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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李寨村志 》 就要付梓了，合森同志约

我做个序，以志篡成之禧。 我十分高兴，欣然

接受。 一来作为一个千年村落，世事往复，终

于有了可资借鉴凭吊的村史之依，着实可喜可

贺; 二来两委班子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终于

抓住了千年之根，成就了历史文化的梦源。 追

源溯本，就会有不断的叶落归根的往复续写，

就会有潮起潮落的故事乡愁。 因此这的确不是

一件想办就办得到的事儿，这里凝结了多少人

的心血和追求啊!

陈李寨人的性格，我在组织编篡 《消失的

村庄》 时就有所了解。 先是来自"陈李寨脾气

赖，四十八天打个寨"的诗句，后是"十二大

户"的故事。 这些极富传奇色彩的往事，就流

传于洛河沿岸，伴随日夜流淌的洛水不知疲倦

地默默诉说着。 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们在洛南

建设铺天盖地的征迁大潮中又忆起那些可歌可

泣的往事，握住拳头扳起指头，历历在目的过

往，句起了共同的记忆:这个曾经的千人小

村，原来有那么多可亲的面孔，可敬的过去，

以至解放以来竟有百余个走出小村的大学生奔

赴全国各地，而这一切都与这个小村的吐去藕

断丝连，令人回味无穷。 谁又能说这不是偶然

中的必然呢?

于是，征迁就成了必然的话题，也成了这

部村史的编篡契机。

翻开这部村志，油墨香味同陈李寨的俗事

乡情扑面而来。 从村庄的形成到近现代沿革，

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千年村落变迁的轨迹与痕

迹。 自古至今的陈李寨古朴和简约，本本分分

地复述着记忆中的分布、 姓氏的迁徙往来，民

国时期的艰难岁月，迎解放逢新生时的欢乐。

进入新时代时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后的集

体经济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狂热和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农业、 农村、 农民问题

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具体表现，本志均用了大量

的篇幅进行了编写，基于事实和过程表现了陈

李寨人不懈的努力，是真实可信发自肺腑的。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岁月中，不失时机地顺应时

代要求，进行体制改革，从单纯的"大集体"

转到"以土地承包"为主的双层经营体制，各

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都体现了陈李寨人具有坚

韧的创造力和独有的思想品质。 而这一切都和

这个千年小村遗传下来的优秀品质极其吻合而

相辅相成，多么令人敬佩而称奇啊!

于是人们有理由自豪而感慨:狮舞社年复

一年重复着精彩的演出，热烈持久的打击乐总

在春节灯节到来时把欢乐推向高潮;文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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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腰鼓、 排鼓等也总在岁月的翻新中把新时

代的真善美与古老的传说记忆结合起来不断传

颂新内容、新形式，于是我们从"五好家庭评

选"、 "十星级文明户"及"村规民约"中窥

探到陈李寨人火热的激情、热烈的追求和向上

的精神风貌。 而这一切，哪一个场景不是这个

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大世界的精华呢?

搬迁是陈李寨的高潮，同时也是陈李寨村

的转型与新生。 这次搬迁虽然距离很近但却意

义深远:告别了曾经熟悉的农业、农村、 农民

的生活环境， 一下子步人现代化的都市生活，

上千年的生活、生存方式突然被改写，陈李寨

人以独有的方式诠释这个"突破" 。 人们含泪

告别赖以生存的土地、村庄和家园，虽有无限

惋惜组织拆迁和安置，但又义无反顾地组织村

民代表、党员干部群众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

"变革"中 。 尽管有无数个不理解，但都在扎

实有效的工作中逐步化解消散，成为这场"变

革"的有力支持者。 舍森书记多次感慨地对我

说俺村儿的人都是顾大局识大体的，这得

益于陈李寨千年以来形成的好传统，得益于陈

李寨人讲团结、讲正气的好品性。 别的村咋

样俺不知道，俺村从来没有瞎胡闹的人和事

儿。 " t 平心而论，合森书记的话是中肯可信

的，这在 《陈李寨村志》 中就能找到答案。

于是编篡者麦立、建设等用了大量的篇幅

表现乡风民俗、绵绵乡愁。 基于对故乡故土的

热爱与眷恋，我们给予了理解和支持，同时限

于志书的格式与要求，做了不少删节与改进。

也许这个时代的人们对过往有更多的依恋，但

更多的是我们对于古今过往应持批判地继承的

科学态度。 我们继承的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积极

丰富的营养，用以传承后来者。 这就是所谓的

博古厚今、继往开来呀!

