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家堡镇于我而 言 中是陌生而抽 象的
，， 从 字面上看

， 这个地方在历 史上可能是个军事要地
，
我对她 的认 识 仅此 而 已

，，

高家堡镇于我而 言现在却是其象而 生动的
，， 在我翻看了洋洋洒洒 ]o o 多万字的 高家堡镇志》的志稿之后

， 那个在广袤的陕北高原上
，
在陕西因富裕

而闻名的神木县 中部
，

被 风沙草潍和台塬山 峁簇拥井的陕北小镇
，

已深深地
印在我的脑海中

。

我虽未曾踏足 高家堡镇的土地
，

但她 的历 史已留存在我的记 忆 中 6 o 0 o
年前

， 这里有了人 类聚落； 4 o o o 年前
，

生活在这里 的先民们用他们智慧的头
脑和勤劳的双 手建造 了让 后 人 惊叹 的石 峁古城 ； 5 0 0 多年前

ラ
山屏河障

、
地

理形胜的高家堡成为明代延绥三 十六 营堡之 冠 ； 这 里是新中国成立前最早迎
泉曙光的地方之

，
19 4 7年解放 的高家堡 度成为神府县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

气 因其悠久的历 史
， 有了国家历 史文化 名镇的美名

니

我虽未曾踏足 高家堡的土 地
，

但透过编纂者饱含热爱和深情的笔端
，

似
巳感受到了那 。

阡陌层叠
，

沟畦纵横
，
嘉禾交映

，
杨柳成荫

。

的田 园风光
，仿佛看到了那泛着黄土 高原特有的色彩

，
在阳光的照\ 下波光粼粼、

缓缓流
鸡的是尾河水和那 片片在风 中摇曳

、 等待归仓的稻麦桑麻和糜谷豆芽
，

还
有那些穿行在青砖墨瓦林立的店铺间

、
脸上洋溢着幸福笑脸的人力J ,

因大 Ĥ

名鹆起铋

· 地有了 。

塞北蓬瀛 。 。 塞上 江 南
。 的美誉，

这些美景通过那部声
。 戛的电视剧 《平凡 的世界》的镜头传播了出去

，，尚家堡人的骄傲
， 高家堡人 的忧虑 ； 高家堡的发展 ，

' '" 的叻川性 而被历 朝历代的统 治者所 ：i吧，

·

修志因成为 T  ĺ ° 队 ガ ハ钍有的仇秀文化传统而延续
， 而今更是成为各级政府的职 ń ，

被纳入 国民经

高家堡的困惑
，

邁

ł7 因为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 中、
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 来 ，

