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史编纂历程

据村史主编贾文栋介绍：“《神山村

史》的编纂起点，可以追溯到 2018 年 11

月。 当时，神山贾氏宗祠理事会开会，会

后，族叔贾新瑞老人与我交谈。 他说，神

山这么大一个村子， 不能没有一部村

史。他激励我挑头修史。我一时兴起，不

知天高地厚，满口答应，遂后就展开了

采访、调查。 一年后，即 2019 年 11 月 3

日，50 余位神山村人与特邀嘉宾共同参

加了在原平南城街道办事处召开的《神

山村史》编写研讨会，就此正式拉开了

《神山村史》编纂的大幕。 4 年来，我们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特殊情况下，先后开

会数十次，采访村民近百人，收集资料

上百件，完成初稿 300 万字，然后几易

其稿。 为了能够编纂出一部真实厚重、

承前启后的村史，组委会和编委会殚精

竭虑、绞尽脑汁。 但我们毕竟是一个民

间组织，存在许多欠缺。 为此，我们受到

了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 最终形成正史上下两卷，附录一卷，

字数 110 余万的煌煌巨著。 ”

“完成这样一部巨著，单靠个人的力

量肯定是不行的。 在这个过程中，组委会

领导和编委会成员发挥了很大作用。 组

委会主任贾秀恒，成竹在胸，总是在关键

时刻出现；武所仁副主任，亲力亲为，始

终陪伴在我们左右； 其他领导和顾问等

成员，有的巨额资助，有的精心策划，为

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 编委成员中刘拾

理老师，‘我喜欢用数字说话’ 的求真其

实态度， 贾高锁老师‘不能放过任何瑕

疵’的严谨作风，贾文星的多才多艺，王

海元、 邢恩田、 贾尚美等编委的不辞劳

苦，加上赵俊耀、彭海双、贾小虎等乡亲

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才使得编纂工

作得以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 ”

“所以说，《神山村史》的顺利出版，

源于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有一

个拼搏进取的创作团队，有一个崇文尚

义的文化之村，有一群充满慈悲的爱心

人士。 ”

“在《神山故事公众号》平台发布了

关于编纂村史的倡议书不久 ， 也就是

2019 年的最后一个月，就先后有贾茂珍、

李海香、贾君智、贾惠霞等 4 人向村史组

委会捐款。 2020 年，尽管新冠疫情开始流

行， 仍然有远在千里之外的神山女儿赵

成香、张香桃以及本地人张秉才、刘耀里

等 4 人开始捐款。 这是编纂村史的第一

年，有的人还在看，还在观望。 但到 2021

年，尽管新冠疫情依然猖獗，捐款和提供

史料的人却络绎不绝。 到今年，更有赵俊

耀先生独当一面。 捐款的人里面，有我的

老师，有我的邻居，而更多的是素昧平生

的村里人。 神山太大，大到我并不认识几

个，但因信任，捐款源源不断。 ”

“这是一种自发的捐款，不由使我

想到神山的历史。 从明朝贾三光为义赴

死，到清末贾大中等公车上书，从抗日

义勇军神山营奔赴战场，到解放之初贾

文林弃美归国， 从贾氏族人义续族谱，

到贾秀恒、赵俊耀等众乡贤为村史慷慨

解囊，无不证明着神山人‘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爱我中华，复兴有我’的责任

担当，无不证明着‘神山文化村’历久不

衰、且不断发扬光大的强大后劲。 这种

奉献精神，也必将随着《神山村史》的出

版，而深入人心，得以发扬光大。 ”

