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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戌村志

西戌村终于有了一种全新的书面的历史文本。

在此之前，西戌村志被流传成多种多样的版式，尽管是口头的，却足以-／k．A．1艮

花缭乱无所适从。

西戌村是太行南端符山脚下的一个古老的村庄，甚至古老的连它自己都不知

立村于何时，总面积十一平方公里，有4000多人口。

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的西戌人演绎着关于爱和恨的故事。关于悲壮

和平淡的故事。战国的古寨墙似乎依旧耸立在世人的心中，汉代的硝烟也未永远

地散去，隋代的宽大的临水县城横亘在人们的视野中，明末李自成带来的熊熊烈

火还在城子巷的上空燃烧着，近代史上的悲壮的一幕不断地闪现在人们的眼前，

新世纪的曙光隐隐约约地出现在新的地平线上⋯⋯

一代一代的西戌人，不管是“平凡"还是“伟大”的人物，都无声地被历史的烟

云所湮没，又被新的未来的历史频频地呼唤出。于是，又一批“平凡”或“伟大”的

人物复出，在一个个平凡的不平凡的角落里演绎着、积累着、汇聚着自己的人文历

史，直至留下无数的厚厚的文化积淀。

西戌村史仿佛就在这种单调的重复中不断地延伸。

历史终于走到公元二oo五年，走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各方面有了长足

的发展，人心思“定”，人心思“文”，人心思“富”，我们毫不犹豫地伸出自己的手臂

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梳理，进行演示，进行创造。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历史文本就

是我们梳理、演示、创造的结果。

我们知道，这可能就是在期盼、创造新的历史的同时要永远留住历史；同时，

我们也会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条凝固的白帆。

至此，我们这一届支委、村委就问心无愧了。

是为序n

西戌镇西戌村党支部书记刘金鱼

西戌村村民自治委员会主任连恩华

2005年5月

裂1勃



彘 _
／于 一

序

西戌村志

．一部西戌村志，实际上是一部文化史，一部有着浓厚的地域色彩的文化史。

什么是文化?西戌村的文化体现在哪几方面?

孔子说：“文而化之”，道出了“文”、“化”和“人"的辩证关系o“文”上一横代表

“天”，上面一点代表天意1，下面是一个“X”字，是说古人占卜天意的变化o“化”由

“人”和“七”组成，“七”在古代数术观念上是个变数，“文化”放在一起，就是指人类

把握自然规律并自觉运用于劳动实践，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

具体来说，一种是狭义的理解，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

神财富，可称之为“小文化”；一种为广义的理解，包含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

指人类创造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称之为“人化了的历史”，是所谓

“大文化”；另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化，主要指人们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能力

和成果。与其对应的是经济和政治。

西戌村志的地域文化色彩正是体现在上述几个方面，它包括远古文化、古代

文化、宗教文化、戏剧文化、古桥池文化、日常游戏文化、民俗文化、四时节令和节

日文化、村民起居文化等，而这形形色色的文化又在无盐中涵盖了人们多少年来

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能力和成果以及与其相对应的经济和政治。

当前。我镇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在打造良好经济环境，构建和谐西戌的同时，

全力实施文化强镇战略，用文化所特有的魅力提升经济发展力，用文化产业推动

经济增长点的滚动，已初步形成了以西戌昭福寺以及真觉寺为中心的旅游区，形

成了以西戌村新华社、陕北新华电台编辑部、中共太行区党委、太行军区、武委会、

沙河村新华电台机房、东戌村晋冀豫《新华日报》(太行版)为中心的红色旅游开发

区o

事实证明，西戌的形象已通过文化这个载体得到较大幅度的整合和提升，有

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全镇的招商引资注入了活力o
‘

戮j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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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西戌村志》才洋溢着时代的气息，倾吐着特有的芳香