陕西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

再度催生了修志事业的繁荣 我省 自拍世 纪 8 0年代 开展修志工 作以 来
， 成绩

斐然 ，
仅二轮即编修省 市

、

县三 级 志书19 6部署约 两亿 字
，

目前
，

二 轮志书

编纂工 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

西是方志之 乡 史学巨镇
，
在中国2 0 0 0 夕 千 予ノ人 心 人 事 ·· / E j / ç

轻重的地位
，

也产生了诸如 司马迁
、
班 固

、
康海 韩邦靖等流芳千古的史志

名 家
，
但是在历 史上

，
陕西 乡镇级 志书的编修却不 够活跃

，
旧 志 中仅存两种

《鲁桥镇志 } ，
这不能不说是陕西修志的缺憾 、

《高家堡镇志 万 的编修虽不

是陕西新编地方志书中镇志的首创
，

但也 可 以说是 引领镇志编修之 风 气
、

这

座有着浓厚人 文积 淀的文化 古城培养了 批 又 批或 名 闻神木
、
榆林

，
或享

誉三 秦 华夏的优 秀ム オ 、
有 批从 高家堡走 出的有识 之 士

，
他 们 对生养于

斯的土地深情眷恋
，
谋划着用志书这种 中国独 有的记 录历 史的方 式把 乡音

、

乡思 乡风 留住
，
把承载着丰富生动的传统 文化 和历 史记 忆 留住

，
把 中华文

明的历 史上 脉和我们 民族的浩荡根谱留住
、

与省 市 县 三 级 志书不 同
，
镇志的编 写 可 以 细 腻 而 微 观

、
可 以 说 高家

堡镇的历 史能够折射 出我们 国家的历 史
，

高家堡 的发展起伏 也 定 与我们 这

个民族的兴 衰荣丞 休戚相关 高家堡镇志的编修
，

不 仅 能传 承 和抢 救 乡土 历

史文化
，
激发人 们爱国爱乡的情怀

，
同时也 能为探 索中国特 色新型城镇化 发

展经验 发展模 式 发展道路提供 历 史智慧和现 实借鉴
、

本志的编纂者有强 烈的历 史责任 感和担 当意识
，

为我省修 志 工 作 注 入 了
缕清风

，
带了个好 头 希望 由此 能推动我省村镇志的编修进入 个 高潮 。

陕西省地 方志办公 室副主 任 类 王 昌
2 0 1 5 年 7 月

如 太 古 屋 中 卜右 善 款 卫



序

国家历 史文化 名 镇 高家堡
，

历 史悠久
，

文 明灿烂
。

4 0 阗 年前的石 峁
古城震古烁今

，
建城史近 6 0 0年的高家堡远 近 闻名

。
随着 "

省旅游文化 建设 重

点镇
。

的强 力推进
，

石 峁和 高家堡古城 已成为神木县 开发文化 旅游产业 的资

源富矿
，
提升形 象的金 字招牌

，
促 进文化繁荣的战略 资源

，
推动经 济转型和

城乡统 筹发展的强 大支撑
。

今天 的文 明
，

发轫 于昨天 ； 光辉的未来
，
肇始 于现在 。 《高家堡镇志》

首开全县 编修镇志先河
，

承载镇域 自然
、

经济
、

政 治
、

社会
、

文化 诸方 面情

况
，

记 述 各历 史时期和社会领域的兴 衰起伏
、

沿革变迁
。

回 放 时空
，

描 摹地

域
，
捡拾历 史碎 片

，
反 映发展规 律

，
总结 经验教训

，
延 续文化 血 脉

。
为高家

堡旅游文化 产业 的开发提供基础 资料
，

也 为全县 经 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提供科

学依据和 历 史借鉴
。

记 方之 历 史
，

激千秋 之 爱憎的 《高家堡镇志》
，

必 将

在博物
、

存史
、

育人
、

资政 方 面有所裨益
，

鼓舞人肉 珍惜历 史
、

继往 开来
、

奋发拼搏
，
努力创造更加 灿烂的明天

。

读志
，

使 人 明智 ； 编 志
，

令人 敬佩
。

编纂镇志
，

需要站在历 史 - 现 实的

交点
，
俯瞰过 去

，
承接 未来

，
传承地域文明

，
发掘历 史智慧

，
让 收藏在博物

馆里 的文物
，

陈列在广阔大地 上 的遗产
，

书写在古籍中的文 字都活起 来。
在

我想来
，

编纂镇志
，
把 几 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 史讲清楚

，
有三 大不 易 是

凭借不 多 是建制 多变 三 是资料散佚 。
在此

。

三 不 易
。 中创编新志

，
其

难可知
。 然高家堡籍的 一 些有识 之 士难舍 乡情

，
朱墨灿然

，
笔削斑 斓

，
遂成

此志
，

"

治 天 下 者
，

以 史为鉴 ； 治郡 国者
，

以 志为鉴 。

。 我们 应对 乡镇方志作

为地方性 历 史文献和地情书的重要作用有足 够的认 识
，

实现神本经济转型升

级 宏伟 目标
， 要 解放 思 想

，
开拓创 新 ； 要 实事求是

，
以 史为鉴 ； 要 因地制

宜
， 扬长避短

。 乡镇决策者要 全 方位 认 识 和透彻 研 究镇情 ，
增强决策的科学



高家堡镇志

性
预见性和可行性

，
读志用志是一 条必要的途径 。

愿 く高家堡镇志》在

" 鉴前世之兴衰
，
考当今之得失

，
谋未来之发展

。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

神木县人 民政府县 长 身李往彦

2 0 15 4 5 月



序 三

时光的车轮可以将 切碾为尘土
，

却不能碾尽心底的香尘
、

如果有 份爱无法逃避
，

那么
，

让我爱你之后选择更爱你 !

