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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沙村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采用

志，记、传，图，表，录六体，如实记载自沙村自然、经济、

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自明洪武年间(1368一--1398)，下至1989年

底，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自沙村的发展和变化。
7

三，本志采用卷目体，以卷摄目。共十一卷，80目218

小目。‘． ，

四，白沙村地处深山区，本志记述农副业，林特产，山

‘乡工具、风味吃食，山歌茶灯、村民生活、浙东苏维埃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村政事务等较为详尽。 。
．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用旧纪年，每

目首次出现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采

用公元纪年。本志。解放前-、一解放后。表述，以1949年5月

6日白沙村解放为界I_如今·、_现在一指1989年．

， 六，村区称谓，1960年前称_白沙村-，。胜利社，，196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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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称岛白沙大"，1983年以后统称白沙(行政)村。村以下
称自然村，居民点、生产队。

‘

．

七，立传人物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1人物录以任职和获

称时闻为序。

八，度量衡除个别沿用其时旧制外，一律用现代法定计

量单位。

九，地名，解放后用现代标准地名，_廿七都”指现辖双

溪口，定村、周村、大峦口四个乡总称。

． 十，本志资料来自明代《甘七都山图》、明清碑记、五种

姓氏家谱、康熙《江山县志》，同治《江山县志》，80年代所编

的《江山县地名志》、Ⅸ江山县志简编》，《曙光映照仙霞岭》．

《江山市志》，以及定村乡和白沙村所存各种表册、档案和书

籍等。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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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白沙村志》的出版问世不仅是白沙人民的一件大喜

’|01．一事，也是全市人民值得庆贺的新鲜事。．’。

～1．一。前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思想政治工作一度有所放
+ ，松，忽视了社会主义和革命优良传统教育，使一些人特别

!． 是部分青年人出现了思想混乱。他们既不了解旧中国，

’+。旧社会的深重苦难，又不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巨大交
。‘、

化，、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们不懂得经济的发展，生活的．

j ¨。’改善要经过自己的艰苦劳动，脱离实际地追求高消费， ．

。 ‘、丢掉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白沙村的领导，历来重视

， ．对村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优良

一传统教育。1981年他们根据过去对群众开展茹三史一(村

’。史、合作化史、家史)教育的经验，着手编写村志。经’

过lo年的艰辛劳动，终于编成我市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村

志。它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自沙村600年的发展历史和 一

一!现状，是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坚持四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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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则，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优良传统教育
． 的好教材。这部村志的出版对于人们正确认识过去，更

好开拓未来，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研

究山区经济发展规律，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

白沙是一个地处穷乡僻壤的小山村。解放后的40午
‘

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村劳动人民的艰苦
’

奋斗，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崎岖小道变成了宽阔的

． 公路I荒滩变成了良田，荒山披上了绿装，低矮的茅房

变成了楼房，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

提高。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自沙

村志》以翔实的资料，生动的事例着重记述了解放40年

来自沙村的发展历史，记述了该村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

r．． 下艰苦奋斗的光辉业绩。读了以后，令人为之振奋。它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人们t历史是人民刨造的，而
-- ’一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J，“ 才能发挥出无穷无尽的智慧，一创造出历史奇迹。． ，

、一 、入民志书人民写。Ⅸ白沙村志))读起来生动，亲切，

．，富有说服力，就是因为参加编写的都是一些热心于修志

一，事业的。泥腿子斗。他们生在白沙，长在白沙，熟悉白沙
‘

的情况。他们在修志过程中，夜以继日，不辞劳苦，不

计报酬，数年如一日，一心扑在修志事业上，他们千方

百计搜集了大量的口碑，文字和统计资料，。并进行了反

复核对和整理加工。这种精神是值得提倡的。这个村的．
‘

修志实践说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写好历史

也要依靠人民群众。‘ ．。 ．。

。

． ，郑立墉朱德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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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放着一本《白沙村志》。一本十来万字的小册子，

看来似乎并不十分起眼，但如果了解翻它是由一个只具 ．

小学程度的农村会计磨砺十年而成，由一个仅有650口’