村史发布

2023�年 10�月 29�日，《神山村史》发

布会在原平市图书馆隆重举行。 虽已深

秋，但风和日丽气候宜人，上午 9�点，组

委 会 、 编 委 会 成 员 、 村 民 代 表 、

特 邀 嘉宾、媒体记者 100�余人欢聚在书

香浓郁的图书馆大楼，共同庆祝《神山村

史》 的新书发布。 发布会由组委会领导

彭海双主持。

组委会副主任武锁仁 在 发 布 会

上说：“《神山村史》的编纂成功，是神山

建村以来的第一次，是神山发展历程中

又一座里程碑，是神山人集体智慧的再

一次展现”。

回顾《神山村史》的编纂历程，它的

顺利出版，首先是《神山村史》编委会成

员凝心聚力、不辞劳苦的结果。 四年多

来， 编委会成员在贾文栋主编的带领

下，冲破了新冠疫情的四处围堵，克服

了人员少，资料少，经验少等重重困难，

不计报酬，不图虚名；互为师友，取长补

短；反复调查，精益求精，终于修成正

果。 所以说，如果没有他们夜以继日的

编写，没有他们四处求证的汗水，没有

他们三番五次的修改，《神山村史》就不

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编纂完成，也不可

能有这么高的水平、这么好的质量。

《神山村史》的出版，也是众多乡贤

鼎力相助、慷慨解囊，众多乡亲热情参

与、尽吐所知的结果。 自《神山村史》组

委会发出倡议以来， 全村上下闻风而

动，呈现出一派“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

力”的感人景象。 赵俊耀等众乡贤的无

私奉献， 为村史编纂解除了后顾之忧。

所以说， 如果没有乡亲们做坚强后盾，

就没有《神山村史》这么大的编纂规模，

村史也不可能这么厚重。

《神山村史》的出版，也是神山各村

精诚团结、众志成城的结果。 神山村子

大，分为四个行政村；人口多，有数十个

姓氏交错杂居。 要完成一部各村各姓皆

大欢喜的村史，绝非易事。 好在神山历

来民风淳朴，崇文尚义。 面对分歧，大家

理性分析，求同存异，坚持实事求是。 所

以说， 如果没有各村各姓的团结协作，

就不可能达成《神山村史》的共识，也不

可能达到《神山村史》的体量。

《神山村史》的出版，也是社会各界

人士大力支持的结果。 在编纂《神山村

史》的过程中，不仅有贾宣生、贾政卿、

贾志强、贾高龙等迁居外村、外地的神

山贾氏后裔亲情相助，还有其他特邀顾

问、编辑、校对的友情付出。 在此过程

中，原平市相关政府部门、各文化团体，

也都对我们敞开大门， 伸出援助之手。

所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就

会走很多的弯路，在《神山村史》的功劳

簿里，也应给他们记上一笔。

编纂村史有年限，而历史进程永无

期。 笔者相信，《神山村史》的厚重与真

实，必定能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请让

我们拭目以待吧，神山村的未来，一定

会更加美好！

发布会上，对《神山村史》部分特邀

顾问、编辑和校对者：忻州师院贾志强，

原平李占青、李尚梅、狄森梧、杨立新、

杨晋生、贾宣生、贾政卿、贾培峰、温峰

著、狄齐岭等。 以及原平市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原平时报责编

蔺红、 原平时光读书会会长付小平、老

年文化学会书记张俏午、诗歌学会常务

副会长李引弟 、 崞风文学社主编张千

所、华中书社经理闫俊卿、草根文化园

代表贾淑钰、在神山工作过的外村人代

表辛桂英等进行赠书。

组委会顾问贾优良即兴演唱了他自

己作词作曲的原创歌曲《大神山》，悠扬

顿挫的歌曲， 体现了勤劳朴实的神山人

民借助国家“乡村振兴”春风，利用自己

艰苦朴素、淳朴善良的神山精神，共建美

好家园，共享幸福生活的美好画面，赢得

了现场来宾的阵阵喝彩和掌声。

揭碑仪式

10 月 30 日，《神山村史》纪念碑揭

碑仪式，在神山二村隆重举行。 这是神

山村有史以来的一件大喜事，也是一件

振奋人心的大实事。 《神山村史》 的出

版 ， 标志着神山村有村无史时代的结

束，标志着神山“文化之村”得到了新的

发展和传承，标志着神山村在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中又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神山村史》纪念碑，记载了《神山

村史》编纂的过程，记录了爱心村民慷

慨解囊的义行，必将与村史一道成为神

山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特殊教材。

神山村史碑记

修史者，资镜鉴，知兴替，存记忆，续

根系也。 国史之修，有卷帙浩繁之困；村

史之修，前之未有，文件不存，资料无档，

有寻觅搜检之难。 然《神山村史》历三年

又十一月， 凡两卷八编及附录一卷，自

然、地理、姓氏、政治、军事、文化、教育、

人物、民俗、艺文、传说，无所不包，洋洋

110 万言，迄如愿付梓，列案供览。 其时

焉，撰者释，与者喜，读者惊，观者奇，文

化之乡，名存而实证，煌煌大观矣！

夫神山，一邑之大村也。 居村人口

盛时六千余， 外迁工农商贸并莘莘学

子，盖数万矣。 自洪武记事始，子孙绳

绳 ，崇德尚义 ，崇文重教 ，村人念之践

之，未曾有殆，而有崞邑“神山营”“人口

首村”“文化之乡＂之美誉。 其中诸般思

绪人事，非史作不能记也。

春种秋收。 获此硕果者， 有伏案之

昼，不寐之夜，汗水之勤，心血之虑，主编

贾文栋并十余编撰修校之付出也。 引而

领，呼而从，慷慨解囊，一力保障，贾秀

恒、赵俊耀并三百五十余乡贤，不可或缺

也。 市领导高秀亭， 一众市内外文化学

者，建言献策，励之勉之，诚不可忘也。

史成，志得。 一部村史之成，百代之

始也。 阅史而知得失，参详乎一村，辽阔

乎大同，修其身而谋治平，乃《神山村

史》之根本也。 （贾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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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工程立功业 群策群力篆村史

———山西原平《神山村史》编纂纪实

编者荐语：

厚重大气的《神山村史》浩浩

110

万字，集中展示了山西省原平市

第一文化大村神山村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人文巨著。《神山村史》的

出版面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这不仅在于她以图文并

茂的形态，恢弘清晰的脉络与翔实丰富的内容，全方位、多视角记录反

映了神山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托起了一块文史丰碑，结束了

神山村有村无史的现状。 告诉人们，神山村历史上就是一棵根深叶茂

的文化大树，如今更是崛起一块气象万千的文化高地，而且神山作为

原平市典型大村，其村史的出版，一定会对全市村庄文化历史的挖掘

整理、传承发展，发挥出较大的示范与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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