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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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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弥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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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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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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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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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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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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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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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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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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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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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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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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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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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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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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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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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岁
月
轮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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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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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年
底
，《
林
埭
镇
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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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发
行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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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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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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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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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荣怡婷 林旭东

用笔墨留住“旧时光”印记

每一部乡镇志的诞生，都是对一方水土的虔诚守
望。翻开泛黄的档案，触摸斑驳的史料，细听耄耋老人
的讲述，编纂者们像考古学家一样，小心翼翼地拂去历
史的尘埃，寻找着散落在岁月长河中的每一块碎片。

在《林埭镇志》主编陆伯鑫的办公室内，各类珍贵
史料一应俱全，有复印下来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有泛黄
但依旧保存良好的老照片，有记录林埭只言片语的文
集著作，还有整理成册的家谱典籍……这些材料的收
集实属不易，对陆伯鑫来说，这是修史编志过程中最大
的难题，也是他乐在其中的幸福源泉。

在拜访陆伯鑫时，他将这些收集来的史料小心翼
翼地展示在我们面前，目光恳切地向我们诉说它们的
来历，它们背后记载的故事。在陆老的言语中，我们仿
佛走进了时光隧道，领略到了各个时代林埭镇的人文
风情、历史底蕴。而这些材料，有的是陆老从民间搜集
而来，也有的则是辗转各地，从上海图书馆、苏州图书
馆等地复印而来。

“屠氏、倪氏、沈氏等姓氏是林埭镇的大姓，要编纂
林埭镇志，这些大姓的族谱都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陆伯鑫说，当时他得到《屠氏家谱》与《倪氏族谱》藏于
上海图书馆与苏州图书馆的消息后，立马不辞辛劳，多
次前往两地查找，最终成功地将这两部珍贵的家谱复
印下来。同时，对于《沈氏家谱》的整理与完善，陆老同
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多次在平湖图书馆整理复印
《沈氏家谱》，并在沈氏后人帮助下，从台湾故宫博物院
获得新史料，不断完善《沈氏家谱》，做到去伪存真，为
《林埭镇志》补充了丰富鲜活的史料记载。所以我们在
《林埭镇志》中可以看到沈初、沈应奎等林埭名人的生
平事迹，透过他们所著的文章与前人开展思想碰撞。

严谨，是志书编纂的根源。那些看似平淡的文字
背后，是编纂者们无数个日夜的辛勤付出。就如《林埭
镇志》所记载的沈应奎，其官至台湾布政使，在收复新
疆、训练台湾兵团、抵抗法国军队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均
有其身影，其经历本身就有传奇感，如何在茫茫史料与
村民的口耳相传中筛选出真实可靠的记载？陆伯鑫在
编纂过程中坚持“孤证不立”，认为文献之间的记载都
要相互考证，彼此经得起推敲。因此，他深入研究民间
传说，细致研读《沈氏家谱》，同时广泛查阅历史典籍，
力求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寻找到最为接近历史真相的

“最大公约数”。
要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得与林埭相关的只言片

语并非易事。陆伯鑫在编纂前，就十分热爱林埭人文
历史，在阅读积累大量古史典籍、走遍每个自然村落
中，“收集、挖掘、验证”三个步骤成为了陆伯鑫编纂志
书的基本准则。“许多林埭名人的原纪录只有简单介
绍，在这次编纂中，我们按照家谱逐一核对，根据记载
仔细摘录，补充了不少名人的生平事迹以及生卒年
月。”陆伯鑫介绍说。值得一提的是，《林埭镇志》第二
十二篇中第一章人物传略的首位人物沈琮就在本次编
纂中补充了生卒年等信息。

编史修志，其核心在于确保文字能够经受住历史
的考验，于时间长河中展现出最为真实的模样。在这
一点上，《新仓镇志》与《嘉兴港志》的主编李克勤与陆
伯鑫不谋而合，均秉持着高度的严谨态度。“收集材料
是重中之重，但凡有模棱两可的说法就不能言之凿凿
地记录进去。”李克勤说，他在编纂《新仓镇志》时印象
最深的一处是，从周边村民口中得知，某同志获得了

