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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逸龙同志撰写的《枫林古镇景物志>> (以下简称《景物志>> ) ， 即

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永嘉县方志界的一件喜事 ， 值得庆贺!

徐逸龙是永嘉县枫林镇人，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十分熟悉 。 过去他在

《永嘉报》手土当过新闻记者，现任《永嘉县志》副主编 。 他为研究枫林古

镇历史，几乎跑遍永嘉山村和平尿，查阅文献资料近400种，历时 15年撰成

((;;/风林古镇研究>>一书 52万余字 。 以此书为基础，进一步调查考察枫林古镇

的景物，才卖成这部《景物志>> ，全书 22万余字 ， 这是他的又一部新作 。

写好一部《景物志》极不容易 。 我是温州首轮修志的参与者，也是引

领者之一，但从未看到一部撰写古镇景物的专志。 令我感佩的是，一部《景

物志》不是出于众人之手，而是出于徐逸龙同志一人之手，而且写得独具一

格，颇具特色。

一、作者主要是参照清代钱塘学者丁丙修慕的《武林坊巷志》的体

例，联系枫林古镇的街、路、巷及民居、宗祠、寺观、殿宇、书院、亭阁、

名人纪念物及古桥、 j幸泼、古道、城门等历史沿革，谋篇布局，分门别类，

一一作了记述。 对古镇元一事不载，无一文、一诗不录，而且对文献元征

者，付之阙如，充分反映了作者的严谨治学的态度。

二、作者实地调查考察了每条街、路、巷的坐落地段、走向、宽狭、

长度，并对这些街道沿途所设的店铺、第宅、宗祠等建筑记得十分周详，

如作者记述的浦亭街、柯朱街和圣旨门街这一纵两横的街道是枫林文化积

淀最为深厚的街区 。 作者认为枫林古镇街区历代建筑占现有民居建筑总面积

的 50%，种类有民居、宗祠、书院等。 枫林古城区人烟稠密 ， 古井多达70余

处 。 如今，枫林镇大量户籍人口外出打工谋生，门庭冷落，不少古宅道坦杂

草丛生，人去楼空，出现荒凉的景象。

三、作者不仅实地调查考察了枫林古镇的古道及其与市镇经济发展的

关系，而且还调查考察了枫林古镇周围的风景名胜古迹。 枫林镇是枪溪中游

水陆古道的交通枢纽。 这里辟有狮溪与 7j<..乐古道、孤溪与永乐古道、柏溪

江与永仙古道等三条交通古道，对于枫林镇的物产输出、物资购进、货物交

流、繁荣市场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 。

枫林镇地处山区盆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江，风景秀丽 。 其著名景点有

嘉兰山、笔架峰、北坑龙潭、龙回头、龙抽洞、猴头岩、天斗主岩、三曲瀑、

天井头、凤凰飞翔、仙翁钓鳖等景点， 51/、入胜。 同时，作者还记述了坐爱

亭、缸窑亭、蒋家岭亭、慧日寺、法慧寺等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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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 四、作者对枫林古镇内的建筑物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它是承袭中原

四合院布局传统，单层建筑形体高大，许多大宅第沿着中轴纵向布局前后三

进，并在横向构设小庭院为私塾书院，显示枫林文风兴盛的特点 。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考证，枫林古镇的宅院建筑在宋以前，建筑工艺

