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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家塔村志

《郭家塔村志》编纂委员会



《郭家塔村志》勘误及新增补正

一、勘误

1、“序一”倒数第9行正数第6字“泣”改为“治”。

2、第七页倒数第1、2行相接的数字为“31．13％”。

3、第46页正数第13行正数第10字“魅”改为“魁”。

4、第56．页倒数第12行正数第17字“年”改为“届”。

5、第99页左列第3首首句第2字“出”改为“山”，第4

首第二句第三字“佼”改为“使”。本书内“白-Z-茸=”改为“白荣

生”。

6、第101页左列倒数第l 1行正数第4字后加“土迭”。

7、第105页右侧倒数第13行“二、三”改为“二O o

一，’

一o

8、第108页左列倒数第9行正数第2字后加“捏捏”。

二、新增

1、第64页第14行增补“郭育平50、郭锦荣50、郭卫星

50、郭九龄100、郭二勤200”。

2、第100—107页《表表我村郭家塔濉者为郭时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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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塔村在临县的位置





序 一

郭家塔村地处黄河之滨，为临县丛罗峪镇所辖，郭氏先人定居于此已700余

年。这里地貌沟壑纵横，1967年本村出土的大量陶罐、瓦罐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

就有人类栖息，且至春秋战国时代人类活动更是频繁，历史文明灿烂。故本村堪

为“黄河文明的一个缩影”。

郭家塔自古以来，人文荟萃，英才辈出。明中叶曾有生员、贡监数十名，名震

遐迩；今有博士、硕士、学士近百名，中专、技校、高中毕业生为数更多。文风鼎兴，

亘古未有。

文以开胸抒怀，士当立国安邦。大革命时期，有识之士就投身革命洪流，秘密

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党的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等历次战争中，不少热血男儿，不惜牺牲，英勇作战，赢得了国威军威；新中国成

立后，为了繁荣和发展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族人散居于北京、香港、陕西、四

川、山东、宁夏、山西等地，在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涌现出省部级干部

二名、县处级干部八名、科级干部十五名，各行各业的精英模范更是层出不穷。

郭家塔人历来勤劳朴实，乐于创业。史载祖辈，几经沧桑，兴衰劫难，在这块
黄河之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建国前后，除传统的摆渡、务农外，家庭作坊式工业悄然兴起，挂面加工、棉毛

纺织和漂染、弹花、木匠、铁匠等较为普遍，后来又发展到焊接加工、机械修理、鼓

乐、裁缝等五花IX．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化肥、农药、地膜等农业技术广泛使

用，致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因

地制宜，科学治理；河滩修坝，拦河淤地；塔地植树，退耕还林。过去的穷山恶水变

成了现在的河滩青菜瓜豆园、山上红枣经济林，如今家家都住上了新窑洞，村里实

现了三通(通电、通路、通电话)，脱贫致富建小康的路越走越宽阔。

古称“志为一方之典要”，今谓“志为一方之全书”，一部好志，横纳百科，纵贯

古今，既能资泣辅政，又可裨风教化。族中郭乃平先生敬业之余，编出十数万言的

村志，实为一件幸事，可喜可贺。本村志在常规志书内容的基础上，对婚丧习俗、
岁时禁忌、祭祀礼仪等均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此外还编入了流传已久的俗语、农

谚、歇后语等。这些内容虽说来自民间，但其孕育着科学含义，激荡着黄河魂韵，

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多赋哲理，可读性很强。

我生于郭氏家族，长于郭家塔村，对郭氏家族和乡亲有着深厚感情，虽从临县

到离石工作多年，但对老家的挚爱和眷恋之情，更加浓厚凝重。余以郭氏一员，不

仅概览全书，而且受托几经修改，欣慰之至，谨为此序，略表寸心，并将继续为家乡

振兴尽微薄之力。

郭勤书



序 二

修郭家塔村志历时数载，经多方收集资料，三易其稿，即将付梓，诚村民之喜。

族人之幸也。

晋西黄河之滨有村郭家塔，由来已久。据家谱记载。郭氏自大元世祖由洪洞

大槐树迁民来此定居，距今七百四十年。期间，荣衰劫难，绵延更迭，传承实属不

易。故述志自有其历史价值：一者能使郭家塔人深知郭家塔之变迁，二者便于族

人了解本村的现状概况，三则有利于村之后裔借鉴历史，尚荣重教，弘扬美德，爱

我家乡，造福桑梓。

郭家塔地处黄河中游，文明历史源远流长。近三十年来，村民在贺家梁、闰家

庄修窑，就先后发掘出战国、秦汉时期之陶器、青铜器甚多，仅一九九四年版<临县

志>就载有“扁壶、鏊匕、带钩等文物出土于郭家塔”。其文化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历史的原因，其自然地貌沟壑纵横，石山土帽滩塔并存，植被以枣林见

