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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廷

1939年生，山西省临县碛口人。历任完小

教师、县文化馆馆员、《临县报》记者、临县县

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总工会主席、县人大常务

委员等职。其业余爱好颇多，为中国摄影家协

会山西分会会员、山西省曲艺家协会会员、中

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山西分会会员、吕梁市书法

协会会员。多年来曾在省、地报刊发表绘画、摄

影、书法、曲艺、小说、诗歌、散文、故事小

戏等作品300余件。晚年潜心撰写《碛口志》，

并编著出版了《碛口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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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命名碛口西湾村为：

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村
2005年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命名碛口镇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2005年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公布碛口镇为：

2006年度世界百大纪念性守护建筑
(亦称．世界百大濒临角险的文化溃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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碛口曾是水旱码头，

清代辉煌200余年。

碛口曾是革命摇篮，

战争年代做出巨大贡献。

曾经——

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

东渡黄河路居碛口，

陈毅路过碛口，

刘少奇途经碛口，

朱德转战碛口，

贺龙驻扎碛口，

叶剑英率中央后委常驻碛口，

杨尚昆驻双塔往来碛口，

林伯渠、李鼎铭迁驻碛口，

田家英土改纠偏深入碛口，

2000年，温家宝副总理视察碛口，

2003年，回良玉副总理考察碛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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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作者王洪廷(左)

常务副县长王成军(在)与

作者王洪廷彳￡黄河_二硕岸边。

作者陪同全国著名大画家

刘文西(左)在碛口采风。

(右起】台湾汉声I叶{版社发行人黄永松、作

者王洪廷，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台湾汉声总编

吴美云、三联书社总编董玉秀任碛口留念。

一o∞．1年，作者采访国务院参事王森。



序一
陈志华

1999年初冬，应侯克捷先生的邀请，我第一次到碛口去。从离石出

发不久，我就为黄土地的荒凉大吃一惊。接着上了黄土梁，我又为黄土

沟壑的宏伟壮阔大吃一惊。到了湫水岸边，看到零零星星的树木，觉得

还有点儿生机。一转弯，穿过一条街，再转弯，到了滔滔黄河边上，那一

座座古老的栈房，六七层窑洞沿山坡而上，气势雄大，又一次使我大吃

一惊。更让我吃惊的是，碛口镇居然有那么一个传奇般的历史，曾经有

过那么丰富多彩充满了乡土气息的生活场景。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是一

个作家，我就会立刻住下来，不走了，花几年时间好好写一本小说。这个

题材本身就会保证使多个作家成名o

2000年我又两次到碛口，访问了由碛口的经济繁荣而带动起来的

几个村子，如李家山、孙家沟、张家塔、西湾等等。它们依山就势的一大

片、一大片青砖大瓦房，教我这个来过几次的老游客仍然大吃一惊。其

实我不是游客，我是来做乡土建筑研究和保护工作的。一般来说，我们

半年多一点便可以做完一个课题，但是碛口，我到现在，三年多了，仍然

没有动手正式写作，只写了一个三万字短稿。这不是由于我老了、懒了，

而是因为我太珍重这个题材了，我不想匆匆地写，而打算再积累些资

料，把它写得充满一些。

为了积累资料，我拜访过王洪廷、薛容茂二位先生。他们是碛口人，

热爱家乡，对碛口历史十分熟悉，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临县王成军副县

长陪着我到县政协、县志办等处找人、找资料，希望我为碛口的开发做

点工作，这就更使我不愿意草草动笔。

回到北京，只要有机会，我就宣传碛口，向国内、国外的朋友宣传，

向摄影家、电视台宣传。可惜的是，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碛口和在它影响

下的邻村没有能被批准为第五批国家重点保护单位。虽然我十几年来

几乎跑遍全国，都很少有哪一个古镇、古村能像碛口这样使我激动。

好在消息传来，王洪廷、薛容茂等几位朋友，在王副县长热情而有

力的支持下，动手编纂《碛口志》了。这可真是一件大事，这件事稍稍减

轻了我心上的压力，我钦佩临县的领导和碛口的朋友们的远见和努力。

临县的经济目前不很富裕，但他们敏感地看到“盛世修史”的时机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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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而且这工作不能再拖延，因为再过几年，曾经亲自经历过碛口镇

