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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三農的人生記錄（代序）


梁洪生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2008年1月，我為《泰和名人》一書寫了一篇

序言，開篇如下：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泰和人的半

子，老泰山在 1950年代還曾擔任過泰和

縣長。 1984年新婚後的蜜月，我就是在

太太老家的「夾皮溝」裏度過的。當

時那裏還沒有電，從縣城坐長途汽車到

中龍鄉把人放下，再往前就是山間小路

了，要走 15里。幽幽靜靜，左徊右轉，

花香鳥鳴，很是新鮮。這一路走下來，

不禁對《桃花源記》裏的描寫有了親臨

其境的體會。在接下來的半個多月裏，

差不多天天在做客：一個在大學工作的

新姑爺來了，在這山裏不是個常見的

事；更何況太太的奶奶娘家也在當地，

藍姓，老親老友多，還頗具傳奇色彩：

她本人參加過土地革命，當過婦女幹

部，當年和蔡暢還有工作聯繫；她的大

哥曾是地方紅軍的一個軍官，後被汚為

「AB團」而錯殺，當地一直有他騎馬打

槍的故事流傳。加上岳父就是從這片山

裏走出去的，後來有了「出息」，鄉親

們自然看得起看得重，我作為晚輩回其

家鄉，自然就享受「餘蔭」了。在此，

我第一次感受了被稱為「客家」的一批

老百姓的真誠款待，第一次吃到了擺滿

桌子的各種油炸果子；第一次在暑天的

黃昏時分，看見田、路之間嫋嫋升起的

地氣，溫溫的，人走過去感到軟軟的，

又似有似無，我後來意識到可能這就是

史書中常常提到的南方「瘴氣」 ——我

離開這片山區的時候，在鼻、唇之間的

「人中」部位，密密地長了一片紅色水

泡，大約就是「瘴氣」在我這個祖籍山

東者身上的反應。也是在此，我第一次

向鄉老詢問地方掌故，和村民肩並肩地

看家譜。因此，如果說我在日後的考察

中能聽得懂「客家話」，如果說我對江

西的閩、廣移民生存環境會有一些自己

的體會，如果說我會關注吉泰盆地及其

周邊山區的文化差異和不同歷史進程等

等，應該說都與這次泰和之行有關係，

或者說就此打下了一個良好基礎。這樣

看來，我的確與泰和的人有緣，與泰和

這片土地有緣，才可能千里來相會。

但在當時我還想不到，兩年後我又有幸為岳

父的個人回憶錄《實踐雜記》作序。也正因此，

我獲得一個先睹為快的機會，細細通讀了全文，

受益良多，也百感交集。因此，我想先把親情擺

開，只把這篇文字看作一個尋常人的思想產品，

再從自己從事江西地方歷史研究的角度，略談個

人的一些讀後感。

古話說：「文如其人」。那麼，如果先就作

者的身份做一基本確定的話，可以說他是從 1940

年代末起，在一片「被解放」的南方鄉土環境中

被承認、被培養、被重用的當地黨員幹部。相對

而言，他在那個時代裏文化程度是不算低的。也

正因此，作者在以後的工作中對地方文化多有留

心，寫的一手好字，在任何崗位上都可以自己寫

工作報告，一直到離休之後，很快又在老年大學

的書法班中脫穎而出，無論字或畫，都多次獲獎

和展示。包括這部 20萬字之多的《實踐雜記》問

世，不啻又一個有力的例證。所以我很想先強調

的一種體會是：儘管作者從小生活在泰和山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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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社區裏，但他只要想「有出息」，就不得不

去學文化；一旦有機會走了出去，就不可避免地

去接觸和融入吉泰盆地那個更大環境的深厚文化

底蘊中。何況從地委黨校學習開始，裏面真正屬

於「客家人」的還是少而又少，與之交往的當地

幹部中，主要還是吉泰盆地土著居民的後裔，那

是一個根基多麼深厚的文化人群啊：至少從兩宋

到明代後期，一直在中國的科舉文化圈裏發出強

音甚至一度執牛耳！所以，我們看看作者寫到他

那被打成「 AB團」而冤殺的小舅舅以及叔叔蔡

文香烈士，都是當過鄉村教師的；我們再看看作

者寫到他初當村小老師的報酬竟是薪俸油 200多

斤，米 25桶，鹽 25斤，食油 40多斤，學生還要

輪流送柴送菜，待遇竟然如此不菲！然而在「當

門抵風」一年後又深感吃力，不得不和學童一起

把設館主教的位置送給深諳鄉村禮數的老先生。

這種由口碑和良知構成的評判機制，是在一個長

期文化積澱基礎上形成的，久而久之就成了大家

公認的「慣例」和規矩，管理著一小塊一小塊彼

此聯繫不多的小社區生活。因此我又想起作者曾

經屢屢提到家鄉的「約會」，在當年是多麼的有

約束力，尤其在如何摘木梓的操作上持戒甚嚴，

人人都要遵守。因此近年來我越來越明確地認識

到並不斷強調一個觀點即：將江西簡單地定義為

「紅土地」是膚淺的，是只看見幾年之內被強力

覆蓋其外的淺淺一層顏色而已，它的深處，是

厚厚的「古色」，這塊土地的本質特徵是「有文

化」。更準確地說，是有深厚的傳統文化（而不

是依託近代城市發展起來的新文化）底蘊。這種

文化最強調最維護的還是「規矩」，是「體制內

運作」而不是「逾矩」。也正因此，這裏成長起

來的人在內心是有所持的，有自己的價值標準。

每當時代發生大的搏擊和思想衝撞之時，他們往

往以「守成」和「執拗」固守心靈陣地，既可

以此自傲、自立，也可藉以排遣對外部世界的不

解和難免的心理壓力。如果從這樣一個角度來觀

察、體會和考量江西的「人」，也許會對近代以

來發生在江西的許多現象，以及外部世界對其正

面的或負面的各種評價，能有更加深層的認識和

解讀。

近年來，我讀了不少的老幹部回憶錄，但像

作者這樣，四十餘年的工作經歷和用心都與一個

「農」字緊密相連的，還真是不多見。從作者的

全部工作崗位和性質來看，大致可分為「鄉」 —

「水」 —「土」三大階段：在參加革命初期，是

在一個縣的一個區裏搞農村工作，後來是在一個

縣域環境中主事，而當時的工作重心無疑是緊抓

農業生產，所以他才可以那樣如數家珍地記錄一

個農民一年所要做的多道程序的農活，僅如收集

和施加各種農家肥為例，今人最難想像的恐怕要

數換老壁土肥田和種紅花、肥田蘿蔔了，且會不

由自主地想到很多農活似乎在今天的鄉村已經成

為歷史，現在的「農民」種田既減輕了不少勞動

強度，但在另外一個層面上說也變得更草率、更

粗放、更躲懶了，以至於因為化肥和農藥的無限

制使用，而使得土壤板結成為一個難以抑制的惡

性趨勢。當我們瞭解了 50年代基層幹部的主要工

作內容後，才會使人體會到原來這個新建的人民

共和國從開始就在糧食緊缺的狀態下走過來的，

而且越來越緊缺，以至於後來相當一批省份不得

不面臨一個「大饑荒」問題。所以那個時期幾乎

是舉國抓農業，以至於曾是一個縣的主要領導人

的作者，會產生 50年代抓農業有「如履薄冰」的

感受。即使是帶有向工業化轉變追求的「全民大

煉鋼鐵」，其實也是以農村和農民為基本舞臺和

主力軍而展開的，所以才會有「土高爐」、「結

牛牯」這些極具中國特色的奇異現象發生。在這

幾年，作者身為一縣之長，歷練和經驗是綜合性

的，也為其日後向依然與「農」密切相連的兩次

工作重心的轉換打下基礎。那就是先轉到水利戰

線，也是先「土法」建水庫，管水庫，到萬安、

江口、羅灣以及一批「病險水庫」，這也是作者

少壯時期最有作為也最具發展空間的 10年，只要

看其工作內容和曾經直接面見的那些國家部委首

長的故事，就可知一斑了。因為他是身負「建

設」之責，堂堂正正地受命赴京聯繫工作。可惜

的是，這個歷程被那場蕩滌整個中國大地的「文

革」無情打斷，然後是一個十幾年的磨難期，但

即使如此，作者的雙腳還是站在大地上，始終都

在和「水」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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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一次的工作重心轉換，是從 1984年開

始，作者迎來最後一個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輝煌時

期，只是從「蓄水」和「用水」轉到「保土」和

「植被」。而且在那個時期，他們的一些觀念還

是超前的，不少作為都有開創性，如結合江西實

際情況，從大搞工程措施，滿山挖魚鱗坑轉到大

搞植被建設，灌草先行，注重經濟效益和生態效

益等等。因為此時國門已經打開，開始知道自己

和外面的那個世界差距有多大，逐漸意識到國人

自詡了多年的「地大物博」離現實愈來愈遠，人

們開始反思前幾十年的各種建設和為這個「熱」

那個「熱」付出了多少沉重代價，以及是否要考

慮子孫後代還怎麼生活，如何「可持續」而不是

一嗡而上地再搞掠奪性開發。還有一點不能忽略

的是：這個「土」這個「草」在城裏人眼裏往往

是感受不到的，而缺了「土」沒了「草」的最直

接惡果，也主要讓城市以外的廣大鄉村蒙難。所

以水土保持的基本物件和關注空間，實際上還是

「鄉下人」和農村。因此應該說，作者的畢生工

作皆在「農」字上做文章，且做足文章。他的經

歷是豐富和轟轟烈烈的，他所作出的貢獻無愧於

那方鄉土和一個農家子弟的良知。也正因此，作

者在引言中直白地說明留下這些文字的主要目

的，是想告訴後人尤其是城市人要關心農業，尊

重農民，注意搞好農村工作；如果不把「三農」

問題處理好，就是忘本，就很危險；並盼望進一

步保護農田，確保糧食安全和農村穩定。關注農

村的前景，農民的未來走向與生存品質，無疑是

全書的重心和貫穿始終的主線。

由此，我又聯想到前任省委書記到任後不

久，曾對江西的幹部做過一個基本評價：「說農

業，老半天；說工業，一袋煙；說經濟，不沾

邊」　　此話堪稱灼見，一語中的。但我們或許

還可以追問一下，那就是江西的幹部為什麼會是

這樣一種狀態呢？大家還不妨回憶一下：在近幾

十年來的大一統政治格局和計劃經濟體制下，中

央什麼時候讓江西不以種糧食為主業呢？江西什

麼時候不是國家最為倚重的「糧倉」之一呢？儘

管80年代以來「賣糧難」一次次成為江西人的難

大搞工業建設呢？再往前想想：哪個中國人可以

忘記 50年代末期是從江西調出的巨量大米才緩解

了京城和滬上的糧食危機呢？相比而言，江西不

是那場「大饑荒」中人口自然減員最少的省份之

一嗎？這些年來我在許多縣份都聽到當年的外

省移民說同樣一句話：「遷到江西至少餓不死

了」！我這個年齡段的人還清晰地記得，當年南

昌街面上不少乞討者幾乎全都來自黃淮大地，包

括開口就知道是我「老家人」的那些婦孺，那可

是當年用奶水餵過解放軍傷患的老百姓啊！卻在

和平年景因為人禍天災流落到江西討生活。應該

說，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連貫發展且有內在邏輯

的歷史過程，有一大批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做實

事並變成內行的各級領導，所以江西的幹部們才

諳熟於農業而無力也無暇及無需他顧，以至於臨

近世紀之交時，因為整個外部世界大變，種糧的

比價成本越來越高，並越來越不利於農民和種糧

大省，城市與農村兩大板塊之間出現越來越大的

斷裂時，只懂農業才日益成為不合時宜的一塊

「短板」。但人不能提拉著自己的耳朵飛離地

面，我們不應拋開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時代制約，

去苛求甚至否定上一代人的作為和辛勤耕耘。所

以，如果還有人想真切瞭解這片國土上前幾十年

是怎樣用盡氣力大搞農業的，那就請看看這本

《實踐雜記》吧。

在此，我還可補充一個相關的新材料：今

年春節那天，我與一個姻親的全家聚餐。其父 

1950年代在撫州地區的一個縣委任副書記，他清

晰地回憶到： 1958年在南昌市「江西飯店」參加

全省農村工作會議，晚上招待全體代表看電影。

在放映正片之前，先安排了一部介紹計劃生育的

宣教片。不料剛放映不久，坐在前排的省長邵世

平就站起身來，大聲制止說：「不要放了！江西

不搞計劃生育，江西是老區，人口不是多而是不

夠。」於是這部片子就不了了之了。我深知這位

老幹部絕無指責或貶低老省長的用意，只是回憶

一段真實的往事而已。但我作為聽者，由此聯想

到在當時反對計劃生育的恐怕絕非邵一人，而是

還有一批從農村走出來的幹部。由此還可引人思

言苦痛，國家又何曾要過江西放棄水稻生產轉而 考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當時已經感受到人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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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恐怕主要在大城市，也許馬寅初先生更代表

