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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珠拾粹》

前言

1978年10月，我第一次独自远离家乡江苏如皋，一个普普通通的县城，进入南京大学，读的是城市与
区域规划专业。告别小县城进入省会，觉得眼花缭乱。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工作，更是折服于京城
的辉煌壮阔。后来到国外留学，在世界各地考察，领略海外风情，惊叹于多元文化的绚丽多彩。一次
有一位记者采访，问我最喜欢什么城市，居然脱口而出：“小城市。”心中泛起对故乡的怀念。    如
皋亦算是历史名城，设县治已有1600年历史，江尾海隅的区位，交通其实并不很便利，文化上处于南
北交融地带，留下不少独特的遗产，比如，已故园林学家陈从周先生赞誉为“私园中别具一格”的水
绘园，还有全国罕见的山门朝北开的千年古刹定慧寺，以及形如古钱的双环护城河格局，丁字街端头
的钟楼等。记得小时候我每天踩着有些湿滑的石板路，穿过窄窄的街巷，到学校上课。放学后我和一
帮好伙伴钻到水绘园公园，再翻过城墙，嬉戏于造纸厂一排排草垛里⋯⋯故乡始终是蕴藏在心底里的
记忆。我曾经在工作后趁着春节探亲的机会，拍了一些老街古巷的照片，可惜这些街巷后来都被陆续
拆除。只有双城河的格局依然保存着，水绘园得以重修，并且列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说起来，对
于小城市的偏爱，不只是源于对故乡的依恋，还在于大学及工作中接触到的历史文化遗产知识。渐渐
理解了，有价值的岂止于皇城的昔日辉煌，还有那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一座普普通通的小
镇，可能就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不经意间会泄露出历史的密码。甚至不只蕴涵于城市，而在广袤的土
地上，在那些鲜为人知的集镇和村落里，完好地保存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    历史文化犹如一条流
淌的河，每个人其实都浸淫于这长河里，大家都在不断地汲取养分。只是有人为此添砖加瓦，有人数
典忘祖，干着荒唐的事情。早在出生那天，我们的身体就已经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记，我们血脉中流
淌着的，是千年积淀的东方传统。我们可以有一百条现实的理由，要拆除那些没有列入保护范围，甚
至没有进入专业人员视野的遗产，但我们却只有一条理由，让我们必须对文化遗产负责：那是我们的
根。    感谢阮仪三教授，还有他的团队，以及好些素昧平生的规划师、建筑师、研究生，他们做了一
件功德无量的事，真实地记录了一处处古城、古镇、古村。这些古城、古镇、古村，有的已经列入保
护名单，有些则还“深藏闺中”。阮教授和他的团队辛勤地挖掘，认真地踏勘，收集第一手资料，把
这些瑰宝记载下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它们的价值，进而推动它们妥善地保留下来。    记得若干年前
的一天阮教授找到我，谈起他手里有一些古城古镇古村的调研资料积累，很宝贵的材料，别的杂志不
愿意发表，他希望通过《城市规划》杂志与大家分享。    作为一份学术期刊，发表这些具有学术价值
的调研成果，是一份责任。但在当下这个一切都拿钱来衡量的社会，对一个没有任何财政补贴的刊物
，靠自己的发行和广告收入来支撑这类很明显不具备市场效应的内容，的确是一种冒险。但最终，我
们还是为这些调研内容和它背后的精神所打动。这些参与调查的大学老师、学生，何尝不是在作奉献
？    于是，我们双方商定，以“遗珠拾粹”为栏目名称，由阮仪三教授主持，指导大家收集资料并整
理调查报告，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会刊《城市规划》杂志每期无偿提供两个彩色页面予以刊登，也
算是对这项成果的支持。杂志的编辑和参与调研的人员密切配合，字斟句酌，仔细比选，采取图片为
主、文字为辅的形式，立足文化遗产保护，重在真实记录。就这样每月一期，至今已连续发表了100期
，共同铸就了《遗珠拾粹一中国古城古镇古村踏察》(二卷本)的雏形。    这期间，国家颁布了《城乡
规划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重要法规，社会上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得到
很大加强。有一些我们杂志上介绍过的城镇，已经被列为名城、名镇，这是我们共同坚持不懈的成果
。承蒙东方出版中心慧眼，将这些调研成果经整合后分为两卷结集出版。阮先生嘱咐我为之写序，我
一不敢班门弄斧，二不敢违抗师命，于是，记载下这段简短历史，作为回顾；也借此希望大家能够真
正地重视这些古城古镇古村，珍惜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步伐中，
稍稍放慢自己的脚步，心怀敬意地体会一下古城古镇古村给我们带来的宁静和尊严。    愿造物主遗落
在神州大地上的这些珍珠，持久地发出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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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珠拾粹》

