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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洪村志》序

以一村之人力、物力，编修一部统贯古今，明古详今，内容丰富，资

料翔实，上规格，高档次的志书是极不容易的。读了《前洪村志》，内心喜

悦，并深深为之感动。
村志，在地方志的巨大系列中，是一项不容轻视又偏偏容易忽视的

项目。在卷帙浩繁的地方志书中，数量众多的村，却村志寥寥。在有影
响的《浙江方志考》中竞无其目，不能不是一件憾事。

村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重要基层单位。农村、农业、农民关系到国家

的富强，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安定。深入了解农村，如实地记录农村，着
力地建设新农村，是我们一代人和几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明乎此，编

修村志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近些年来，在市县志的影响和推动下，有些地方也编印和出版过一

些村志。虽然这些村志各有所长，但不少村志内容比较单薄，体例欠善，
问题不少，这是不能苛求的。《前洪村志》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即使放

在整个方志系列中也应该有一定的地位。这决不是过誉之词，而是客观

事实。这是村领导者的重视，编纂者具有相当的志识，经过精心策划，辛
勤劳动的结果，真是志书不负苦心人。

《前洪村志》有不少可取之处，读后感受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志书的记述贴近生活，其地方特色、时代特色、民间特色均十
分浓郁。诸如“水利"，记水塘、水库、龙骨水车、抽水机等；“山林"记绿

地、古木等；“商业"记货郎担、小商品摊等，“道路”记石板路、机耕路、公

路等；“公共建筑"记祠堂、凉亭、村民住房等；“治安”记打更、禁约、民兵

等。读来感到趣味盎然，分外亲切。

第二，从实际出发，重视对人的记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

史和现实的杰出人物又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从前洪村的建

设和发展来看，更证明了这一点。全书设计跳出常规，分设两大编，一为

记事编，二为人口编，使事和人密切相联，又突出人的活动和作用，这是
一种从实际出发，颇有见地的创新。

第三，文字朴实、流畅、亲切、可读，可以看出志书的编纂者对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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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现状，以及群众的思想、习俗、语言等均十分清楚，入乎其中，终

于写出了自己独有的文风，这是值得倡导的。

第四，采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编写志书。编修村志，并非上方布置的
一项任务，而是当地群众自己的要求，也是村民们一种觉醒的表现。村

又不同于市县，不可能设有档案馆，保存大量历史和现实的档案。只能

依靠有关文献、实物，更重要的是要直接向村民征集大量口碑资料，然

后经过核实，选择入志。村的一切活动又都是群众直接参与，或者是耳

闻目睹的。村志所记，是实是虚，群众最为清楚。志属信史，前洪村采用
公布部分志稿，由群众直接审定的办法是值得在修村志时推广的。

第五，坚持勤俭修志，勤俭办事业。修村志不可能依靠任何拨款。前
洪村采用群众自愿集资的办法修志，是一种传统的修志方式，是切实可

行的。在修志过程中始终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修志人员出于爱乡之情，

不计报酬，乐于奉献，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时代精神。
前洪村曾经是义乌第一个中共支部的建立地。在革命和建设的风

云变幻中，作出过历史和现实的重大贡献。长江后浪推前浪，相信若干

年后，当人们续修志书的时候，定会有更加辉煌的事迹载入史册。

魏 桥
1996年1月

魏桥教授是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主任，浙

江省地方志学会会长，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编者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新观点，新方法，记述前洪村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恪

守地方志不越境而书的原则。

二、本志所记资料来源，少数采自县志和档案、旧家谱，绝大多数系

广泛调查征集搜辑口碑资料所得。因此，记述时间重点为社会变化剧烈

深刻的现代和当代，古代资料所知甚少，近代的适当兼顾。时间上限以

所能掌握的资料而定，下限为1 994年底，人口生卒则延至1995年定稿

搁笔时止。

三、本志体例采用志、史、谱(人口)相结合的方法。全志分《记事

编》和《人口编》。前者分门别类记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

主要情况，后者记述全村22个姓氏近代、现代全部人口的名字、生卒年

月、亲属及主要事迹。侨居外地而与村民有血缘及亲属关系者，已尽可

能记入，个别没有提供资料的只能简记。

四、本志采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由众人参与集体编纂而成。资料依

靠群众提供，记事各篇整理初稿后先在部分人中传阅并作修改，发排后

第二次清样公布征求改正意见。《人口编》资料除摘抄旧谱，绝大多数系

调查所得，一再上门核对，公布排印清样，让村民审查评议改正，然后定

稿付印，以尽可能减少差错。

五、为适应当代初中文化水平的读者，一律采用简化汉字，文字也

力求通俗易懂。

六、公元纪年及月、日用阿拉伯数字。历史纪年和干支纪年夹注公

元年份，夏历(农历)月、日用汉字；《人口编》中关于生卒年月日的记载，

同一组数字两种写法并存的原因在此。顺序数用汉字，数量一般用阿拉

伯数字。

七、根据地方志生不立传原则，列入《人物传》的皆是谢世人物，按
生年排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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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洪村位于浙江省中部义乌市区西北郊，距市区边沿约3公里，公

