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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共清水县委副书记

清水县人民政府县长
易笔作侈

清水县古称上邦，位于甘肃省东南、

天水市东北部，是轩较黄帝故里、秦人发

祥之地、西汉名将赵充国故乡。清水历史

悠久，文化丰厚，历代存留文物古迹颇

多。特别是一些传统村落、古民居、古树

等，虽经几百年风雨沧桑，仍保存较为完

好，且具西北农耕文化典型特征。

清水县贾川乡梅江村梅江峪自然

村村落形成于元代以前，古民居属清中

期古建筑，村落至今保存 6 棵明中期古

槐树。 2013 年 8 月被国家住房城乡建设

部、文化部、财政部公布为第二批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这是目前国家先后两批



列入保护名杀的 1561 个传统村落之一，也是获此

殊荣的全省 13 个村、全市 3 个村之一二

2014 年，闵家住房和城乡建设 ~ì\ 、文化部、闵

家文物局、财政部印发飞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

落保护约指导意见计划利用三年时闭，使列入名

录约传统村落得到保护"县文物局认真贯彻意见精

神，组织人员编写了才每江峪》一书，并蒋县内其他

古民法、古大;丁、古树木一并附录，展示给读者。 该

书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在存留解读文物遗存的同

时，探讨传统村落诗;工峪码文化内涵，揭示村落足

l究如刮目构件的人文精神，反映丙 JiJ ;/zift文明码历史

演进，交往重点而又兼及全雨，内容丰富而又寓意

深远，泛一部雅俗共赏的研究型文化作品。该书的

出版发行，对于，很好地保护全县、传统村落民居，真

实记录文物这存，传永传统文化，扩大社会影响，展

示清水文化魅力，提高清水知名皮，具有十分?要

的意义。

在此书印将付梓之际，表示祝贺!

2015 年 6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再

生活，是一条千古不废的长河，日夜奔流。

岁月，是一座永不停顿的时钟，分秒推移。

人类，是一丛根深蒂固的草木，繁衍不息。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

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是啊!江月年年，人生代代，江

月待人，而人却不能随江月而久居世间。生与死，人一

世，如草木一秋，终是历史的过客。

但是当我们在尘世路上一路走来，不管是安逸自

适，一路顺风，还是历尽风雨，饱经沧桑，不知是否意识

到: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走过千山万水，一路风风雨雨望尽天涯路，众里

tzi ov ov 



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梅江峪，一个极为平常的小山村，一座极不寻常的

小村落。

多少年已经过去，许多事物都已消亡。而梅江峪这

山间村落、这庭院古居仍然张开檐翼，使每一个走近它

的人，有了寻根访源的亲近感，有了审视传统文明的想

象力。

山，依然慈祥而安泰地拥抱着梅江峪。抓一把青

泥，捧一杯黄土，一股遥远而厚重的气息沁人心肺。

河，依然舒缓而静谧地流淌过梅江峪。掬一捧清

水，摘一枝野花，一腔亲切而熟悉的感觉浸入骨髓。

树，依然枝繁而叶茂地荫护着梅江峪。抚一股老

根，吻一口嫩芽，一缕久别而重逢的惊喜令人心驰。

求木之长，必先固其本;欲流之远，必先泼其源。我

在渺茫的世间，我在远涉的旅途，寻到了根，找到了源。

虽是匆匆过客，但我庆幸。

不是吗?

梅江峪，一座座古民居，一段段老墙壁，一扇扇门，

一眼眼窗，一块块砖，一片片瓦，元不饱经风霜!但那

精、气、神尚在，顽强的生命仍然处于奔放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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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仰望梅江峪，感动历史，感知未来。在长达几千

年的民族文化接力赛中，梅江峪无疑是最终的胜出者。

我仰望梅江峪，感受生存，感恩生活。在九百六十

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上，梅江峪无疑是传统精神的

守望者。

梅江峪，是黄土高原陇东南成千上万个山村之一;

梅江峪，是一棵根深叶茂的生命之树;梅江峪，是大西

北中华民族传统乡村的活化石。几百年农村民间生存

精神，乡村生活文化的基因符号，一一陈列在这里。岁

月的年轮清晰地雕刻在古朴而端庄的庭院，让我们这

些正在历史中行走的人，从尚未消亡的遗存中，访寻民

族农耕文明的风骨与神韵。



岁月的年轮清晰地雕刻在古朴而端庄

的庭院，让我们这些正在历史中行走的

人，从尚未消亡的遗存中，访寻民族农

耕文明的风骨与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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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传统村落

行走于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我常常为我们

风景如画的大好河山而骄傲，更为我们的祖国日新月

异的发展变化而自豪。但我更常常对散布于山川原野

的那一座座传统村落，一个个传统民居，心存敬意，甚

而心潮澎湃!

