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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都区南太涧村党支部

毛都区南太涧村衬委会

关于征集编寨〈村志〉的公开信

各位父老乡亲 、社会名流志士:

编基《南太涧村志》的凤恳，经过半年的 酝酿、筹备，现已

成立起专门的领导班子与写作班子，从现在开始正式拉开了

帷幕巾
'"- ,-. 

编撰村史，篡辑村志，是一部弘扬先祖夕1J 宗德风，传承精 ry_ ..c, 

戈物质文明的浩繁文献。 我村古未有关好的传说，虽有典 1 甲
册、碑铭少量记载，但仍有大量的民间轶事，可标可树;近现 润

代有可歌可泣的献身故事，应叙应记 ; 当代有可圈可，色 的交 利
::r 

出业绩，当颂当扬 3 当下 ， 盛世修志，挽救村史，正逢其时 ，时 ω 

不我待。

编撰村史，基辑村志，就是要把我村从古到今的沧桑变

迁，远古传说，眼前现实，从天时、地理、人文、政治 、经济、 文

化 、教育、民风 、 民俗诸方面，实事求是的、有根有据的 、 活灵

活现的 、 图文并茂的演绎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殷切

希望:户户行动，家家参与，智者多思，能者多劳 ， 拾遗补缺，



南
太
润
刊

士
也

沪'

提供资料，悉，心编撰，一丝不苟 。使自古以来i旦这闻名的文明

村风， 一代一代发扬广大，生生不息 。

水有源，树有根，人有手且，村有史。 让我们穿越沧桑，追本

溯源，寻根究底，使历史与现实接轨，使今天与昨天沟通，使

南太涧这颗闪烁的星星， ~豆熠生坪，永照千秋。

诚望热情参与，辛勤笔耕。

党支部
山西省尧岩r~ 区南太涧村 川

/f 'J 才t云

2 二。一 O 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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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王官反

钩沉莲i茬;也漾'泪，套萃先贤踵武魁。

敬畏伦常仁爱著，凤毛麟角复芳菲。

3 

在《南太涧村忐》付梓之际，编委会嘱我写成开端便写 俨
了《 七绝》一首，典故源于祖辈传言 说是宋朝末年，村中来了

位道士，称南太涧保 块"涧水环莲花的风水宝地"。

权Id作为引子。

南
太
涧

H 
也《南太?附志》置于案头的时候，无论是远离故土的飘 | 志

莲游子，还是坚守这片古老热土的父老乡亲，想必会仔细品

读，风微智著。 无论是研究村俗民风的专家学者，还是关心南

太?间的志士仁人，定会以师友之名，俯拾鉴之。 从中感受世 一

沧桑，感知村史演绎，感恬现实启迪。 它既是留给子孙后代的

一份精神财富，也是献给关爱南太涧同仁的一份珍贵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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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远古，太涧村有美妙的传说。 相传东汉刘秀在此避

难，登基后(公元 25 年)嫁女刘凤联姻，由皇朝?台前可治水，开

辟皇家林苑。 至今七里外的东羊村西有大涧(太涧)渠遗迹，

南太涧村西仍有奉列渠留痕。

南太涧明末清初中兴‘四合!究错落有致。 窗廊木雕刻透?

楼阁栏杆)雄绘，花鸟鱼虫，栩栩如生。 门庭用ii;砖，门榻锈字 、门

柱鼓儿石刻花，处处可见先祖入文智慧的底蕴。

朝代兴替，沉浮更替。 先辈们始终恪守和1:读传家之宝 。乾

嘉年间商号达燕京，累号设晋阳，商贾抵河东 ， J辛生就平阳 。

朝代兴替，沉浮更替。 国难当头，代代有捐躯英烈;繁衍

生息，户户有人文典范;义从公益，家家有奉献篇章。

朝代兴替，沉浮更替。 当代俊秀更是身手不凡 ， 闻名遐

逐c 耕地田园化，地拢林荫化，耕作机械化，灌溉向流化，新兴

产业规模化，生活用水自来化。 云蒸霞蔚，生机勃勃。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沐浴祖宗恩泽，传承先贤嘉行 ，在创

