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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青龙村落》跋

踏着岁月的霜雪，踩满两脚泥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们的足迹印满了青龙 396

个村庄。

无数个夜晚，灯光与星光相伴。查阅资料，整理采访记录，撰写文稿，挑选、剪裁图片……

四年的不懈努力，呈现在您面前的《图说青龙村落》，是心血与汗水的结晶。

出于对摄影的爱好，有缘人得以相识，又由于各自心生一个共同的想法，便开始合作

拍摄这本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

经验、精神。照片的历史资料性，摄影人可能体会得更深刻一些，特别是从事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人。

社会越是进步，眼前世界变化得越快。作为人类居住生活的村落，更不必说。从解放

前后，到改革开放，村庄几乎是面貌全非。21 世纪初期，中国以城市建设为重点，农民流

向城市打工，大多数又留在城市，农村成了空巢，这又是一个值得记录的节点。形势的发展，

让我们的想法迫于行动。

我们曾经与诸多人士探讨过这个想法。大多数人认为，此项工作很有意义，但非同小可。

全县 396 个行政村，找一个制高点把村庄拍全，加上村内典型的微观内容，时间太长，难

度又大，恐怕虎头蛇尾。其实任何事情，只要思想认识到位，决心大，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在走访、拍摄过程中，我们遇到过许多难题。比如，要把村容村貌拍全、拍清楚，季

节性要求很强。夏秋村庄树木茂盛，多数房屋街道被树木遮挡，有的只能选择立冬之后、

立夏之前拍摄，而且必须选择晴天。太阳照射的角度不同，选择的制高点也不同。

多年来，山上植物茂盛，每登一座山真得披荆斩棘。常常是大冷天，汗水却湿透了内衣。

上攀下爬中，不止一次摔伤过，殷红的鲜血滴淌在这片我们热爱的土地上……

本书各村的基本情况介绍，委托乡镇文化站长负责向各村征集。各村的村干部对此项

工作认真负责，介绍的情况全面、详细，重点事例价值颇高。在此真诚感谢乡镇和村干部

的大力支持！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王殿忠同志亲自

听取相关汇报，将其纳入县政府的一项工作并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撰写了前言。青龙县文广

新局把这项工作当做大事来抓，局党组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并且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曾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并对书稿严格把关，反复审阅、反复



修改。

书法家傅奇先生不仅为该书题写了书名，还一直关注此书的详细内容、标题立意、文

字表述、内容增减，为此书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深表感谢！

全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罗杨、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郑一民都为该书题词，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金永强先生为本书撰写了《浅说青龙村落》一文，在此一并表示

衷心感谢！

                                                                            

二〇一八年四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略谈《图说青龙村落》

青龙文广新局的白景棠、刘双两位同志，经过多年的努力，用手中的相机拍下了青龙

满族自治县 396 个行政村所有村落的全貌，并集结成书，取名《图说青龙村落》。它不但

记录下了这些村落的所有形态，也使我们及我们的后人有了研究这些村落的第一手资料。

因此，我们不但应该肯定该书具有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对村落进行深入和广泛的

研究中感受到了它的学术价值。因此，可以说，《图说青龙村落》一书的出版发行是一件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从工作角度讲，我与该书有着密切的联系。白景棠、刘双两位同志是我多年的至友，

让我为该书写几句话，我水平不高，但不能不厚颜而为。

所谓“村落”，即指由几户、几十户乃至几百户人家集中居住和生活的地域，青龙民

间俗称其为“村子”或“庄”，术语则称其为“村落”。

村落是国家政体中最基层的建制单位，是构成国家的基础。村落是由家族、亲族和其

他社会集团结合地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社会共同体，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村落的形

成和发展、变化，经历了漫长的人类生活史。最早，人类是以氏族为主体共同生活，其居

住生活的地点被称为“部落”，氏族的族长为部落的最高统治者。后来，经越来越多的小

家庭从氏族的大家庭中分离出来，变为单独居住的单位，也就形成了最初的村落形态。这

也是最初的氏族村落或单姓村落。再后来，由于有外族外姓的居住者迁入该地域定居，氏

族村落也就逐渐地演变成了多族多姓的杂居村落。

青龙境内多山而复杂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各种村落。这些村落以集聚的住

户为组成单位，多的人家有几十户乃至几百户，小的则只有十几户或三五户人家。一个村

落的人们因生活在一个地缘之内，故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也就是我们平常俗

称的“同乡”“老乡”“乡亲”。青龙民间村落大体可分为三个类型，即亲族村落、同姓

村落和杂居村落。

亲族村落指的是一个村落的居住者大多为亲族关系或是有相当数量的姻缘关系，人们

互相联系，互相关照，具有一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姓村落指的是一个村落住户全为同