了這個空間的人群思想和利益；而在廣大農村

（尤其是中、西部生產力還很低下的農村），則

有其自身的利益要求　　從政府層面看，這時急

切地向農村要一切的產品和資源（糧、油、棉、

菜、麻等，以及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不僅

必須確保這些地區有足夠的勞動人手，而且也只

有沿用傳統的、一家一戶的（兒孫）養老機制，

去確保農村社會的安定。

每個人的歷史中都有獨特的「故事」，《實

踐雜記》也是一樣。作為一個讀者，我尤感興趣

的是其中許多自己過去不知道或不可想像的，覺

得最有「存史」價值的那些內容。譬如說，作者

回憶周溪村民過去會請「 sang公」到家裏為孩子

「跳sang」，掛的三幅神仙畫像分別是陳氏、林氏

及李氏三位奶娘，使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在泰和山

區也存在臨水夫人（又稱「大奶夫人」）崇拜，

而學界一般認為這一信仰起源於閩西地區，是福

建民眾崇祀的一個重要女神，祭拜臨水夫人的廟

宇多在村落的水口邊，與社公社婆祭祀結合在一

起。臨水夫人也是道教閭山派的重要女神，以能

護佑生育聞名，所以過去多被視為婦女兒童的保

護神，看來在周溪村也是如此，而且我猜想做祭

祀的「sang公」也許是「社公」。又如文中提到過

去鄉民一般請不起醫生看不起病，所以書後面羅

列了一些當時常見的中草藥　　就是這些不花什

麼錢的方子，使那些體質還不十分羸弱的農村人

能存活下來，長大成人，所以它們是很重要的。

而這些中草藥沒能救活的，就是過去每戶都難以

避免的「夭」、「殤」之人了。這種多生多死的

人口淘汰機制，與我們今天的醫療保健和優生優

育機制大相徑庭，更遑論「計劃生育」了。所

以，不講明過去的那些生活環境和生存條件，今

天的年輕人是怎樣也想像不到和搞不懂的。

通過作者的詳細記述，我還具體而微地看

到了在一個村莊裏，人們是如何按照《土改法》

「搞土改」的，如何面對面又要艱苦地「發動

群眾」，才知道「吃派飯」是以先劃分階級陣線

為前提的，並由此而界定了「我」、「友」、

一步步以外來的「主義」和「階級」理論在農村

重建價值觀，重新確定財產關係和人際關係，並

由此而決定了不同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其

他的史實還如那個叫劉政群的國民黨軍法處處

長，如何因為陳毅來信力保而得以不死；又如黨

的高幹康克清的家庭成分劃分問題，是怎樣一次

次被「糾正」的；再如劉瀾濤部長當年批給了江

西10輛解放牌汽車，卻為何最終未能兌現；以及 

50年代為了防備臺灣「反攻大陸」，地方政府如

何專門派員去崇山峻嶺中一一排查可供「美蔣特

務」藏身的大小溶洞等等，這些就頗帶「秘史」

味道了，在我們大學的教科書中是看不見的，非

有親身經歷者說不出來。我還相信，讀者會在知

曉這些事情本身之外，還可以咀嚼出其他的一些

味道來。

我還想特別提到自己尤感興趣的一章，就是

「全民大煉鋼鐵」，主體部份 4,700餘字。作者是

以指揮者和勞動者的雙重身份，見證了這場橫貫

中國大地，至今非議甚多的一場「革命」。具體

地描述了如何「得令」，如何發動，如何組織，

怎樣臨陣磨槍，上哪兒去現場取經，實施過程中

遇到哪些問題，如何鼓動士氣，最後的實際效果

如何，以及在今天看來應該怎樣給出一個基本評

價等等，都是非常詳實和完整的，我相信即使是

許多的領導幹部，都未必有過這種程度的經歷

和見聞。如果作者有心把這一部份單行發表，以

《我親身參與的泰和全民大煉鋼鐵》為題，相信

一定是非常寶貴的中國現代史史料。其中特別精

彩的一筆，就是當那場如火如荼的群眾煉鋼運動

真的見到了一些「鐵」的時候，首都鋼鐵學院 15

名女學生來到泰和縣「參加」大煉鋼鐵。於是彼

此對對方的希冀和感受，就出現了戲劇化的場面

和效果。作者白描式地寫到：

　　開始我們大家很高興，以為她們從

鋼鐵學院來的，一定有比較豐富的煉鐵

知識，對蛇井煉鐵一定幫助很大。但出

人預料的是，她們到工地看到全是黃泥

建築的土爐子，用人工拉風箱，人山人

「敵」，繼而再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步驟和措施， 海燒木炭，滿山遍野揀礦石，感到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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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奇和陌生。她們說：我們學的是洋高

爐，搞機械化生產；你們是土爐，手工

操作，完全是兩回事，我們連看都沒有

看過，需要從頭學起。

於是，她們主動要求「到群眾中去」學習

和勞動　　其實在當時的各個大學和政治中心，

這才是要許多大學生「下來」的真正目的，就

是要他們感受到「群眾運動」的偉大熱情和創造

性。所以在回北京前的那個座談會上，她們談到

的收穫是「一次實踐鍛煉，不僅知道了大煉鋼鐵

的全過程，而且瞭解到廣大群眾熱愛黨、熱愛毛

主席，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可貴，

對自己是一次向群眾學習的好機會」　　相信她

們也知道煉出來的全是「白口鐵」，只能製作犁

頭、鍋壁和煮飯鍋，但這在「土法」冶煉的技術

層面上說，恐怕也是到了極致，也是不可否認的

事實。但這些在當時並不重要甚至很不重要，最

重要的是「思想」的改變：在這樣人山人海的

「實踐」前面，她們能不震驚嗎？能不信服嗎？

她們其實已經被淹沒了，甚至可能已經在進行自

我否定了，要知道就是在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屆二

中全會上，黨的主席毛澤東剛剛做了「卑賤者最

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批示，並作為大會文件

發給全體代表學習。我甚至猜想，這批北鋼女大

學生的到來，很可能就是這個批示的直接產物。

若以她們當年 20歲計，至今不過 75歲上下，不算

高齡，假設某人有某種機會，按圖索驥地找到她

們，讓她們回憶並寫下題為《我當年到江西泰和

縣參加的大煉鋼鐵運動》的文字，我相信一定非

常非常地有意思，有意義，一定可以和本書的相

關記載相互補充，相映生輝，或是顯現出不同的

心境、感觸和反思來。

我在通讀過程中作了文字檢校，對部份重複

或累贅之處做了刪減。但對作者隨手使用的客家

口語和當地百姓的習慣性表述，如「前次革命」

（土地革命）、「打肩擔」（挑擔子）、「操

田」（耕田）、「牛皮糖」（紅薯脯）、「蝦蟲

包」（油炸小蝦子）、「廟下」（小村廟）、

「破塅而過」（公路從耕地中通過）、「長仚

（xian）」（狹長的小盆地）及「橫排路」（到達

一定海拔高度的山間土路）等等，則全部保留，

以尊重其地方特色和區域生活原貌。尤其是「橫

排路」一詞躍然紙上，令我聯想起在江西南部和

周邊山區那些被稱為或自稱為「客家人」的鄉民

口裏，也頻頻出現這個用詞，並引發我對其地理

環境及其對當地民眾生產生活的規範和制約產生

更多的興趣和探討。這些年來，我又多次伴隨妻

子及其家人重返周溪村，與那裏的一些村民成了

朋友，也目睹和體會了諸如高速公路這種現代化

產物如何在給村民帶來很大便利的同時，也深深

劃傷了那裏的蔥郁、幽深和空靈。這片與我結有

深深緣分的鄉土，將繼續成為我理解江西移民和

土著的歷史及其現實生活的試驗田和實習基地。

我還會常去吉泰盆地考察的。那裏的同仁如

果再招待我吃烏骨雞，我會隨口提到 1955年時這

個雞種差點滅絕的事件，就是在武山汪陂村也僅

存十幾隻。他們可能不信，我就請他們看《實踐

雜記》。 

2010年3月24日

定稿於江西師大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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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大煉鋼鐵


蔡明亮

江西省水土保持工作辦公室離休幹部

1958年5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

次會議上，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

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全國掀起了貫徹

總路線的高潮。這是開始大躍進的一年，中央提

出反對右傾保守，加快建設步伐，趕上美國，超

過英國，農業上江南糧產要超千斤，工業上年底

鋼產量達到7,000萬噸的奮鬥目標。

舉國上下積極回應，各條戰線，開展各種勞

動競賽運動，互相檢查評比，插紅旗，拔黑旗，

一個你追我趕、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高潮，在全國

迅速開展起來。農村很快實現了人民公社化、組

織軍事化、勞動一體化及吃飯食堂化。生產、生

活實行「五統一」，即統一出工、統一休息、統

一收工、統一吃飯、統一評工記分。廣大勞動群

眾夜以繼日，在田野、在工地戰鬥，到處歌聲嘹

亮，紅旗飄飄，一個史無前例的生產大運動在全

國各地蓬勃興起。

我當時分管（泰和縣）禾市片（兩個區），

蹲點在禾市區豐壟大隊。那是一個水利灌溉比較

好、人均耕地比較多及糧食畝產比較高的大隊。

為實現畝產超千斤，我們發動群眾，採取

廣積肥料，改造低產田，挑選優良品種，適當密

植，挖溝排水幾項主要措施，早稻長勢比任何一

年都好，預計畝產千斤是可能的。正在早稻勾頭

的時候，省裏傳出鄱陽縣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

糧的消息，說組織參觀評比時，稻子上面放個雞

蛋都落不下去，禾杆上儘是穀子，還有的地方傳

出畝產紅薯二十多萬斤的消息，那是怎麼種的

呢？他們說是在地裏挖條大壕溝，壕溝裏堆滿了

豬、牛欄糞，薯苗插在上面，再覆蓋泥土，一個

紅薯長幾十斤，甚至上百斤。當時，我們聽到這

個消息簡直不敢相信，無法理解。

來歷，是稻子快要收割時，將幾畝田的稻子一株

株移到一畝田上去，一株靠一株，拼起來，不留

空隙，這樣造出來的。於是，我們那裏也有人提

議想搞點試驗，我堅決反對。我說：這樣搞是勞

民傷財，得不償失，騙人騙己的錯誤做法。我簡

單的計算了一下，假設一畝產 50,000斤，每平方

米要產 80多斤穀子，一畝產 10萬斤，每平方米要

產160斤，簡直是天方夜譚，不可能的。後來，人

們頭腦清醒過來以後，批判這是一些幹部好大喜

功、好出風頭、脫離群眾及脫離實際生產的浮誇

風。這種不正之風雖然不久得到批判，但未徹底

根除，危害深遠啊！從這裏我們可以也得出一個

教訓，任何時候對任何問題，我們應通過自己的

腦子好好想想，分析分析，研究研究，算算賬，

決不能人云亦云，跟在別人背後盲從瞎起哄。

早稻快要收割時，中央下達了大煉鋼鐵的指

示。有一天，晚上 8時正，縣委侯書記召開一次電

話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縣常委、縣委委員、各區鄉

長及黨委書記，我是在豐壟點上參加會議的。侯書

記在電話上說：中央要求全民動員大煉鋼鐵，而且

要立即行動。為促使這一舉措迅速落實，侯書記還

在電話會議上宣佈拔白旗，當場撤掉了沿溪鄉黨委

劉書記、潘塘鄉黨委王書記的職務，殺一儆百，給

大家先來個下馬威。當時，我對這個宣佈是有保留

意見的，因它沒有經過縣常委討論決定，而是縣委

書記個人的意見。但為了維護黨的團結，維護書記

的威信，我也沒有提出異議。

說心裏話，我對大煉鋼鐵是不懂的，一竅

不通。怎樣搞？心中一點數都沒有。只好按照縣

委書記的佈署，在電話會議結束後接著召開了禾

市片（禾市區、三都區）區、鄉黨委書記電話會

議。具體分配了各鄉上山大煉鋼鐵的勞動力，要

後來，我們打聽到畝產幾萬斤或十幾萬斤的 求實行軍事化管理，以鄉為單位，組織一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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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黨委書記、鄉長分別任教導員、營長；區委