内容概要

《遗珠拾粹:中国古城古镇古村踏察2》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学术成果。由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亲自组织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组成调研梯队，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
西部较不发达地区）进行全面踏勘后的学术成果，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读者生动地介绍了一大批具有
鲜明地域民族特色的中国古城、古镇、古村，其中有些村镇行将消逝。《遗珠拾粹:中国古城古镇古村
踏察2》大量的实景照片和部分测绘图，对于踏勘、辨别建筑年代类别等专业读者而言有很好的参考
和借鉴作用，能够根据不同村镇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调查策略，准确地提取地方典型传统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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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珠拾粹》

作者简介

阮仪三
苏州人，1934年生，196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现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法国文化部“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
骑士勋章” 获得者。2003年所做的中国江南水乡古镇保护规划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遗
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2006年凭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保护再度获
得UNESCO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2008年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大运河保护与研究”项目
获得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委员会杰出成就奖。他被誉为“都市文脉的守护者”、“历史文化名城的卫
士”、“古城的守望者”。主要著作有《护城纪实》《护城踪录》《江南古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理论与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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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珠拾粹》

书籍目录

序言
前言
1. 福建连城培田古村
2. 福建福州林浦古村
3. 福建浦城观前古村
4. 江西吉水双元古村
5. 江西吉水燕坊古村
6. 江西吉水仁和店古村
7. 江西吉安渼陂古村
8. 江西吉安钓源古村
9. 江西赣县白鹭古村
10. 江西南昌安义古村
11. 浙江江山清漾古村
12. 浙江缙云河阳古村
13. 浙江宁海许家山古村
14.浙江遂昌独山古村
15.浙江奉化溪口岩头古村
16.河南信阳毛铺古村
17.湖北大冶水南湾古村
18.广东龙门功武古村
19.贵州安顺云山屯及本寨古村
20.山东烟台养马岛古村
21. 浙江杭州塘栖运河古镇
22. 浙江海宁长安运河古镇
23. 浙江桐乡崇福运河古镇
24. 江苏吴江震泽运河古镇
25. 江苏吴江平望运河古镇
26. 江苏扬州湾头运河古镇
27. 江苏江都邵伯运河古镇
28. 江苏高邮运河古城
29. 江苏新沂窑湾运河古镇
30. 江苏邳州土山运河古镇
31. 山东阳谷张秋运河古镇
32. 山东聊城周店、七级、阿城运河古镇
33. 山东临清运河古城
34. 天津杨柳青运河古镇
35. 河南安阳道口运河古镇
36.河北邯郸广府古城
37.湖南怀化洪江古城
38.湖南郴州汝城古城
39.湖南洪江黔城古城
40.陕西旬阳古城
41.广东珠海唐家湾古镇
42.广东珠海唐家湾会同村
43.广西北海老城
44.海南文昌铺前老街
45. 湖北恩施庆阳坝凉亭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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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珠拾粹》