姓人员。同姓村落的人际关系比较复杂，有的同姓家庭是从一个大家庭中分离出来的小家

庭，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有的则是同姓不同亲，但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辈分关系。而邻里

之间又有同姓不同婚的约定俗成的规定。杂居村落是指由多个姓氏的家庭组成的村落，这



种村落里居民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往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他们有的同姓不沾

亲，有的虽是异姓却有亲戚关系。他们之间往往在重大利益面前折射出关系的复杂性。

在遥远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战争、逃难、移民、垦荒、联姻等多种原因，使一些不同

姓氏的家庭移居到一起，形成了同一地域内的多姓杂居村落。这种村落的命名是有来源的。

如果分类则主要体现在地理位置、地貌特征、社会背景、人文历史和大家族姓氏几个方面。

以地理位置命名的村落多数含有地理方面或者是某一个特殊地点性标志。譬如前庄、

后庄、西台子、边杖子、西马道等，使人一听到村名就会产生对该村所处的位置与方向的

意识。

以地貌特征取名的村子很多，如五指山、牛心山、鸡冠山、长沟、夹脚石、黄石砬子、

老李洞等村子，这些村子的命名主要来源于当地的某种地形的特征，如五指山村就是由于

该村附近有山，形如人手五指而得名。其他的以地形、地貌特征命名的村落大多如此。

以社会背景命名的村子有马圈子、烧锅杖子、肖营子、王厂、公厂、大马坪、小马坪等。

青龙境内的村子名称来源于人文历史的不少，这些村名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生产、

生活、神话传说等方面。如沙金沟、采桑峪、砖窑沟、鞍子沟、磨石沟、牛车沟、铁炉沟

等村名，都折射出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的联缀关系。体现在神话传说方面的有满金沟、金

宝沟、吉利峪、雹神庙、龟口子、龙王庙、卧龙池、山神庙等，这些村子的村名主要来源

于民间的神话传说。

青龙境内的村落名称，还有一种以大姓为主形成村名的习惯，如张杖子、王杖子、李

杖子、景杖子等。这种村落的组成家庭多数是同姓人家，由于是村中的大户，人口又多，

不仅构成村里人员的主体，同时也成了村名的来源。另有一种村子则是以最先居住者的姓

氏为村名的来源。这种村子虽然也有大户人家，但由于是后迁来居住的，所以，也就随先

来的居住者共享原有的村落名称。

青龙民间村落大都选择在依山傍水和交通方便的地方（这种对村落的选址，都是人们

出于对生活方面的考虑）。此外，对于距离生产对象的远近、劳作是否方便、以及住址的

安全，也都是人们选择村落地址需要考虑的因素。

村落组织指的是管理一个村子或一定的区域内多个小村组成村级单位的权力机构。青

龙境内从清朝时开始有里甲制度的存在。《清史稿》120 卷有关“里甲制度”的记载：“世

祖入关，有编户口里之令，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当

时的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伪满洲国时期，青龙在其辖域推行保甲制，县以下设区，区

下设乡，乡下设村，村下设保，保下设甲。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青龙境内的村组织改为村长负责制，延续至 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乡镇长改称社长，村级设大队长，行使以往村长的权力。大队以下设生



产队，具体事务由队长负责。“文化大革命”时，乡镇和村成立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

称革命委员会主任。1984 年恢复原制，乡镇行政首长仍称乡镇长，村里设村委会主任，大

队与生产队建制同时取消。

上述浅见，是本人对青龙村落文化的点滴研究和感悟，由于水平所限，难免挂一漏万，

还望读者多予指正。

                                                                                                                       金永强

                                                                                                              2017 年 5 月 26 日

作者系教授级研究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河北省民间文

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秦皇岛市文联副主席兼市民间文艺家协

会主席。



前   言

燕山东麓，长城脚下，351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记录着青龙的发展历程。早在 3 万年

