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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序一

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国独有的优秀文化传统，承担着腰续文明、传承文化的

重任。 保存至今的 8000 余种、 10 万余卷历代方志，蕴含着传统文化基因和海量文化信

息，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传承、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

在各种类型的地方志编篡中，村志编篡古已有之，但从未进入国家层面的地方志

编篡序列。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包括村志编篡在内的地方志工

作，出台了重要文件。 中央领导发表了重要讲话、作出了重要批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包括村志编篡在内的地方志工作。 2004 年 10 月，他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到江山

市凤林镇白沙村考察，看到村民编篡的《白沙村志)) ，鼓励村民把村志继续编篡下去。

2014 年 4 月， :XJJ延东副总理在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会议代表座谈时指出:

"要结合发展的新形势，加强对地方志包括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编篡的

业务指导和服务。 " 2015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 2015-2020 年)~ ，正式将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列为主要任务之一。 2017 年 5 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指

出完成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出版工作。 开展旧志整理和部分有条件的镇志、村

志编篡。"可以说，村志编篡迎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是数千年来影响中国社会发展最核心的问题。 中

共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从 2∞4 年起，连续 13 年，每年的中央 1 号文件都聚焦

"三农" 。 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特别是提出了"乡村振兴战

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对农村发展问题所做出的准确

把握和与时俱进的战略应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放近 40 年来，在党中央 、 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下，各地涌现出

一大批历史文化名村、经济强村、 新农村建设示范(试点)村、美丽乡村和特色村，成为

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 客观记录中国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向后人展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千年未有的巨变，是地方志工作者肩负的光荣而重大的历史使

命。 编篡中国名村志丛书，是记载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革的重要途径。

文化寻根，寻的是其发展的源头和根基。 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 农村的

生产生活方式、社会规范 、 宗族文化、 宗教文化 、 民风习俗 、 传统节日 、 民间艺术等，

无不镑刻着中国人独特的民族性格，这就是家国情怀、 文脉绵延 、 精神归属 。 在快速城

镇化进程的冲击和开发性破坏下，大量传统村落面临消亡的危机，村落蕴含的历史文化

信息也流失殆尽，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 编篡中国名村志丛书，是保存村落历史文化信

息，抢救 、 保护村落文化最好的方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家乡的山水草木、村间小巷、 乡俗民情会在每个人心头留下深刻

的烙印，这就是故土情结。 而村落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 编篡中国名村志丛书，

通过记述村落建筑、 名门望族来追溯村落的历史;通过记述村落规模、 布局、人口、物产

等反映人口来源、 宗族兴衰、 生活习惯、 文化背景、 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体现环境与

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 相互发展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通过记述戏剧、音乐 、 舞蹈 、

美术 、 文学、手工技艺等文化形式，展示百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的智

慧结晶，强化人们沟通感情的纽带。 编篡中国名村志丛书，是传承乡俗、诉说乡音、记住

乡愁、好解乡思，激活历史传统、 唤起共同文化记忆、 塑造共同心灵认同的重要文化工程。

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以践行文化自信 、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时代发展为己任，以打

造全国地方志系统的重要品牌为目标，在体裁运用 、 篇目设置 、 资料选择等方面进行大

量的创新，突出"名"和"特拣选各个名村中最值得记述、 最具有代表性的人 、 事 、

物，予以浓墨重彩的描画，从而形成系列的 、 高质量的 、 可读性强 、 雅俗共赏的地方志

读本，让地方志紧接地气、贴近百姓，让地方志成果进入寻常百姓家，让人民群众共享

地方志成果，让越来越多的人从地方志中感知传统 、 历史和记忆，成为传统村落和传统

文化的守护者，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

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

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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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序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这句富有诗意

的重要论述不仅唤醒了中国人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对于人和自然关系、人和历史关系的思

考，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乡愁"进一步进行文化意义解读的兴趣。 从本质上看，乡愁

是一种源自主体体验的情感 隐含了一种人们带着乡愁追寻自我生存与生命意义 、 追寻

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的美学思辨。 同时，这种追寻自我生存的主体逐渐转向大众群体，

