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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领导与《塔寺村志》编委合影

村里$贤讲述塔寺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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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清代的段氏旧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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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盛楼掌柜渠航瑞与股东合影

刘恒东与亿中恒伙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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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

我与性轩相识20多年，每当谈起他的家乡，总见他神

采飞扬，恋乡之情溢于言表。去年初，他告我准备编写一本

村志，我很赞成。一年过后，他拿来《塔寺村志》文稿，要我，

作序，仔细翻阅，颇有感悟。
、

编写村志，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把一个村庄的历史沿革、自然风貌、地域特色、经济状况、

社会习俗、文化教育、古今人物客观准确地加以记述，是一乏

件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大好事。它既可以使人们从先人

的优秀遗产中汲取营养，获得前进的动力，也可以从中吸

取历史教训，免蹈失误覆辙，对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

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祁县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人杰地灵，异彩纷呈，名胜古

迹众多，文化底蕴深厚，曾涌现出一了祁溪、王维、罗贯中等

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特别是明清时期，祁县的巨商大贾

层出不穷，在商业金融界称雄几百年，如今已成为晋商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塔寺村地

处汾河之东、昌源河北岸，距省城太原60余公里，距祁县

城15华里，民风淳朴，崇尚俭约，从隋唐建村以来，代有贤

人。旧时因经商致富，有钱人众多，在晋中一带有“金塔寺”

之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塔寺村民在这块热土上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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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用勤劳的双手书写出了新的奋斗历史，令人敬佩，值

得讴歌。

《塔寺村志》史料翔实，观点正确，结构严谨，文笔简

炼，真实地记录了塔寺村的起源、发展及现状，是一部难得

的乡土教材，也是专家学者考察研究山西晋中民情风俗的

有益史料。它的出版发行对今后村志的编写必将产生积极

的影响。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性轩和其他村志编写者在村里乡

亲的支持下，调查研究，搜集资料，辛勤笔耕，终于成书。他

们心系故土、热爱家乡、回报桑梓的情怀很值得学习。希望

有更多的人关：心农民，扶持农业，支持农村的发展，也祝愿

勤劳淳朴的塔寺村民与时俱进，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二o O五年二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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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县县长曹煜

记得一九九八年，初到祁县工作不久，便听到“金塔

寺，银谷恋”的民谣。当时很有点不解，一个村庄何以享此

盛誉?后来下乡实地考察调查，才知道事出有因，名实相

符。塔寺地处祁县北平川昌源河灌区，地势平坦，土质肥

沃，农业自然生产条件较好。明清两代，塔寺村以“庄稼带

买卖”为主要经济模式。许多人家在经营农业的同时投资

商业，并有许多人在外直接从事商业活动，村人因商致

富。于是村民便大兴土木，起房盖屋，建成了一大批精美绝

伦的民居建筑，以故塔寺村声誉鹊起，闻名遐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塔寺村

党支部、村委会带领群众，着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开

拓进取，社会经济及各项事业发展很快。特别是绿化、苗木

培植及营销和村镇建设管理两项工作在全县名列前茅。今

日塔寺，人心思富，经济活跃，社会和谐，充满生机。

盛世修志，泽惠千秋。二O o四年四月，渠性轩说要组

～绍亟摆：壹』塔寺村志》，以资政存史，褒扬先贤，启迪来
者。我当然举双手赞成，并为他身在省城心系桑梓的精神

所折服。更令人惊喜的是时隔不到一年，便大功告成。细阅

全书，觉得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详略得当，文字生动，诚为

佳志。它不仅是塔寺村第一部村志，也是祁县第一部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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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村志，在祁县村志编纂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

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塔寺人民一定会以史为鉴，继往开

来，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再铸新辉煌，再创新胜利。

二O o五年三月二十El

4



豳． 竖

目 录

第一章村庄及自然资源⋯⋯⋯⋯⋯⋯⋯⋯⋯⋯⋯⋯⋯(1)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村庄由来和位置面积⋯⋯⋯⋯⋯⋯⋯⋯⋯·(2)

气候水源。⋯⋯⋯⋯⋯⋯⋯⋯⋯⋯⋯⋯⋯⋯·(3)

植物动物⋯⋯⋯⋯⋯⋯⋯⋯⋯⋯⋯⋯⋯⋯⋯(4)

自然灾害⋯⋯⋯⋯⋯⋯⋯⋯⋯⋯⋯⋯⋯⋯⋯(5)

第二章农林牧业⋯⋯⋯⋯⋯⋯⋯⋯⋯⋯⋯⋯⋯⋯⋯⋯(8)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农作物和优良品种⋯⋯⋯⋯⋯．．．⋯⋯⋯⋯⋯(9)

农机具和农田管理⋯⋯⋯⋯⋯⋯⋯⋯·(11)

林业和水利⋯⋯⋯⋯⋯⋯⋯⋯⋯⋯⋯⋯⋯⋯(13)

