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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纂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更掀起了纂修新地方志的高潮，各种市县志、部门志、专业志相继问世。
然而，作为市县的基础，乡镇的依托，一村之志的编撰却鲜有人问津，即使有“方志之乡”美誉的浙
江省也不例外。
内部发行的村志已属凤毛麟角，像许亦江先生这样公开发行个人写成的村志，我看到的是第一部。
村志之所以奇缺，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专家多忙于写大志，村领导忙于事务，土秀才忙于修谱，再说也没有专项经费。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农民，受到盛世修志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从爱乡的情怀出发，凭着
不高的文化程度和瘦弱的身体拿起笔来，四出走访，边学边写，历经七载，六易其稿，终成卷帙。
其间经历的风风雨雨，忍受的冷讽热嘲，克服的种种困难，是常人所难以想像的，用“呕心沥血”、
“苦心孤诣”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
这件事本身就让我们体会到“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句话的深刻性。
也正是在他的精诚的感动下，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和父老乡亲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关怀和支持。
水南，是天台县和台州市的第一大村，也是浙江省最大的村庄之一。
它建村早，村民聚族而居，民性刚强，刻苦耐劳，耕读传家。
历史上人才辈出，不少人投身革命，学有成就，但也曾以宗族械斗闻名。
改革开放以来，观念大变，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村风村容有了显著的改善，村民生活步入小康，这
一切都在志书中得到全面的反映。
掩卷沉思，既可以让我们缅怀先烈，知前人创业之艰难，更可以启迪后人，唯有共产党、社会主义才
能救中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水南村志》不愧为一部历史教科书，是弘扬革命正气，对后人进行爱国主义、社
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的乡土教材，也是改革开放的一曲时代颂歌。
为了编写这部村志，作者于耕作之余，自购书籍，钻研志书体例，早出晚归，到处搜集资料，举凡古
今史志、辞典、年鉴、碑记、谱牒、文书档案以及口碑，无不虚心采撷，悉心考订，务得其实情，焚
膏继晷，秉笔直书，没有把握的宁缺勿滥。
因此，这部村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有了这么一部“村情百科全书”，水南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展卷可得。
对于各级主政者来说，水南是农村的一个典型，“解剖麻雀”，将起到资治宣化的作用。
当然，限于条件，这部村志难以尽善尽美，对于一位古稀老农来说，也不可苛求于他。
当此志书付梓，欣慰道贺之余，略缀数语姑以为序。
愿《水南村志》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其积极作用，愿后来者续修更为完善的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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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村志之所以奇缺，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专家多忙于写大志，村领导忙于事务，土秀才忙于修谱，再说也没有专项经费。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农民，受到盛世修志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从爱乡的情怀出发，凭着
不高的文化程度和瘦弱的身体拿起笔来，四出走访，边学边写，历经七载，六易其稿，终成卷帙。
其间经历的风风雨雨，忍受的冷讽热嘲，克服的种种困难，是常人所难以想像的，用“呕心沥血”、
“苦心孤诣”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
这件事本身就让我们体会到“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句话的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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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水南村以地处始丰溪之南而得名。
天台县城南廓，西连石溪乡，南接南屏乡，东面与大路曹、下余、梅坦等村毗邻，东北及西北与溪头
、桥上、清溪、玉湖街、玉湖洪诸村隔水相望，辖区内总面积21平方公里（其间有友谊、双狮、穸岭
口、平坑等4个行政村所属土地3.6 平方公里）。
内山丘约占14平方公里，溪滩、水域约占2.5 平方公里；坐落在3只龟山东北面、始丰溪与小法溪间的
耕地及村舍，地势平坦，约计4.5 平方公里（友谊等4村约占1平方公里左右）。
距天台县城2.5 公里。
总人口1万人，为天台县及台州第一大村。
水南原为大溪之南的共称，历史悠久。
宋元时期有宋、赵、仇、齐、葛、陈等姓氏许多村庄，均属零星分散小村。
14世纪20年代，许氏徙此后衍成一大村庄。
六百年来，曾屡改村名为溪南、福溪、水南等。
明代建置都治，历来为都、庄、村、区、乡、公社、片等治所所在地，今为天台县城关镇新民管理区
、办事处治所，是原新民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49年5月天台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村人民共同努力下，彻底改变了50年前的“
点灯用芯油、烧菜用豆油。
酱品多家酿，吃的是杂粮。
穿的是土布，走路靠行步”的贫困落后面貌。
水南村辖境地处丘陵，村西南有龟、狮、龙三山（俗称三龟山）雄踞，东、北、西界始丰溪，东南面
跨小法溪称下水南。
三面临水一面靠山，海拔高程在49米～56米之间，低于相邻的下水南、石溪乡、龙山乡、丽泽乡及城
关各地，故有水南窝之称。
地势是自西向东缓缓倾斜，东端樟树下地带海拔高程不足50米。
始丰溪与小法溪是本村的过境河流，村西北屋后有一条始丰溪古河道，原为终年不断流的后门溪
，1972年改造河道不得法，致使沿溪两岸的道路、土地，每逢汛期或暴雨都要遭受水患。
本村山林面积广宽、资源丰富，大炼钢铁年代，林木滥伐殆尽。
1960年起，封山育林至今，均已长大成材。
水力资源丰富，水能开发利用率高，安装有水力发电机组270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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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水南村志》历经九个寒暑，即将付梓，总算了却“老有所乐、乐在其中”的素愿，心中十分欣慰。
回想1957年水南粉丝业鼎盛时期，我曾着手撰写《水南豆面史话》，后因缺乏史料、外出读书而作罢
。
1993年又从编修族志中得到启发，萌生了撰写《水南村史》的初志。
翌年秋天，写成村史教育篇初稿。
住临海的表姐杨若柳在修改稿时，鼓励我把村中方方面面史料收集起来，编写成书，做到“老有所为
、乐在其中”。
于是我又陆续写成农业、水利等五篇初稿。
1995年秋，请政协许常枢先生指正。
许先生说：“个人写村史在天台你是第一位。
难度很大、阻力不小、成书更难，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翌年春送回稿纸时又说：“你写的稿颇有价值，很多是以往志书典籍所没有的，可以补志之缺、纠
史之误。
最好把村史改为村志，把分散在各地的零星材料全部搜集起来，为浙江省最大的村之一——水南村，
建立一个系统的档案库，起到资政、存史和育人的作用，这也就是你对社会的贡献。
”从此以后，我就全力投入搜集、查考有关水南村的各种族谱、局志。
到县档案馆、文管会、图书馆、党史办查找有关资料以及各种名人简介等书刊，并购买了多种志书；
先后走访了10余个有关姓氏人员，20多个村，达300人超400次之多。
至1999年陆续写成15编初稿，请多位老先生（名单详后），分编审改后自费电脑打字，油印成30册分
送给他们以及水南六行政村的热心人和知情人，请他们帮助审改。
三稿印成后又请许中益、杨若柳、张泰岳、陈凤鸣等先生全面审改。
2001年以后，许常枢先生又经常每天抽出半小时审订、定稿。
2002年，县方志办庞国凭主任送书稿请省方志办王志邦研究员审阅，王志邦研究员就志书结构提出了
修改意见。
2003年又经方志出版社李富强、周均美、炬恩等三位领导的三次审定，同意出版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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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南村志(精装)》：浙江省名村志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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