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豆育豆寅

012792

溪头志编纂委员会编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氆

重露豆宾≤

-L———．-．‘o．．．．．L

莲丽



l鎏霎
差II

I引萋
囹

【
萎
再
三
。
誉
菪
荟
卧
忒
室
】

科薅
谢薹

抖阕
酗遑

1_l
鲞

粼
闳

酗
、

誉
。

主奎 芝

!
．

{

．

1
4

V

110
罨0

(基
一

、
。

＼
主

／

】、嚣o／

＼
婺

n沙

l、靠q毡
，、1．， 11 一 冈一



序 一

序

周道炯

柯灵权先生来信告之，家乡溪头镇党委和政府组织编纂一部涵盖原溪头

区(现为三个乡镇)范围的地方志书，定名为《溪头志》o作为溪头镇晔岔村出生

的我，虽然离开家乡五十多年了，但故乡情结亲切，尤倍感高兴，期盼该地方志

早日出版问世。柯先生再三嘱咐，要我为《溪头志》写一序言，我深感担当不起，

但“盛世修志”，尤其是徽州偏僻的一个山区能编写一部地方志，堪称一大新

事、喜事，只好勉为其难了。

徽州为文化之邦、礼仪之乡。徽学、徽商驰名中外。徽州“一府六县”，歙县

乃徽州府首，曾为唐代的州治、明清的府治，古称“徽州府”、“新安郡”o

歙县的历代先贤对徽州文化和徽商的创造和发展都曾做出过不可磨灭的

历史贡献。1949年4月歙县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五十多年的变

化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生活不断改善。目前正在向着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

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奋进。作为歙县东乡的一个区(镇)，此时编写一部地

方志书，对全区的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科教、文卫、风土、人文、宗教等

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志述，注重实用，独具特色。该志书的出版，我想对徽学、

徽商的研究会有一定的补遗价值。同时，对今后地方志编写过程中如何编写

乡、村志(史)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2002年12月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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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序 二

江成勋

历经八个寒暑艰辛编纂的《溪头志》终于付梓出版，可喜可贺!作为一个乡

镇能完成如此庞大而系统的文史工程，实在是很不简单。

我土生土长于溪头区，从小就听过本区一些历史传奇，诸如柯大统造反、’

竦坑竦大汉等等，成年后，一直努力寻找能印证儿时所闻的文字史料而不得o

1985年，溪头区文化站柯灵权编纂《漫话溪头》，向我们介绍了溪头区古今一

些历史大事和民俗风情，我觉得很新鲜，很有意义，算是填补了本区历史记载

的空白。但是，严格地说，《漫话溪头》还只是本区部分历史民俗史料的汇集，还

不能算是志，我对志的逐步加深认识，还是源于《溪头志》的编纂o

1993年，溪头镇政府发出向旅外人士征求为家乡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的

函，反馈是不知道家乡基本状况，无从措手。不久，周道炯先生回乡扫墓，又向

我们索要溪头的历史与现状史料，我们除推荐《漫话溪头》外，就拿不出什么东

西了。时任中共溪头镇党委书记的程金根，开始感到有必要编一册文字史料，

这不仅对旅外人士，就是对党委、政府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于是，他找到镇文

化站柯灵权同志，要求编一本《溪头镇概况》。灵权同志说，编“概况”要查档案，

要有一套编辑班子，花一定功夫才能完成，并表示如党委政府决定编，他愿意

主笔，金根书记说，那就研究后再说吧。

这事自然也引起我的深思，作为时任镇长，我在想，有了县志，是否还需要

编基层地方志?县政府没有要求乡镇编志，是否值得我们花费人力、财力大动

干戈?!说实话，我对史志类知识基本是门外汉，于是我开始接触一些古今文史

志类辞书，进行自学研究，获以下粗浅心得：

县志并不排弃基层地方志，县志基础于县级政治、经济、文化大事件记载，

对于基层部分因全县范围大，限于篇幅，记载难免笼统，一些在地方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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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的事件往往亦不能载入县志。相对说，基层地方志是当时县志的编外补充，也．

