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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罗市市长李国保题词

是泪罗市

农村发展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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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人事局局长、党组书记、原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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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楼

渔街市完小

(建于1999年)



读志片言

——写在《渔街志》出版之际

任国瑞． ，

国史方志与家谱，是中华民族存史的主要载体。它们

大小互补，详略互见，华夏的文献文明的光辉，便是从这里

性的系统整合的构架中生发的。这也是一种“金字塔”式的

范型，这一范型的存在，便让西方的乃至世界的文献文明显

得苍白而清癯。方志，不是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地区都有

的。村志，在中国也属风毛麟角。但它是方志的一部分，而

且是最难得的一部分。 。

—个村庄，在全球化视野下是微不足道的。但在一定

的意义和一定的条件下，它则是一个更大区域乃至一个国

家的缩影和克隆。村庄对于国家，是尘埃、是颗粒，但同时

也是土壤。一部村志，是对于一个村庄历史的文献表达。

如果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谱就是细胞的文献表达)，那

么，村志便是方志的细胞。细胞对于整体，是最基本的，最

具体的，也是最具生命力的。村志以规模绳之，是最小的

志。它之所以不能被忽略，正如小革的茁壮、小花的芬芳、

小溪的清亮。它以小对于小的张扬与刻划、以小对于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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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与折射、以小对于小的回瞻与展望，而获得生存的空问