書記、區長分別任團政委、團長；一個大隊一個

連，大隊書記任指導員，大隊長任連長，我自封

為師長。一個大煉鋼鐵的師團，就這樣成立了起

來。在電話上更確定了把大煉鋼鐵的地點放在禾

市鄉蛇井，及把各區、鄉勞動力的具體住地作了

安排，並要求立即行動。

當天晚上，區、鄉、大隊幹部和群眾幾乎都

沒有睡覺，經各鄉具體佈署後，幹部分頭連夜敲

門，動員群眾上山，從通知準備到上山不到五個

小時，全片兩個區、 10個鄉動員組織八千多勞動

力，帶著鋪蓋和食糧，點著火把，於晚上 3時連夜

趕到了禾市鄉的蛇井工地。只見到處燈火通明，

人山人海。找對地方後就鏟草整地，砍樹搭建臨

時工棚，解決住處。同時，我和區、鄉幹部在工

地臨時碰了個頭，大家商議這次鋼鐵怎麼煉法？

多數同志心中沒有底，也不知怎麼煉。好在有些

同志過去在永新拿山及蓮花縣看過煉鋼鐵，他們

介紹說︰先用黃泥築個高爐子，然後一層木炭一

層鐵礦石放到爐裏，加些石英石和生鐵到爐內，

點上火，再用風箱在外鼓風，使爐溫升高到 1,200

度以上，使礦石溶化為鐵水，流出爐外，冷卻後

成鐵。但爐子具體多高多大，爐膛怎麼做，風箱

規格等等就不太清楚了。因此當即決定各鄉派兩

名幹部和幾個青年，由區領導帶隊，連夜趕赴永

新拿山學習取經。在家的區、鄉幹部，分別在工

地上選擇地方建爐，帶領群眾平整建爐地基。

因蛇井和永新拿山很近，當夜趕到，第二

天學習一天，第三天參觀學習的人員就全部回到

蛇井工地，帶回了築爐草圖，也瞭解到風箱的規

格︰用一棵完整的樟樹挖成，鼓風活塞用公雞尾

毛製成的，而爐膛則用耐火磚砌成。於是，各

鄉把泥工、木工挑選出來。開始按圖紙建築土爐

子，砍樟樹挖風箱，回家殺雞拔雞尾毛。不到三

天的時間，蛇井工地築起了 38個土爐子。根據學

習經驗，我們的爐子大部分選建在山坡上，個別

建在旱田裏。

第二階段是開始煉鐵。土爐子、風箱準備

就緒後，我們又召開了一次排長以上的戰地幹部

組建成一個師，成立五個團，以團為一個戰鬥單

位，分工為：

一個團負責挖礦石、揀礦石、碎礦石及送礦

石，保證爐前礦石供應；

一個團負責後勤，做飯送飯燒開水，採購物

資，保證按時開飯；

一個是技術團，組織泥工、木工、鐵匠及篾

工，分別負責生產的工具如土箕、鋤頭、刀斧，

以及爐子、風箱等維修；

一個團負責裝爐子、拉風箱、出爐渣、打絞

棍及出鐵水；

一個團負責燒木炭，把木炭送到爐前。

不過，根據團的任務大小，分配的人數有

多有少。各團根據自己的任務再分配到營、連、

排、班甚至個人，再具體定包到爐子。制訂出各

種制度，提出具體要求。師、團、營、連、排及

班各造一面大紅旗，互相開展流動紅旗競賽。定

期評比檢查，對於進度快、品質好及完成任務好

的單位和個人，分別由上一級授予紅旗單位，並

敲鑼打鼓把紅旗送到單位掛起來，予以鼓勵。下

次別的單位評上了，又把這面紅旗摘下來轉送到

別的單位去，這就是「流動紅旗」。

由於組織嚴密，制度健全，目標明確，任務

具體，人人有事做，個個有責任，心往一處想，

勁往一處使，很快在蛇井工地掀起了一個轟轟烈

烈的群眾大煉鋼鐵高潮。

進山第六天，豐壟大隊煉鐵爐子第一個出鐵

了。這個爐子是我抓的重點，我自進入蛇井後除

對整個工地佈署外，就是以豐壟大隊為重點，從

整地建爐開始就和群眾一起，參加了煉鐵的全過

程。這個爐子從出第一爐鐵水起，出鐵一直比較

正常，連續廿多天沒有「結牛牯」，日產白口鐵

兩噸多，評為全縣紅旗爐。何謂「結牛牯」？就

是爐內礦石燒成玻璃硫一樣，結在爐膛裏，用絞

棍絞都很難絞出來，甚至有的影響到爐子報廢，

這是當時煉鐵的一個最大難題。但其他爐子都不

太正常，有的幾天壞一次，有的一天壞幾次，主

要都是爐內「結牛牯」，影響出鐵。為總結經

驗，我們在豐壟爐前開了一個現場會，總結出經

大會，對所有人員進行重新分工。全部八千多人 驗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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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豐壟爐子地勢比較高，建在山坡上，地勢

乾燥，除濕性能好； 

2、鼓風正常：豐壟爐子由支書、主任及民兵

連長三班輪流，一天 24小時鼓風不停，爐

膛內溫度比較高； 

3、礦石比較純，從山上揀送來的礦石在爐前

再進行一次精選，把含鐵量比較高、品質

比較好的留下裝爐，雜質大為減少。

通過這次經驗交流後，大家回去也對礦石進

行精選，實行三班輪流拉風箱，有些爐子就比較

正常了。儘管還有些爐子出鐵不正常，但就當時

全縣四個煉鐵基地比較，蛇井工地總出鐵率還是

比較高的。 10月1日向國慶日獻禮放衛星時，蛇井

煉鐵基地得到地、縣表揚。

鐵，確實煉出來了，不過煉的不是灰口鐵而

全是白口鐵，只能製犁頭、鍋壁和煮飯鍋，不能

用於其他方面。

大概在 8月中旬，首都鋼鐵學院女學生一行 

15人來到泰和縣參加大煉鋼鐵。因為蛇井生產基

地比較正常，出鐵率比較高，於是她們全部被介

紹到蛇井工地。開始時，我們大家很高興，以為

她們從鋼鐵學院來的，一定有比較豐富的煉鐵

知識，對蛇井煉鐵一定幫助很大。但出人預料的

是，她們到工地看到全是黃泥建築的土爐子，用

人工拉風箱，人山人海燒木炭，滿山遍野揀礦

石，感到很是驚奇和陌生。她們說：我們學的是

洋高爐，搞機械化生產；你們是土爐，手工操

作，完全是兩回事，我們連看都沒有看過，需要

從頭學起。於是她們主動要求到群眾中去學習，

有的分配到木炭連學燒木炭，有的分配到礦石連

學習鑒別礦石，有的分配到爐前和群眾一道裝爐

子、打絞棍。晚上她們集中住在一棟祠堂裏，互

相交流白天參加勞動的體會。為了幫助她們，我

們專為她們配了兩個女同志，和她們住在一起關

照她們的生活。大約半個多月後，她們離開蛇井

回北京。離開前我們開了個座談會，她們說：這

次下來是一次實踐鍛煉，不僅知道了大煉鋼鐵的

全個過程，而且瞭解到廣大群眾熱愛黨，熱愛毛

主席，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可貴，

感到她們的謙虛態度和吃苦精神，也給我們留下

了非常好的印象。

這場大躍進大煉鋼鐵運動確實教育了人，鍛

煉了人，在中國革命歷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不

可磨滅的烙印。大家一談到大躍進及大煉鋼鐵，

就心有餘悸，覺得是一場大災難，我倒覺得有利

有弊，不過弊大利小而已。

首先，廣大幹部群眾響應黨的號召，聽毛

主席的話，指向哪裏就打向哪裏，迎難而上，心

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戰天鬥地，毫無怨言。

群眾那種高度組織性、紀律性及積極性是非常可

貴的。實事求是地講，這一年的農業生產確實搞

得不錯，本來是個豐收年，煉鋼鐵前期也確實煉

出了有用的白口鐵。但主要問題是浪費大，這樣

千軍萬馬轟轟烈烈上山煉鋼鐵，費了九牛二虎之

力，沒有煉出多少好鐵，就蛇井工地而言，算是

比較好的，也不過煉出了幾十噸用途不大的白口

鐵。而本來那年農業生產形勢不錯，糧、油和經

濟作物都是個豐收年，但由於主要勞力調去煉鋼

鐵了，留在家裏的儘是老弱殘疾和小孩，加上吃

大鍋飯，整體都沒有收穫好。後來發現有些禾稻

沒有收割，有些割了留在田裏沒有脫粒，結果都

爛在田裏；有的地方種的花生沒有精細挖檢，採

取放水浸田，用牛犁後用耙耙，收多少算多少，

後來滿地長出花生苗來；還有的山區茶籽也沒有

收好，只選擇好的摘了些，多數無人過問，掉在

地上無人去撿，有的摘下來仍一堆堆放在山上，

沒有挑回來，不知浪費了多少。特別是有的地方

後來由煉鐵發展到悶鐵，利用磚瓦窯，一層礦

石一層柴的點火燒悶，結果變成了一窯「結牛

牯」，用炸藥去炸才炸開。

其次，浮誇風興起。本來中國人有傳統美

德　　勤勞、勇敢、誠信、樸實，但 1958年「大

躍進」開始，一些幹部好大喜功，鑽大躍進的

空子，欺上瞞下，信口開河，造出畝產 10萬斤糧

食， 2 0萬斤紅薯的大謊言，還提出「人有多大

膽，地有多高產」，越吹越大。問題更為嚴重的

是有些領導昏昏然，不加調查，不加制止，以訛

傳訛，互相鼓吹，有的甚至還得到提拔重用。結

對自己是一次向群眾學習的好機會。同時，我們 果，助長浮誇風越刮越大，越刮越猛。有的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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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壞作風帶到了其他工作崗位，至今仍未能徹底

肅清，如急功近利、形式主義、形象工程、弄虛

作假、脫離實際及脫離群眾等等，其危害之大是

難以估量的。

第三，破壞生態環境。這樣千軍萬馬走到

一起，為了出鐵，不顧一切，鏟草砍樹，信地為

營，植物被一掃而光，留下光禿禿的山頭荒野，

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特別是燒木炭，僅以蛇井

為例，為了燒木炭，每天上山砍雜木的就有六百

活動消息

多人，砍下的樹木無數；挖風箱砍樟樹的破壞更

大，一個風箱砍一株，第一次就砍下近 40株，每

株直徑都在 80公分以上，蛇井附近所有樟樹全部

被砍光了，這些樟樹長起來起碼要 30年到 40年。

同時，砍樹還要踐踏、折斷一批其他小樹，真是

很可惜。

（按：該文為作者蔡明亮所撰回憶錄《實踐雜

記》的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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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水上生活


邱曉鋒

江西師範大學地理學院

父親年輕的時候就離開家，出外奔波，到過

山裏鉤松油、背木頭、修過路，還做過泥水活。

最終安定下來的地方，是在船上。父親從此走上

一條與家裏靠土地吃飯的兄弟姐妹截然不同的

路。

桂東昭平縣的馬江鎮，是桂江和富群江的交

匯處。 20世紀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受廣東經濟

發展的影響，周邊地區的木頭，大都依靠便利的

水運條件運往廣東。馬江的水運行業因此而興盛

了一段時期。

大概是 1991年的時候，父親所在的船隊因為

一系列的問題解散了，於是他決定乾脆跳出來，

自己單幹。父親買了一條船隊中比較舊的木船，

以它作為主體，加寬加長，開始大修。當時還是

小屁孩的我，每天一定要幹的活就是拿著盛好飯

菜的飯盒，從浮橋跑到對岸給父親送去。父親的

木工手藝很好，船身上大大小小的部件，只要是

木頭的，大都是父親自己動手或是和幾個請來幫

手的叔叔做的。船在幾個月後完工，變成了一條

長約 50米，寬 5米，最大載重大概五十多噸的船，

這在當時的馬江來說，也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大

船了。我父親不喜張揚，但私下裏對著我們兩兄

弟的時候，常常說起這事，說是自己為數不多的

值得驕傲的事。

父親的心腸好，人際關係不錯，無形中為

他招來了不少生意，很多老闆都找他運貨，絕大

多數都是松木，有時候也會裝些竹子。裝貨的時

候，船會開到木材站滑木口的附近，然後運來的

木頭就一車一車地倒到滑木口滾到水裏。八、九

個工人帶著有點像古代的戈一樣的工具跑到船上

來，把木頭從水裏拉到船上。有的松木很大，一

個人才能抱住。松木本來就重，加上吸了水，更

是沉得要命，三個人合力才能拖上船來。父親和

母親需要把拉上來的木頭規矩地擺放好，利用貨

艙有限的空間，盡可能多裝些，畢竟錢是按噸來

計算的。而我，則是睜大眼睛，仔細數好拉到船

上的每根木頭，在船艙邊上認真劃好正字，跟木

材站負責計木頭數的人（多半是那個喜歡逗我玩

的老頭，這老頭多次害我記錯，沒讓我少挨駡，

因此記憶猶新）對好帳。裝貨的過程，一般就兩

天，碰上忙的時候，好幾艘都等在滑木口附近，

大家都急著裝貨，那就只能通宵幹。

裝好貨之後，父親把船從富群江開到桂江，

然後拿上他那個裝滿一大堆證件的包包坐車到

縣城辦手續，一到二天後回來船就可以出發了。

通常出發的時間，是早上 6時到 7時，按照正常速

度，到達梧州檢查站的時候是下午的 3時到 4時。

這個時間，那些工作人員還沒下班，辦好出境手

續後可以接著走，不用在梧州過夜。

夏季在桂江行船，是最為愜意的。雨量充

足，河的水位高，桂江上所有的險灘基本都淹沒

了，不需要像旱季時的小心翼翼。父親有時候會

把掌舵的大權交給我，讓我過過控制一個龐然大

物的癮。那被我父親稱為八卦的舵對當時的我來

說，太過於笨重，常常是我和弟弟二人合力才掰

得動，掰了幾圈實在沒力氣了，才依依不捨地把

控制權交回去。父親的眼力很好，離得好遠的時

候便能知道前方那個模糊的小白點是一條浮在水

面的魚，甚至能判斷出魚是否已死，有沒有發

臭，然後母親拿著長長的、帶著網兜的竹竿站在

船頭的甲板上等著，在魚從邊上經過的時候把它

撈上來，晚上的一道菜就這樣有了。這些魚大都

是被周邊的人用炸藥炸暈或是炸死的。 9 0年代

初，用炸藥炸魚在桂江很是興盛，每天都能聽到

十多聲悶雷一樣的爆炸聲。而這帶來的後果是，

在90年代末的時候，桂江能捕上來的魚是少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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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漁民們為了提高產量，甚至採用了發電機電