为今后续县志积累一部分有价值的史料，其积极意义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

历来国家编志编至县级，这也已形成传统。我个人认识一是县级长官由朝

廷委派，而乡级长官大多为县令委地方乡绅充任，所行职能不能涵盖志书规定

体例；二是编志需要一个通晓文史的编纂班子，乡级缺乏这方面人才，所以不

能强调乡级编志。但是，在古代徽州乡村一些有识之士还是认识到编乡镇志的

重要意义，自发编志大有人在。以我所知歙县有《岩镇志草》、《橙阳散志》、《沙

溪集略》、《丰南志》、《西干志》，祁门县有<善和乡志》等等。明宣德八年(1433)

《善和乡志》编者程复说：“有其志虽为百世而可知，无其志虽没身而不见”o他

认为编乡志同样重要，事实上，许多古代乡镇志辞目确被后修的县志撷取。

现代的乡镇施政职能已大大扩充，旧时代的乡镇建置已不可能与之同日

而语。尤其是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县以下乡村政治、经济、文化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件件前无古人的业绩皆足以流传千古，修乡镇志，志一

方信史已是势所必然。编成一部新乡镇志，既弘扬民族时代主旋律，为人民提

供一份爱共产党、爱祖国、爱家乡的乡土教材，又为地方政府资政、百姓查阅实j ‘

用提供依据，应该说是利在当代，造福子孙的实事、好事o

基于以上认识，我和程金根书记以及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达成共识，

决定修志，做本地区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文件下发后，镇直及驻镇单位产生了

积极的反响，宣传部、县档案局、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以及文化局给予了热忱的

支持和鼓励。激发我们敢为全县乡镇先而编志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

有这方面的编纂人才，那就是镇文化站站长柯灵权同志。

柯灵权，祖籍大谷运，祖父光绪年问迁居溪头村o 1947年7月出生，小学

三年级时即随喜爱说书的父亲研读明清话本小说，扎下了文化史基础，高小毕

业后父亲去世，未能报考中学，在家务农，但抓紧了一切时间继续攻读文学艺
、

术书籍。1965年，成为村文化俱乐部骨干，开始创作小戏、曲艺。1966年加入共

青团，1973年任村团支部书记，197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大队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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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支部宣委、组委。1974年9月，选招为溪头公社文化站半脱产工作人员，1983

年调溪头区文化站任负责人，1984年转为国家干部，1988年取得馆员职称。．1992

年7月，任溪头镇文化站站长o 1976年始，在县、市、省刊物发表文学、歌词、曲艺、

戏剧小品、小戏以及徽商研究、文史研究文章多篇，发表大型古装戏剧本《徽骆

驼》、《徽王》，其中歌词《金秋美又美》获省江淮之秋歌舞节创作二等奖，《徽骆驼》

获华东田汉戏剧三等奖，被誉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徽商艰苦创业的历史剧，参加了

省第二届戏剧节调演。作品两次分别获得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创作一等奖，

优秀奖o 1984年。独立完成九万字的乡土史述书《漫话溪头》，被歙县档案馆永久

存档，并被载人《安徽省方志类书目》o 1994年，获中共歙县县委、县政府授予“有

二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奖，1999年获“1998年度歙县精神文明十佳人物”光

荣称号。是安徽省戏剧家协会会员，省群众文化学会会员，黄山市作家协会、民间

文艺家协会会员，曾任歙县剧协副主席，现任歙县文联委员。我之所以不厌其烦

地介绍灵权同志简历，旨在表明其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我们深信，有他主编《溪

头志》一定会不负众望。事实上，他为此付出的艰辛劳动，非常人所能体会。开始，

我们打算在镇直单位抽人组成编辑部，可是无人敢于承担编辑。我们只好说服灵

权同志一人勉为其难了。集档案史料、采访、通联、撰述重担全压在他一人肩上，

他不得不放弃所有节假日，日夜加班干，加班到午夜二时是常有的事，加之灵权

同志治学严谨，他不愿意因一个人编志而敷衍了事，“偷工减料”，他铆足了劲说

要编一部老百姓爱读、有用的志书，决不辜负镇党委、政府的厚望。期间，他申报

副高职称，被省有关方面抠文凭而卡壳，他没有因此而影响编志，我每次到他办

公室，都看见他在全身心地耕耘着。我也读过他编成的其中大部分编稿，我觉得

品位极高，一些篇章稿还曾在群众中传阅过，读者皆表示极大兴趣。知名台湾的

史学家叶大沛先生来信说，编台湾鹿港镇志的是十位教授、十位助教，对灵权同
’