题记

早在2 0年前
，

编纂 《高家堡镇志》就 已成为我的初 心
。

木 世 界
，

物 风情。 树
、

湾
、

河
，

山
，
穿越流年

，
在光阴的故事里

，
静静地

飘 香
。 我怀着与生俱 来的亲切 与喜欢

，
带着久别重逢的温暖与感动

，
心 循着

记 忆
，

回 到最初的地方
。

我出生在距 高家堡 3 0里 的团团沟村
，

这里 是我儿 时的天 堂。
春天

，
山花

烂漫
，
我和小伙伴们掐榆钱

、
采槐花

、
摘桑葚

，
我们常常爬到老树枝桠上

，

先是美美饱餐 顿
，

然后 再将上 衣外套脱 下
，
把两只袖 口 系

，
结成袋状

，

边摘 边装
，
直到再也装不 下 了才回 家。

夏天
，
树荫遮盖了并不宽阔的河

面
， 我和玩 伴脱得精光

，
避 开烈 日

，
头钻进凉爽的水沟

，
捉鱼捕虾

，
掏泥

鳅逮青蛙
，

蛐蛐
、

知 了
、 蚂蚱

，
全不在话 下 ! 直到夕阳晚照

，
炊烟袅袅，

农

田 里耕作的大人 们也早已回 家烧好 了饭
，
我们才极不情愿地拎着网兜

，
追逐

打闹着赶回 家
。 秋天

，
秋 梨

、 苹果
、 葡萄、

玉 米 、
红薯 、

土豆
，

一 个也落不

下
，

能摘的摘着吃
，

能烤的就用树枝搭 架
，

就地生柴火
，
噼里啪啦

，
香气弥

漫原野
，

吃到心 满意足 ! 冬天
，
我们常常将满树的积雪用力插羌

，
趁路人 不

备
， 来个人 工 降雪

，
雪花漫天纷飞

， 簌簌洒 下
口

滚铁环 ，
打雪仗 、

射弹弓，

捕麻雀
， 找斑鸠

，
放鸽子

， 养兔子
，

让 寂静的冬天
，

洁白的世界，
充满了无

限的生机
。

方山水 方人
，

大山的外面又是怎样的山水 、
怎样的世界呢 ?



高家堡镇志

记 忆里
，

高家堡这个神秘 而 又 神奇的地 方
，

给 了我多少童年的幻想和渴

望 ：如 果能去 一 趟镇上
，

再赶上 一 趟集市
，

那是 种怎样的梦想マ 种怎样

的奖赏マ 那是城里的孩子无 法拥有的想象!