魚這種極具破壞性的捕魚方式，這種短視的行為

更加劇了惡性循環。

行船的時候，父親很喜歡和我們聊天，告訴

我們路經的一些比較大的村莊或是鎮子的名字，

一些比較高或是奇怪的山的名字和它們的來歷，

水裏哪有礁石和淺灘，以及怎麼分辨。記得西江

段上有一座父親稱之為「和尚山」的山。記得第

一次，在遠處見到這山時，父親就讓我和弟弟仔

細地看。山頂是個巨大的石頭，沒有樹，很像一

個和尚的光頭。當船慢慢靠近，隨著視角的變

化，距離的縮短，一些細微之處也能看出來，還

能看出是個眉開眼笑的和尚。船慢慢地轉彎，遠

離，但怎樣看，那和尚的笑臉都是對著我們的，

真是有些神奇。

離梧州還有一個小時多路程，這時母親會把

兩個一米多高的塑膠桶子拿出來，洗乾淨，讓父

親把船開到江的中間，然後把桶裝滿。這些水是

做飯用的。因為桂江在梧州匯入的西江，只有在

冬季水量小的情況下，才是清澈的，其餘時間，

都是渾濁的黃水。用西江水來洗衣服，甚至會令

衣服染上黃色。洗菜，洗澡和洗衣的水，都是先

裝在油桶裏用明礬沉澱過才用的。

出了梧州已是傍晚，夜色慢慢浮上來。西江

的航運設施還是做得很好的，燈塔及航燈一應俱

全，跟桂江航道用竹子做紅白漆塗好的航標比起

來簡直是天淵之別，因此夜晚行船沒什麼困難。

做好飯的母親會來替換父親，讓父親吃好飯、洗

好澡並小睡一會，好應付晚上的熬夜。夜晚行船

對一個小孩子來說，很是無聊，因為兩岸不會全

都是燈火通明的城市。多數在淩晨 2時，便到廣

東的肇慶，這裏是又一個大的檢查站。這個檢查

站讓我記憶深刻的是它的嚴厲與不通人情，每次

靠船檢查的時候都會有人拉開我的艙門，用大號

手電筒的光把我照醒，旁若無人地走動，掀開艙

板，四處查看。有時候允許你通過了，等開了十

多分鐘後，又會開著一艘快艇追過來，再突擊檢

查一番。

越是往西江下游走，兩岸的城市就越繁華，

那麼多的燈，這對一個山裏出來的小孩子來說是

很難得的事。父親每過一個城市，都會告訴我城

市的名字，如果我睡著了，還會把我叫醒，讓我

看看城，順便告訴我城的名字。看著那些看起來

很近卻總是無法踏上的城，總是很無奈，心生惆

悵。許多城市，直到今天，也只是遠遠見過而從

未踏上。但越是繁華的城市，附近的江水就越骯

髒，大塊大塊的白色泡沫在岸邊一些水流遲緩的

地方堆積，還能聞到一股刺鼻的味道。不過廣東

對非法捕魚還是抓得挺嚴的，進了廣東的水段，

基本看不到有用炸藥炸魚的。水裏的魚也挺多

的，只是味道實在不怎麼樣。有時候停在岸邊休

息，釣上來的魚，煮熟了都還有一股臭味，只能

拿去餵狗。現在想起來。這是水污染的表現之

一。

每當船進入廣州港，父親便會緊張起來。對

於我們這樣的幾十噸級的小船來說，不要說那些像

小山那麼大的萬噸級巨輪，就是小一點的船行駛時

所形成的浪都會讓我們搖晃上好一陣。船的位置

如果不對，甚至於會出現事故。下貨的地方，通常

是在一些小水道裏。這些小水道，都有一個閘門控

制，要進去，必須先交一筆過閘費。小心翼翼地開

進去，在這些七彎八拐的河道裏找到正確的路線真

是不容易的事，加之水流不暢，水道淤泥堆積，船

很容易會擱淺。好在這些河道的底質都是軟泥，即

使擱淺了，強行退出來時對船底也不會有很大的影

響。卸貨的地方，通常都是一個小碼頭，停靠不

一會，就會有人來下貨了。來下貨的一般都是湖南

人，有勁頭，手腳麻利，五、六個小時就能完成。

不過父母親對這些人有非常強烈的不信任感，鎖好

艙門後還讓我們兄弟倆在船艙裏盯好每一個人，別

讓他們亂拿東西。

下完貨，船輕了，吃水淺，離開這些小

水道就容易了，如果時間不緊，父親會把船泊

在廣州造紙廠那一帶。因為那兒大都是從廣西

運紙材過來的船，噸位相差不大，便於停靠。

如果時間不緊，便會停留一個晚上，然後帶我

們去逛街，說是逛街，其實也不過是到岸上走

走，離得不遠。對父親和母親來說，廣州大街小

即使在深夜，也是燈火通明，那麼多的高樓， 巷的複雜程度，遠比幾百公里的河道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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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回一次廣東，快則四到五天，慢則七到八

天，如果碰上桂江的旱季，行船更是鬧心。桂江

多淺灘和礁石，旱季水少的時候，裝滿貨、吃水

深的船根本無法通過，只能等晚上漲潮的時候行

駛。但桂江的航道建設比較差，幾乎沒有便於夜

晚航行的航標和燈塔，晚上只能依靠船上的探照

燈了。每過這些險灘，父親會一改平時的和顏悅

色，凶巴巴地警告我們，讓我們老實待在駕駛艙

裏不要出來。他則把掌舵的位置讓給母親，自己

跑到駕駛艙前頭的甲板上，拿起那跟胳膊粗細的

竹竿及時控制船的方向。險灘水流很急，彎度又

比較大，一個吃水深的船要轉方向真是不容易，

每次都會看到很多船擱淺。但憑著父親的經驗和

努力，自家的船倒很少發生那樣的事。 

1 9 9 8年，全國各地都發生了百年不遇的

大洪水，桂江也不例外。洪水暴漲的那天，早

上還好好的桂江，到了下午，已經把中學裏好

幾個教室給淹了。父親劃著小舟把我和弟弟

接到了船上。那天晚上，父親和母親一晚上

都沒合眼，不時的爬起來給纜繩捆個新的地

方。這次洪水過後，因為某些事，某些人，

活動消息

父親賣掉了這艘他親手建造並掌舵了多年的

船，穿鞋上岸，不幹了，父親雖心有不甘，卻

也無可奈何，我的水上生活也就隨之結束了。

（梁洪生按：該文是我 2007年下半年講授

「江西歷史與省情」課程時，一位聽課學生所

寫。凡是選聽該課者，都要完成一份大題目為

「我的家鄉與家庭」的作業，並且作為課程評分

的依據之一。對此，我曾在《華南研究通訊》 

2006年43期以《向本科生學生調查和學習》為

題，詳細介紹，茲不贅述。邱曉峰〈我的水上生

活〉一文，在當時就給我很新鮮的印象，遂立即

與其聯繫，獲得准予發表的授權。 2010年6月19至 

20日，我應邀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香港

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

究中心聯合舉辦的「明清帝國的建構與中國西南

土著社會的演變」國際學術研討會，其間聽到李

文介紹西江流域的水上人生活，獲益頗多。由此

聯想到邱曉峰該文，再加細讀，真有「無巧不成

書」之感，故予推薦發表，相信可以作為這批水

上人群生活的一個生動案例，以饗讀者） 

2010 . 4 . 17Ȟ࣐งб Satȟġ10:00am - 4:00pm 

ඡԩфࣤ႙ Registration & Enquiresȋც༎ E-mailȋschina@ust.hk ც႖ Telȋ2358 7778 

ᢄཾंଆོ ����
����
	�������	����� 

ѹᓱȋশสॊثЂᐯົٿुࡑКѕ 

Organizerȋ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HKUST 

ԳᙇȈশสॊثЂᐯᐯങЂጁ7332࢈ Venue: Rm 7332, Academic Building, HKUST 

ணሃ߰!Participants 

Ȟᄜ၍ᒩҿഠኜћмྻ!Chiayi County Budai Cultural Association, Taiwanȟ 

ᴏᑞ!UTBJ!Njoh!Dijbp 

Ꮡᑨᆕ![IFOH![fnboѳ∦ົ!XBOH!Difohivb ѳដ!XBOH!Mjob 

Ȟዃތղ؍ҾҾᣃச؊!Salt Bureau, Shanwei, Guangdongȟ 

ቀూ![IBP!Njo 
ȞЂನᐯ୰!Dali University, Yunnanȟ 

ᅐচӠ!MJV!Ujl!Tboh௺ԏ۶!DIFVOH!Tjv!Xpp 
ȞশสॊثЂᐯ!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ecience and Technologyȟ 

ሬڏȋ഼႖ Language: Puto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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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縣長賴村《會議記錄》等資料的

發現與初步整理


郭墨寒

江西高安市博物館

一、長賴村基本情況

我家鄉所在的村莊叫「長賴村」（舊稱「漁

翁村」），在江西省于都縣靖石鄉東部，處於貢

江上游的濂江與丘陵之間的小盆地中，河裏曾有

豐富的漁業資源。全村有耕地 2,010畝，農業以水

稻為主。本村有一個縣級的杉木林場和一個「漁

翁電站」，還有一個「漁翁茶葉廠」。河邊有大

片臍橙林，現在改成青果林了。村莊轄下有 13個

村民小組，現在人口大約 1,600人，其中郭姓家族

佔大部分，大概有 1,300多人，另外還有黎姓和尹

姓等。聽村裏的老輩說，人數眾多的郭氏家族是

汾陽郡忠武王郭子儀公的後裔，證據之一是村中

的族譜有明確記載（村裏有民國時期修和 90年代

新修的兩部族譜）；證據之二是一代代傳下來的

故事，還有在中元節火化的「錢包」上一定要寫

上「汾陽堂」的堂名，否則先祖就收不到燒去的

紙錢。另外，郭家墳地的墓碑上，都刻著「汾陽

堂」。

《郭氏族譜》，卷 1 0，〈遷記〉中有如下

記載：「 ……再遷至陝西西安之鄰場等縣；唐五

州刺史敬之公自馮詡轉徙華陰即陝西華州是也，

是為三遷；唐末中丞瞿公避黃巢亂，徙金陵烏衣

巷，今之南京應天府也，是為四遷；中丞公又由

金陵徙吉之泰和縣龍泉鄉十善鎮隱義岡，是為五

遷；樞密公延嵩由隱義岡徙符竹，即今之萬安之

符竹也，是為六遷；由符竹而徙龍泉黃土下，我

祖元龍也，是為七遷；元龍公之子文煥公又徙虔

州之大坪，是為八遷；文煥公之子祿寶公又徙會

昌之上樟坑，是為九遷；祿寶公之子明一公又徙

良唇月形下，其潛曾孫復徙曉龍三十四都坳里背

而分居長塘樟溪長賴等處，是為十遷。」依此記

載，郭氏遷徙的路線是由華陰 —山西 —南京 —

泰和 —萬安 —于都 —長賴村。族譜還記載，郭

氏先祖是在元末（至正六年丙戌年）來此定居，

繁衍了一大批後代，再從這裏遷移到臨近村莊，

繁衍的郭氏人口大約有三千多人。村莊的民風、

民俗和語言，都屬於「客家」。

村莊現在還有一批祠堂保留下來，如康熙年

間落成的郭氏祠堂「世德堂」（譜載「康熙十八

年已未，運宏嗣孫與太祖連徽祠孫雨房共建宗祠

一所，已亥兼巽乾。蒙賜進士第知會兩房因旨欽

召升內閣中書中丹買權旌匾「世德堂」）。除此

之外，還保存了一些祖先的墓地，不久前還有一

個家族的書院「養生書院」，但在建設新農村時

被拆除。另外，我家後面還有個一千多平方米的

小莊園遺址，據老輩說是在1953年燒毀的。

民國時期，這裏曾是紅軍的遊擊地，村莊裏

有許多關於紅軍、白軍的故事。村裏有位紅軍幹

部帶領著一連紅軍在此打遊擊，然而有一次被圍

剿在一個山谷裏。這位紅軍的家屬還保留著殺敵

的砍刀和駁殼槍。在村裏一個山頭上還有戰壕，

在戰壕中偶爾還可以撿到子彈殼。山腰上還有一

個洞，下面有四個用磚頭砌好的房間，聽說都是

紅軍打仗時用過的。在離村莊不遠的地方，就是

紅軍開始長征的一個渡口。所以這裏的村民特別

信任紅軍，這裏的公社導入也比較順暢，沒有張

樂天在《告別理想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所

描述的處處受阻礙的現象。

解放以後，長賴村和全國的運動一起往前

走。在筆者的調查中得知，建國不久，解放軍來

了，農會組織起來了， 1951年開始土地改革，

地主、惡霸、普通農民以及家族的田地都統歸國

家，然後農會把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接著劃分

階級，然而劃分階級的標準不確定，在一些地主

惡霸被打倒的同時，不少無辜的村民因個人恩怨

也被冤枉了。更讓人心驚的是，村裏有知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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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捲入其中。此後，經歷了「互助組」、「初

