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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村志组织机构

一、编写村志领导组：

组长：张来水

副组长：王通顺张秋生

委员：张长旺赵玉梅

顾问：梁合水张长旺

二、村志编辑：

主编：张秋生(张蒙)

副主编：张秋景张临玉赵继先梁若洁

编辑组：张秋生张秋景张临玉赵继先刘汉卿

张启瑞李俊才王峻烈张福祥

采访资料组：徐永安王吉选

财务组：王峻烈张长旺

绘图：赵继先尉忠贤张积善

摄像：张福祥

三、编写分工：

张秋生：第一编第一章、第二编、第八编、第九编、第十

编、附录、前言、概述、后记。

张秋景：第一编第二章、第五编、第六编。

张临玉：第三编、第四编。

赵继先：第七编文化、卫生和民俗、碑刻。

张福祥：第七编教育。

李俊才：第六编。

刘汉卿、张启瑞：第四编。

王峻烈：第五编第二章、第三章。

最后校审：梁若洁





党史部、村委会成员合影

自左至右前排：张水龙王通顺张采水王噎烈

后排：i皮亭车林萍赵玉棒高兰新张钸被

自左至右：前排：张长Ⅱ张秋蕞蕖夸水张秩生刘汉卿张月瑞

后排：张积善赵镕先张临玉车惶寸王吉选徐水安张福祥



全体人员开会讨论村志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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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编写按照1985年中国地方志小组制定的《新

编地方志暂行规定》和山西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山西地方

志编写行文暂行规定》的要求编写，着眼于社会主义两个文

明建设，侧重记述本村重要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力求做到历史性、思想性、真实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

统一。
’

三、本志编纂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横排纵述，纵横

结合，突出本村特色，体现时代精神，为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四、记述时间，上溯不限，下限止于2007年底。

五、本志采用平列式叙述方式，编下分章、节，节下分

一、(一)、1、(1)、四个层次编排。根据需要个别章节加小序，

以提示或说明记述的目的。

六、本志行文一律用记述文体，个别处夹述夹议。同时

辅以图、表、照片。图、表、照片分编编序。

七、纪年方法，新中国成立以后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一

用历史纪年，并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

八、文中计量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度量衡单位一

律用公制。(旧计量单位个别处可加注说明)。

九、人志人物为本村知名人士、先进模范、革命英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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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巧匠和在科技、教育、企业、文化艺术等方面有较大贡献

者。在外工作的县副局级以上和中级技术职称以上、大学本

科毕业以上人员均人志介绍。副县级以上人员详细介绍。

十、对于需要加注释的，采用夹注或脚注。

2008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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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沧桑，自古皆然。值此国家兴旺发达，社

会和谐进步，人民安居乐业之际，西中黄村有史以来的第一

部村志，破天荒的面世了，可喜可贺!村党政领导班子的有

识之举，可歌可颂!众多有志乡土的无私奉献精神，可敬可

佩!

西中黄村，地处三晋“丁陶”、千年古镇汾城腹地。这里

地灵人杰，世代耕读；物阜民丰，人才辈出。素有文化村、文

明村、古建村、富庶村等盛名，堪称“金襄陵、银太平”版图上

一株靓丽的奇葩。

纵观洋洋近40万字的浩瀚巨著，依照编撰史志的规范

要求，应有尽有，一览无遗。全书分为11个篇章，若干小节，

详述了本村的村容村貌、党政建设、农事发展、人口计生、工

商贸易、文物古迹、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人物、大事等等，囊

括了夏商之初建村以来约4000余年的历史演变轨迹，涵盖

了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彰显了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特色。

内容翔实，文风朴实，是一部存史料、鉴得失、资政治、励民

风、扬美德、助教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功在当代、惠及后

世的好志书。更值得称赞的是，作者慧眼识珠，匠心独具，在

纷繁庞杂的史料中，提炼概括出本村的“三大特色”，重笔浓

墨，淋漓尽致地重点详述。若能细细品读，犹如身临其境，一

／基趸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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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古香古色、古建古风迎面扑来，令人向往和陶醉。这里，我

就不惜笔墨，对西中黄村的“三大特色”再赘述几句。

． 特色之一，人文景观林林总总，历史悠久。本村古建筑

林立，遗址遍布全村各处。有关帝大庙、大郎庙、三官庙、春

秋楼、水过凉亭、峰坡庙、过路台子、城里院、旗杆院、七椽

院、角楼书房、四铭碑、功德牌楼、福寿碑等等。这么多的古

迹名胜，与千年古镇汾城的各种古建筑一脉相承，相得益

彰。散存于民间的古瓷器、古字画、古家具更是难计其数。

“七七事变”以前，四面八方的文人墨客、文化商贾来村收

藏，摩帖、拓碑者络绎不绝，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的多幅墨

宝均被收走。至今仍有不少人前来观赏，收买古文物。灿若

群星的文物遗存，既是先人足迹的历史见证，又是文化、文

明的实物记录，充分显示出西中黄村是一个中华民族文化

积淀深厚的“文化村”。但可恨又可惜的是，日寇侵华后的烧

杀抢掠罪行，使村内大部分古建筑毁于一旦，残存部分又经

多年风雨侵蚀，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见此情景，村人无

．不痛心疾首，唉声叹气。改革开放以后，村民多有修复之念，

实无经济之力。翘首企盼政府和有识有力之士，慷慨解囊，

合力修葺，使历史文明瑰宝重见天日。

特色之二，城池建筑别致奇特，实属罕见。西中黄村是

砖包城，城中有城。这在全省独一无二，全国也是罕见。明崇

祯年间，陕北农民起义，时任陕西周至县知县的张觖化(本

村人)，积极倡导筑城御寇。一座砖包城墙的浩大工程，遂于

崇祯三年开始施工，至清雍正年间竣工，历时96年。城墙周

围长1980米，高9米，上宽3米，底宽7米。顶端建有800

个垛台，台台有眼，望射皆可。城设四门：东为来青门，西日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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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威门，南称永熙门，北是武安门。均为当时县长魏公韩所