长。郭氏先人长期从事农业耕作，兼营舟楫河运。明时有殷实鼎盛之隆，也有战

乱倾巢之灾；清则经济落后，文化贫乏，移民外出者甚众。然我郭氏一族，勤劳俭

朴之品德世代沿袭，忠实憨厚之村风至今未改，历代有河路艄公口碑相传：“上至

保德州，下至禹门口，郭家塔要数好村子”o

自民国迄今近百年，郭家塔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反帝

反封建斗争，赢得了翻身解放；以，艮苦奋斗的精神，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

放的伟大实践。其间，为国捐躯者有之，为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者有之，在各行各

业任劳任怨、恪尽职守者更是不乏其人；植树造林受到国家林业部奖励，四荒治理

受到水利部赞扬者有之。凡此种种，志书所述甚详，此不累赘。

概因我郭家塔村民一贯重学崇文，尊重科学，从立私塾到办民校，从立小学到

办初中，无不慷慨解囊，鼎力资助。本村大中专毕业生不胜枚举，学有所专的博

士、硕士、学士，教授、高工专业人才不断涌现，成为方园数十里有名的文化村。

文化脱贫给郭家塔注入了新的生机，全村普遍兴起科学种田热。引进新品

种，扩大种植业，发展养殖业，拓宽服务业，开展多种经营；又及筑坝淤地，治理四

荒，发展长效农业。目前已初步实现了种植科学化、农运机械化、家庭电器化、通

讯网络化。

序近尾声，感慨良多。乃平君在工作之余，不论代价，花钱费时，撰我郭氏村

志，着实难能可贵，堪为族人之楷模。余拜读掩卷，景仰凭生，特撰此文，以为序。

郭 宝



序 三

郭家塔，位于晋西黄河之畔，为郭氏家族聚居村落。据家谱记载，先祖于元初

由洪洞大槐树迁居于此。经世代辗转拼搏，兴家创业，至明代中期已颇兴盛。清

代咸丰元年所撰家谱云：“族中老幼大小，各有常业，或泛舟而歌桂掉兰桨之甸，或

业农而咏大田良耜之章。明朝中业，人慕诗书，有生员贡监48名。其时高楼大

厦，水秀山明，人文蔚起，户诵家弦，诚河干之望族，钟英之名薮。”足见当时之辉煌

景象。然而“雍正元年癸卯六月十九，黄河大水满川而下，楼房屋宇一扫皆空，银

钱粟物，衣服细软，荡然无存。”于是，村民流离失所，四出逃生，人口由七百余人减

至不足二百。所留遗老遗少，被迫从滩地迁至塔上居住，村名遂改郭家滩为郭家

塔。经此大灾之后，多少年来一蹶不振。村民多数衣不蔽体，食难充饥，直至土改

定成份时，全村竞无一户地主富农，可谓贫穷至极。

穷则穷，然志未倒，情未了。诚实厚道之本质未变，勤劳俭朴之精神无改，崇

尚礼义诗书之风犹存。早在战争年月，全体村民即以极大热情，投入了反帝反封

建斗争。男人参军参战，妇女纺花织布做军鞋，为全国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村民节衣缩食，开办冬学、民校、夜校以至全日制小学。新中国建立后

又发展为完小、中学，培养了大批文化人才，目前全村已有博士硕士生7名，具有

大专以上学历者62名，中专高中生85名。文化上的翻身为经济富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村民奋发图强，在黄河滩上修筑大坝，淤出上好水地二百

