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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在很多人眼中，就像一个古董，
沧桑凝重，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西障郑
家村志》却不同，封面封底是惹眼的红
色，封面上有“齐鲁名村志”和“烟台党
史学习教材”字样。封面下部是套印的
一幅雕塑照片：在党旗引领下，革命志
士冲锋陷阵的战斗场面。红色基调的
封面，鲜艳温暖、明朗大气，一改很多志
书封面暗冷色调的呆板面孔。

志书主体部分第一章是基本村情，
分“建置沿革”“区位交通”等节，详细记
述该村落由来、沿革变化、姓氏人口数
量以及村级组织发展历史。第二章以
红色西障郑家为题，分“革命摇篮”“地
下医院”“抗战小学”等7节，记述西障
郑家村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的革命历史。

从志书里知道，战争年代该村就是
进步青年聚集地，是胶东革命先驱郑耀
南故里，是掖县共产党组织、革命武装、

农民运动的策源地，是掖县党组织自创
建至抗战初期的领导中枢。1929年冬，
该村成立了掖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小组，
接着成立郑家村农民协会，延及全县，凝
成一股革命力量。1930年秋在该村成立
的中共掖县县委是掖县最早的党组织，
是胶东大地的早期县委之一。1930年
底，在该村创办的党刊《红星》是胶东第
一份中共县委党刊。1932年，在该村成
立的中共掖县县委特务队是胶东早期中
共武装力量。1942年冬，西海军分区卫
生所在该村及周围各村秘密建立地下医
疗区——西海地下医院，使2000多名伤
病员重返战场等。志书通过这7节记述，
再现了红色西障郑家成为胶东革命摇篮
和革命中心的艰难发展历程，表现他们
赴汤蹈火、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

西障郑家是革命摇篮和胶东革命
圣地，那么这个革命摇篮是谁创建的？

第三章就回答了这一问题：革命先驱郑
耀南是胶东抗日根据地奠基人。

编纂者采取单独立章前置的方法，
拿出一章专门为革命先驱郑耀南立传，
以彰显他革命的光辉事迹。在本章中，
编纂者设“投身革命”“转移多地坚持革
命”“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玉皇
顶抗日武装起义”“创建掖县抗日民主政
府”等11节，采取人物传记形式，详细记
述郑耀南为创建革命摇篮、建立胶东革
命根据地所做出的艰苦努力，体现出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

郑耀南敢为人先，始终活跃在胶东
革命斗争的第一线。编纂者采取以事系
人的手法，真实客观地记述了郑耀南38
年革命战斗的一生，事迹感人，形象丰
满。读者读后对他革命的一生有了全面
了解，一个活的“郑耀南”的高大形象矗
立在读者面前，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读后记读后记

胶东革命摇篮的永远记忆胶东革命摇篮的永远记忆
——《西障郑家村志》读后
冯宝新冯宝新

《西障郑家村志》特色是多方面的，
是编纂者采用多样的表现手法呈现出
来的。

立章升格，突出安排。《西障郑家村
志》为了彰显“地方特色”，在志书篇目
设置上适当打破“科学分类”的一般规
则，在纲目设置、内容编排中对重点特
色内容作必要的“升格”“前移”处理。
如“草编艺术”，对于西障郑家来说不仅
是一门民间艺术，而且是该村闻名的土
特产、农民致富的来源和经济支柱，是
该村地情特点。编纂者把其从“民间艺
术”一章里拿出来，升格处理单独立章；
在内容上设3节12目，不惜笔墨重点
记述，读者阅读该章，对莱州草编艺术
的前世今生有了清晰了解。

重点篇章，从详记载。革命先驱郑
耀南是该村的骄傲，也是中国革命的骄
傲，突出红色主题，该人物传记用了54
个页码，占该志总页数的21.2%，并在
传记里配有郑耀南照片、用过的部分课
本、郑耀南手迹、玉皇顶起义地址、起义
使用过手枪等48幅图照，以图补文或
以图证文。

特色内容，多维反映。编纂者在内
容安排上，不仅对地方特色从详记录，
而且进行多维度反映，即通过概述、分
志、大事记、附录等志体进行多角度呈
现。红色革命基调是该志最突出特色，
如序言分序一和序二。序一是曾任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的迟浩田上将
专为该志出版亲笔作序，撰文回忆他在
掖县一带战斗岁月与西障郑家村深厚
情谊。

巧用图表，艺术加持。无图不成
志，是志必载表。《西障郑家村志》科学
合理地运用“图”“照”“表”这一体裁。
志书主体部分10章，每章都根据内容
配有大量图照，如“乡村记忆中老三件”
配有石碾、石磨、石臼老照片，记忆中打
麦场配有晒麦子照片等，图随文走，文
因图兴，图文并茂，相得益彰，使志书省
去了许多繁文，起到了文约事丰的效
果。《西障郑家村志》共22万字，用照
片、图、表等多达300多幅（个），既调节
美化版面，激发读者阅读兴趣，还增强
了村志的存史价值。