人丁的穷山村集资自费出版问世的，你就会到目相待了。

我国的方志著作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圄时流传的((山

海经》、《越绝书》，直到民国年间编修的府州县志，林林
。

4总总，至今尚存有八千余种。就其记述内容来看，大体

可分为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I{郡府县志两类。现存

的旧方志即以后一类占绝大多数。至于府县以下的乡里

村镇，除少数著名乡镇或因历史渊源，或有名胜古迹，

或在某一方面确具专长特色而修有乡镇里志外，一般均．
‘

很少修志。这一类方志较著名的有《南浔镇志势、《南翔镇

志》、(<真如里志》、《梅里志》、《黎里志))等，在整个旧方

志中只占绝少部分。如再进一步查考，有没有为乡镇以

下的行政基层单位村庄修志的?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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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少。查了一些不全面的资料，发现上海县曾修过一

部《紫鼹村志》，当然不能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村志，但总

的说村志是少而又少，近于凤毛麟角。

建国后全国性的普遍编纂地方志始予八十年代初

期，一般均以市县为范围。经过近十年的努力，迄今已有

几十种市县志出版问世。而以村为单位单独修志出版，

那就只此一家，全国第一，值得大书特书。

白沙村不是什么丰饶富庶遐迩闻名的大村庄，也没

有什么脍炙人口的风景名胜可供游览，它地处浙西山区，

是浙江省江山市峡口区定村乡所属的一个小山村，座落

在海拔千余米的熏山峻岭之中，距县城70公里，要不是

前几年刚修通了公路，交通全仗肩挑人扛木排竹筏与外

界来往。白沙村全村仅有190户650人，直至去年人均

年收入才达400余元，以江浙地区来说，只能算中下水

平。就是这样一个深山峡谷中的穷山村，居然肯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编纂出一部村志，这种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勇

气，确实令人叹服l

《白沙村志》编成杀青，主编毛东武同志嘱余作序。

-我籍贯在浙江衢卅，但江山历来隶属衢州，从一个地区

来论，我也可算作江山同乡，有这层关系，理应略尽绵

薄。其次，拙荆倒是江山人氏，女婿属半子，我又可算半

个江山人，如此，为江山市的工作出力更是理所当然了。 ．

何况为全国第一本村志作一点摇旗呐喊的工作，使我感

到十分荣幸，故遂不敢藏拙，乐为之序。
⋯

·4。

-’汪贤度

1990年仲夏之夜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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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村属浙江省江山市定村乡，地处仙霞山脉廿七都深

山区。东有突兀的三角爿山，南有如航的船头山，西北有绵亘

的洪门山。最高峰海拔1018米，最低处海拔330米，92叻

为山地丘陵。钱塘江上源之一的江山港定村溪及桂林溪，分

别从东南、东北流入折西越境而过。全境面积5．2平方公里，

略呈菱形。有两个自然村，190户，65_o人。
?

白沙村唐宋时期称举川，属须江(江山)县江山乡三公里。

明洪武年间(1368--,1398)改举川为白沙。清顺治年间(1644

·,1660)设浙闽枫林营自沙汛于此。民国十八年(1929)置自．

沙里，隶廿七都乡定村联合树。民国二十年，置白沙间，隶

第三区(峡口)定村乡。二十三年撤闯设保，为廿七都乡(叶

家洋)第七保。1949年10月，设自沙行政村，属甘七都乡o

1950年5月，改属峡日区定村乡。 。．

自沙村有山地面积6884．5亩。世代林木葱郁，自生自

长。解放后重视插杉点桐，植竹栽棕。1980年，定村乡成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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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用材林基地乡之一，自沙村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每年有加。

