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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已有五 千多年历史。 我们 的祖先在改造 自

然
、
改造社会和开创民族历史进程 中

，
依靠 自己的勤劳 、

智慧
、
勇敢

，
创造 了属于 自己的美好家园

，
培育 了历久弥

新的优秀文化 。 宋村处秦霸周兴之地
，
这里 虽无 战争之

烟火
，
但也有历史之伤荡

，
可是宋村人们用 自己坚强

、
能

干
、
不屈不挠的精神

，
谱写着魅力宋村的华彩文章。

勤劳
、
智慧

、
勇敢

、
豪爽是我们宋村人赖以支撑

、
生生

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 忠孝
、
仁爱 、

正 直
、
诚实 、 克 己

、
谦

逊
、
礼貌 、 节俭是我们 宋村人不 可或缺

、
代代相传的优秀

传统道德 。
毋庸讳言

，
我们对这 宝贵的文化遗产

，
过去

批判多了 些
，
学习少 了 一 些

，
扬弃多了 些

，
继承少 了

些
，
小 辈不 了解老 辈怎样生活

，
现代人不懂近代

、

古代人如何生存
，
至于弘扬和光大宋村祖先传统美德

，
似

子有忽略和轻慢之虞。 尤有甚者
，
新 代少年儿童(多是

独生子女)生活在宠爱和丰厚的物质供给之 中
，
在他们身

上
，
优秀的传统道德 已有淡化和排斥迹象 任性

、
自私

、
浪

费
、
懒惰

、
怯懦等之发生

，
兼之 市场经济的冲击和金钱概

念的诱惑
，
已经直接影响了性格的健全和道德情操的完

善

我的家乡 陕西省凤翔县柳林镇宋村老 辈文化



人和有 识之 士
，
为 了这 优 良传统美德

，
在继 承 中发扬光

大
，

ĺ电们 四处奔波 ，
查阅档案 ，

专访相关人 员
，
搜集大量资

·川、
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支持下 ，

编写 了《魅力宋村》这

部呼唤传统道德和传承宋村元素的村史 。 其 目的是为了

彰显宋村人杰地 灵 、
进 一 步打造

。

五 个宋村 。

，
即历史宋

村 、
文化宋村 、

书香宋村
、
和谐宋村 、

绿色宋村
，
不 断激发

广大村 民爱我家 乡
，
爱我宋村

，
为宋村全 面建设 增光添

彩
，
为宋村明天 腾飞 贡献力量

，
使宋村走 出宝鸡

，
走出陕

西
，
走向全 国

，
成为城乡 体化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

。

此书主编师明孝老师送来书稿和纲 目
，
我以感恩家

乡、
回报社会和祖先的责任心

，
利用节假 日认真拜读

。 虽

然我深知写序之难
，
且 不轻易为人作序

，
但 由于是家乡人

写 的家乡事
，
感到格外亲切

，
乐于为他作序 。

总的感觉

此书记 载宋村沿革详实 、
全 面

了编纂人员对家乡的深厚感情 。
这是 本继承传统的好

书
，
是 轴让人们 了解宋村的美丽 画 卷

，
是 部展现

。

五

个宋村 " 的优美力作 。
读后使人对宋村耳 目 新

，
给人以

激励
、
自豪 、

信心 和力量
。

此书必将对 弘扬 民族精神
，
不

仅是必要的
、
适时的

，
而且意义重大

、
影响深远 。

《宋村史》实属
。

口 碑文学。

。
人们

。 熟视 而 无 睹
，
习

见而不察其义
，
介入 而不 思其源

。

，
在史学写 法上取得了

重大突破 。 本好书会激励几代入或世代人 。
盛世立典

修志
，
功在千秋 。 为家乡出书这 好事

，
吾义不容辞。

欣

慰之余
，
爰赘宛冗语 如上

，
权以为序 。

(王 虎 贤系宝鸡市政 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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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编史修志为盛世之举
，
和谐社会环境更应关注史料

