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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塬村志

黼 当
日q 百

经过李志军同志及村民的艰苦努力，反映刘家塬地理、民史、民俗、政治、经济、

生产、教育、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一部《刘家塬村志》终于面世了，这无疑是刘家塬村

民的一件大事，一件喜事，更是让世人通过村志了解、认识、了望刘家塬村的一个窗

口，它毕将在刘家塬光辉的历史上，又增添了新的内涵，为此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刘家塬村民的经济状况有了根本改观，人民的生活水

平有了质的提高，文化所求也日益丰富，特别是在近几年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对保

护农村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风有了深刻而崭新的认识。

2007年秋，在村民李建伟、李大、李志林等的倡议下，准备在2008年奥运年里暨

庆祝八龙王爷新庙宇建成三十周年的庙会之际，举行一次刘家塬村民大欢聚的活

动，同时借此机会，再制作一些关于活动期间的影像资料，以方便日后村民的观赏和

回忆。在初步意见形成之前，时值2008年4、5月间，村民李永军从延安来榆林和李

志军探讨此事时，不但形成了完全的共识，而且李志军认为影像资料虽好，却是有局

限的，不能全面了解刘家塬的历史和发展，既然如此干脆用一定的力量和时间，写一

部刘家塬的村志，并由自己执笔完成。就这样一件荣光后人的大好事，得到了全村

男女老幼的赞成。于是李志军立即停下手中第三部书《爱的不等式》的创作，全力着

手筹办村民大欢聚的有关工作。同时李建伟、李大、李志林、、李永军、李永飞、李建

成、李志荣、李志元等等的村民，都行动起来了，通过大家的努力，2008年八龙王爷的

庙会办得非常成功，在众乡亲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留下了深刻而永远的记忆。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全书共分村史、家族谱系、人物志录、历史工作人名录、历

史大中专生名录、八龙王爷庙会的创建和发展、八龙王爷显灵的故事精选、有关方面

的神奇传说等八大类，上起明朝(公元1465)成化年间，下迄2009年，纵横544年的

历史，虽然明清时期的事我们的老先人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东西，但沧桑几百年

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生活习性、人物业绩等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

影子。村志重点记述的是解放以后刘家塬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生活和改革

开放以来的事件，讲述人民群众用勤劳的双手创造成绩的精神和勇气，每一页的文

字都凝聚着我们的生活历程，每一行的叙述都有我们热血的涌动，翻开村志就看到

了我们的祖先，翻开村志就看到了我们的身影，翻开村志就看到了我们对未来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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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刘家塬村民居住分布在榆林市3个县7个乡，共涉及约123户人家，400多人。

李志军同志对村志的搜集、整理、撰写等报以极大的热情，从动笔的那一天就起早贪

黑，不分白天和黑夜，不分家里和家外，随身带着资料和写作工具，走那写那，一时都

不停。他的原则是不求有多好但求可能的全，不求有多快但求可能的细，不求付出

的代价但求可能的收获。

然而李志军的劳动是有限的，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是无限的，我们的成绩和精

神是无限的，在今后的日子里，相信会有更多的成绩在续写，更多的刘家塬村民当事

业辉煌、人才辈出。

当然，这本小册子，不是说什么都能容纳，什么都写了进去，她是有选择的，是有

鉴别的，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在阅读过程中要以客观的认识和现实的态度进行思

考，不管怎么说已经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一件事，我们要珍视它，拥护它，爱戴它，因为

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既能了解我们的祖先，也能看到我们自己。2008年10

月，刘家塬村又开始新修公路，2009年开始解决吃水的问题，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

型的刘家塬村。未来的刘家塬村将更加美好。

虽然，现在山上居住的村民还不到50人，但他们为我们守住了大山，守住了家

园，守住了辉煌，守住了刘家塬人民的根；我们非常感谢他们，非常敬仰家乡的守山

人，他们永远是刘家塬人民尊崇的守望者!

此书谨献给：

团结互助、吃苦耐劳、争强好胜、

永不言败的刘家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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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史

刘家塬行政村现属陕西省子洲县老君殿镇管辖。刘家塬村历史悠久，鲜为人

知。据子洲县志记载，早在民成化年间(公元1465)先人就居住在此。到了近代，刘

家塬村人才辈出，远近闻名。几百年来，刘家塬村民在这块黄土地上繁衍生息，世代

生活，创造了刘家塬村民“团结互助、吃苦耐劳、争强好胜、永不言败”的劳动精神。

第一章地理篇

1、地理位置

刘家塬村位于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子

洲县城西南，淮宁河北岸，习惯上称为子

洲县的南川，距县城70公里；在本镇的东

北角，距镇所在地10公里。地理坐标东

经110。30’，北纬370。34’。村邻分布：北

面有裴家湾乡的李家坪村、圪针坪村；西

丽有本镇的崔家坪村、八龙王村；南面有

本镇的加家塔村、贺家湾村、刘家湾村和裴家湾镇的园则坪村、靳家塔村等；东面有

裴家湾乡的后小沟则村等。刘家塬居高而道路四通八达，基本成东西南北十字架出

路，北通李家坪村、直上九沟塬各方道路，也可沿圪针坪村直达子洲县城；西通本镇

花寺湾村直上老君殿镇；南向咀窑沟的下山路，5公里就到子南公路，这也是该村进

出外地的主要道路；东有通往小沟则村、关道峁村的自然小路，这条路也可直达子洲

和绥德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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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获基本情况

