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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赵永志

村志是记载一个村的过去和现在情况的，它是人们对全村情

况的总结，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是对村民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

教育的好教材。所以，一本好的村志，对淳厚民风，激励村民的上

进精神，启发群众热爱乡土的感情．鼓励大家为建设家乡献力．刨

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之村志是光前

裕后．继往开来的精神力量，是提高村民素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

好教材，故有识之士．皆乐为之。

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村志却历来所见极少．但家族

修谱．却一脉相承。历久而不衰。研究村志编修少的原因．主要是：

①司事者缺乏认识。不愿花大力气去组织；②缺乏经济力量。筹措

资金，比族中修谱难得多，故虽有的想修．也有些望而却步；③缺乏

能总揽全局。具有多方面知识的编写人才．请人编写困难重重．故

有心为之而难为之。此村志少的制约条件。在盛世兴文的今天．

社会风气大开。保守思想日渐萎缩，村人应知本村事的思想日益增

长，而且总体经济条件好转．乐于奉献者人数不断增加。加之群众

整体文化素质提高，能在编写中任事者已形成队伍，故村志编写。

许多村庄提上了思想酝酿日程。在这种形势下．‘护持寺村志>便

应运而生了。

就沧州地方而论，村志的编写。尚廖若晨星。本志书的出现．

尚在沧州辖区内屈指可数之间。其所以成书早的原因。是因为本

村历史悠久。文风较高，不少姓氏存有族谱．所以写过去事内容很

多．而且还涉及到一些名人大事。颇有一些写头．属于写志资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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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丰厚村庄。从当前村中领导班子看，有回顾过去，看到未来的远

见卓识。愿在自己当政期间。给村民留下一笔文化遗产。对促进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鼓励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开创更加美好的

明天，留下一项业绩，以期收到功在当代，利在子孙的效果，所以对

本书的编修。有很高的积极性。令人感到钦佩的是，本村一些在外

工作的同志．对编写村志，不但思想上表示赞许，丙且许多人慷慨

解囊，玉成付梓之事。此等热爱故乡之精神．实在可赢。还应提及

的是，本村具有编写志书的人才．原沧州地区文化局局长白焕宗先

生．是一位方志学家，他曾任‘河同县志>和‘献县志>与‘献县志续

编>编辑顾同．主持过‘中共沧州地区组织史资料)的编写工作，并

应邀参与过<献县地名资料>、<沧州地区交通史>．主编过沧州中等

学校乡土教材‘沧州历史>，并参编过地方文史书籍多种，是沦州知

名的文史和方志人才。在这次编写村志中。他出任主编，带领一班

工作人员。努力搜集资料。条分缕析。经一年余时间奋战．本书得以

面世，从事具体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泯也。

本书共十四章。每章下分若干节，节下有些部分还有细目，洋

洋洒洒二十余万盲．可谓护持寺村之大观了。在编排体例上．继承

了我国缩写志书的优秀传统，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又有了一些刨

新。虽是一村之事，但内容非常广泛．既有地理又有历史；既有政

治又有经济；既有文化又有教育；既有人物又有事件；既写大人物

又写普通百姓；既有高深文化之阳春白雪。又有群众喜欢之下重巴

人。其中居民列于前．民问人物广泛涉及。充分体现了人本思想。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护持寺本是东西两村。但历史上原是一村．本

次写村志．两村同写，这表明了两村虽然分开了．但人未分心，这次

统一写志，充分体现了团结和谐精神。应该说，本书反映了护持寺

的今昔面貌．写出了逐步向先进转化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与时俱进

的唯物史观．写出了科学发展的过程和成果，反映了扬优汰劣的情

况，也写出了应该保留弘扬抢救的内容。细细品味其中内涵。确实

感到受益匪浅，家户收藏此书．乃精神财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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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村中没有档案，历史资料无法查找，依靠传说记忆，难免

