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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健桥

置(一)【=】 、 7

与贺国建同志久未通信息，只知道他仍在米脂县档案局长的

岗位上忙碌。日前他打来电话并捎来<村志>，说近年来在工作

之余，致力于其家乡一一陕西省绥德县西贺家石村村志的编写，
现已杀青，即将付梓，嘱我为序。我一向不大擅长此类文字，但

国建所嘱，不容推托，正所谓“恭敬不如从命”是也。
史志事业在中国源远流长，其发端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国

家修史，地方修志，从未中断。其间还有大量的族乘、家谱，亦
代代相继，连绵不绝。从各个层面：大到国家民族，省府州县；

小到一家一姓，一人一事，都可从中找到其来龙去脉。今天，我

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熟悉自己民族的历史，熟悉脚下这一片养育

了我们的热土，世界之所以能够了解并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对人
类文明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应该归功于历朝历代那些有志于

史志事业的先贤。

2 0世纪8 0-'X：-代以来，遵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全国编

修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地方志工作兴起。本次修志，既是对祖
国两千多年优良传统的继承，更是进一步深刻认识国情、省情、
市情、县情，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经过近二十年的艰苦努

力，新编地方志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在两个文明建设
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修志工作的重要意义、历史价值及其在现实生活中不可替代

的显著社会效益，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激发了一些地方、

部门和有识之士自发地组织或着手修志工作。在纳入国家规划

的省、地(市)、县三级志书之外，包括一批村志在内的各类志
书应运而生，使新编地方志更加丰富多彩，进一步扩展和深化

了人们对地情的认识。
《西贺家石村志>就是这样的著作。贺国建同志在主持编纂

了陕西省<米脂县志>，并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之

后，又怀着对家乡的深情，以一颗赤子之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对西贺家石村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一一从自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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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环境到社会变革，从氏族渊源到人口繁衍，从生产方式到民风
习俗，从寻常人家到杰出人物，尤其是解放以来和改革开放以后

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以及2 0 0 1年为举村迁居修建新楼房

的直事，都做了此较全面而翔实的记述，为我们展示了西贺家石

村的一幅历史变迁图。。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对黄土高原无定
河边这个普通山村的记述，也使人们看到了陕北农村几百年来发
展变迁的历史轨迹。

关于鳊修村志的意义，除了地方志共性的价值之外，国建同

志又归纳了四个方面：一是可以激励人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增强民族自豪感及道德修养；二是为史学研究提供一个重要基础，
为目前和今后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的研究提供可靠依据；三
是可以为优生优育提供参考资料，有益于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四

是增进同胞亲情，促使村社团结，形成一种凝聚力、亲和力。我
认为，国建同志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这也应当是他鳊修村志过
程中得到的深刻体会，同时也是这部村志将要发挥的重要社会
效益。

’

依现实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来说，还不可能让所有
的村庄都鳊出村志。因此，<西贺家石村志>的鳊写成功，就更

有其典型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西贺家石村的乡亲们应该为他们

有这样一部好的村志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和国建同志曾为地方志事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

上共同努力过十多个春秋，对他的刻苦努力和执著追求有着较多

的了解。他是2 0世纪陕西省修志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多次受

省方志鳊委会表彰、奖励。我很赞赏他的一句话：“人生在世应当
认真做事，不可蹉跎岁月。”我想，<西贺家石村志>的鳊写成功，

也是他这种人生观、价值观的一种实践吧。
因此，虽然我对村志的鳊写并无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经验，

但仍以高兴的心情为这部村志写了这篇序言，我愿以这篇短文

表达对贺国建同志的钦佩，并以此祝贺<西贺家石村志>的出版

发行1

2002年3月18日于西安

董健桥：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编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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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二)
秦 燕

