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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自左向右：村委主任杨瑞来、经济合作社
报帐员王玉芳、妇联主任贾绍兰、村委会副主任王
风玲。后排：治保主任王连丰，村支部副书iz,Y-存
俭、支委王文宗、支部书记杨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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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至1993年1月，我被派到滦南县安各庄乡铁

匠庄参加“社教力工作。驻村期间，有感于对农村知之不多，

于是我便萌生了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农村经济社会调查，写一

部村志的想法。随后我就开始查找资料，，走访当地群众、干

部，了解该村的历史和现状。因为滦南县电力紧张，夜晚经

常停电，为了充分利用时间，我一般安排在白天整理资料，．

撰写初稿，晚上深入农户访谈。其间为了增强感性认识，还

在村干部王文宗同志的带领下踏勘了全村地形，并查阅了有

关家谱、古碑。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调查和访谈，基本上掌

握了撰写村志的必要资料，并写出了部分章节的初稿。“社

教"结束返回石家庄后，又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在整理资

料的基础上完成了其余章节撰写任务。前后经过三易其稿，

终于使这部村志脱手定稿，了却了自己一桩心愿。 -。．

写村志首先要解决资料问题。这部村志的资料有三个来

源，口碑资料、文献资料和观感资料。文献资料除个别采

自《滦志》、※永平府志》、《滦县志》等外，主要采自有

关本村的文书资料。这些文书资料主要包括50年代初期全村

土地房产所有征存根，1974年．至1980年铁匠庄大队的帐册报

表；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本村人口登记表册I 1963

年至1-977年《历史资料卡片》(附夹于1980年大队帐册之

中，记载有历年经济，社会诸种数根)，‘近5、6年该村土

’ l弓



报的报表，乡政府保存有关教育、计划生育和土地等方面的

资料。观感资料主要来自作者亲自观察和感受，例如村民的

衣，食，住、行现状等。其余便采自口碑资料。本书利用的

资料尽管够不上完整、系统、准确(I：1碑资料存在不准确的

缺陷)，但总算形成了一个虽有断续而大致连贯、不免疏漏

而主要方面均有的资料基础。
’