路距市中心约5公里，径距不足250'0米。村北1．5公里为自西而东蜿

蜒的金华山脉的一支，全是低山，主峰高桥山高285．3米，已知矿藏只

有花岗岩。境为黄土丘陵，地势自北而南缓降，岗地垅田错杂。属亚热
带季风气候区，年无霜期约250天，年平均气温约17℃，极端最低气温

一10．7℃，极端最高气温40．9℃。年降水量1 100"--1600毫米，无江河

溪涧，主要靠塘库蓄水灌溉，从无洪灾，易受旱害。据1981年航测资料，

前洪村总面积5378亩，合3．58平方公里。其中水面和渠道337亩，道

路139．8亩，村庄331亩，山林．11 13亩，余为水田旱地。80年代起公私

建房更多，耕地日益缩减，到1994年底，全村约剩水田1400亩，旱地

402亩，人均耕地0．6亩。

现存历史资料及地名，可以确知最早定居前洪村的是吴姓始祖，时

在南宋建炎四年(1130)。明清时期基层行政区划推行乡里都图制，前洪

村属永宁乡乌孝里十四都一图。入民国后，仍为十四都一图。1 934年推

行乡保甲制后，前洪先后属香山第一乡、香源乡。解放后改称前洪乡，乡

人民政府一直驻本村。供销社，信用社，卫生院，集市，乡初级中学和乡

中心校亦在本村，为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92年5月撤区扩镇并乡后，隶属稠城镇，由镇人民政府前洪办

事处领导。1 994年底，全村1006户，户籍人口2899入，划分成36个村
民小组。

前洪村民风淳朴，勤劳，正直，刚强。1861"-'1863年间太平军占义

乌后撤离，前洪村就有十余人参加太平军。清末新军光复浙江，“江浙联

军"攻克南京时．皆有前洪村人参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
前洪村人有出色的贡献和较大的牺牲。义乌第一个劳动农民出身的共

产党员，第一个中共支部均在前洪。1928"-"1 930．年间，前洪村党支部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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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直属支部，前洪为中共义乌县委所在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一部分村民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胜利，作出应有的努力。1949

年5月8日解放后第四天，就有一批男女青年参加第二野战军军政干

校，随军解放大西南。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前洪村是中共义

乌县委的基点，先行一步，进展顺利。土改后掀起的“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运动，报名参军的热潮在金华专区领先。在其后开展的兴修水利和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前洪村也不落人后，全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是前洪建设高级社。听党的话，走共同富裕道路，是绝大多数

村民的共同信念。1959,---,1961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群

众虽有怨言，但未动摇这个信念，始终保持社会稳定和生产逐步增长。

改革开放15年来，前洪村貌更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种植业向以粮食为主，青枣，红糖曾是重要的支柱产品。前洪村自

然条件并不优越，耕地属红壤土类的黄筋泥土，土质粘重，耕作吃力，土

层较厚。经过历代先人辛勤劳作，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土壤熟化，适宜种

植稻、麦、豆、薯、果蔬等各种农作物。解放后实现“耕者有其田”，人民政

府领导兴修农田水利，改革耕作制度，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科学技术，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比解放前翻几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后的1984年，虽然公私建设用地增多而使耕地相对缩小，全年粮食

总产量仍达271．95万斤的巅峰。此后产量渐减，低徊数年，近年劳动力

大批转向二、三产业，粮食产量萎缩。但务农或兼业务农的户仍然可以

做到“耕一余一，”户有存粮。本世纪30年代开始种糖蔗制红糖，40年

代有较大发展。建国后引进新品种和运用先进种植技术，利用机器榨

蔗，煤炭煎糖，60"-'70年代种蔗制糖进入全盛时期，为义乌红糖主要产

区之一，年产红糖20万斤以上，且质量上乘。80年代中期起逐渐减少，

1994年产量已微不足道。“义乌南枣"，清朝初年列为贡品，有“江南枣

中佳品"之誉，为传统出口商品。前洪村旱地多，昔日80％栽植可以制

作南枣的义乌大枣，数百年来常盛不衰，50"--"60年代青枣最高年产量

超过25万斤。惜70年代起日益减少，恢复乏力，几濒消失。养殖业以

养猪为主，从解放前至20世纪80年代，村民历来将养猪作为家庭主要

副业和农业生产的肥料来源，90％以上的户养猪。进入90年代，情况变

化，养猪户逐年减少，1 994年90％以上的户不养猪；个别规模养猪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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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白养，年出栏百只以上，总饲养量比往昔已不可同日而语。