作为我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村志，千言万

语化成一句话:感谢陈李寨两委同志们的努

力，终于成就了这部千年村志，留住了文化留

住了根。 千百年后，奔赴在世界各地的陈李寨

的后人们会记述这段历史，记住那些努力成就

这项工作的人们。

是为序。

洛龙区史志档案局局长 马正标

2017年元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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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李寨村历史悠久，民风淳朴，人杰地

灵 。 自唐末宋初陈、李两姓建村以来，已有

1000余年历史。

陈李寨村又名白腊村， 20世纪20年代中期

因打寨改名永和寨，新中国成立前后，又一直

沿用陈李寨这一古老的村名至今。

2000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洛阳新

区(前洛阳郊区的一部分) 0 2001年11月至12

月底，上级政府派工作组进驻陈李寨村，对陈

李寨村民房屋及地面附属物进行细致地丈量与

统计。 2003年3月开始动员整体搬迁。 当时，

市委、市政府要求:经过3年至5年的努力，进

一步拉大城市框架，实现以洛河为轴线，南北

对应发展的新格局 。 把洛阳新区建成一个山

水、园林相间，现代气息浓郁的宜居新城区。

2003年3月，陈李寨1000余名父老乡亲舍

小家、 顾大家，投亲靠友，含泪搬迁，陆续搬

到了周围40余个村庄。

2004年 10月 15 日，龙祥小区(陈李寨组

团) 14栋村民安置房竣工。 全村父老乡亲在外

漂居19月之后，又陆续搬进安置小区，彻底告

别了千余年祖祖辈辈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岁月，开始了新的生活。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 狗吠深巷

中，鸡鸣桑树巅 。 "这是古诗描绘的乡村画

面，令人神往。 曾经熟悉的农家小院、 田园风

光、 耕作与收获被林立的楼房、笔直宽阔的马

路、奔跑鸣叫的汽车所替代，楼上楼下攒动着

人们上班下班的身影。

过去，留恋昔日的蓝天白云，小桥流水，留恋

那美丽的田园风光，这些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无论是村庄的由来，还是风土人情世故，

经过这次变迁变得模糊、遥远 ， 甚至似是而

非。 关于婚丧嫁娶、 衣食住行，虽说五里不同

风，十里不同俗，但人们还是以多年来形成的

世风民俗处理着身边的人和事，一如既往地遵

循着先祖们遗留下来的处世原则，缅怀他们的

足迹与往事，依然留恋过去，沉酣现在，昭示

未来。

古村的今天，就是明天的回忆，留住一个

村庄的共同记忆迫在眉睫。 虽然时代的跨越式

发展，使我们农民 、 农村、农业渐行渐远，无

法留住历史前进的脚步，但在这块热土上诞生

的文明和繁衍生息的轨迹不能随之消失。 因为

历史的那一头连着我们华夏民族赖以生存、 发

展的根文化。

乡愁是分年龄的，年纪越大，乡愁越浓。

乡愁是个奢侈品 ， 不是从心里一闪而过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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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而是久久占据心中挥之不去的情憬，这种

情慷一旦发芽生长，就会永久地苗壮，永久地

生长。青少年没有乡愁，即是有，也淡得很。

乡愁是什么滋味?如酒，酒是水的艳遇，

没有滋味的水遇到发酵的粮食就成了酒，乡愁

也是。 一天天平淡如水的日子过去，突然有一

天遇到了一个契机，有了一个想家的念头， 产

生一种思乡的情绪，于是就酿成了一杯名叫乡

愁的酒。 如同真酒一样浓烈， 一样香醇，一样

让人醉。 酒会让人上瘾，人生戒酒很难，乡愁

也是，它会如影随形深入骨髓，几乎没人能戒

掉它。

乡愁也如茶 。 记忆这个东西本是一枚树

叶，被时间抽去了水份，放在内心深处，可一

旦用思念的清泉将其泡开，就成了一壶清冽香

浓的茶。 茶的滋味就是树叶的故事，叶子在水

中复苏升腾，那起起伏伏的状态像极了每个人

的人生。 茶的滋味或淡或浓，就像每个阶段的

乡愁，也是浓淡相间 b 就看你品尝的心态。 中

老年人喝茶与青年人不一样，青年人不喜欢茶

的苦涩，只有中老年人能喝出片片叶子的喜怒

哀乐，就像心中的乡愁，自然也有妙到毫巅的

滋味。 1

乡愁是中老年人的游戏，是一个自己跟自

己玩的游戏，年轻人无法窥得其中之奥妙，也

无法体会其带来的啃心蚀骨的难忘滋味。 当各

种电子游戏通过电脑、通过手机来影响我们生

活的时候，中老年人往往不为所动，因他们有

着自己这个名叫乡愁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好处

就是每个人都是胜者，即使没有战胜心中涌来

涌去的乡愁，也会战胜与生俱来的自我遗忘，

从而找到故乡的印记。

一部村史，几多乡愁。 中国的传统村落，

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见证，历经风雨沧桑，

能绵延至今，实属不易 。

打捞村史，还原村庄的灵魂! 是我们征集

资料，编篡此书的宗旨所在。

中共龙祥社区陈李寨党支部书记 王合森

2017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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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2月 28 日，洛龙区史志档案局在古