遗漏和欠准．碍于条件有些不足是难免的。这毕竟是带头之作，但

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更多的村志能脱颖而出。也希望护

持寺村注意积累资料，将来有更完善的村志继续面世。

赵永志2008年lO月

注：赵永志同志离休前是中共沧州市委剐书记．作寥。沧州杂

文协会会长．著书面世者十余种。

·3·



绪论

村志的内容是追溯过去。记述现在．从而反映本村的事理，看

出古今之变化。历史是一面镜子。以之为鉴，可明得失，作为今天

人们治理村庄之依据。总结今天的情况，可以为今后的发展确定

方向。因此，志书是村民的教材，资政的课本．故历来为人们所重

视。在盛世兴文的今天。经两村党政班子研究．决定编修村志．给

村民留下一笔精神财富．希望能收到继往开来。光前裕后之效。

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也有奋斗不息的光辉现在。

我们之所以写村志。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且感到本村应写的内容

很多，为淳厚民风，激励村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献力，在党的

领导下．创造辉煌灿烂的明天，故决定编辑此书。这一举动．得到

了韩村乡党政领导的支持。得到了村民的赞许。本村在外工作的人

们。亦多乐踊跃参与是举。经过一番酝酿．终于付诸实施了。

从过去到现在，写村志的村很少。村志怎么个写法，缺乏参考

蓝本。但我们想，村虽然是小范围的基层单位．但所包括的内容并

不少。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于是我们就仿照县志的体

例。考虑编写内容，根据本村实际情况，确定详略和取舍关系．于是

编出了大纲。写出来就成了今天这本的样子。应该指出的是，村里

没有遗留的档案资料，过去的一些情况．依靠年长的人们记忆整

理。古代的一些事．一是依靠在有关书上查找资料；一是依靠传说

进行分析整理．虽是只鳞片抓，也是很可贵的。尽管费力不小．但

仍感不能如意。而且还恐有一些错讹之处。限于资料和水平，也只

能如此了。

现在护持寺是一个自然村，两个行政村。我们之所以两村合写

村志。是因为过去这是一个行政村。1962年魏子新任韩村公社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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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书记期间。考虑困难时期便于安排生活，所以划成了两个行政

村。从历史上看。本村虽是一个行政村，但内部两排行事。其中有

几个明显的标志：①土地庙东西两头各1个．谁家有人故去，到哪

个土地庙去烧纸自己都明确。从不紊乱；⑦武术场子东西两头各1

个．而且外联关系也不一致，东头场子的伙伴是河问国家村和缴台

头，西头场子的伙伴是北张白，有外地邀请表演者，各随各的友谊

伴。两者互不相干。至土地平分以后才合了起来；③打击乐器东西

两头各有一套．逢年过节各敲各的。重新购置，由自一头户分摊款

项。至土地平分时。便合起来了；④上边派的捐税。村公所统一接

受．然后分成三份。东头缴纳二份。西头缴纳一份。分开之后再分

别分摊到户，然后统一起来．由全村上交，此种状况抗日战争时便

统一起来了。从这些情况看，本村的情况是，对外是一村。内部自

分两村．各户都知道自己是哪头的。虽然有分，但也有合，主要表

现是：①全村一个行政组织，村内办公和对外交涉事．都按一个村；

②大的活动统一办，比如请班唱戏．元宵节灯会．析雨祭祀都全村

统一举行；③村民对外从来不说护持寺哪头人．而是说村名，内心

承认是一个村。没有分裂思想。前边说的几个不同处，自抗El战争

以来便一律打消了．而是完全统一起来。今天考虑两村统一写志，

是因为合着的时间长．分开的时圆短，过去的事无法分开说，此是

理由之一；再则是行政上虽然村分开了．但对外讲。全村人并未分

心。民间有事一直互帮互助的传统始终坚持．所以合写有利于村民

团结；有些同族人家．现分居两村．历史上同姓同宗同村。写村志成

了两个村的人。于心理不太舒服。鉴于这些情况，所以便统一写志

了。

本书虽然还很不完善．但我们敢于大胆地与群众见面．是想在

升平盛世．起个编史修志的带头作用，如能抛砖弓l玉．有更多更好

的村志在本县本镇出现，此书虽遭批判．也算我们为推进杜会主义

优秀文化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也就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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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旧时修志．地理位置按星野划分。今则地球经纬度以明，无需

