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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洛蒙

经过七年的努力， 《把什村史》今天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件大好事。

村史虽然还有很多地方不尽完善，但有了这个开头和基础，就可以不断修

改、充实，使之更为完善，更有教育意义o ，

我参与了编写村史的几次研讨会。当时我想，把本村的人和事，真实

地写成书，长久地传下去，以教育后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革命

前辈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飚尘前行，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大

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这就

达到了编写村史的目的。所以，对这个事我是赞成的。

当然，一个村的村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个点，

只是土默特历史与文化的一页。但它显然是比较厚重的一页，通过它也可

以管窥土默特部落兴衰演变的过程。譬如它的由牧转农、由富变穷而现在

又逐渐由贫向富发展以及蒙古族人口由多变少等等，这都和整个土默特的

变化相一致。因此，用把什村的村史教育后代，其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是

显而易见的。

一部村史应当总结历史的什么呢?也许有很多方面。我们这部村史，

我认为是抓住了核心和主线，是部成功之作。对此，我把它归纳了四点：

一、村史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近现代社会变革中的领导地位和作

用，这是十分可喜的，也是非常真实的。

从把什村四百多年的历史看，它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封建社会，以后孙

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而建立“共和”，不过是近百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把什村史·上卷

的事。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共和制比封建帝制显然前进了一大步，但它

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代表当时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掌握

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什么民主和权利

可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 “在阶级社会，任何一种民主，都带有鲜明的

阶级性，不存在超阶级的、纯粹的民主o”所以，毛泽东称它是旧民主主

义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才是代表无

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宪法中

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o”人民是主人，国家

机关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个位置不能颠倒，颠倒了就要犯这样那样的

错误。毛泽东同志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的宗旨，教育共产党员时

刻不要忘记党的宗旨，邓小平同志让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江泽民同志

又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归根到底，党的三代领导人所说的都是

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

关系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并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绝不能

动摇。为什么呢?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被压迫人

民和被压迫民族翻身求解放实现世界大同的崇高目标；而马列主义是全世

界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总结，它是指导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

战斗旗帜和行动指南。村史作为一条主线，以翔实的史料突出讲述了把什

村、乃至全土默特、全内蒙古在近现代社会变革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和作用，是非常之好的，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此点，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还很远，需

要我们一代一代不畏艰险，不怕波折，克服一切困难去努力实现。把什村

众多的仁人志士从大革命时代起就先后投身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参加革命的有近百人)，这是我们村的光荣，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村史不

仅忠实地记录了他们满怀革命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怎样汇入滚

滚革命洪流的战斗历程，而且满腔热情歌颂了贾力更等一代英豪为了党的

事业和民族的解放，如何前仆后继，奋不顾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光辉

形象，这是值得把什后人永远敬仰和永远铭记的，也是村史极为精彩的一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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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史充分反映了把什这个蒙汉杂居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认

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这一重要史实，是很有见地的，也是正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加强民族平等和团结，保证各民族人民

平等地参加国家的共同事务的管理。同时保证聚居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

治，享有管理本民族地方事务的权利，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

要，帮助他们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o”这就是说：平等是基础，只有在

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结，才是真正的牢固的团结，没有平等基础的

团结是虚假的、不牢固的o ．

把什村是个蒙汉杂居的村子，历史上曾经有过民族矛盾。在万恶的旧

社会，村里的百姓尤其是蒙古人，受尽了封建统治者和大汉族主义的剥削

与压迫。他们剥削和压迫的手段常常是软硬兼施，软的不行，就来“武力

镇压”；硬的不行，就用“怀柔政策”o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更是反

动，根本不承认国内有少数民族，竞把少数民族说成是汉族的大小宗支，

真是反动到了极点!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少数民族才和汉族

一样，真正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享有国家的一切

权利和义务。所以，加强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保证各民族人民平等地参

加国家的共同事务的管理；保证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享有管理

本民族地方性事务的权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这说明了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马列主义的，是真理。列宁说得好： “不保证民

