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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出一书建一室，文化传承之基础

——浅谈永定河文化研究成果的初步应用
赵永高

“村出一书建一室，文化传承之基础”，是我们门头沟民俗协会在十多年的村落文化

调查中总结出的一个观点；也是多年来永定河文化研究成果的初步应用。为了阐述这一观

点，并使永定河文化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得到应用，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谈及。

一、出村书是对民间文化的及时抢救

我在《门头沟故事丛书》中题过这样四句话，叫做： “他们拉家靠口述，我们调查做

记录，你们传承多媒体，基础是这故事书。”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个飞速发展

的时代，特别是传媒、信息、发展变化很快。如不抓住这个机遇，老人肚里的文化便随人

去；新一代的关注若不在这里，就会断档。因此，出村书是对民间文化的抢救。

1、抢救文化于老人健在时

灵水村的皇家文书是在山西知府刘懋恒后代一个80多岁、无儿无女的五保户的老汉手

里。按照斋堂川的习俗，一旦老汉去世，他的那些破衣褴衫，布包纸片，除钱之外不是随

之入棺，就是付之一炬。我们在编写《军响乡》和《灵水村》书时经与老汉商量，将皇家

文书原件交给了区档案馆收存，并将该件照片和有关说明文章刊登在了《灵水》等书之上。

果不其然，第二年刘老汉就去世了。这应该说是对历史文物的抢救，所以才有了后来互相

传抄的“诰命”照片。

2、抢救文化于建制行政中

中国文化的传承，看似来于某某个人的留书，其实，得益于制度建设。中央早就设置

史官；县官三项大事“断案、收税、修志”己成定制。于是，有了“国史”、“方志”的

流传；也有了“国有史，方有志，族有谱”的传统习惯。近年来，我们出了100多本乡镇

村书，将上述习惯给予了补充和完善，变为了：国有史，方有志，村有书，族有谱。这本

身就是对民间文化的抢救，毋庸置疑。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抢救文化于建制行政中呢?有两层意思：一是区县级以上，国家

规定必须修志。这样的规定，就有了编制，有了人员，有了办公地点，有了活动资金。而

我们所进行的村书工程，即乡镇村书编写是自觉行为，没有硬性规定，行政中编写最为有

力，此是实际经历。二是，乡镇村书的编写往往受到主要负责人的认识、 爱好、条件制约。

比如，1994年沿河城乡并入斋堂镇，成为了地区办事处，不仅领导移人，其行政建制也降

格。而《在门头沟的版图上——沿河城》一书正在后期编审，经过多方协商，此书方才于

1995年印出，差点儿黄了。

无独有偶， 《军响乡》～书也是经历了同样过程。2001年11月，经北京市批示，军

响撤乡，并入斋堂镇。这时，书稿己完，尚未印出，书记张旋里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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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将出书之事列入了会议日程，作为主编的我还被请到现场作过一次说明。因此，抢救

文化于建制行政中易，撤并的单位若再出书就难了。

3、抢救文化于编书理念里

理念，是思想观念。编写村书的理念，说白了就是怎样编写这本村书。我们在实践中

参考了编写《门头沟百科全书》的经验，在不断总结的基础上，写出了一首《玩书歌》：

百科内容有短长，多种形式细装璜。

基本条目求始末，独特新奇重考量。

兵分两路挖史料，读书问道说端详。

不以名利为目的，唯见成果喜洋洋。

就是说，村书有史不是史。要写村中的历史事件，但未必是按年来写，更不必隔代来

修。村书是志不囿志。不必非要竖不断线，横不缺项，述而不论那样苛刻。也许一篇文章

中的一个方言土语就给你带出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接地气。也许有一些事重复谈及，但

是来自不同人的笔下和口述，正是让你明白了该村的重点在哪里。也许当时领导讲话有泡

沫，但是这村书却能反映那个历史时期。没有“亩产不过二十三万，不回里十三”的记录

在案，怎知“大跃进”中的牛皮?

我们说，抢救文化于编书理念里，就是要打碰史志框框，按其精要编写；村书要突出

重点、特点、亮点、闪光点。所谓“村书，村书，各村不同之书”，才是我们所要的。这

样说来，村书到底是什么?还是奥林匹克百科全书总编王樵裕先生说的好，是光荣榜，是

纪念册，是里程碑，是金牌、银牌、铜牌，是统计表，是化名册，是大事记⋯⋯

怎样编好大事记?我们在实践中也摸出了几条，叫：

史籍记载，老人座谈；

文章披露，文书档案：

奖状证书，参考顺延。

这里的参考顺延指参考同类书载，大致时间不会太差。

总而言之，编好一本村书，是对这镇村文化的抢救，既要抢救于老人健在时，抢救于

建制行政中，抢救于编书理念里，更应做到四精：

内容精选，文字精练，

图片精美，装璜精致。

二、办村展是对民间文化的集中展示

办村展，就是举办村落文化展览。北京市规范的提法是：某某村乡情村史陈列室。那

么，为什么要建乡情村史陈列室?怎样建乡情村史陈列室?谈谈我们的一得之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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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展室展示的是古村落文化的重要内涵

