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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是中华．文明之精华。，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无不从

史志中汲取精神力量，．增长睿哲智慧，陶冶道德情操，寻觅

历史发展轨迹。一我国的史志浩如烟海，．大到国史，小到县志，

惟独乏见村志。村志虽小r，然从村社变迁、沿苹可折射出一

县．、’‘一省，一乃至÷国之兴衰：。7．亦可以史为鉴，光大美德，革

除陋习’：激励后人；：。振兴桑梓毛：令人欣慰的是王狮乡石桥村农

民张永亮历经数年收集、整理编写出了岚县第一部．(也可能

是全吕梁市乃至全省第一部)村志__一《石桥村志》。该志较

系统全面地反映了石桥村政治．、经济i文化、风土民俗等方

面的状况，记述了石桥村自1903年至2004年二匕半年百年问

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再现了石桥村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i由愚昧、落后、闭塞、贫穷走I．'-J

文明、．进步、开放、富裕的足迹，读者可从中领悟到一些有

益的启示，触摸到国家发展的脉搏；，实在是一本可读的书。

．．’村志作者张永亮同志系土生土长的石桥人，从小好学，

素有大：恙：198，1．年小学毕业后适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

推行’j．大牲畜分到农户、。．：为放牧他家分到的马匹被迫辍学。
。i



酷爱学习的他受此打击，’一度曾出现心因性精神障碍，后经治

疗康复。此后，坚持自学，并先后在方山开府及我县敦厚任

小学教师十余年。其间他孜孜以求，笔耕不辍，多次在报刊

上发表文章；为乡人了解本村历史，激发热爱家乡、建设家

乡之热情，遂生编写村志的想法广以期实现他为家乡进步做

一些实实在在工作之愿望。现在，《石桥村志》业已编就，即

将付梓。其内容尚略嫌粗疏，文笔也不尽如人意，但这毕竟

是一个有益韵尝试、?良好的开端。对一个尚未达初中文化水

平，生活阅历有限韵农民来说，．顶着各种压力(有时甚至是

流言蜚语)编写出该志i：所付出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对张

永亮同志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我们不得不为之赞叹。全体石

桥村人以至全县人民若都能发扬张永亮同志这种精神，那么j，

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奇迹不能创造?2．003年县

委、县政府提出韵全县经济“五年翻三番，一初步达小康”的

宏伟目标还有什么不能实现?

石桥地处岚县西南端，是_个偏远的小ljJ村，以传统农

业为主。解放前，、村人为生存苦苦挣扎；日寇占岚期间石桥

是敌占区与晋绥边区交织地带，。乡人既饱受日伪蹂躏又为抗

战做出巨大贡献。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石桥村人

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并行发展。尊

师重教、兴学育人蔚然成风，小小山村培养出了一批批不同

层次；的：人才，中专生、大学生、硕士、博士⋯⋯石桥人已从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文明迈进。我作为

石桥村人，为家乡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也为从张永亮l司



志身上体现出来的“执着、勤奋、好学、进取"的石桥人精

神而欣慰，从这里我看到了石桥村的希望、岚县的希望!我

愿所有石桥村人，特别是在外工作的石桥籍人士，牢记石桥

人精神并发扬光大，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努力，建功立业，

为家乡争光。历史长河，源远流长。让我们鉴古知今，共f剥

为建设更美好的家乡献计献策，添砖加瓦，以回报家乡养育

之恩。

二oo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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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小草，：生长于恶劣的条件下，经受着自然界诸多风