級社」、「高級社」、「大鍋飯」及「文化大革

命」等過程，在1980年代的「分單幹」後，村莊

也開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此展開村民新

的生活歷程。

二、資料的發現過程和基本內容

在上完梁洪生教授的「江西歷史與省情」

和「中國社會生活史」課程後，我開始留心關注

身邊的鄉土文化遺存。梁教授上課時，把他的田

野調查發現和研究成果展示給我們看，經常放一

些鄉土資料的照片，如家譜、契約、碑刻及廟會

等，還說明哪些資料難得可貴，囑咐我們每次回

家時多留個心眼。於是在2007年寒假放假回家

時，想起父母曾經說過老房子裏有一些「大集

體」時期的帳本和文書等資料，就讓父母帶著去

看看。開始時，父親對此舉很反感，囑咐我最好

不要去碰那東西，因為這些資料往往涉及到村民

之間的恩恩怨怨。但經我再三請求，終於看到這

些人民公社時期的資料，全部拿到手中。回校

後，在梁教授的指導下，把資料分別整理成冊。

這些資料為什麼會存在我家老房子裏呢？裏

面還有一些故事。據父母講，他們結婚後不久，

奶奶要求分家，他們就借鄰居的房子臨時居住，

並準備接著做新房子，就從自家山頭砍倒許多杉

樹。此時村裏恰好有房子拍賣，父母為省去做房

的許多複雜事情，就賣了杉樹，最後以最高的價

格買到這房子。這房子是以前知識青年下鄉時住

過的，在相關資料裏明確地記載房子建造的整

個過程。知識青年回城後，這裏就成了大隊辦公

室。人民公社解體後，這房子要賣，我家就買得

此房。房子裏還有辦公桌和大廚，村裏幹部囑咐

資料放在這裏，暫時不要去動。可是我父母剛分

家時沒有什麼傢俱，就開始用這些大廚子放衣服

等，還把騰出來一張辦公桌給我們小孩做書桌，

那些拿出來的資料就給小孩折四角板或者揩屁股

手。現在發現的那些資料是在另外一個辦公桌裏

保存的。那個辦公桌還放在我家的老房子裏，還

有那個大廚子，現在倒在老房子裏，開始腐爛

了。如今「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老房子已經

拆除建新房了，人民公社時期的遺存正在逐漸消

失。

這些資料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政治書籍

和學習檔，包括國家以及地方政府發到鄉村的政

治學習檔，政府油糧徵購任務和通知，公社生產

管理等方面的輔導材料和教材，公社內部翻印的

會議紀要，還有一些請假、出社、落戶證明材料

等，都是反映當時國家深入鄉村社會管理，打破

村莊傳統社會，對基層社會實施控制以及對村民

生活、生產實施指導的重要佐證；另一類是有關

村莊基本情況的記錄和一些資料統計表，包括村

莊人口統計、階級成分和擁有生產資料基本情況

表，村莊土地面積、畝產情況表，進出物資帳本

和發票，油、布、種子及飼料等分配表，社員分

等定量表，糧食分配明細表，大隊收益分配決算

表，社員勞動工分統計表，民兵社員花名冊，收

入予分方案表，農業生產進度彙報表，大隊總帳

本，以及大隊的《會議記錄》等，這些材料反映

了村民當時生活的基本情況，也直觀地告訴我們

當年人民公社的運行模式。另外，我從一位叔叔

家中發現另外一些材料，其中包括公社時期的教

科書，公社解體時的經濟合同書，以及為鼓勵加

快生產進度而寫的一些山歌和「三句半」等，為

我們展現了公社時期的教育和文化。我這位叔叔

是公社時期畢業的高材生，後來在村裏當教師。

三、《會議記錄》的初步整理

我利用課餘時間整理這批資料將近一年，只

完成了一部分。與此同時，參閱一些相關的研究

和論著。初步整理的情況如下：

1、在這些資料中，最值得提到的是長賴生產

隊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共兩本，有

文字記錄的共218頁，記錄的時間從1970

年1月27日至1977年10月2日。

2、《會議記錄》記載了那個時期鄉村主要的

工作安排和日常生活，以及與國家政治相

對應的鄉村政治生活。它就像村莊的一部

社會生活史，告知後人當時社員的社會生

活狀況。會議討論的內容不僅記載了村莊

的文化風俗，還反映一個時代的特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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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第一頁就談到政治指示、四

類分子、春耕大生產任務和安排等問題，

內容豐富。 

3、在整理《會議記錄》的過程中，我也遇到

許多麻煩，首先是會議記錄要求書寫快，

字跡大多潦草難辨；再者，就是當時會議

記錄本品質不好，經過三、四十年後，有

些字跡已經模糊；三是會議記錄中有許

多方言和地點的代用名詞，有許多字用簡

筆和別字代替，這又和農民的文化水準不

高有直接關係。所以整理起來異常艱難，

有些字難以辨認，要認真推敲；一些字詞

錯誤，應該指出並更正。此次公佈的 1970

年會議記錄，採用與原件一致的表格格

式，每個表為一次會議記錄的內容。會議

記錄內未能辨識的文字用「 ■」表示；錯

別字皆予以改正，並把改動的部份置於

【】內；遇到相似的部分數位用「 ……」

1970年會議記錄

表示，以免篇幅太大，在整理 1970年會議

記錄時，我只使用了一次。一些外人實在

難懂的方言，不得已作了少許處理，主要

有：「鋤頭」原文是「腳頭」，「廁所」

原文是「糞療」，「紅薯」原文是「番

史」，「鐵箕芒」是一種蕨類植物，方言

本音「 lu j i」，記錄中的文字，我照樣不

知所云，就直接改為這種植物的學名了。

以上整理和技術處理儘管頗費心力，但仍

怕錯誤難免，如有不妥，敬請各位方家指

正。

我還想補充重要的一點，就是經歷過集體

勞動的村民大部分還健在，並為今天的生活奮鬥

拼搏。在我對他們有意和無意的調查中，和他們

聊起公社的往事，他們總是有說不盡的話，有難

以表達的情感，我也在資料之外有其他難得的收

穫。 

ᄎᤜ 

ழၴ 

 α ᄎᤜڻ ΰร ֲ 27 ִ 1 ڣ 1970

 រچ

 ขၷᙄֆس

ᄎᤜԳ ພᐚཱུ ಖᙕ ພ߬ࡵ 

 נ

ஂ 

ृ 

Ꮵ៖ᇬΔພמᾞΔسֵޕΖພࡵᐜΔພࡗ٢Δພߠ۔Δພߐ٢Δພᐚཱུ 

٨ 

ஂ 

ृ 

ᄎᤜࢤᔆΚࡡΔ᤻ΔႚၷຂԳᄎᤜ 

ᄎᤜփ୲Κ 

1. ኙડנਙएਐࢍࠩق೯ࢬ 

2. ᣊ։ึڣေᐉࢍ 

3. ኙ 70 ڣਞౙسขՕಘᓵ 

4. ֘ኙሎ೯ऱμຝνϮ 

ክ ડנਙएچរᄅৢᨚՀࡉਙएඒ९ພᐚཱུΔμ೫νඒ९ພמᾞΔᇖฆାਞᚊ ພ壁࿇ ພ 

 ᄅڇ᧯ນնΕԼ ႃִޢΔພ壁࿇ Ζ೯ֲཚسֵޕࠃμ࿇νΔਚ࣑ᖂᕟߛΔඒ߬ࡵ

ৢᨚՀ୶ၲᝑشμֆνΖນࡡᄎࡉᖂᖂᝑشμֆνΰນԫΕԮၲ୮அᄎϮϮϮα 

ΰԫαʳ ඈϮ९ ພ٢ ພஐ৪ ५Լִ 

ΰԲαʳ ඈϮ९ ພ壁࿇ ב ພמᾞ ਞߐ 

ΰԿαʳ ඈϮ९ ພᐚཱུ ב ພإᎺ ၄ଅג 

3ΔسขംᠲΚ3 ֚ګݙԿμ٠νϮؐ׳Կ֚հփլμνϮ Δցִ 28 ֲದ ٤ຝ೯ 

ଥضΰ֚ࠟαچរڇՀ՛ΔՕჀΔ։ֽןΖ墾֚ଥֽ హ֚ٺضΚՂՀ᜔ჀΔࣨહΔ 

ᖂഘહΔᑍᖫᖯΔՀܾՑΔᄘම᧸Ζహ120 ض ఋΔጟ 12320 ጟ墾֚ਗࠐڃመμڣν 

2Δᣊ։່ ພ٢ॾ 



ᄎᤜ

ழၴ

1970 ڣ 1 ִ 27ֲ ΰร αڻ ᄎᤜ

រچ

ขၷᙄֆس

ᄎᤜԳ ພᐚཱུ ಖᙕ ພ߬ࡵ

נ

ஂ

ृ

Ꮵ៖ᇬΔພמᾞΔسֵޕΖພࡵᐜΔພࡗ٢Δພߠ۔Δພߐ٢Δພᐚཱུ

٨

ஂ

ृ

ᄎᤜࢤᔆΚࡡΔ᤻ΔႚၷຂԳᄎᤜ

ᄎᤜփ୲Κ

1. ኙડנਙएਐࢍࠩق೯ࢬ
2. ᣊ։ึڣေᐉࢍ
3. ኙ ขՕಘᓵسਞౙڣ70
4. ֘ኙሎ೯ऱμຝν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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ክ ડנਙएچរᄅৢᨚՀࡉਙएඒ९ພᐚཱུΔμ೫νඒ९ພמᾞΔᇖฆାਞᚊ ພ壁࿇ ພ 

 ᄅڇ᧯ນնΕԼ ႃִޢΔພ壁࿇ Ζ೯ֲཚسֵޕࠃμ࿇νΔਚ࣑ᖂᕟߛΔඒ߬ࡵ

ৢᨚՀ୶ၲᝑشμֆνΖນࡡᄎࡉᖂᖂᝑشμֆνΰນԫΕԮၲ୮அᄎϮϮϮ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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ΰԫαʳ ඈϮ९ ພ٢ ພஐ৪ ५Լִ 