乡愁也由传统单一的"文化乡愁爱国情'怀"演变为对于"理想家固"的精神追求。

中国有近 60 万个村庄，约有 5000 个古村落，被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界定

的传统村落就有 1561 个。 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乡村的版图日渐凋敝，大批农

村青壮年劳动力走进城镇，融入了新的生活。 然而，每逢传统佳节，那种挥之不去的离

愁别绪挟裹着亿万农民工，又融入了返乡的滚滚洪流。 这是乡愁的情慷牵动着他们，是

故乡的山 、 故乡的水、故乡的老屋 、 故乡的小吃在牵动着他们，是故乡家家户户的惶联

和口口相传的故事，以及只有在隆重的传统佳节才有的古老的民风习俗在牵动着他们。

文化可以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重量与体温，这是文化的力量之所在，

而村落是传统中国的根脉所系，乡土社会是最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地方。 梁漱

溟曾指出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 "我

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保

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农村文化生活的载体和手段，满足农

民群众多层次 、 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而编篡村志尤其是实施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

就是一个重要举措。 实施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编篡中国名村志丛书，以最基层的村落

为研究对象， 寻根传统村落的历史，梳理村落的发展脉络，以唤起人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探索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如何留住乡音 、 乡风、乡思，继承传统

文化精华，挖掘丰富历史智慧，是贯彻落实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共十九大提出



的"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地方志工作者的重要工作。

虽然村落文化正在日益远离当下生活，但我们可以抓住诸如基本村情、文物胜迹 、

古村保护、特色文化、旅游名胜、 村域经济 、 风土民情、村民生活 、 新农村建设 、 艺文

杂记、名人与名村等关键内容，通过志书的手法来诠释乡村文化的精华。 我们如实记录

着村落里的人和事，以及青山绿水、小河大树、袅袅炊烟，力争以最完整 、 最原真的方

式呈现村落的前世今生。 我们要为"迷失"的人留住乡村文化的根脉，让人们难以割舍

的乡愁得以慰藉和释放。

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将触角伸向那些极具代表性的村落，它们有的历史悠久、名人辈

出，有的经济腾飞、重获新生，有的风景秀丽、 景观独特，有的地处边睡、神秘莫测……

我们挖掘中国不同类型村落的发展之路，为探索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经验、 发展模式、前进道路提供历史智慧和现实借鉴。 因此，打造以重在表现乡村擅变为

主旨的中国名村志丛书十分必要和迫切，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想要认识中国 、

了解中国、研究中国。 在这样的形势下，乡村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要集中讲好发生

在乡村的故事，向世界呈现一个多元的、立体的中国。 乡村历经岁月变迁的风雨，见证

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寄托着数代中国人的情感。 发生在乡村的故事无疑是血肉丰满的 、

震撼人心的、引起共鸣的。 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能够讲好乡村战事，讲好中国故事，描

绘出中国的底色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地方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加入到保护 、 传承、发展村落文

化的队伍中来。 仅就编篡中国名村志丛书来看，第一批的申报范围就涵盖包括香港特别

行政区在内的 32 个地区，申报数量高达 70 余部。 "直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为当代

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这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希望中

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的实施，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关注中国乡村文化，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名村都来融入继承中华文化传统、颂扬中华传

统文化的活动中，让正能量更多地润泽温暖人们的心灵，让更多的人"记得住乡愁" ! 