写村志还要解决体例问题。村志属于地方志的一种。地

方志的编纂在我国虽然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流传下来的大量

是省，府、州、县志，．而作为县以下单位的乡、镇、村、里志

却极少。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现存1949年以前编修

的地方志共有8200多种，而乡，镇、村、‘里志只有160种左

右。在现存的旧村志中，其分布特点是南方居多(绝大部分

集中于东南的江浙一带)，北方较少，南多于北。具体到i"-7

北地区，只有一部1925年编纂出版的《翟城村》(属今定州

市)。而《翟城村》严格地说还不属于村志，它只是当时进

行“村治”试点时的资料汇总和经验总结。在80年代以后新

编方志中，已出版的30部乡、镇、村志(据1982年和1984年

至1993年4月《中国新书目》所刊资料)也多集中于南方，

特别是江浙地区，河北省一部也没有。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

史研究，主要是隋唐史，兼及战国赵史。虽然过去接触过不少

地方志著作，但都是省、府，州，县志，谈不上有什么研

究，更没有想到会亲手编纂，对于村志则从未见过(《翟城

村》除外)。限于时间、精力和经费等条件，我也无法对现

存的IEl村志和新编的村志体例进行一番探讨和研究。j．(在石

家庄要想看到此类书籍绝非易事)因此这部村志在体例上主

要是借鉴参考了近几年新编修的县志及t中国国情丛书·百县

，



市经济社会调查·定州卷》等书。在撰述内容时限安排上，

按照上限唯远的时则，能远则远，下限则一般截止到19拿佯
底。 、

写村志究竟有什么意义?我曾多次听到诸如此类的疑

问。村志相对于县志、省志而言，其适用范围和实用价值的

确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

看，村志又具有县志、省志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县志、省志

是对全县，全省总体情况的记载和概述，由于体例和篇幅的

限制，它只能收录比较重要的内容和进行粗线条式的概述，

对其它一般性的内容则无法详细罗列叙述。而村志恰好可以

在一般性内容上详列和详述，以补县志，省志所不足。假使以

宏观、中观、微观论，则省志宜于宏观述论，县志宜于中观

述论，村志宜于微观述论。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村志更

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自然村是农村社会的基本社区，每个

自然村都是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要想了解农村社会，就不

能不从自然村人手，而反映自然村的历史和现状的全貌正好

是村志的特长。 卜 ．

《铁匠庄志》具有怎样的价值，我不敢妄言臆测，但它

有助于反映农村社会似是无可置疑。铁匠庄是滦南县西部的

一个自然村与行政村合一的村庄聚落，全村有200多户，

1000口上下，是滦南县也是河北省乃至华北地区的普通中型

村庄。正因为如此，铁匠庄村志也就具有了超出其本身价值

之外的一般性意义，它至少为人们了解农村社会多提供了一

份素材，起码可以为将要出版的县志、省志补充一些详细，

具体的农村经济社会资料。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这部

村志中，除了重点反映铁匠庄现状外，还根据资料有意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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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7，o年代本村生产队时期的经济状况的内容‘。这是因为

人民公社体制实际废除已经10多年，反映这种体制的大量农

村基层资料已经逐渐废弃流失，以致于这些当年极为常见不

足为奇的文书资料如今在许多农村已不多见甚至绝迹，可以

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这类资料会更趋稀少奇缺。历史上常常出

现这样的情形，每一历史时期大量众多的民间资料很少流传
J

后世，究其因正是量大常见不被人珍视之故，因此越是大量 j

。常见的资料越是难以流传保存。反映当年人民公社运营状况 ：

J的基层农村资料目前虽然还不能说已经达到如此严重的程

度，但随着岁月流逝时间推移，它必然无法摆脱与历史上许

多民间资料命运一样的结局。本书对铁匠庄在生产队时期经

挤状况的有意着墨在相当大程度便是出于这种考虑。 -'

这部村志凝结着我几个月的心血，也包含了许多同忠对

我的热情支持和关心。铁匠庄村党支部委员王文宗同志为帮

助我搜集资料耗费了不少时间，本村的许多历史资料就是在

他的帮助下才得以找到的一为了能够拍到一张草房照片，保

存过去建筑形式的图像资料，他曾专程陪我骑车数十里，前

往丰南县阎魏庄寻觅旧迹。安各庄乡政府干部艾广茂同志 一

(同是驻村社教队员)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往返村、乡之间，j

为我查找借阅资料。村经济合作社记帐员王玉芳同志，彼们

社教队的房东王继良同志、邻居杨希田同志，都为我的调查
’

访问提供了种种方便。本院图书情报中心的朱宁同志(同是

驻村社教队员)，曾同我一起寒冬夜访郑横坨借阅家谱，

还同我一起骑车数十里查访铁匠庄早已失落的有铭村钟(惜

未找到)’。滦南县志办主任王义钧同志还向我赠送了有关地

图和地名志：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刘进昌同志，本院农村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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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熙所长牛风瑞同志，历史所所长杜荣泉同志都对找帮助极
大。在此村志出版之际，我谨向上述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同时也向配合笔者调查，提供了大量情况的铁匠庄村民高振

尊、杨瑞勤等同志及其他村干部、群众致以谢忱。

这部村志也存在不少缺陷，由于资料少，时间紧，有些

该写的内容没写，有些该详的内容不详。例如村史方面的土

改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公社化问题等，因缺乏当时

第一手资料，仅能凭人们的回忆去写。而人们的记忆力毕竟

有限，且往往不准确，有时还互相矛盾。再如村现状方面，

我起初本想对全村农户进行逐户填表调查，但由于工作量太

大，驻村时间有限，最后只好作罢。除了资料少叫间短外，

笔者还缺乏对农村的了解，缺乏对地方志尤其是村志的研

究，缺乏不少应该具备的专业知识和训练，这都不同程度地，

影响了本书的质量。以语言为例，我在驻村期间，发现当地

语言中保留了不少唐宋时期(滦南一带不曾属宋，属于辽

SJJ)的语言痕迹，如称儿子为“息(当地读作Xie)子"，

日常用语使用“勾当，，、“娘子，，等语。但由于自己不懂语

言学，因此无法专列“语言"一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

憾。总之，笔者深知本书存在不少缺点错误，诚垦欢迎读者

批评指正补充。

孙继民

1993II三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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