脱颖而出。我们不敢说这部村志有着多么宏远的意义，因为从河北来说，已经出

版了《磁山村史》、《昭义村史》、《井店三街村志》、《南乱村志》等，但我们可以说这

是一部较有特色的村志，它的特色就是没有正儿八经的按村志的路子去写，在某

些方面不像村志，比如在章节的摆布上，在语言的运用上等，而别人的特色又似乎

是太像村志了。

我们敢断言，你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走进西戌村志那座有着无法计算

准确时间的文化城堡，就会有一种悲壮继而是豪迈的感觉。这是一片人文的海

洋，这是一座巍峨的山峰，这是一种万般的风情⋯⋯

也许别人还会说这里的一切都太平淡，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的微小，但正是这

些无数的平淡和微小汇成了中华文化的海洋。

愿《西戌村志》在西戌村以至我镇的三个文明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是为昏o

戮4勃

涉县西戌镇党委书记 李文学

涉县西戌镇人民政府镇长赵奎吉

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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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部县志是一县的“百科全书”的话，那么，一部村志便是一个村庄的

“窗口”了。既为“窗口”，即为了让人们从中窥视村庄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

的全貌，以便知古鉴今，从而获得教益o

志书具有“存吏、资治、教化”作用，已成为历代为政者和有识之士的共识。唐

太宗李世民就曾把历史比作一面镜子，用以警示自己。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

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q-e奠知得失o”为政者对史志借鉴作用的

认知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西戌村立村年代久远，文化积淀丰厚，既有名山，又有名产，更有名人。位于

村西北部的符山，便是县境的一座名山。该山层峦叠翠，涧水环绕，铁矿资源丰

富，药材瓜果满山，符山柿子为涉县名产。西戌村人才辈出，代有才俊，仅明清两

代便有李姓家族的文化代表人物27人。在当代，又踊现出不少模范人物，事迹感

人。名扬天下。而这些理所当然地应予载入史册。编写一部展示村民世代奋斗、

兴衰荣辱的史诗画卷，用以昭示后人永志，不能说不是---巧i明智之举，其功其德其

善莫大于此o

<西戌村志》从启动到稿完工，时间不足三年，且资料翔实，内容丰厚，实属不

易。从志书的背后我们看到了村“两委”班子的重视支持和编辑人员的勤奋努力。

我相信，付出了总有回报。《西戌村志》的出版发行定会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经

济发展中起到作用。

值此村志付梓之际，谨表贺意。

申凤鸣

(作者为邯郸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戮5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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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戌村志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事物予以客观记述。在全面反映西

戌村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轨迹的同时，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点，以期为西戌村的

两个文明建设服务o

二、时间断限。始于远古，止于2005年5月，大事记和主要人事变动，重大事

件延伸到搁笔时。

三、体裁。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概述略加评

点。除引用古籍文字外，均为记叙文体o
’

四、本志采用章节体。大事记贯古通今，择要辑存。各专志按门类横排，本末

纵述。全志分章、节、目三个层次。

五、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书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从1949年10

月1日后使用公元纪年。。公元前”简称“前”，“公元后”省略，“民国时间”、“抗日

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各指起迄年代o“解放前”、“解放后”，以1940年3月

涉县全境解放分前、后。

六、人物。人传人物以本村已故的各界名人要人为主，兼收有卓越贡献、特殊

事迹的外籍人，不分党派，功过并书，以卒年为序。对于生人采取“以事系人”和

“简介”名录的形式人志o

七、书写称谓采用第三人称记述。政区、地名及组织机构均为当时名称，或简

称加注，国家军队、人名，直书全称，不冠缀褒贬。

八、文字和使用。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0年10月10日颁布的《简

化字表》和1986年12月31日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和试行规定>为准。

九、计量单位o 1949年lO月前用原计量单位，从1949年10月起，以国务院

1984年2月2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十、资料来源。本志资料来自省、市、县档案资料、党史资料、统计资料、史考、

专著、家谱以及口碑资料，加以考证鉴别后辑用，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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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戌村志

