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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李
志

唠林时曹溪镇横桥龄下刷一个自然
村。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勤劳、勇敢的柴林人披荆斩

棘，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柴

林村的兴衰荣辱，沧海桑田，是20世纪到21 世纪中国深刻

社会变革的真实写照，也是戈阳本土人文、历史的缩影。

记录村风村貌、反映社情民意，写好柴林村志应该是件利

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今有幸参与编篡柴林村志，深感

责任重大，而《柴林村志》作为戈阳县第一本村志，出

版、发行的意义更加深远。

古往今来，国有史，家有谱，府县有志。盛世修史，

贤达续谱，此乃善举。古人云:盛世修志，旺地修志，现

在还应该加上一条:变革时代更得修志。柴林村虽是个小

乡村，但依山傍水，气候宜人，土质肥沃，水源丰富，柴

林的变迁发展是与祖国的脉搏一同跳动的，是巨大社会发

展的缩影，更是波澜壮阔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

一1- i号山绿水·余氏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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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可知兴亡;以铜为镜，可正衣襟。柴林村人杰地

灵，地肥草美，气候温和，环境优美。存在绿中，绿在村中。特殊

的地理位置给村民带来不少运气，丰厚的历史文化给村庄增添了诸

多光彩。

数百年来，柴林先民历尽艰辛，开垦荒地，造就村落，经过一

代又一代的努力，柴林村在不断的发展、腾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来，柴林村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幅点缀山村的秀丽图

画，正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面对这沧桑巨变，我们为之振奋，但不

能忘记前人的艰苦创造精神，因为没有前人的创造贡献，就没有我

们今天的薪传发展，所以我们务必编修村志，让子孙后代了解柴林

的历史。"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光辉

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柴林村的前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

富，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柴林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充分发

挥地理人文的优势，使集体的经济稳步、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村容村貌不断发生变化，村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

地提高，柴林村正以矫健的步伐走向殷实的小康大道。

柴林的昨天是辉煌的，今天是发展的，让我们共同祝愿她的明

天更美好!

.1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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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丐私利忘

第一章衬庄

一、柴林树由来
曹溪北偏西4公里田贩上 。 68 户， 312人 。 此地有一栋堆放柴火的房

屋，周围有树木，故名 。 德兴余姓建村，己 15代 。 (摘自 1984年出版

的《戈阳地名志>> ) 

余姓:隋初德兴黄柏余姓迁居横桥，后分居马山、溪湾、柴林、显南、

下余、上余、余家坞、水南余家、后港背、北门余家、乌垄余家、昌源坞等

地 。

北宋初福建余姓迁居老屋余家，后分居移坡多、余田坊、尖山余家、葛

坝头余家等。 (摘自 1990年版《戈阳县志>> 123页)

余氏起源:由余公仁秦封为当朝大及相，后其子孙以王父字为姓，余姓

还因由余公名而徐姓，历经秦汉唐隋，世米亲访，代有显宦传递至晖远公。

自福建省建阳迁居安徽省教县黄墩，历经数年，传肇四公，于晋天大福间，

又自安徽省教县黄墩迂于江西戈阳县节里，为迂戈阳之始祖。 后来我们祖辈

称肇四公为第一世祖。

肇四公生子安行公号仲勉，该公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赋性至孝，后在

绍兴兴趣考徐进仕，公所居有石如玉，号石月先生，石月余氏之名遂由此而

来。 安行公生子应球公，自幼颖慧，日诵千言 。 在十二岁即中童子科，历举

-3- 弄山绿.7 1<::.. . 余氏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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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坷
书经魁，奏名进士，官至秘省校书郎。

