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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桂城叠滘片区，有一位八旬长者孔树，他花几十年时间

寻访、收集、整理资料，为叠滘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笔耕不辍，

写就《叠滘乡志》《茶基村志》《潭头村志》等多本著作，合计200

多万字，乡亲们称他为叠滘行走的“活字典”。

孔树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

2岁时不慎摔了一跤，落下终身

残疾；6岁时在乡亲的帮助下就

学，12岁便开始工作……只读

过3年半小学的他，最终成为通

晓历史的“乡志学者”，还掌握了

会计、电工、治理水患等“十八般

武艺”。

走进孔树家中，可以看到书

房内外摆放了近10个古朴的木

质柜子，里面整齐地放满了文件

盒，这些都是孔树精心收藏的文

学典籍及有关叠滘片区的历史

资料。聊起这些书卷，孔树如数

家珍。如今他已收集到叠滘及

周边的历史资料共121卷，有

300多万字。

孔树自幼爱听故事，热衷于

记录。几十年里，他一有空余时

间就漫步于叠滘大街小巷，地毯

式搜寻有关地名或历史事实，逢

人便问、凡事必记，并进行多次

反复核准。

有一天晚上，孔树邀请多位

热心乡事的老前辈，在人称“叠

滘通”的杨其若老先生家中开了

历史资料座谈会。“当时还没有

电灯，只能用煤油灯照明，大家

在灯下谈得意兴盎然，忽然听到

一声鸡啼，才恍然发现天已亮

了。”孔树说，不知不觉间，大家

讲了一整夜“古仔”。

1985年，孔树受邀参加编

修《南海县水利志》，为寻找相关

史料，他到北京花了21天时间

到处搜集、翻阅大量卷籍。在搜

集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批

有关叠滘的历史资料，便记录下

来，带回家中。

1999年，退休后的孔树在

整理资料时发现，这些年已积攒

了20多万字的材料，是时候实

现自己的毕生心愿——为叠滘

撰写村史志书。于是，在叠北、

叠南社区党委和一众父老乡亲

的支持下，孔树开始编写《叠滘

乡志》。

历经4年纂修、6次修改，共

计 51 万字的《叠滘乡志》于

2007年发表。书中记录了叠滘

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展示了

重要人物来叠滘视察、采风的老

照片，有俚语趣事、乡间童谣、传

统节日等珍贵内容。此书一经

推出，就被街坊抢购一空，连海

外的乡亲也打电话来预定。

此后，孔树再接再厉，陆续

编写了《茶基村志》《潭头村志》

《庆文村志》等多部记录乡村文

化变迁的村史志书。

立志撰写村史志书

“有人曾经义务教过我，我

亦曾经义务教过人。”孔树说，他

曾获益于家乡举办的“义学”，因

此他也想成为老师教导他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叠滘曾先后

举办多期扫除“文盲”的业余教

育学习班，受益群众达2500多
人次。其中，孔树担任了5期学

习班的发起人并讲授课程，培养

了一批财会人员。

童年的经历让孔树深刻明

白读书的重要性，他也常以自身

经历去鼓励身边的孩子珍惜当

下、好好学习。近年来，孔树经

常走进中小学校，给孩子们讲授

乡史村史和古典文学、古诗词知

识课。

“树叔，树叔！叠滘的河涌

是从哪里来的，以前这里为什么

会有洪水，现在怎么又变成安静

的小河呢？”讲课现场，小朋友围

着孔树踊跃提问。

负责对接课程的叠北社区

社工李婉明说，孔树对叠滘的历

史文化有着深厚积累，平时孩子

们提出的生僻问题他都对答如

流，有时孔树还会带上自己手绘

地图跟孩子们一起研究，因此大

家都很喜欢上他的课。

与此同时，孔树还编写了记

录华夏文化历史的《恭谒古缘》、

启发人们自我修齐的《养文达

理》、教习粤语方言的《粤语分韵

字典》等乡土教材，免费送给学

校，培育孩子们的家国情怀。

因为热衷于教育事业，孔树

先后被授予“佛山市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个人”“南海区关心下

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

怅近黄昏。”孔树说，虽然他已

80多岁，但历经了一生的高低

起伏，自己的心态十分豁达。他

想趁着自己还走得动，继续发挥

余热。现在，他还会偶尔到学校

授课，同时还在编写《我爱水乡》

《叠水老乡简史》等书，并为叠水

小镇的创建整理史料。

八旬老人孔树，眼睛里依然

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退休后，孔树相继编写了多部村史志书、氏族族谱。

八旬老人写下
200多万字

叠滘乡贤孔树历时数十年寻访收集资料，写就《叠滘乡
志》《茶基村志》《潭头村志》等著作

醉心历史

“村民只知道我们有‘扒龙

船’的传统，可是龙头上的胡须

颜色有何讲究，龙船为何要做成

25米长，大家都不知道。而这

些问题，孔树都在书里一一讲解

了。”杨远锟在叠滘生活了70多
年，作为本土老居民，他觉得孔

树写的村史志书非常有意义，通

过文字和图片，能让叠滘的乡土

情怀代代传承。

平时乡亲们遇到各种问题，

都会向孔树请教。因为孔树不

仅通晓古典文学和乡土历史，还

能做会计、当电工、修水利。多

年来，“一专多能”的孔树曾多次

受到来自省统计部门、广播电

台、作家协会等单位的任职邀

请，但他都一一婉拒了。

“在我工作的前夕，祖母和

母亲与我促膝长谈，叮嘱我要克

服身体残疾的困难，在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大道上赛跑。”孔

树说，在他幼年最穷困时，是乡

亲的帮助让他得以生活和学习，

所以他要一生坚守家乡，为家乡

耕耘奉献。

4岁那年，孔树遇上了人生

中的第一位“老师”，那就是邻居

五叔。目睹孔树的苦闷，五叔就

用瓦片在地上教他写字，提着他

的手，首先教会他写一个“人”字。

后来，为供孔树上小学，乡

亲们又凑了“百家米”为他交学

费。知识改变了孔树的命运，也

让他铭记着故乡的恩情。在投

身社会参加工作前，孔树写下

“热爱家乡 亲切同胞 忠诚事

业 不计得失”的承诺。

参加工作后，孔树继续进修

了高等工业会计、中级电工等专

业知识，并用所学知识回报家

乡，他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

计员，参与过“联围筑闸”水利工

程建设，测绘出堤防平面蓝图，

患有腿疾的他还曾爬上9米高

的高压电线杆顶端，进行高空作

业。

近些年，孔树先后获得“关

爱桂城”丹桂勋章、“南海好人”

等荣誉。

一生耕耘奉献

坚守家乡

讲授传承传统文化

热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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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树为孩子们讲授乡史知识。

■孔树收藏的资料盒里存满了珍贵历史照片。

■孔树在翻阅村史志书。

■孔树幼年学习所用“文具”仍保存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