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孙企荣，山西省缝县陈村镇东荆村孙家堡人，大专

文凭，中共党员，大校军衔。 一九六三年参加中国人民

解放军，历任战士 、班长、排长、干事、副科长、政治处主

任、 团政委、 师副政委 、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部

管理局副局长，二零零零年退休。



孙文盛省长给东荆下村委的亲笔信



东荆下村荣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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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着看到l企荣与主要参与者李毓秀、樊鸿恩等合影

上图左起孙企荣、李毓秀、樊鸿恩

下图 · 左起许奎 、江平贵 、

刘子发、孙玉性、李毓秃

下图前排左起樊鸿恩、

李毓秀 、张园相 、孙企业 ; 后

排左起候银富 、孙企荣 、王子

伟 、孙士荣

张廷梅、郭龙洋、曹鄂、孙企荣



东开U村志摩

企荣先生是我的老酋长。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就在他的

身边工作，九十年来雪我们志同道合，感'请至深。先生从领

导岗位退下来后，我多次赴京探望，知其除了游历、品书、

嘻存之外，还黎明即起，修练太极(拳) ，旦功夫大迭，真

是惬意人生，令人十分高兴。

五年前，又知其每年都要回到山西缝县东荆村老家，除

i宿f半高堂老母竭尽孝道之外，并着手编写村志、续修主J\氏族

道，深知工程浩大。由一个己年近古稀之人来撞击完成，是

需要一定的时j间，并f寸击很大的心力和体力的。今年五月，

当知其书穰已完成初定，真是又惊又喜。

细阅书蓓，深为震憾。

东荆村志，长达36万字，再加上6万余字的族语，总计有

42万余字，亘谋篇严谨，文字?宽畅。如此浩繁的文字工程，

字呈行闰都渗透着先生的心血，透视出先生对家乡的眷恋和

冀企，真是做了一件利今罩、后，上菇祖宗，下M子孙的干软

好事。

村志用大编的排列，共到十六章E十二节，囊括7 刽古

弃~村"的地王军慨况、 E巧吏沿革、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夜林



枝罩、人口姓~、重大事件、人物传记等等内容 z 既体现7

吏志的系统性，又彰显出了握有的特色，蕴藏着溥大的信息

量，可说是 部小百科全书。特里Ij是人口姓氏租非物质文化

遗产离章，将村中的个姓氏，一一追本求潭，为史志少见;

对村中的人文遗址、民闰习俗、名人矗闻、民谚佳运的记录

和描述，彷键是看到7-~IJ动人的乡村画卷，令人心旷神情。

村志以小见大，却有时代和历史的大背景，又呈现出:在

郁的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那记录租描绘了先人信自强不患、

王震苦奋斗的漫长茄史画卷，又客现地记述了各时代的变迁，特

别是主音中国或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三中全会以来，山乡的

三大变化;需时也昭示出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社会

主义新夜村的美好未来。应该说是山E农村，特黠是晋南地

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不仅为我们回顾历史提供了经

垂借鉴，商且为未来的发展提供7有益患考，是一本不可多

得的生动教材。

企荣先生少小喜乡，戎马半生，丰富的军族生涯和人生

15lJ厉，可写之事甚多。期待在健康长寿之余，能有新作问世。

武昌才

2012军6月于太原

( f乍序者系山茜省城市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太原城市霸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山西缝县东荆村志摩〈代前言〉

撰写村史虽说不是先河，但微于甚少矣。

现今的村人们，忙碌奔波于学场、市场、言埠，谋生计 2

图发达，谱写着"村"的新篇章，无暇顾及以往发生过的事。

不经意的说..那都是 6 国事没什么用。"可"闲事"也是事，

是得有人傲。于是就有-帮M 海人"一-退职退休的国乡游

子、长辈老者、资深村宫，自愿自动堆做起来这个"部事"。要

说有用没声，这可要两说了。因这等事不直接产生经济效

益，可说没用。佳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二，是历史源流的

记录、是接续前进的故挂;它蕴藏着巨大的信惠、能量，是无

形的资产，其作用不可信量。并非"闹事"。

村志"册"虽小，但它能拾遗补缺，完全"大册"。

村庄是人类集聚生存，繁衍生息，文明发展的历史荐

点。人类从群居润穴、攀援睡行、采集猝猎，到直立行走、表

耕制傲、集聚村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路程。村庄的出现和

形成，标志着人类已摆脱了野蛮走向了文明;摆跟了愚睬走

向了成熟;脱离了纸级成为了高级。一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

史书，若没有对村童的记录，何其称谓史记。



一部史志一-~志、州志、县志等等，虽有对村庄的录

记， ffi不可能录写每个村庄的事。"大志"可以清析历史脉

络，黯重大事雪回辞大虫，不可能具体详记一切。国址，要有

各种各样的村史、家史、野史等等作为需景，拾遗补缺，完全

"大志"这才是完全的历史书籍。

村正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之一。人类顺应自然，利题自

然，改造自然的巧工杰作，都在这里留下了辉煌，可窥视一

般。村在是历史风云的缩影，嚼跌去起伏的重大历史事件都

可以在这里寻觅到蛛丝马迹。村庄里己往发生过的事都可

说是社会历史的克证。

考察山西省绎县东荆村之历史，虽然在大千世界中，不

克其墨，不黯其声，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古绎大地 549 个

自然转乃至全中E千万个村庄中之一村;虽然在历史的治

桑中难觅其踪影，在浩瀚的史籍中不见其法花，但它毕竟是

治海之一囊，法花之一灌。这一村、一潭、一粟，看其微小，但

他却能够映衬出人类发震历史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涩;吸衬

出人类11匮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勇气、毅力和智慧;