肇四公四世孙德二公德三公。 德二公迁居横塘桥，德三公生子忠十四，

再传至第八世祖仁九二公生有四子，长子尚五一公居住余家墩，丁山祖，次

子尚五二公居住上阳贩， 三子尚五三公迁居浑田 。 四子尚五四公由杉山街转

迁居我柴林村，为柴林之始迁祖，从此宏图大展，基宅常新，人丁齐旺，丰

衣足食，以后我祖在柴林逐渐兴旺起来，发展到百十户人家至今。

二、柴林材简介

柴林村属于戈阳县曹溪镇横桥村委会管辖的自然村之一;省级公路乐江

线傍村而过，交通便利;全村共147户， 681人，村民900/0以上姓余;有水

田 400余亩，旱地 100余亩，烟火山 1000余亩，雷竹基地80多亩 。 在这美

丽的青山脚下，建有大型红砖厂、石灰粉厂、碳酸钙厂等。

该村依山而建，分上、下两村，东山村也有70多户，上、下两村相隔

300来米，水泥路相连，来往方便。 村子面向田贩，绿水青山、景色怡人，

弄山绿71Ç. . 余氏之Þ -4-



F马术创
在村口的公路旁，建有一座门牌楼，上面刻有"柴林余家"四个金色大

字，整个门楼高大雄伟，过往的人们都知道这里有个富裕的柴林村。 历经改

革开放30多年的建设，村风村貌焕然一新，原来的简陋的砖瓦房，如今村里

居住的房屋900/0以上都建成4层左右的楼房;村的东边有一座古戏台，台前

有宽敞的水泥戏场，边上有一棵古老的大棒树，演戏时，场内非常凉爽 。 村

中有一座祠庙，供村民祭拜 。 如今的柴林人也同全国各地的农民一样，大多

部分人都把自己承包的几亩水田承包他人耕种，自己则外出打工、创业，赚

大钱，年底回家过年时，许多人都是十万、甚至几十万元带回家过年;家庭

条件一年过的比一年强，家电、网络、太阳能、热水器等家用电器一应俱

全，条件好的家庭己拥有小车出行，目前，全村拥有小车30多辆;全村水泥

路面到家到户、夜晚有路灯照明，居住条件和城市居民基本相同，农闲之

余， 一些女青年也学起了广场舞，天天太阳落山后伴随着音乐就跳起来，柴

林已初步建成为一个充满田园情趣的美丽新农村。

一5一 青山绿71二· 余氏之乡



唠术树豆啕
三、姓氏源流
余 (Y白)是一个古老的姓氏 。 也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在

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五十一位，属于大姓系列，人口约六百五十六万

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41 0/0左右 。 主要分布在湖北、广东、四川、江西、

安徽、浙江、河南，福建等省 。 汉族主要得姓始祖有周携王姬余臣(黄帝直系

33世孙) ，由余(姬余臣孙)等 。 少数民族余姓得姓始祖有铁木健(成吉思汗的

五世孙)等。 (摘自百度文库)

柴林村以余姓为主(正姓) ，其他的陈、胡、何、张、翁、王、邵等都

属客姓，嫁进来的女性有汪、周、程、邱、方、姚、李、姜、邵等姓。

四、大事记

隋朝初年，德兴洋田余家墩余姓迁移到此定居，成为柴林村余姓始祖。

1947年，实行土地改革。

1955年，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

1956年，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全村农民全部入社 。 实行了土地集体

所有制 。

1968年，上饶市知识青年8人来柴林插队。

1972年，栽电杆，架电线，开始用电。

1972年，政府划拨我村水田80亩给农科所使用，后农科所撤消，农科所

撤消，农科所人大多回浙江原籍，但是划拨的水田却被刘家耕种占用 。

1979年，最后一个知识青年离开柴林村返回上饶。

1971年开始，在曹溪公社的领导带领下，历经几年的共同努力，在东

山脚下，开掘出了一条东山渠道，把曹溪乌头稚的水引进渠道，使东山近

5000余亩稻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优质水田 。 东山渠道也穿村而过，使我村

成为山环水绕的秀美乡村。

1981年该山场划下，全镇都未实施，将有关此项的文件关押在一个箱

内 。 后来刘寿福到镇工作，又分管林业，将箱内的有关资料拿回家，为此事

打官司到上饶市，拿出此凭据，我方无凭据而失权 。 狐狸尖、乌龟地以北山

场划去20余亩为刘家村，我村绝不同意，此山永远是属于我们村的 。

1980年，实行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把土地分配到户 。

1985年，原来的大队管理委员会，改为村民委员会。

1997年，国家免除了征购粮任务。

1993年，村里有人开始安装电话，首次安装电话 1家 。

弄山绿水· 舍氏之乡 -6-



F马私利怠
2000年，发生森林大火，烧毁履盖我村全部的松树林。

2005年8月，首次公开竞选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2006年，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和集体的提留，农民种地不再承担任何负

担。 同年，国家对种粮土地给以补贴 。

一7一

2007年，实行新型合作医疗。

同年。 安装有线电视100多户 。

2008年 12月，村民委员会换届，公开竞选村委会主任、副主任。

2004年，开始编修《家谱>> ，当年出谱。

2016年7月编篡《柴林村志>> , 10月出版 。



第二章 柴林材理事会

柴林村理事会成员10名，党员6名。成员如下:

一、柴林树理事会成员各单
主管:余满元余银芳

成员:余兴泉余成元余清元余松元

余钟芳余}I顷芳余田芳余进米

二、党支部成员各单
书记:余才芳

支委:余和金鲁贤春

柴林党小组:

组长:余清元

党员:余才芳余书元余水泉余军米余兵米

三、党支部委员会

唠私利三咱

党支部委员会一般由3-5人组成 。 设支部书记一名 ，副书记 1-2名 。 委

员 1-2名 。 正常情况下，书记、副书记在支部委员会内分工产生。 委员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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