6

记 得那是 个夏 日
，

10 岁的我第 次走出村庄随家人 去镇上赶集
、 天不

亮就 出发 了
，

心 里 涌动着无 比的激情
，

次 次设 想着镇上 的景物
。 翻过了

山
，
越过 了沟

，
跨过 了梁

，
镗过 了河

，
不 知道饥 渴

，
忘记 了炎热

。 茅舍
、 草

桥
、

流 水
、

老树
、

野果
、

山花
，

切都充满 了美好 和新奇，
走到三 里墩湾的

时候
，

切都近 了
、

清晰了
，

十里 八 乡的人
，

东沟的
、

西 山 的
、

北 川的
、 大

路上 的
、

小道上 的
，

无 论是哪个方向赶来的
，
都汇聚在这 里

，
向着同 个方

向而 去
。

田 里 田 外
、

树上树 下
、

河洞 山 头
、
鸡窝牛圈

，
能拿到集市上 的

，
全

都拿出来了 ； 挑担的
、 挎篮的

、 背筐的
，

牵着牛赶 着羊群的
，

抱 着鸡提着蛋

的
，
赶着毛驴驾着马车的

，
形成 了 道独特的风景线

。
通往镇东门 口 的马路

是那么的宽阔
，

马路 两边是清澈的渠水和绿 油 油的麦浪
。

麦田 尽 头就是 东城

门洞 了
，

只 见城 门外早已车水马龙
，
商贾云 集

进入 城 门
，

才是真正 的集市
。

沿 着东街往钟楼方 向
，

交易的大 多是鲜活

的牲 畜和禽
、

蛋
、

肉类 以 及 五 谷 杂粮
。 长长的 条街

，
里 三 层 外三 层 的人

群
，

直挤到店铺
、

小巷和四 合院 里
，

就连通往 四 方的钟楼也 只 留下 了过往

的缝 隙
。

古镇的街道 以 钟楼为轴 心
，

向东南西 北延伸为三 街 巷
。

人 民公 社
、

粮

站
、 邮局在东街 ； 人 民 医院和戏院在北巷 ； 银行

、
供销社

、
小 学

、
电影院在

西街 ； 南街则有理 发店
、

派 出所
、

工 商所
、

铁 业 社
、

木业 社
、

农机公 司
、

书

店
、

百货店
、

照 相馆
、

桂 面铺
、

缝 纫店和 豆 腐坊
。 南街有别 于 东西街和北

巷
，

街道全 由青石 板铺砌
，

家挨 着 家的老店铺 里 绫罗绸缎
、 棉麻 丝 布

、

烟 酒茗荼 、
日用百货 、

麻花月饼
、

糖果点心
，

琳琅满 目
，

应有尽有
。 邻近村

民卖的鲜菜果蔬
，

大 多摆放 在南街 的店铺 台阶前
，

他 们 找好摊 位
，

席地 而

坐
，

整整 齐齐地放 好 筐子
、

篮子
、 担子

，
自觉而 本分地 给 商铺 让 开 出行通

道
，

让 过往 的人 们保持畅通
。 那些凌晨才采摘的瓜 果桃 杏

，
叶子上 还 沾着露

水呢 ! 有经验 的农夫
，

会赶早找熟识 的店铺
，

占上 最好 的位 置
，

还 常会喝上

热心 店主 端来的 碗 热茶
、

瓜 果蔬莱卖完 T
,

不 带回 的秤砣
、

筐担 也 能寄存

着
，

返 回 时还 能买上 称心 如 意的 日用品
。



ゴ

出了南街就是 南门汽车站
， 这里 更是热闹非凡

。 个个防 晒 防雨的临时
棚子

，
卖水果的

、 卖小吃 的
、 看病卖药的 看相算命的

、
说 书杂耍的 代写

字信 的
，

嘈嘈杂杂的吆 喝
，

五 花八 门的行 当
，
各做 各的生意

，
忙而 不 乱

，
杂

而有序 。
车站饭 店更是 生意兴 隆

， 大厨海纳了南北风味
，

远 远就 闻到肉香

7

这座拥有近 6 0 0年历 史的经典古镇开阔了我最初的视野
，

给 了我最早最真

实的励 志
。

后 来
，
我在高家堡 中学读书和教学的时候

，
有了更 多的时间走进

和 了解古城遗址
，

名 山胜 迹
。 中兴 楼

、 十字街
、

四 合 院
，

叠翠山
、

土 王 山
，

兴武山
，

千佛洞
、

万佛洞 和石 峁遗址
，

这 些凝 结着悠 久历 史 灿 烂 文化 的景

物
，

让 我更多地 知 道在这 片土 地上 曾经 历过那么 多的风 雨沧桑
，

出现过 那么

多的杰出英雄人 物
，

演绎过 那 么 多跌 宕起伏 的传奇故 事。
伏案苦读

，
掩卷沉

思
，
远 眺长城

，
近 瞰流水

，
山 色苍茫

，
长风 浩 荡

、

多年来
，
我游历 过 中外很 多名 胜 古迹

，
无 论走到哪 里

，
无 论 感受哪 种

美景
，
都无 法取代深刻在心 底的 \ 片质朴的繁华 ! 小镇的经 历

、
传说和故

事
，

无 不成为我挥之 不 去的最珍贵 、
最纯净

、
最美好 的记 忆

、

2 0世 纪 8 0年代 中期
，
神府煤田 的大 开发贯通 了新的神榆公路

，
古镇失去

了以 往 交通枢纽 的地 位
，

与迅 猛发展的北部工 业 重镇的差距 越来越 大
，

古镇

的儿女
，

个个 家家都远 走高飞
、
客留他 乡。

古镇的容颜 日渐凋零
，

留守

的老人 舍不得放 不 下
，

留下来陪他们度过的是斑 驳 的陈迹
、

悠悠的苍凉和淡

淡的忧伤
。

令人 振奋的是
，

