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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民乐县委书记杨继军

民乐县人民政府县长马得明．

八卦营，不仅村名古雅，而且其历史渊源和文化底
蕴在民乐县乃至河西走廊的乡镇村寨中也很少见。今
年，八卦营古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跻身国
家级重点保护之列，使这一自西汉以来就与中原王朝开
发河西相始终的丝路古迹得以昭示，这是民乐县历史文
化的重大事件，．书之论之意义深远。尤其在当前全县经
济快速发展，社会各方面协调并进的大好时期，充分挖
掘地方传统文化，宣传推介民乐特色优势，显得非常适

。 时而必要。为此，由八卦营籍老领导积极倡导策划，有
关专家参与指导，八卦营村能文之士搜罗古今，剔抉史

料，历时两载，编成出版<八卦营村志》一书，为宣传
提升民乐形象，推进全县“三个文明”建设提供了很好
的素材。 ，．，

’

“读史明智，谈古鉴今。”<八卦营村志》虽为一村
之史，但其撰述突破详今略古的惯例，从凸现八卦营本
地特色出发，将其赋志叙述置于两千多年来整个河西开
发的大背景下，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千年古村的沧桑变
化，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西部农村的发展脉络，这是已经
出版的一些<村志》所少见的。通过了解八卦营村的千
年发展变化历程，进而认识河西农村淳朴民风和传统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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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等区域性民情形成的因由，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发微知

著，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在更深层面上探寻破解“三
农”难题，尤其是西部农村贫弱缓进的根源，并在一定
程度上使我们认识河西地方兴衰的经验教训和发展规
律，这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地方经济社
会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
义。 、．

+
“

这部志书，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具有较高的史料
价值和文化品位。其撰述没有离开村志微观的特性。比
较深入细致地反映了八卦营村发展的方方面面，尤其注
重该村政治经济体制沿革、历史文物、民俗风情等方面
的阐述；但又不局限于八卦营一村一地，以开阔的视野
纵述两千多年，横连永固城、扁都口等历史古迹乃至河
西各地，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选用资料上填
补了一些地方史的空缺。该书还以大量篇幅客观记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八卦营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
导下，群策群力、不畏艰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历
程，读来使人精神振奋。

， 昔日，八卦营村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令人注
目的历史文化；当今，该村群众又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
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着新时代的农业文明。
这些，编者都以唯物史观的立场，翔实的史料，分门别
类地详载志中，凡三十万言，要而不繁，脉络清晰，是
一部内涵深刻、体例完备、催人奋进的好村志。

．是为序。电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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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永固镇委员会书记王祥

永固镇人民政府镇长展兴华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经贤达倡导，专
家参与，八卦营村内外人士协力，历经两年辛勤耕耘，

修成永固镇第一部村志——<八卦营村志》。这是一件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 +。

八卦营村是永固境内最负盛名的历史古村。被列为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八卦营古城和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的八卦营墓群可证，自西汉霍去病西征匈奴开
拓河西起，八卦营便与永固城(古月氏东城，匈奴单于

、王城)相表里，成为中原王朝经略河西、守卫丝路、隔
绝羌胡的重要据点。迄于宋元时期，海路通而丝路衰，
八卦营军事要冲的地位方逐步失落。清代康熙年间，随
着王进宝鞭扫大草滩再筑永固城，八卦营的军事防御功
能又一次凸现，成为护卫大马营草滩——皇家马场的前
哨阵地。从这时起，八卦营村的先民陆续迁居该地开荒
定居，艰苦创业，耕读传家。但由于历代封建王朝的统
治，八卦营生产凋敝，民生困苦。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
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八卦营村民继承优秀历史文
化传统，发展经济，振兴教育，八卦营村的经济、文化
及社会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发展，至今已向国家输送大中
专毕业生近百人，参军入伍六十多人，村籍在外工作人



八卦营村志

员有一百二十多人，为保家卫国、振兴中华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八卦营村的群众，有着自强不息、勤劳勇敢、
淳朴厚道的优良传统，他们历经新旧社会的巨变，内心
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土地改革、合
作化运动，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虽屡经挫折，
但对党和政府的信念始终不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该村群众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紧紧抓住经济建设
这个中心，不断创新发展思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扎
实推进劳务输出，全村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强劲，村容村
貌和社会治安发生很大变化，村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
升。“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前程无限好。”我们坚
信，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八卦
营村的人民群众二定能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八卦营村志》以翔实的资料，创新的体例，记述
了汉代至公元2005年两千多年间八卦营及其周围地域
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综合呈现出该村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轨迹，是一部记述村情、反
映民情、承前启后的乡土教科书。“以史为镜，可以知
兴替”。<八卦营村志》的编辑出版，是新时期我镇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
义，不仅为地方文化传承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且对全
镇“三个文明”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此为序，谨致祝贺。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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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7

一、<八卦营村志>旨在。存本村之史，教村民之化，资村

政之治”，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提供参考。 ⋯ ’

二、编纂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

地记述本村的历史与现状，客观公正地反映村民从古代以来，主

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生产发展、生活变化的状

况。 ，

●

三、志书内容上溯村情民事的发端，下限2005年，个别事

项延伸至2006年。“新中国”为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村志以行政村为域，包括八卦营和元圈子两个自然村。

涉及本村与外界相互关联的人和事，适当跨域记载。

’五、志书体例采用述、记、志、传、录五体和章、节、目三

层式。以志为主，其他为辅；以文字记述为主，图表补充，图文

并茂。

六、资料主要来自民乐县档案局、博物馆，永固镇政府和八

卦营村历年档案；其次采访于村中耆老、历任村组干部和在外公

职人员；图片和书画作品由热心修志者提供。

七、人物收录对象为八卦营村一定时期影响较大者、部分村

级干部和行业之长者，乡以上表彰人员，参军人伍人员，大、中

专毕业生及在校学生，乡以上公职人员。
’

八、行文、年代、数据、称谓、计量等依据<张掖地区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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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营村志

的行文办法(张掖地区地方史志学会<实用编写手册》)处理。

九、方言、谚语、歇后语等地方性语言，辑录选载本村曾使

用或正在使用的；反之未作收录。

十、修志贵在承前启后。为使志乘永不断章．建议后贤遵照

国务院‘‘每二十年左右”续修一次地方志的规定。将村志届届

相继，代代相传。 _ ．．，、 ，． ，：j，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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