书刻于城门之上。北门、西门字版还在，苍劲有力。在日寇侵

华的战乱年代，城墙被拆毁半截，已成残垣断壁。每年正月

十六闹社火时，全村群众随同锣鼓旗伞、花鼓、秧歌，绕城畅

游，浏览野外风光，展现民间艺术，其场面十分壮观。所谓城

中城，俗称城里院，系张触化的宅居(此时，张已擢升关西副

使之职)。该院建于崇祯六年(1633年)，占地面积2030平方

米，为三进院。墙高4米，宽1．42米。外筑垛台，高1．52米，

垛口高o．32米，宽o．3米。内建女儿墙，高0．4米。东南、东北

建有20米高的四明望楼，相互对称，楼楼相通，望射兼备，

堪称“坞堡”。该院大门上方，高嵌石刻“进士第”牌匾，门前

竖立两通“百福”“百寿”石碑，是张觖化父亲80寿诞时

(1642年)所立。文字古老而奇特。已被县博物馆收藏于汾城

碑林之中。

特色之三，民间文艺异彩纷呈，源远流长。西中黄村的

抬阁，也称高抬，久负盛名，享誉四方。从明清延续至今，越

办档次越高。抬阁的装饰和表演，其特点是精巧奇妙，高悬

惊险，别致新颖，悠然大方，带彩不露，真可谓精妙绝伦，引

人人胜。扛抬由一人肩扛，抬阁则由四人来抬，后来再发展

到大车拖拉。方桌为底座，上面两人、三人到四人，着戏装来

表演。由演唱古戏曲到今天的时应宣传内容，寓思想教育于

传统文化之中。加之运用滚珠轴承、机械化、电气化等表演

技艺，光彩夺目，更令人惊喜不已，流连忘返。西中黄村的抬

阁还走出乡村，到新绛、万荣、侯马、临汾、浮山等县市表演，

受到当地群众的交口称道。而今，每逢节日或重大庆典活

动，不少地方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前来预约，邀请他们去献

夕[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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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让当地群众一饱眼福。目前，村委会正在谋划，使这一民

间传统艺术，逐步向产业化方向转变，以此带动全村的经济

文化全面发展。

编写这部村志实非易事。一是知情者不多，老年人一个

个多已作古，无“活档案”可询；二是没有完整的历史资料留

存，搜集材料犹如“大海捞针”般的艰难。所有史料全靠编撰

者锲而不舍、呕心沥血，花费了数年时间和精力，收集访问，

寻觅求证，综合分析，去伪存真，一点一滴地积累，才收到

“集腋成裘”之功效。村志的编撰者，多是离退休老干部和本

村有识有志之士。他们怀着对家乡、对社会、对历史和子孙

后代高度负责的满腔热情，有的割舍城市的闲适生活，有的

放弃外出挣钱的机会，有的不顾年老体弱韵诸多困难，都一

心一意地为编写村志服务，其高尚情操值得大书特书。村志

主编张秋生，笔名张蒙，是颇有声望的文学作家，有名的大

手笔。他说：“西中黄村是生我养我的家乡，我是西中黄村的

儿子，我不出力谁出力!”便毫不推诿地担当重任。他放弃了

一生中热爱的散文、小说写作，全身心地投入村志的组织、

策划和编写上。他住在襄汾县城，每次回村安排有关村志编

写的事宜时，都把老伴带回家做饭、料理生活。回到县城以

后，又汇集整理资料，或打印文稿，常常熬到深更半夜。曾编

写过县党史的张秋景，文字功底厚实。他利用家住县城的便

利条件，负责从县志中查阅、收集并整理村志中所需要的资

料。还主动承担几个重要篇章的书写工作，都能按时圆满地

完成任务。他每次回村都是自带方便面，生活自理，不愿打

搅和麻烦别人，其艰苦作风受到乡邻称赞。负责资料搜集的

徐永安，白天外出走访，走遍临汾、襄汾各地，夜晚挑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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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夏收时也顾不得收割自家的小麦．只怕延误村志的编

写。这种废寝忘食的精神，令村人感动。身怀一技之长的赵

继先，舍弃高薪聘请良机，扑下身子全力投人村忐编写．_

个多月就收集素材、编写文稿五万多字。堪休教师张临古，

村老协领导乇吉选，不辞劳苦．尽心尽责地整理和保管文

稿，处理书信往来等口常事务．细致周到，滴水不漏。87岁高

龄的刘汉卿老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多次走到村外坟地，寻

找碑记佐证，其精神难能uJ贵，还有村民张房瑞皇先生、退

体于部村老龄委员会会长张长肛．村会计下峻烈 他们

都积极为编写村志出谋献策，跑前跑后．花费了不少力7￡。

总之，这部村忠是集体心m和智慧的结品．所有组织领导者

及编写和参与者．功不兀『没．善莫夫焉!

写序，当Ih名人名家所为。我哺者皆非。m村领导和编

委会决定，序言要¨l本村人写，并推举于我。再t推辞不过．

只好从命。献丑r．是也．非也，让{r家和读者评说吧!幸喜

的是本志算开r个好头，打F了‘唯丈的基础．H礤完善的两

中黄村志，就留给后人继续劳作吧f

是为序。

2008年仲秋

(作者粱合水，系离体老干部，原新

绛、万荣县委书记，村志鳊写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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