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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庚辰村寨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的观点，如实客观地记述庚辰村寨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融真实性、科学性、资料性

于一体o
‘

二、本村寨志通古合今，上限自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天运庚辰)即公元980年

起，下限至公元2006年，历时一千余年历史。对一些连续性强的重要事件则越限

搁笔为止。

三、本村寨志，首设概述，总揽全志；次为大事记，勾勒脉络：之后平列专志八

章33节为全志主体：增设附录，以存本村寨有重要历史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等。

四、本志人物，按史家通例，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在本村寨知名人士、历代从政

人员及有贡献、有影响的给予传承立传，对个别反面人物亦于立传，以警世人，教

育后人。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工作人员、农村基层干部以简表形式辑录。

五、本村寨志，资料、数据来源，以查阅国家有关档案资料，走访知情人、老干

部、老党员和基层干部提供为依据，编辑人员还专程赴贵州黔东南、从江及广西高

秀高友、绥宁县等地考证，以及查阅本县县志和县图书馆有关资料。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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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明盛世，修志乃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修村寨志乃一方

之实录，是记录自然与社会、风土与人情、政治与经济、文化与科学、历史与现状等资料

的著述，又是治理村寨的政书。我庚辰村寨(含陇城、路塘、中步、双斗、坪寨、吉大、下

宅、坪稳、牙大等九个行政村)，古往今来历史悠久，其秀丽的山川，独特的民族风情，美

丽的人文、自然景观，古朴的民族建筑风格⋯⋯，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均占有一席之

地。子民们为了她的繁荣昌盛，前赴后继，献智竭才，使之发生了沧桑巨变。解放后，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创造

了许多业绩。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给我们侗乡注入了勃勃生机，

带来无限活力，农林牧副鱼各业持续增长，人民生活逐日富庶，涌现出了多少仁人志

士，有多少可敬可歌可泣的事迹，真可谓政通人和、百业俱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万代根基由深，千秋功业匪易。庚辰村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铭烙了先辈们的足迹：光辉的今天，凝结了无数辛劳者的心血；美好的未来，还靠后

继者去开拓、去创造。故此，我们理应歌颂创造历史的主人们世世代代艰苦奋斗、共建

家园之伟业，讴歌他们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将他们载入(庚辰村寨志>，彪炳史册，达

到存史、资政、育人之目的。

社会靠一代代人去推进，历史靠一代代人去谱写。编修(庚辰村寨志>，是件艰苦的

创造性劳动，是一项浩繁的社会工程。现在历史将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历史使命赋予

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完成。为此，我们组织庚辰境内部分退休国家工作人

员和农村有识之士，编写了这本<庚辰村寨志>。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不足，加之水平有

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二∞八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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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当跨入二十一世纪，国臻盛世，海内祥和，百业振兴之际，<庚辰村寨志>的编写

成功，是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史志办的关心指导下，承蒙各方支持协作及编写组全体同

志多年辛劳的结果。<庚辰村寨志>一书的出版问世，在传统的方志学和谱牒学的体例

及记述上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难能可贵，可喜可贺。

庚辰村至今已有1027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她是古老文明祖国历史发展长河

中的组成部份。古往今来，庚辰人民为了她的繁荣昌盛，历代能人志士，怀着治国安邦

的宏图壮志，外出创业，服务于党、政、军、文教及科技，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亦堪称可贵，理应载人史册，名垂青史o

<庚辰村寨志>的编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重点突出，真实系统地记述

了庚辰村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全村的自然风貌和政治、经济、文

化、民族、习俗等各个领域的兴衰变迁，反映庚辰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庚辰村寨志>

是一部<志)书。这部志书为后人留下“资治、存史、教化”的珍贵资料，弘扬先人的忠孝

精神，藉此发扬光大，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走向富庶之路。

兹值党的改革开放事业深入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富民强之际，编写组全

体同志追思祖宗、贻谋大业，为启迪后昆，深入庚辰各寨，走访老者，查遍古碑、古庙等

文物古迹，付出了多年辛劳，理顺村族史，志业功成。编志主旨，意在激励后人，立足本

职，放眼世界，学习先人。弘扬美德，奋发图强，钻研科技，做时代栋梁，当两个文明建设

标兵。吾通阅全稿，心有所感，欣然提笔，是作其序。

石文治

二00七年冬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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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的侗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侗族是一个只

有本民族语言而没有文宇的民族，她的悠久历史和古老而灿烂的文化、她的生产生活

方式的传承，只能通过口传，厶授来进行，汉文宇的记载很少很少。加上口今的信息化、

全球化趋势，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侗族文化传承至今，有许多已经或

者正在消失。几个退休干部和本土农民本着“为后人留点东西”的执着追求，自己筹集

资金，花了几年的时间，弄出了一本<庚辰村寨志>，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精神实在

可嘉。

(一)

