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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本志献给郭家庵世世代代的歹IJ 祖

歹IJ ~言和今日为郭家庵未来而辛勤劳动的父

老乡亲!

《郭家庵志》 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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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郭家庵村在 " 两委"班子的领导下，经

过全体编萃人员一年的辛勤笔耕下完成的，全面系

统和详实地反映了郭家庵村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

现状 ， 弥补了郭家庵村六百多年以来，即 1368年开

始至2014年 10 月， 640余年的历史空白 。 本书的出版

是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创举，

对郭家庵村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和极具文化价值

的大事 。

中国文史出版社



带着梦想迈向未来

序《郭家庵志》

林士华

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知史。

存史修志 ， 传承文明，乃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个国家、 个民族， 个地区

乃至一个村庄或一个家庭，倘若不记载自己的历史，那将是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在

华夏盛世国泰民安，举国上下追逐梦想的今天 ， 一部饱涵着浓郁乡土情怀的 〈郭家庵

志 } ， 在全体编寨人员的齐心努力下 ， 历经 年的认真编修，即将付梓印行了 。 她是

记录郭家庵有史以来发展变革的 部文化史篇，是全体村民的 份宝贵精神财富 ， 是

郭家庵人文化建设的 项重大成果，也是后辈缅怀先入寻根觅祖的可靠凭证，更是传

于后人滋润心灵的绵绵信史。

明朝初期，由于战乱和人口迁移 ， 我们村的多数村民的祖先从不同的地域先后迁

徙到这里 ， 建立了郭家庵村。 从此，勤劳、质朴的郭家庵人民，在这片沃土上，世世

代代生活劳动、繁衍生息。 直到今天，已走过六百余年的漫长历史。

郭家庵从建村伊始 ， 就是 个偏僻贫穷的村庄，村民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靠

给地主种地养家糊口 ， 为谋生和安居 ， 历尽沧桑 ， 熬过了岁月风霜 ， 饱尝了生活的艰

辛 ， 每个家庭都经历了酸甜苦辣。 自 1 946年德州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家乡人

民才彻底翻身解放 ， 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 ， 才过上 天比 天好的幸福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 ， 郭家庵人仍然以坚强不屈的性格、勤奋耐劳的身躯，耕耘着这片

土地 ， 呵护着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灵。 为改变郭家庵的落后面貌，改土治水，付出了

艰辛与汗水，在奋斗中探索，在探索中奋进，从未歇息，使这片土地渐渐焕发着勃勃

生机。



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进入一个伟大的复兴时代，党的一系列"惠农"政策，

给农村、农业、农民带来一个又一个的生活福祉，特别是1998年德州经济开发区的启

动建设 ， 给郭家庵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十几年来，郭家庵入借助改革开放的

强劲东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地创造着物质财富和精

神文明，使农、副、 工 、 商百业俱兴，取得了一个又 个令人瞩目的成就，谱写了郭

家庵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篇章，使郭家庵逐步实现了由村庄到社区，由农民到居民，

由农村到城市的娅变，村民生活由温饱逐步进入小康、富裕。 2013年1 月，村民彻底

告别7几百年来休养生息的平房老院，搬进了崭新漂亮的楼寓套房，村容村貌日新月

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郭家庵也由过去偏僻的乡村渐次变为城市社区，成为远

近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想想这些，我们不能不发自内心地感谢共产党的英明领

导，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然而，面对这充满现代化气息的今天，再想想那日渐消失

的村落和田园土地，已被一栋栋高楼大厦所代替 ， 还有那些行将消失的童趣和故物，

还有含辛茹苦生养我们现已离世的列祖列宗，一种思乡怀旧 、 缅怀先人的情感便涌上

心间，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释怀我们的情感呢? 想来想去，于是，我抱着对历史负

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想法，渐渐地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通过编修一部"村

志将郭家庵的"前世今生"做 次彻底梳理，把郭家庵几百年来的生存状况及艰

苦创业、与时俱进的精神记录下来，以此留住我们的根，守住我们的家。 让我们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翻阅"村志静心沉思，既可以让我们追溯历史缅怀先辈，知前人

创业之艰难，又可启迪后人昭示未来 ， 唯有共产党、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颠扑不

破的真理。 {郭家庵志 〉 就是在这 淳朴愿望的感召下付诸编修了 。

编篡 〈 郭家庵志 〉 是一项众人合作的文化建设工程，由于这是郭家庵立村以来

第-次编志，手头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所以，召集人员，收集资料，成了

编写村志的重要工作。 幸运的是，编委会成员邹彦伶、曲培贤几位年长者，怀着一颗

热爱家乡的赤子情怀，肩负"盛世修志"的历史担当，不顾年老体弱，自始至终坚持

在编志第一线。 为编好村志，他们走家串户，上门座谈，征集史料，还有很多乡亲为



整理编修自己的家谱付出了大量心血劳动，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务实作风，实在令人敬

