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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志悉言

村志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承文化。古人云:盛
世修志，旺地修志。现在变革时代更要修志。村志
记载着一个乡村发展变化的历程，是珍贵的文史资
料，对研究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极为重要
的意义。村志也是留给走出家乡远离故土的人们认
识家乡、了解家乡的一份特殊礼物，也是后辈缅怀

先人、 寻根问祖的可靠依据，也是鼓励乡贤努力在
其中增添浓墨重彩之园地。
厥里村虽然己有近千年的历史，但是就缺失了

村史记载。为了追溯村庄历史，记录村庄变迁，传

承村庄文化，吴世育先生于退休之后，敢以吃螃蟹
精神， 主动承担起编写村志的任务。他四处奔走，
询访族人，查阅资料，辛劳多时，终于完成了这一
本《松口厥里村志》。这是我们村的第一集村志，

弥补了厥里村的一个短缺，功不可没。由于时代的
变迁，许多村民要么侨居国外，要么流动到远方城

市发展了，或者一些掌故老人过早作古了，给编者
在搜索素材上的经历更加艰辛，实属不易。虽然也
因此难免存在不足或遗漏。
该村志从村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说起，举

凡与村庄有关的事项，自然地理，村政变迁，农林
水利， 工商交通，文化教育 ， 宗教民俗，人物传记，



古迹传说，家族谱系等等，全都梳理有序，力争详

尽地记录在其中。 一册在手，厥里村的历史和现状
历历在目，基本上给我们展示了厥里村的自然风光

和人文历史的概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往

后世代有心人继续传承编写、不断充实完善厥里村

村志。

传承文化也要用发展眼光向前看。笔者趁世育
编著的"松口厥里村志"出版之际，提出一点瞻前
性的期望。期望我们的村庄与时俱进 ， 集干群之力

把厥里村建成生态文明乡村。让村人住得舒适，让
外出新生代乐于回乡渡假投资，让外来游客流连忘

返。

我们厥里村本来是一个有天公造就与人工创作

相结合的山清水秀、如诗如画的美境环境。最独特
的体现是，曾经是非常吸引周边各界人士前来游泳
和旅游(或露营) ，甚至是捕鱼、钓鱼和斗山歌的

好地方。为何呀!我们村不仅有龙盘虎踞的山麓，

潺潺清流的隆文溪水汩汩的依依不舍的环绕流经，
还有松口八景之一 "云桥夜月"还有人工造就的
草坪、树园、竹林，和阪头(人工垒砌的石坝，把
溪水拦截抬高水位形成宽阔水面并有动感的湖面般
的游泳场地。当初垒阪头是为了灌溉，结果→箭双
雕。) ，还有交通方便等等。这些天然和前辈造就
的美景，老者留恋啦，对六十后以后的人来说现在
只能是个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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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乡村，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厥里

村人的梦想，而且也有这方面的基础和发展空间。
任何乡镇的发达从来都离不开水美。如果连像样的
水都没有，一切文明生态就无从说起。可是，现在

村里已经没有清澈的溪水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
复兴梦，许多乡村都在作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决策。
为此，我们唯有期盼我们乡村各级基层干部通过协
调向"引隆水利"工程要回适度的水源流量:在此
前提下，组织发动企商成功乡贤赞助建筑必要的配

套设施(如，在新云车桥附近建筑钢筋水泥拦河坝》
在现有柏树林基础上，投资兴建新的种植产业(如

可兼供游客参观的中草药基地)。以此旧貌换新颜，

初步建成旅游产业，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为子孙
后代留下天蓝、地东录、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没有
瞻前性就没有发展观。但愿这不是一厢情愿!
记载历史，传承文明。史籍如文物，会随着时

间的流逝而变得珍贵。现在来看， ((松口厥里村志》
所记之事虽然没有多少奇特之处，但再过数十年之

后，后人看其中所记事物就会感到新鲜无比，特别
是其中的一些细枝末节，会成为研究厥里村当今历
史的最有权威的真实资料。厥里村人当珍惜这一成
果，并将有人续写、完善，使之代代相传下去。

其精品

二零一三年八月 于福州!



酋长习近平视察吴柏昌的科研成果



9 

囹

费

口

川
四g
w

u
附

四
川
附

口
l

l

d
u
'立



3

铃
M
L
M
馁
'
东

V
A
m〈
和
俘
胁
'
也
泼

、
，
旷
在
4
y

。
义
和
移

，
/
，/
-
Y也
纠
‘A尸A
m





龙
山
虎
寨
咒
练
车
，
桥

人
主
地
炙
闽
里
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吴姓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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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阙里村至德堂建祠三百周年暨祭祖大典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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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德堂庆典祭祖合影从左至右:
吴梅昌、吴琼奎、吴提昌、吴旋昌、吴健伟、 吴伟昌、廖成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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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背

云车供销站



塘尾头

山下(集福居)



永兴楼

阙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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