堂修好，但费用仍无着落。最后由商人宣布借垫

之款捐入祠堂了结。办学的情况也是如些。1917年由清代进士胡

宝铎的次子徽商胡文骐(1872一1927)等出资一千元生息，创办资政

小学。1931年经费困难停办。1932年富商胡家祺重办桂枝小学。

次年由旅外同乡劝募续办。

部析<龙井春秋>大事记，可以清晰地看到宗族、商业和文化三者

间的互动关系。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明代后期、清代是宅坦宗族势

力强化、商业繁兴和科举发达到良性循环之时。我们再来看<徽州文

化古村——六都>，相比较而言，祁门六都在宗族、商业和文化三者之
间存在着经济上的薄弱环节。六都的经济是单一的林业。六都善和

程氏是以经营田产山场起家的，产业均在本村。从十八世程新春至

二十一世程昌。大约在十五世纪的一百年间，是善和程氏家族的鼎盛

时期，由于山场经营得好，与宗族、文化发生了良性互动。六都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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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7座程氏宗祠，15座牌坊，大多数建于此时。这段时间，程氏通

过科举考试，中举人者4人，进士5人，任3品以上高官5人。但是，

“发生在弘治六年(1493)和嘉靖十三年(1534)的两场大火，几乎将其

家业烧毁殆尽。在无外来资本(如徽商)的情况下，程昌力图通过修

纂<窦山公家议>，以加强家族管理来复兴程氏家族，只是一厢情愿．

程氏无可挽回地走上困顿的道路”。①

处于良性互动中的宅坦村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息，他们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大多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然而崇山竣岭并没有

把徽州乃至小小的宅坦村与传统中国的大环境完全阻隔开来。千百

年来传统中国社会的变迁也会在这里引起反响。但是，由于宗族聚

居的格局使徽州社会具有特殊的应变力，始终保持自身的稳定。<龙

井春秋>中涉及的社会动乱主要有四次。第一次是明清交替，异族入

主中原。顺治二年(1645)四月南明帝宏光出亡，族人成立保身会以

自救。次年二月，徽州府东山营得知宅坦、上庄一带还有许多人未剪

发，扬言发兵进剿，村人闻讯惊恐万状，忙着人去官府送钱银，事遂平

息。当时地方上出现打起反清旗号。也劫掠百姓的土兵。宅坦人对

索饷的土兵恨之入骨。顺治五年，土兵为清军所剿灭。十一月宅坦

为庆贺兵乱渐平特做还愿戏。在宅坦所发生的一切，诚如马克思在

<资本论>卷一中所指出的：“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

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

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

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

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要素的结

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

第二、四次动乱分别是咸丰、同治年问清兵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和

文化大革命。清代乾隆、嘉庆年问，全村人口达6000多人，清咸丰同

治年间，死于战乱和为躲避战乱而举家外迁者难以计数。村内人口

①程成贵：(徽州文化古村——六部)．第16页．2000年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印
行的非正式出版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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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减至不足一千。迄至民国，全村人口一直在七、八百之间徘徊。村

志的作者颇有历史感，他从村里建于明代后期胡应培老屋所受的创

伤，来看两次动乱对宅坦传统文化的摧残。胡应培老屋厅堂的前柱

有太平军留下的砍削斧痕。厢房的窗棂镂刻有精美的木雕，画面上

有官员、读书人为太平军所不容，他们的头颅被削去，只留下农夫和

耕牛完好无损。但农夫和耕牛在文革中也难逃厄运。他们被归入四

旧，其头颅终被削去。文革期间，千百年遗存的文化古籍被焚毁，大

量三雕精品遭捣毁，就连抗战时也没有停办的村小学被迫停课。可

见这是一场更为野蛮的消灭文化的运动。

第三次动乱则是抗日战争。抗战八年徽州未被日本侵略者所占

领，是江南唯一的后方基地。徽州人民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

战。在宗族会议记录簿中我们可以看到村民们积极参加抗战的记

录。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月十六日的会议记录中有：“第二次破坏

公路，由公众暂借款七十五元，应如何归还案。”破坏公路是为了阻止

日本鬼子进入徽州，其所需费用会议议决：“由亲逊祠拨付(而待联保

清单拨付后)”。三十四年(1945)三月的祠务会议上讨论抗日军属的

抚养问题：“为抚养胡乾健出征家属应如何处理案”，决议：“每年秋收

时本祠津贴四秤，此生直至该壮丁之母逝世为止。如该壮丁回家后，

即行是否停止”。

每次动乱过后，胡氏族人便急于修复祠堂。成丰十一年(186I)