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从夏朝开始有人类居住，并且有了行政归属和建制。青龙河畔流

传久远的“玄鸟生商”故事，土门子镇出土的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造酒蒸馏器，祖山深处

的奚国“铁瓦乌龙殿”遗址，都是青龙历史的深刻印记。

由于明朝时期，青龙地域被划为战争缓冲区，导致长达 200 多年没有人烟，现有青龙

村落的形成只能追溯到清朝。康熙九年，皇帝赏满族功臣到关外“跑马占圈”，开荒种田。

满族正蓝旗、正白旗等贵族出冷口关，到青龙定居。后又有山东、河南、滦州、迁安、卢龙、

抚宁等地移民到此，青龙村落逐渐形成，所以仅有 300 多年的历史。

300 多年来，青龙人民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拼搏奋斗，满乡村落从茅草屋、砖瓦房到

新农村，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落的发展史，也是满乡大地的变化史，更是青龙人民

的奋斗史。从青龙村落的变化看，建村之初，旗人贵族的房屋多数是深宅大院，而逃荒移

民只能盖简易的茅草房。随着时间推移，物质不断积累，房屋也不断改善。二十世纪四十

年代，村落有三分之二是青瓦房，草房和土平房约占三分之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民

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整个村庄几乎是青瓦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进步，人

们对居住环境有了更高要求。有的从大家族七八户的大院子中搬出来，纷纷建立独门独院；

有的过去一家人挤在三四间小房子里，这时也翻建成五间或八间的大房。进入新世纪，房

屋的样式不断发生变化，房顶由灰瓦变成了红色或蓝色的琉璃瓦，石砖墙、土墙变成了混

凝土浇筑墙，外表镶瓷砖或喷绘各种图案。还有的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房屋模式，盖起了“北

京平”，条件好一点的还盖起了两层小楼。随着人口的增多，村落也由过去的一两条街道、

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发展成多条街巷、千百户人家的大村。房屋的变化是村落变化的外在

表现形式，而人们物质生活更加富足、精神生活更加多样，则是村落发展的内涵意义。

300 多年来，青龙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家园，让一个个

美丽的村落成为镶嵌在燕山之中的一颗颗明珠。满族聚居的历史文化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

境，也造就了青龙村落的特殊韵味。

依山而建、分布零散是青龙村落的一大特点。青龙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山

连着山，岭靠着岭，房屋只能依山而建。随着历史推移，定居人口逐渐增多，人们在垦荒

开地过程中，不断拓展居住地，这里的深沟小岔几乎都有人居住。“九沟十八岔，岔岔有



人家”，是青龙村落的真实写照。从现有的村名看，不难发现青龙村落的拓展过程。如孟

家窝铺、杨树窝铺等，就是因为当时先人到此开荒种田，仅盖一茅草窝铺而得名。再如三

拨子乡的一些村名，也极具特点，人们由外地搬入北部山区，开始仅是一小拨人到此居住，

后来逐渐分拨到其他沟岔，所以村名从“二拨子、三拨子”一直叫到“七拨子”。青龙分

布有大大小小 2215 个自然村，这在县一级区域是很少见的。

满族风情浓郁、民族特色鲜明是青龙村落的一大特色。口外圈地，这是满族定居青龙

之始。随着奖励军功、出关狩猎、赏赐皇亲、驻军屯田、分丁拨户等情形增多，满族人口

在这里也越聚越多，因而青龙村落大多带有满族符号。比如，在村落命名中，“杖子”、“拨

子”较多，这些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村落命名，与历代生活在这里的各旗满族人民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在方言词汇中，有些是满语音译词汇、满语后缀词汇，如婴幼儿穿的护襟，

在青龙方言中叫“嘎拉”，属满族音译词汇。在日常饮食中，全羊宴、水豆腐、粘豆包等

食品，是独具满族特色的美食。在文化活动中，打陀螺、寸子秧歌、剪纸、猴打棒等，是

满族特色文化活动。

勤劳质朴、仁义善良是青龙村落的一大名片。青龙人民在建设家园的过程中，养成了

像山一样朴实厚道、像水一样温婉柔和的品格。青龙人民的勤劳质朴、仁义善良也成为了

一张靓丽名片。300 多年来，在青龙这片热土上孕育了许多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如伸张民