个体私营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与农业生产下滑趋势形成鲜

明的对照。前洪村长期处于半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生产只有糖、

枣、猪，收入菲薄。少数兼业手工匠，各色匠人皆有，应邀上门服务。堪

称现代化的机器，是1958年秋由高级农业社购置的一台30马力柴油

机配套碾米机，此后几年陆续添置11千瓦发电机，30吨榨糖机，主要

为农业生产服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家庭工厂逐年增多，1986年后

发展更快。它们主要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中国小商品城)，与市场同步

发展。经营者多数从少量资金经商开始，逐渐积累，工商兼营或从商转

工。到1994年底。全村有规模不等的家庭工厂近120家，有建材、服装、

人造花、拉链、金属工艺项链、卷尺、铝编织针等近20个行业，年产值无

精确统计，1994年在5000万元以上。他们购置机器设备，部分有专用

变压器，多数营建砖混结构的工厂连居室的三至五层楼房，内外装修，

有的还在市区购建房产。个别的如熔炼拉丝制铝编织针，则租用空闲公

房作作场。他们雇请村人参与管理，一部分从事生产劳动，工人多数是

外来打工者。他们来tl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湖北、山西、陕西等

省，女工比男工多。少数相对固定，连续劳动数年，多数流动性大，来去

自由，通常有五六百人，个别厂规模较大，一家就雇了百多人。1984年，

全村年用电量49620千瓦时，1994年上升到438169千瓦时，10年增加

8．8倍。因电力供应仍有时限电拉闸，开办家庭工厂的有39户购置自

备小型柴油发电机组40台。

前洪村发展民营工商业，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具备。“天时"是党的

改革开放富民政策造成的大气候大环境。“地利"是义乌有发育较完善

的全国最大的集贸市场，村庄距市区很近，相距五六公里就可乘火车到

全国，跨省汽车班车直通国内近180多个城市，邻近县市lo多分钟就

有一班营运的中巴。民用航空售票和候机楼就在村后，有的经商户往来

广州、深圳乘坐飞机已数十次。程控电话安装到户，可以直拨全国。也

就是说，同时具备流通、交通两个优势。“人和”是村民向以勤劳淳朴精

明著称。绝大多数有初中文化，善于抓住机遇，敢于远行。二、三产业的

兴起和初步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村庄面貌。拉链之类的小商品分散到户

加工，稍有劳动能力的中老年家庭妇女皆有相当收入，少的每月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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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多的数百元。过去较少经济权的这部分人，现在有了可供自己支配

的收入，务工经商和务农兼为人帮工者(帮人做建房辅助工的日工资在
30元以上)收入颇丰厚，村民整体经济收入水平提高，1994年人均国民

收入2400元。到1994年，全村有各类民营商店和服务行业61家，生意

兴隆。1946年“清明节"始建的前洪农村集市，80年代中期起出现前所

未有的兴旺景象，每逢农历一、四、七日集期，相对固定的摊点有200多

个，上市人数多的时候近万人，成交额数万元。经济境况上升，带动文化
生活日益丰富，电视机已超过户均一台，40％是彩电且有大屏幕的。解

放前的昆曲锣鼓班，解放后的前洪农村剧团，至今尚为人们所怀念和称

道。他们的业务水平虽不能说是全县最好的，但确是一流的。这种不干

则已，要干就出类拔萃、力争上游的精神值得珍视。

本村古代教育情况如何，渺不可知。从本书《人口编》中可以看到，

清朝末期先后出过一批秀才(邑庠生、增广生)，吴姓缪姓皆有，但无人

中举或考取进士。由此上溯，除南宋时吴姓始迁祖的祖父商霖曾为郡马

(亲王的女婿)和吏部尚书，父琥曾任吴宁县令，历南宋、元、明、清七八
百年间，无人曾任官，没有因“刮地皮"或靠俸禄而致富发家。清末废科

举，兴学校，前洪是本县最先响应实行的村庄之一。虽因农村经济长期

萧条，家境穷困使许多人未能受初步的识字教育，但还是培育了一批人

才，尊师重教、孜孜好学成为风气。20----40年代大学毕业的缪启悟、吴

本生，终生从事中学教育，吴洵佳致力于研制新药，吴洵囝长期为运输

动力机械尽力并在抗美援朝中立功。新中国培养成长的数百名大学生，

有的已是研究员、教授、高级工程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官、有突出贡献

的科学家，他们爱国敬业，忠诚正直，在各自的岗位上卓有成就，得到组

织器重和人们的尊敬，从未出现有辱故乡声誉的败类。现在已普及初中

义务教育，基本消除文盲，年年有一群青年升入大专院校就读。数百年

来，村中从无恶霸无赖，没有恃强凌弱、欺孤侮老者，而急公好义、济困

扶危者代不乏人。此种风习的形成与读书明理、文化水平较高有关，也

为历来扶正抑邪、行善疾恶的风尚孕育而成，在今后的经济活动和社会

生活中，理当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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