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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
资政参阅专刊 第 50期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8月 28日

推进村志编纂 助力文化传承

编者按：2022年 8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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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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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继《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年）》后党和国家再一次将地方志纳入国家战略部署。

2021年 5月 31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印发《四川省乡镇（街

道）、村志编纂工作指导意见》，正式启动全省乡镇（街道）志、村

志编纂。目前，这项工作正有序推进。现将《光明日报》2023年 8月

19日第 11 版刊载的《村志的乡村价值和文化意义》及浙江省社会科

学院主办的“凤起苑”微信公众号刊载的《说说村志那些事儿》2 篇

文章转载如下，希全省各地在推动乡镇（街道）志、村志编纂时能从

中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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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志的乡村价值和文化意义

在地方志大家族里，小而美的村志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

村志是以村为单位，全面记述其自然环境、社会面貌的资料性著

述，是别具特色的记述体裁，生动体现了乡村发展历史和村落文

化内涵。近年来村志编纂呈蓬勃发展趋势，在有些省份，甚至掀

起了“村村修志”的热潮，可谓是新时期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且引

人注目的文化景观。

历史悠久 于今独盛

村志编纂具有悠久历史，学界一般认为正式意义上的村志是

郎遂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编纂的《杏花村志》，这是为安

徽池州境内一个村落编修的志书，被收入《四库全书》。民国时

期，由于战乱频仍、村庄衰败，村志发展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土地改革使乡村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民真正成为

乡村的主人。1958年，在全国范围部署编撰“四史”，一些地区的

村志开始编纂，但这一时期的村志普遍在篇目、内容、表述等方

面存在不规范性和局限性。改革开放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发展促进村志编纂兴起。20 世纪 80 年代，《山城子村志》《常

青村志》《大路村志》等多部村志得以编纂、出版；90年代，村

志编纂持续发展，数量大幅增长，质量跨越提升；21世纪尤其是

新时代以来，村志编纂发展迅猛，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要

求各地地方志工作部门要积极“指导具备条件的乡镇（街道）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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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社区）编修地方志”，并启动“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总之，

村志编纂覆盖面日益扩大，质量、体例日趋成熟，从个体的自发

编纂发展到地方志工作部门领导、学者参与、村民编纂相结合，

乡村文化传承意义愈发明显，村志编纂已成为当今一个显著的文

化现象，体现了广泛的文化自觉。

多重价值 一志全彰

村志虽小，“五脏俱全”。它全面记述了乡村经济、生态、社

会、文化的发展情况，可谓是“乡村价值”全方位、多角度的承载

者、展示者。在经济价值方面，村志对乡村经济发展历程及现状

做了详细记载。如江苏省的多部村志对乡村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

的转型发展及当代经济形态做了重点记述，体现了多样化新产业

新业态发展，例证了“只要农村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农民收入能够

持续增长，我们就不愁发展空间”的论断。在生态价值方面，村志

普遍对自然环境、生态做了翔实记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

一”思想，“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浙江省

江山市《白沙村志》在“天人”篇中，对该村的地形、气候、水源、

河流、动植物进行了记述，从而导出村庄道路不使用水泥建设而

就地取材于河流冲刷形成的鹅卵石铺就，特殊气候环境下的天然

水源及避暑养生胜地，以及迎客松、大枫树和花园式村庄形态的

形成等。描绘了一幅幅“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画

面。在社会价值方面，乡村社会治理是村志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如北京市多部村志对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做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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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记述，总结了乡村“良治”经验；广东省的一些村志中不但精选

了城镇化转型阶段社会治理的典型事例，也留存着传统乡村治理

经验，如广州市《珠村村志》对传统社会中的“联会”和父老乡绅

议事制度的记载，体现了古今之间村域善治的绍继有方。在文化

价值方面，村志可谓重笔书写。翻开每一部村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熠熠生辉，无论是对村落基址、祠堂民居的描绘，还是对民

风习俗、乡情乡韵的记录，抑或是对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的叙述，

都令人产生对村落传统文化的眷恋之情与传承之志。如今，乡村

振兴持续推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村志所蕴含的“乡村价值”