比较简单，雕刻修饰不多 。 宋代以后至明代，建筑雕在忖I~饰增多，刀法洗

练，如明代商业繁荣的圣旨门衔，庭院已出现了二层楼房，宅的建筑风格

基本上是朴素大方。 然而，在J青草月乾隆以后，枫林镇古建筑风格有了明显变

化，建筑雕刻11~河中渐趋华丽 。 晚清民国又有新的变化，因西学东渐，枫林境

内则出现众多的西方风格建筑，出现木构三层楼，装饰部件较多采用圆弧曲

线，窗花俊采用解析几何图形 。 许多东南沿海城市建筑风格也在枫林镇随处

可见。 由此可见，作者对枫林镇建筑历史沿革的调查研究，提出的这些看

法，对于研究古近代江南城镇建筑史颇有启示。

五、作者对姓氏、宗谱及其兴衰交替历史方面的研究作出一定的贡

献。 作者多年来，不辞辛劳，翻山越岭，跑多家图书馆、档案馆，收集到永

嘉古村落望族宗谱60余种，其中枫林徐氏宗谱占相当的比卒，尤其是，作者

对枫林徐氏、徐氏宗祠及徐定超故居等方面的研究所下的功夫最深，记录得

更周详，充分反映了徐氏宗族在枫林镇其他姓氏古族中的地位。 同时，也反

映了徐氏大族在文化水准方面从总体上看，高于枫林镇其他姓氏家族成员 。

据《徐氏宗谱》记载，在清代，徐氏涌现各类生员 400余名，举人6人，武举

人3人，进士1人，被府县辟举参加鹿呜宴的乡饮宾52人。 徐氏人才众多，名

l南国内外。

总而言之，这部《景物志》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图文并茂，科学性

和可读性比较强，是温州市首轮修志以来，不可多得的专志，其学术价值与

应用价值比较高 。 无疑，这部《景物志》的出版，对于我们研究城镇发展

史、古镇街巷史、开发枫林旅游事业、告IJ-i丁枫林城镇规划等都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J余逸龙同志是个青年学者，与我曾是修志战线上的好友，他嘱我为他

的大作《枫林古镇景物志》作序，我欣然从命，特书数语耳~r表之。

是为序 。

章志诚

2011年11 月 18 日

，王释:章志诚((温州市志》主编、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辛亥革命史
温州华侨史、地方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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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

因工作的关系，近年我去了几次枫林，对枫林古民居有所接触，感到

它的文化内涵很深厚。 正值沉浸在对枫林建筑文化回想之际，逸龙友送来他

的《枫林古镇景物志》书稿，并嘱我为序 . 我对传统民居有所研究，但对方

志则有隔行之感，本不敢直议，但逸龙友心诚意恳，勉为其难，现谈一些杂

感。

《枫林古镇景物志》全书分为四章二十七节，并附录历代文选、研究

文章五十八篇 . 与清丁丙《武林坊巷志》、陈建一《杭州街巷)) ， 宋绍杭、

赵淑红、邻惠鑫《屿北)) ，陈志文、李惠娟、孙杰《蓬溪》相比较，本书

的特色是交代了这些大屋的投资主体和文化背景，梳理古镇有史以来建筑面

貌和街巷空间的演变过程。 对于建筑、文物工作者来说是一道可口的 "农家

菜对于当地人来说是一件珍贵的传家宝，有表世德报有功、 辨昭穆励后

人的作用 。 就古镇的古建筑古民居这个题材而言，我认为本书有下列四个特

占.

一、对古建筑古民居的认识有"广义建筑"理念。 古人营造自己的家

园，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环境意识和生态智慧。 乡人首先会把街巷、道

路、公共建筑搞好，然后把自己的屋宇放在恰当的位直 ， 正确处理女子与邻

居、与社会、与农田、与山水的关系，各种不同的大屋小屋、贫庐富宅同处

一村一巷，和而不同，异而不争，世代相传。 作者细述家乡的十二条街巷、

五十七幢大屋、众多的亭阁、祠堂、牌坊、寺观和重要的桥梁、码头等，并

把它们编制成一个系统网络，来分析它们的兴衰演变过程，具有广义建筑、

整体保护观念。 专著叙述有据 ， 有说服力，对优秀古民居和古镇保护有参考

价值。

二、本书列举枫林历代科举名录、人口播迁、精英人才、乡规族范、

乡贤们的众多著述奏疏、 t告封遗记，还有一些牌坊门楼、礼制建筑的营造记

录等。 先哲说在天为象，在地成器。 "前述即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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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牌坊是"器"、是客休。 从这本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古建筑

和主人的一一对应关系、古人的造物观念、审美情趣等，加深我们对古民居

保护价值的理解以及保护措施的取舍。

三、 将枫林古建筑放在我国历史上二次人口大规模迁徙和宋代耕读政

策等历史大背景中进行分析。 中华文化的发源是多元的，但先秦两汉时代的

核心在中原，江南传统民居的制度性质、礼仪性质、平面布局上的人文序位

等是从中房、南传的 。 本书对民居建筑文化和技艺的传播提供很多实例，对横

向发展、开敞通透、檐多且深为特色的温州传统民居形成过程有生动剖析.