畜牧业⋯⋯⋯⋯⋯⋯⋯⋯⋯⋯⋯⋯⋯⋯⋯⋯(18)

第三章通讯交通与工业建筑⋯⋯⋯⋯⋯⋯⋯⋯⋯(20)
第一节邮政通讯⋯⋯⋯⋯⋯⋯⋯⋯⋯⋯⋯⋯⋯⋯⋯(21)

第二节交通运输⋯⋯⋯⋯⋯⋯⋯⋯⋯⋯⋯⋯⋯⋯⋯(22)

第三节工业建筑业⋯⋯⋯⋯⋯⋯⋯⋯⋯⋯⋯⋯⋯⋯(24)

第四章文化⋯⋯⋯⋯⋯⋯⋯⋯⋯⋯⋯⋯⋯⋯⋯⋯⋯⋯(26)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l，、●，、-，、●，、●，

7

9

2

3

4

2

2

3

3

3，Il、，●、，●＼，I、，●＼歌动术物视秧活艺刊影剧火问书播晋社民图广



．．丛型查 圈
第五章教育⋯⋯⋯⋯⋯⋯⋯⋯⋯⋯⋯⋯⋯⋯⋯⋯⋯⋯(351

第一节儒学教育⋯⋯⋯⋯⋯⋯⋯⋯⋯⋯⋯⋯⋯⋯⋯(36)

第二节幼儿教育⋯⋯⋯⋯⋯⋯⋯⋯⋯⋯⋯⋯⋯⋯⋯(37)

第三节小学与初中教育⋯⋯⋯⋯⋯⋯⋯⋯⋯⋯(38)
第四节成人教育及农校⋯⋯⋯⋯⋯⋯⋯⋯⋯．．(40)

第六章卫生体育⋯⋯⋯⋯⋯⋯⋯·O．．．．．Q O O O Q O O Q O g⋯⋯⋯．(41)

第一节医疗卫生⋯⋯⋯⋯⋯⋯⋯⋯⋯⋯⋯⋯⋯⋯⋯(421

第二节疾病防治⋯⋯⋯⋯⋯⋯一Q O．．．．g o 9⋯⋯⋯⋯⋯．(43)

第三节群众体育⋯⋯⋯⋯⋯⋯⋯⋯⋯⋯⋯⋯⋯⋯．．(45)

第七章党政群团⋯⋯⋯⋯⋯⋯⋯⋯⋯⋯⋯⋯⋯⋯⋯⋯(46)

第一节党组织建设⋯⋯⋯⋯⋯⋯0 0 O J O O．．．．Q Q Q D Q⋯⋯(47)

第二节村级行政机构⋯⋯⋯⋯⋯⋯⋯⋯⋯⋯一⋯．(49)
第三节群众团体⋯⋯⋯⋯⋯⋯⋯⋯⋯⋯⋯⋯⋯⋯⋯(5 1)

第八章商业金融⋯⋯⋯⋯⋯⋯⋯⋯⋯⋯⋯⋯⋯⋯⋯⋯(54)

第一节商帮⋯⋯⋯⋯⋯⋯⋯⋯⋯⋯⋯⋯⋯⋯⋯⋯⋯(55)

第二节票号⋯⋯⋯⋯⋯⋯⋯⋯⋯⋯⋯⋯⋯⋯⋯⋯⋯(57)

第三节商业金融现状⋯⋯⋯⋯⋯⋯⋯⋯⋯⋯⋯．(58)
第九章村俗娱乐⋯⋯⋯⋯⋯⋯⋯⋯⋯⋯⋯⋯⋯⋯⋯⋯(60)

第一节村规习俗⋯⋯⋯⋯⋯⋯⋯⋯⋯⋯⋯⋯⋯⋯⋯(61)

第二节娱乐⋯⋯⋯⋯⋯⋯⋯⋯⋯⋯⋯⋯⋯⋯⋯⋯⋯(63)

第十章衣食住行⋯⋯⋯⋯⋯⋯⋯⋯⋯⋯⋯⋯⋯⋯⋯⋯(65)

第一节衣与食⋯⋯⋯⋯⋯⋯⋯⋯⋯⋯⋯⋯⋯⋯⋯一．(66)

第二节住与行⋯⋯⋯⋯⋯⋯⋯⋯⋯⋯⋯⋯⋯⋯．．⋯．(68)

第十一章婚丧喜庆⋯⋯⋯⋯⋯⋯⋯⋯⋯⋯⋯⋯⋯⋯⋯(75)

第一节婚姻⋯⋯⋯⋯⋯⋯⋯⋯⋯⋯⋯⋯⋯⋯⋯⋯⋯(76)

第二节丧事⋯⋯⋯⋯⋯⋯⋯⋯⋯⋯⋯⋯⋯⋯⋯⋯⋯(81)

第三节生辰喜庆⋯⋯⋯⋯⋯⋯⋯⋯⋯⋯⋯⋯⋯⋯⋯(8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