ΰԲαʳ ඈϮ९ ພ壁࿇ ב ພמᾞ ਞߐ 

ΰԿαʳ ඈϮ९ ພᐚཱུ ב ພإᎺ ၄ଅג 

3ΔسขംᠲΚ3 ֚ګݙԿμ٠νϮؐ׳Կ֚հփլμνϮ Δցִ 28 ֲದ ٤ຝ೯ 

ଥضΰ֚ࠟαچរڇՀ՛ΔՕჀΔ։ֽןΖ墾֚ଥֽ హ֚ٺضΚՂՀ᜔ჀΔࣨહΔ 

ᖂഘહΔᑍᖫᖯΔՀܾՑΔᄘම᧸Ζహ120 ض ఋΔጟ 12320 ጟ墾֚ਗࠐڃመμڣν 

2Δᣊ։່ ພ٢ॾ 

4Δ៱ᖟڣছ 25 ֲᇞެऱംᠲΚ۞ఎچԫࡳਊμԫνڻՁၦΖபشᆖᛎࡉढᇷ 

 Ζࡉ܋

 ඡՂၲषՕᄎΖֲ 28 ִءڇ

ᄎᤜ 

ழၴ 

 α ᄎᤜڻ ց ִ 28 ֲ ΰร ڣ 1970

 រچ

 Օၷ۔

ᄎᤜԳ ພ壁န ಖᙕ ພ߬ࡵ 

 נ

ஂ 

ृ 

ພᐚཱུΔພמᾞΔພ壁࿇Δພ٢Δພஐ৪ΔພإᎺ 

٨ 

ஂ 

ृ 

ᄎᤜࢤᔆΚࡡᄎඈ९ᄎᤜ 

ᄎᤜփ୲ΚኙԮ 0 ڣਞౙسขಘᓵΚ 

1Δ ડᚰ 2 ֚ଥض ΰ݂29Δ30 ֲαᄅৢඈן㠪હܾݠଥΖՂ֑ࡓكᆰك۔ჀܾݠଥאՀΖ 

 ΖᦛહΔषહܾᄅৢඈଥΖܾײᆰඈଥࠩ՛ࡓكϮϮࡌඈՕܾՑଥԫၞΖՀ֑ৢ۔

९Ⴠ॰Ցԫׂৢ۔ඈଥΖ 

30 ֲΔՀ՛ԫׂৢ۔ඈଥΖ։ֽןՂׂଥԫՀࡓكᆰඈଥΖ։ֽןՀׂଥԫՂᄅৢ 

ඈଥΖ 

2Δ ޢԳμ፨ν۪Δ֪ޢμνᥱԸԫೋΔޢԳਗׄᜈ 

3Δ ַ୮ᆅ୮ఌధᡏદक़౻Ζ 

4Δ ։Ϯ1%ΔᓼཱིۚࠐٌڶՂٌࠐ 

5Δ ᓮࠫ৫Δμתν֚ٻਞᓮΔԫ֚ٻμνμٚνΔμνμᣊνμቜνԫ৳լμν 

ᓮ 

6Δ μ1νμִν։ 28 ֲڰඣگμ୮νμॅνΔՠ։μਊνվμڣνެࡳΔՀ֑Օჶᓡ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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ᄎᤜ 

ழၴ 

 α ᄎᤜڻ ΰร ֲ 1 ִ 2 ڣ 1970

 រچ

ᄎᤜԳ Ꮵਐᖄ ಖᙕ ພ߬ࡵ 

 נ

ஂ 

ृ 

 ΔߐΔਞגߐΔພஐ৪ΔພߐΔພ٢ࡗΔ५তΔພ٢ߠ۔ΔାਞᚊΔພسֵޕ

ພإᎺΔພמᾞΔພࡵᐜ 

٨ 

ஂ 

ृ 

ᄎᤜࢤᔆΚࡡᄎඈ९॰ႚၷΔڶࢬიຝᄎ᤻ 

ᄎᤜփ୲Κ 

1Δଥֽംᠲಘᓵ 

2Δధ៱ՠ܂ಘᓵ 

1ΔإμᲗνৢહ־ᗤࠐࣈଥֽΔإᎺৢહ್යΔ־ᗤΔ֚մࠐࣈفଥֽ 

ᄎᤜ 

ழၴ 

 α ᄎᤜڻ ΰร ֲ 26 ִ 2 ڣ 1970

 រچ

 Օၷ۔

ᄎᤜԳ Ꮵ៖ᇬ ಖᙕ 

 נ

ஂ 

ृ 

 Δພ٢اࡵΔພᐚཱུΔພ٢៧Δພߠ۔ᾞΔພמΔພݳٵࡌ

٨ 

ஂ 

ृ 

ᄎᤜࢤᔆΚسขၷࡡᄎ 

ᄎᤜփ୲Κ 

 ఋضࠩڜՀጟᒟᒜڣ 1970

ᑍᖫᖯΕ10 ᖜᰖΔࡕሁΔࠩࡉμਞνسΔ13 ఋΔᐖᅶ 607 ᇆΔ10 ְΔᑍᖫᖯԭגΔإ໊ץ 

 ٢ધΔࡉᔕंሁΔإΔ26.5 ఋੴఇᅶΔኙ૿ᑍᖫᖯ֒࠸ΔΖᛥહΔμᛁνᖫᦫՀגΔԭ࢘إ

25.5 ఋΔॹ՛८ڰ 

2 ᣂ࣍ޅዥቤچΔᖵ֘ࡎພֵ९ޅᓮق 

 νࡨԳΚ႓లྶΔൕԿִٝၲμࢋᔭז 3

4 26 ඡՂၲᣊ։ΔಝᇩᄎࡉԿΕኙμுνμࡽνழμނν壀ᡓΖ 

 ν堚أԿִٝ٤ຝμڇΔޣఋ 800 ְขၦޢچᖏ۞ఎڍ 5



          

        
    

       

      
      

      
   

                    
                    
         

第18頁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九期　 2010.4.15

ᄎᤜ 

ழၴ 

 α ᄎᤜڻ ΰร ֲ 28 ִ 2 ڣ 1970

 រچ

ᄎᤜԳ ພ壁န ಖᙕ 壁࿇ 

 נ

ஂ 

ृ 

٢ઘΔஐ৪ΔພגߐΔພᐚཱུΔພ٢≮ΔພاࡵΔພ८ॲΔພࡵΔພإᎺΔພ٢ 

 ࿇Δ५ԼִΔພஐμ৪νΔሎ࿇ࡵΔພࡗ

٨ 

ஂ 

ृ 

ᄎᤜࢤᔆΚسขၷ٤᧯იຝᄎᤜ 

ᄎᤜփ୲Κ 

 ขسਞౙړඈڜ28ϮϮϮֆषᄎᤜΔ৻ᑌ ִ 3 ڣ 70

1 ੮ތਞౙسขรԫ੧ΔؾছسขৰጹΔڇመسװขڶჶړषسመΔຍଡംᠲਢ 

 ࠹ขΔ൷سړތࡳขΔԫسړჶࡎμνڣվڇᣂΔᚨᇠڶขၷიຝسขၷἋቸΕسط

ઝᖂጟضᝫ۔ڶঅښΔվڣμ⪖νضԫࡳಯޡΔ 5-6 ՚ 

 ڗՕښऱ।ཆΔϮϮμ৹νՠړขխᗨᄕسڇ 2

3 ᅝছތ༓រՠ1 ܂ Ϯړహ2 ض μνμౚνၞ ৫ݶΔࠩμפνயΔᔆ 3  

೯נμԺνࠩ 100%נԺ 4 ჶړԿጟΔܑਢۏدΔμ྾νΔᓋလΔ塄ᓼشμᜆνμक़ν 

堶ற 5 ၲ୶μࡎνՕ6 ܒޅ ୮ᆅ৻ᑌಘᓵ Կଡൣࠃ ޣ ൻਜ ٺႈࡳՀ 

μࡎνࡉμࡎν 

1 ᅝছμνμౚνၞ৫ړތ۶ڕΔክଈނ٣హضړμ22νጟչᏖழၴՀμݙνΔެڇࡳ 

3 ִ 31 ᇆՀμݙν ኮహضറԳጥΔᐚཱུຂ 

2 ضԳμνμνΔᔀ࿇Δߠ۔ΔಥոΔ֚ϮΔெΔլسΔࡵΔ 

ᄅৢ ெ࿇ΔֵسΔࠒإΔࡕ۔Δ٢ᡯΔࡵዧΔஐ৪ 16 
 ဎΔࡵஅΔࡵΔ٢ᖲΔࡵ 14 שࡵΔஐ壁Δ壁ᑑΔஐ٠Δ࢘٢ॲΔ٢ॾΔ壁 ᆰࡓك

 ࿓Δ壁࿇Δॾ࿇ࡵ

 إလΔإϮΔإख़ΔإΔسΔટاࡵ۹ΔإμᅇνΔࡵလΔࡵ࿇Δࡵμਞν壂Δ ৢ۔

μᄜνΔੌࣔΔᐚϮΔ壁ցΔإᎺ 15 
3 μչνՠຂԳΚᄅৢඈΚϮΔ٤μၷνֽطϮຂΔԼִ 

 ᾞΔ٤࿇מᆰΚࡓك

 גΚք࿇Δ႓ଅৢ۔

 ࡨΔ30 ᇆၲڻข ᄎࠫ৫ 3 ֚ԫس

4 ض ᄅৢ ஐ৪ ࡓكᆰ ٢ॲ إ ৢ۔Ꮊ 

ΰԫαʳ ഗμᠲνൻਜ 

1Δ षรԫڻլנ೯ඒߛΔรԲڻլנ೯ՕᄎߠΔԿڻΰൣउೈ؆αڬμڰᑇνچϮ 

֘լנ೯ΔՕᄎၲ୶ञΔضԳԫࡳړμᆬνᙰΔضړΔϮړϮμౚν 

2Δ ᓮࠫ৫ംٺଡඈΔറᓮԫ֚ΔԲ֚ٚإٻ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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ᄎᤜ 

ழၴ 

 α ᄎᤜڻ ΰร ֲ ִ ڣ 1970

 រچ

 Օၷ۔

ᄎᤜԳ ಖᙕ 

 נ

ஂ 

ृ 

٨ 

ஂ 

ृ 

ᄎᤜࢤᔆΚ 

ᄎᤜփ୲Κ 

ᣂڬ࣍ೈՠ։ംᠲެࡳԫ֚ေ 10μڰνμᙈνࠩԫ՛ழڬԫڰΔת՛ழڰתڬ 

3μᣂ࣍νរࠫټ৫ΔٺඈຂԳរټΔڜඈړՠࠃ 

4 Կጟ 30 ڇ ᇆګݙԿ٠Կጟٚ೭ 

5 ୮ᆅ୮ఌధᡏسขμၷνԫ0.5 ڻ ցᜊᝡ܂ढڜኔᎾᜊᝡ֟ڍΔμᓽνμν0.5 ូμᛀνμᜰν 

ृ 

Օᄎ࿇ߢ 

᜔࿇ߢԳᐚཱུΔ᤻ ࡗ٢Δࡵ اዧΔቸ ஐ৪ΔഡՖ ք࿇ ᔤגߐΔሎ࿇ 

μ࿙ࠝνቸ إ၆ 

ᄎᤜ 

ழၴ 

 α ᄎᤜڻ ΰร ֲ 13 ִ 4 ڣ 1970

 រچ

 Օၷ۔

ᄎᤜԳ ພ壁န ಖᙕ ພמᾞ 

 נ

ஂ 

ृ 

ພᐚཱུ ພמᾞ ພࣔࡵ ພ壁࿇ ພإᎺ ພஐ৪ ພߠ۔ ພ٢ઘ ພ٢≮ 

٨ 

ஂ 

ृ 

ᄎᤜࢤᔆΚᅝছسࡎขތ۶ڕጹ 

ᄎᤜփ୲Κክᖂ່ਐق 

ክ ०൷ֆषՕᛀΔ 

1Δᣂ࣍ᅝছسࡎขֱ૿ތ۶ڕၸ్ञΔᣂ࣍ພֵ९Δພ٢ॾಯᓽംᠲΔތࡎՕܒޅ 

៱ࣟ۫ 

2Δ ᅝছسขംᠲΔݶףౚࠫض৫ΔಬॅΔ⪖ضംᠲ ૨ࠃμᒳνࠫμᒳνิμᒳνඈ 

1Δ ⪖ضழၴΔ14 ᇆၲࡨ⪖ᄘමܾ 

2Δ ࣪٠ംᠲΚᙰཚᄷໂ 1000 ցΔ15 ᇆ٠࣪ނμνࠩၷᾞΔખ࣪٠Գ٢≮Δཔس 

 ࿇ࢵՖ ຫࡢՖ ሼמն࿇ Ꮵ سف ߐᄘք ߐ٢ઘ ८ᕓ ८ హ્Գܬ

 ᒳଡิΚض⪕ΔఄᑇԳ ԶଡԳԫఄΔض⪕

 హఄᑇࢸ

ϮڞᙰਗΔડ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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ᄎᤜ 