亲逊祠遭破坏，乱平后即开始修建，至同治十年(1871)修竣。清末民

初又新建了三屏风楼。抗日战争前后，宅坦村民曾于1933、1937、

1946三次维修亲逊柯，每次均成了专门机构，下设总务、经济、工程、

募捐、监察五股。维修经费由征收丁口捐、特别捐解决。前揭胡昭培

捐款修祠堂，就是1933年的那一次。马克思所说：“这种社会的基本

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这一基本要素，除了

我们通常说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大一统专制政

权，还应包括介于小农与政权之问的宗族组织。

胡适在为宅坦近邻旺川<曹氏显承堂族谱)序中说：“将来有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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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存真传信的小谱，加上无数存真传信的志书，那就是民族史的绝好

史料了”。宅坦村志是一部存真传信的志书，为我们留下了诸多民族

史的绝好史料。例如，村志在记载“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时使用的

便是春秋笔法：“50年代后期，土高炉炼钢铁需要木炭，将水口许多

数百年树龄的银杏、香榧、柏树、朴树等古木砍伐殆尽”。．“从1960年

11月至1961年5月这半年里，社员每月人均口粮只有2斤。村民生

活极端困难。少数村民患浮肿病住院，死6人。不久，大队领导胡洪

谊、胡礼安、胡正祥等顶往种种压力。暗中解散食堂，发动村民上山挖

蕨、葛取粉。度过粮食关”。对大队领导的义行加以褒扬。社会变迁

之中，也有不少进步因素。例如．大队组织农民在“1965年改建水

库。水坝高16米，总库容量达lO万立方米。1975年又对大坝加砌分

层台阶式护坝增库容量3．4万立方”。使原来只有8000立方米容量

的深塘水库大大增容，使宅坦即使在大旱之年其生产、生活用水也能

得到保障。这是前所未有的。

村志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例如宅坦人的

通婚圈。作者探讨了宅坦人通婚半径长短交替变化的规律：第一阶

段：宋迄明代宅坦人以家居务农为主，通婚局限在本都IO公里范围

内，最远不过80公里的邻近各县。与宅坦人通婚的姓氏有31个。第

二阶段：清代以来，随着宅坦人旅外经商族人的增多，在外埠娶妻妾

者比比皆是，通婚半径延伸至800公里，嫁于宅坦的外地女子的姓氏

有90个之多。民国年间，村人旅外经商做工仍多．通婚半径较清代

又有延伸，达1500公里。第三阶段：建国后由于实行严格的户籍制

度和控制入口外流，村人外出经商做工门路梗塞。宅坦人的通婚半

径又缩短为方园不足十公里，与通婚范围不足一里的本村女子的成

婚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村人外出打工

经商者渐多．通婚圈也随之扩大为1000公里，赴日创业的有娶东洋

女子为妻者，通婚半径达2000公里。通婚的半径是受社会环境和经

济水平的制约。通婚圈过小。不利于居民的体质进步。改革开放后．

婚姻圈进一步扩大，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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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胡适，自然要说一说介于胡适家乡上庄与宅坦中途的风乎

