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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凡例 l

一、《仁坊村志》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立场、方法，力求实事求是

地对仁坊村地理、经济、政治、人文 、社会等各方面事物的历史与现状作全面系统

的记述，以资存史、教化、资政之目 的 。

二、《仁坊村志》记事上溯事物发端，下限止于 2015 年 。 立足当代，纵贯古今，

以记述仁坊村人、事、物为主，兼顾历史状况。

三 、 《仁坊村志》依类设目，横排竖写 ， 专业志构志纬，大事记系志经 ，时经事

纬，纵述历史。 按事物性质设章、节、目、子目，特殊者设孙目 。 由烟草在仁坊村最

具特色另列章详述。

四、《仁坊村志》记、志、传、图、表、录并用，以志为主 。 照片随文而载、图表从

文而列，力求图文并茂。

五、《仁坊村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以传、略、录设节。 对仁坊村有重

大影响和贡献者以传、略而志，副科级、工程师以上有较大影响者以录而记之。 传

以卒年为序，略、录以生年前后排列 。 传要详、略为精、录稍简，男女标注，书明家

长，文约事丰。

六、《仁坊村志》采用语体文记述 。 文字除特别者仍用繁体字外，以国家公布

的简化字及有关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 地名、村、大队 、小队、公社、村委等均以各

历史称谓而称。

七、《仁坊村志》纪年，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采用历史

纪年，括注公元纪年，需用年代记述须记多少世纪。

八、人志男女同等对待，不以"氏"书而用全姓名记载妇女，历史遗留能改则

改，不能改者照原登抄。

九、《仁坊村志》计量单位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为准，对历史上个别计量单位维持原貌。

十 几仁坊村志》资料来源于口碑、统计、新旧地方志书，引用史料多用原文，

资料来源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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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坊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早在战国时期即为魏国西河守吴起利用糟溪河

屯骑兵之地;西汉始，仁坊村成为孝义县域军屯田之"五屯"之一屯，历朝历代不

辍，直至民国初年，废军屯田方使仁坊村田土归民所有。仁坊村自古深藏不露，出

土陶楼、黑袖灯台为唐品，孝义少见;尤其今村中有地道五、六公里，四通八达，扑

朔迷离，无人以解。这些属历史文化，也可谓之地域文化，我在梧桐镇以党委书记

履新伊始，遂倡导挖掘、整理梧桐镇以及镇辖二十余村庄历史文化，以志为载体

使固有历史文化得以传承，使优秀的中华文明史更加绚丽夺目 。

《仁坊村志》编篡告竣，名列梧桐镇辖村前茅，确实可喜可贺。它结构严谨、资

料翔实、观点正确、文字流畅，将几千年来仁坊村的自然、社会发展，宣幽阐微，彰

往察来跃然纸上，是一部难得的村庄史书，也是一部资治工具书和教育后代生动

的教科书，这也是我提倡修志之目的所在，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

其用，实为我初衷，可谓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

仁坊村，拟依山傍水之域，西南靠丘陵，北依糟溪河，籍水利之便，自古井园

遍布。清代至民国初年由所种烟草，量广质佳，名闻三晋，所加工之烟丝以富油、

味纯、耐燃备受商户追捧，故形成仁坊村史上独特的大场院中套建住宅院的建筑

风格被世人称道，另仁坊织布也堪称奇酶，史上以广益公司为标杆，仁坊织布成

一时抢手货;是时，仁坊村烟叶、织布致仁坊村富甲孝义南乡 。 而今仁坊村通过招

商引资，村人收入颇丰，生活随日渐高，亦称孝义富庶之地。

仁坊材，自古以"文化村"而著称，人才辈出 、人杰地灵、商贾云集。 武仲性、霍

仕勋、霍振仁、王天恩、吴成义、武家英等，堪称旧时精英，尤其霍文新、梁生彩等

老一辈革命者，成中共孝义(第一)党小组和中共孝义(第一)党支部先驱，倍受孝

义人民推崇。 如今，仁坊村两委在王建生同志的带领下，奋发图强，注重民生，秉

承先人风范，各项事业风生水起，诸项工作名列各村前面，引领全镇农村事业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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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属镇之旗舰之村。

盛世修志，旨在资治。 通过修志，记述→个地方自然与社会变迁，探索前人治

理经验，挖掘一村一地文化精髓 ，抛弃糟柏，汲取精华，以启迪后人，也可观兴衰、

知得失、通古今、察未来，是认识一村一地、治理一村一地、振兴一村一地，利于当

代、荫及后世的一项极为有益的事业。 事在人为，开拓前进，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职

