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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在县志编修基本完成以后，我县一些部门和乡村也先

．后编史修志，《前吴村志》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与佼佼者。

前吴村是县西名村，自吴氏于唐乾宁初(894-'-"897．)建村至今，

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原村在今通济桥水库南区四全山麓，地势平

衍，人烟稠密，为吴姓聚居之所，其他尚有黄、盛等共1 4姓。1 959

年，党和政府为了综合开发浦阳江水利，决定兴建通济桥水库，该村

地处库区淹没范围，因乃举村拆迁。千年古村，从兹星散，而下游浦

江盆地千万亩农田，却得以自流灌溉，稳产高产。前吴村人这种服从

整体利益，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全县人民至今记忆犹

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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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前吴村在广明山麓，系全村拆征时部分村民僦近依出构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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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地势高峻，崎岖不平，耕地既少‰峦利尤差。村人在此艰苦创

业，团结奋斗，但因为自然条件所限，。人民生活曾处于全县平均水平

以下，有一半粮食全赖政府供应。改革开放为前吴村注入了新的活

力，近十年，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人民收入成倍增长，这个昔El徘
毒

徊在贫困线上的山村，、人均收入已跃居全县前茅，连续被评为金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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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县农村致富奔小康先进集体。 。。。

前吴村更是一个著名的文化古村。村人以勤学苦读，尊师重教为

荣。自宋以来，”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清代及其以前，有倡组名震东7

南之月泉吟社的吴渭，有与赵孟j顷并称的元集贤大学士吴直方，有学“。



贯古今、博通经史的一代名儒吴莱，有锐志进取，八月内连捷三科，

自童生一跃成为进士的吴凤来。清代全县考中进士的共有8人，而前

吴一村即有2人。其他尚有辟贡20人，太学生37人，文武庠生

1 90人，科名之盛可见一斑。到了近现代，则更是人才迭出，奇葩怒

放。诸如吴士槐、吴士绶、吴士良、吴第之、吴宁高、吴战垒、吴山

明等数十人，都各学有专长，成就卓著，蜚声于海内外。至于专科、

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和留学生，则为数更多。一个户不逾千的农村，

竞能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才，是难能可贵的。这是前吴人的光荣，也是

浦江人的光荣。

《前吴村志》始修于1 989年，历时7个寒暑。它全面记述了该

村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自然环境、居民人口、农林水利、工商交

通、教育文化、，人物事迹和文献诗赋，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文约事

丰，特色鲜明。它是浦江第一部体例结构较为完善的村志，即就全省

和全国而言，也尚少见。切望前吴村人能珍惜既往，继承和发扬前人

的优良传统，奋发进取，励志图强，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再谱新篇。全

县人民和广大读者也可以从中得到启迪，策励自勉，取长补短，团结

奋进，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美好家乡，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贡

献力量。

浦江县县长应恩民

1 995年1 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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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前吴村以一村之力，历七年之功，编纂成一部内容丰富，资

料翔实，体例完备的《前吴村志》，受用当今，传之后世，并为志苑

增辉，是值得庆贺的。

中国的地方志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具有独到的文化地位和历史地

位。全国的地方志书，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 949年以前编

修的共有8200余种；这之后修成的各类方志已达1 449种，两者相

加已近万种。但极大多数为省、府(市)、县志以及少数乡镇志、专

业志，村志为数寥寥。《浙江方志考》达20卷，收录完备，却无村

志的记载。由此可见，《前吴村志》的编修、问世，是十分难能可贵

的。

其实，我国1 2亿多人口，1 O亿多在农村。农村是基层单位，农

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国家的主人。农村、农业、农民的状况

是国家兴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通过村志的编修，可

以深入地了解农村的历史和现状，深知农业发展的真正轨迹和农民实

际状况的方方面面，从而更好地去建设新农村。

编修村志，此举不宜低估，此事不可小看。这是当代农民觉醒的

一种表现。前吴村的辉煌历史是由前吴村的群众和杰出人物自己创造
≯

的。村民不仅创造了历史，又认识到记录历史的重要。“他们将漫长的

历史变迁，先辈们的奋斗业绩，将当代人艰辛开拓、不断创新的硕

果，以及各行各业的经验、教训，真实地载入史册，给今人和后世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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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一笔非常珍贵的财富。

地方志的编纂方法，一般是“不越境而书”，按现境上溯。前吴村

情况特殊，按现境，建村不久；按古境，则已沉水底。这是当今修志

的难题。前吴人采用习惯的方法，分“老前吴”和“新前吴”，记述其联

系和区别，既符合事实，记清事物发展的过程，又增加了志书丰富的

内涵，更适应村情民意，可说是志书编纂上一种实事求是的、独特的

创造。

前吴村有过辉煌的历史，曾经是县西第一大村，景色幽绝，文风

昌盛，名贤辈出。时至今日，仍然是人文荟萃，英才涌现，长盛不

衰，这是非常可贵的。更喜人的是，近十年间，山村巨变，摆脱贫

困，人均收入进入全县前列。归根到底，是党的政策和人的作用，其

间许多感人的事和人，理所当然，应该进入史册，并不断发扬光大。

可以相信，来日方长，新前吴定会进入更加辉煌的境界。

我未到过前吴村这方宝地。过去只是翻读过《吴溪吴氏家乘》和

“月泉吟社”的若干诗章，今天又读到村志的部分章、节，略有所感，

勉为之序。

一 魏桥

1 99 5年1 2月于杭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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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溪流，那

伴们在溪中

林，冬夜，

诗，“最忆髫

每当春天，

杨柳蘸波，鹅黄鸭绿最宜人。深秋季节，红叶满山，我与妹妹背着柴

篓上山扫

怦然心动

当然

祭，元宵

梦境。而

帚似的毛

最得意的

螃蟹，他

中国水墨

与小伙伴

玻璃“珊瑚9，觉得美极了；当兴致来时，还用焦炭在断垣残壁上犬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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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真正了解。直到这次读了

认识。一个户仅数百的乡村，

赓续之久，在国内恐怕也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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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村下吴周角



前吴新村近景

厚前吴村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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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花碧叶寿万春吴霸之画



吞祖 吴蒴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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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山明美术院外景

春华秋实吴山明匣

客心洗流水吴山明画



百蟹里吴磊之专

百蟹星吴!链画

芦蟹圉条屏罴上丝回



吴荛之纪念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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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凤来紫庭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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