庚辰侗寨，侗族地区流传的(款坪款>中的<十二款坪、十三款场>对其有明确的范

围界定：

“．⋯．．

Dinl senl Hah-xegx，

Gaos senl Luh-dangc，

Dav senl Jongl-buh，

Oak Biingc meix yaop，

Abs kuant xih dih tedpo

⋯⋯n

意思是：“村脚下宅，村头路塘，村中中步上枫树坪，和款是第七”。

这里说的“村“，不是指某个村子，而是指这一带的村庄。它包括了陇城、路塘、中

步、富坪、务牙、班寨、吉大、坪寨、上宅、下宅、牙大、坪稳等十二个寨子，组成了侗款中

讲的第-i：lb款区。款区集会的款坪就在“坪美社”和吉大寨附近的“枫树坪”，即现在的

梓坛完小所在地。这个款区也就是“庚辰侗寨“。



庚辰侗寨的历史，可以追塑到宋、元以前。据<中步杨氏初四宗谱>记载：中步杨姓

的二世祖为杨正约第二个妻子蒙氏所生，叫杨正约，在杨再思十子中排为第四子，原居

飞山，后约于北宋初期迁居古州孟等，又于北宋庚辰(980)年间转迁湖南路塘、中步。

所以，现在路塘、中步杨姓以每年的农历十一月初四这一天作为祭祖的“吃冬节”(也即

侗年)。其他姓氏祖先进寨的时间，也基本是同一时期。因此，庚辰侗寨的历史，和整个

侗族发展历史的脉络相一致，了解庚辰侗寨的历史，也就了解了侗族发展历史的一斑。

(二)

庚辰侗寨地处侗族地区的中心地带，这里的村民全部使用侗族南部方言第一土语

区的侗语。而且长期以来，由于这里一直地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南楚极边”，外来

文化很少渗入，因而使得侗族文化至今在这里得以较为完整的传承和保护下来。

首先，这里遗存的侗族物质文化相当齐全。这里目前还保留有原有格局的大量清

代中期以前的侗族建筑。各村寨中的吊脚楼民居全部都是三层干栏式木质建筑，房屋

的布局依山傍水、鳞次栉比、层层延伸、错落有致。同时，村寨中分布有大量的公共建筑

设施，其中有堪称侗族建筑艺术杰出代表的鼓楼26座、寨门22座、福桥(风雨桥)15

座、村寨之间驿道上的凉亭79座。村寨中古戏台、石板路、石板桥、古井及井亭、芦笙

坪、款坪、祠堂、庙宇、萨岁坛、祭祀坛、土地坛等设施一应俱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处侗族

古建筑的实物博物馆。并且，这里的侗族建筑全用杉木穿榫构筑，不用一钉一铆，充分

反映了侗族人民擅长于木结构建筑的特点和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其精湛的工艺，优美

的造型、独特的风格，既符合美学规律，又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其中，风雨桥中路塘

的“观月桥”、中步的一桥和二桥已经和坪坦河流域的其它六座风雨桥一起(共九座桥)

作为“坪坦风雨桥”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次，这里还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古朴典雅的民风民俗。以悠扬动听的侗族大歌、双

歌、琵琶歌、欢乐的芦笙舞、哆耶舞、侗戏等为代表的民族民间歌舞戏曲，展现了侗族文

化的无穷韵味：以侗锦、侗帕、银饰为代表的侗族服饰、刺绣，体现了侗族鲜明的民族特

征：以侗家腌鱼、腌肉、油茶、苦酒等为代表的美味佳肴，反映了侗族独特的饮食文化。

此外，侗族特有的“萨”文化、“卜拉”文化、“款”文化、“风水”文化和具有侗族特点的婚

丧嫁娶以及众多的节庆活动等，共同构成了庚辰侗乡原始古朴的社会风貌。这里曾经

出过象杨发林这样名扬三省侗族地区的琵琶歌师，他编创的许多琵琶歌至今仍在侗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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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广为传唱；也出过阿凡提式的侗族智慧人物石忠汉，以致现在人们谈起他还津津

乐道⋯⋯。这些侗族文化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研

究人类文化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史料。

另外，庚辰人十分讲究“风水”，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与依山而建的侗

寨相对应的是，这里的植被良好，森林覆盖率达65％，山上林木葱葱，山下溪河清澈，

自然风光秀美，人居环境幽雅，充分体现了侗族“天人合一”的观念。

(三)

庚辰人民的命运，也和整个侗族的命运一样，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坎坎坷坷。

在旧社会，由于经常遭受官、匪、兵和自然灾害的袭击，庚辰人民一直在苦难中挣

扎。官府派粮抓丁、土匪烧杀掳掠、兵勇(庚辰人习惯把“兵”称为“勇”)派款拉夫，虽然

也曾经有过各种形式的抗争，但终因势单力薄而夭折。加上水灾、旱灾、火灾、冻灾、疾

病等灾害频频发生，庚辰人民长期处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生

计，有的不得不举家再次迁徙。现在通道境内的下乡、临口、木脚、菁芜州、溪口、杉木．

桥、甘溪等乡镇，广西龙胜的广南、平等、包田，三江的古宜、林溪、八江等地，都有从庚

辰迁徙过去的人。

1950年，庚辰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进入了新社会，从此摆脱了压在头上的种种枷

锁，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庚辰人民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对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队伍有过了解，他们至今仍在传颂着当年两次红军路过庚辰侗寨时对百姓秋毫

无犯的动人故事。因此，他们十分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地建设自己的家园。也正是在中

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和各级政府的关怀下，庚辰人民

才摆脱了贫困，逐步走上了和谐富足的幸福生活。

现在，适逢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旗帜已经举起，道路已经确定，目标已经明确，举

国振奋。作为庚辰侗寨的一员，愿借此机会，祝愿庚辰的父老乡亲们、也愿意和父老乡

亲们一道，抓住机遇，继续发扬侗族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旱日把庚辰侗寨建设成

为和谐、繁荣、昌盛的新侗寨!

石愿兵

二∞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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