城乡召开 《消失的村庄》编篡工作动员会。 这

次会议是在洛阳新区开发十年后召开的。 在洛

阳新区开发建设的十年中，自陈李寨村作为新

区开发整体拆迁第一村起，前后有十几个村庄

被拆迁。 2003年3月，陈李寨人成建制搬迁，

在外投亲靠友，租房居住19个月后，迁至原村

庄西仅一路之隔的龙祥社区。 陈李寨人依旧完

整的保存着村庄生活时的各种习俗、礼仪和文

化。 尽管陈李寨人被"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

处新地，但大家还是很快便适应了新的环境，

习惯了新的生活空间 。 祖祖辈辈从事耕作的农

民，扔掉了锄头，搬进了宽敞、 通风、窗明几

净、环境优雅的新楼房。 依照政府规定的有关

程序，完成了由农民身份到居民身份的转变。

陈李寨人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愿望一朝实现。

随着洛阳新区开发建设，原古城乡大部分

村庄已相继消失。 为了使消失的村庄留下历史

的记忆，为了抢救消失的村庄的历史、文化与

风貌，这次会议对原古城乡拆迁的村志编篡工

作做了详细的部署。 自此，各村村志的编篡工

作迅遮展开。

岁月的潮沙冲刷着历史的痕迹，流逝的时

光淡漠了久远的记忆。

还原历史艰难，记录历史也不容易。 陈李

寨村由王麦立、王建设等同志组成的村志编

篡组，不论冬夏酷暑，他们风雨无阻，夜以继

日，不辞劳苦，跋山涉水，穷搜富积，走访宜

阳 、 伊川 、 {匿师、孟津等周边县市，求证有关

线索，向有经验的人士请教，及时地对陈李寨

的由来 、 历史、文化、 -教育、卫生、 政治 、 农

业生产、 村风民俗等进行较为系统的抢救及挖

掘，终成此书。 此书较为全面地描绘了已消失

的陈李寨村庄的风貌 、 人土风情。 已消失的陈

李寨村庄这一历史符号通过此书的编篡，将被

永久地保存下来，流传下去。 这也是陈李寨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这更是一笔无法估量的

精神财富。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在

编篡过程中，我们发现陈李寨村那些古老的传

说、 流失的记忆、散失在历史长河中的珍贵资

料，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尽早尽快为消失

的村庄留存历史，记录下的不仅仅是村庄的历

史现状及发展变化过程，还能为大家多了解社

会提供一份素材，为将来的历史学家、社会学

家等保存一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常见、 将来可能

罕见甚至空缺的基层社会日常生活资料(这是

编者在近几年中体会最为深刻的一件事。 像本

村各个历史时期的创业史，新中国成立后初级

社、高级社、 人民公社，农民在地里辛勤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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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片等) 。 它的意义和价值将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逐渐凸现。

千百年来，陈李寨人牢记"历览前贤国与

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一粥一饭，当恩来之

不易; 一丝一缕，应念物力维艰"等古训11 ，养

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节俭"之家风，并

把尚节俭 、 反奢侈 、 邻里和睦、 互相帮助、忠

廉孝佛等扎根于思想、深处，内化于心。

家乡是一种情感，是一种寄托。 家乡是生

活习俗、是文化。 家乡所特有的带有几千年来

的古老传说、 风情及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我们

共同的精神家园，只要这种独特的文化、独特

的生存方式被完好的传承延续下去，家乡便不

会失去，对家乡的眷恋、 思念便能得到有效的

慰籍。

家乡是一本读不尽、写不完的大书。 陈李

寨村两委会遵照上级指示精神，敏锐地洞察并

不失时机把握这一重大机遇，编篡小组历经五

载，终成其稿。

在编篡村志过程中，编写组在工作中得到

本村老年人及当事者的倾情协助，在校稿中得

到本村德高望重、多闻博学人士的全面指导。

在此，我谨代表陈李寨居委会及全体编篡人

员，向关心 、 支持、 指导编篡工作的各界人士

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

龙样社区陈李寨居委会主任 霍继森

2017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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