责，古之贤人君子大智治地，莫不除害兴利 。 诸如我们执政者，虽不求子美千间

厦、香山万里袭，但也要振奋精神，锐意改革，创造业绩，无愧前人。 仁坊村人乃至

梧桐镇民众在改革开放的征途上，必将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以更大的气魄，更超

前的理念，更先进的手段，谱写出更加壮丽的诗篇。

斗 A 专
2015.12.28 

薛厚华孝义市南营村人中共孝义市委常委 山西孝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中共

梧桐镇、下栅乡党委第一书记



(序二

欣见《仁坊村志》成书，甚感宽慰。 盛世修志，志秉盛世，适得其时，这堪称仁

坊村之大事，亦为梧桐镇之喜事，值得庆贺 。

国有国史，县有县志，家有家谱，已成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之优秀传统，国史、

县志、家谱也成例制，编篡不断，唯村志史上见诸很少，只是华夏大地乘改革开放

东风，村志如雨后竹笋般而出，春色弥望。 《仁坊村志》恰时问世，也为志苑中一朵

奇酶，弥足珍贵，梧桐镇辖诸村可借鉴，将各村村志如是编修而就，事丰简约，横

纳百科，纵述始端，并望各村两委抓住时机在全镇拆迁之前，将该写之则写，该相

之而照之，该收资料的则收资料，一旦村庄拆迁，若要编志写史，几成空谈，假使

凭回忆而篡志，也成残缺不全之资，后悔莫及，无以弥补。

仁坊，自古为县城南乡令望之地。 土地肥沃，地势平坦，水源丰沛，尚属富饶

之境，旧时农工商贸齐驱，商旅涉甘、蒙、宁、新、鲁等域，足迹遍北方各地，成功人

士不乏其人，至今遗留银川、内蒙等地仁坊人元以计数。仁坊村人自古商贾有道，

尤以织布、种烟 、烟叶加工见长，所织土布畅销孝义境域，可与洋布媲美，成一时

之宠;所种烟草长至数米之高，为山西之最，成街谈巷议话题;所加工之烟丝以富

油、味道纯正、耐燃著称，成商家必争之货，备受消费者青睐。 在梧桐自古即有"梧

桐山药尉屯蒜、仁坊炯叶香晕天"之誉，三特产齐名，声闻三晋，久传不衰。

仁坊，自古有"文化村"之誉。 村人视文如痴，育人如狂。 家有孩童，幼时启蒙，

聘师请讲，倾其所有，在所不惜，从古至今，纵然如斯。 清末民初时期，村中生活较

富人家为求子女识文断字，不惜背负"假洋鬼子"骂名人基督教，博取子女人教会

学校学文算数，在孝义南乡有口皆碑，广为传颂。 而今，仁坊村适龄男女博士、硕

士、大学、专科家家有之，受高等教育为全村人众之识。

仁坊，自古村人思想活跃而闻名南乡 。 民国初年，以霍文新为代表的旅外青

年，传播进步思想，接受新生事物无以伦比，成孝义传播马列主义最早之地，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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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孝义地方组织发祥地;梁生彩等老一辈农民革命先驱为孝义乃至中

国穷苦人的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备受后人敬仰;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等祖国需要之时，村人昂首挺胸，勇立潮头，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代代

有人。

伫坊，今时一片生机，百业兴旺，声名以远。村两委从民心、顺民意，以民生为

首要，多元齐头并进，解放思想，更新旧理念，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一心一意谋发

展，同心同德搞建设，新农村建设、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社会生产力、综

合实力和村民生活水平都跃上一个新台阶，成梧桐镇排头兵。

"鉴古知今，温故知新" 0 {仁坊村志》上溯战国时期，下诡 2015 年，纵跨 2000

多年，洋洋洒洒六十余万字，包罗万象，记所该记，叙所应叙，将仁坊历史与现状

记为一书，前无古人，必将使其成仁坊村乡土教材，更使其成村人永远的记忆和

乡愁的永恒。 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故里将来必成一片热土房舍也成一片土壤。 问

我故乡在何方，唯有《仁坊村志》成千古绝唱。 愿后人以此为鉴，奋力拼搏，使仁坊

的明天更美好。

是为序

，
呵
俨
r

2015.12.28 

赵滨汾阳市人中共梧桐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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