族区域享有自治，那就不可能设想有现代的真正的民主国家。"正确把握

和总结把什村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关系，是这部村史的

一个重要课题。而在这方面的撰写中，村史编委会较好地遵循了我们党民

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这个基本观点，充分反映了这个蒙汉杂居村认真贯彻党

的民族政策，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史实，的确弥足珍贵，这

无疑给今人尤其是后人留下了一份可以继承的遗产。

三、村史科学总结了把什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历程和主要经验，这

是村史的用力之处。也是成功之处。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经济作为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非常英明的。

因为经济不发达，就要受经济发达国家的欺辱；只有经济发达了，人家才

不敢来欺辱你。过去少数民族受欺压，除了其他各种原因之外，经济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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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是个重要原因。我们的村史，将把什村从游牧、半农半牧到以农为主等

几个阶段作了详尽的记述，客观展示了我们的先人辛勤劳作、创造财富、

繁衍生存的漫长历程，也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振兴民

族的常理。对此，我颇感欣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虽然现在还在不发达国家行列，但世界上一些霸权主义国

家，对中国就不敢轻举妄动。再过若干年，当我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霸

权主义就更不敢侵犯中国的任何利益。所以，我们应抓住经济建设为中心

和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努力发展经济。发展经济重要的一环，就是要靠科

学和人才；大力培养有科学知识的人才，这是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必

由之路。把什村的少数民族家庭，历来是重视子女教育的9’也是很有成果

的。村史中把文化教育提到了重要位置加以记述，并把文化教育和前辈们

的革命及其经济活动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并总结，是富有意义的。面对新世

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就是要有这种意识。因为从本质上讲，财富与经济价

值的创造是文化行为，经济是人类文化的创造物。村史里真实记述的把什

蒙古族民众普遍重视子女文化教育的史实，其深刻的社会价值就不言而喻

了。

四、村史没有忽视阶级斗争这个严肃而敏感的问题，敢于和善于面对

历史，也是我们这部村史的一个贡献。

现在，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是不存在了，但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

阶级斗争依然存在o “文化大革命”中， “四人帮”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

是错误的。但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特别是在社会主

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资产阶级、封建迷信的东西，还残留不少。譬如买官

卖官、贪污盗窃、嫖娼卖淫、走私贩毒、迷信破坏等等，在我们国家时有

出现。特别是国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苏联、东欧社会主

义国家解体就是一例。所以，共产党人，一个执政的政党，在抓发展经济

这个第一要务的同时，要时刻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要努力维护社

会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一部村史，贯穿这样一

个重大的严肃的政治观点是应该的，我们的村史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了这

方面的内容。所以，我称这是村史的一个贡献o

。=．，《∥幽盈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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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编写村史的同志们，你们在史料不足且前人也未做过此事的情况

下，为后代留下了把什村的第一部村史。尽管它可能还有许多不完善、不

充实甚至错误之处，我看这不要紧，后人还可以补充修改，只要有了这一

步，以后的路就好走了。我再次感谢编写村史的同志们和大力支持这一工

作的同志们，你们的辛勤汗水没有白流，你们为后代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

大好事，谢谢大家。

上述皆为扪心的实话，或有不妥，希望指正。我的初衷是“史笔如

铁"，写史无论范围多大，真实是生命；同时，真实是一方面，认识和科

学地评价更重要。我们这部村史较好地把握了这一点，这是很可贵的。

聊叙数言，托腹寄语，谨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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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史永铸丰碑
——编纂《把什村史》始末