余亩。枣树、木材树、花果树已覆盖了全村所有的土地，拍卖四荒开展小流域治理

成为全省的典型。村里通了电，通了水，通了公路，家家新建了住宅，不少人家安

装了程控电话，收入年年增加，生活天天改善，郭家塔村将出现再次辉煌。

盛世修志，历来如此。族中27世孙郭乃平工作之余，不辞劳苦艰辛，四出奔

走，调查采访，搜集资料，编成一部洋洋数万言的<郭家塔村志>，其精神可嘉，意义

重大，着实难能可贵。村志修成，堪为郭家塔村民之大事，总结历史，以古鉴今，不

光可激励村民增进团结，奋发图强，且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可喜可贺。余作为郭

氏家族中的一员，拜读之后，感动至深，谨撰此文，聊以为序。

郭丕汉



凡 例

一、志内所记事实，往上尽量调查追溯，往下截止2002年年底，2003年的个别

事件作了补记。

二、志内所据资料，查自县统计局、农经局、档案局、县志、县水利志、镇政府年

报、村会计年报、人口普查资料、计划生育登记、家谱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

三、所记人物事迹，以村人为主，出门人记至第二代，第三代以外除特殊人物

外，一般不记。

四、对政治事件的观点，以县志的观点为原则进行表述。

五、对人物的记述，遵循“盖棺论定”的原则，对过世的给予评价，对活着的人

只写事实。

六、在大事记中除收入事关全村的大事外，还对一些新生事物给予记载。另

外，对于正文中未能提及的个人重大荣誉和事迹也给予记载，以增加村人的自豪

感和弥补正文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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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塔村志

建 置

地理位置

郭家塔村位于晋西黄河岸边，属临县丛罗峪镇所管，距县城48公里，介于东经110。41756”

～110。42 752”，北纬37。46 733”～37。47 743”之间，西溯河而上距芦子沟村1．5公里，西北与杨家

山相连，北依寨子山与刘家山村接壤，东面沿河而下，距丛罗峪村1．5公里，南紧靠黄河，与陕

西佳县荷叶坪和王家塔村隔水相望。最高点后刘家山圪达海拔852米，最低点寺沟河滩为

683米，相对高差169米。

全村东西极点相距2000米，南北极点相距1900米，总面积3．46平方公里。

历史沿革

郭家塔村是一个典型的家族聚居的村落，基本为郭氏家族成员，杂姓所占比例极小。据家

谱记载，先祖于元世祖时由洪洞县大槐树底迁民至此。先在黄河滩上建房定居，取名郭家滩，

后逐步发展成规模较大的村落。家谱载“明朝中叶，有生员贡监48名，高楼大厦，水秀山明，人

文蔚起，户诵家弦，诚河干之望族，为钟英之名薮。”不幸于雍正元年，黄河大水，满川而下，房屋

被毁。衣物细软荡然无存，族人四出逃难，分居于陕西、宁夏、河南、内蒙以及本省本县许多村

庄。其中一部分移居于高出河滩的塔地，重新建房居住，改名为郭家塔。

郭家塔历史悠久，在1970—2001年间，本村村民在贺家梁、阎家庄修住宅时，先后数次挖

出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大量陶器和青铜器，说明当时已有人类居住，并相当发达。

行政区划

本村元朝时属于临州府，明洪武二年(1369)实行都里制，本村属太原府临县孝才都。明朝

万历23年(1595)属汾州府临县南都。清顺治二年(1645)属汾州府冀宁道I临县长盛里南都三

甲，后又恢复为临县南都三甲。

民国初年，实行区所制，全县分五区，本村属于山西省冀宁道临县西区天洪所。1940年，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实行区村制，全县分10区，1940年10月一1946年1月，分出临南县，本村

属晋绥边区临南县四区丛罗峪行政村，县城在三交。1947一1949年属于临县十区芦子沟行政

村，区驻地在丛罗峪，村公所在芦子沟。

1949年实行区乡制，1949--1955年3月本村属于兴县专署，(1952年后属榆次专署)临县

十区(驻丛罗峪)丛罗峪乡。1955年3月一1956年4月，本村划属刘家会中心区，其余未变。

1956年4月一1958年3月，撤中心区，乡划少，本村仍在丛罗峪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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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置

