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枇杷正当时

碧树挂金弹

画家柳村参加“枇杷一日游”

后作画相赠



采桑归来

银蚕丰收

今年蚕花廿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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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铸造厂



塘栖特种铸造厂



整洁宽敞的小学校舍

绿树环抱的三楼民居



现任党总支、村委会负责人

前排左起：张再琴、陆金法、朱炳元、傅金花

后排左起：戴阿高、戴子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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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研究是一个不应忽视，又往往容易忽视的项目。

乡村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农业，昔为“王业之根本"，

今为国民经济之基础。乡村状况如何。关系到整个历史演

变的进程，关系到现实国家总体发展的重大战略。乡村研

究要加大力度，刻不容缓。 ·

。

分散、辽阔、宁静的乡村，维系着国家的安危、民族的

兴亡、时代的进退，于无声处常常会响起醒世的惊雷。
’

秦末酷刑重赋，20倍于前代的租税，30倍于往昔的

力役；贫民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天下苦

秦，帝逼民反，结果军起垄亩，导致不可一世的秦王朝迅

速覆亡。

汉初实行一系列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因暴政、

战乱被迫离开土地的百万农民重返家园，“衣食滋殖"，才

使“天下晏然”。
’

’

．三国鼎立，群雄相持，百姓流亡，恢复社会经济，增强

实力，为后来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贞观之初，灾荒连年，唐太宗除推行均田制外，实行

新的租赋徭役制度——租庸调制，轻徭薄赋，使社会安

定，风尚纯朴，世称“贞观之治’’。’

中国漫长的历史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乱治交替，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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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乡村社会研究丛书

朔迷离，可以举出许多事实，可是道理很简单：谁也不能

忽视农村，轻视农业，背离农民!

恩格斯有句名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

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19卷第374页)多么朴实的真理。粮食足，天下

安；农民富．国家强；农村稳．百业兴。

建国40余年的历程表明，农村稳定，粮食丰收，带来

的是来年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相应增长。“大

跃进”之年，“左”的干扰，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于是人的口

粮、畜的饲料、副食品供应和工业原料等项项紧张，处处

紧张，全面紧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决定经济体制改革首

先从农业和农村突破，终于春江水暖，山花烂漫，实现了

历史大转折。 。

到本世纪末，全国人民生活要达到小康水平，重点在

农村，难点还是在农村。农村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大力

一发展农业，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值得深

入探索，认真研究。

研究工作要有入，要有队伍。十余年的地方志工作，

在完成市县志书的同时，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小的修志队

伍。有专职的，也有兼职的。其中许多同志长期从事文字

工作、基层工作，有较高的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业精于

勤，在修志中又逐步成为行家里手，并以扎实的成果获得

中、高级技术职称。如今．他们在完成市、县志书的编纂出

版之后，共同把兴趣放到广大农村，把目光注视到农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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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现状，着手进行深入的研究。相信“有心栽花花必

发"，辛勤的耕耘，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浙江地灵人杰。乡村研究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

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有

的需要单科独进，更多的需要进行综合研究。我们主张一

切研究都只能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从积累翔实、可靠
’

的历史和现实资料入手。言求有据．不尚空谈，少发空论。

为此，这套丛书将以完整、系统的资料见长．提供给各方

人士参考、研究、应用、交流。 ·

几年前．我曾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托，主编过一套

《浙江文化丛书》，先后出版过7种。这套《浙江乡村社会

研究丛书》，能出多少一时尚难完全确定。这两套丛书是

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浙江的今和古，两者可以相互补充，

相辅相成。
’

研究问题．编写书稿，不能简单地分配任务，单纯任

务观点是做不好研究工作的。也不能急于求成．靠几个晚

上一蹴而就，拿出成果来。只有立志于斯．目光敏锐，埋头

苦干。并积以时日，才能取得若干成效．我们将为此而共

同努力。 一

魏 桥

199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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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栖是江南名集、文化古镇，素有修志传统。明代有《栖溪风土

