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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共产党员程怀成(八十二岁)



前 言

爱祖国、爱家乡，人之常情。我在家乡生

活的时间很短，但十分热爱生长养育我的地

方。人常说： “人不亲土亲’’。我不只亲家乡

的土，也亲家乡的人。我已年近花甲，人老更

思乡，每年总想回去转转，看看人，看看山和

水。可是，一回到村里，马上就想起了唐代诗

人贺知章的一首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间客从何处j廷?

每每回忆起家乡来，儿童时代的景象还历

历在目，酷似昨日。但是，比我大的人，一个
接一个地入土了，年纪相仿的人，也半截身子

埋在了土里o ．

．一个国家有她的历史，一个县、一个村也

有她的历史。鱼头的历史也是坎坷的、曲折

的、光辉的、灿烂的。我发现，不少青年人并

不了解他的家乡，甚至连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的情况也不了解，不要说更远的历史了。为了

让鱼头新的一代了解鱼头的过去，趁一些抗日

战争前后的人还健在，远的不知道，民国以后

的事还可以追记一些，于是我就萌发了写《鱼

头村志》的念头。

但是，我了解的很少，只好向比我年纪大

的人采访，向住在太原、榆次的刘子中、程润

银、刘太中、程 明等同志了解，还向住在村

里的程火荣等同志打听，再加上我的记忆，就

写出了《鱼头村志》的初稿。

初稿写出后，寄给在外工作的一些老同志

和村里的一些人看，征求意见，最后，我又回

村里找人座谈，落实材料，历时一年多，这才

定稿。不妥之处，在所难免，一些人名遗漏，

简历写错，肯定存在。 ．

在编写过程中，受到了榆社县委、县政府
的支持和鼓励，得到了不少同志的热情帮助。

特别是程润银同志，不但提供资料，还亲自修

改。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个村志，虽然写得不好，但总算拿出来

了。我想，再过三十年、五十年，一定还会有



热爱家乡的鱼头人再加修订补充，把后一代的

变化写进去，如此，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鱼

头人就会永远知道生养自己家乡的历史。

我相信一定会传下去的。

禹 明

一九八六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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