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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六月薛甫荣参加世界自行

车锦标赛，在意大利与共产党团结报总编

辑奔报尼(中)的合影第二排右一



这是一九八五年六月世前

标赛中澳大利亚的一队员将腰

甫荣当场治愈，感动了领队，

澳大利亚的国旗。



序

《大柏岭村村志》编纂成书，是功垂千秋值得骄傲

的一大盛事，以一村之力，成就编志，实属难能可贵，

深感欣慰，故谨以个人的名义表示祝贺。

大柏岭村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古往今来涌现出

许多仁人志士，革命战争年代为捍为祖国，保卫家乡，

浴血疆场，建功立业，为百年古村增辉著色。改革开放

以来，全村人民锐意进取，敢为人先，团结一致，步入

小康。《大柏岭村村志》这本书全面辑录了大柏岭村旧

貌换新颜的风雨历程和各个时期在各条战线涌现出

的先进人物及事迹，以此缅怀前贤，启迪后人，这对大

柏岭村今后的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盛世修志，鉴古知今，我真诚祝愿大柏岭全村人

民众志成城，努力开创更加辉煌的明天。

· ．00五年三月于离石
‘

L．

、 段丽卿是第宽届斗嚯翻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八届山西省
政协委员会委员；第八届、九届、十届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
吕梁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吕梁行署副专员、吕梁地委副书记、吕

梁地区人大工委主任等职。



号梁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

(曾任临县县长、县委书记)

必岳睁易暾废修、侉

孕盈履

蓼服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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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信

非常感谢薛甫豪先生让我能有幸阅读《大柏岭村

薛姓家谱‘》书稿的一部分，非常高兴。因自己也是薛姓

的子l孙后代，所以对凡属薛家的有关文字资料及传闻

特别关爱，而且也做过一些考证和研究。
’

据相关资料记载：薛姓源出于任姓。相传黄帝有

25子得12姓，其中的任姓出自黄帝的小儿子禹阳，系

因受封于任地即得姓。 ’‘

禹阳的十二世孙奚仲在夏禹时任车正，被更封于

薛(今山东滕县南)，建立薛国。商朝时的名臣仲虺就

是奚仲的十二世孙。商末，周伯季历娶薛候的女儿太

任为妻，生下姬昌、就是周文王l春秋时期的后期，薛

国迁至下邳(今江苏睢宁古邳镇)，直到战国时期，薛

国历64世后为齐国所灭(一说灭于楚)，子民以国为

姓，姓薛。

出自舜帝的薛姓也是当今薛姓中较为重要的一

支舜帝裔孙胡公满在西周初年，被封于陈(今河南淮

阳)，传数代后公子陈完因内乱而逃到齐国，改姓。后

来陈完后裔在齐国发展壮大，最终夺得姜姓齐国的天

下。战国时，陈完裔孙因文(即孟尝君)因功被封于薛

国，故地。秦灭六国时，薛国与齐国一同为秦所灭，孟尝

君的子孙为表示对封地的怀念之情，遂以封地之名薛



为姓。 、

．

+另外还有出自少数民族的薛姓。北魏孝文帝迁都

洛阳后，把鲜卑族叱于姓改为薛姓。

薛姓在《新百家姓》中排名第48位，历史上的薛

姓名人，汉初的隐士薛公，隋代有诗人薛道衡，唐代有．

名将薛仁贵，女诗人薛涛，宋代有宰相薛居正，学者薛

王室．婧代有外交家薛福成、实业家薛南溟等。
’

从大量史料显示：薛家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有

其十分荣耀的历史，从古至今，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为推动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

我们不仅应为此引以自豪，更应继承先人的光辉业

绩，不断发扬光大，更应通过我们一代一代传下去，这

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

我们今天编纂家谱，也就是为完成这一光荣使命

所做的一件实事和好事，应该值得庆贺，愿此书早日

成印，并得到族人的欢迎和珍藏。

临县段家塔村楸色 2004年元旦于离石

(原吕梁地区文化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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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大柏岭村位于临县县城东南方向’，属三交镇管

辖。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山庄，全村有住户108，在册人

13‘378人。‘村域面积约3平方公里。村民们世代以务

农为生，属纯农业生产村。 ’

本村座落在一个小丘陵的山洼里，山向朝东。村

民住宅全是窑洞。这些窑洞顺山势而建，形成不规则

的上下几层。村中有两条多年因流水冲击而成的沟一

壑，将村庄隔为南北中三处。村貌直观象户只雄鹰展

翅。 ，

‘

本村住户百分之九十以上为薛姓，其他姓氏只有

张、李两姓。 ．

。

’

本村土地贫瘠。多数是坡地，水土流失严重，土地．

土层浅薄。土壤都是黄土，团粒结构松散，保水保肥力

差。世代村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精心治理，付出

的辛苦相应得到了回报。但由于自然条件太差，土地

产量一直甚低，自产粮养不了村民，是典型的缺粮村。

人畜吃水水源充足是本村的优势。在山里多数村

吃水供不应求，特别是遇到天旱之年经常发生“水荒”
·1‘



的环境中，本村却有清澈的泉水。一年四季，不论雨涝

天旱都能满足全村人畜吃水，确实是村民们的“福

气”。
‘

一

’

本村村民住宅建筑独有特色。几十年前本村的明

柱厦檐院及楼院曾名扬周边几十里。近年来由于多种

原因，这些古建筑程度不同的遭受损坏，但从那些残

缺不全的建筑旧貌中仍可看到当年的辉煌。

自然条件的局限，致使本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

更制约着本村村民的观念更新及综合素质的提高，阻

碍了村民们经济条件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艰苦的

条件也磨炼了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

志，营造了村民们有事互帮、互助的团结氛围。吃苦耐

劳、勤俭谋生成为村民们的做人宗旨。团结协作，邻里

和睦，尊老爱幼，善待亲友形成世代相传的村风。

古往今来，在本村这块土地上，谱写了许多动人

的历史：这块土地曾养育出一批批名人志士。村里出

过能工巧匠，有过名扬很远的名医。出过能从几十里

路上抬回石狮子的“大力士"，也有过一夜能从汾阳打

来回的“飞毛腿”。不少人南征北战为国家安全出生入

死，也有不少人兢兢业业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出自

己的一生。 ．

回顾既往，气象万千。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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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传统的全村村民，必将以勤劳的双手为本村历史

上再铸辉煌．；‘?，二，叠0，薯j：’：i，-：： 0’ j’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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