一段辉煌历史的人将越来越少了。

既然叫《碛口志》，那么，它基本上是一部史料书。在工作程序上，这

是十分正确的，应该先下手征集史料，然后写史才有根据。史料是史书

的基石，目前亟待抢救的首先是史料。

史料只有真伪之分，没有“正面”的与“负面”的区别，没有“好坏、善

恶、美丑”的区别。历史的价值决定于真实性、全面性，历史不是“光荣

榜”和“政绩汇编”，它应该是血肉丰满的，有生命的，如实写来，无所顾

忌，既不去美化什么人或什么事，也不刻意贬责什么人或什么事。

我尤其希望，镇志的笔触所及，不仅仅是大政治和大经济，而更应

该着重镇上的社会生活，各行各业的经营活动，老板和伙计，行商和船

工，赌徒和妓女，“三府衙门”和“商会”，“商团”和更夫，商会会长和阎锡

山的官吏，贩鸦片和贩枪支弹药，骆驼队和镖局，标准布和军鞋，如此等

等。从大政治和大经济来看，碛口镇是无足轻重的，而从社会生活来看，

碛口镇却能提供极具特色、极生动鲜活的图景，也就是说，它能描绘中

华民族历史中的一个很有意义的细节。这是任何一本历史书都做不到

的，扬长避短，正是《碛口志》要走的路子。

因此我建议，镇志要有自己更深入的细节，不要概括笼统，要有声

有色。搬油工人要在柱子上和门框上抹手，船筏工人光着腚干活，账房

先生半夜里吃碗脱，只要是真实可靠的，都要有闻必录。山歌小曲，也不

要因为可能叫人脸红心跳而改动或删削。

这样做，会遇到一些阻挠，有思想上的，有习惯上的。许多人已经太

习惯于早已固定为一种程式的志书写法了，他们也会死守住某一种思

想来“把关”o牵涉到一些人的时候，恐怕还会有～些亲属的干扰。克服

这些阻挠是很困难的，我的希望和建议会被认为是旁门左道，是歪论邪

说，是不正经的“四不像”o但我太盼望有这种“四不像”了，盼望得很久

很久了。

我不知道这部《碛口志》会编写成什么样子。我只有盼望，盼望是属

于我自己心底里的，我可以一直盼望到最后一口气。

我相信，王洪廷、薛容茂等先生和王成军副县长是会用他们最公正

的思想、最细致的作风，不辞辛苦、不避疑忌，把这部《碛口志》编写成功

的。我谢谢他们o

2002年秋于北京

(注：陈志华系清华大学教授，全

国著名乡土建筑专家。)



序
田东照

古镇碛口曾是黄河上的一颖明珠，由于历史演进和社会发展而衰

落了，被尘封了几十年。直到近两年，由于有识之士的全力发掘，方得

破土而出，重放光彩。这有识之士就是搞宣传文化工作多年的王洪廷

同志，他不避艰辛，历经数载，编撰了《碛口志>一书，将此明珠又呈现

在人们面前，为世人瞩目。

碛口之所以成为黄河上的一颗明珠，既与黄河本身的构成有关，

也是历史的必然。在陆地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水上交通就成了最佳

选择。而暗藏水中的碛架又构成行船的最大威胁。碛口这一段河道中，

正好有一个令船家胆战心惊的碛，其险仅次于壶口碛，在黄河上居第

二，故名二碛。要过此碛，九死一生，谁敢冒这个险7于是坏事变成了好

事，上游下来的商船就把碛口当终点站，在此停船卸货，然后用骆驼和

骡马由陆路转运出去。而转运的骆驼、骡马返回时又将当地的货物运

到碛口，然后装船运往西北各地，这时碛口又成了河运的水旱码头。这

种既为起点站又为终点站的枢纽作用，奠定了碛口水陆码头的商埠地

位，奠定了二三百年商贸持续繁荣的基础。

同碛口的繁荣是历史的必然一样，碛口的衰落也是历史的必然。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逢山穿洞，遇水架桥，公路铁路四通八达，火