“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但是这个事迹无论是平湖档
案馆、图书馆或者报纸上都找不到求证，后来经过多次
考证发现，该同志参加过当年的全国先进劳动者工作
会议，系村民在口耳相传中出现了偏差，将其误传为

“全国劳动模范”。基于这一严谨求证的结果，《新仓镇
志》最终未采纳这一未经证实的说法。

当我们翻开一部乡镇志，字里行间流淌的不仅是
历史的温度，更有编纂者们对严谨治学的坚持，对历
史负责的态度。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敬畏和传承……

壹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编纂镇志是一项需要极大
耐心的工作，它像是在拼接一幅巨大的拼图，每一块碎
片都需要仔细甄别，每一处接缝都要完美吻合。自从
接手镇志工作以来，陆伯鑫、李克勤等编纂者就“入定”
在这方寸之间，整理材料、补充内容、编纂成册。

他们说：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后人。
乡镇志中的每一编、每一章、每一节都是编纂者的

深情绘卷。与刻板印象相反的是，陆伯鑫与李克勤都
不是历史科班专业出身。李克勤早先在新仓镇农科站
工作，与镇志编纂结缘的起点仅仅是“上级安排”，结果
从1993年开始到2018年，25年间，他编纂了新旧两部
《新仓镇志》，一部《嘉兴港志》，退休之后依旧坚持在镇
志编纂的最前线。回忆起初次接触镇志编纂的情景，
李克勤感慨道：“第一次接到镇志编纂的任务时，我们
都感到无从下手。”为了克服这一难题，他们主动前往
海盐澉浦镇等已有镇志编纂经验的地方学习取经，将
海量的材料细心整理成册。

编纂乡镇志是一项孤独而漫长的工作，需要极大
的耐心和毅力。但正是这种坚持，让散落的历史碎片
得以重新拼接，让消逝的往事得以重现光明。每完成
一部志书，就像完成了一次时光的摹写，让历史的温度
永驻纸间。1995年，旧版《新仓镇志》编纂完成。行政
区域变动之后，2005年，新仓镇再次开启镇志编纂工
作，新编镇志在2012年完成，总计汇编120余万字。之
后，李克勤又立刻接手《嘉兴港志》的编纂，6年时间完
成汇编60多万字。

他说：编着编着，修志也就成了我无法割舍的热
爱。

在这条漫长的编纂之路上，热爱与责任相互交织，
共同支撑着编纂者们前行。

陆伯鑫是农民出身，凭借着对林埭人文历史的热
爱，成为了一位研究清溪文化的“土专家”。

他说：能用志书的形式记录下林埭的漫长岁月、理
顺林埭的发展脉络是我的荣幸。

繁琐的史料核实、庞大的文字工作校对量……每
项工作都需要耗费大量的心神，因此修史编志的清苦
日子曾令家人不理解。但幸运的是，陆伯鑫得到了更
多人的广泛认同与支持，村民们听说要编写《林埭镇
志》，纷纷慷慨地将自己对这片土地的记忆与故事，毫
无保留地交付给了陆伯鑫。林埭镇党委政府以及市档
案馆等各市级部门也全力配合，让往事的温度永不消
散。让陆伯鑫印象最深的是，在收集《沈氏家谱》过程
中有沈氏后人联系过来，感谢他对史料的细致考究，也
为他提供了台湾一脉沈氏发展的珍贵资料。“文史界的
好友们知道我在编志后，为我提供了不少线索，《林埭
镇志》中收入的沈应奎书法就源自此。”陆伯鑫说。从
2010年开始到2023年完成初稿，志书的编纂从来不是
他一人之功，是众人群策群力，才让《林埭镇志》有了鲜
活的血肉。