1984年，有杉木用材林2625亩，经济林466亩。1989年，有杉
。

木用材林4134亩，松杂木739亩，经济林766亩，毛竹林378亩。

森林覆盖率87．14％，蓄积量8400立方米。每人平均拥有林木8．7 ·

亩，蓄积量12．2立方米。 ，．r

自沙村林木开发较迟。清同治年间始兴木排放运，至民国，

初期，木排衔首接尾，追波逐浪，每年外运450立方米。数量众 _

多的靛青、桐碱、山棉皮，柴炭等，也通过木排、竹娘筏源源运 ，

往江山，衢州、杭州。60年代，每年出运木材600立方米。后定村， 。

溪下游建成峡口水库，水运中断。1984年，经白沙通往江山市区

的双(溪口)峡(口)公路建成，胶轮车、拖拉机、各式汽车，往返

不绝，每年杉木杂木运出量约400立方米，毛竹运出量4000株， -

还有数量不等的茶叶、桐油、山苍籽，棕毛等林特产品。鼻千杉万 ，

桐，永世不穷”，林木和林特产品成为白沙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之一。
。

， -

解放初，白沙村有水田186亩。平均每人仅有口粮164公斤。

。苦叶野菜半年粮劳，是大部分村民生活的写照。1957年冬，白沙． -

村民在党员干部带领下，奋起向荒滩夺田。全村300名男女老少

一同上阵，筑成一条宽2米高3米、长数百米的大堤。他们自芙

顶着凛冽的谷风干，‘夜晚架起汽油灯干，经过连续三个冬春的谊 龠

．苦奋战，建成溪滩田60亩。1961年全村粮食比1957年增加近30

·吨，相当于每人增加三个多月口粮。60年代和70年代又两次开 ．

展规模宏大的筑堤造田运动。三次共投工12．8万工，平均每个劳

力426工，搬动土石方19．2万立方米，筑成大小堤坝23条，建成

水田160亩。除抵销历年冲毁外，比1951年增加水田面积80％。 ·

有一丘新开田面积达7．1亩，为廿七都田中之最。艰苦的劳动，使

白沙村耕地面积增至340亩，其中水田面积303亩。每人平均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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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田0．435亩，r与一般平原地区每人所占水田相仿。白沙人坚
' “

持水土保养，讲究精耕细作，注重科学种田，1978年，白沙村粮

食总产达220．24吨。1989年，达到267+．73吨，平均亩产787公

。 斤。平均每人占有粮食413公斤，成为廿七都少有的粮食自给村。

， ，． 与城镇比较，乡村落后，与乡村比较，山区更落后。现代的

r“1，人们，如潮如水溺往乡镇，溺往城讯但是白沙的山民；热爱这
●， 块土地，舍不得离开这块沙土。过去，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种植经 。

济作物靛青(一种染料)，利用山上资源制桐碱、编箩绳，为山村一
’

增添财富。1968年，他们利用水力资源，建成8千瓦小水电站一座， 一

1． ，解决山区长期灯照靠松明，脱谷靠木砻的落后状态，每年还为村

“，．‘。级集体经济积累一批资金。70年代，．他们利用本地零杂木、山上 一

- 龙须草、岩芯草，i开办圆木、草席、草绳三个小厂，使一批弱散 ．

：， 劳力得到就业，为集体为山民增加了收入。1979年以后，改革开

放的春风吹进深山冷坞，这里相继开办茶叶初制厂、榨油厂、粉 一：

· 千年糕厂和各种商店。1986年，全村集资2．87万元，兴办有4台
’

， 织机的丝织厂。以后，织机增至8台，职工增至40人。

如今他们营五业(农、林、牧，副，渔)_，植五园(山苍籽、茶
-： 叶、油茶、油桐、棕榈)，办五厂(制茶厂、榨油厂、碾米厂，粉

i ．。干厂、丝织厂)，开五店(代购销，小百货，小五金、南杂货、副

●。’ 食品)，各行各业皆得到发展。1989年全村经济总收入37．36万

、’ 元；平均每人纯收入447元，全村拥有集体固定资产24．6万元， j

平均每人418．6元，全村近10年建成新房55座，共9500平方7
1

米，平均每人拥有住房24．39平方米。这些事实和数字告诉我们，
～

’白沙这个往日贫穷的山村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

^ 从民国二十一年(1932)7月，中共党员姜正杰到这里开展浙
、

东省苏维埃活动起，苏维埃的旗帜，一直激励着白沙村民发扬革

命传统，追求解放和幸福。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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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沙村民跟着共产党，斗地主分田

地，率先走互助合作道路。1959年1月，白沙村建立中国共产党

支部以后，党支部·班人马团结坚强，光明磊落，不谋私利，吃

苦在前，享乐在后。村民委员会和团、妇、民兵、调解等组织也比

较廉洁和积极。1984年，这个村第一批被中共江山县委，江山县

人民政府授予。文明村一称号。 ’。 √ -‘

，。’

一- 白沙村重视教育事业，1989年集资6万元，在村中心建成小

学三层教学楼，面积425平方米。白沙村有传统的山歌，茶灯和

曲团，每遇民间有关节日，便对唱：旋跳和敲打起来，文娱生活

括跃。自沙村地处深山区，民风淳厚，解放40年来，从未发生过

盗杀、赌博案。从1957年至1989年，除1名因胁从窃案在家管

教外，全村未有劳教判刑者；诚然，自沙村还不够富裕，也缺乏

文化，但白沙村民是淳朴、勤劳、正直的农民，是有教养、有出

息的农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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