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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乡党委书记欧品金

2011 年冬季的一天，我荣幸接到一位年近七旬的

老人送来《秀洞村志》的文字初稿，并托付我为志书写

序。当时，我感到有些为难，一则学识有限，再则从没

有写过类似文体，但又不好拒绝。一位退休老同志不

知花了多少心血才写出这本志书，他的精神，他的乡

情，值得肯定。为此，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了下来。

我是 2008 年来到大同工作，开始任乡长，之后接

任书记，转眼已经 5 年。这些年来，因为工作需要，我

走遍了大同的村村寨寨。这里的人勤劳朴实，热情好

客。每个村寨的村民几乎熟悉，只要走进去，随便就可

以喊出遇到的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大同乡是一个少数

民族聚居的乡镇，少数民族人口 15000 多人。这里离

县城只有几公里，属于县城的近郊。在这里工作的几

年给我感受最深的有这么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喜爱唱

歌，每逢四月初八，村民们纷纷聚集章山唐黄哥大场赶

哥大会，尽情歌唱;二是乡亲们热心家乡建设，不论是在



家或是在外工作的同志都千方百计为家乡事业献爱

心作贡献。其中秀洞就是如此，而 《 秀;同村志》的编

者一一向立登先生，就是大同乡秀;同村人，他曾经从

军 15 年，后来转业到锦屏县人民检察院工作。这位老

同志为人正派，工作兢兢业业，热爱学习，思想进步。

在工作岗位上时，取得过很多成绩，退休后又加入县

民间文艺协会，还是县伺学研究会的成员之一。他退

休而不休，悉，过研究地方民族文化，还承担《三江镇

志》、《检察院志》等史志的编修工作， {秀洞村志》便是

向老先生的汗水和心血的结晶。 10 多年来，他走遍了

有关档案管理部门，查阅历史档案 2000 余卷，调查采

访相关人员约 500 人次，对村内的古碑、古墓反复进

行考证，对所收集的资料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去伪存

真，认真整理，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一部 13 幸 42 节

220 多目约 18 万字的《秀洞村志}，为子孙后代了解秀

洞古往今来风土人情和历史提供一份宝贵财富，也为

秀洞村做了一件流传千古的大好事。

《秀;同村志》记述了村寨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

所载事物，上溯至明清，举凡与村寨之事，自然地理，

农业交通，商业文化，民俗传记，古迹传说，家族谱系，

梳理有序，记录其中。内容言简意肢，通俗易懂，富有

浓厚的乡土情怀，读来使人倍感亲切。村志是村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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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家乡、了解家乡，更是后人缅怀先人寻根觅祖的宝

贵财富。它记载着村寨人文发展历程，收集村的珍贵

文献，对研究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极为重

要。

记载历史，传承文明，既是国家大事，也是地方之

大事。真乃国泰民安，盛世修志，社会变革，纷繁复杂，

秀洞具有近 600 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但史料留存

过少，尤其村志一类的文字。《秀洞村志》是向老先生

为他的故乡及后人献上的一份厚礼，对他艰辛付出和

对地方事业奉献的精神我们倍感欣慰，将是我们及后

人学习的榜样。在此，我谨代表大同乡党委、政府以及

全乡各族人民对向立登老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

高的敬意!

我相信， {秀洞村志》既是传承历史，又启迪后人

的文化遗产。让我们在总结前人取得经验的基础上，

紧抓历史机遇，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凝聚民

心，为建设美丽伺乡做出应有的贡献!是以为序。

二0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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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洞村景

秀洞村密洞坎(向克炫/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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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坡古驿道( 王宗勋/摄)

正在改道建设的秀洞坡公路(王宗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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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冲口

( 王宗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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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家田(王宗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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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洞村民委办公楼( 王宗勋/摄)

原供销社用房( 王宗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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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洞小学
全体教师

秀洞小学校园

秀洞小学

学生公寓

( 王宗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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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洞风雨桥(姚祖超/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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