“为后人存史，为当代资政。”这既是工作的准则，
也是编纂者们的心声。如今，镇志编纂圆满收尾，村志
编纂工作又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尽管年岁已高，
李克勤和陆伯鑫不再承担主笔的工作，但两人依然为
后来者全力提供支持。在李克勤家中，十多年前收集
起来的材料依旧保存完好，方便村志编纂者查阅。而
陆伯鑫也同样为村志编纂提供全面的材料支持，帮忙
整理材料、写介绍信，还为村志初稿审核校对。

这就是志书的编纂者，他们以热爱为帆，以责任为
舵，在时光的长河中执着前行。

贰

国有史，邑有志。我国自古就有注重编史修志的
传统。对于国家和执政者来说，地方志是其了解历史、
把握现实的重要工具，具有存史资治、利国益民的独特
功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地方志记录的是家乡的山
山水水、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留住的是乡愁，激发的
是远方游子和本地百姓的爱国爱乡情怀。

就拿《林埭镇志》来说，全书洋洋洒洒一百余万言，
列 23编、62章、229节，不仅全面记录了林埭各个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生动展示了林埭人民保卫家园、抵
御倭寇的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还在“人物”“名录”和

“艺文”等内容上下足了功夫，可谓是一部全面了解林
埭地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轨迹的“百科
全书”。正如林埭镇党委书记倪建锋在本志序言中写
道“志书分门别类，结构合理，资料翔实，出处有据，考
证严谨，历史追溯之久远，囊括内容之丰富，足可以起
到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评价可见一斑，无论
是治国理政，还是惠民安家，编撰村镇志都是一件功在
当今、利泽后世的崇高事业。

在修志界有一句老话，“夫方志者，非示观美，将求
其实用也。”编纂出版一部村镇志，短则三五年，长可达
数十年之久，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多重保障。在这
过程中，修志者通过编纂，将零散琐碎的资料深入挖
掘、系统整理、撰写成文、最后编纂成书。这部凝聚着
编者智慧与汗水的作品，虽如麻雀之小，却五脏俱全，
在呈现形式上也是“花样百出”，述、记、志、传、图、表、
录等体裁应有尽有，对于信息的记录与传播大有裨益，
是后人了解和掌握历史的重要载体。

都说“修志为用，鉴今启后”，除了记录历史、传承
文明外，村镇志还是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蓝本。
借助镇志村史的搜集整理，古今乡贤事迹和乡贤文化
被“搬上”大众视野，吸引越来越多当代乡贤和能人回
乡创新创业；依托镇志村史的编修成果，大家对于全镇
（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底蕴有了更翔实了解，进
一步增强对家乡的认同感、责任感，为推动家乡蝶变跃
升注入不竭精神动力；村镇志记载的是村民看得见、摸
得着的事，记录的是血脉相连、耳熟能详的前辈人、身
边人，这些人和事在细节中凝聚正能量、于无声处传递

“真善美”……可以说，统筹推进村镇志编纂，以文字引
起共鸣，是激发平湖人民内生动力和强大激情最基本、
最深沉，也是最持久的力量。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建
设“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史志宣传工作也越来
越多地被看见、被重视、被实践。在此背景下，村镇志
如何“志”存高远、冲破枷锁？对此，有着 20多年史志
工作经验的市档案馆（史志研究办）原副馆长（副主任）
郭杰光深有感触。“我们在编史过程中，始终坚持质量
第一。”郭杰光说。在审稿修改过程中，他们格外重视
史实的真实可靠性，在根据自己掌握的大量史料基础
上，力求去伪存真、求精求细。

地方志是时代的产物、文化的载体，更是精神的传
承。在浩浩荡荡的平湖发展史中，志书历经岁月的淬
炼，历久弥新。

而今，穿越时空，裹挟着油墨香气，一册册志书激
荡起新时代的涟漪，一批又一批平湖儿女循着思想的
脉络成长，在纸张方寸间寻找未来、高歌猛进！

叁

平
湖
市
志

林
埭
镇
志

新
仓
镇
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