如此矣。且地理与历史不分两章叙述．之所以如此者。因一村之

志，涵盖内容少也。现记述如下：

一、地理状况

护持寺是一个自然村．两个行政村，位于华北大平原上，在河

北省东部偏南．属沧州市献县韩村镇辖区．南至韩村镇政府所在地

3公里，北与河间市沙河桥镇辖境接壤．南临曹辛庄0．5公里．东

面是东留村0．5公里，西面是河问盖家庄和官道等村。西南至献

县城30公里．东至沧州市50公里．东南至泊头市35公里，西至河

问市直线20公里。

这里是黄河冲积扇和其他河流的冲积平原，在东经116度北

纬38度问．海拔约8米左右，东距渤海约130公里，属大陆性气

候，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一月份气温最低．年

平均4．6℃；七月份气温最高．年平均最高气温26．7℃。全年平均

气温12．3℃。年日照时间为2852．8小时。早霜期始于10月上

旬，晚霜期终于4月中旬，年平均降雨量560毫米．多集巾在七、八

月份．约占全年总降水量的76％，全年无霜期210天左右。

本村在献县东北隅。属黑龙港流域，是较闭塞的地方。村南有

黑龙港河西支．距村1．5公里；西面和北面是北排水河．越河过堤

是子牙新河，此两河擦村绕湾而过；东边有黑龙港与北排河连接的

沟渠。河流环绕．大堤横亘．出入很不方便。总的地形是南高北

低，逢有滂沱大雨，村里水和村南水，流入村边池塘．各池塘多相互

贯通。水由南来。先注入南池塘，并东西分漉，沿东西池塘再入北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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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诸塘灌满。如无法阻挡，则进入村北野外，农田受灾。所以沥涝

发生以后．村民便去黑龙港挡其北堤，以防客水入村。此乃阻南来

之水也。为防止村北庄稼被淹，则千方百计使之下泄至河间境内。

在本村通向沙河桥的路上，原有小土堤．群众称之为小埝子。东西

横列，路西者稍靠南，路东者稍靠北，此埝是河间与献县之水界．因

为放水，本村是献县与河间经常发生争执的热点问题之一。

本村村貌今昔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前本村主要是一条东西

大街，街宽6弓，长一华里余．无内凹外凸处，房屋排列整齐，街平

面与房基相等，村民对街道无侵占思想，非若他村街低于房基或弯

曲不直也，故凡来此村者，皆夸本村古人之整体观念和设计建村者

远见卓识也。此街之外，村南面尚有一不成形之东西街。北面整

齐，南面房屋断断续续。东面有南北街一条，与东西大街交叉处．

群众称之为十字街。此街是东头向村南北之出人口。村西头南北

出人有三条胡同，北面是孔家胡同，南面有刘家胡同。王家胡同。群

众称之为大过道．以其可以行车也。至于东西走向，则沿两头街口

丽出，因雨水冲刷，两出口处均街低于房基，形成沟状。 。

旧时村内及周围的环境是：大体可以概括为三多。即庙宇多、

坑塘多、古村遗址多。由村东向西：村东头有土地庙。十字街西北

角有玉皇庙。十字街北头西侧有观音庙．村中间路北有三义庙．村

西头有土地庙，还有奶奶庙．即泰山行宫或碧霞元君庙，此庙西有

西大寺，应是护法伽蓝神庙。村西北角有龙王庙．总计有大小庙宇

八座，且西大寺和奶奶庙还有僧人和比丘尼。四周池塘有：通韩村

官道人村十字街南口有马家坑，此坑是一葫芦形，中间平时有路相

通，两坑不连贯，在挡水堰上行人车辆可往来。雨大坑水积满时。原

可通行之堰水深齐胸；马家坑南有一苇坑，此坑南北斜长．有芦苇．

俗呼之日苇坑地；苇坑地东自家场西有方坑。此坑地势较高，平时

可种耐淹之芋蔗．水大时则由苇坑溢出．将此坑注满。此坑向南．

姜家台子东头，有沟通村南耕地，是接客水之通道．此沟向北．可沟

通马家坑。马家坑东端．有低洼水沟通东大坑，上有双木小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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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沟。东大坑位于村东头路南。是一个长方形坑，过去曾经年不

