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农家小院，一张桌子，一杯清
茶，生活恬静而舒适。5月4日，当记者
走进宜宾李庄古镇张仲杰家的院子时，
身着唐装的他早已在门口等待。小桌
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籍，上面写着《张
氏宗谱》四个字。翻开宗谱，第一页写
着：敦孝悌、睦宗族，饬伦纪、辨职业，择
交友、安义命，尚勤俭、谨婚嫁，慎丧祭、
训子孙。

这30字，是张氏家族的家规。2017
年，李庄古镇张氏家族家规入选“十佳天
府好家规”，张仲杰作为代表，前往领奖。

时隔6年，张仲杰已经78岁，虽头发
花白，但依然精神矍铄。抿一口茶，他
向记者讲起了家族的辉煌过去和他对
家规的理解，并感叹道：“对家规的传承
和践行，其实早已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点
滴当中。”

代代相传承
家规强调崇文尚义、义字当先

在张仲杰的回忆里，李庄古镇张
氏这一脉，最早可追溯到清朝乾隆年
间。祖上从宜宾南溪大观镇移居到李
庄板栗坳，起家耕读，勤俭持家，后富
甲一方。

“张氏家族家规，强调崇文尚义、义
字当先。”张仲杰说，若展开来讲，又绕
不开“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
地方供给”这16个字。

据史料记载，抗战期间，不少高等
学府和研究机构需要迁移至大后方四
川，在张氏家族的影响带动下，李庄乡
绅罗南陔发出“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
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字电文，为内迁
的学校、机构提供教学研究场所。张仲
杰的父亲张官周，就是抗战中积极促成
同济大学等国内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
迁川的开明绅士之一。

“我祖母王宪群，用卖田的收入出
资，在李庄创办私立宪群女子中学。

我们张家人将张氏宗祠、庙宇都用作
同济大学各个学院各个系科的教研
室。”说起这些往事，张仲杰眼神中仍
微微流露出自豪。

纵使时光相隔百年，不同时代，总
有不同的张家人践行着同样的张氏

家规。
李庄镇龙金村村民张龙彬火场救

人，用见义勇为传承家训的“义”；李庄
镇永胜村村民张正明，用带头致富诠释
家规的“义”；李庄镇安石社区原党支部
书记张成名，用改变家乡面貌来践行家
规的“义”……

骄傲与自豪
想重新把祖先牌位放回祠堂

每当回想起拿到“天府好家规”荣
誉的那一刻，李庄古镇张氏族人的骄傲
和自豪总会萦绕心间。

“很自豪，我们的家规被更多人看
见和肯定，不过我们仍然保持谦虚。”李
庄古镇的张九明说，得奖后，李庄古镇
张家乐翻了天，但老一辈高兴之余，也
教育小辈要更加遵守家规家训，不要给
祖宗丢脸。

从成都回到李庄后，张仲杰心里产
生一个想法：宜宾张氏家族宗亲会早在

2015年就已成立，屏山县、高县、长宁县
也成立了分会，他期盼着李庄古镇张氏
家族宗亲会尽快建立起来。然而，自己
虽作为李庄古镇张氏一族的“老辈子”，
但由于年事已高，想要发起这项工程，
却力不从心。

2021年，在张九明和其兄弟的牵头
下，李庄古镇张氏宗亲会开始筹备。接
到记者打来的电话后，张九明说出了一
直以来的心愿：“想把李庄古镇张氏一
族的祖先牌位，重新放回张家祠堂。”

如今的张家祠，作为一处名胜古迹
矗立在李庄古镇，节假日游人如织。这
里的张家人在等待一个机会，想把家规
和牌位都立在祖祠里。

传承和践行
他照顾老伴，儿子照顾他们

岁月流逝，张仲杰头发日渐花白，
他的老伴2017年因为生病瘫痪，数年
来，每天清晨或傍晚，在乡间小路上，总
有个老大爷推着轮椅上的老伴在散步，
他们成了最独特的“风景”。

“大儿子定居江浙那边，我们跟着
小儿子一起生活。他们夫妻俩照顾我
们和两个孩子，有些辛苦，但他们做得
很好。”张仲杰说，因为要照顾老人，小
儿子和儿媳妇没有外出打工，农忙时种
地，闲时周围有活就接一下。