大家都知道“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程”的率先倡导者，是全国政协委员冯

冀才先生。他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说清了为什么要举办村展室，原话是： “古村镇的保护，

一方面是古老的村容镇貌，一方面是它的内涵。否则这些古村镇即使保留下来，已是徒具

形骸，内涵空洞，记忆真空。当务之急是在这些重要的古村镇建立博物馆，以抢救和保护

所剩无多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我在谈论《涨价》时说过：

衣服涨价无补丁，

猪肉涨价变瘦型。

木材涨价家俱变，

烟酒涨价不买零。

就是说，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除了吃穿的变化就得说这住房了。我在天津市老干

部大学主办的《青山·诗刊》中曾发一篇小品，是通过“衣食住行”看变化的：

衣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时髦赶，名牌穿，西服革履不新鲜。

食

遇入祸，遭灾荒，稀粥树叶加粗糠；

油不断，粮新买，四季细菜桌上摆。

住

篱笆墙，破草铺，老少三代挤一处；

排子房，水泥墙，两室一厅亮堂堂。

行

人背篓，驴驮筐，攀山越岭古道上；

小汽车，大公共，油漆马路通北京。

我们都知道，城里人到山里旅游干什么?起码是达到眼看景观，口品物产，耳听故事。

这眼看景观，除了自然之外，看的就是反差，看的就是农村的不同文化。因此，办好村展

是对古村内涵缺失的一个重要补充。这就叫：“亡羊补牢未为晚，集中展示窥一斑。”

2、村展室展示的是古村落文化的特色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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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边我们讲了为什么要举办村展室，现在我们讲一讲怎样办展室。通过我们对黄岭西、

黄安坨、燕家台等不少村庄举办村展，使我们认识到：办好村镇展览，关键特色标志。以

《燕家台乡情村史陈列室》为例，陈列纲目是：

(1)三祖文脉，千丝万缕；

(2)商代贝币，交换话题；

(3)元代道观，汉唐古迹；

(4)明清关口，驻兵守御；

(5)八年抗战，为国出力；

(6)名人辈出，光泽乡里；

(7)戏剧之乡，文艺基地；

(8)风水宝地，旅游景区；

(9)带领群众，改天换地；

(10)典型引路，社会创意。

一个村的展室设立多少部分，是根据村庄的特点确定的；村庄的特点是用标志物件展

示的：这就叫特色标志。例如： “三祖文脉”，这是灵山南北的地缘所在，这与古老的涿

鹿砚山黄帝城一直来往不断是有关系的。具体说来，也是如此：黄帝之城，史为一地；披

山通道，韭山有迹；神农尝草，灵山之地；山村摔跤，蚩尤之戏；嫘祖养蚕，旧时遍地；

三祖陶冶，民间用具；蚩尤之马，淹东涧里；黎民百姓，口口传习。

在特点标志确定后，老物件在别处怎么办?物件大不好展怎么办?还会有不少怎么办?

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六个结合，即：

(1)大事与小情相结合，如城砖展示城墙。

(2)图文与实物相结合。

(3)原物与复制相结合。

(4)展台与展箱相结合。

(5)室内与室外相结合。

(6)展示与影相相结合。

总而言之， “村展，村展，各村不同之展。”才是对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村展室展示的是古村落文化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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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村展，除了上述技术性办法之外，最主要的是突显精神寄托。我们所说的“谈论

释放正能量，尊重历史不讳言”，就是对此而言的。展示精神寄托，最主要应是体现在北

京精神上，即：爱国、创新、包容、厚德。

展示古石碑、古文献，看到的不仅是那文字中的历史，蕴含的也是京西人民的勇气和

作为；展示火枪、地雷、军号、军鞋，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现象，更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凶残

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坚定信念；展示改革开放以来的标志物件和图片看到的不仅是新旧社

会的对比，更看到了我们的梦想和希望。因此，一本村书，一个展室远比我们用口传承效

果更强。

三、研究空间广阔，成果应用宽泛

我们说，永定河文化研究的空间是广阔的，即广大宽阔的；成果的应用也是宽泛的，

即涉及的面是很宽的。正是因为研究要广阔，应用要宽泛，我们才说永定河文化研究方兴

未艾。对于这个话题先不展开，目的还是抛砖引玉。

l、永定河文化研究的范围问题

因研究会驻在门头沟，由门头沟出资研究，研究的范围以门头沟为主是很自然的。但

是，进一步研究就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至少达到“京津冀一体化”上来。

2、永定河文化研究的深度问题

因为人们往往看重历史的见证者，如秦始皇，而不知秦国的奠基者秦孝公，是秦孝公

支持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的富强。所以我们研究永定河文化也要向深度进军。换句话说，

永定河文化不是研究的够了，多了，而是刚刚开始，仍应加大研究的力度。

3、永定河文化研究成果的应用问题

我们说村出一书建一室，文化传承之基础。这基础就是永定河文化研究成果的初步应

用。反过来，充分利用这些书籍也好，展室基地也好，开展京西旅游，又是研究成果的进

一步升华。看到了基础文化，激发出创意奇葩，良性循环，红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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