解放前全村人口稀少，从分散居住到

相埘集中，几大户人家都住在现在李作富

硷畔下面的阳崖上。合作化后，人口增长

很快，所以石窑砖窑不断新修，人口达到

240多人，分两个小队。刘家螈村现有人

几92户，300多人，耕地950亩，林地80

亩，苹果园lo亩，枣树、杏树等零散经济

树种上千颗，草地1(】0亩。改革开放后更多的村民离开家乡在外地发展，现居住人

口17户不到50人。全村有新旧砖窑110多孔，新旧石窑20多孔。生畜10头，圈羊

100只。

3、自然条件

村庄地形地貌特征，纯属黄土高原丘

陵沟壑区，山峁层叠，沟壑纵横，具备有

山、峁、梁、沟、弯、渠、垭、坳等地形特点。

真是山连山，沟串沟，弯套弯，渠叠渠，最

大高程1 158米，全村居住大多为砖窑洞，

基本与山巅同高。

刘家塬村处于咀窑沟沟顶的IJ』巅上，由于IU高风大干燥，到夏季蚊蝇很少，在天

气晴朗的时候，出门就可见数十里甚至百里以外的多个村庄，更远可望见山西省境

内的山势地貌。劳动到地头时常能与邻村的村民搭讪拉话，既能诉说家常，又能交

流农耕信息，互通了情况，加强了联系。

在刘家塬观日出，确实如火如荼，美伦美奂，仿佛红日在万山层叠中喷薄而出：

晚赏暮色，更是穹空无云，霞光万里，好似把你带入了一种梦幻般的仙境，能使你忘

怀所以。

刘家塬村民因凭山而居，所以出门就下IJ】，迈步就涉淘，地势无优，物质贫乏，几

百年来全村人民基本生活在安宁祥和的环境中，既不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没有贾商

云集之争。但是在1946年胡宗南进攻陕北时，有一个营的兵力从沙河沟里上来，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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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君殿方向行军时路过一整天，虽然造成了一时的紧张和不安，全村人民都藏反到

崖窑、山洞和其它的地方，但整体是安全的，既没有大的物质损失，更没有人员的伤

亡。

4、气候及钧产

刘家塬村地处北温带半干旱区，气候

恶劣，四季分明。春天迟暖多风少雨，夏

季少雨干旱，秋天早霜，冬天风大寒冷少

雪。年降雨量不足400ral，无霜期不到

180天，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不利。

由于该村高居山巅，并座落在八道沟

的分水岭上，没有水源，没有水井，最近的

泉水也在5公里以外沙河沟的老豁岔，这也是唯一的生命之泉；裴家湾乡李家坪村

同样也饮这眼泉水。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讲，刘家塬村是纯靠老天吃饭的小山村。

也是全县吃水最困难的村庄。

因山高、地薄、干旱、多风，又从村庄的旧窑洞和居住条件看，刘家塬村民一直过

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单调的穷苦的生活。由于靠天吃饭，所以种植的农作物品

种也极为有限；村民虽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改变不了根本的问题。

解放前后，主要种植谷子、糜子、豌豆、黑豆、养麦、绿豆、豇豆、小豆、红小豆、苞

米、高粱、洋芋、冬小麦等，也少量种植老麻子、小麻子、芝麻、葫麻、扁豆等，因为生产

力落后，都是重茬和回茬种植，每亩产量不到100斤。

解放后，国家大量提昌改良农作物品种，到文化革命后期，苞米、高粱、谷子、冬

小麦、洋芋都换了新的品种，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为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种植观念也在日益改变，淘汰了传统的农作

物，大胆的尝试新的品种和适应性粮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些每亩产量达300多

斤。

从1990年开始，主要种植玉米、黑豆、洋芋等耐干旱作物，同时又试种向日葵取

得了成功，通过多年实践，从少到多，开始大面积的播种。另外叉培育了山地红葱，

经20年的反复栽培总结，现在成了一方的品牌葱种，特别在延安地区销路更为宽

广。然而冬小麦从此退出了耕种的舞台。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刘家塬人民开始大面积种植经济林园，苹果树、枣树、杏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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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树等整片栽种，李建有、李永军等家的果园现在仍然硕果累累。