楠溪江民居是在南宋永嘉学派行实事有实功的思想指导下，温州科举教育达

到高潮，进士数量居两浙之首的背景下走向辉煌的，又因明清时期相对封闭

落后的情况下而滞后发展，保持着宋风。 关于此， 本书也作了精辟的论述。

四、对于传统民居的营造技术，有关典籍如((考工记))、 《营造法

式》等，作者也有相当的了解、理解，有些看法非常专业， 譬如古代农村公

建项目优先原则，祠堂建筑的发生、形制((木经》、 《营造法式》的传

承，古代《臣房、居室制度》等 ， 其看法和认识都是相当到位的。 作者还走访

许多民间工匠艺人，对房屋的构架、木作技术等有深层的挖掘。 生口《木经》

中房屋的上、中、下三分思想，屋脊起翘、屋面剃斤、侧角的做法、台基的

销筑、脊梁的计算以及各种构件的古代名称、民问叫法等等，都是今天的建

筑师、 一般的民居爱好者所不知的。 这些民间资料的发掘，为民居建筑学术

研究深度发掘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

徐逸龙是地方志工作者和 《楠溪江文化丛书》编辑，枫林镇人，出于

对家乡的热爱和楠溪江传统氏居保护事业的责任感，他博览丛籍，行远永嘉

的村村巷巷，历时 15年调查研究写成此书，值得民居研究者、 文物工作者和

广大群众一读。 望逸龙今后能继续此课业，将研究深入下去. 同时盼望有更

多的人能像逸龙一样，撰写村里街巷的历史或趣闻轶事，为挖掘温州的文化

内 涵，提高乡村社会的文化品位做出贡献。

丁千矣清

20011年10月 26 日

，主释:丁俊，肯，中 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委员 、高级JÀ市规划l

师，厉、温州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
7 



凡例

一、以枫林市镇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即清朝永嘉县仙居乡四十七都

中心地带的古建筑物及其中的人文活动情况，作为记述重点.设置建筑、

古道、人物和文选四大部分，交互为用 。

二、 借鉴清丁丙 《武林坊巷志 》 体例，以街巷为纲，介绍古建筑的地

理位置和历史沿革，摘录宗谱、文集、口碑史料编写条目内容。

三、按枫林肯城西北到东南的地理顺序安排章节内容，显示徐氏宗族

人口繁衍和房产扩大的进程和基本方向 。

四、以枫林肯镇纵横交错的街道划成的大宅院所在地块为单元啕通

过实地考察，访问住户的血缘关系和产权流转情况，通过时间和空间相结

合 ， 以文字与实物相结合.自今到市‘调查大家的共同祖宗，确定本宅的

创业房东，判断历史大宅院遗址和现存大宅院的创建年代;介绍小区域空

间的规划建筑史和历代房东的人文活动情况，勾勒r'î镇规划建筑史、古建

筑匠作风格演变史和徐氏宗族房屋产权发展史。

五、鉴于枫林古镇文物建筑消亡速度日益加快，回同风光日新月异，

依照行文主旨，选取有特色的古建筑和庭院绿化照片作为配|刻 -r己录古建

筑文物的真实生存状态，尽可能抢救较多的历史人文镜头，传之于后人。

并以专章介绍以枫林市镇为中心的楠模江市建筑特色及其来龙去脉。

六、安排专章介绍肯镇四周的交通宵道及沿线田同风光和名胜肯迹，

以明地理形势和经济文化互相影响关系 。

七、枫林古镇沿革、地方自治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各方面代表人物

生平在 《枫林市镇研究 》 中已作详细记述。 本书着重介绍乡间人物耕读事

迹，归入相应的书香门第;钩沉古今教育人才和外迁人口，编制人物表，

提纲辈领，显示世道人才兴衰之大略。

八、辑集历代文选作为全书附录，内容涉及宗族自治制度、 奏疏i告

封、军政设施、学术著作、耕读礼仪、文化旅游等方面，多数文章为首次

整理。 客籍作者略作注释，本籍作者不再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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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枫林古镇、位于浙江省永嘉县回家