46. 湖北武汉昙华林老街
47.江西铅山石塘古镇
48.江西铅山陈坊古村
49.江西景德镇瑶里古镇
50.陕西铜川陈炉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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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珠拾粹》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概况 培田古村坐落在福建西部连城县的崇山峻岭中，现在这个村庄只有一个姓氏
一吴姓，并一脉相传了800多年。古村的产生和客家人南迁有相当的关系。闽西的客家人，其中有一路
是从浙江江山一带越仙霞岭，沿武夷山南麓到达闽西的。汀州府则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有“客家
首府”之称。而培田古村，正是古汀州府通往连城、永安、龙岩的交通要冲，它作为一种古村典范，
是历史上客家人南迁路上创造的辉煌。 培田古村的山水环境优美宜人，河源溪（汀江上游支流朋口溪
的一段）自北向南绕村而过；村落向西依靠着卧虎山，延绵向东展开，笔架山逶迤在溪东，真是青山
绿水户门外：村头村尾竖立“圣旨”、“恩荣”两座跨街碑坊；两条水圳穿行于村庄之间，如白练环
绕；众多古民居鳞次栉比，雕梁画栋、楹联题额，精美异常。 元末吴姓第一代即八四公，为避战乱至
培田，成为现居吴姓单一姓氏居住的村落。 明朝时期，是培田的发展期。从六世起，培田先民的社会
地位开始飚升，这种社会地位的提升，为培田村落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必要而可靠的政治与物质保
证。从九世起，培田人丁走向兴旺。 培田古村的民间技艺有十番、鼓吹乐、提线木偶、武术、根雕、
龙灯、剪纸等。民俗有祭祖（族规制定新正二日拜图祭祖，行三献大礼）、订丁（生长子，初六庆花
魁）。其他还有婚嫁、诞生、贺寿、丧葬等各种风俗，其中以元宵节游龙灯最为知名和热闹。 2.古村
布局 从西北方向蜿蜒而来的武夷山余脉南麓的松毛岭，挡住了西北的寒流与霜害：而培田古村大多数
民居都坐西朝东，它们的背后就是一座被乡民神化的起风水作用的卧虎山。河源溪从北、东、南三面
绕村而过，给古村落带来了丰足的水源；村落正东1000多米高的笔架山防御着夏秋台风的侵袭。枕山
、环水、面屏的风水地形使得建筑群中轴线成东西方向，祖堂、客厅等建筑坐西朝东，恰恰形成了两
厢居住房屋的南北向，更适合人们的居住，从而形成了一个生态健康、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 培田古
村就是在这样一块东西靠山而呈南北舒展的长形平地上，并且平坦得使村里那条南北走向的千米古街
无一台阶，即使东西走向的5条巷道，如原建筑双灼堂和灼其祈祠之间那条被誉为“民居一线天”的
小巷也只有3个台阶。这种平坦舒展的地势，为村落大面积院落式的民居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培
田古民居建筑群由30幢高堂华屋、21座吴氏宗祠、6处私家书院、4座庵庙道观、2道跨街牌坊、1条千
米古街组成。这条长街，曾是一条商业长廊，也是一个文明的传动带。当年有客栈、布庄、纸庄、药
店、酒店、肉店等三四十家，可见此地的繁荣景象。它的南北两端，是2座石牌坊，也是村口的标志
。与长街相连的，就是条条的支弄，形成一种鱼骨状的道路交通结构。和这条主街大致走向一致的，
是西面即山脚边的小路和一条村外围的小路。前者据说是平日妇女出行的道路，而后者是一条驿道，
也是昔日培田对外的主要交通线。

Page 7



《遗珠拾粹》

编辑推荐

《遗珠拾粹:中国古城古镇古村踏察2》由阮仪三主编，作为一份学术期刊，发表这些具有学术价值的
调研成果，是一份责任。但在当下这个一切都拿钱来衡量的社会，对一个没有任何财政补贴的刊物，
靠自己的发行和广告收入来支撑这类很明显不具备市场效应的内容，的确是一种冒险。但最终，我们
还是为这些调研内容和它背后的精神所打动。这些参与调查的大学老师、学生，何尝不是在作奉献？
城市化的推土机无坚不摧，早已将乡土记忆击得粉碎。在快速的社会流动和生活节奏中，这些古城古
镇石材已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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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珠拾粹》