《把什村史》编纂委员会

1995年盛夏，久旱无雨。然而，阴山南麓把格希板申的田野上，却是

一片充满生机的醉人的碧绿。垅间青苗旺长，浓荫覆盖庭院，街头巷尾人

车如流，男女老幼笑语喧哗⋯⋯这就是当年那个“把什"吗?依稀之间，

仿佛过去的先人和如烟的往事又都回来了。

退休不久的李青山趁回村避暑之际，前去探望已经95岁高龄的表兄

康济民。康先生不仅行动自如，而且言谈有序，闲聊中偶然提及著名学者

黄静涛老先生前几年回家探亲时曾说： “把什应该编纂一部村史，把这块

风水宝地的兴衰演变纪录在册，让后人了解过去，正视今天，开创未来，

意义无疑深远!"但康先生自感心力不足，便请李青山认真考虑并行其

事。

李青山不禁大为感动。他次日下午就设法把同在呼和浩特工作和亦已

退休的荣世杰、云文翰、李长贵、荣世德等四位同乡请到自己在把什的家

中。葡萄架下，大家二边品茶，一边探讨，结果一致赞同黄老这个建议。

为郑重起见，．当即决定请回把什在土左旗旗里工作的旗委顾问赵文治、旗

政协副主席云文俊、旗委副书记王来锁和乡党委书记李忠厚、村支部书记

云文华一起商量研究，最终达成共识。同时委托青山就编纂村史事宜回呼

和浩特市进一步征求把什在呼工作人员的意见。李青山返呼，经与王效

贤、康裕厚、李玉德等同乡交换看法并取得一致意见之后，随即邀请丁岐

山、杨秉泉、王秀梅、赵真北、云瑞等二十三人在玉泉区政协小会议室召

开了把什村史编纂研讨会。会上，李青山再度将康、黄两位老先生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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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把什两次座谈的精神诉之于众，得到了与会者的热情赞赏，纷纷表

示尽力促成此事。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强调在把什专门再开一次包括把

什在外工作人员在内的更大范围的座谈，以便集思广益，把好事办好。

是年8月12日，一次策划周密、准备充分的座谈会在把什正式举

行。其时，康济民、潮洛蒙、赵真北、孟绍、云盛、吕春发、李长贵、云

瑞、王秀梅、巴世杰、于永发、云文华、荣竹林、杨荣发、李玉德及村民

八十多人聚集一堂，抚今思昔，各抒己见，对编纂把什村史和如何编纂把

什村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所有与会者一个最大的共识是：盛世修史，乃

素为一国、一地、一族之盛事，古来皆然；今享太平，把什村民众丰衣、

足食、美居，实为空前，可谓修史编志之大好时机!

把什(原称把格希板申)，蒙语意为老师或教书先生住的地方或书房、

学堂。它背依阴山，翘首黄河，一望土默川平原坦荡如砥，历史上就是一

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水宝地。一辈又一辈纯朴勤劳的把什人，自幼

便吃着羊肉，喝着鲜奶，住着毡帐，穿着皮袍，骑着骏马，赶着牲灵，生

存与繁衍在自由的蓝天白云之下，徜徉与奔突在这片诗情画意的茫茫大野

之中。这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里的人们热爱游牧生活，向往永久和

平。

大约乾隆年间，清政府推行“借地养民"政策，关内的汉民纷纷慕名

而来。春去秋来，经过近二百年的垦殖，把什以及整个土默川平原发生沧

桑巨变。直至16世纪中期，把什民众和所有生活在土默川平原上的牧人

一样，陆续开始定居，同时也学会了种地，开始半牧半农，渐渐由牧转

农， “板申"成了“村庄”o之后，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经过蒙汉人民长

期的奋斗，共同创造了把什崭新的历史与文化。尤为我们骄傲和自豪的

是，在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变革中，特别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革

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把什众多的民众参加，诸如建党初期(1925年)即

参加我党的著名抗日革命烈士贾力更和康根成；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

老红军云光霖(李善庆)；抗战初期投身革命的云万虎、丁树林；还有历尽

艰险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潮洛蒙、浩帆、李芳、李芬、李自勉、李新民、

康军、黄静涛、黄静波、云贵生等。其间，需大书特书、可圈可点、可赞

可颂之人之事非常之多。无疑，这是极为宝贵、我们应备加珍惜的精神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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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它是点燃把什后人继承光荣传统，为国家为民族再做贡献的精神火

炬!

把什曾经是土默特著名的重视教育、人才辈出的文化村，是抗战时期

与日伪周旋的堡垒村，更是我党所领导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和供给转

运站。当时村中不少人参加了抗日救国会，有些蒙古族家庭则成了名副其

实的保护和转送我党地下工作者的革命家庭。解放战争时期，有近三十名

蒙汉青年志士满怀革命的激情上了前线，融入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伟大

洪流，在枪林弹雨中迎来了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和新中国的诞生!

