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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乡村文化、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

它们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体系，维系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

集体记忆。振兴乡村必须保存好、挖掘好乡村文化、农耕文化，修志

则是保存和挖掘乡村文化、农耕文化极为重要的途径。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加强

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支持建设村史馆，修编村史、村志，开展村情教

育。”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是省、市、县三级志书的延伸

和补充，是反映各乡镇（街道）、村庄历史变迁和发展成就，赓续乡

村文化血脉的重要载体。2023年 5月 1日，浙江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浙

江宣传”微信公众号发布《浙江乡村为何爱修志》一文，从编修村志

的意义、编修村志的必要性、如何让村志发挥更大价值 3个方面介绍

了浙江在村志编修方面的经验做法，对我们进一步提升思想认识，充

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做好全省正在开展的乡镇（街道）、村（社

区）志编修及利用，提供了很好借鉴。现全文转载如下，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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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乡村为何爱修志

《习近平浙江足迹》一书中有个细节：2004年 10月 10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浙江省江山市白沙村考察，在老会计

毛兆丰书房里看到了《白沙村志》，他鼓励村民继续努力，“把村

里搬迁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

村镇的每一次变迁，都烙印着时代前进的轨迹。不只是白沙

村，编修地方志一直是浙江的传统。据统计，截至 2022年，嘉兴

乡镇村志覆盖面已达到 80%，宁波、温州、湖州、绍兴等市也已

接近 50%。可以说，村村修志已成为浙江的一大文化现象。

那么，村村修志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一本本

村志又有何价值？

一

何为村志？顾名思义，它就是以某一个行政村或自然村为记

述范围的志书，被称为“一村之全录”“一方之百科全书”。村志虽

小，却“五脏俱全”，囊括“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元素。

就像引起习近平同志注意的《白沙村志》，记载了白沙村村

落变迁的千年历史。地理意义上的村庄几经变迁，因而，白沙村

人选择在纸上重建文脉和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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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看浙江的一些村志，笔者想到三个关键字。

第一个字是“热”。浙江人文渊薮，既重视修志的传统，也多

修志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已掀起三轮方志编修热潮，村

志编修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与生命力。有一组数字可以证明，

浙江村志的编修，20世纪 80年代有 12部，90年代则有 76部，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数字上升到 148部，至 2018年总量已超 700部。

第二个字是“美”。在嘉兴余新的《渔闲小志》中，记载了当

地的十大胜景，我们可摘取一个“莫埭晴烟”来品味一番。书中这

么描写：“错处数家，桑麻桃柳相掩映，晴晖乍展，和以炊烟，缭

白萦青，别有幽趣，觉桃源去人不远耳。”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看浙江乡村，遍是诗

和远方，村志亦如一部部乡村游记，令人遐想无限。

第三个字是“特”。乡村志的编纂在传承和弘扬当地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融入了综合性、标志性的地域文化建设。一村有一村

的特色，不同的特色造就了不同的编纂风格。

例如，丽水市青田县的龙现、邵山两村是著名的华侨之乡。

2023年 3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确定上述两村为浙江

省“双语”村志编修试点，在编纂中文版志书的同时，翻译出版外

语版本，实现“一书双语”，不仅展现青田华侨大气开放、创业天

下的精神品格，更通过村志串联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根魂梦”。

习近平同志在白沙村曾总结了村志编纂的方法，他形象地说：

“农民搜集资料，专家当主编，‘土洋’一结合，村志成书了。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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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的路走得很好嘛！”浙江村志不仅记载历史，