日益彰显，它在促进农村多元化产业发展、优美村落景观形成、

传统农耕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合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

与作用。

留住根脉 启迪将来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

土地里长出来的。”村志就是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文化果实。在社会

急速变迁、乡村大量消失的今天，村志既为我们保留了传统文化

的历史影像，也按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要求，以其丰富的编纂成果和文化内涵展现出深远意义。

其一，助力乡村文化研究。随着时代演进，社会发展，村志

编纂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体例，融裁内涵，提炼特色，量大质优，

积累了大量文献，是记述新时期快速全面协调发展的文本，与村

史馆、文化礼堂等形成一体同构的立体面相。同时，众多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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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村志进行辨章学术，从其传统共性、体例规范、资源开发、价

值意义，以及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研究，显

示出以“学术公器”进行文化传承的深刻内涵。

其二，赋能乡村文化治理。村志是地方政府、地方志部门、

村民、乡贤等地方文化主体的在地编纂，是村庄全体广泛参与的

文化“盛宴”。如《柯桥区村志丛书》“序”所言，村志“最有人气。

这一个村庄、数个聚落，一个姓氏、数户人家，祖祖辈辈，薪火

相传，都清楚明白。因事出本地，原原本本，故人人关心”。与“一

统志”编纂的主要意义在于构建“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省、市、

县志编纂的主要意义在于建立“政治凝聚力”不同，村志编纂，使

得普通人不但得以“躬逢其盛”，且还能在志书中留下名字与事迹，

从而产生亲切的文化认同感。村志记载村民嘉言懿行、善事义举，

形成一个巨大且形象的道德舆论场域。这些对基层文化善治，塑

造乡村振兴主角，加快乡村治理体系形成，作用不可低估。

其三，重塑乡村文化自信。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

村为基础的，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

又为乡村而设”。乡村是中国人世代繁衍生息地、文化生长发展地

及中华民族精神的涵养传承地，村志编纂与中华农耕文化内在贯

通并具当代适用性。近代以来，一些思潮简单地把农耕文化作为

愚昧落后的“前现代文化”的代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此应做

辨析和反思。村志编纂用全新视角重审重估乡村文化价值，在文

本中建构了一个真实具体、生动可感的乡土社会，赋予了涵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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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传统农耕文化、熔铸缔造现代乡村特色文化的意义。

根据冯骥才先生的研究，21世纪的前十年，我国自然村数量

减少了约 90万个。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村志编纂更显得时不

我待。应该更深刻地认识到，村志编纂在实施小康社会建设和乡

村振兴战略、留住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反映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

根本宗旨和内在理路，构建了国家—人民良好互动的宏大文化体

系等方面，其作用、价值及意义不可忽视。当今，方志界和学界

对村志已建立起坚定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村志编纂应抓住机

遇乘势而上，在夯实自身学科根基和文化特质基础上，与其他相

关学科形成良好互动，着力提升编纂水平，体现凝聚乡村文化内

涵和民众集体气质的地方文化，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地方特有记述

体系和话语体系。

（原载《光明日报》2023年 8月 19日第 11版，作者：浙江

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汤敏 吕克军）

说说村志那些事儿

走进国家方志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具有特殊意义的照

片，那是 2004年 10月 10日，习近平同志到浙江省江山市凤林镇

白沙村考察，在该村老会计毛兆丰家里认真阅读第一部《白沙村

志》时留下的珍贵影像。

究竟是什么样的志书，能吸引习近平同志在紧张的调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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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坐下来饶有兴致的读志，并与村民们亲切交谈？又是什么样的

