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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本着“三亲”原则实事求是地记叙梁村自然和社会各方

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鉴于资料原因，本志古略今详．历史渊源追溯

到汉代，下限时间为公元2007年底，有的章节根据资
料具体而定。

三、旧官衔、学衔、旧地名、单位名均用当时名称．

四、历史分期。七七事变，指1937年7月7日泸

沟桥事变；解放，指1945年9月9日临城县城解放；
建国，指1949年1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合作

化时期，指1953年到1957年．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以前的纪年用汉字，并和

公历对照；建国后的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述性语

言中的数字用汉字，单纯表示数量的用阿拉伯数字．

六、采用现代汉语记叙文章内容，力求语言表达准

确、语言文字规范。

七、人物部分。记录人物宽古严今，凡民国及其以

前在旧政府任过职的人员、有学衔、官衔的；凡在抗日

战争时期对八路军有过直接贡献的不论党员、群众；民

国时期较有名气的各界人士．上述人员均予记录．建国

后至今人物记录的原则是：在临城县以外工作的副县

(团、处)级及其以上；在临城县内工作的正科级及其

以上；上述职级均包括相当待遇。梁村村干部正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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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职务，副高级及其以上；学生，硕士研究生及其

以上；其他职业，律师、专利获得者．另外，在梁村历

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民间艺人、匠人、医生等一技之长者，

还有道德高尚、见义勇为者以及九十(虚)岁以上长寿

老人．

八、人物部分，未注明性别者为男性．

九、本志有关资料所参考书目，未在文中加以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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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国史，地方有方志，家族有家谱。因此，国

史、方志、家谱是三位一体的，尤其方志是承上启下的。

村志虽小，亦属方志范畴。

编史修志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现代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项文化工程，

对于发扬民族精神，振兴中华有着积极的意义。伟大导

师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被叛"。1996《I临城县

志》的出版，再一次唤醒了追思历史、饮水思源的觉醒。

梁村是临城县第一大自然村．历史渊源流长、文化底蕴

深厚，有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村史

资料。因此，历史的责任感促使着要把梁村这一历史空

白填充起来，以资弥补。编写村志，这在临城县是第二

例，没什么资料可借鉴、参考，所以本志一定会有这样

或那样的不足，甚至谬误之处，望知者见谅，并给予指

出，以便修正。

梁村乃古镇，历史悠久、物华天宝，经济发达、

市场繁荣。根据有关资料可知，从明代就有集市、庙会。

明崇祯末年，连年荒旱，市场一度萧条，知县王继祖亲

到梁村在十字街关帝庙前召开群众大会，提议里长宋某

尽快恢复梁村二七大集。自此梁村集逐渐得到恢复，到

清乾隆至道光年间集市贸易达到顶峰，比周边各县的集

市都大，道光年间临街店铺林立，有钱庄、当铺，仅烧



锅就有九座。北至元氏，东至宁晋、新河，南至邢台，

西至赞皇都来赶集。每逢庙会，定州、藁城、晋县也来

赶会，商贾云集，每个庙会上唱大戏，此景象一直到七

七事变前。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农历六月初二庙

会，特邀全国京昆名家白芸生、韩世昌(此二入和梅兰

芳同台演出，为京昆大师)率剧团连演十天，每天有成

千上万人观看。 ’

梁村人杰地灵，历史上出过不少文人、贤达、政

要。仅明清之际就出过武举、六品顶戴、延安府主簿、

拔贡、岁贡、九品官员、监生、太学生、生员多人。民

国时期出过军、警、政界官员。在中共临城县历史上，

胡侠是中共临城县三人小组最早成员之一、第一任中共

临城县委四名领导成员之一、第一任临城县团委书记、

第一任梁村党支部书记(当时临城县有四个党支部)。

对中共政权在梁村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梁村人历经沧桑，经过两千多年的艰苦创业，不

断发展，才有了今日之梁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勤

劳朴实、尊老敬贤是梁村人的优良品德。相信通过本志

可加强梁村人的互相联系、增强彼此间感情，同心协力

把家乡建设的更好。愿本志的出版能给梁村带来教益，

能以史为鉴，为振兴中华民族作出积极贡献

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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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村位于临城县最北部，处于高邑、赞皇、临城三

县交界之地，距县城15公里，属鸭鸽营乡管辖。据2006

年底统计，梁村南街有耕地2380亩，376户，1361人，

其中男681人，女680人；梁村北街有耕地1755亩，

249户，901人，其中男457人，女444人；梁村西街

有耕地2082亩，312户，1140入，其中男571人，女

569人。

梁村古街道为十字大街，由东、西、南、北四条街

交叉形成。南街和北街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龙脊，据说

这是发祥之地。南街龙脊在胡士珍老家处，北街龙脊在

天主堂处，这两处地方一到下雨水往南北分流。历史上

四街分分合合，合时为一个行政村，分时为两个行政村

或三个行政村。从民国到1961年一直是一个行政村，

建国后合作化时期建有四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

年合并为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初、中期各街还设过街长。1958年公社化后梁村即成

为政社合一的梁村生产大队，1961年析梁村生产大队

置梁村北街、南街、西街三个生产大队，大队设管委会。

1984年4月国家政体改革，原人民公社管委会改为乡

政府，生产大队管委会也随之改为村民委员会，梁村即

成为三个行政村。2005年经乡党委批准县委组织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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