记》、《唐栖耆旧录》．清代有《栖里景物略》、《栖水文束》、《栖乘类

编》、《栖里图记》、《唐栖志略》、《唐栖续补志略》、《唐栖志》等。1991

年，新编《塘栖镇志》出版．影响很大．一时成为镇上一大喜事。本地

人读后更爱塘栖．外地人从中了解塘栖。有两位原籍塘栖的外国朋

友．看了志书后．专程赶回故乡，参观考察，洽谈业务．它对我们的

工作和两个文明建设，也有很大帮助，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决策助

手，史料总库，信息集成，也是教育青少年的良好教材。

新编《塘栖镇志》主要是记载镇上的事，因当时所辖农村境域

很小．只1986年并入丁河乡．对农事记载不多。1992,年5月，塘

南、超山、宏诺三乡并入镇境．农村地域扩大数倍．远远超越了《塘

栖镇志》记述范围。因此，当姚家埭村决议修村志时，我们就觉得这

是一大好事，从人力、财力上给予支持．并通过《姚家埭村志》顾问、

原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姚家埭村人陆金富进行指导，

延请余杭县志主编、副研究员周如汉助其总成。经过三年努力，志

稿初成，将为塘栖志书宝库增添新的成员。

姚家埭村在杭嘉湖平原颇具代表性，农业全面发展、工商经济

发达、文化内涵丰富、风光景色宜人。它是名产塘栖批杷的主产地，

也是“塘南环翠”景区的重要一环，更是全镇面积最大、村民最多的

一个行政村。《姚家埭村志》全面记述了这些村情，并设专章记述了

枇杷发展历史、品种介绍和栽培管理要点，保留了合作经济曲折发

展的资料．详述了富有杭嘉湖水乡特色的习俗民谚，特色鲜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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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姚家埭村志

部村忐的问世，必将有助于提高姚家埭村的知名度，并增进人们对

塘栖镇情的进一步了解。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理应为人民办几件有益的实事．这编修

方志就是一大实事。它既是精神文明建设一大综合工程，也是地情

政务的忠实记录，是经世资治存史教化之作。我们为《塘栖镇志》、

《姚家埭村志》的陆续问世而高兴，并祝愿方志事业在今后不断前

进的盛世中也得到不断发展。

中共塘栖镇委书记 王少青

塘栖镇人民政府镇长 钱永高

199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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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家埭村地处杭嘉湖水网平原，北沿京杭运河，西邻名镇塘

栖，生产全面发展，商品经济发达．现又被中共余杭市委、余杭市人

民政府命名为小康村。这是良好自然条件的赐予，也是千百年来姚

家埭人辛勤劳动的结果。但在旧社会，大多数村民生活在封建制度

下，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被剥削，终年劳累，一生贫困．1949年5

月，村境喜获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村民，摆脱贫穷落后，走上民主

富裕的幸福大道，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变化更是日新

月异。为了记叙地情历史，彰明发展轨迹，歌颂改革盛世，村党总支

和村委会决定编修村志，并把它当作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综

合工程来抓。在上级领导关怀和修志人员努力下，姚家埭村有史以

来第一部村志现已纂成出版。这是全村人民的一大喜事．也是留给

后人的宝贵财富。

修志是为了用志．姚家埭村的历史是悠久的，也是曲折的I土

地是肥沃的，也是大有潜力的；在创业道路上，有成功经验，也有挫

折教训．《姚家埭村志》记载了这方方面面。认真读志用志．就能借

鉴历史，熟悉地情，总结经验，继承传统，有助于正确决策，使工作

更符合实际。认真读志用志，就能以丰富多采的史实进行爱国爱村

教育．使村民了解姚家埭．热爱姚家埭，知先辈创业之艰苦，激发起

勤奋劳动的革命热情，为振兴姚家埭而团结奋进，并把姚家埭人的

优秀品德一代一代流传下去，使子子孙孙都能为国为民多作贡献，

把姚家埭村建设得永远美好．

姚家埭人要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了解姚家埭，帮助建设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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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村志又是帮助人们了解我村的良好媒介。

我们将通过村志．介绍自己，广交益友，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

设事业的发展。

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同时，劳动人民也是历史的忠实记录

者。《姚家埭村志》就是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我们为村志的问世

而高兴、而自豪．也期待着更辉煌的历史出现并载入史册。

中共姚家埭村总支书记 陆金法

姚家埭村民委员会主任 张再琴

199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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