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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志"是记载或记述的意思。《汉书·叙录》云：“志者，

记也，积记其事也’’。《文史通义·叙事》称：“志者，记也，

欲经久而可记也"。志已成为我国特有的记载地方上各种

人、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状的体裁，从不称“志"到

称“志"，到称“方志"，到称“地方志”，一以贯之，世代

发展。至今，逐步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谱牒学’’。村

志是记载一个村事物的志书，属地方志范畴，是县志、省

通志的延伸和补充。

方志源于我国二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

理书和图经。从秦汉至隋唐五代，方志逐步成型，除地理

记和图经外，晋代出现了将国别史与地理书融合一体的

《华阳国志》，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志"命名的地方志。宋

代和元代，为方志成熟时期。元代大德七年(1303)成书

的《大元一统志》开创了全国性总志的新形式。明代从中

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编纂地方志，朱元璋曾下令编修全国

性志书，明成祖于永乐十六年(1418)诏示天下，郡、县、

卫皆修志。清代，为方志编纂的鼎盛时期，现存的历代志

书八千余种的80％都是清代编纂，不但编纂各省、府、州、

县志，还编纂有《杏花村志》等乡村志。民国政府也曾多

次下令修志，武鸣县明秀园内的修志亭即建于这一时期，于

今仍在。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国家在哲学和社会科学

十二年规划中就列有重修地方志的任务。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统一



部署下，全国上下开始了第一次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的编

修工作。村人危流渊在自治区煤炭厅工作，从1986年以来

专职从事《广西通志·煤炭工业志》及《中国煤炭志·广

西卷》的编纂，工作之余倡议编纂村志，并拟订出编纂和

汇集资料的提纲。由危锦帆、危锦利主持并组织收集资料

的工作，历时8年。现在，凝聚着曾甘老中青三代众人心

血，由危流渊总纂成书的《曾甘村志》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她是志书园林里的一棵小草，沐浴着盛世修志的阳光雨露，

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来到了人间。她是曾甘人的创业史，也

是一本开发曾甘、建设曾甘美好明天的科学史料。

我生在曾甘，长在曾甘，也曾服务于曾甘，对曾甘的

情况比较熟悉。我深深地认识到，曾甘村的人民群众勤劳

勇敢、淳厚诚实、团结互助、讲道德、讲信义、奋发图强、

力求进步，这些村风颇为浓厚，这也正是曾甘村人民群众

的特点。现在，《曾甘村志》，以它翔实的资料，系统地记

述了曾甘创业的历史沿革、地质地貌、物产资源、自然灾

害、村风文化等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再现了曾甘人的传统

美德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激励今天，启迪明天，教育后

代的具体生动的“乡土’’教材。俗话说，新的东西都是从

旧根子来的。我热切地希望广大读者通过阅读了解曾甘村

村情，以史为鉴，发扬光荣传统，挖掘本地资源潜力，为建设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危锦利

1998年6月6日

(本文作者曹任人民公社干部、中共武鸣县委党教科科长等职)



序言二

水之有源，犹如人之有祖宗。唐代孔颖达疏：“姓者，

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下级百世，而此姓不改。族

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属则各自立氏’’。姓

氏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每一个家族的成员，都以这个

固定的称号为姓，人人不可缺少，世代相袭。曾甘危姓家

族，从始迁祖繁衍至今已传到第21世，经有四百多年的历

史，传世资料记载，唯有宗谱。然而搜寻到的清代老谱，多

遭虫蛀鼠咬而残缺破碎。赖幸保存者第15世孙日熳，民国

13年(1924)经多方纂集续修了族谱，追本溯源，系脉分

支，仍能寻枝见叶，一目了然。该续修谱还记载有若干墓

碑与宗祠碑文以及灾害变异等大要梗概，诚系难得的可信、

可贵之资料。

族谱是记载家族祖源及世代繁衍生息的手卷，囊括一

家一族一地的状况，补充县邑史志之缺，是研究本地历史

的第一手材料，所以素有“家乘犹国史"之说。历史上，我

国历代传统无不是国编正史，地方修志，族编宗谱，三者

相辅相承。曾甘危氏宗谱自民国期间纂修至今已时隔半个

多世纪，亟待因袭续纂。斯时进入80年代，国家施行改革

开放方针，中央统一部署编修社会主义新一代方志。危流

渊倡议编纂《曾甘村志》，危锦帆、危学锦等搜集提供整理

宗谱资料。《曾甘村志》以概述、大事纪略为大纲索引，分





凡 例

一、本志是一个自然村屯的村志，上限从明隆庆年间

(约1570)始迁祖迁居建村时起，下限截至1995年。大事

记略开篇上溯明正统年间(1436～1449)太始祖落籍武缘

(武鸣)县奉岜村。危氏家族渊源上溯远古时期。

二、本志设疆域地理、物产、自然灾害、农业生产、种

养业、副业、文教卫生、村民生活、曾甘家世共9章29节，

前设概述和大事记略，后设编后记，力求反映曾甘村肇始

至今四百多年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村民收藏的宗谱、村干部的笔

记和报表资料，还有老辈和知情人的口碑、笔录以及宗祠

墓志碑文等，经过筛选、鉴别、核实后载入，力求真实、准

确。

四、本志采用志、记、传、录、图、表等多种体裁，以

志体为主。

五、本志记述采用语体文，称谓采用第三人称。人物

简记，只书事迹，不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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