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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固政协副主席孙家正来萧何庄社区视察



城中村改造会议在萧何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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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领导区委领导来萧何庄检察指导工作



社区两委班子全体成员

萧何庄老人畅游北京城(2fHl7年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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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良荣获抗战胜利纪念章和他用过的钢笔

似督，J禾避．
}h埭片簟，t烈士叠冒誓tl-6，

参观石家庄市大寨田建设



一九五八年．欢庆红旗人民公社成立

萧何压詹人巩采：萧联在美凶获经济学博士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奉



八十年代民居

一九五八年．下放干部在萧何庄棉田Y2_--与社员一起劳动



村景——历史的记忆



村箭

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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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庄现状图

根据《德州市商贸交通旅游图》(21If)7年2月版)绘制



地域文化研究的新探索
●刘兆祝

由萧何庄社区党支部主持、邀请德州市运河文化艺术促进会

会长刘金忠同志担纲主编的一部村志《萧何庄志》由中国文史出

版社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

位于德州东郊的萧何庄村，现已改名为“萧何庄社区”。名称

的交易说明宜正在迅速的走向城市化。于是萧何庄的当家人们觉

得有必要为本村编撰一本志书。把昨天的面貌和已经发生的变化

记录下来。这决定了，<萧何庄志》是一部颇有创新价值的崭新的

志书。它既保持了传统的地方史志的特点，又具有明显的独创的

成份。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的萧何庄村，是历史上第一次编志，而

综观全市。村庄正式编修史志者，也还不多见。所以，它的许多经

验，都是开创性的，可资借鉴的。 ．

关于编修地方志的作用和意义，前人喜欢用这样一句话来表

达：“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萧何庄志>很好

地起到了这样四个作用。首先，它大大突出了民俗部份的记载。很

好地起到了“详史之无”的作用。这一部分内容。无论是民间传说

的记载还是方言俚语的搜集，作者们都下了大功夫。对于将来的

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进行研究，将省却抉微钩沉的探索

功夫．而起到重要的作用。说成是对于未来“大有裨益”当不为过

份。而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接受大员王继祥

中将飞临德州．就是带着他的专用吉普车。降落在萧何庄军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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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稍后，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往德州的第十五执行小组(一般称

为“三人小组”)美国代表怀特中校也从这个小村走下了飞机、走

进了德州的历史。从此，当时只有六十户人家的萧何庄就与德州

的近代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健时

刻，改写德州历史的那篇雄伟史诗的序篇!战史专家称赞德州解

放之役说：“⋯⋯是我军杰出将领袁也烈将军一生中的得意之

作”。是“抗日战争的继续、解放战争的先声⋯⋯”由此可见，萧何

庄虽小，其意义正不可小视。这样一些史料的发现，生动的说明着

这部《萧何庄志》“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无可取代的作用。这也

正是我们重视《萧何庄志》的出版的原因之所在。编纂者广征博

引，四出采访，晨抄暝写，忧勤惕厉，付出了无比艰辛的努力。实在

功不可没!而他们在这里所表现出的探索精神，尤其值得肯定。

其次，我们常说，村庄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弄清楚一个村庄的

历史，必能以小见大．“推己及人”，对于了解一个地区、一个国家

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印证和佐证作用。它好比一个样本点，“抽样调

查”一般地反映着那个时代的一些富于实质性的特征。这些特征

象镜子一样，记录下了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因此被称之谓“资治镜

鉴”。也就是说。治理好一个村，是治理好一个区、一个县的基础。

正是这一点，对于资政、施治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姓氏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和显著特色。<萧何庄

志>适当地强化了这一部分内容。通过对于本村主要姓氏的来源

和支派的记录与研究，进行了一次别具特色的爱国主义和热爱家

乡的教育。而他们不惜篇幅，为一个解放前大半生在萧何庄扛活

打短的“老长工”立传，则突出地说明了萧何庄的当家人们的公仆

意识和人文情怀。难怪当这位年巳九十三岁的、当年的“老长工”