悠悠五千年，无数的人和事都像过眼烟云，随着时间而远去。极少数沉淀下

来的能够找到的东西属于历史，用以代表西戌的昨天。了解西戌的昨天不是我们

的全部目的，通过了解昨天，更加热爱今天，把西戌今天的事情办得更好才是更重

要的目的。 ．

西戌这片土地是贫瘠的，也是丰厚的。早在七千七百多年前西戌的祖先就在

这里生存着。西戌在战国时属赵国，是赵国(邯郸)西部屯兵戍边的地方。据传西

戌的名字源于此时，然而在以前叫什么名字确无从知道。赵国在这里屯兵时有东

西营盘、旗杆垴、擂鼓垴、杀人垴、大寨垴等，至今地名遗址存在。

东戌村是西戌村一个巷口，原名西戌东寨村，后叫西戌东村，直到公元1940年

才改叫东戌村。东戌村南头巷、莲花庵、城子巷关帝庙、东戌仓库山上的碑刻中都

有记载。

西戌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数千年，经历过多少灾难，付出过多大代价是

无法知道的，只能从他们走过的脚印中去研究，去探索，去猜测，去考证。他们是：

1、出土的大量石器属新石器，是磁山文化。

2、出土的红陶、黑陶、有绳纹篱纹的灰陶属仰韶文化o

3、东西营盘地名以及出土的铜镜、古币、工具、三十亩文化层、东西营盘文化

层，经考证属战国和秦汉。

4、昭福寺的石塔属唐，石狮子属北齐o

5、昭福寺建筑风格主体属明清，兼有元代特征o

6、大量的寺、庙、台、阁、石碑、墓志铭、李家族谱、王家老坟碑刻等皆为明清。

7、各个山上的石庵以及开山到顶的梯田小坪，都是祖先留下的脚印，从这些

活动的痕迹中，我们知道西戌人是勤劳的、智慧的，是艰辛的。

老辈人说西戌原来只有八姓人家，几十E1人，(明初迁民前)有西戌老八姓的

裂1勃



堡 鎏
西戌村志

说法。西戌从八姓几十IZl人发展到现在近四千多口人，走过多少漫长的路，经历

了多少磨难和变迁，有过多少次灭绝，又有过多少次发展?

元末明初几十年战乱，加之朱元璋的洗县，西戌人几乎被杀光，只留下宋、卢、

贺等几户人家。致使田园荒芜，野兽满山，连离村二里许的榆树岗、半里许的合豆

坡时常有强人好汉出没的地方，也人迹罕至。

从洪洞县迁民来西戌确有此事。李姓两个族谱．一说洪武年间不知何因何故

从山西洪洞县迁来，一说明永乐初年从山西潞安府黎城县迁来，始祖李聚。

王家老坟碑刻说明洪武年问始祖王怀正从山西洪洞县迁来，传承至今已历二

十七代。开始迁来的几户人家占山抢地，多有矛盾发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发展，土地的开发与兼并，广大穷苦人

又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土地，不足养家糊口，就只有进山开荒，植树种粮。这就又有

