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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会村前景

穆家会村东一角



历史的见证：官房

穆家会爆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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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村主要领导台影

穆家会村西住宅一角



郭家垴新居

郭家垴小景



郭家垴小景

部分编委台影



部分编委会台影

杨润甫I右)、宋乃信在研究编写村志



审定志稿

李恩如在校阅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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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会村志》的完稿付印，了结了全村乡亲们的心愿，是穆家

会村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穆家会村志》以浓墨重彩记载了许多濒临散失的历史故实，

可称是穆家会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回首往事，穆家会人以勤俭淳朴为处世之道，赢得了乡邻们众

口一词的赞誉；以坚贞不屈为村民之魂，谱写了一曲曲生命不息、

拼搏不止的催人泪下更催人奋进的颂歌；以奋发自强为立身之本，

一树起了一座座文化丰碑。抚卷沉思，我仿佛听到清代文武举人对

穆家会晚辈们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劝学之谈，我仿佛看到正义在胸

的村民们面对凶恶的日寇表现出来的气壮山河的浩然之气⋯⋯这

种团结向上、锲而不舍的村民精神应当发扬光大，世代相传，直至

久远。

纵观当代，勤奋好学的穆家会人在继清代出了西名垄冬式十

冬怼≥逗这独銎当委型戈些箕錾纽妻型芝些共i；&墨穸髦丛8醐步迫姆逐絮紫焚宝楚要塞燃多。
改革开放以来，村民们凭着勤劳酊双手发家致富，他们除搞好

农业外还经营饭馆、搞活流通、投身运输、发展养殖，从而增加了收

人，改善了生活，近年来新建瓦房近六百问，新碹窑洞百余眼，使全

村景貌焕然一新。

《穆家会村志》集历史、科学、民情、文物、方言、人文为一体，涉

猎之广、追索之深、条目之多、工程之巨，令人叹为观之，且它又与

百姓生活十分贴近‘，非常适用，不失为奉献给村民的丰厚精神食

粮。 ．

．

乡土文化作为一种现象，无比珍重，作为一种荣耀，早已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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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沉厚重的历史。如今的穆家会人面临的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

机遇的千载难逢的时代，相信血液中流淌着刚毅、崇文、尚武的穆

家会人定会融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为一体，刻苦求知负重致远，续

写出更加壮美的新篇章。 ．

阅完村志初稿，禁不住浮想联翩、，敷衍出片言只语：付梓作序，

也只能是文化村边舞墨，鲁班门前弄斧，差错之处，敬俟博学者指

正。 一 · ’： ．

郭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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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有谱，州县有志，村社自然应该有志。素有文化村之称

的穆家会村，更需要有自己的村志。 ’．

’

说时容易做时难‘o要把过去的材料，用文字系统地加以表

述，。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一二。难点之一，，既然是村志，必然会涉及方方面面，‘．诸如：自然

概貌’，。土地分布，矿藏资源，．职业状况，民情风俗，人文景观，

碑铭篆刻，文化教育，历史掌故，学者名人，干部更迭，工农业

生产发展，以及重大变革等等，都需要完整的记录下来。而现实

的情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变革情况，总还有案可稽，有迹可

寻，至于抗日战争前的种种传闻，则必须多方进行考证。搜罗起

来，难度是相当大的。 ，·

难点之二，穆家会村背靠群山，面临鸣水，土壤贫瘠，沟壑

纵横，可耕之地不多。为了养家糊口，村民外出谋生者甚多。±

农工商，各行各业，几乎遍及家户。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时期，‘许多热血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军参战：其中，

有的经过锻炼，已经成长为党的领导骨干；有的却血染疆场，成

为光荣的革命烈士。上述情况，需要挨家逐户，进行摸底统计。

其工作量是相当艰巨的j ·

’’

难点之三，“文革”期间，在“破四旧”的大潮中，’人文景

观毁掉不少，举凡碑铭、谱牒、传记之类，都被冠以封建迷信加

以毁弃。即使片断的残砖剩瓦，已经无法进行综考。 ·

难点之四，有些能够叙述部分传闻的耆老故旧；已经先后辞

世。现在古稀以上的老人，知道些陈年往事的也寥寥无几。即使

个别听过传闻的，也是东鳞西爪，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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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之五，穆家会历代有不少的文人学者，主动整理史料者

却概不多见。确实，编写村志，要想单枪独马，一蹴而就是不可

能的。理应有人倡导于前，多人应和于后；有人出面组织，多人

踊跃参加，人多才能力量大，人多才能见识广。不然的话，只能

流于空谈，于事无补。

同乡杨公润甫，从晋中教育局岗位上退下来之后，积极提倡

编写村志。从1997年开始筹划，先后到太原、去阳泉、回昔阳，

宣传呼吁，联系同志。终于得到回应，不少有志于此的文化人

士，均表示乐意参加。在本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主要领导的大力支

持下，’组成了村志编写组。接着便找参考，翻资料，列提纲，搞

调查，做记录，定内容。总的要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资料作

准绳，保护历史原貌，承认时代特征，不溢美，不浮夸，坚持实

事求是，既不随意臧否，更不妄施针贬。大纲确定之后，立即根

据个人特长，分头进行整理，按项计程，期抵於成。经过多次修

改审定，终在2001年，基本上写成初稿，令人遗憾的是，对一

些至今尚未了解的历史掌故，如穆家会村建于何代?盛于何年?

迄今尚无踪迹可寻，·只好暂时阙如，留待将来补正。不过，就现

有材料而言，编撰者确曾付出艰辛劳动，其中甘苦，远非局外人

所能理解。所幸者终于看到了成果，凡是参于此项工作的人无不

为此深感欣慰6前些时，润甫公嘱我为村志作序，感公至诚，’势

难推托，于是，勉扶衰病之躯，竭尽绵薄之力，不辞拽陋；谨将

几年来的所见所闻，如实地记录下来，做为村志的开篇。

展望未来，·繁花似锦，长江后浪催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

改革开放的年代，是人才辈出的年代。如果说，这部初稿还存在

诸多缺点的话，那么权且把它看作一块大道上的铺路石，待后来

者细加勘磨斧正，使之更加臻于完善!未审诸君以为然否?

尊此候教，谨致谢意。

． 宋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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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实事求是地记述穆家会村自然和社会

的历史与现状。‘略古详今，突出当代，突出当地特点。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溯不限，下迄2000年底。

三、本志以章、节分层，采用横排竖写的形式，即横排篇目，以

类系事，事以类从，竖写发展。

四、本志采用记述体，语体文，记、志、传、表、照、考并用。大事

记以编年体为主，付以记事本末体。 ．

五、本志纪年，在帝王年号和民国纪年之后加注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采用公元纪年。

六、名人传略的人选遵循“生不立传”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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