志的敬业精神表示十分钦佩，他在审阅灵权为他编改的他父亲竹轩先生传后，很

赞赏灵权的编辑能力，附信赠联一副：“腹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编志期问，

前来采访的省市电视台、报社记者审阅已编的部分章节后，也是褒勉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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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当然，《溪头志》能编纂出版，我还不能不提及在我供职后的历届溪头镇党

委、政府领导和编委会领导们，他们一如既往地重视编志工作，一直把编志作

为精神文明建设实事来抓，充分保证编纂人员的编志时间，不抽调做其他工

作，尊重肯定编纂人员编志观和创新意见，始终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编志环境。

编委会成员除认真审阅编稿，对编纂人员提出的帮助补充史料请求均予以积

极配合、参与，无人推诿。可以说，历届领导的重视支持，也是能编成这样一部

洋洋大观的关键因素o

+《溪头志》最先定名《溪头概览》，因为溪头镇是撤区并乡后的建置，区虽然

撤了，但溪头区的历史不可割断，这就决定了《溪头志》以溪头镇为主体涵盖全

区历史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区志。于是，我们接受县有关专家：。

意见，更名为《溪头志》o《溪头志》基本上是学习、仿效了新编《歙县志》的编目

体，并按县志的规制设置三十一个专编，一个外编。全书体现了史料翔实、详今

略古、注重实用，可读可传的编纂宗旨，一些篇章还体现了新的编志观和探索

精神。个人认为《溪头志》有如下特色：

一、注重考据，撰述细腻。对前人记载过简或今人不明所以的史料、口碑资t

料，二人以上印证方可采信。如明清都图，县志只载“X都×图其村”，《溪头志>

则经求证后，将本地区所属有关都、都下几图、图以下几村，逐图逐村载明。关

于树木，有关专业志只载官名，《溪头志》加入了考定后的俗称，又对古代特种

林功能进行了诠释。如古代墓地为何不植柏、祠堂却植柏一株?又如民间风俗：

岳父祝寿，何以女婿所送寿联挂正堂；女婿竖屋、乔迁何以岳父所送贺联挂正

堂，《风土篇》皆附入背景资料，令人读来兴趣盎然而无歧义。

二、注重实用，面向群众。《溪头志》打破旧志只注重资政、方家稽考而忽略

百姓实用的陈规，努力着墨于群众兴趣点，如对都、图、里、甲、保以及解放后的

乡村互助组、低级社高级社、联队、拆队等建置沿革详加志述，山场土地状况、

山林纠纷调处，及与村组建设有关水利、交通、电力、教育、文化、商贸等皆分村

分组分“户”细载，溪头镇村两委以上干部、共产党员还逐人详录了任职时间，

一弓一



序 二

入党、转正时间，还有大量的民俗礼仪及大量的方言冷僻字亦搜罗，系统详瞻，

皆可资查考实用。

三、注重存史，网罗宏富o《溪头志》对当地人司空见惯的一些史料也注意

搜罗，不肯忽略。如古民居结构、规制，传统农具、家具、儿童服饰、玩具、水碓、

油榨、碾屋、磨坊等绘制四百余幅图存史，其中有许多已退出历史舞台，有的行

将退出历史舞台，还有旧时民间记数用的草码、中医开方之药码、旧时计量树

木之龙泉码，全部一一搜录。即便是“艺文编”，所收皆反映本区人文历史作
’