看到贺国建先生的<陕西绥德·西贺家石村志>，十分欣喜。
贺先生是陕北知名的史志专家，他主编的<米脂县志>荣获

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对陕北地域文化也有深入研究。记
得2 o 0 1年夏，我在米脂做家谱调查，曾与贺先生谈及各县修谱情
况。他认为，传统家谱已形成一定体例格式，涵盖面偏窄，容量
较小，特别是忽略了人的生存环境及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等动态
因素：编修村志可以放手改革创新，吸收家谱的有用成份，提高使
用价值。贺先生身体力行，借鉴县志编修经验，为故乡编写村志。
放在我面前的这部<西贺家石村志>，内容包括村落环境、人口世
系、村庄组织、经济建设，教育文化、民俗风情、人物、附条、纪
事，始有前言，终有编后记，体例完整，内容丰富，显示出贺先
生编修史志的见识和功力，可称得上是陕北现有村庄史志中的上
乘之作。

陕北地区清代以前为边防前沿，长期征战不息，弦诵之声几
辍，有限的地方文献也大多在历次动乱中毁失。因此，后人在研
究这一地区历史时，常感到文献记载的缺乏。明清所修县志，述
其地方制度、风俗大多粗略，对社会生活更深入的细节亦语焉不

详，村志恰好可以在这一方面做补充。村志介于村史与家谱之间，
家谱以血缘世系为主，血缘亲疏的辨析、族群世系的认同是其主
要内容；村史则以地缘为主，当然也有人口世系，却不是一家一姓
的谱牒，而是整个村落的变迁。以小窥大，后人可以据此了解陕
北许多村庄变迁的情况，以及这一地区自然、政治、经济环境的
状况。仅举一例，2 o世纪3 0年代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农村调

查>中曾讲到，民国初年陕北县以下行政制度各县并不统一，延
长县是区、闾、乡三级，府谷县是区、镇、堡、乡四级，绥德县则
是区、乡两级制。<西贺家石村志>中记述本村行政沿革，较详细
地记载了2 0年代实行区、乡两级制，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实行联保

制、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改保甲制为区、乡、村制的情况。不仅印

证了绥德当时确实实行过区乡两级制，更使人们对这一时期县级
以下行政机构的演变情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编写村志的资料主要得自当地人的口碑。它提醒我们，在现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外，民间口述历史的传统一直存在。西贺家
石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没有成文的记载，也没有声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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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赫的达官显贵。在传统史学中，这里的人和事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通过村志，它得以进入历史。因此，历史研究不应局限于已
有的文字记截，更应该通过大量挖掘民间口述资料，使史料和研
究变得更加丰富和多,it-化。

我以为煽写村志，至少在两4'-方面很有意义：
一方面，是对于那些编写自己村庄历史的人们来说的。近年

来，南方发达地区的农民在富裕起来以后，纷纷鳊修家谱、村志，
著名的如浙江永康的<河头,N-志>。陕北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刚
刚获得温饱的村民也开始修家谱、村志，以并不富裕的经济能力
做着可能不会产生多少经济效益的事情，它的意义显然是属于
。文化”的。r,fr以，村志的编写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事实记录，它
包含着以血缘、地缘为纽带而聚居一地的人群对自身所属群体的
历史确认，同时也有对自身在当4"-社会变革中所处地位的思,t／-和
肯定。由农民自己来叙述和思考自己的历史，这使历史从历史学
家的书斋里还原为历史创遭者的历．史。它的确体现了我国农民史
研究专家孙迭人教授所说的，煽修村志是研究农民和农民参与历
史研究的“良好途径和方法”。

另一方面，对史学研究来说意义,／r大。早在上4'-世纪中叶，法
国年鉴学派就提出，历史研究的-t-要内容之一应该是普通大众的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是由那些人们在历史时空中几乎不加注意的
小事构成的。这些每日发生的事情是不断重复的，它们越,／r复就
越Jt．为一种普遍规则，渗透到社会各个层次，井规定了社会存在
和社会行为的各种方式，这就是“日常生活结构”。从村志中我
们可以看到一种稳定的社会生活的常态：代代相传的耕作方式，
家户之间的你来我往，婚丧庆吊，吃穿日用，这是普通民众的物
质生活和精神状态形成的历史结构，也是历史最基本和最真实的
内容。通过村志，这些日常生活的本质保存下来，呈现于我们面
前。正是西贺家石这样一4"-又一4"-极其普通村庄的历史，参与构
成了陕北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