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积淀下厚重的精神文明，仁读成风，文化

鼎盛，田园秀美，人杰地灵 。 据不完全统计，出生在南太涧村

而在外地的城镇人口已繁衍至全国十五个省市自治区 ‘计

700 余口人。 几乎相当于本村常驻人口总量。 更值得称颂的

是，在外工作的在职人员，以iI白汾城为中心成立了同乡互促

会，每年;正月十五、九九重阳文化节，回故乡扶贫济阁、慰问

毫垒，赞助fl吕戏 。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村志是一个地域历史发展轨迹的

见证，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和l理性的结晶。 《南太涧村志》遵循

这个宗旨，明效大验j是纲挚领，分章回分解，依时序jI民叙。 类

目设置合理，体例编排科学。 略古详今，图文并茂，雅俗供赏。

凝聚着几位退休教师拯救村史的智慧和心机，无论是史海钩

沉，缉录邑志 . 查阅资料，走访收集，还是搜寻实物，拓碑摹

印，伏案书写， 明析条例，无不渗透着他们的心血。 其心可鉴，

其情可嘉 ，其精神与本志书共存。 期间，村-党支部 、村委会精

心指导，工作上给予鼓励，物质仁给予支持，生活上给予方

便。

我爱生我养我的故乡，我爱家乡的父老乡亲，更爱家乡

古老的人文熏陶及精神摇篮。 序言至此，以散曲 { 双调·折桂

令}作结，以骋胸襟:

5 
.......... 

,< ,0( 

此朱明韵致中兴，风雨沧桑，岁月刺。 声振嘉行，英华 '1 
续纱，芸叶UI争味 。 溯j本源依稀鹤影，恋业基隐约岚生。 旨在虔

诚，意在传承，磊落汾滨，霞蔚云蒸。

原蒲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二 O 一三年五月一 日

~ij 
n 
主
』巳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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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村镇党委书记 汤晓燕

南太涧村是我们吴村镇继孙曲村之后，第二个编写村志

的 。 南太11可村志的付梓出版，是南太涧村群众文化生活中的v 

6 一件大事、喜事 . r:tJ喜可贺 。 能为之作序，我非常高兴，也很定

欣慰。

存史修志，无疑是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一

件令人欣慰和值得庆贺的大事。 结i修村志 ，是一项功于当代，

矛iJ在千秋的村之大事 。 其既可鉴古i喻今，资政当代，又能惠及

后人 、流芳百世，更是向众人进行传统教育的生动的教科书。

历史上的太涧村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

蕴。 生长在这片热土上的南太涧人民，发扬勤劳勇敢‘善良淳

朴 、智慧聪颖的优良传统，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不断推动各

项事业向前发展谱写着历史发展新篇章。 特别是进入新世

纪以来，全村上下在历届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下，坚持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各项富民政策 ，励精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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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后1

南
太
洞
"
志

团结拼搏，与日才俱ili 、开拓创新，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发展。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文明扎实推进，

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全村上下呈现出欣欣向荣、和谐发展的

良好局面

修村志，是一件说之容易而实则艰难的系统工程。 她又住

在时代久远、资料匮乏，又要内容全面、详fII各得当 。 南太涧村

心经编篓委员会内查外考、征集资料、反复研究、历尽艰辛、

数易其稿，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文字，统合rtï今，近详远m各地反

映lji 太涧村的地域特色、人文特色和1时代特色。 这些带有乡

一气息而又饱含时代信息的记载，回顾了历史。 其文辞通俗

勿障、考证详细。 只内容详实饱满、丰富多彩。 其记载浑然

体、相得益彰。 她必将成为村民的案头卷和家j读书，真正发拜

资政、教化 、存~之功效;对构建和谐社会、椎动南太涧村向

着更加美好的目标迈1i:L必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

"1/ 鸟恋旧林，池旬思(改淋1 " 。 在吴村了作多年，这里虽不足

我的故乡，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里。 相信多年以后，当我不断

翻阅这部村志的时刻，定会有亲临其:境、抚今追昔之感，定能

引起无限深惰的问忆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也希望勤劳智慧

的南太涧人民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团结拼搏，苦干实干 ，努

力谱写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为全镇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做

出新贡献!祝南太涧村的明天更加繁荣美好!

十日一年七月= 0 



南

泞，告
J' c:::::J-

太 吴村镇政府镇长张贵荣
;同

H 
志 南太涧村就土地人口而言是吴村镇的一个小村子 ，但这

里人杰地灵、民风淳朴 、文化绵长 、底蕴深厚。 现仍保存有多

8 处文物古迹，其中范家大院 、染坊里等得到了众多二号古专家

，坠者的赞许，也向人们证明了这里悠久的繁荣与辉煌。 数百

年来，太涧人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 走出 了一代代贤达俊

杰 ，他们用 自 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汗水，在建设美丽家同创

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积淀了厚实的历史和多彩的文化。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沐浴着党的各项惠民政策 ，

南太涧村两委一班人带领全村人民， 牢牢抓住发展第一要

务 ，把握机遇、与时俱进，力n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村里的

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明显改善 ，人 民生1ï1T ;](平~æ.著提

高 。 处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盛世修志，向古而然" 。 在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今天 ，南

太涧村不吝投入人力 、物力 、财力编修村志 ，把编修村志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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