级风景名胜区楠溪江中心区域，南距温州

市区 45公里 。 这里是楠溪江中游水陆古道

交通枢纽、盆地开阔，山水环绕形如龙蟠

虎踞，向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系浙南军

政重棋，素称"楠溪第一村"和"小温

州1" 。 历代英贤辈出、崇文尚武、 "长搞

运北狄，仲华抗倭寇，凤楼扫日军、社戏

扬武咯; 自明编宰辅.宗穆明中盾，班侯

崇儒学，象棋蕴文韬" • 1985年，被命名

为永嘉县"武术之乡"和"象棋之乡

20ω00年2 月 l山8 日，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命

名为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 2004年5

月、浙江省建设厅、省文物局推荐申报国

家级历史文化名镇1 全镇辖境73.6平方公

里、人口 4. 1万其中古城区，即列为省级

文化保护区的枫林自然镇7个乎于政村的旧

住宅区、面积46 . 9公顷



抵

咱曲同

@嚣'

一 历史沿革

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枫林境内就有人类从事农耕制陶活

动。 东晋南渡，大批中原士族避乱南下。 唐张籍 《永嘉行》 诗云北人

避胡皆在雨，南人至今能晋语 。 " 1 11枫林因原野广阔 ， 田同肥美 ， 向为世

家大族择地安居之桃花源。 隋唐间，枫林称永嘉县楠漂乡风柄里，境内有

枫岭。 枫林隶属永嘉县楠i摸乡，制陶业发达，商埠市巷初具规模。 晚唐以

来 ， 文人雅士避乱而来居住 ， 以充满唐诗意境的枫林命名这片乐土。 五代

两宋、 经济繁荣 ， 遍布世家大族之庄同宅第。

北宋宣和 ( 1 川 9 - 11 25 )间 ， 设楠溪管界巡检司 。 南部设窑吞慎 ，

建镇东堂，设置驿站，即今缸窑亭一带 。 明洪武二年( 1369 ) ， 设枫林

1fl以防倭寇入侵 。 清雍正十二年( 1735 ) ，驻有永嘉县主署 。 同治六年

( 1867) ，温州府同知、守备(正五品)衙门移驻枫林镇。 晚清 ， 亦称楠

溪镇。 1 928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所在的徐家汇丰林路、丰林桥，采用县镇

级地名一一永嘉先生徐定超的家乡"浙江枫林" 命名为枫林路、枫林桥
121

0 1 93 0年5月 9 日 .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在枫林慧日寺整编成立，这是

隶属中共中央军委的全同十四支红军之一1 31 。 抗日期间， 一度驻有浙江省

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浙江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永嘉县地方法院 、

《浙阻日报 》 江北分社、同民党浙江永嘉县党部、县政府，驻陆军二 卡一

师和暂编三十三师师部。 烽火年代，枫林驻军最多时达8000人，还有温州

城区避乱寄屑于此的大批民众 ， 外来人口远远超过当地居民。 枫林沙岗新

坊村专门建立粮食加T厂 . 军粮来源、远及台州泪岭坞根一带。 解放战争

时期，驻有同民党括苍(浙南泪 、 台、处三地七县)绥靖处。 1 949年4月 l

日 . 枫林提前解放。 1 949年9月 ， 为永嘉县人民政府驻地。 一部枫林志，

半部永嘉史。

宋时，枫林有醉经堂书院、法慧书院、黄氏学馆、 ↑店堂书院等教育设

施 . 文人墨客举行牡丹诗会闻名乡间 . 是孕育永嘉学派经世事功学说的一

块沃土。 向宋元丰间兄弟御史刘安节 、文IJ安上，隆兴要未( 1163 )状元礼

部尚书木待问 . 直至晚清监察御史徐定超，共有进士20余名 。 刘嗣明 、徐

文锥先后官至国子监祭酒。 宋徐向明曾任同子博士、太常博士，著有 《宋

宰辅编年录 )) 20卷 ， 是一部永嘉学派史学力作 ， 为历代学者研究宋史的重

要参考书 . 1 986年内中华书局出版校补本。 其子徐容霆著有 《北征日记 》

和 《黑聪事略疏 } ，是研究 1 3世纪上半叶蒙古同历史的重要资料。

明代，枫林徐氏倡明五伦( 君臣、父子、 兄弟 、夫妇、朋友) ，敦

厚五常( 伫 、 义 、 礼、智 、 信) . 崇尚实学，博施济众，以此作为家训。

[1) ((张司业集》卷1 ， 许成汉((训τ古学导论)) (修订本)第 159页 .
[2) 上海社会科学院编《上海地名志》第四编第一章第二节《县镇级地名)) ， 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 8年 12月 .