刘家塬村没有资源，没有矿藏，连维持生命的水都没有，只有几百年不变的180

米厚的黄土层，日日夜夜陪伴着养育着，刘家塬世代居住的村民。

第二章民史篇

一、明清时期行政区划分

明清时期刘家塬村属清涧县管辖区，包括老君殿镇在内的61个村属苏贴二里。

里下设甲，甲辖村。

二、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分

民国初期继续沿用清末旧制。到1934年国统区实行保甲制，10户一甲，百户一

保，保受职保管辖。老君殿职保辖12个保；淮宁湾职保辖14个保。从地理位置推

断，刘家塬村当时属老君殿职保区。

边区区制划分，在1940年3月至1941年10月间，清涧废除了保甲制度，1942

年，成立了西川办事处，刘家塬随老君殿属西川管辖。到1945年8月设9区52乡，

当时在子洲的南川只有老君殿区和淮宁湾区。刘家塬村此时仍属老君殿区管辖。

三、解放后的行政划分

1949年2月，老君殿区所属的的第6乡，共31村归子长县管辖。

1952年时，圪针坪、李家坪、刘家塬、湫沟塬为拓家峁乡管辖。

1956年10月，刘家塬村属邱家坪乡管辖。1958年12月，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并

经国务院批准，将绥德、子洲、清涧、吴堡四县并为绥德县(史称并大县)。但仅仅三

年到1961年8月，恢复绥德、子洲、清涧、吴堡四县建制，刘家塬村继续隶属子洲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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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家螈村各的考实

刘家塬村山高、沟深、路远、地荒，但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勤俭善良、吃苦耐劳

的刘家塬人民，早在明朝成化年间(1465年)就在这里休养生息，距今已有500多年

的历史了。有记载表明在1958年建队，1984年更名为刘家塬村。

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在一座南山上住着

一户刘员外的人家，方圆几十里都是他的土

地，富的流油独霸一方，在某年干旱的夏天，老

百姓为保年成丰收，动起龙王爷金驾祈雨，刘

员外讥笑的说：抬个泥圪瘩顶啥用。刘员外话

音一落，只见天上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顿时大

雨倾盆，山洪就地推掉了刘员外的房物和财

产。但这并没有使刘员外感到悲伤和痛心，反而面对着老天大声狂叫：你f吧，再往

大的下，就不是点洪水么，你推了浮财我还有底财。刘员外再次激怒老天爷，接着又

是一阵狂风暴雨，山洪刮地三尺连人带物，把刘员外家毁了个完全彻底，永远消失在

那个山坳里。

后来我们的祖先便来到了这个山坳上，因为

是刘员外的土地，而又平整像塬，所以叫刘家塬。

刘员外嘲笑欺辱了老龙王爷，所以他居住过的那

座山就叫欺龙圪瘩。

40岁以上的人都曾记得在小时候砍柴闹草

和劳动中，都还在欺龙圪瘩刘员外住过的窑洞里

乘凉躲雨。那JL：fL无遮无挡的窑洞现在仍然尚

存。刘员外家用过的石头马槽今天仍完好的放在刘家塬鸿门山院内。

1、李姓村民的追溯

500多年前，刘家塬人的祖先们为什么到这个高山上来，我们已无法考实(相传

在明成化年间‘1465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那里迁来)。听老人说，能追溯到的老

老爷爷辈时共有弟兄七个，今天仅凭回忆也是对后人的一个明确或交待。

李作旺、李作高、李作标、李作胜、李作富、李作仁、李作功、李太平、景养财家们

为七门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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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李作银、李作忠家为五门里人

李作均、李作香家是--I'-J里的。

四门里的老坟在李作忠旧窑垴畔上，亡者名字叫玉考

李怀岗旧窑垴畔上有座坟，亡者名字叫玉华

牛渠圪瘩有两座坟

场腰洼底下有一座，可能是少亡，名字不知道，这些都分不清是老几的坟。(以

上没有考证的坟不一定是祖宗七门子的)。

李姓的由来：相传黄帝孙颛顼的后裔一皋陶，在帝尧时任“大理”之官，主管司

法，他能驱使一种叫獬豸(xiezhi)的独角兽(现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大院内就有一尊

獬豸的石雕像)，分辨善恶真伪，并见了罪人就冲撞，帮助他办案闻名天下。到了虞、

夏、商时，全国以官职为姓，所以改皋为“理”氏。到商朝末年他的子孙理征因不容于

纣王，被处死刑，妻子契和氏与儿子利正被迫逃往他乡。在路途中因饥饿难耐，只能

摘路边李树上的果子充饥。后来利正的儿子做了陈国的大夫，为了纪念先祖当年赖

以生存的李树果子，就改“理”姓为“李”姓。目前中国有l：2亿李姓的人，为最大

姓。

2、高姓的入住情况

1946年，绥德县张家砭乡高家硷村村民高登云，离家投亲定居到刘家塬村，成家

后生两男三女。

高姓的由来：相传西周时期，齐太公姜子牙的六世孙齐文公之子被封于高，人称

公子高，他的孙子溪与齐襄公的弟弟公子小白是好友。齐襄公后来被公孙无知所

杀，溪联合其他大巨杀了公孙无知，迎立公子小白为齐桓公。齐桓公为感激溪的功

劳，便让他以祖父的字为姓，便姓了“高”。

第三章政治篇

由于政治、经济、生产、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落后，刘家塬村历史上确实人才匮乏，

追溯家族和有关记载，没有出现重要和有名气的人物。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些政

府、军队、国家单位的小官员小职员，在后章的名录中记述。

因为山高路远，刘家塬村没有受到战争的侵害，也没有政治运动的干扰，全村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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