国内外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对区域社会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村庄常常成为研究的起点。国外著名的有关N-庄的研究如拉迪里的
<蒙塔尤>、杜赞奇、黄宗智等学者N-华北村庄的研究；国内有费孝

通的<江N-经济>、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等等。如果有更多的
像贺国建先生这样的有心人来鳊写村志，有更多的村志面世，使更
多的基层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状态进入历史、进入历史学家

的视野，那将会进一步促进史学研究的繁荣和深入。

2002年3月于西安

秦燕： 西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陕北社会史研究专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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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c三，
张俊谊

中国乡村是中国社会的缩影。研究中国社会，就必须了解中

国的乡村；研究陕北文化，更要知道陕北的乡村。因此，编写一

本乡村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贺国建兄锐意搜求，潜心笔耕，

为自己的家乡西贺家石鳊了村志，这是他研究陕北文化的又一成

果，这本身就值得祝贺。

贺国建兄长我五岁，是地地道道的绥德汉子，他是喝无定河

水长大的，他对陕北这块土地情有独钟，对陕北文化情有独钟。

他当过兵，也从事过政工、科技、宣传、档案等工作，更多地从

事地方志编纂。他的兴趣也很广泛，爱好读书、写作、摄影、绘

画，甚至烹饪也有一手。

上世纪8 0年代初，中国有了一股修志热，贺国建兄也加入了

编志行列，并且当了(米脂县志>主编。编修地方志，这是“一

条冷板霓”，清苦、寒苦、艰苦，门庭冷落，很被人瞧不起。可

是他兴致勃勃地坐在这条“冷板霓”上，坚韧不拔，默默耕耘，

精心打磨，(米脂县志>于1 9 9 3年3月出版，出版后即获得首届

全国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县志出版后不久，他就到县档案馆当

了馆长，由研究地方史志改为保存地方历史档案，仍是“一条冷

板霓”。他不停地收集资料，不停地研究陕北文化，于是一篇篇

资料丰富、文笔优美的关于陕北文化的文章见诸报端；一幅幅充

满泥土气息、反映陕北风土人情的摄影见诸报刊。同时，还有<古

代华夏科坛奇才>、<榆林地区烟草志>、<米脂风土人情>，<闯王

故乡行>、<米脂婆姨的风采>(摄影集，与人合作)等问世。

鲁迅说过，无论什么事，如果陆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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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成一学者。即如最简便而微小的旧有花纸之搜集，也可以观测

一时之风尚习惯和社会情形的一般。贺国建从事陕北文化研究至

少有两个十年，他不善于言词，也不善于交际，但他善于积累，

善于钻研，善于将陕北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写于笔下，终于成为

一个学者。他的步子是扎实的，他的成就是不凡的，也是颇有建

树的。可谓：

乃是国家小人物
● ●

鼎成建设大栋梁
● ●

他的成功没有秘诀，我认为只有八个字：诚实、勤奋、韧长、

细心。每个人的机遇不同，能力大小也不一样，但只要信守这八

个字，是会干成事业的。当今物欲横流，人心浮躁，要信守这八

个字也不容易。

今年是马年，也是国建兄的本命年。到了花甲之年的他仍马

不停蹄，有所追求，有所作为，编写出‘西贺家石村志>就可以

说明这一点。这本村志记载了西贺家石村的历史、现状之方方面

面，观点正确，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文笔流畅。西贺家石村子

不大，只有上百户人家，有贺、刘两姓，他把两姓家谱也鳊入志

中，这应该是一种创Wr。这也是陕北少有的村志，她的出版为人

们了解陕北乡村提供了一个窗口，也为研究陕北文化提供了资

料，必将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现在的说法，六十岁方是壮年，国建兄正是出成果的大好时

机，但愿他自强不息，笔耕不辍，“壮心不已勤写作，黄花耀眼

晚节香”(雀月德为贺国建题诗)，有更多大作问世。

贺国建兄邀我作序，我愧不敢当。勉强写了几句，更多的是

祝贺1

2002年2月16日

张俊谊：《子洲县志》主编、副编审，陕北知名文化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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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掀起编史修志热潮，前后持续20余