力量，让这个地处浙赣边境的水库移民村，在四十年间三修村志，

忠实记录下一个村庄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沿着“八八战略”指引

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用勤劳、坚实的双手，一天天改变着山

村的面貌？

让我们来回溯这段感人而质朴的过往，说说村志那些事儿。

一、情关万里，志载乡愁

翻开《白沙村志》，会发现白沙村原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

古老村落，唐宋时称举川，位于仙霞山脉廿七都深山区的定村乡。

21世纪初，因修建白水坑水库，白沙村的原住地被水库淹没，整

体搬迁至距原址 40 公里外的凤林镇。2008 年，江山市行政村规

模调整，位于白沙村西面的水碓淤村并入，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白

沙村。

虽几经变迁，但白沙村人的根脉并未因此中断或改变，这不

仅仰赖于村民和方志人的守望与坚持，还源于一位心系百姓的省

委书记希望村民们把下乡脱贫、勤劳致富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

去”的殷切嘱托。

毛兆丰老人依然清晰记得那是白沙村人“告别大山，来到平野

的第二个年头”，也就是 18年前的 10月 10日。秋高气爽的清晨，

刚打扫完院落的老人家正打算如往常般去书房就着几本志书写点

什么，这时村里的书记带着一群客人走进家里，“指着一位健实魁

梧又面带微笑的领头人”介绍到：“这位是省里来的习书记，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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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和毛兆丰亲切握手后，习近平同志对这位农民的书房和书

桌上的志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便坐下来认真阅读起来。

当他了解到《白沙村志》竟是由眼前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的农村会计磨砺十年（1981—1991）收集资料，又由江山县志办

副主任毛东武操刀主编而成时，不仅充分肯定了农民搜集材料、

专家当主编的村志编修方式，还和毛兆丰讨论起与村志相关的问

题来，“你怎么想起撰写《白沙村志》的？”“你讲讲看，修村志有

什么作用？”是啊，为什么要修村志？村志有什么用？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曾谈及：“要马上了解一个地

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

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

是要看地方志，这样做，可以较快地了解到一个地方的山川地貌、

乡情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

的东西。”来浙江后，习近平同志延续了他一贯对修志、用志工作

的重视，无论是政府主持的省市县志，还是百姓自发的乡镇村志，

都是他下基层调研、指导灾后重建、了解民生民情的重要依据。

于此同时，作为传承乡风文明、记录生活变迁、助力乡村振兴的

生动文化载体，村志也是留住乡情、乡愁的一把钥匙，观察民意、

民愿一个窗口。

深入交流后，习近平同志鼓励毛兆丰，“你应该把《白沙村志》

写下去啊。”“你们白沙人做得不错，你还要努力啊，把这些大变

化写进新村志里去。”并再三嘱咐老人“希望你继续努力，发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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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力量，把白沙新村志写出来！”

二、鉴古通今，代有庚续

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浙江历史悠久，文化璀璨，

数千年来编纂收藏的文献典籍丰富，素有“文献之邦”“方志之乡”

的美誉。以地方志记载历史、传承文明是浙江优秀的历史文化传

统。从东汉袁康、吴平共同整理删定《越绝书》开始至民国时期，

浙江纂修的各类方志约在 1500 种左右，“不同时期曾涌现了众多

体例精良、质量上乘、价值独特的志书，在方志学史上具有重要

的地位，对后世方志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比如宋代的“临安三志”、《四明图经》《会稽志》《吴兴志》

《赤城志》，浙江现存唯一的宋代县志《剡录》，全国现存最早

的乡镇志《澉水志》等，无一不享誉志林。迨至明清，不仅存世

有明嘉靖、清康熙、清雍正 3种《浙江通志》，而且进入各府县

普遍修志的全盛时期，甚至于乡镇志和各类专志亦出现体裁多样、

内容丰富的繁盛局面，部分乡镇还数度编修，如嘉兴桐乡的濮院

镇，在明代曾 4修镇志，到了清代则多达 9次。据统计，浙江现

存的乡镇志中，明代 7种，清代 71种，民国 20 种左右；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至 2018年共编修乡镇村志约 700种，数量和质量均

属全国前列。

不过，据学者考证，村志虽在明代已出现雏形，但清康熙二

十四年（1685）安徽池州的《杏花村志》才“是修村志之起端”。

而浙江的村志主要见诸于改革开放以后，1991年 6月出版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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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村志》，是新中国较早公开出版的村志。

2012年 7月，不忘嘱托的白沙村人，没有辜负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殷期望，经过 7年多努力，第二部《白沙村志》由方志出版