把什还是新中国成立初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地改革的试点村，为党和政

府解决在多民族杂居地区进行土改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艰辛岁月里，把什又成为土默特平原数一

数二的产粮大户o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四人帮”的捣乱和破坏，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把什村成了“文革”的重灾户。但把什人坚贞不屈，

率先起来反抗这股恶势力，经过一场又一场英勇顽强的斗争，最终取得了

彻底的胜利。劫后余生，蒙汉各族兄弟在党的领导下不仅正本清源，惩治

了“文革”中的几个坏人，而且增强了民族团结，重新振兴了经济，再度

获得了“文明村”的光荣称号，并出席了自治区和中央召开的民族团结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方针、路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富民政策，使把什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第二次获得

解放。如今，他们正以更加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更为矫健的改革步伐，沿着

党所指引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力迈进。通过编纂村史，对把什

过去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做一次全面的总结，以继往开

来：通过编纂村史，把把什变成“鉴古而知今"的一面镜子，以与时俱

进，这就是我们所以编纂村史的目的所在。

众志既成，遂确立了以村领导为首的把什村史编纂机构，以离退休干

部为主的写作班子。大家一致通过时任村支书的云文华为编纂委员会主

任．丁岐山为主编，并在主编的主持下设三个编写组展开工作。第一编写

组负责古代部分即从清初到清末，由荣世杰任组长；第二编写组负责近现

代部分即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建立，由丁岐山兼任组长；第三编写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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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部分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2000年，由云文俊任组长。另设编务

办公室，由李玉德任主任；资金筹措由云瑞负责。

万事起头难。村史编纂委员会和三个编写组，首先拟定了调研提纲，

明确了了解事项，也走访了知情人，查证了具体史料，然后按照各自分工

着手起草初稿。但由于缺少修史的经验和这方面知识的准备，虽然人员有

了分工，却没有一个预先确定的比较完善的写作提纲，以至在初稿的写作

过程中造成了多处重复和多次反复；加之搜集到的资料有限，挑选余地极

小，且没有详细核实的时间和精力，因而影响了叙事的深度和广度。其

中，汉族村民的史实尤其难以挖掘，如张、杨等大户的家族素材，尽管经

过多方努力，结果所得甚少。虽说把什最初为蒙民聚居之地，但汉民迁

来，也有了二百年左右的历史。显然，这与以蒙民为主体、汉民占多数的

把什现状有些不相吻合，实为憾事。

全部编纂工作长达七年之久，经历两个阶段，期间打了两个铅印评审

稿。第一阶段出了第一稿，由荣世杰、丁岐山、康裕厚、云文安、丁彩霞

执笔撰写。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部分没写成，故称“革命史”o第一

稿于1999年9月分别送阅有关人士，并于2000年3月10日在内蒙古社会

科学院二楼会议室进行了评审。潮洛蒙、李长贵、云瑞、赵真北等三十人

出席了评审会，结论是原则上没有通过。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把“把

什村史”写成“把格希板申革命史”，认为村史就是村史，只有村史才能

涉及全村各姓，进而增强把什蒙汉民族的凝聚力和团结奋斗的向心力。这

就走了一条弯路。又因云文俊患病，他所负责的当代部分没有写出，便决

定这一部分和近现代部分的编写同步完成。从此，村史的编纂工作进入第

二阶段。这时丁岐山因病住院，编写工作主要由陈树亮、康裕厚、康鼎

贤、赵如峰执笔。第二稿于2001年10月再次分别送阅有关人士，并于

2002年1月在乌兰夫纪念馆召开了第二次评审会，出席者有潮洛蒙、赵真

北、云瑞、丁岐山、李长贵、康鼎贤、赵文治、王二厚、李玉德等十九

人。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第二稿指导思想明确，叙事说理注意把握和坚持

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框架基本上可以了，其思想性、教

育性和史料性、服务性都体现了，评审会认为把大家提出的意见作为补充

内容，再对全书统编一次就可定稿了o

_Ⅲ露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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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评审会后，按照大家的意见，先是由康鼎贤、最后由李长贵对