品，不收录虚构的小说、散文，做到以文存史。

四、注重体例，但不泥古。《溪头志》在不损害体例严谨完备的前提下，对个

别体例有所革新、突破。如旧县志所不载的氏族，逐村进行认真的考证论述。记

述内容包括：始迁祖姓名，何年何因自何处迁入，后世设立宗祠名，分支门、房、

支堂支派，族人取名字的轮祚排行字等等。又附录了迁入客姓和迁出人口姓

名，便于子孙后代寻根问祖。旧志体例“生不立传”，也就是在世人物不采录入

志，得盖棺论定方可。县志几十年续编一次，自是无可非议，乡镇志则可能一千

年无人问津，若也等人死了才人志，就可能因此埋没许多人才o《溪头志》“人物

篇”专此设立“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记”、“人物录”等子目，对死者立传，

给予精当评价，对于生者录行实不加评，我认为是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难题。收

录“客籍名人”则是一个创新，这些客籍名人在本地工作或寄居，多多少少做出

了各自奉献，或产生了社会影响，录作纪念理所应当。同时，对增强内外联系、

扩大本地影响有利而无害。此外，今志体例有“大事记”开卷，《溪头志》采取各

正篇中已载的大事件条目，不再重复记载办法，让出版面，以容纳更多的值得

记载的历史事件信息，更名为“事记篇”殿后，使之成为新鲜史料的独立专篇，

我认为也未尝不可取。适值《溪头志》出版，十分高兴，拉拉杂杂写了以上文字，

算作抛砖引玉，最有评判权的还是广大读者，我拭目以待月旦高评。

一 2002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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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序 三

中共歙县溪头镇委员会书记胡大诚

歙县溪头镇人民政府镇长 叶章来

经过八年艰苦努力，溪头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志书——《溪头志》，在方
方面面关照支持下终于问世了!这是溪头广大干部群众包括旅居海内外人士

多年期盼的心愿，是五届党委、政府传承运作的结果，本届党委、政府达其成，

将她作为实践“三个代表”的成果奉献出来，倍感荣幸!

溪头地处歙县东北部，全地区164．4平方公里，其中溪头镇64．27平方公

里。境内有上扬、竦岭、飞布、大牛诸名山，布射，双竦，桃溪自西北而东南注入

场之水，上游多川谷盆地，下游多水田山塘，析而分之：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

道路和庄园o

溪头地区历代人文荟萃，仅蓝田一村截止清乾隆中叶就出有县典史以上

官员22人，其中始迁祖叶孟梁末官拜大司农，尚梁武帝曾孙女萧氏为仪宾；北

宋有状元叶椿；南宋有侍御史叶昌盛。其外迁大和坑支派，明清时出有知州、知

县5人。迁泾县三坦派裔叶永盛，官两浙巡盐御史时为便利徽商子弟在经商地

应考，奏请朝廷设立商籍，令世人刮目。金锅岭汪文焕，明初以“骠骑将军”督镇

贵州镇远府凉伞城杨平营；汪士逵，任浙江温台镇总兵。晔岔王悦陶、王庆耀，

晚清时分别任甘肃道尹、乐平知县。近代，蓝田叶元龙曾任安徽、贵州两省教

育、财政厅长，重庆大学校长等要职，是著名的教育家、经济学家、爱国民主人

士。叶以群，是“左联”文化干将，著述宏富，主编过《文学的基本原理》，被誉为

“中国当代难得的文艺理论家”。此外，经商耀族最突出者为蓝田叶天赐，业盐

巨富，被推为扬州盐纲总商，使“蓝田之叶”跻身歙县纲商“各姓代兴”行列。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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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面，有我国温病学奠基者，药性学家，名满天下的旅苏名医叶天士，他祖