了新一轮的开山到顶的大发展。西戌人说，开山到顶就要天下大乱，细思之不无

道理，因为穷苦百姓再没有发展空问了，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揭竿而起是必然结

果。

解放前，一过霜降节，人们远望符山，满山遍野的红柿叶是一大自然奇观。整

个旧社会，西戌人一直是糠菜半年粮，柿子、黑枣起着重要作用，祖先们把硬柿子

加工成柿饼、柿皮子、柿条、柿块；软柿子做成柿糠，轧成炒面，既可卖钱，又可度

生。柿树是西戌人的救命树，祖先们对柿树是深有感情的。

旧时西戌的各个山上，处处有石庵子(现在留下来的还很多)，这是先人们春

夏秋开山时用来遮风避雨，休息过夜的。有些户干脆常年住在山上。原来西戌的

黑铁蛟、明寺沟、杏叶岐、道岩沟、大东沟、王家峪、刘家洼、西岭沟、园子沟都住有人

家。直到今天园子沟还有五户人家住在山上，不愿下村来。

西戌人祖祖辈辈与贫困结缘，世世代代与大山为伴，用勤劳俭朴、吃苦耐劳与

之抗争。他们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社会实践中既受孔孟文化的影响，也打造

了自己的文化。这里有小说、诗歌、散文、民间故事、传说、谜语、民歌、民谣、时令、

气象谚语等，不少东西是独特的。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西戌也有通过读书而登上仕途的，他们是西戌人的精

华，他们在为统治者服务的同时，也为西戌人争了光，为西戌的后人留下了不少有

益的东西。

骇2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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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事记

西戌村志

远 古】匹 百

西戌村约在30万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根据涉县新桥村出土文物和国内专

家鉴定，涉县40万年前就有人类栖居，夏朝前正式建村，其中有西戌村的雏形，后

逐具规模。

西 汉

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西戌村大旱、大饥，人相食。

东 汉 ．

建武二十二年(46年)，西戌村大蝗、地震。
’

永初元年(107年)，西戌村大水、大灾。

西 晋

泰始七年(271年)，西戌村水灾。

咸宁元年(275年)，西戌村瘟疫，死者大半。

永嘉五年(3u年)，西戌村大旱，人相食。

南北朝

延兴四年至太和三年(474--479年)，西戌村连续大旱，无处择食。

隋 朝
t、

开皇七年(587年)，临水县治所迁西戌村。开皇十年迁入今峰峰矿区临水。

大业十三年(617年)，西戌村春夏大旱，九月大水，饥民遍地。

雹1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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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西戌村志

五代十国

同光三年(925年)，西戌村六月至八月，久雨75日，沟渠涨满。

宋 朝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西戌村山洪暴溢。

端拱二年(989年)，西戌村连日大旱，民多饿死。

元 朝

至元十九年(1282年)。西戌村遭蝗灾，所至蔽日，西戌村饥民捕蝗为食。

延佑元年(1314年)，西戌村地震，死伤甚众。

天历二年(1329年)，西戌村连续四年大旱，村民死伤甚众。

明 朝

洪武以后，因连年战争，又瘟疫、旱灾、水灾流行，原西戌村人所剩无几，仅有

宋、卢、贺等姓。山西洪洞、黎城等地陆续迁入人口，主要有王、李、杨等姓。

永乐十年(1412年)，西戌村大雨，山洪暴发。

成化十八年(1482年)，西戌村山洪暴发，冲毁田地无数。

嘉靖八年(1529年)，涉县陨星，西戌村大旱，人相食。

隆庆五年(1571年)，西戌村李栋中进士，后被擢为大理寺少卿。

万历九年至十一年，西戌村大旱。

万历十四年(15如年)，西戌村大旱，瘟疫，粮价暴涨，斗米银二钱。

万历四十五年(1621年)，西戌村蝗灾。

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西戌村大雨。

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四日，西戌村地震。

崇祯十三年至十四年(1640--1641年)，西戌村大旱、大饥、瘟疫，人死七分。

清 朝，日号月

顺治二年(1645年)，西戌村春旱麦枯，五月冰雹。

顺治十一年(1654年)，西戌村大雨七昼夜。

康熙四年(1665年)，西戌村大旱。风灾，民房多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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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曼堡
西戌村志

康熙十八年(1679年)，西戌村有地震，连阴40日。

康熙三十年(坳1年)，西戌村蝗灾。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西戌村大旱、大蝗、有地震o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西戌村大旱、地震。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西戌村春旱、蝗灾。