1958年3月后，实行社队制，1958--1970年属于晋中专署临县丛罗峪公社郭家塔大队。

1971--1977年属于吕梁地区临县三交区丛罗峪公社。1977年撤三交区，属吕梁地区临县丛罗

峪公社。 一

1984年开始实行乡(镇)村制，1984年7月至今属于吕梁地区临县丛罗峪镇。

本村在民国年间为一个自然村，五户一邻，五邻一闻，本村设两个闾，50多户，人口在二百

左右。1940年以后，本村先属丛罗峪行政村内六个自然村之一，后属芦子沟行政村四个自然

村之一，最后是丛罗峪乡内的一个自然村。1947年土改时，全村七十多户，人口在三百左右。

1958年本村成为一个独立的大队，下分五个生产小队，1979年扩编为9个生产小组．

1980年实行大包干，以户为生产单位，1984年成立郭家塔村民委员会。

郭家塔由姓氏和地形结合而得名，意思是郭氏人群以本塔为自己的家园。全村总面积3．

46平方公里，大于全县村均2．58平方公里的面积状况；全村2002年人口806人，大予全县村

均490人的人口状况，属于较大村庄。在丛罗峪镇内，人口仅次于丛罗峪、天洪、堡子峪、麻塔。

为第五人口大村。

·2·



郭家塔村志

自然环境

地貌地质

本村属黄土丘陵沟壑区，是吕梁山地向黄河峡谷延续的末稍，也是晋陕峡谷东部一侧的一

小部分。

从地貌上看，其形态可分为四个类型：一是风家山、刘家山、赤天岭剧烈切割的梁峁黄土丘

陵区，二是以石洼为主的基岩裸露丘陵区，三是村庄上下、山前河后的狭长塔地区，四是平坦的

滩地水域区。 ，

从平面上看，一条大沟把全村分成两部分，西部约占40％，东部约占60％；从立体上看，梁

峁黄土丘陵区居上，基岩裸露丘陵区次之，塔地区紧靠，滩地水域区最低，呈明显的梯级分布。

特别是由于基岩裸露区坡度陡立，显得珍珠峁圪达浑圆伟岸，寨子洼雄兀挺拔，赤天岭平淡素

朴。

分区概述

1．梁峁黄土丘陵区从高程795米以上，到852米，高差57米，面积约500多亩，占全村总

面积的10％，山顶平缓处，多修为梯田；梁坡坡度陡多在10’一35。，水土流失严重，沟谷有少许

坝地。刘家山为主，风家山、赤天岭较少，交通不便，是全村的第一级。

2．基岩裸露丘陵区从700米到795米高程均有分布，是本村地貌的第二级。严重的水土

流失，使土壤基本不复存在，沙岩呈层状裸露，岩层之间，坡度陡峻，乱石滚滚，荒难长草，人称

石洼。少数地方羊肝石、泥灰岩出露，面积在2000亩出头，占全村总面积的40％，是难利用地

区。

3．塔地区分布于高程686米到756米之间，是本村地貌的第三级。除大沟、翠沟、黄米沟

少量沟坪外，大都为黄土塔地，村庄均在塔地上，是全村的精华所在，红枣林全部覆盖，盛夏时

在寨子洼一望，如一条淡绿色绸带，只见绿色，不见地皮。该区面积约1270多亩，约占全村总

面积的25％。

4．河滩水域区分布于高程682米到686米之间，是全村的第四级。该区部分为滩地，部

分为水域。黄河水大时，水域增大，滩地变小；黄河水小时，水域减少，滩地增大。如黄河来水

象1976年8月2日那样大时，则全变为水域，该区面积1300多亩，占全村总面积的25％强。

从地貌分区看．全村呈一山四石半塔半水滩的局面。

据1989年全县土地详查资料，再结合近年修建河坝的现实，全村有农地64．3公顷(964．5

亩)，林地47．7公顷(715．5亩)，非生产用地134．9公顷(2023．5亩)，未利用地99．1公顷

(1486．5亩)。在林地中有用材林3．55公顷(53亩)，经济林44．15公顷(662亩)；在农地中有

梯田6．23公顷(93亩)，沟坝地4．6l公顷(69亩)，滩地16．5公顷(248亩)，坡地36．98公顷

(555亩)；非生产用地中有居民用地16．33公顷(245亩)，道路1．47公顷(22亩)，水域117．09

公顷(1756亩)。(注：由于在黄河主流上的分界线偏南，水域值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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