精彩短评

1、本书前言中阮师展现了他的丰富阅历和渊博学识
2、看了这本书以后，才发现西塘，乌镇，周庄，这种江南水乡都已经被过度开发，失去它原本的味
道了，如何保护这些遗珠不被商业化，值得我们探究一番
3、对中国古镇保护起到了第一步的作用 希望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4、内容丰富，可以增长视野，但不细致，看起来不过瘾。
5、本意是通过该书找到一些值得逛逛而人又少的古镇。里面偶尔有些，但大多数风景感觉一般，有
点小失望，呵呵
6、好书！
7、因为有不少熟悉的名字参与此项历时多年的踏查工作，所以第一时间买来看了~希望所有的古城镇
和村落都像阮老师他们刚发现它们的时候一样，永远宁静安详的伫立在那里
8、入门级读物，可以当资料使用。还算可以
9、是本好书，信息量大，慢慢看
10、记录了一些古城、古镇和古村，每地一篇，均有概况、布局、建筑、保护建议四个部分。扬州有
三处，湾头古镇、邵伯古镇和高邮古城。踏查多是学生的习作，整本书也算是素材收集吧。
11、这些应该都是建筑系学生的旅行报告吧。具体的学术类没有很大的帮助，倒是可以作为游记小品
文，对一些优美的古镇进行科普。话说旬阳古镇，现在完全没有古镇的氛围，倒是汉江穿流形成的S
形阴阳，确是十分清晰的存在。
12、这本比第一册略好，内容按区域组织编排得更系统些，尤其是中间一组运河古镇系列可加一星。
13、中国古城古镇古村踏祭。这是好书，也许出外踏访一大重要意义，便在于寻找人类之生活是如何
形成。这本书从居住空间历史的角度为我们很好地再现了很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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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珠拾粹》

精彩书评

1、作者简介阮仪三，苏州人，1934年生，196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现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法国文化部“法兰
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获得者。2003年所做的中国江南水乡古镇保护规划曾获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UNESCO）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2006年凭苏州平江历史
街区保护再度获得UNESCO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2008年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大运河沿
线历史城镇保护与研究”项目获得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委员会杰出成就奖。他被誉为“都市文脉的守
护者”、“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古城的守望者”。主要著作有《护城纪实》、《护城踪录》、
《江南古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江南古典私家园林》等。内容简介：《遗珠拾
粹——中国古城古镇古村踏察（一）》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学术成果。由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亲自组织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组成调研梯队，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
西部较不发达地区）进行全面踏勘后的学术成果，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读者生动地介绍了一大批具有
鲜明地域民族特色的中国古城、古镇、古村，其中有些村镇行将消逝。书中大量的实景照片和部分测
绘图，对于踏勘、辨别建筑年代类别等专业读者而言有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作用，能够根据不同村镇的
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调查策略，准确地提取地方典型传统元素。编辑推荐：阮仪三教授历时10年和他
的团队足印踏及中国古城（镇/村）。书中大量实景照片真实呈现了丰富多元的中国建筑艺术、传统元
素；书中对地方风俗文化和保护规划的直面描述，具有很强的史料和参考价值。
2、书名如果直白一些，可以叫做“古村落田野勘察报告合集”，不少都是学生的考察报告。 仅仅是
简略的介绍，只能了解到还有哪些古村落。如需深入了解某个村落的话，还需查询其他资料。可以初
步了解还幸存哪些古村落，对该村落的格局、古建筑特色都有简略的介绍。
3、这些古城古镇古村有的已经列入保护名单，有些则还“深藏闺中”。它们犹如汪洋大海之中的珍
珠，本书便是将这些散落的珍珠串联起来，使它们的价值重现。书中对多元的地方风俗文化和建筑艺
术进行了直面描述，具有很强的史料和参考价值。见证始于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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