车汽车纵横驰骋，碛口交通枢纽地位的衰落以至消失，那就是自然而

然的事了。谁也不愿意摒弃火车汽车，而去启用艄公扳、纤夫拉的古老

船筏。但是，作为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特别是中华民族特有的黄河文

化，其价值却是永恒的，不管社会怎么发展都不会贬值，而且是越久远

越显珍贵。倘若因社会发展使其消失，那是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倘若其

消失夹杂了人为因素，那更是一种莫大的罪过。而被尘封了几十年的

碛口二三百年的繁荣史，就处于存与失的关键时刻：亲历碛口晚期繁

荣的老人尚有健在者，他们能说能写，甚至还能提供许多当时的原始

资料。通过他们，碛口当年的真实情况可得十之八九。要是现在不抓，

等这些老人相继去世以后才动手，那就是失掉十之八九了。王洪廷同

志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动手，的确具有抢救的性质，而行动上也的确

在争分夺秒地抢救，苦战几年，终于抢出一部几十万字的《碛口志》，实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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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功德无量的一件大好事o

《碛口志》在写法体例上也作了新的尝试。王洪廷是深谙古志书体

例的，但他师古而不泥古，写法有很多变化。他称自己写的是“四不像”，

其实他是有意为之。他除了运用古志书写法，以第三人称客观介绍和描

述外，有相当一部分篇幅是突破古例，以附录的形式，将多种文体穿插

进去，如采访录、对话录、回忆录等，这样使读者既感到真实可信，同时

也避免了古志书写法的枯燥，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

还有一个特点也值得一提：《碛口志》写得特别细，这一点也是有别

于古例的。古志书对某一件事的记述，都是高度简练、高度概括。碛口二

三百年的繁荣史，在《县志》《州志》《府志》中恐怕也仅有略略数十字数

百字吧7然而人们希望了解历史，并非像欣赏诗词歌赋那样，追求的不

是高度简练和高度概括，而是想尽量多知道一些已经远逝的历史生活，

因而渴望详细，越详细越好。王洪廷深知这一点，对每一件事都是不厌

其烦地采访，不避繁琐之嫌地记述，尽量多、尽量细，凡能挖掘出来的，

哪怕是一件小事、一个／J＼兰m节，也不想放弃。我们读了这本志书，感到的

是对了解过去那段生活的极大满足。掩卷之后，依然亢奋不已，仿佛有

种回到当年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的碛口镇生活了几天的感觉。这种效果

难道是高度概括能获得的吗7

2004年12月于太原

(注：田东照系原山西省作家协

会副主席、全国著名作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三
阎刚平

沉睡了半个世纪的古镇碛口，近年来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炒热了!