映衬出人类在远伏跌岩、波澜壮醋的社会演化过程中，所表

现出来的巨大创造力 O

东弄i村成ti:之史，千载至春秋与音都"车厢城"丰IH在连;

悠古至4万年与尧王故里"尧毒村"足十里矣。历经万年千载

的起伏变迁，成今日政连上下八堡，绵延数华里之大盘。它

位于太阴山一一又B东华LlJ的脚下。是古时人白朝圣"太阳

寺"(公元 536 年建}、"东岳j茧， (公元 937 年建)的必经之

地，其遗迹的可寻觅历 E。昔日朝圣古道上的繁华景象可想



见一般。这里古时荆条遍野，茂盛如栋，由此衍生神话传说

高得村名。元代至明清时期，这里大小神窟遍布，是儒释道

三教合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亘古的传绞信部混融为一

前典型例证。建于元代廷佑七年( 1320)的"长春道现"有敬

重太上老君的"混元宝殿'\有道教崇f言的最高持"三请尊

神"殿，还有善男信女们敬拜祭祀神灵的"献殿飞整个道现

娃摸宏大，至今已历七百年风雨洽桑，满目痊虞。幸有"iZ元

宝摄'\东西靡房和献黠位存，被列入重点文物受政府保护，

而得以修结。

这里现有人口姓沃 49 个，真中历史较久、人口较多的

有李、梁、王、孙、樊、靳、享吉、蒋等姓，主大都是明清时黯从山

东、河南迁居至此的。其中己知的一些姓氏，如史姓等等，因

后继无人，其、渊潭、无从考证。社会有更苔，家族有兴衰，乃常

理矣!由于自然灾祸、社会变动，使得人口流转迁移，天各一

方，无章无序，故天南海北人大家量一庄，乃-家人矣|

在这里，民族的、阶级的、家族的、各种利益之间错综重

杂的矛盾冲突，都可呈现出来，演绎出了大大小小的风波、

事件及悲喜剧。村人钉在不同时期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之

中，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真善美，假恶丑，同处一极，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藕珩丝连雪剪不断，理还乱。

这里传统的民俗文化气息军重。丧婚嫁娶、生老病死、

时令节 E 、 E 常起居等等，都有风{爸讲究及繁篝礼仪。以满

足人们追求福禄寿喜财，向往幸福美好生活，图吉祥平安的

心理需求。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担互攀比，无怪器离，读手中变

异的东西。êE俗文化应JI员应时代，弃糟粒，扬梧髓，和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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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锺康发展。

这里尊拇童教、读书盲人的理念落地植摄。村中原建有

商~魁星题，以补风水之剖，兴地灵人杰。 18时期，人们尊文

昌、拜魁星、尊丑子、拜先生蔚然成风。村人望子成龙，视读

书为上。以实现封官傣撮，光宗耀祖的美好心愿。据记载，祖

辈人中登科及第，写旦得功名者不乏少数。薪时期，教育普及，

大学生已成普通。村人以当教师为荣，全村近三千人口之中

有百人以上从事过教畜事业。

这里村风民风淳朴敦实。人们以农耕为本，以勤劳为

德;重义轻利，淳朴善良。这种传统美德，经过市场经济大潮

的洗礼，潜移默化士生藏予了薪的内涵，改变着人们的劳动观

念和生活方式。两种观念和两种行为在孽擦碰撞，唯利、唯

义，取舍黯台，全IJ造着新文明。

当然任何时代和时期，都是处在矛量变化之中。其代表

主流社会的文化现念，总是在于其它不爵的思想玩念乃至

于蘸废落后的、黯朽丑恶的等等文化糟柏柜互排斥、斗争，

而司处于一起的。东荆村各历史时期和历代村人中，违背社

会道德，花花风流、伤风败俗等王事也总有发生;传统民俗

文化和现实生活中也不乏有丑行瞌习、离经判道、主丑曲相悖

之事…。写史本应如实记录，但人们总是喜功讳错，誉名避

嫌，写史人鼓)1费其f.íJT好，以避免是非，那辈真体的丑事奎、事

和"热点"之事就成了人们街头巷议、口口相传的趣闻逸事，

或富给小说家们作"虚构演义"的创作题材70 我们写村志

也难出此辙。

东弗j村堆处中条山前沿丘覆地带，在县内露于浩山丘



陵辖果畜牧农业区。农业生产经营钵制，经历7私有辑、互

助组、初级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历史变革，最终寻找到并走上了康庄言福之路。

踵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农业的经营管理、耕作制

度、生产工具等等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历史性的进步。

按食产量已翻了几番，林栗业具有一定规模。在市场经济的

大潮中外出务工、经商己成为家重经济的重要来源。人们己

摆脱了机荒和贫穷的困扰，衣食住行粉彩斑旗，生活水平蒸

蒸日上。

村庄是城镇、都市的雏影。如今，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步

伐，村庄迈步向城镇住发震，其前景令人鼓舞。

随着经济的日益发达雪人们的需求除了金钱和富裕的

生活之外，也迫切需要精神上的富有。人们在牵头巷议中5m

动着厌恶贪婪、妒忌富人、泄愤腐败之声，充满着对公平、正

义、亲情、友情的自坦和期盼。

伏案掩卷，往事由萤思绪涌动，感慨不尽。时代历史在

变，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在变，人类村庄在变，变是根本

之理。循民意需求之规，摇茄史潮流之距，迈时代步伐之点。

建设新农村，弘扬新文化，续写新篱章，是当今村人们义不

容辞的历史奏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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