与发展的可能。村志的小，还有另一种意义，那便是与家庭

及村民小组的连接，与县乡区域的对应承传功能所获取的

人文寻根的通行证，和特有地情物产的中性言说的展示平

台。再从地方志事业的视角，村志的诞生与发展，毋庸置疑

地成为了二种事业繁荣的表征。

。我所见到的村志，古今不过十余种，因此我不具备村志

标准的言说资格。但我认为，一部好的村志，从普遍意义上

说，仍应当以“存史、资治、教化”为支点。应当有对于区域

政治(在与党和国家政治相一致的前提下)的良性把握。诸

如安定的局面、文明的氛围和进取的精神等等。应当有对

于先进的有特色的地方文化的张扬；应当有对于地方先进

人物范型的展示；应当有对于地方重大事件与话动的历史

唯物主义的记述。泪罗市楚塘乡黄华山先生，以十年之磨

砺，以数十万言之规模，以坚忍之精神，以科学之态度，打造

了一部崭新的优秀的村志——《渔街志》。它与我心中对于

“好”村志的期待范型相吻合。 ，

我对于《渔街志》的评说，与情缘并无关系。任何重视

中华文献文明的读者，只要阅读了这部志书，都会热爱它，

并从中收获到各自的希望。因为任何的读后回忆与阅读的

过程停留，都会清楚地看到这部志书的个性特征。



其一、鲜明的地方特色。地方特色每志皆有，任何志书

中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无不打上地方的烙印。

本志的“鲜明”之处，首先表现在大篇并列的古今两分的编

目建构。此种设置本身，就是～种大胆合理的创新。因为

它有足够的个性化的历史文化含量，支撑上篇的古渔街市

志。其次，是以龙舟竞渡发祥地为支点，让“龙舟文化”单列

设章，使村域风情与民族性、爱国精神有序地连在一起，从

‘而使小村志产生了大文化与跨文化的意义。第三，以姓氏、

宗族、庙宇独立设章，是本志地方特色的又一鲜明的呈现。

从学术上，它是对于传统方地逻辑建构的悖论(这种悖论，

早已在10多年前就已在方志实践中成立)，但从抢救历史

文化遗存上，它又具有重大的意义。本章的撰写，是以训诂

学和VI述史学的结合为基础的。作者不殚烦劳的广征博采

和突出的村域资源优势，更是本章得以成立的前提。

其二、科学的取舍标准。本志果决地剔除了村域传统

文化中的封建迷信的糟粕；对于不健康的风习以“陋俗”点

明；特别在当前政治标准的把握上，作者的向性是鲜明的。

一个村是一个小社会。因此村志不可或缺的大的门类。但

一个村毕竟是一个小区域，在每--t'-1类之中又绝不可贪大

求全，层级繁多。在大小之间、上下之间、左右之间、主辅之

间，怎样处理好编目及内容材料的去留问题、详略问题、互



见呼应问题和交叉表述问题等等，是摆在每一位地方志工

作者及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本志的处理，作为农民方

志家，已经是非常成功的。

其三、丰富的口述史料。清代以前几乎没有乡志和村

志。学者文人修志总以县志为起点，宁可著杂殂，也不去修

村志。这就使后来的志士在浩翰的资料海洋中徙然兴叹，

即使是一麟半爪的收获，都会使他们激动不已。地下的发

现是他们的渴望。但立足现实，他们的专注更多地只能投

向口述史学。他们以口碑立下蓝图，以文物与历史文献去

修改设计，循环往复，得以定型。村志云者，其思路与过程

大抵如此。以本志为例，除了浮舟于书海，钻营于“地下”，

更多的是采撷口碑资料。为了本志的编纂，编者共采访资

料老人155人，搜集资料计260件(条)，地域跨度达三省五

县八乡十---丰寸。其采访之苦、甄别之难，舍弃之痛，非经过

之人不足为道也。口述史学，在欧美之间已成显学。作为

一门学问，中国刚刚起步，而作为一种实践，则以中国史志

工作者贡献最大，起步最早。任何一部历史经典，都无法排

斥口碑资料。换言之，口碑资料考订的终结，也就是历史。

因此我很珍视本志的口述资料，也很敬佩本志作者的精神。

其四、鲜活的话语系统。本志文体的主干是语体文。

但为了呈现人事物象的元生状态，其陈述与描摹往往不拘。



它有时庄严，有时活泼，有时激进，有时中庸。在语词选用

上，也是泥古与直白并存。虽然违反了一些传统，但读来颇

觉新鲜与活泼。方志的可读性，其实是不能忽视的。

志书的编纂与修改是没有止境的。假如本志再版发行

的预设成为现实，那么或许可以考虑作一点建设性的改进。

今后如有新资料浮现，应当有一篇(或一节)关于渔街市名

义的实质性的考证。一部志书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此系统

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调节与平衡。本志在并列的少数的章

节之间，平衡的弹性过大，因此也就感觉了失衡。以一人之

力而修一村之志，殊非易易。尔后如财力、人力许可，那么

增补规范的区划图及扉页与内文图片，重新策划设计封面

与版式，增设方言章节等便成为了必须。

地方志是一种知识密集型事业，对于主编与编辑的素

质要求很高。过去，我虽然做过《泪罗市志》的主编，但在许

多方面是力不从心的。遵华山、建云之嘱，我审读了本志最

后的校样，写下了上述的片言只语，聊荐举于斯文，切磋于

同道，并作为对于本志出版的祝贺吧!

任国瑞岳阳师院副教授、《云梦学刊》副主编、屈原研究所副所长、

原泪罗市市志办主任。



凡 例

(一)、本志分《古渔街市志》和《渔街市村志》上、下两

篇，集古今于一体。12章，48节，包括《附录》共21万余字。

叙沿革、载变异、倡善行、弘典范、鉴来者o。

上篇《古渔街市志》，追溯了渔街市名称的由来和姓氏

源流；搜集了民间传说和文苑精英；记载了渔街市兴衰起落

的原因，民情、风俗和在历史上的贡献。

下篇《渔街市村志》，主要记载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地区

变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人口、人物和村民的生活

状况。
‘

(二)、志书断限，上限不限，下限至公元2000年。

’(三)、本志收录人物简介的标准：古代人物只录明、清

两朝，有代表性和在本地有一定影响的士大夫。

现代人物，录入警长以上。

当代人物，分国家工作人员和基层工作人员两大类。

国家工作人员，从国家职工录起。

基层工作人员，录入连任20年村民小组长(含生产队

长)，5年以上党支部书记、连任10年以上党支部委员，以

及有上岗证的医务人员。



(四)、本志以公元纪年，采用阿拉伯数字。公元前注皇

帝纪年；公元后略去“公元”二字。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编写，以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简

化字为准，标点符号按出版署公布的《标点符号使用法》之．

规定使用。 ．

(六)、本志的地名、机构、官职均依历史习惯，不作更

改。
。

(七)本志绘区域草图两幅、插图两幅。

(八)本志历代帝王略叙，自秦朝起，以公元纪年并附有

干支年号。

(九)、本志中各姓氏的迁徙均按其家谱记载录取，氏族

宗祠、庙、阁只作文字记载，不列图案。

(十)、本志附录略叙n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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