更凝聚着热心文化、热爱乡土的乡民、学者等的多年心血。修志

人锲而不舍，将村民口口相传的故事，将乡村变化，以文化焕新

的方式久久留存。

二

放眼全国，关于修村志，也不乏不同声音。有人觉得，修志

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不是所有的村都有修志的必要性；

也有人认为，部分村落缺乏典型性，没有必要每个村都有志。

那么，浙江乡村为什么爱修志且乐此不疲呢？笔者认为主要

有三个原因：

这是一份农民的自我意识觉醒和乡土文化自信。旧时的村志

绝大多数为私人所撰，可谓有识之士保留乡土历史的个人壮举。众

人写志、众人入志、众人用志，是广大农民自我觉醒的动人表现。

70多年间手写 60余万字的村志，记录一个村的“百个第一”，

是怎样的一份坚持和热爱？诸暨市东和乡姚绍畈村岩畈自然村的

九旬老人章林桥曾说到，让村民口口相传的故事，变成文字永久

保存，就是留住乡村的根与魂。

这是一份回望生命来路和血脉流向的乡愁。在历史的重峦叠

嶂、烟笼雾罩中，村志像一个窗口，让在外游子的心可以与祖籍

地有更加亲近的勾连，感受到一脉相传的气血基因，熏染到故乡

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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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修志人曾说：“一册在手，乡人阅后会泛起眷眷乡恋之情，

外人看了会生一顾之念。其撩人之处，就在于志书呈现出来的赤

橙黄绿青蓝紫的多彩，写的是乡民生活，记的是泼辣辣的风情。”

是啊，那字里行间描绘的乡梓的一草一木，那对一方乡土人

事更迭、今昔流变的记录梳理，那从姓氏渊源、地理环境、气候

变化到百姓民生、族谱家训、文化习俗的整理记载，都让人们能

够回看生命的来路、厘清血脉的流向，也生动诠释出村志独特的

地域文化价值和特色。

这是一次刻不容缓的文化抢救和如榫似卯的记忆接力。在《中

国奇谭》中有一集《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和神仙》，看似平淡

的剧情，实则反映了现实中城镇化和科技发展进程对农村的影响

和冲击，一度引发热议。

数据显示，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中国自然村消失了

90多万个。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故乡的乡愁中渐行渐远，

“留不下的城市”与“回不去的故乡”一起成为了现代人的伤痛。当

现实空间无法收纳当代人的步履，村志就扛起了赓续文化血脉的

重任，为后人寻根留下路径，使中华文化绵长久远。

“对着故乡的山，没有什么话说，故乡的山是可感谢的。”即

使过往千年波澜不惊，但小村志也是大历史的一部分，正是纸页

间的日常琐事、平凡乡亲，才让时代的宏大叙事变得有血有肉、

生动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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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好的村志如果束之高阁，那便只是沉睡的符号。只有让更

多的人来参与，让村志发挥更大价值，才能实现更为长效的“村村

修志”。

村志怎么用起来？在这方面，浙江有着不少新探索、新打法。

近些年，浙江正着力推动地方志工作由传统方志向数字方志、由

重修轻用向修用并重积极转型。

比如说数字化，浙江地方志网站的数字方志馆就有《浙江省

名村志》可供线上阅读；杭州桐庐还创新利用手机小屏开设了“微

村志”，区别于传统志书印刷出版的固定传播方式。桐庐各村还发

出“我们的村史，我们一起写”的倡议，开门修志，让虚拟的村志

凝聚起实实在在的乡情。

再如村史馆，这也是浙江近年来活用村志的创新实践。走进

嘉善县缪家村的村史馆，以大屏幕的数字动态的方式呈现村庄的

发展印迹，一幅幅历史照片尽是奋斗岁月的定格，一件件器具饱

含时代感，而它们，正是《缪家村志》的立体版。综合了声光图

影等各种形式、内容的村史馆，不仅为当地村民和下一代有生力

量提供了重新认识自己家园的新途径，更成为旅游打卡点。

12 卷本《浙江通史》的主编金普森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小

志记载的资料，较之大志来说，更具体、翔实，更亲切、感人，

在教育人、鼓舞人、引导人方面更具激励作用，甚至超越大志。”

习近平同志曾谈及：“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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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

习惯。”习近平同志不仅爱读志、善用志，还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

志。在他看来，“其意义，说通俗一点，就是使我们做一个明白人”。

读史使人明智。“一个人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

未来。”对于村落来说也是如此，村志就是乡村百姓的集体记忆，

正展示出强大而绵长的生命力。



报：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委宣

传部，省委政研室，省委党史研究室，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

省社科院。

发：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地方志编纂中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3年 5月 5日印发

（共印 7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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