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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埔村名中“增”字的几点说明

“埔"为胶东半岛丘陵山区居民对丘陵、缓岗的一种

称呼。其意义大体相当于普通话所说的“岭、丘、土山”

之类。埔字多用于地名，除莱西的朱埔之外，尚有栖霞的

帽埔家、荣成的烟墩增、文登的嵩埔等。由于使用范围不

广，所以不仅一般的汉语字典中没有收录此字，就是《辞

海》《辞源》《康熙字典》也未能查到此字。

朱埔建村于元朝至正年间(1341～1368年)，朱氏兄

弟自济南迁此建村时，即议定村名为“朱埔"，可见，“增”

字由来已久，其用法并非一时一地之事。

“埔”字在当地发音与“讲、耩"相同，国际音标记

作／t$iao／。符合形声字的造字规律，“苒’’表读音，提土

旁表意义。 ·

现在，“埔”字在朱埔村居民中的使用仍很频繁，并

不仅仅限于村名，村周围的丘陵地也都称“埔”，如南增、

北埔、村西北的鞍儿埔等，丘陵上的贫瘠田地也往往称为

“山埔薄地”。

朱埔村志编纂委员会

2003年4月



序 1

朱螨村有悠久的革命传统。早在明清时期，先辈们先

后参与了李盛明、曲诗文等组织的农民起义。1932年10

月，朱埔村党小组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朱埔

人民踊跃参军，积极支前。先后有18人为国捐躯。先烈

的英名与业绩当修志以载，万古长存。‘

’朱埔村山川秀美，资源富庶。解放后，广大农民依靠

集体的力量，兴修水利、整地改土、调整产业结构，迅速

走上小康之路。人民生活与村庄面貌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们可爱的家园被建设得越来越好。这些亦当修志以

载。

盛世修志乃我中华民族之光荣传统。然，纂修村志，

则从未有过。前因农民文化、生活水平较低，无能为之。

如今，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编修村志正逢其时。上级党

委、政府顺应时势，部署修志，村党支部、村委会抓住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朱媾村志

一时机，于2002年8月成立村志编纂委员会及修志工作

班子。在市、镇两级史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社会各界的

大力支持下，历经半年的艰苦努力，村志修成，这是全村

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服务当代、惠

及后世的一件好事。

村志是一村之百科全书，记述了自建村以来至2002

年全村的地理风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俗、家

族繁衍等各方面演变情况。所记内容，虽是农民的言行举

止，但是，她记下了村民由贫穷走向富裕的轨迹，是村民

自己的志书，是为村民树碑立传的。同时；她在存史、资

政、教化等方面亦将发挥应有作用。可以相信，朱埔人民，

不管是在祖国各地的，还是在家乡的，都将为奔向小康社

会，推动社会历史前进而发奋图强，为建设更加辉煌的朱

埔村而努力奋斗。

初修村志，虽资料浩繁，但缺乏历史内容，只能立足

当代，略古详今，放眼未来，启迪后人。囿于水平，错漏

难免，今奉呈各界，敬祈指正。

挥翰尽书桑梓美；

遗风长在芝兰芳。

以此为序。

中共朱塔村支部委员会书记

徐 丕 军

2003年3月



凡 例 1

凡 例

一、《朱埔村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

谱等体裁，以志、谱为主，辅以图、表，志书前置概述和

大事记，中设《社会·自然》和《姓氏族谱》两卷，卷下

设条、目、子目。

二、志书概述综述村情，总揽全志j大事记以编年体

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记述建村以来的大事要事，志书正

文采用横排竖写的写法，横排条目，每条、目按时间先后

来纵述。

三、志书《社会·自然卷》上限为元末至正年间

(1341N1368年)，下限为2002年底，部分内容下延至2003

年5月志书出版，按照略古详今的原则，重点记述建国以

来村庄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四、《姓氏族谱卷》上限为各姓氏迁入时间，下限为

2003年5月。以条目式的格式收录全村所有姓氏的族谱，

哆



2 朱墉村志

，内容包括名字、生卒年月、职务、配偶及子女情况。人名

排列以先长后幼为序。 ．

五、族谱中，徐氏世系以1980年所修《谱志》为准，

其他姓氏依其个人意见编排世系。

六、志书采用公元纪年，对中国历史纪年用括号标注。

志书中的解放前后，指1945年8月前后，建国前后，指

1949年l O月1日前后。志书中地名一律采用当时名称，

村庄范围以2002年底村庄范围为准。

七、志书人物分为传略、烈士名录、简介三部分，传

略记录已去逝的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烈士名录以

出生年月为序；简介记录为村志捐款人，loo元以上者作

简介，500元以上者，加黑白照片，+1000元以上者，在彩

页中作介绍。

八、志书资料大部分来自村庄会计账目及口碑资料，

其他资料则来自《莱西县志》《马连庄乡志》，志书数字以

统计数字为准，个别数字则参考民间数据。谱中资料均以

能搜集到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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