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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湖码头》

前言

　　中国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自然农业的历史，中国的农民至今还占着人口的绝人多数。五千年的中华
文明，基本上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基础是乡村的社会生活。在广阔的乡土社会里，以农民为主，
加上小手工业者、在乡知识分子和明末清初从农村兴起的各地商人，一起创造了像海洋般深厚瑰丽的
乡土文化。庙堂文化、上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虽然给乡土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根扎在乡土
文化里。比起庙堂文化、士大大文化和市井文化来，乡土文化是最大多数人创造的文化，为最大多数
人服务。它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因此最富有人情味。乡土文化依赖于土地，是一种地域性文
化，它不像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那样有强烈的趋同性，它下变万化，更丰富多彩。乡土
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至今还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宝藏，没有乡土文化的中州文化史是残缺不全的
，不研究乡十义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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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湖码头》

内容概要

《清湖码头》讲述了：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蒋光彦九清桥碑记”载“闽以南，大江以西，估
客行商转毂八越。系此地上下。阐荐绅大夫宦游他都国。及四方之宦阐者，或术道信州，间道梨矣，
水税舟。而陆税车。清湖亦一要会也。”清初顾祖禹“读史方与纪要”载“清湖镇为闽浙要会，闽行
奢白此舍舟而陆，浙行者自此舍陆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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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湖码头》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浙闽要会第二章 选址和布局第三章 店铺作坊（一）第四章 店铺作坊（二）第五章 住宅第
六章 公共建筑第七章 桥、渡、堰、井第八章 瓦窑村第九章 老人三传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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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湖码头》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浙闽要会　　历史·明代以前　　清湖码头和仙霞古道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们在历史
文献中的出现，也大约是同时的。　　南宋时的文献，出现了“清湖渡”和“仙霞路”。吕祖谦于南
宋淳熙二年（1175年）去福建会朱熹，取道仙霞岭，由衢州至清湖的过程是：三月“二十五日，早发
衢州⋯⋯二十六日，五里，江山县。五里，烟萝洞⋯⋯一里，东折入仙霞路。十里，清湖渡。渡旁丽
坦，徐诚叟书院在焉，今为周氏居。渡溪即山观，略有水石”。文中所说的“丽坦”，为江山周姓的
“五坦”之一，是周美第三子的后代聚居地，其范围包括今清湖溪西北面的蔡家、孟浒、七斗等村。
所谓“山观”，可能就是后来的多福寺，也称小江郎祠，坐落于名为“小江郎”的小山崖之上。　　
清雍正版《浙江通志》卷一《仙霞关图说》记载了南宋史浩修仙霞岭路的事迹：“史浩帅闽，甃以石
路。”②史浩赴福州任职是在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这也是他修仙霞岭路的时间，比吕祖谦人闽
还早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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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湖码头》

编辑推荐

　　清湖码头是连接钱塘江南源的水陆转运枢纽，在仙霞古道所联系的浙闽山区经济体中占有重要的
经济地位。仙霞古道在明朝成为浙闽要途，清湖码头也在此时形成规模，在明朝直至民国早期大约四
五百年间，清湖的工商业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商业集镇。而在近代与汽车、火车运输的竞
争中败下阵来，并不断受战争侵扰，清湖的经济逐渐走向衰落。作者在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史实资料，
辅以实地调查资料，并加以分析和条理化，厘清了清湖码头的发展脉络。在分析了清湖的布局特色和
选址之后，作者分店铺、作坊、住宅、公共建筑、交通和生活设施五方面全面展示了清湖的商业、小
手工业、运输业等行业发展和镇集人民生活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概况。最后，作者不惜用一章的篇幅
，收录了对解放前分别从事船工、中药店员、酒店老板的三个八九十岁的老人的访谈，更使得近百年
来清湖的生活和社会变迁更加丰富生动、跃然纸上。作者对清湖镇域内的一个专业的手工业村落——
瓦窑村的考察，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清湖码头的经济辐射下周边山区经济发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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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湖码头》

精彩短评

1、童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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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湖码头》

精彩书评

1、仙霞古道：出江山县城南行，经清湖、石门、江郎、峡口、保安，过仙霞关，至廿八都，出枫岭
关，进入福建。经庙湾、梨岭、九牧、渔梁、仙阳至浦城县城。全程120.5公里，江山境内75公里，浦
城境内45.5公里。清湖镇为闽浙要会，闽行奢白此舍舟而陆，浙行者自此舍陆而舟街巷布局以两纵两
横形成主框架，盐埠头弄和中街，上街和下街码头：清湖门亭，小江郎 ，九清浮桥古宅：洪水和日寇
的双重破坏，同时作为一个水旱码头(强盗土匪的首选目标)，80年代后都建起了一片片楼房“元亨利
贞”宅，镇西部，盐埠头弄之西五圣殿弄6号住宅，镇中间偏南的一条小巷子内梅家行弄15号住宅，镇
中心偏东处岭头14号住宅，镇区西南角牌坊：和睦村（著名的古窑村）节孝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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