特色是一部志书的灵魂，《西障郑家
村志》就是一部特色鲜明、可读性非常强
的志书。

该书主体结构分为基本村情、红色
西障郑家、郑耀南、乡村振兴、草编艺术、
乡村记忆和人物等共10章。用篇目反
映村情特色，主要表现在编纂者使用前
置法立目，以充分显示地域特色在篇目
设计中的突出地位，吸引读志人的眼球。

红色革命摇篮和最早革命根据地
是西障郑家最突出的地域特色。编纂
者为了突出这一特色，升格立章处理且
前置到第二章显著位置。《西障郑家村
志》升格立章的还有“郑耀南”一章。基
于他对胶东革命斗争做出的突出贡献
和在胶东革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编纂
者怀着敬仰之情，在修志时设专章为他
立传，单独升格为一级类目，从生平、革
命生涯到最后病逝延安，作了全面详细
记载。编纂者秉笔直书，呈现了一个可
歌可泣的革命先驱形象。

内容上体现地域特色，更是精彩
纷呈。编纂者坚持与时俱进，用“乡村振

兴”一章，分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和组织振兴四节，在志书里作了真实
客观记录。目前，很多村庄没有修志，
2017年以前已经修志的大都没有收录这
一内容，而该志则对该村乡村振兴工作
作了真实记述，与其他志书相比，其特色
不言而喻。

草编本是民间工艺，如果入志，一般
只是放在“民间艺术”一章里，作为一节记
述，且只能放在二级类目上。而草编，以
莱州草编为代表，并尤以西障郑家草编
最具典型性、知名度大。编纂者为突出
这一特色，将“草编艺术”单独立章，设
立了“西障郑家村与莱州草艺品”“国家
级非遗项目‘草编·莱州草辫’技艺”“草
艺品应用”三节，记述这一传统民间艺
术发展源头、壮大过程、创名牌、申报

“非遗”的发展历史，介绍了草制品品种
类型及在生活和生产中的应用。读者
读后对莱州草编艺术有了更清晰的了
解。另外，该村的葫芦和木板烙画、崂
山灯、糊虚棚等民间民俗艺术也具特
色，编纂者也单独设了一节记述入志。

村志是对乡土文化的回望与致敬，
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西
障郑家村志》独树一帜设立了“乡村记
忆”一章，安放乡情乡愁。“乡村记忆”章
共设9节24目，依次记忆了村里的手艺
人，记录了粮食加工中的“石碾、石磨、石
臼”三大件，记录了麦收中的“拔麦子、摁
场院、打场、脱粒”，记录了秋天收玉米的
农忙场景，也记录了村中的“东家庙、西
家庙、南庙、北庙”四大庙宇，此外对村里
的粮库、篮球队以及歌谣也都有记录。

“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
斜。”过往忙碌但充实的岁月、温馨的乡
村画卷，让人不禁沉醉于那份远离尘嚣
的宁静与美好。在《西障郑家村志》的
字里行间，仿佛能看到那些勤劳朴实的
村民在田间地头劳作的身影，听到他们
在街头巷尾谈笑风生的声音，感受到那
份淳朴而真挚的乡情。翻开村志，那些
熟悉的地名、人物、故事仿佛穿越时空
而来，让西障郑家人也包括读者在繁忙
之余能够静下心来，回望那片生养自己
的土地，感受那份浓浓的乡愁。

人们常说：读好书如品香茗。近
日，重读由烟台市地方史志研究院和
莱州市平里店镇西障郑家村编写的
《西障郑家村志》，让人就像手捧一杯
值得反复品味的新茶，回味无穷。这

是我读所有村志中感觉最好、受益最
大的一部。

该书由省、市两级对史志研究造诣
颇深的专家学者参与指导，全面、客观、
系统地记述了西障郑家村的百年奋斗

史，传承乡土历史文化，激发爱国爱乡
情怀。因其权威可靠、体例严谨、特色
鲜明，该书入列“齐鲁名村志”“烟台党
史学习教材”，成为解胶东革命历史的
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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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筹建中国老酒收藏馆，受
国内藏酒协会委托，活动方特斥
资3000万元开展“老酒追源”巡
回征集鉴赏活动。

征集品种为2023年以前所
有年份的高度茅台酒、中国老八
大名酒、17大品牌老酒及地方老
酒。五粮液、老董酒、老郎酒、老

剑南春、老洋河、老
汾酒、老古井贡、老
竹叶青、老双沟、老
西凤、老泸州老窖、
老全兴大曲酒、老
白汾酒、老宋河酒、
老宝丰大曲酒、老
武陵酒、老沱牌酒、
老尖庄酒等中国大

品牌老名酒及各类地方名酒。
另鉴定并收购海参、纪念章、老
钱币、银元等。作为展示，同时
收购2000年以前茅台老酒瓶。

咨询电话：18615000112
张老师（同微信）

价格保证活动时间：2月10
日-16日

烟台地区收购鉴定点：芝罘
区文化宫西街好孝心用品超市
（实体店经营，常年收购鉴定，本
宣传长期有效）

近两年老酒市场价格波动大，抓住春节后出手变现的机会

好消息：好孝心鉴定回收各类老酒 可加微信
扫码报价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