收集整理
。

村
，
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 中产生的社会组织

。 村落
、

村庄的形成起源于 旧石 器时代 中期
，
随着人类文 明进步

逐渐演化
，
成为纯粹的农业村社 。

从社会管理 角度考察
，
村在我国为 自治组 织 。 秦代

开始就很重视村治
，
当时设有乡

、 亭、
里

、
伍

，
里

、
伍 即为村

级组织
。 以后历代沿用秦制

，
无 多大变化 。

村史(志)在历史上 出现较晚
，
始见于清康熙年间

，
但

量极少 。 改革开放后
，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

，
我

国方志事业步入 黄金发展 阶段
。 尤其近 几年城 乡结合

，

城镇 体化
，
农庄 向社 区转化

，
农民进城 当市民速度之 快

等因素
，
推动 大批宋村有识之士

，
怀旧心 理 和为子孙后

代留住历史
，
留下 份宝贵财富的念头

。

《宋村史》聚全村人 的智慧和力量
，
已经与大家见面

了
，
是 件可贺可歌的大事 !

本村村史有以下五 个方面的特点

其
，
汇集了村级组 织的重要资料和珍贵历史

、
文化

遗产
。 通过这次编纂村史

，
如实记 载了宋村的历史与现
3



状 ，
反映 了社会发展和变化 ，

反 映 了世风
、
民风

、 民俗
、 民

情；反映了宋村 民众千百年来认识 自然
，
改造 自然

，
面对

困难
，
战胜困难的实践

，
了解其间蕴藏着广大村 民不 断探

索创造的宝贵经验和财富。
由于宋村历史上从未有过村

史
，
很多资料来源于老年

所 以
。 存史

。 从这里开始 。

其二
，
村史是 村的全史

，
百科全 书。

《宋村史》共十

卷包括上千幅图片 ，
3 5 万 多文字

，
记 载着 自然和人居环

境 ，
党政社 团

，
经济管理

，
农 、

工
、

育
，
卫 生

，
文学艺术

，
宗教

，
民俗

，

物
，
现代有影响的重要人 物

，
通过 多视 角的反 映

，
这 些详

尽 的资料是历届各级领导决策
、
村 民治家的 " 资证

。

，
算得

上本村的《资治通鉴》。

其三
，
村史是 村发展 变迁 的历史见证

，
所记 录的内

容村民看得见
，
摸得着

，
是咱们老百姓平 常身边 的事。

通

过宋村精神
，
历史沿革

，
宗教信仰

，
文化教育

，
文明宋村更

闻名
，
清末举人 窦应 昌和人 物录等 内容 的学 习

，
了解到

《宋村史》可
。 育人 。

，
是后代子孙成才的活教材 。

其四
，
《宋村史》充满着浓郁的黄土 高原 乡土 气息和

"

村落村庄
，
农村农民

，
土地

土气
，
庄稼粮食 "

等 系列的"

农耕 "

生活
，
力求以小见大

，

窥斑见豹
，
让读者从 个小小村庄 的发展 轨迹 中看到

个国家向前不 断跨越的步伐
，
听到 个 时代进步的厚重

4

人的记 忆和世代村民的 口 传中
，

商
，
建筑

，
交通 运 输

，
教

体 育
，
图书以及 历史人

强烈的西府时代韵味。 突出



足音
，
产生。

可读 "

性。

其五
，
之宋村史》还有招商引资的功能。 扩大宣传本

村区域优势
，
如酿西凤酒 的宋村水

、
宋村河道

、
建筑材料

等；宣扬宋村悠久的历史文化
，
如清末举人 窦应 昌

，
道教

庙宇玉皇殿
、
二 圣庙等宗教民俗 ；发展基础

，
发展潜力

，
发

展前景
，
发展旅游

，
发展农家乐等吸引更多的外资投资宋

村
，
互利共赢

，
为全村人

、
后代子孙带来丰厚 " 效益 。

。

观史思治
，
读书谋远

。

以史为镜
，
可知兴替；以人为镜

，
可知荣辱。 本村史

以其发挥 " 存史
，
资证

，
育人

，
可读

，
效益 。

之作用达到培根

基
，
清本源

，
克振家声

，
德传万古的愿望

。

主编于二 零 三年九月廿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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