ழၴ 

 α ᄎ ᤜڻ ΰร ֲ ִ ڣ 1970

 រچ

ᄅৢᨚՀ 

ᄎᤜԳ ພ壁န ಖᙕ ພஐ৪ 

 נ

ஂ 

ृ 

 ٢ઘ 壁࿇ ஐ৪ ᠆ࡵ ࣔࡵ ᐚཱུ ߠ۔

٨ 

ஂ 

ृ 

ᄎᤜࢤᔆΚ 

ᄎᤜփ୲Κ⪖ضધ৳ 

ክ 17 ڇ ᇆၲࡨ ᓮࠫ৫۶ٚڇԳμೈνൣउլᓮ 

ኮ ڶڇᓮլנ೯Δμਊνࡳ٣ެऱ 

ኯ ڰڇඡࢸహΔլנ೯ڰڬᑇ 

ኰ נض⪕ڇ೯ழၴڰՂ 5.5 រΔ7.5 រڰپڃ堩ΔپԱڰ堩Δ8.5 រנ೯Δ12 រ 

Հ֑ 1.5—5.5ΔඡՂ 7 រ—10 រၲڇ ڃᄎࠩၲၴض 

 ض⪕ڇऱᢃఄٺڇঅጥΔ⪖ݙμహνμᒌνՈఄٺঅᥨ ⪖ضݙ৵ڮᢃ 

μహνμᒌν٤ຝμ൷νڃ 

ኲ ٚض⪕ڇ೭Δޢ֚ޢԳ0.8 ګݙ ఋ 

ኳ كࢸڇహඡՂఄףಖڰᑇ 2 ڰ 

ᄎᤜ 

ழၴ 

 α ᄎ ᤜڻ ΰร ֲ ִ ڣ 1970

 រچ

 Օၷ۔

ᄎᤜԳ ພ壁ࣔ ಖᙕ 

 נ

ஂ 

ृ 

ພߠ۔ ພ٢≮ ພ壁࿇ ພ٢ઘ ພஐ৪ ພמᾞ ພᐚཱུ ພإᎺ 

٨ 

ஂ 

ृ 

ᄎᤜࢤᔆΚ 

ᄎᤜփ୲Κຏመᖂޣػݳٵຍᒧ֮ີኙᅃ۞աࢬՠ܂ 

ພמᾞ۞աऱ৸უኙᅃޣػϮϮϮΔڇ۞աؚԱርլጥܑԳװլװΔ۞աװԱ༉܂ጩΔڇ 

⪖ຍᑌയऱضਢᎁܺᣄ 

ᖂԱຍ֮ີᄎ৵૿ਢᙰ࿇೯ᆢฒΔړ⪕ضނֲڰΖڍᏺขԫរ២ଇڍኙᑅ༓ଡμ০ଥ֘ν 

٢ઘ࿇।რߠΔڇኙᅃޣػ֮ີΔڶμࠩνٺڇႈՠ܂ຟਢܺᣄΔڍض֟ڇՠ܂ᝫ 

 ֲڰΔࠐದތΔຟ܂ขՠسڇᖂԱ৵ڇμᡗνՠऱμਢνμඡνΔض܂ڇڶլຂٚΔڶ

 ២ଇ֭གഏ୮৬Ζؚڍ೭ٚض⪕ګݙ

ᇢ ૡ ൻ ਜ 

ክضԳ࣋Աׄ⪖ضΔء։⪖ضऱඡՂԫᑌڰᑇ ࣋Աׄլ⪖ضऱϮڰڬ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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ᄎᤜ 

ழၴ 

 α ᄎᤜڻ ΰร ֲ 14 ִ 5 ڣ 1970

 រچ

ᄅৢᨚՀ 

ᄎᤜԳ ພמᾞ ޕঊ࢘ ಖᙕ ພ߬ࡵ 

 נ

ஂ 

ृ 

ພ߬ࡵΔພ٢≮Δພ٢ᖲΔພ٤ࡵΔພ٢ᡯΔພᐚᔕΔພإᎺΔພשࡵΔພ۹إΔ 

ພإዊΔພإख़Δພ壁ީΔພإਰΔພاࡵΔພࡵዊΔພࡵ࿇Δພ९ΔພמᾞΔ 

ᔤגߐ 

٨ 

ஂ 

ृ 

ພࡵዧΔᏥࢵΔພֵسΔ५ฐΔພ壁࿇ΔພᐚཱུΔພᐚྶΔພߠ۔Δພ٢ᔕΔ 

ພࡵ࿓Δטߕ༄ 

ᄎᤜࢤᔆΚμؓνՀխልՕᄎ 

ᄎᤜփ୲Κ 

1Δ ພ٢ઘΔᐚᔕ 2 ԳೢᒜՕμીνംᠲ 

2Δ ພ٢μॾν୮ข 

3Δ ພֵ९μ۔νৢμމνμᏝνࡉμ೫νᄐი 

1 ພᐚᔕᎅΚ۞աٵრμމνμ܅νΔμνߡ 4 ְޢגૠੀਕְΔඡᒟᒜ 40 ְμ܅މνۍޢ 

 ֟ڶ։ૠጩΔٔߡ ΔՕ۟ 75 ְΔ4ڃ܋Ց២ڬΔְ 70 ٺΔඡᒟࡳေاցૠጩΖ 20 މְ

ᑇԳᎁ 4 ߡૠጩΔ່৵ެٔߡ 4 ࡳԫְૠጩΔඡᒟᒜޢԳ 35 ְΔ8 ִٝאছڬ堚ΰ塒ढ 

 νμ4νμցναגμԿνμڬ

ພ٢ઘΚ1 Օμીνԫμᓤνૠ 70 ְΔμଶνᐚᔕاေࡳԫᑌμ܋νׄ᥏ 

2 ი೫ᄐΔμᚲν22 ֵޜ ΰޘ۔ᙰၷખ 22αૠኞ 12 ցؐ׳ΔاေאࡉࡳՂԫᑌΔ 

2 ԳޢԳ 35 ְΔ8 ִٝছڬ堚ΖϮϮϮஞׄ᥏ေμ܅ν܋Δڶμᣂνμگν၌֭μཱིνΔ 

ေᏝຬਕٔցԫၴ 

 ၌֭ढΰ٢μᏝνെ֪αگνμౚࣽν٤ຝ୮ขၷۂΔԸΔᔰᙰΔμֽၴ 2 ၴࢪ 2

3 ພֵ९ჶი೫ᄐ 124 ցΔ30%Ղٌ՛اֆ٥ᗨีΔլՠ։ΔߏৢࢪᨚၷމᏝ 150.9 
ցگ၌ μ֭ढνΰ։ 5 ၴ՛ၴڃگμ֘νސଙጩװމ։μؓνՀխል៱ μৢढναٵاრΖ 

 إᙰ 1 ցૠ 14 ցޢढމખڍᖫޜ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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ᄎᤜ 

ழၴ 

 α ᄎᤜڻ ΰร ֲ 15 ִ 5 ڣ 1970

 រچ

ᄅৢᄎᤜᨚ 

ᄎᤜԳ ພמᾞΔޕঊ࢘ ಖᙕ ພ壁࿇ 

 נ

ஂ 

ृ 

ພᐚཱུΔພߠ۔ΔພࡵᅇΔພ८ॲΔພ٤ࡵΔພ࢘إΔພஐ٠Δພ٢ઘΔພإᖂΔ 

ພإϮພ٢≮Δ႓९Δພ壁࢘ΔພإᎺΔାਞᚊΔພࡵဎΔພ壁࿇Δພࡗ٢Δພ 

ᔀ࿇ 

٨ 

ஂ 

ृ 

ພ壁န 

ᄎᤜࢤᔆΚμຆνՀխልՕᄎ 

ᄎᤜփ୲Κ 

षμޅνખޜᖫᢆآμ՞νμᏝνڕՀΚ 

ພإᖂΚ۞ޅખٕ180 ֵޜ Δڍખ 11 Δޅμޜνֵ 4 ᙰΔ՞Ꮭࢬᓽ 180  

ا ֭ࠎေ225 ࡳ  

ພெ࿇Κ۞ޅખ125 ֵޜ Δڍખ 6 Δμމνࠩ 4 Δ՞μᏝνբᔁ65 ֭ࠎ ց ا 

  145 ۞ࡳေ

ພ٢μॲνΚ۞ޅખٕ 30 Δڍખ 5 Δ՞μᏝνբᔁ 30  15 ց اေࡳ۞ 135 
 ᚨٌ 5 ց 

ພإμνΚ۞ೢખ7 ֵޜ ΔԳاኞ 7.4 ցΔسٌآขၷ 

ພ٢ઘΚ۞ೢખ16 ֵޜ ΔԳاኞ 16.8 ցΔسٌآขၷ 

ພسܗΚ۞ޅખٕ16 ֵޜ Գاኞ 16.8 ցΔ՞μᏝνᢆآΖנ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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ᄎᤜ 

ழၴ 

 α ᄎᤜڻ ΰร ֲ 16 ִ 5 ڣ 1970

 រچ

ᄅৢᨚՀ 

ᄎᤜԳ ఄޕ९ מᾞ ಖᙕ ພ߬ࡵ 

 נ

ஂ 

ृ 

٨ 

ஂ 

ृ 

ᄎᤜࢤᔆΚषՕᄎ 

ᄎᤜփ୲Κ՞Ꮭཱིޅ 0.5 ցΔ۞ 1.0 ΔܑԳࢵᜰ 2.0 ց 

1 པسΚ۞ 150Δኔખ 132 ΔܑԳࠩ 18 Δ٥ૠ 150 Δຟμνٌ՞ᏝཱིΔખ 

 ΔᏝ 0.3 ց 22 ێֻ

षμֆνμᤜνΚᝫܑࠩऱֆषՕၷખֻ 18 ێΔشଙμᒦνᜈጦΔᓎᢃΔ 

ᝫڶμ৫νඈێᗮ 12 Δנഇ2.5 ۯ ցԫೋΖ 

 νᖫඈ 75 ցΔ٥ૠޜᢃ 18 ցΔμێᗮ 8 ցΔێഇנֆᤜΔലՂ૪۞ᑇ։ܑا

96 ց 

2 μཔν 119 سΔࠡ 47 ٌآ՞ᏝΔᚨٌ՞Ꮭ 23.5 ց 

3 ਞ 180 سΔμνࠩ 5 Δٌآࡸ՞Ꮭ 92.5 ց 

4 

ᄎᤜ 

ழၴ 

 α ᄎᤜڻ ΰร ֲ 17 ִ 5 ڣ 1970

 រچ

ᄅৢᨚՀ 

ᄎᤜԳ ພמᾞ ಖᙕ 

 נ

ஂ 

ृ 

٨ 

ஂ 

ृ 

ᄎᤜࢤᔆΚषՕᄎಘᓵ՞ᏝཱིϮ 

ᄎᤜփ୲Κ 

1 ٢ྶΚᖞᜈμᐇνޅ࿇ 15 Δᝫໍ 13 Δ۞ખ 13 Δμν7 Δଗ 3 Δ٥ૠ 23  

Օ୮ֆᤜਊิᑇ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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ᄎᤜ 