(3)高三山主编《中共浙江党支》第 234页， 王f皮夹《中国红军发展史))第 24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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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四世九粮长，督纳一乡之赋税 ， 蝉联一百四十年，可谓浙南第一家。 概述

枫林诗社、枫林书屋多有温、台文人雅士酬唱往复，诗书礼仪之风气洋溢

乡间 。 清时，徐氏宗族有各类生员400余名 ， 举人6人，武举人3人，进士 l

人，被府县辟举参加鹿鸣宴的乡饮宾52人。 科举废除后 ， 自京师大学堂仕

学馆毕业、经学部考试列在优等赐作副榜出身 l人，自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毕业、钦赐师范科举人2人， 经礼部特进保和殿廷试得列特等赐辛亥科孝

廉方正出身l人。 枫林形成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生员社会。 科举人士 ， 或

埋头治学，或由儒生进而行医 ， 或弃儒从商，或积极参政 ， 在培养人才、

建设经济、自治地方、兴办公益事业诸多方面作州突出的贡献，受到朝廷

表彰和群众爱戴。 因此， 枫林有"楠模小邹鲁"之称。

枫林徐氏诗书传家 . 在全国诗歌界占有一席之地。 宋徐自明《语读摩

崖题刻》诗被近人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入。 元徐淮著有 《天石桥

集~ ， 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前编第十一收录其诗5首 ， ~东回诗

存》卷6存其诗7首。 清末徐定超《谢客》诗被民国总统徐世昌 《晚晴结诗

汇》卷 1 74收录。

晚清监察御史徐定超先后兼任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提调总教习、旅京

浙江公学监督(校长)、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秘密参加光复会 ， 被推

举为浙江省国民尚武会会长。 辛亥革命时期，深孚众望 ， 应各界电邀回乡

担任泪州军政分府都督 ， 通过和平易帜实现光复 ， 成为浙南旧民主主义革

命的实践者。 汤寿潜、朱瑞、屈映光和吕公望先后任浙江督军、巡按使和

省长，皆聘徐定超为省府高等顾问，为稳定浙江政局造福人民建立丰功伟

绩。 时论称 "杭州人士流传佳话， 类乎儿童走卒之莫不知1有司马君实(司

马光)其名" 11] 

枫林徐氏宗族耕读传家 ， 至民国进入鼎盛时期 ， 乡 间贤达纷纷捐资

效力， 创办温州织锦学堂、永嘉贫民习艺所、永嘉县私立济时中学、永嘉

县立简易师范学校等中等学校 ， 培育乡村社会建设人才，期求振兴溪山文

化。 楠摸高等小学是永嘉县团北地区最早设立的公立学校 ， ì阻州织锦学堂

是温州最早的职业学校 ， 上海大学毕业生徐定趋、徐石麟创办的济时中学

是浙南闻名的抗战私立学校，皆开读山风气之先。

枫林是西楠提党的摇篮，有着光荣的革命史 。 徐定超悉心培养提携

的内侄胡惠民、 胡公冕( 1 950年秋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 ， 表侄郑恻尘、

谢文锦( 中共南京地委书记) ， 外甥金省真(留苏回国在红四军政治部任

职 ) ，族戚晚辈胡识因、徐挽j阙等人纷纷参加革命 . 成为直属党、团中央

领导的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温州支部、直属中央军委领导

的红十二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 ， 是浙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

大革命时期，谢文锦、谢雪轩就在枫林建立起中共地下组织 ， 有党员徐象

胜、徐贤和 、滕毅、徐象莺、徐象1111 、徐炯斋、徐寿楷、金庭秀、金希

真、金朴勤、潘德松等 10多人 。 后来，中共党员发展到几十个人，在党的

14 

[1] 胡调元((祭徐公#1侯夫妇文)) ，陈继达主编((监察..f!F史徐定起))第 315页 .

[2 ]i风林党支部创剧本的革命)) , 198 3年6月油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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