2017年和2018年，张仲杰一家连续
两年被李庄古镇评选为“最美家庭”。
2022年，张仲杰的儿媳妇被李庄古镇长
虹社区评为“最美媳妇”。

对张仲杰而言，他照顾老伴，儿子
照顾他们，闲暇之余给孙儿们讲讲家规
家训，这就是他的“小确幸”。于是，敦
孝悌和尚勤俭，成了张仲杰对孙儿们强
调最多的两条家规，他认为要尊老爱
幼、勤俭持家，才能够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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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李庄古镇张氏宗族后人：

在日常生活点滴之中传承家规精神

“薄己厚人，勤俭持家，不贪为宝”，
这条传承了上百年的家规获得“十佳天
府好家规”，在82岁的胡昭宜看来，这12
字是胡氏家人信奉一生的做人守则。
除了影响身边人，它在不同的时代，也
有不同的解读和含义。

如今，上百人的自贡胡氏大家族，
仍然延续着百年前胡氏祖先留下的精
神基因。

评上“天府好家规”
他受邀向年轻人“传经送宝”

被评上全省“十佳天府好家规”后，
2018年，胡昭宜的原单位中国人民银行
自贡市中心支行多次邀请他到单位，讲
述胡氏家规，向年轻人传播“薄己厚人，
勤俭持家，不贪为宝”的观念。

“很多都是90后、95后的年轻人，刚
刚进入单位，我向他们传递这些观念时，
感觉他们还是认可的，我认为主要是如
何在工作和生活中去实践的问题。”胡昭
宜说，“我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在别人认
可的情况下，去传播好的家风观念。”

熟悉胡昭宜的老同事、老邻居，多
年来也一直对胡氏家规非常称道，对胡

家的家风教育传承非常认可。相比之
下，胡昭宜则显得低调得多，“我们首先
要按照家规做好自己，大家觉得好，自
然会认可，会去传播和实践。”

族人靠勤俭立业
成为自贡盐场四大家族之一

早在19世纪，胡氏祖先胡元海从江

西来到自贡，靠卖布匹在贡井发家，后
来买下井灶开始进军盐场，最终成为自
贡盐场有名的“四大家族”之一。胡元
海的五个儿子，各自发展、各有产业。
尽管家财万贯，但胡氏族人却谨遵祖先
遗命，始终勤俭持家。

后来，胡元海的儿子、胡昭宜的太
祖胡勉斋定下了12字家规，一直代代相
传。“我父亲这一房下，共有10子妹，如
今还剩下四子妹。几十年来，我们一家
谨记这12字家规，我也相信老祖宗的经
验总结，是让族人能够在社会中生活、
发展得更好的生存哲学。”

2017年在成都领取全省“十佳天府
好家规”奖项时，胡昭宜身上穿的，就是
孙子曾穿过的裤子。他说，从小就听家
里长辈念叨这十二个字，他和兄弟姐妹
深受感染。“长辈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
生活上要勤俭持家，待人接物要薄己厚
人，这是参加工作后父母对我的教育，
我始终谨记并照做。”

家规应与时俱进
希望更多人传承好的家规

胡昭宜这一房族人现在年纪最大

的是胡昭宜的姐姐，近90岁高龄，最小
的是20出头的孙辈。这个大家族还有
个传统，每年春节、清明，胡氏家族的五
房100多口人会举家团聚，每次团聚，身
为长辈的胡昭宜都要提醒族人，一定要

“薄己厚人，勤俭持家，不贪为宝”。
面对两个20多岁的孙子，胡昭宜虽

然也要仔细叮嘱，但他认为，“时代毕竟
不一样了，我觉得家规也要与时俱进。
像我的这两个孙子，不可能让他们再去
捡上一辈人的衣服穿，但这种精神要传
承，要与时俱进‘勤俭持家’，不死板不
生硬地去传承、发扬。”

对于家规，整个胡氏家族的族人
都非常重视，因此多年来，胡家一直
兄弟和睦、亲邻友爱，在外也待人亲
和、遵纪守法，良好的家风一直备受
外界赞扬。

“老祖宗经过百年传承下来的家
规，是经过了长时间检验的，我们照做、
传承、发扬，对整个家族的兴旺肯定是
有利的。也希望族人身体力行，带动更
多人传承和发扬好的家风家规，向社会
传播正能量、好观念。”胡昭宜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恪生

“薄己厚人，勤俭持家，不贪为宝”

自贡胡氏祖先留下的精神基因传承上百年

李庄古镇张家祠。

张仲杰（右）和老伴、小儿子合影。

胡昭宜整理家人日常生活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