佩。 在此，我代表郭家庵党支部、村委会及郭家庵父老乡亲向参与 〈郭家庵志 〉 编修

的全体人员，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l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编修人员付出了艰辛和努力，但由于原始材料的匮

乏，人员天各一方等原因，使得本忘不可避免有未尽如人意之处。 在此，还望社会各

界及父老乡亲多加包涵、谅解。

身为郭家庵人，理应了解郭家庵的历史，只有铭记历史，才能倍加珍惜今天，创

造未来。 如果我们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忘记了生命的起源，忘记了先辈的创造，也

就不知今日的幸福来之不易。 虽然我们在编写 〈郭家庵志〉 时，遇到很多困难，付出

很多劳动，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由农村变城市，由农民变居民的同时，我们没

有忘记自己的历史，没有忘记文化的传承，没有忘记列祖列宗的养育之恩，我们要用

〈郭家庵志 〉 的编写，来诠释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我们不仅要建设一个"富裕的郭

家庵更要建设一个"富裕加文明的郭家庵

的"十八大"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告，我们要在不久的将来全面建成富强美丽的中国，

全面实现"中国梦这完全道出了全国人民祈盼已久的共同心愿，作为郭家庵人理

应在这个催人奋进的伟大时代，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贡献。 因此，我们要带着

梦想去开创富裕文明的郭家庵未来。 但愿我们编修的这部 {郭家庵志 ) ，能成为一部

弘扬传统文化，对后人进行爱国、爱家乡和理想道德教育的乡土教材。 这，就是我们

编写 〈郭家庵志〉 的初衷，也是我们寄予 〈郭家庵志 } 的厚望。

愿以 〈郭家庵志 〉 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护佑子孙繁衍昌盛 l

愿以 〈 郭家庵志 〉 激励子孙后代，发奋图强，为家乡奉献才智，做国家栋梁之

材!

愿以 〈郭家庵志 〉 唤醒更多父老乡亲的 M修志"意识，薪火不断，代代相传 !

201 4年10月 10 日



编篡例 言

盛世修志，传承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人类文明设长的历史进程中，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她从不间断的将自己

的传统文化以"史、志"明确记载并流传后世. <<郭家庵志》 付诸编修，并遵循下述

原则: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记

载郭家庵自明初建村以来的演变和发展情况。 做到"思想性、文献性、知识性、可读

性"相互统一，以达到"资政、存史、教化"的目的。

二、因明朝以前的资料已无从可考，故本志在记事时间范围上从明初 ( 1388年)

开始，下限断于2014年 10月 3 1 日 。 时间跨越六百余年。

三、本志在"大事记" 一章中，为便于后人更好地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背

景，对发生在全国的重大事件、本村的主要人和事，作了简要的概述。新中国成立前

部分，依据权威史实摘录.新中国成立后部分 ， 依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事记Cl949年 10月至2009年9月) ))录入 2009年9月以后，依据国家官方

权威媒体发布的真实信息录入。

四、本志在结构上分篇、章、节、目，并借鉴全国各地新编村志编篡体例，略

古祥今，秉笔直书。资料注重详实，体例刻意求新，结构力臻严谨。同时，打破"生

不立传"的旧规，凡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都简略立传，以彰显村民风采，

"教化"后人。

五、因村志取材范围相对狭窄有限，为丰富其文化含盐，适当增加知识性、趣味

性与可读性， 特对姓氏篇、民{谷篇部分内容进行了延伸解读，使之能与传统文化有更

紧密的联系。



六、本志的素材来源， 除在本村广为搜集外， 有关正史、旧志、档案、报干IJ 、文

件、文书、家谱、专著等资料尽在广征博引之列 ， 以求尽可能还原历史真貌. 所用资

料，除完整录用的历史文献外，调查采访口碑资料， 一般不注明出处。

七、本志采用公元纪年 。 1 949年 10月 1 日新中国建立以前，采用民国或帝号纪

年 ， 并后加括号，注以与"公元"相应年份。 在阿拉伯数码与中文数字之间 ， 鉴于两

者都是通行数字，故采兼容并存之法， 不再强求一律。 但在一个章节内尽量采用一种

书写方式， 使之更加规范。

八、本志采用语体文表述，以志为主，记、传并用，除大事记用编年体外，其余

均借鉴记事本末体。 主要图片集中在全书之前，为帮助后人更其实了解某些重大事件

的历史背景 ， 本志采j领部分历史资料图片、表附于相关章节之中，以求图文并茂. 同

时对本村曾经有过、但现已消失的历史古迹和人物，则根据老年人的回忆绘制复原，

以再现历史景象，↑较突出本村特点和时代特色。

九、本志中出现的家族宗谱、人物传记、村民名单等记载，排名一概不分先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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