族大义、英勇抗日的英雄周子丰，皇恩旌表、节孝维风的天下第一人时氏，割肉孝母、感

天动人的孝子王玉珍，为振兴家乡文化教育、辞官回乡、舍身办学的杜汉川，等等。他们

是优秀青龙人的代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种精神的传承和感染下，一代又一代青龙人

辛勤拼搏、建设家乡，一大批青龙人走出大山，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

诗人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今天，县

文广新局的刘双、白景棠等几位同志，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历时 4 年多时间，足迹踏

遍 396 个行政村，累计行程 6 万余公里，用摄像头拍下了一幅幅真实画面，用纸和笔记录

下了一段段村情历史。经过反复整理编辑，形成《图说青龙村落》图文集，即将付梓印刷。

翻看其中，不仅有每个村落的全貌图，还有反映村情特征的点位图；不仅有村情概况的简介，

还有文物遗址、历史人物的介绍，让青龙村前的水、村后的山、村中的老树、村名的来历、

文物遗址、历史人物、文化活动、民居院落、生产生活用品等内容，全部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生动展现。这部图集，清晰地记录了老祖宗留下来的村落血脉，既是对青龙村落发展情

况的一个整体介绍，也为当前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更为未来青龙村落研究备下了一

份难得的档案资料。在此，向为《图说青龙村落》成集付出辛苦努力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

敬意，对图文集的正式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中国要强，农



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农村广阔天地迎来

了大有作为的好时机。青龙青山叠翠，河流纵横，生态优势突出，资源优势独特，发展动

力强劲。我们要围绕产业兴旺，强力引导和推动各种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努力构建特色农业产业体系；要围绕生态宜居，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

统筹做好山水林田湖保护建设，努力打造一流的山水田园风光；要围绕乡风文明，加快补

齐教育、医疗、文化事业短板，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努力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和农村文

明程度；要围绕治理有效，加强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弘扬社会正气，严惩违法行为，努

力建设更加和谐安定有序的农村环境；要围绕生活富裕，全力扶持广大农民自主创业、稳

定就业，努力让农民有更加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要时刻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加强规划控制，

突出以青瓦、白墙为主的村落特点，将满族特色文化与现代建筑元素有机融合，让农村始

终保持“本来面目”，让每一个回到农村的人都能看得见青山、望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

让青龙村落成为别具特色、人人向往的宜居宜业宜游之地！

            

                                                                                                                  二〇一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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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心山村

祖山镇牛心山村位于青龙满族自治县东南部，距县政府所在地 147 公里，距镇政府所

在地 3 公里，总面积 19.6 平方公里，全村现有居民 845 户，3900 口人。

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 1771 年）建村，村西有座山，状似牛心，人称牛心山，由此

而得村名。

该村共有土地 260 公顷，以种玉米为主。私营企业 4 家，矿企业 3 家，牧业 1 家，餐

饮 30 余家，产业园区 1 个，大棚 154 个，占地 242 亩。各种果树 15 万余株。

满族风格建筑一条街天女木兰标志 村头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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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厂峪村

祖山镇花厂峪村位于青龙满族自治县东南部，距县政府

所在地 110 公里，距镇政府所在地 10 公里，距秦皇岛市中

心 30 公里，是有名的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期间，面临日寇

的暴行，花厂峪村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和群众自治组织、青

年组织、妇联组织和民兵等组织。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钢

筋铁骨般的意志，与仇敌英勇抗争，成为凌青绥革命根据地

的一面旗帜。

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 1772 年），王氏由山东逃荒至

此立庄。原村南有一很大坑塘，冬季结冰经久不化，人称冰

窖，年深日久用于村名，解放初期改为花厂峪。

解放以后，1955 年成立互助组，村民自力更生，重建

美丽家园，逐步从战争的创伤中走了出来。1956 年，花厂

峪村被中央军委和原热河省委授予“铜墙铁壁花厂峪，固若

金汤靴脚沟”的锦旗一面。1958 年，花厂峪村先后被国务

院和河北省委授予“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本村产业重点是板栗种植和红色旅游、生态旅游开发。

花厂峪抗日纪念馆

烈士陵园

摩崖石刻“气壮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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