杨文昌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地说道：“这就是萧何庄人哪，

多么有情有义啊⋯⋯”采访结束，老人亲宰全家人将编志人员送

到村外，手挥日送，殷殷惜别。这是<萧何庄志)别开生面的、极具

独特视角的一笔。我以为，在全国也闻所未闻，见不多见!这是格

外值得赞许的。

·萧,l'nj庄志·



近些年来，对于德州地域文化的研究，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

之下．正在呈现一定的热度。而“地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方

志”的地方史属性，决定了它是开展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编

修高质量的、资料丰富而翔实的地方志，不但是为深入地进行地

域文化研究积累重要的资料依据，而且修志本身也是进行这项研

究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萧何庄志》的出现，是对于深入

开展“德州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贡献。而今日之萧何庄，不惟经

济发展、政通人和，而且村民团结、诸业俱兴，正处在它历史上最

好的时期。他们主动地愿意为我区的文化建设承担起这样一份义

务．我除去表示支持，总觉得还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适此时，承

蒙《萧何庄志》的作者盛情邀请，让我为文弁于书前。我不获辞，于

是写下这篇文字，权充作序。

(注：作者系德州市德城区区委书记)

●_---___●__--I____●●-____----I---__--__l__-I●-_---l__●--_I I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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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往知来树新风
。萧振起

自二零零一年起，萧何庄正式的由一个郊区农村改组为城市社

区。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愿望，编写一部志书，把正在急遭变革中的历

史记录下来。同时也就把萧何庄人在六百年中的生存状态和奋斗精

神记录下来，免得后人完全不了解萧何庄的历史面貌，而对我们有所

抱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我心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们总算

对于广大村民和后人有一个交待了。去年，我们社区在全市第一个荣

获了，全国妇联等单位授予的“全国学习型社区示范单位”的光荣称

号，这一殊荣不但是我市惟一的一个，而且全山东省也只有十二家。

这一荣誉其所以使我们振奋，还在于它是以“学习型”的名义颁发的。

学习，是进步的源泉。是萧何庄人永远需要继承和发扬的。自此以后，

村领导班子编修志书的想法更加明确了。终于。在我市写作界人士的

帮助下。这个想法得以付诸实践。

由于是立村以来的第一次编志，<萧何庄志>上溯明朝初年，下限

二零零八年五月。尽管编采人员为数很少，但他们除在本村长者中深

入调查外，还在档案馆、图书馆中四出搜求，广征博引，查阅了旧志、

档案、报刊杂志、学术专著⋯⋯凡属能够找到的资料，一一审阅而后

决定取舍。对于其他地方志资料．他们绝不因陈袭旧，而是充分汲取

经验，同时记取教训，扬长避短．匡正谬误。他们表现出的严谨的治学

作风，刻苦而认真的写作态度，决定了本书的质量。我们向他们表示

感谢和敬意。而特别使我感动地是，他们建言在本志中。打破生不立

传的陈规，给本社区对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立传，倡导尊重

·萧何庄志·



师长、睦邻友好；以树立新风，倡扬正气。通过编志，使居民更加团结，

上进更有勇气。他们的这一举措，正是我们的初衷。因此，得到了我和

支部、居委会所有成员的支持。通过编志，大兴孝敬父母之风，大兴伦

理道德之风，大兴睦邻友好之风，大兴尊老爱幼之风；从而开创一个

政治更加团结，更加稳定，经济更快发展，文化更上层次的崭新局面，

是我们的一致愿望。

本志第二个突出的贡献是，通过给所有在萧何庄任过教的老师

立传，大大张扬了崇礼重教之风，大大弘扬了本社区鼓励居民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通过“一心向学”而后“忠心报国”的强烈心愿。相信读

者阅读本志后，会特别强烈的感受到这一点，而得出和我一样的感

想。果然做到了上述两点，我们就从最根本的意义上。为本社区居民

的和谐相处做出了贡献。我们的编志也就从一个“点”上，为“和谐社

会”的建设尽了心，出了力；编志这件事本身，也成了对于构建“和谐

社会”的一种奉献!哪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也才不枉各

方面对于本志的殷切期望与寄许。

感谢区委书记刘兆祝同志，在百忙之中为我们写下一篇序言，使

我们的编志工作有所箴规。对于领导的支持，我们除表示感谢外。只

有把工作做得更好．来加以回报。另外，需要特别说明地是，虽然编修

入员付出了艰辛和努力。但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和破坏，使得许

多原始材料或被毁弃。或难以寻找。还由于此事抓得较晚，众多知情

的老年人已经故去．再难补救。而我们村过去不但没有编过志，也相

当忽略相关材料的积累这项工作。对于本志的阙如之处，以及客或有

之的未尽人意之章节，应当由支部和我来负责。

萧何庄作为德州郊区第一个由农村改组为社区的单位，正处在

它六百年历史上最为根本性的转型期。让我们通过编志，实现一次对

于萧何庄历史的反思。从而总结经验，继往开来．把我们的未来建设

得更加美好。

2007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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