乾隆二十五年(1762年)，西戌村大疫，死伤惨重。

乾隆二十七年(1764年)，西戌村六月二十六日大雨、冰雹，冰积三尺，数日未

消。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西戌村大旱，斗米千钱。

乾隆六十年(1795年)，五月十九日，西戌村雹大如拳，牛羊死伤甚多。

道光十一年(1831年)四月二十二日，西戌村地震，房屋倾倒，死伤甚多。

道光十四年(1934年)四月，西戌村地震数日。

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十四日，太平军自黎城东下，破涉县城，途径西戌村，

烧毁城子巷关帝庙，往邯郸迸发至临j名关。

咸丰十一年(1嘶1年)七月，西戌村大雨，山洪暴发。

光绪二年(1876年)，西戌村蝗灾，全村村民灭蝗。

光绪三年(1877年)，西戌村大旱，饥民甚多。

光绪三十二年(19嘶年)，西戌村推广学堂，教科书由清学部颁。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9日，西戌村学堂渐改学校。

民国九年(1920年)西戌村大旱，鼠疫流行，死人甚多，民多流散。

民国十七(192s年)，行政管理由省、道、县三级改为省、县二级，全县设置7个

区，西戌村属三区‘o

民国十九年(1娜年)，昭福寺有僧人30名，到民国27年(1938年)随着日军
侵入，仅留下1人。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西戌村春旱，夏冰雹，禾苗果树尽毁。

民国二十六年(19盯年)，西戌村先后地震三次，连阴雨十天。

十月中旬，一二九师组建八路军涉县工作团，先遣队首次进驻涉县。下旬，又

任命张贻祥为涉县工作团长。工作团下设4个小组，每组扣-3人，深入到西戌村

等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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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粮食全部绝收，野菜、树叶均被吃光。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3月，西戌村执行县抗灾救济委员会决定，发展贩运、纺织，帮助群众生产自

救，渡过灾荒o ，

3月，贯彻执行《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以人口为单位、以户为

征收单位规定免税点o

7月，全村开展制作石雷活动，为痛击日本侵略军扫荡做准备。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o

4月，西戌村春旱。

5月，蝗灾严重，全村开展历时9天的灭蝗活动。

戮4勃



莶里望
西戌村志

8月22日至25日，蝗虫再次成灾。。遮天蔽日，无处不灾”，西戌村展开大规

模扑灭蝗虫运动。

8月，西戌村划归偏城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o

5月，西戌村连阴雨40天。

8月2日，遭冰雹袭击。

9月1日至10月15日，西戌村民兵参加上党战役。

10月23日至11月2日，西戌村民兵参加平汉战役，同时，开展“复查减租清

债”和“保卫农民胜利果实”运动。

12月30日，西戌村妇女开展纺织运动，支援前线。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2月，西戌村再次组织民兵参加平汉战役。

3月，偏城县并入涉县，西戌属三区，归涉县。

3月23日，西戌村组织担架和人员增援平汉战役。

5月11日，西戌村组织第四批民兵参加平汉战役。

‘9月1日，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在沙河开播，编辑部设在西戌村。

1 1月，对地主采取封门，没收及清理财产等形式的斗争。

12月15日至25日，由农会将缴获的财产折价，分成“三等”，补齐贫农、照顾

中农，其它等分的原则分配果实。

民国三十六年(搠7年)o
1月，西戌村组织民兵担架队赴豫北参战。

2月，针对部分村干部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等问题，根据上级指示开展了“查阶

级，查思想，查作风”的三查运动。在三查中发现，由于左倾思想影响，部分村干部

片面强调贫雇农路线，把发动群众片面理解为“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o搞

所谓“贫雇农当家”。对地富斗争不讲策略，不留或少留生产、生活资料，也侵害了

中农的利益。

3月30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在沙河村开播。同时

加大了设在西戌村的编辑部的力量。

5月，西戌村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向大别山进军。

10月，涉县在西戌村昭福寺成立第八高小，校长王文，教导主任李永芳o

．11月，西戌村统一废除抗日时期的旧印章，新印章同时启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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