籍蓝田，至其祖父叶紫帆始迁苏州。其次，有乾隆时哗岔名医王籍登，著有《蕴

斋医案》三十卷行世，后十卷“癌病探源”，是我县较早研究癌症的医家之一。

梓坑叶昶，曾为李鸿章之母治愈疑难病症，又为江西鲍超驻军治疗瘟疫，活兵

卒无数，以功荐任知府不受，领五品衔归。

当代，风流踵接，人才济济。其中最知名者为晔岔周道炯，曾任安徽省财

政厅长，国家建设银行行长，国务院特派员o
。

●

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烽火曾映红溪头地区o 1934年11月，方志敏率领第

二期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歙县，所属一九师第三团进人本地区，在汪满田西

山降与国民党第九师补一旅血战一天，打垮了敌人的追剿。1941年末，中共泾

旌太中心县委暨游击队开辟了以上扬尖(鬼门关，兰荫滩)为中心的大片革命
h， m二

根据地，本地区的木岭后因而-度成为皖南革命游击队战争指挥中心。在党
：’．

●

的领导下，溪头人民为子弟兵筹集军粮、物资、跑交通、探敌情，与国民党军队

围剿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涌现出坚定的堡垒户叶元良，面对国民党军酷刑

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胡桂英，为保护群众挺身就义的地下交通站站长江继山

等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尽管溪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但在旧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仍然十

分落后。历代兵燹、灾荒、瘟疫、曾使一些村族受到重创，甚至灭族，加上血吸

虫病，许多村坊被沦为废墟。生产力低下，农民一年只打半年粮，多数人过着

饥寒交迫的生活。到民国末期，村村可见断墙残壁，满目疮痍。如今的溪头高

楼大厦，街市繁荣，柏油马路，车水马龙，电灯、电话，教育、文化，各项社会事

业迅猛发展，勤劳智慧的溪头人民在不断地创造着小康和幸福。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今人看溪头，或许觉得溪头就是这个样子。倘若面

对洁荡的水库，看昔日用桔槔提水的泥井遗迹；倘若站在柏油公路上谛听历

史艰难的足音，就知道溪头的今天与过去不一样不能比；去凭吊故垒残堡，也

能悟到新溪头来之不易；去市场问陪着孙女头衣服的百岁老人，准会告诉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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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真是大大的变异!先人为我们留下珍贵遗产，我们告慰先人的是人间奇

迹!我们编纂《溪头志》，就是要通过岁月的记忆，历史的传承，揭示溪头的今与

昔，激发溪头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家乡之豪情!团结一致，继往开来，与时

俱进，不懈奋斗，溪头的明天将会更美好!

书将出版，谨此向一如既往支持和关心溪头的事业建设、社会发展，暨《溪

头志》的编纂和出版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深深的感谢。

2003年9月20日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志述立足溪头镇，涵盖原溪头区，撤区后，其他乡志述从略。

=、本志为编目体，设三十一个正编，一个编外附编。志、表、图、传、录、记

并行，以志为主。正编能详则详，省略“概述”，不设开卷“大事记”，止列正编末

涉及或未详述事件，为“事记编”殿后o

三、本志上溯唐贞观元年(627)，下至2000年，个别章节志述及人物生平

记录延至2002年。本着存史原则，溯古详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本地区

各历史时期各专业志述为重点。
●

’

四、本志通过传、简介、记录收载殁、存人物。传其殁者，记其存者，录其已

载典籍有关人物。凡存世人物，记行实时除转录国家机关、正式出版物文件、文

章个别精当评语外，不加任何评述。同时，兼收部分在本地区寄居、工作一年以

上“客籍名人”o

五、本志对历史纪年、府县地名、人物职衔、钱币、度量衡单位等，皆沿袭各

时代称谓，旧纪年则加注公元纪年。物产，参考县志及有关专业志编载，有俗称

的加注俗称。

六、本志“艺文”，只收录与本地区人物、历史、社会相关的作品，力求以文

存史。

七、本志主要使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统一规定，1964年3月7日

通知执行的汉语简化字。此外，引用了《康熙字典》、《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及

《歙县志》部分异体、方言字。

八、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自县档案馆、乡镇政府及各相关单位藏存档案、

历代府县志、公开出版的报刊典籍，及宗谱、家谱、民间笔记、资料，皆在附编简

记出处。此外，采用了部分经两人以上印证的口碑资料，凡采用者，亦录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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