涸。东大坑向北。沿村之东侧．是低地．通小方坑，里边植有柳树．

水大时深没膝。此坑西边是东马家坑。过去曾长年积永。马家坑

南端．有低洼沟地向西通自家坑，此坑亦曾长年积水。自家坑西侧

地势低洼。坑满后漫溢通条子坑。条子坑北端相连北方坑。北方

坑隔堰西铡是姜家坑。羹家坑西边是北小苇坑。村之西南角又有

条子坑。村西南头有小积水坑，小积水坑之东南有小条子坑。小

条子坑东有砖房大方坑．此坑东张桥子处，有小积水坑。此外，村

东北角马家坑正北。南北沟西侧，尚有下大雨时积水长方坑．此处

平时可种耐涝作物。诸多深浅不等的坑塘。将村环绕起来。坑塘

周围皆植有树木，春天，孩子们在坑边埋夹子。扑捉候鸟。或翻坑捉

鱼。夏季蛙鸣蝉唱．白天男人们去坑里洗涤．女人们多在晚上去洗

戏。冬季结冰以后，人们在坑上打滑．或凿冰洞涝鱼。总之．坑塘给

人们带来不少乐趣。本村周围古文化遗址很多。村东北有唐庄

户，村北有东庵和西庵，村西北有许庄户。村西有西庄户，村西南有

西南庄户．村南有靳庄户。这些庄户在村四周．距村一至三华里不

等，说明本村这块地方，很早就是先民定居的地方。

解放以后，由于群众收入水平日益提高．生活逐步改善，与过

去村比，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边说到的．本村旧貌格局除

房舍有的翻新之外．没有多大变化。农民新盏房屋，向原村外延

伸，占地多是坑塘洼地和旧时打谷场地及零散树木地。开挖北排

水河后。护持寺西村，因在河转弯地方。河临村处无有所属土地，故

民居主要是向南发展。护持寺东村因距北排河较远，房基地比较

好选择。故能向北向东向南三个方向发展。新盖之房屋．不再有土

坯房，多是砖房平顶。

土地与人口。本村占地总藏积约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约

7000商。从地质构造看。处于沧州地区献县隆起带。在任丘、大城

地壳断裂带附近，所以是地震易发区。本村地表平坦．土壤多潮±

襁鄄分风沙土。原有一些盐化湿潮土地，北排河开挖。昔日盐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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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已成为良田。现全村在册人口2600余人，其中东村1521人，西

村1118人，人口平均密度是每平方公里500余人。本村人都是汉

民，属杂姓村。各姓同村而居，和睦相处，大户不欺小户．邻里间关

系密切，村民互助精神较好。

二、历史沿革

本村古代历史情况，没有文字记载。难以了了。但从出土文物

和地表文化层考察，可以断定。本村是献县古代先民开发较早的地

区之一。

十年动乱后期，河北省博物馆。举办了“文革”中出土文物展

览。在文物出土地点图上标示，护持寺村出土6000年前文物。文

革初，1966年冬至1967年春。开挖子牙新河和：lt；|llE水河，省文物工

作队沿工地寻查文物，当地群众反映。省里的人把挖出的土罐子取

走了。这说明。当时发现的文物是陶器。如此推断，使我们可以知

道，在六千年前．我们的先民便在本村附近生活了。按历史年代划

分，属于仰韶文化。仰韶是地名，在河南省渑池县．因这个时代的

文化遗物首先在仰韶发现，所以凡具有这个时代特征的出土文物，

均称之为仰韶文化，此时是新石器时代。沧州辖区内．除任丘和黄

骅之外，其余地方尚无此时代文化遗物发现，其他地方出士文物以

龙山文化居多。

在前边提到的一些庄户处，经常发现夹砂陶器片．且多数蚌壳

之类掺入。众所周知，夹砂陶在汉代以前一直使用了三千多年。

在铁、铜等金属制品进入人们生活以前，煮饭炖肉就是用夹砂陶

器，因为这种陶器不容易被烧裂。且洗涮不粘手。当地群众称夹砂

羯片为星星瓦。民间传说。此物可治破伤，所以下地干活者，遇有

碰破手足时，往往找块夹砂陶片．砸碎后敷于伤口之上，以之止血

并防感染．从这里可以看出．更证明在汉代以前这里就是人们定居

的地方。

文革中在村jl：排河向北修扬水站，于旧庄户北庵发现燕国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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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若干，此物张祥马振东手中有存放．可证那时这里已经相当文明

了。

汉代本村属河间国乐成县。

三国时属魏国是河问郡乐成县。

西晋时属晋朝河问国乐成县。五胡乱华后。属后赵国河间郡乐

成县。

南北朝时属北魏，后属东魏国，再后属北齐国。均属乐城县。

隋朝时属河间郡乐寿县。其间一度属窦建德所建之大夏国。

唐朝属河问郡乐寿县。

五代时属乐寿县，是与契丹对峙之边沿。

北宋属河问路、河间府乐寿县。

金朝时属寿州。

元代属献州，本村建立。<献县地名志>云：“据查：元朝时，苏、

于、王、刘四姓建村时，此处有一寺院．故名大寺村。清朝时．因该

寺院为供奉护法神之寺院，故改名为护持寺。”

明朝时属河间府献县。

清朝时属河间府献县王三才地方。

民国时期属献县韩村镇。村里建有村公所，主事者原称村董，

后称村长。主持村务，办公者有先生若干人．如后来之大队会计和

出纳。

抗战爆发后。1939年四月建立建国县，本村划人建国县境内。

县下各区不断变动．本村先后属四区、五区。

解放战争时期，属建国县五区，本村是区公所所在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局势已经稳定。区之辖区扩大，本村

属建国县丰尔庄区；后区划变动，丰尔庄区撤销，增建韩村、黎民居

两区。本村划人建国县韩村区。

1954年6月份．建国县撤销建制。韩村区回归献县建制，本村

属献县韩村区。

1955年组建小乡。本村属献县韩村区护持寺乡，是乡政府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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