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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赵林

《八里营村志》在村两委会全体领导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历

时八个多月，终于和广大村民见面了。她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历史

真实的再现，是八里营村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也是全体村民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实在可喜可贺!

“史官辛劳何人知，启卷方知笔者难”。编撰村志是一项艰苦卓

绝的系统工程，《八里营村志》的付梓问世，见证了编委会全体成员

付出的艰辛，他们成绩卓著、功不可没。编委们终日访民间，跑史

馆，口问笔录，汇集资料；顾问小组的成员，虽然都是耄耋之年，

却个个精神饱满、畅所欲言，每次专题座谈都能提供一些鲜为人知

的珍贵资料。古稀之年的主笔者，其精神让人敬佩，他博览志书经

典，搜集整理资料，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孜孜不倦、执笔严谨。

参编人员的执著精神，实在让人感喟不已。为此，我代表村两委全

体成员和全村三千多口村民，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八里营村志》在编攥过程中，遵循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

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准绳，坚持了反复考证、

去伪存真、以今为主、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她横排门类，纵写事

实，是一本融追本溯源、姓氏聚落、大事记载、体域与村官、经济

发展、村民生活、文教卫生、名人史册、兵燹纪实、民间习俗、宗

教信仰、历史遗迹、文艺活动于一炉的百科全书，是一部客观、全

面、系统记录八里营村史的资料汇编大全，是供给八里营村民察古

鉴今的信息库，更是向村民进行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解读家

乡、热爱家乡的好教材。

地方志书的功能是“资治、教化、存史”，其重点又在“资治”。

八里营的父老乡亲们一定会从《八里营村志》中受到启迪与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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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家乡治理得更加美好，一定会以志为鉴、直面现实、面向

未来、开拓进取、建功立业，使八里营走向更加文明、富裕的明天，

谱写出八里营历史的新篇章。

公历二oo八年八月



编者的话 刘海山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沧海桑田频变迁，新乡沿革多传闻。

周边村落如棋布，城西坐落八里营。

村志启笔即日就，翔实史料示子孙。
丁亥年暮冬，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村主任赵林同志责呈我撰写八

里营村志。我想：撰写村志是八里营近四千口村民的夙愿，也是自己

义不容辞的责任，村志若能在自己的笔端问世，岂不快哉!于是，便欣

然承诺。 ，

．

翌日，夜阑人静，我思绪迭起，夜不能寐。仔细地掂量着、思忖着：

八里营自后汉就有北固村的传说，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了。她历史

久远，底蕴丰厚，但资料匮乏、疑团颇多，即使有些资料，也是杂乱无

章、乱麻一团，真可谓家中无“米"，巧妇难为；蓬头之发，难以梳理。再

说，撰稿者，又独我一人，面对如此大的工作量，实在有赢牛超负之感。

可是，每当想起数千口乡亲的重托，就增添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每当想起村领导那信任的目光，就倍受鞭策和鼓舞。困难面前，不能

思葸不前；困惑之中，怎能半途而废?于是，我便躬下身来，采访民间，

日问笔录，广览博撷，汇集资料，并请来了年岁高，阅历多，资历深，德

望重的老者，组成了村志编写顾问小组，每周定时召开村志专题座谈

会，并做到集思广议、细心甄别。他们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是，座谈

中精神饱满、侃侃而谈、知无不言、言元不尽。他们是撰写村志的“活

字典”、“资料库”。此外，赵清滨老人主动拿来了收藏的《新乡市郊区

志》，刘云斌老人主动拿来了珍藏的《新乡县续志》，崔修如老人主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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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营村志

来了购买的有关山西省洪洞县移民的小册子和保存他人整理的村史

资料；还有的借来了《新乡市情》，找来了《卫滨年鉴》和《新乡市地名

志》，其执著精神，催人奋进，让人感动。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那颗因资料匮乏而蔫枯

的心倏地变得姹紫嫣红了。此后，我仿佛蜜蜂飞进了花丛，醉心于那

窗下的劳动。终日，浏览典籍，汇整资料，秉烛疾书，乐此不疲。

哲人云：“凡事勤则易，惰则难”，有付出则有回报，有耕耘则有收

获。八里营村志终于封笔付梓了。

其特点有三：

(一)保持了村志的系统性、完整性。

开始搜集到的资料，往往时序颠倒、内容杂乱、东鳞西爪、片言只

语，既不系统，又不完整。针对其弊端，认真地进行了时序编排、内容

归类、数易体例、纲举目张，保持了其系统性、完整性。

(--)保持了村志的真实性、可信度。

村志既是村史的高度概括、精华提炼；又是村史的真实写照、客观

再现，如果失去其真实性与可信度，也就失去其固有的价值。为此，做

到了甄别史料、一丝不苟、博采众议、去伪存真。

(三)保持了村志的可读性、趣味性。

为使其具有可读性、趣味性的品位，内容上以今为主，与时俱进，

遣词上语句明快、通俗易懂。除此，还特意增添了不少趣味性较浓的

资料。

在村志编纂过程中，不少村民主动提供资料、鼎力相助，在此，谨

向他们深表由衷谢意。

编纂本志，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经验不足，

舛误与纰漏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村民及读者不吝赐教。

公历二oo八年八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八里营村的历史与现状，以达到通鉴资治的目的。

(二)本志以章为纲，以节为目，分门别类，一目了然。采用

述、记、传(含简介)、图、表、录等多种方法，分设追本溯源、大

事记载、境域与村官、经济发展、村民生活、文教卫生、名人史册、

兵燹纪实、民间习俗、宗教信仰、历史遗迹、文艺活动等章，反映

八里营村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村民不同时期的生活状况。-

(三)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语言文字力求准确、简洁、朴实、

通俗。让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均能阅读。有关县志上“忠义节烈

廉洁”的内容，仍保持文言原句，只是加了标点。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文献资料(含史、志、碑刻等)、

类书资料、口碑资料、笔记资料、回忆资料、座谈资料等。力求做

到资料翔实、准确元误。

(五)本志开八里营村无志的先河。本着以民为本、尊重史实、

古为今用、以今为主的原则，重点编纂了建国后的村史内容。多为

客观纪实，但对个别人和事为强化激励性、辨识性也略加评论。

(六)本志不少资料，由1980年村十一位老者的口述笔记及编

纂村志的9位老者组成的顾问小组以专题座谈提供。

(七)本志所用资料上溯不限，下限界定于2008年8月。

(八)本志所用简化汉字以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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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标点符号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

出版总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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