近 几 年古镇厚重的文化魅力逐 渐显露出来。
石 峁遗址 的

考古发现
，

不仅 向世 人 宣告这里 曾有的繁荣辉煌
，

也表明其在华夏文明史
，

甚至在人 类文明史上的意义难以 估量 。
可 以 设 想

，
随着石 峁遗址考古工 作的

深入 推进和对遗址 的保 护与开发
，

历 史悠久
、

人 杰地灵的古镇定会重放异

彩 。

2 0 14年
， 在家乡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鼓励 下

，
我动员和组 织 了几十

位 家乡儿女携手编写镇志
， 得到了县镇党委 、

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

让我倍感

荣幸。 编修人 员用心 血 和汗水撰成近 百 万 字的洋洋巨著
，
真实准确而 又条理

规 范地记 录下 了 日月星辰播洒在这方土地 上 的层层光 \ ，
也 了却 了全镇父老

乡亲的 桩 心 愿
。

从 今以 后
，

高家堡镇的辉煌历 史已有志裁
，
将世代流传

，

惠及 久远
。 我衷心 希望全镇人 能熟悉地 情

，
以 史为鉴 ，

万 众 一 心
，

艰苦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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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开拓进取，
为我们的美好家园续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

繁赞如上文字，
是为序。

政协神木县委员会原主席

镇 志 编 委 会 主 任

T£ b
一 厂わ 幻

2 0 15年5月



夕乙 例

凡 例

、
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
全面系统

、
客观准确地记述高家

堡镇的自然
、
政治

、
经济 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
以达到 " 资治 教化 存

史
。 的目的 、

二
、
坚持实事求是 详今略古的原则

，
重点记述现当代镇情

，
注重突出时代精神

，

反映地方特色 。

三
、
时间断限上 自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

，

月、 部分内容因资料所限
，
难以追本溯源的

，
以现有最早资料开始 į c JĮ 、

四 本志体裁
，
述 记 志 传 表 录 图 照诸体并用 。

全志以篇 章 节

目编排
，
力求思想性

、
资料性和科学性相统 、

五 记述范围
，

以今高家堡镇所属村庄为主 了村庄排序按民政部门确定的顺乎 )

对历史上因行政区划变动而划出地域内的事件
，
只粗略记划出前的有关事宜 。

乔岔滩办

事处现在详细状况未纳人记述范围。

六
、
历史纪年 ，

均用旧纪年
，
括注公元纪年 (同 节内

，
重复出现同 年号 只在

首次出现时括注 )
，
省略

" 公元
。

二 字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律用公元纪年 高

家堡解放后
，
是指 19 4 7年8月6 日以后

，
般简称

" 解放后
。

、

七 朝代名称沿用历史正称 ，
中华民国简称民国

，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可简称
" 新中国成立前

。 。 新中国成立后
。

。

冠以

八
、 古地名

，
般使用历史称谓

，
并加注今名 、

神木县境内的地名
，

高家堡镇人民
县名 高家堡镇境内的地名 ，

不再冠以镇名 、

。 中共高家堡镇委员会
。

九
、 计量用全国通行公制单位 ，

对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 ，
不宜换算的 则照原

L ıc j .
�

1二人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 ，
分别按传略 简介 表录分类记述 侧重本

籍
， 兼收外籍 人物除妇女和少数民族外

，
所有人氏均不注肖别与汉族的族 53ıj，

人物排

列 般以出生时间为序
.
镇 ( IA 公社 ) 主要负责人简介以任职先后为序

卜
、 采用语体 文

、
记述体

，
力求文字简njj 文风朴实 ； 行文依 《地力志 1 作条

例》く地方志书质地规定 》及有关规定 。

下至2 0 14年年底 重大事项延至 2 0 16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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