ழၴ 

 α ᄎᤜڻ ΰร ֲ 23 ִ 5 ڣ 1970

 រچ

 ᾞ୮מᆰࡓك

ᄎᤜԳ ພמᾞ ᐚཱུ ಖᙕ 

 נ

ஂ 

ृ 

 إΔພגΔ႓ଅ≯Δພ٢ઘΔພ٢ࡗΔ५ԼִΔ५ഏྋΔພ٢᠆ࡵΔ壁࿇Δߠ۔

Ꮊ 

٨ 

ஂ 

ृ 

ᄎᤜࢤᔆΚ 

ᄎᤜփ୲Κ 

1ΔֲছΔၴضጥٚ։ඈࠩԳΰიຝΔἋΔቸΔاα 

2ΔᣤׄΔᓼكپംᠲެࡳ 

3Δٌ୮ॅಘᓵ 

4ΔᗼμՖνທ֘ၷଇՑ២ᇖࡳެܗ 

5 ၲ୶೫ᄐسขΔ೫ᄐԳެࡳ 

2 ኙׄμ֑νμكνٺംᠲԼᙰאՀڇषՕᄎՂޅߏଥΔ۞ݺᏝμၲνנބڂנ 

 μᨃν܃

11 ᙰאՀޢᙰᚨᇖߏូ%50 ٺشԳΔ50%ូ՛ၷΔגߤڶ⤡ضऱׄ࣋ऱՈᇖԳاኞޢ 

 ᡈٔޢكμ֑νضՀڶಳॅΔᡈΔࠀكցΔ٤ຝᏝμᛀᜰृνΔׄμ֑νڻޢׄ

 ν܃μृܗขၷຂΔ୮سڇ堚ΔᙒڬՀִՑ២ڇᒜڬᙒΔ٤ຝូμᛀᜰνृΖᙄऄߡ

μ堚֭νΖ 

୮ॅΔۊػΔᠪμᚲν٤ۊຝូၷΔ24 ֲ٤ຝگ堚ΔࠀՕԺၲ୶ΔᗨॅທॅΔְۍޢ 

Ց២ᗨॅ 2 ॅְۍறΔ28 ִء ᇆאছٚګݙ೭Ζ 

ٚ೭ګݙլԱΔڇषՕᄎՂ۞ޅݺေΔՠ։႓ࠇᆺ 8 ։ְۍޢΔ־Ւ 1 ᜈጦᖜಖ 2 ։ 

μᇖνμؓ݁νμၷνՑ២ംᠲΔޢμԳଇνᇖՕ2 ۏ ִΔٺޢ೯ᇖՕމۏᒜ 10 ְ 

೫ᄐԳެࡳΔ೯ֆ։ሟࡳ 

ᔀ࿇ΔࡵஷΔֵسΔ٤ࡵΔࡵஅΔॾ࿇Δࡵ࿓Δإዊఄ९ 

Հ࣋ඈՀ࣍ຟ՛ၷᔭၷμٔν4 ցᙒΔଗ֭८ٔցإ 

ԫμڻνլإ၌መچءڇჶࠡμ،ν೫ᄐΔμνμνإଗ 3 ցᔭ 1 ցΔՠ։μೈνװ 

ᔭຝ։८ࠡμ،ν٤ຝ 1 ցᙒ 10 ։Ζڃၷढᇷ٤ຝូ೫ᄐԳΔ࣋ඈࠩ࣍ຟ 1 ڻᇖࠩ 

መ 10 ְ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九期　2010.4.15 第25頁 

ᄎᤜ 

ழၴ 

 α ᄎᤜڻ ΰร ֲ ִ ڣ 1970

 រچ

 Օၷ۔

ᄎᤜԳ ພ壁࿇ ພᐚཱུ ಖᙕ 

 נ

ஂ 

ृ 

٢≮Δ߬ࡵΔஐϮΔ٢ઘΔϮ༄ΔምΔພࡢߠΔࡵஷΔ 

٨ 

ஂ 

ृ 

ᄎᤜࢤᔆΚ 

ᄎᤜփ୲Κ 

1 ᄎᤜൣउ 

2 ᅝছތչᏖࣟ۫Λ 

 Δ։ׂࠩԳΔԫऴጥ໊ࠩࠐϮϮՂᆵኔՀڇႜΔၞ۩μೠνΔ׳ᏆᖄఄՂ֘ڇ

 ك

3 ิ៣ᆵኔΔڇᄰμᅠνऱመ࿓խ੮ތၸ్ञΔᙟழؚᚰၸ్ᑅԳऱధᡏΔิ៣ 

5-7 ԳറᄐၷٔΔ֚֚ࠩၴضᛵᇞൣΔიຝࣚ܌μνᣄګᥛΔ൷࠹መװऱඒಝΔ࠷ 

ᄅऱᆖ᧭ΔઌॾઝᖂΔᄰμᅠν୭ΔࠩԿݶ ࿇ ݶएݶΔए᛭ݶΖᄰ 

μᅠνऱֱऄΰ່ૹਢאՒֱऄΔՒઌٽΖ־࣋រᗉΔ10-15 ᇆ٤ຝ࣋Δழၴ 

9.5-10 រ٤խړΔ5-10 ఋԫᅨᗉΔٺޢ೯ԫᅨΔᣊ։ 2 ᅨΔ10-15 ᇆ٤ຝكවԫ 

 Δ᧔ऱ࿓৫Δ᧔ض᧔ֽ࣋৵אՀॅڇض٤ຝ᧔ֽΔԿᣊضംᠲΔԫᣊԲᣊض᧔ֽ࣋Δڻ

 ৵֚֚ඡא៣ՂᆵኔΔิ៣ᆵኔิڇΔറᄐၷࡵ՚ 1.5-1 ࣋౨ழֽڃַ࣋ػضࠩ

Ղၞ۩ϮϮΔറᄐၷץԳچΔՕჶᆢฒሎ೯ΔޢࠌଡषຟᚩμᅠνΔवሐչ 

ᏖμᅠνشչᏖֱऄएΔਙए࡙ீᙄړΔࣹრംᠲΔڇμᅠνᄰழᣊ։լ౨ 

 ᢐؚװ

ࣹრልᢐխΔԿᣊ્ބڂΔૡمൻਜΔॅற10 ڇ ᇆאছ٤ຝ၇ࠐڃΔضࠩ࣋㠪װΔ 

ړگጟऱՠ܂ΔૠᆵኔΔጟᆵኔΔପ᧔ՠࠠᄷໂړΖ 

ಘᓵംᠲ 1Κઝઔ՛ิԳᆵኔΔ2 ઝઔ՛ิԳ։ׂץംᠲΔ3 រᗉ־࣋ംᠲ 4 റᄐၷ 

Գิ៣ᆵኔ 

 ᔕإ ዊإ ᾞמ ᅇࡵ壁࿇ ພ ߬ࡵ 1

 גԿఄΔഏ༄ΔଅڇዊإԲఄΔ壁࿇ΔڇᔕإᅇΔࡵรԫఄΔڇΔ٢ઘ߬ࡵ٤૿Δތᾞמ 2

 ԿఄڇᎺإԫఄΔᐚཱུΔڇΔ႓ᄅߐรԲఄΔ٢ઘΔ८ڇ

 ቤ։چଡ೯ԫᅨΔᣊ։ 2 ᅨΔਊఄิޢ 3

4 ਊᖂఄμ۞νϮϮิၞ۩ᛀएؚᢐ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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ᄎᤜ 

ழၴ 

 α ᄎᤜڻ ΰร ֲ ִ 6 ڣ 1970

 រچ

 Օၷ۔

ᄎᤜԳ ພמᾞ ಖᙕ 

 נ

ஂ 

ृ 

ພᐚཱུΔພ٢ઘΔພ壁࿇Δພ߬ࡵΔພ٢≮Δພࡗ٢Δ५ԼִΔምٳΔ٠֒ 

٨ 

ஂ 

ृ 

ᄎᤜࢤᔆΚࡡᄎឩՕᄎ 

ᄎᤜփ୲Κ 

ಘᓵᅝছՠ܂ 

1Δ୮೯Δ୮ఌംᠲΚڶᡈᚅՀكپضΔൕ 22 ֲದࠩޢᡈᚅᇖԳاኞٔߡΔ50%ၷΔ 

50%μᛀνᜰृΔᠪᄎپᒜऱߡ 3 ޢᙒΔ1 ߡၷΔ2 ߡμᛀᜰृν 

2 ࿋ೢϮϮढᇷߏࡉԳऱࣟ۫ऱΚμբνڶԳឈೢႃ᧯ߏࡉԳऱץปה٥ߏμ֑νढ 

 ปΔץְ ᚨጩ 10ڻޢμ၇νμᒟν٤ຝٌᝫΔࠐΔೢޘμሏνܒޅμᛀᜰνΔᣤૹृ܂Օᄎڇ

μνࠐμ֑νμᒟν٤ຝμᛀᜰृν 

3μॿν۾۞ఎچऱΔ٤ຝϮԱΔ19 ִء ᇆၲࡨμጠνᙰ 

4 ჶ೫ᄐԳՑ២ംᠲΔᇖᒟᒜ 20 ְ 

ᄎᤜ 

ழၴ 

 α ᄎᤜڻ ΰร ֲ 30 ִ 6 ڣ 1970

 រچ

ᄎᤜԳ ಖᙕ 

 נ

ஂ 

ृ 

٨ 

ஂ 

ृ 

ᄎᤜࢤᔆΚषՕᄎ 

ᄎᤜփ୲Κખ࣪ᖫംᠲΔՂٌ՞ᏝΔ۞ᑇၦ 

ພᐚᔕ 4 5 ٤ࡵ 5 ≯٢  
ພࡵ  9 ߬ࡵஷ 6 ९壂 8 
ພஐ৪ 10 壁ᑑ 6 లྶ 10 
ພإዊ 2 壁إ 8 ࢘ᔕ 10 
Ξ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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ᄎᤜ 

ழၴ 

 α ᄎᤜڻ ΰร ֲ 6 ִ 7 ڣ 1970

 រچ

ᄅৢᨚՀ 

ᄎᤜԳ ພמᾞ ಖᙕ 

 נ

ஂ 

ृ 

ἋቸΔڶࢬიຝឩՕᄎ 

٨ 

ஂ 

ृ 

ᠨμჿνਐཀຝΚພמᾞΔسֵޕΔພإዊΔ५ഏ༄Δ്ᣝୟΔພ߬ࡵΔພ٢≮ 

ᄎᤜࢤᔆΚಘᓵ೯ՕᄎΔᒳఄړඈ 

ᄎᤜփ୲Κ 

ԫΔ᧔ߣԳΚ1 ᄅৢΚၱ࿇Δ࿇Δטߕ壂Ֆ 

 ᄘდΔᏥ࿇۔ᆰΚࡓك 2

 ՖΔም࿇מΚ८ᕓΔᏥৢ۔ 3

1 ພإᎺࡓكᆰ 

2 ႓ᅈີᄅ ৢ 

3 ାਞᚊ۔ ৢ 

ԲΔิضΚ 

塄ᓼԳΚ႓९Δພ٢ઘ 

ֽԳΚພإᖂΔພإᔕΔإμᗶ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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ᄎᤜ 

ழၴ 

 α ᄎᤜڻ ΰร ֲ 7 ִ 7 ڣ 1970

 រچ

ᄅৢᨚՀ 

ᄎᤜԳ ພמᾞ ພإዊ سֵޕ ಖᙕ 

 נ

ஂ 

ृ 

٤᧯ຆՀխልᄎ 

٨ 

ஂ 

ृ 

٤᧯ຏመ 

ᄎᤜࢤᔆΚಘᓵᅝছᆃַ୮ᆅ୮ఌ႖ჶߏ೫ᄐΔව۰၌֪֭ 

ᄎᤜփ୲Κ 

1Δᆃַ୮ᆅ୮ఌΔԿ֚փތढΔԿ֚؆౨μތνऱ༉ތऱΔլ౨ތऱ༉ؚڽΖ 

 ᔄᏝ ᠪ 0.8 ցנขၷسطขၷႃխጥΔԲ֚լᏆृΔسऱٌࠩތऱូμᛀᜰृνΔڽؚ

ԫְΔᚅ 0.5 ցԫְΔᡈ 0.6 ցԫְΔᓴμᛀᜰृνԾ٤ຝូμᛀᜰृνΔޢΔᠪ 0.3 ᚅ 

0.5 ᡈ 1.0 
2Δჶߏ೫ᄐΚ“ኴଉᘔ֚ޢ”גૠኞ 3.0 ցٌ೫ᄐμཱིνسขၷ 

3Δڇ؆Ꮖՠᜲऱ၌֪֭Δ٣ٌཱི৵Ꮖ២ 

ኴଉᘔټג 

ພإ᥏ ພᐚཱུ ພإ ۹إᖂ ພ߬ࡵ ພإຏ ພ٢ઘ 

ૠٌ၌ཱི֭ 

ພ10 ִޢ ࢘إ ց 15 ֲ ພ10 سܗ ց 15 ֲ 

ພऄ10 ִޢ س ց 15 ֲ ພᆂ10 س ց 15 ֲ 

ພ٢ं 10 ց 15 ֲ ພإঅ 10 ց 10 ֲ 

 ֲ ਞଉ 5 ց ၱ࿇ 5 ց 9ޕ



           

           

    

ಖᙕ 

 נ

ஂ 

ृ 

ພإዊ 

٨ 

ஂ 

ृ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九期　2010.4.15 第29頁 

ᄎᤜ 1970 3 ִ 10 ڣ ֲ ΰร ڻα ᄎ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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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劉志偉編纂《張聲和家族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所編文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東莞張聲和家族文書。張聲和（ 1853-1938）是廣東

省東莞縣牛眠埔村人，曾長期任職於香港基督教巴色傳道會，在廣東紫金、東莞和香港

等地傳教。本輯文書，主要是張聲和牧師在他的鄉下東莞牛眠埔村的財產關係文書，包

括置產簿、分家書、田產買賣典當契約和借債文書等。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貞泰號是 19世

紀末至 20世紀初，在北部灣及其沿岸地區從事商業貿易的商號。本書收集貞泰號及其合

伙商號的商業往來文書，包括貞泰號「1928年的股東名單」、「1928-1936年的會議紀錄

簿」、代理合約 1份、札單 17張及商往來書信 83件。亨泰號合同 2份，年結 1本及商業往來

書信17件。欽州永壽號年結1本。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定價：港幣 12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本輯文書收錄

北海貞泰號年結簿32本，分別為1893，1903-1908，1910-1913，1915-1935年，依年份先

後排列；並包括年結簿內夾附的記數紙條，各股東溢利銀及積利息的記錄。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收錄華人企業「乾泰隆」的商業文書，包括 376件公司記賬紀錄， 189件銀行及

錢莊票據， 283件商業契據，及各類機構的收據，包括土地物業稅收條、各種公共事業的

收費記錄。全書共輯錄848件商業文件。

張小軍、余理民編著《福建村落碑銘》定價：港幣120元

　　杉洋位於閩東古田東部。本書為編者於 1993-1996年間於杉洋進行田野研究時與當地

村民余理民一同搜集的碑銘記錄。全書收錄各類記敘碑、祠堂碑、樂捐碑、旗杆石碑及 

300多塊現存的墓碑，共計碑文400多條。 

宋怡明編《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研究資料彙編》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收錄宋怡明（ Michael Szonyi）搜集有關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的資料。這些資料

的來源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各類專家，如道士、說書者、演傀儡戲者所提供的資料；

第二種是五帝信徒所提供的經文、教旨以及碑銘等資料；第三種是旁觀者描述五帝的資

料，如地方官僚或西方傳教士所寫的文章。

廖迪生、盧惠玲編，鄧聖時輯《風水與文物：香港新界屏山鄧氏稔灣祖墓搬遷事件文獻

彙編》定價：港幣100元

　　本書收錄鄧聖時所存 1993-2002年間有關香港新界屏山鄧氏宗族在稔灣之祖墓搬遷事

件中各方面的來往信函、文件、資料和會議記錄。全書共輯錄文獻1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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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 HK$120 HK$96 本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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