载，踵继不衰。从省志、地区志、县志到乡镇志，从山志、水志到名胜

志，从军史、校史到厂史，琳琅满目，各呈其秀。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

或先或后组织人力物力，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精一II,编纂，认真评

审，反复修订，务求每部志书都符合准确、科学、完善的标准。可以说，

2 0世纪末叶的这一次“盛世修志”，在我国史志编修方面不仅盛况空前，

而且成就卓著。已出版的千百种志书将产生深远影响，起到不容低估的

历史文化作用。

在官方主持编史修志的同时，一些地方自发编修、续修家谱、族乘，

遂开另一种民间编撰渠道。修谱同编史修志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

文化传统。我国修谱起源很早，从先秦到两汉，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

逐步完善定型。明清以来修谱之风尤盛，凡大姓旺族无不为之。我国留

存下来的各种家谱族乘浩瀚繁多，仅北京图书馆清理造册登记的就不少

于2 2 8 0多种：另在台湾、日本、美国一些大学图书馆也存藏了大量中国

家谱。家谱主要记述某一家族的历史沿革、世系繁衍、人口变迁、居地

迁徙和婚姻状况：家族成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事迹以及家族

管理约束等。其中蕴藏了传统的宗法思想、家族制度、经济、人口、人

物、文化教育、少数民族史和重大历史事件等种种资料，可从一种层面

上反映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我在参与修志实践及研究中接

触过许多旧家谱，受益匪浅，但在应用中也深感其缺陷。除过因时代原

因造成的糟粕91-，就其编辑方法而言，亦觉得涵盖面过窄，容量较小。

综观各种藏谱，多注重家族世系以及人物，却忽略人的生存环境、地土

物产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用则知不足。因此，我认为与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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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修谱，不如多花一些精力编修村志，加大宽容度：并对家谱作一番改

革创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其延伸扩展，更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在为一些新修家谱作序或题辞时我提出上述观点，得到同仁认可。其他

省份持此观点者大有人在，长江南北大河上下，不少村庄已率先编出村

志，专家学者给予极好评价。浙江大学历史教授、博士生导师孙达人先

生极力倡导农民史研究与村志编修。他指出，几千年来农民一直是我国

社会的主体，史学研究理应以农民为主，然而史学界常常把农民置于客

体位置。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不仅要注重农村和农民

问题的研究，而且应该提倡农民参与对自身的研究。编写村志正是这种

研究付诸实施的良好途径与方法。他写到：“目前正在兴起的村志，尽管

考察对象的范围很小，层次很低，著述的水平参差不齐，往往显得稚嫩，

但它的主要特点和意义恰好就在于这是一种以农民为研究对象，又有他

们直接参与编纂，并且以农民为主要读者的新型著作，是当前缩短史学

与农民之间距离的桥梁，是把历史真正变成国民精神财富的最有效的形

式之一。”我赞同这种观点，并投入编写家乡村志的实践。

我认为，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编修村志

具备如下意义：

首先，可以激励人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增强民族自豪感及道德

修养。村志记载村庄的来龙去脉、自然环境、地土物产，并记述祖辈和

历代人口不屈不挠、艰苦创业的经历，清正廉洁、无私奉献、见义勇为、

报效祖国的高风亮节以及大量尊长敬师、邻里和睦、勤劳节俭、忠职尽

守、勤奋好学、追求上进的生动事迹。它可以发挥“乡土教材”作用，

鼓舞族人自强不息，努力为脱贫致富，建设家乡而奋斗。

其次，为史学研究提供一个重要基础。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悠久历

史的泱泱大国，史载丰富。历来国有正史，县有方志，族有家谱，三者

既互相联系又有所区别和侧重，正史侧重储存全国政治、军事方面的信

息：方志偏重于记录一地自然、经济方面的资料，但它往往是粗线条的；

而家谱则主要记载一族之内人口方面的史料，较为细致。把家谱延伸为

村志，既可弥补旧谱之不足，又可以全面系统介绍一村一族(或数族)的

情况，整旧储新，集腋成裘，为目前和今后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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