文稿作了修改、补充、统编。在此基础上，2002年7月6日，在把什乡政

府召开了一天终审会，云瑞、李长贵、丁岐山，康鼎贤、康裕厚、李青

山、赵文治、李玉德、荣竹林、乡党委书记云海忠、乡人大主任李耀、副

乡长李兰生、村支书王二厚、李富鱼、村民范俊德、李长胜等近二十人出

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最后修改的文稿，决定在做些技术性的处理后，筹

措经费付梓出版。在这次终审会上，从文稿的实际出发，采纳了李长贵同

志的意见，明确和认可了“史志并举”这一写作特色的现状。即，这部村

史文稿，以修史为主，兼有“志”的特色，故日为“史志并举”之作。这

样，就较好地解决了“修史”而“弃志”、需重新撰写的劳作(要做到这

点，从人力、精力、时间等诸多因素讲，困难很大)；况且，文稿中有些

“志”的内容，从客观来讲，也不是赘笔，有其保留价值o

，这部《把什村史》从清初讲起，到上世纪末结束，描述了把什四百余

年的历史。在撰写中，我们虽立足于把什一村，但始终漳意了纵观土默

川、乃至全内蒙、全国的历史发展与变迁，努力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广

阔的大局视野中，围绕家乡这块丰腴的热土，或具体描写，或简略叙述，

真实客观地再现了把什先人们光荣而悲壮、幸福而艰辛的历史。虽为一村

之史，但工程不谓不巨。七年间，在既少经费，又无固定写作场所和交通

工具的情形下，编纂委员会竞召集同仁召开可行性研讨会4次、回村调查

会6次、工作研究会8次、评审会2次、终审会1次，先后共21次会议。

七年间，这批年逾花甲、岁近古稀、体弱多病的离退休老人，以厚重的历

史使命感，不问收获，只管耕耘，一直坚持着这部大作的完成，实属难能

可贵。在这七年的漫长劳作中，康济民、云文翰两位老顾问先后谢世；康

鼎贤同志由于脑病突发撒手西去；陈树亮因车祸不幸身亡。而常务副主编

康裕厚先生在完成了村史分工编写的任务后，又不辞劳累，主编了把什各

大家族的家史，以老黄牛不松套的精神，做到善始善终。丁岐山先生几经

住院并做了大手术，但他以无比热爱家乡的激情、顽强的毅力，精心撰写

了村史中解放战争一章。此后，他虽住院养病，仍念念不忘村史的进展情

况直到最后成稿。李长贵作为最后审稿人，阅得仔细，审得认真，不仅在

原稿上作了重要修改，还进一步作了内容补充。潮洛蒙、赵真北、云瑞、

_M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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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世德几位老同志，为村史政治把关之余，就文章的结构和内容也做了正

确的指导。在整个村史编纂过程中，李玉德、赵文治、李青山做了大量富

有成效的组织工作。与此同时，我们还得到了村、乡、旗、市、自治区有

关部门的帮助，诸如旗志办的于永发先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荣竹林先

生、内蒙古大学的云广英先生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当然，或者说最为重

要的是，它自始至终都在把什村民的关注和期盼之中。

在编纂《把什村史》七年的岁月里，所有参与这一工程的乡亲们，都

有颇多感悟，其共同点是虽辛苦但获益巨大。那就是，在整个编写历程

中，我们重新穿越了把什村既往的历史隧道，在逝去的历史橱窗前仲立了

二千五百五十五个日出日落的时光。在这一不短的日月里，我们这些把什

的后辈们，分明是对四百多年来把什先人的足迹做了一次艰辛的寻觅，仿

佛又走了一遍先人们历尽沧桑的生存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遭遇了无

数次我们一生中从未经历、跌宕起伏的感情波澜，经受了无比圣洁的灵魂

的洗礼。虽然“面对四百多年的历史长卷，我们还有深知其深邃而不能悟

透，工作量浩大而无力穷尽之憾，但经过如此的历练，我们这些把什村的

后辈们，对我们的先辈由衷地发出高山仰止的虔敬!呜呼，我们的先人

们，您们的业绩不朽!

今天，我们不负厚望，终于把这部《把什村史》完成了。可以说它是

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开创了土默特旗编纂村史的先例。尽管我们在编纂中

本着详近略古、详全略次、以实记述、史志并举的基本原则，但由于我们

的水平有限，对村情了解尚不深透，许多史实还待挖掘，叙事也未必十分

准确，文字锤炼更难于精美，舛误之处自是不免，所以，敬希读者予以斧

正，以期来日认真修订。

墨：搿荔～锈篱幽_易一镌。瞄．蘧姆露_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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