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2017 年 11 月

结古以



⑨ 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专家委员会

名誉主任 徐匡迪

主 任 王伟光

常务副主任 李培林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毛其智叶裕民李铁李善同杨保军 柳 拯

倪鹏飞魏后凯

⑨ 中国各村志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

主 任 李培林

常务副主任 冀祥德

副主任 刘玉宏邱新立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伟平王晖王铁鹏 巴兆祥田嘉苏炎灶

李江李孝聪张大伟张英聘陈泽15b 陈强



⑨ 中国名村志丛书编寨委员会

主 任 李培林

常务副主任 冀祥德

副主任 刘玉宏邱新立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小彬毛志华田洪任玉华

刘成典刘爱军关树锋负有强

李云鹤李秋洪杨洪进吴凤端

何喜清汪德军张军利张志仁

陈华康陈玲陈秋平易介南

胡满达洪民荣姚红秦向东

袁建勋高煌梅宏郁钢城

管仁富廖运建漆冠山潘捷军

⑨ 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篡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冀样德

副主任 邱新立

成员 于伟平杨海峰陈旭李江

王丹林安山刘思呜丛瑭

宁芳张睿



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部善县吐峪沟乡麻扎材志
编篡委员会

主 任 孙忠

副主任 艾尔肯 · 买买提戴敬锋胡元凯

吾斯曼 · 艾力尼亚孜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强王道成朱建江刘富安顾永华

刘琳

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部善县吐峪沟乡麻扎村志编寨人员

主 编 刘琳

编 辑 刘智元蒋玉梅黄春梅

特约编辑 陈有赋

摄 影 黄彬李保民季节

图片提供 吐峪沟乡人民政府旅游文物局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初春时的"新旧"密语 季节摄



⑨ 中国各村志丛书凡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存真求实，全面、客观、系统记述我国村落发展变化进程

和改革开放成果，传承和抢救乡土历史文化，激发爱国爱乡情怀，为探索中国特色新

型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经验、发展模式、前进道路提供历史智慧

和现实借鉴。

二、 为全面反映入志事物发展脉络，各志上限尽量追溯至事物发端 ; 下限一般断至

各村志启动编修年份，个别重大事项可延至搁笔。

三 、 记述地域范围以下限年份的行政辖区为主。 为体现名村在更大区域内的意义，

可以从更开阔的区域视野记述与该村相关的内容。

四 、 统一采用纲目体，设类目 、 分目、条目三个层次。 横排门类，纵述史实。 除

《 中国名村志丛书基本篇目 》 要求的必设类目外，其余类目根据各村实际，依照突出时

代特色、地方特色的原则自行安排。

五 、 综合运用述 、 记 、 志 、 传 、 图、表、 录等各种体裁，以志体为主。

六 、 除引用文字和附录文献资料外，统一使用规范汉字及现代语体文记述体。 记事

坚持秉笔直书、述而不作，只记事实，不作评论，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行文力求朴实、

严谨、简洁 、 流畅、优美，具有较强可读性。

七 、 人物部类遵循"生不立传"原则，人物传主按生年排序，只选录对本村发展有

重大影响的人物，不面面俱到。

八 、 所需数据一般采用政府统计部门数据，无政府统计部门数据时选用主管部门正

式提供的数据。



九、数字用法、标点符号、 计量单位分别执行国家标准 《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

( GB厅15835-2011 )、《标点符号用法~ (GB厅15834-2011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

( GB310非一 1993 )和《有关量、单位、符号的一般原则~ (GB3101-1993) 。 历史上使

用的计量单位，如斗、石、里、尺、 磅、华氏度等，在引文时可照录。 考虑到社会使用

习惯，全书中亩不统一换算， 1 公顷= 15 亩。

十 、 自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纪年，均使用公元纪年。 志中所称"解放前(后)" ，以

当地解放日为界新中国成立前(后)"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 1949 年 10 月 1

日为界改革开放前(后)"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 1978 年 12 月为界。 本

志 x x 年代凡未加世纪者，均指 20 世纪的年代。

十一、 为节省篇幅，避免重复，本志采用条目互见法。 参见条目的表示形式为:

参见本志 x x 类目 . x x 分目 . x x 条目" 。

十二、 对旧志 、 古籍中的繁体字、冷僻字一般用简化字或通用字替换，易引起误

解的则保留 。

十三、 记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派、机构 、 职务、地名等，均以当时的名称为准。

对频繁使用的名称，首次用全称，其后用简称。

十四、各村志需要单独说明的事项，均在各自编篡始末中记述。



麻才L村在中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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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于L村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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