亭。建于乾隆年间的风乎亭，其谐音为“分胡亭”，有暗指亭南的上庄

胡姓为假明经胡的意思。这段有关乡村宗族生活的公案，是由历史

上宅坦、上庄这两大村争夺七月会的首办权和五朋中的头朋引起的。

其实，考诸考川统宗谱、宅坦和上庄的宗谱都有一致的记载：龙井(宅

坦)和杨林(上庄)一至五世同祖，均为昌翼、延进、忠、眈、文谅。有

关始祖、远祖的生卒年、墓葬地、名号的记载基本一样。上庄在乾隆

修谱的序言中记载：“七世端五公子忠公迁晕北龙井，十二世德真公

迁杨林，二十世七二公始迁上川”。所不同的是考川宅坦认为胡忠是

胡延进的儿子，而上庄的世系认为胡忠是胡延进的第七世孙。根据

胡维平的考证，明经胡的第七代胡德真从龙井迁杨林，即今上庄杨林

桥一带；其第八世孙胡七二是上庄胡姓始迁祖。因此，胡适除了是明

经胡杨林派(上庄)的后裔外，同时也是明经胡龙井派(宅坦)的后裔。

这个历史陈年老帐似乎已经翻过去了。1999年11月，始祖昌翼公逝

世一千周年，宅坦和上庄的胡氏后裔一起赴考水寻根祭祖，并合影留

念。这是一场文雅的争执，足见胡适在桑梓之地影响之大。世人喜

欢说：“我的朋友胡适之”。而宅坦人则可进而说：“我的族人胡适之”。

宅坦的胡氏亲逊祠在历经了350余年的历史苍桑后，终于在上

个世纪的70—90年代被折除，改为小学校舍。在胡维平村长的陪

同下，我走进了亲逊祠，昔日享堂的遗址盖起了教室。留下的是登上

享堂的台阶。既可从中间登九级台阶直上，又可从两侧先登五级再

跨四级台阶步人享堂，这种暗合“九五”之尊的台阶，保存了宅坦人对

昔日辉煌的记忆。祠堂已荡然无存，其木雕精品也被县文物部门收

藏。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宅坦的有心人保存了众多的文献资料，内容

涉及宗谱、祠谱、宗祠文档，建国后各个时期的档案，涵盖时间为明嘉

靖三十五年至1990年，内容之多、价值之高，为村史资料之罕见。这

些资料为我们在宅坦从事田野考察、重构古村落的实态，提供了必要

的前提。可以预见，宅坦必将以其丰富的人文内涵为世人所瞩目。

2001年盛夏于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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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唐力行教授系著名的社会史学家和徽学家。现为上海师大

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

他的主要论著有：<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人与文化的双重

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新编中国历史·明清>、<中

国大十商帮(合作)、<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主编)、<明清以

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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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三

胡昭璧

世纪之交的五月显得格外火红，汇聚着春天的云彩、阳光、生机

与兴旺。我一个耄耋老人怀惴着火一样的热情与渴望，从南京来到

一生未曾到过的家乡——安徽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10余天来，我

走访村民，座谈宅坦村建设和文化教育发展。深深地被家乡悠久的历

史文化积淀所感染，被家乡的秀丽山水所吸引，被乡亲们朴实、盎然

的精神风貌所感动。所有的思念，都被五月之行的慰藉所释放，一种

炽热的情愫在心中弥漫，驱动我拿起笔将万千思绪、万端感慨汇成

‘龙井春秋>的序。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历史。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卷中，

中华民族曾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灿烂文化写下了领先于世、光照千

秋的篇章。遗憾的是十五世纪后。由于生产力发展缓慢和社会政治

腐朽。中国逐渐落后了，以至于近代陷入了饱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半

封建社会。但是，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沉沦，而是前仆后继地进

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

史性变化。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经过伟大的革命终于在

本世纪中叶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从此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

代。现在．中国人民正沿着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之路，在以江

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立足于新的历史实际，着眼未来，

励精图治，扬帆起航，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彼岸奋勇前进。中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是跃出东方地平线的一轮

绚丽红日。再创中华民族的灿烂辉煌，中华民族以更加强劲的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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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IEI子来到了!

新千年伊始，宅坦人为弘扬祖国历史文化，光大中华民族精神，

团结遍及世界各地的同宗后裔为统一中华、振兴宅坦作贡献，承前启

后，致力编纂<龙井春秋>，召唤后人从千年村落的发展历程获得启

迪，努力振奋精神，殚力发展家乡经济．服务于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

此举实属爱国爱乡之举。

现在，<龙井春秋>经过众人共同努力出版了，这是绩溪宅坦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硕果。<龙井春秋>如同一幅画卷，展示出

龙井宅坦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宅

坦人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发奋图强，立志

改变家乡面貌，力创新业绩的精神风貌，激发人们热爱祖国，热爱家

乡的浓郁情意。无论怎么说，这部村志的出版，无疑会对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和现实的信息资料。给人一

种感悟和力量。

<龙井春秋)文笔朴实，不尚华丽，尊重史实，力图在前人方志理

论和实践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

实事求是和详今溯古的原则，以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同时，兼顾“存史”和“教育”两方面的作用，在内容上，力求做到志谱

结合，重点突出，通古贯今，立足当代，以反映宅坦历史文化的时代特

征。在体例上．以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为主线，贯穿各历史阶段的重

要事件，按照“宅坦经纬”、“谱海纵横”上下篇，分别用若干独立章节

架设全篇结构。且附加照片图表，以“概述”统括全篇，彰其因果。

总之．<龙井春秋>的出版，确实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值得庆贺!

我作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战士．追随中国共产党大半生，有幸能够在

耄耋之年，最后不多的日子里。为编纂家乡村志、支援家乡建设尽一

点绵薄之力，将来见马克思时也无缺憾了。

二ooo年五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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