专家学者给古镇碛口以高度的评价，说她是集晋商文化、黄河文

化、黄土文化于一体的瑰宝，是摄影家的殿堂，艺术家的摇篮，文学家的

沃土，影视剧拍摄的“影视城”⋯⋯碛口古镇因何能保留下来呢?因为时

代的车轮旋转得太快了，公路、铁路取代了黄河水运，古镇自然萧条了，

而且从高峰跌入底谷，变得贫穷、落后、闭塞，原来偌大的店铺，现在只

住着一两户人家，没有人修房盖屋，当然没有染上现代化的气息。

当你迈入古镇碛口，便可以看到风姿多彩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

也可以听到韵味无穷的晋商故事和风俗逸闻。这里的古街、古铺、古刹、

古码头、古村落都是珍贵的文物。这些文物古迹，能使人们跨越时空的

界限，给历史以质感，仿佛又回到几百年前的繁华闹市，进入一个时空

隧道——梦幻般地看到那赤身裸体的船工正在艰难地拉纤，衣冠堂堂

的掌柜正在洽谈生意，满街车水马龙，昼夜驼铃不绝⋯⋯

无怪乎，数以百计的专家看后惊叹不已!美国柯斯维辛州大学环境

设计终身教授董伟先生，不远万里四次来碛口考察，他高度赞誉：“碛口

的古街、古民居，是人类历史上对人居环境所创下的杰出典范。它体现

了人与自然、人与山地的完美和谐，最终创造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立

体交融式’的乡土建筑o”我国现代最著名的画家吴冠中先生看了碛口

李家山村后说：“这里从外面看很荒凉，一进去是很古老的窑洞，古村相

对封闭，像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这样的村庄，这样的房子，走遍全世界都

难再找到!”

2003年”月27日，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了我国第一

批历史文化名镇(村)名单，共有22个历史文化名镇(村)入选，其中碛

口西湾村名列榜首(2004年碛口镇亦批准，已待公布)o西湾村是碛口

大商巨贾陈氏家族的“家属宿舍”o她之所以能被评选为文化名村，除符

合文化型、经贸型、交通枢纽型、建筑遗产型、民族特色型的基本特点

外，没有建筑性破坏的痕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o

“留住从前”已成为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文明人的一句口头

禅。碛口古镇、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已成为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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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碛口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要尽快挖掘抢救，倘若一些耳闻目睹当时

盛况的老者辞世，珍贵的资料就不好再搜集了。

寻根溯源，研究碛口文化，要以晋商文化为主线。因为碛口是晋商

的西大门，也是晋商发祥地之一。研究晋商文化的学者认为山西人“走

西口”，就是走右玉县的杀虎口。如果西口是指口外(或谓北口、塞外)，

晋中人走西口经过的就是碛口。他们有的从碛口乘船北上，有的从碛口

渡过黄河到螅镇，经镇川堡上榆林，然后到包头等地。据清光绪七年《永

宁州志》载：“陈三锡，西湾村人，候选州判，勇于有为。见人危急，必竭力

济之。康熙年问，岁大稷。三锡恻然隐忧，因念北口为产谷之区，且傍大

河，转运匪难，遂出己资于碛口招商设肆，由是舟楫胥至，粮果云集，居

民得就市，无殍饿之虞，三锡之力也。至今碛口遂为巨镇，秦晋之要津

焉o”这段文字记述了陈三锡走西口运回粮食，既赈济了百姓，又赚了钱

在碛口招商设肆，遂成为碛口的创始人o《晋商巨族二百年》一书中，讲

述祁县乔家鼻祖乔致发以及后代人，走包头发迹也是走的碛口这条通

道。那么跑口外做小本生意的，逃荒避难的，就不计其数了。碛口有句民

谚：“嫁汉不嫁买卖汉，一辈子夫妻二年半o”当时晋商赚了钱三年探～

次家，有的流落口外，死骨也不知扔到哪里去了，因而与内蒙古隔河相

望的小城——河曲，至今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

(俗称鬼节)，都要在黄河上放365盏麻纸扎成的河灯。闪烁的盏盏河灯

不仅代表着一年艰苦的岁月，还代表着一个个客死异乡的孤魂，愿孤魂

顺流而下到碛口，再随高脚(骆驼)回归故里。

晋商走口外，前仆后继，代代相传，因而孕育了碛口水早码头，时到

清道光年间，已成为闻名退迩的水陆重埠，清末至民国初年已达鼎盛。

据民国5年《重修黑龙庙碑记》载，当时本镇施银的字号有351家，另有

汾州府、祁县、孝义、文水、介休、临县、柳林以及西包头、河口、河曲、保

德、府谷等施银商号261家，这也透射出水早码头的繁荣与交际，正如有

诗云：“天天来船筏，昼夜响驼铃。商贾遍天下，人称小天津o”

碛口的辉煌，留下了韵味无穷的传闻，晋商的旅迹，都是一幕幕恢

弘的画面。近日，王洪廷同志主编的《碛口志》业已脱稿，全书共52万多

字，分12卷若干章节，以晋商文化为主线，全方位地记载了碛口从兴到

衰的历史，融资治、教化、存史为一体，确有引人入胜的可读性。这对于

我们从深层次认识碛口，了解碛口，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更是一本具有

抢救性的珍贵文史资料o

《碛口志》行将出版之际，谨向热心开发碛口旅游产业的各级领导、

专家、学者、同仁志士表示崇高的敬意!