社出版。该志承袭了“专家+农民”、以农民为主体的编修模式，仍

由毛东武任主编，毛兆丰任副主编。同时，与第一部村志相比，

新村志在体例上创“五环体”，设 5环 43节；在体量上也达到 91.3

万字，是前志的近 7倍，系统记述白沙村自然环境、经济建设、

政治变革、家庭世系、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史实，生动刻画白沙村

人在忠实践行“八八战略”，脱贫致富奔小康道路上奋力前行的群

体形象。

志因村流传，村因志扬名。2016 年 11 月，作为浙江省第一

个入选首批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的试点村，白沙村人再启志业，

开始第三部《白沙村志》的编修。如何跳出旧志编新志？如何更

好的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凝聚人心，激发村民们爱国爱乡之情？

如何绘就白沙村共同富裕谋新篇、乡村振兴开新局的美好画卷？

诸如此类，既是这部《白沙村志》聚焦解决的问题，也是这部《白

沙村志》彰显蕴含的特色。据了解，该志目前已完成所有编修程

序，上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审核通过。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我们定能一睹新时代《白沙村志》的风采。遗憾的是，虽然

年逾八旬的毛东武老骥伏枥再任主编，但毛兆丰老人却因中风卧

床数年后于 2018年去世，未能等到第三部志书面世。

三、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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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包括村志编纂在

内的地方志工作，出台一系列重要文件。从《全国地方志事业发

展规划纲要（2015 年—2020年）》《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

改革规划纲要》，到 2022年 8月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

无不强调要做好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志书编纂工作，后

者更是明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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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背景下，浙江的村志编修也迈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2022

年 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地

方志事业发展的意见》中提出：“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组织编

纂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鼓励引导经济强镇（街道）、

村（社区）率先开展编纂工作。”并就数字化方面先行先试，“浙

里有志”列入省委改革办 2022年重大改革（重大应用）一本账 S2，

开发“浙里修村志”“浙里修家谱”等应用子场景，迭代升级村志编

修模式。截至目前，嘉兴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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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志编修不仅对

留存乡村记忆、抢救乡村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为展现新

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提供了一个最接地气的文

化平台。

经多年实践，浙江涌现了《白沙村志》《下姜村志》《凤凰

村志》《坂头村志》等一系列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志书，尤其是 2019

年出版的《凤凰村志》。富裕起来的村民在想什么？村庄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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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的？村民生活和个人奋斗史、生命史是怎样的？上述问题都

能在这部村志中找到切实、感人的答案，其秘诀就在于主编莫艳

梅大胆突破传统村志资料匮乏的瓶颈，在编纂过程中开展大规模

的社会课题调查和口述历史活动，获取鲜活的一手资料。这一尝

试，也让每位村民都成为村志的真正供稿人，是对“专家+农民”

编修模式的延伸和发展。

此外，浙江的村志编修还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地开展多形式、多维度的创新实践。比如针对经济、人才等条件

相对困难的山区，文成县推出了“1+X”行政村合志（即联合村志）

的新模式，有效解决了经费、人员和时效的问题；助力美丽乡村

建设和全域旅游开发，桐庐县推出了“微村志”的新做法，以微博、

微信为志稿采写和传播发布的主要平台，在覆盖面、参与度和利

用率方面取得良好成效；结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在行政推动和修志举措方面有力度、有规划、

有巧思，嘉善县、慈溪市、柯桥区等地的村志覆盖面和质量均走

在全省前列。

回首建国后的村志编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的浙江人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第一部被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的村志——《白沙村志》（1991、2012）；第一部女性主编、文

字量超过 200万且可以扫码阅读的村志——《凤凰村志》（2019）；

第一部民资民修、政府审定的村志——《坂头村志》（2018）；

还有即将成为第一部双语村志的《龙现村志》（2022年入选中国



— 13 —

名村志文化工程）。毫无疑问，村志编修为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

奋力推进“两个先行”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志”力支持。

古人云：“人有爱乡心而后有爱国心，不能爱乡而言爱国者，是

谰语也。”让我们从编修村志出发，把拳拳爱国心、眷眷爱乡情写

在祖国母亲的广袤大地上，刻进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里。

（原刊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凤起苑”微信公众号，

作者：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徐鹏）



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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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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