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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栋仁1938年12月
16日生于山西省万荣

县北杨家坡村，1963
年毕业于山西大学，
中学高级教师。曾在
大同市教干校工作，
后任运城市教育局普
教科科长。2000年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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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校长王万林 校长潘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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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水用的铁水河

古代碾场碌碡

古代捣米石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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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惠西

．方荣县《北杨村志》是我最近读到的一部万荣村志。它是由运城市

经委和教育局等数位退休干部编纂而成。他们退而不休，发挥余热，

热心奉献，自愿承担起了《北杨村志》的编纂任务。

说到修志，尽管他们并不是“内行”，但是，他们眷恋家乡、热爱家

乡的激情在涌动。经过数个寒暑奔波与烛光灯影，他们编纂整理村志

书稿约10余万字，把该村的历史变化、经济发展、教育文化、文物古

迹、人口姓氏、民情风俗、新农村建设等各个方面，由社会生活变成文

字著述，使该村首次被载入志书。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对存史、教

化，扩大该村在外界的影响与知名度，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其实，中华文化的根基在乡村。这里不仅有丰富的中华数千年的

口传历史，而且有底蕴很深的传统文化。民俗i姓氏、民间艺术、服饰、

饮食习俗、婚丧、节庆，甚至村名、地名都是传统文化的结晶，更不要说

这里有占全国人口多数的文化创造者和享有者。．所以，编纂村志是传

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好形式。

修志是一种官责，所以志书可谓“官书”。志书是地域性的历史文

献，是地方的百科全书，是地方之全史，是地域文化的总载体：所以修

志是有一定的要求与规定的。要出一部好的志书，需要有专业知识。

然而，就目前本市村志的编纂而言，大都不是官修，而是民修。是

由一些村里的文化人自动发起，自愿承担，自筹资金，进行编纂j数年

来，我阅读到韵村志，或为征求意见稿、或是正式出版物，大约有10余

部，基本都是如此。使我感慨的是：尽管参与村志编纂者不是专业修

志人员，他们编纂的村志、收录的内容也不尽符合志书的体例要求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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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杨村志

规定。然而，他们的热情与执著，诚信与奉献，确实让人感动。正是因为

有了这样一支编外的修志队伍，村志这个所谓“方家”不愿意涉足与屈

躬的地方，却结出了累累硕果。仅去年一年，全市就有数部村志付梓。

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可喜可贺的现象。矧匕杨村志》的问世，无疑为万荣

县村志的编纂起了推动与示范效应。

一部村志给人留下了一份可供资鉴的文化遗产；一部村志传承与

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一部村志凝结了众人的心血与才智；一部村志

也使众多业余志书编纂者，成为了修志的行家里手。修志使他们苦在

其中i乐也在其中。他们为村志的繁荣，所做的付出与奉献，必将会因

村志的付梓而传世留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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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景惠西同志系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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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先人精神砺志发奋图强

●武建中

工作繁忙和老母病重期间；守智、栋仁二兄托人捎来第二稿《北杨

村志》，附信要我修改村志并作序。 ．

直拖近半年，及至老母亲前不久病逝，才安坐下来完成重托。作为

北杨村一名在外工作的村民，深感责任重大，丝毫不敢草率。

改罢村志稿，掩卷深思，不禁心潮汹涌，热泪盈盈。座落在祖国母

亲河黄河岸畔的北杨村，近邻闻名遐迩的后土祠和宝鼎古城遗址，东

有北宋政治家司马光故里，对河西岸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柯堂，北望

禹帝治水的黄河龙门，南临曾盛极华夏的蒲州古渡。在这块中华民族

主要文化发祥地的热土上，数百年来，曾诞生了多少功名显赫、可歌可

泣的优秀人物!上演了多少威武雄壮、气贯长虹的历史正剧!创造了多

少可圈可点、光彩照人的骄人业绩!传承了多少兴村和家、教育子女的

优良传统!对此，每一个北杨人无不感到骄傲、自豪、荣光，且深受鼓舞

和激励；非北杨人读来，也饶有兴致，增长了知识，受到了启迪，产生了

强烈震撼! ．一

这部长达十余万字、分为十七章的村志，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北杨

村有历史文献记载的五百多年建村历史、土地沿革、各业发展、流芳人

物、古迹金石‘、教育卫生、风俗民情、墓志艺文、谚谣方言：家书家训、文

化娱乐、家族系表以及天灾人祸等历史画面，涉猎范围之广，无所不

包，无所不有。真可谓：“一志在手，尽知北杨!”

从村志中可以看到，北杨村人口从明成化八年的360人，到清顺

治二年降至约106人，到清乾隆九年升到760人，至1947年降至400

人，到．2006年升到1464人。其中既真实反映了本村人口的变化，更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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