雨剥蚀和摧残，但它却依然坚持着向上生长，一点一点，生

生不息。
’。1， 一

张永亮就是这样一棵小草。

⋯个农民，一个在家中承担着20垧地的农民，一个已过

三十而立之年却尚未成家的农民。这些苦难和遭遇是很容易

摧垮人的意志和信心的。

但是张永亮没有被命运击倒。他始终倔强地向上生长着，

决不～II于现状。．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初中尚未正式毕业，在

实践中，他就二边积累知识，一边进行写作，于是他的并不

漂亮的字迹，就在生命巾的一个个时曰里化作各类报刊杂志

的铅字，．他的生命也在搏击人生的长河中，．飞溅起了一朵朵

灿烂的浪花。． 。 ；

认识张永亮大约在前十五年前。当时，⋯个瘦小的青年

人，挎一书包，、找上我的工作场所，然后自作介绍，并声称

是慕名而来_我当时倒电算是～：个文学爱好者，在一一些小
报上发表过屈指可数的几篇小方块，——他当时掏出了。‘个



剪贴本，上面粘满他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大大小小

的篇幅约有百十余篇。这使我原有的轻慢之心不自禁地转而

为崇敬之情。在介绍我浏览他的文章的同时，他谦逊地说希

望能同我交流，得到我的指导和帮助。交谈过后，作别之时，

我们相约同作文字大地二E的耕者’：．：

人生的沧桑总会消磨人的_一些雄心壮志。伴着十五年间

的风风雨雨，我无所作为地走到了现在。张永亮也在这十五

年问音讯全无。 ．．

当我今年略感意外地再见到他的时候——我当然还是一

眼便认出了他，——他象见到知己一样，滔滔不绝地讲了他

这些年来的经历：教过书，种过田，，主要是抓住可利用的时

问，搜集了一_些民间传说和故事，整理出了四万余字的我县

第一部村史资料——《石桥村志》，正在寻求各方帮助，以使

《村志》能编印成册。于是，我自告奋勇，愿为他先作一份
， 、．

“电脑版本”。

～边录入微机，～边通读了《村志》书稿。我不是史志

专家，但坦率地讲，就是以我十分浅薄的目光来看，它的文

字还不是很精炼，结构也不甚严谨，详略亦未必得当。总之

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但是这些并不影响我对《村志》

的看重以及对《村志》作者的敬重。

人是应该有一科t精神的。世界上每个人并不见得都能成

为名人，都能成就一番伟业。但只要是努力地去生活，努力

地去奋斗，即便只是一棵小草，’也一定能释放出令人肃然起

敬的幽香。
’‘

‘



愿张永亮能长久地散发着这种振奋人心的幽香。

2004年5月1 6日一气呵成

(作者系岚县政协第六届常委，岚县农业银行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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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桥村志》由大事记、概况、资源、姓氏、建置、

教育、，人物传、人才、’’风俗j参军参战、对敌斗争、烈士

名录、传说：附录十四部分组成，主要记载石桥一九O三

年至二oo四年上半年一百年间的大事。

一《村志》仅反映了石桥村点滴状况，远未把全村的历

史记载出来。．作者写此《村志》的目的；是为了记载信史，

让后代人清楚石桥的过去j’．记住石桥在前进道路上留下的

m泪，以及先辈们艰苦创业、改造山河的奋斗足迹，从而

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人类前

进的脚步永不停止。今天，我们这些当代人和我们的子孙

后代，仍然在创造着、谱写着石桥的未来。

我相信，明天的石桥会更加美好、繁荣!

编者
’●

二oo四年六月



． -、大‘事记

1935年8月，陕北红军第11．支队1．部约三、‘四十人，拔

掉兴县段家湾卡子后，进入岚县境内，在长门、一石桥一带贴

标语、撒传单、宣传革命，岚县县长俞启贤命公安局长张炳

率巡辑队前往镇压，在石桥村双方激战20分钟，巡逻队败走，

红军缴获步枪‘3支，子弹若干发，当夜亦撤走P

’1937．年10月八路军120师进驻岚县，石桥村为358旅后

方医院及粮库、’子弹库一a ，’? ：+。，‘，

1938。年春日军飞机在右桥村轰炸后方医院及粮j，弹库。

+1'瓢。年12月13日，目军在石桥村残杀八路军战士和抗

日群众20多人。， ．、。．

同年石桥村古庙宇，因日军强迫给驻王狮据点韵鬼子送

木材被拆毁。 ．．÷

1941年1月8日，日军在石桥村又一次屠杀无辜群众，

烧毁房屋400余间。．‘． ：

1943年秋八路军某排与日军在石桥村铁芦焉发生激战，

击毙一名日军军官。

1944年春八路军某连在石桥村草峰山与日军遭遇进行阻

击I钱，打死打退日军。

1945年春八路军三连在石桥村开荒，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6年4月13日“四八’’烈士(王若飞、秦邦宪、叶挺、

邓发、黄齐生等)灵柩经兴县灰灰山、大木沟山、石桥村正沟

出王狮，抵达岚城前庄飞机场，途经石桥时，村民争相抬棺、

路祭。j

】350年3月27日，石桥村李跟家保、刘元卫、任存义

在树则沟入党，介绍人为静乐县张区长、长门九月红，此三

人为石桥村最早入党的中共党员。

1953年5月普明区公所石桥乡政府成立，至1956年3

月撤消。

1956年春季石桥党支部正式成立，王三孩为第一任党支

部书记、刘白元任副书记。 二：

同年春：}匕村放养骆驼的，在石桥村饲养骆驼二、三十只，

石桥村始有骆驼。

同年+6月石桥村团支部书记张冯柱在县城参加岚县第三

届团代会。

1958年石桥通有线厂。播和手摇电话，石桥始育电话，开

始与公社通话。i980年停止使用。

同年石桥村建雹取消，并入阳坡坪利’，】．961年与阳坡坪

村分哎。

同年：石桥林场由普明镇迂回石桥村，当时称石桥经营所，

1962年改称石桥林场。

1959年9月1 3日上午8时许，石桥发生窑涧崩塌事故，

5人死亡，10眼窑倒塌，事故发生前．LO天，下乡二F部赵阳锁

发现裂缝，曾和队长刘白元说服动员村民撤离，前4天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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