拙笔草之，谨以为序o

2004年1271

(注：阎刚平系临县人民政府县长)



序四
王成军

我的老家柳林县西王家沟村，距碛口不到10公里。我小时候常到

碛口赶集上会，对碛口有着深厚的感情。听我爷爷(王子丰)讲：他年轻

时候就在碛口经商，开始是在“瑞生祥”日杂店里劳金，“晋西事变”后

因我爷爷思想进步，办事诚实，被贺龙领导的120师在碛口开设的“新

华商行”聘用，任业务经理。爷爷说那时候的碛口，虽然大商巨贾为了

避难远走他乡，但公营企业还有二十多家，货船天天来，驼铃响不断，

是解放区的重镇，是延安通往各解放区的交通枢纽o

1995年，我调来临县工作，领导分工包片，我恰巧包了碛口镇。那

时候来碛口考察的专家学者，都对碛口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碛口是

一块亟待开发的旅游产业。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说：“碛口有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透过它的古街古巷，深宅大院，可以领略当年的繁华景象。

特别是至今保留较为完整的建筑，依山就势、院院相通、巷巷相通，真

是走遍全世界也再难找到o”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主席陈宝生说：“碛口

是摄影家的殿堂，我跑碛口几十回了，许多成名作就是在碛口拍摄

的o”

从许多专家学者的评述中，我深刻认识到开发碛口旅游资源的重

要性。特别是无半分土地的碛口人，靠什么脱贫致富呢?开发旅游产业

不是一条很好的门路吗?我的想法得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几年来修

堤坝、铺广场、通油路、救危房，投资上千万元。同时加强宣传力度，使

碛口这块沉睡了半个世纪的稀世珍宝，又复苏了，又被世人所瞩目。

古镇是黄河文化的鸿篇，古镇是晋商文化的巨著。刚刚苏醒的古

镇，喜报频传，好戏连台，1999年被山西省政府命名为省级风景名胜

区；2001年被确定为全省旅游扶贫试验区；2002年被山西省政府命名

为省级地质公园；2003年1 1月27日，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

了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镇(村)，共有22个村镇光荣入选，山西省入

选一村一镇，碛口西湾村榜上有名。碛口的古街、古店、古刹、古民居我

们都要认真保护，严防建设性破坏：碛口的文化底蕴，也要潜心挖掘，

使后人知道前人是怎样生活、怎样经营、怎样劳作的。这方面的工作，

王洪廷同志经过十多年的艰苦耕耘，抢救了不少即将失传的珍贵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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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写成长达52万多宇的《碛口志》，其功无量，其意无穷o

《碛口志》是一部改革创新的佳作，王洪廷同志大胆创新传统志书

的体例，内容细致入微，文字生动活泼，使人看后爱不释手。正如王洪廷

同志的写作宗旨：

以晋商文化为主线．

以黄河黄土文化为依托。

从细小处着手，

反映宏观世界。

尊重传统志书体例，

力求改革创新。

土人写土志．

土里土气土气息。

开发碛口旅游产业才刚刚起步，保护碛口文化遗产还任重道远。我

们一定要遵循专家们的指导，根据有关保护文物的法规，宣传群众，教

育群众，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利用多方资金，将现有的文物保护好，将

破烂的古建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给予修复，使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成

为研究晋商文化以及黄河文化、黄土文化的活标本，让她走向全国，走

向全世界o

《碛口志》行将出版之际，谨向作者与关心碛口旅游业的各级领导、

专家、学者、仁人志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并热忱欢迎旅游爱好者来碛口

做客!是为序o

2005年2月

(注：王成军系临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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