一、古老家园

无论是江南水乡那灵巧精致，散发着十里荷香的

溪塘小村，还是黄土高坡那拙朴无华，浸漫着一湾花昧

的静谧山庄;无论是茫茫草原那飘f盼着一结结炊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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毡帐篷群，还是坐落在大山深处，传来阵阵情歌的苗家

山寨;元论是具有大家风范的徽派老庄，富贵大气的北

方大院，还是清秀灵逸的湘黔古村，个性鲜明的岭南

小楼，每每面对这些各自发展，自成形态，千姿百态，

花团锦簇的传统村落、传统民居，我总会思绪万千，情

致飞扬!

是什么造就了这些风格迥异，文化鲜明的村落民

居?它们经历了多少个年代，有着多少个说不完的动人

故事，又有着怎样的一种生存方式与生活状态?

这些村落民居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呢?

的确，我惊异地发现，不管是城市闹区的心脏地

带，也不管是靠近城市的边缘区域，还是遥远荒凉的大

山深处，总会有一些形态不同的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

也总会有一些类似前朝遗民的守望者，并且以一种迷

茫而怅阳的目光，凝视着外面的世界。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据我所知，九百六十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公元两千年，至少有三百六十三万

个村落。这些被称之为自然村的村落社区，就是中国的

农村，是农耕文明的根据地。这些自然村落，是农耕社

会的源、本，是我们的古老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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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城市闹区的心脏地带，也不管是

靠近城市的边缘区域，还是遥远荒凉的

大山深处， ，总会有一些形态不同的传统

村落和传统民居，也总会有一些类似前

朝遗民的守望者，并且以一种迷茫而怅

惘的目光，凝视着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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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星罗棋布的村庄，历朝历代总会有各个政权

在管辖，绝少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也始终有数量不等、

层次不一的人步入朝堂，走向城市，游身海外。

多少年来，中华儿女在这些乡村男耕女织，春种秋

收，狞牧捕鱼，生儿育女，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创造了

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也形成了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

积淀了自强不息，兼容并蓄的文化气质。

二、世外桃源

渭河中上游的陇原山川散布着许多农耕村落。这

块沃土上，有着八千七百多年前的大地湾原始先民聚

居村落遗址，是农耕文明较早的发祥地之一。

今天，步入这块古老而神奇的黄土地，走进不阔的

川，爬上不陡的坡，下到不深的沟，登上不高的梁，极目

四野，到处是一座一座的村庄。村庄有大有小，大者一

二百户，小者一二十户。

这些村庄有树、有房、有路、有墙，房屋或紧紧地簇

拥，或整齐划一，或东一院，西一院，高一院，低一院散

落。周边是各色的农田，田里有务农的村民。

这些村庄，走近看，有的是齐整崭新的新农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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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

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i>f陌交

通，鸡犬相阁。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

悉如外人;黄发垂髦，并怡然自乐……"

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写的世外桃源，

其实就是传统村落的大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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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房一座座有序地排列着，水泥巷道笔直平整，群众广

场宽阔大气，这是近些年统一规划、统一施工建成的新

农村。

也有相当一部分村庄，既有小洋楼，也有平瓦房，

相互参差，布局不太规整。

这些村庄具有较为明显的现代气息，是近几十年

农村快速发展的产物。

有一小部分村庄，村中有老大的树木，有古老的庭

院，有年代久远的老屋，这村庄更多地保留了往昔的记

忆。屋院或错落有致，或七零八落，夹杂着各种各样的

树木，构成了传统村落的基本轮廓。

就传统农耕村落而言，往往有"榆柳荫后檐，桃李

罗堂前""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古拙布局，有"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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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的动人情景。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

良田、美池、桑竹之屑。肝阳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

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署，并怡然自乐…

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写的世外桃源，其实就是传统

村落的大写意。

进入这些有古树老屋的村落，乡土建筑、历史景

观，加上宗族传衍j里语方言、农耕方式、生活习惯等

等，我们会被一种传统村落灵魂性的物质遗存与精神

文化所震撼。

传统村落，作为一种独特的记忆，传守着中华民族

传统的生存状态，承载着更多更直接的历史因子。可以

说，民族的根、民族的生态、民族的记忆，因为传统村落

的存在而存在。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当城市集镇

出现以后，精英文化随之而生。但真正能够体现和彰显

民众精神特质的民间文化，却鲜活而厚重地存在于传

统村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了这些传统村落，我

们民族根性的特质，将何以体现?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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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更多地选择城市生活方式。我们这

个传统农业大固，传统意义上的村落，

面临急剧消失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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