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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内人众，循理安分……三立四维，
谙练修身……孝为百首，善诚与人……”
小心翼翼地翻开一本泛黄且边缘破损的
老族谱，资阳市乐至县文体广新局退休
干部、74岁的王同云用手指着扉页上的
64字祖训，细致解释其由来。

这本老族谱源于1909年，是王氏家
族入川后第八代人所著。2008 年清明
节，族谱得以重修，祖训也相应作了与时
俱进的删减。

由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宣传部主
办的第二届“天府好家规”征集活动启动
以来，收到了各地家风家规故事。近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王同云
的家中，听他讲述与时俱进的家风故事。

64字祖训后人受益匪浅

王同云居住在乐至县龙城府邸小
区，得知记者要来采访，他早早下楼等在
小区大门处。

刚进屋，王同云忙吩咐老伴去切西
瓜，“天气热，你们先吃点。”随后，他在旁
边的书桌上抱出几摞文字资料。

“这个就是我们王家的族谱。”王同
云小心翼翼地翻开，其中一本已泛黄且
边缘破损，“这个是老的那一本，晚清年
间编著的，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新的这
本是2008年清明节重修的。”

据记载，清乾隆三年（1738年），王
氏祖先由王朝鼎（号自臣）领队，从湖南
省祁都府永宁县马洪乡五十七都铁牌山

王家庙，迁徙落户于乐至县仁义乡8甲
锅铲沟（今乐至县蟠龙镇黑堰塘村）。

“我已经是王氏家族到乐至后的第
12代人。”在王同云的记忆中，父辈和爷
爷辈都讲过，祖先到乐至开荒种地的故
事。而令他印象最深的，则是族谱里的
祖训。

“我们这些后人都受益匪浅。”王同云
提到，父母从小就教育他再穷也不能去
偷盗，再有理不与人争论，做人要讲礼义
廉耻等，“这些家规都是从祖训中来的。”

翻看族谱，64字的祖训被放在最重
要的位置，王同云用手指着挨个解释，

“像三立四维，就是教育后人要为国家立

功、为祖宗立德、为自己立言，维护礼、
义、廉、耻等。”

此外，王氏祖训中还提到，“孝为百
首，善诚与人。知难敢进，求变智拼。精
忠职守，名利无争”等。

“我们老祖先还教育后人要‘耕文育
韵’，其实就是要多读书，这也让家族出
了很多教书的人。”王同云展示了一本上
世纪80年代的《乐至县志》，其中就记载
他的曾祖父王寿臣爱好川剧，曾选材历
史小说故事，编印剧本数十种。

与时俱进“不准妇女看戏”等被删除

传承好家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同时，不少家庭也认为还需要与时俱进，
拓展和创新其时代内涵。王同云用“去
其糟粕，取其精华”几个字概括。

他提到，在2008年重修祖训时，就
删减了不少条款。“像不准妇女看戏、寡
妇不能改嫁、棍棒教育等传统观念都被
删除，得到了大家的同意。我认为祖训
也应该合乎现在的政策，合乎文明发展
的潮流。”

家风细雨，润物无声。在约定俗成
的习惯和潜移默化的言行中，王同云一
直践行并传承着。虽退休多年，但他仍
坚持在第一线，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发挥
余热。

通过调查走访等各种途径，王同云
几乎走遍了乐至辖区内的所有村落，挖
掘出濒临失传、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民
间戏剧——傩戏，让一大批传统的民间
劳动歌谣如石工号子、栽秧歌、薅草歌、
哭嫁歌等重现倩影。

不仅如此，他还特意搜集乐至各地
的地名由来、祖训、民风民俗等，自费出
版了《乐至民间拾遗》一书。

王同云经常在家族成员聚会时宣
讲祖训，使后辈产生一种崇敬感，从而
潜移默化地自律自省，“不仅要让后人
明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更要让
祖训中的家风精神代代传承，让更多的
年轻人接受熏陶，是我这一代人的历史
责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远扬

祖训也应与时俱进，合乎文明发展的潮流
乐至王氏后人讲述家风故事

王同云展示族谱。

世阳，曲水河畔一个小镇，距离南充
主城区20公里。镇名谐音“侍郎”，明朝
这里曾走出工部侍郎韩士英。韩士英亲
笔撰写的 320 字的长篇家训泽被子孙。
家风代代传，传了 500 多年。7 月 6 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南充市
嘉陵区世阳镇离场镇3公里远的龙凤山
下马兰沟村，倾听韩氏家规的故事。

家训代代传
3代人4位“村干部”

“我父亲曾经是村里的农会主席，我
也当了几十年的村文书、村主任。”85岁
的韩显淼是韩士英第十五代后裔，须发
花白，口齿清楚，耳不聋眼不花。“我大半
生都跟村民打交道，每位村民的家底、外
来媳妇娘家情况、上门女婿的亲戚朋友，
我都了如指掌。”

那时候，如果有村民家里突遇变故，
没有人手顾及田地，韩显淼就会动员村
里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帮助这些农
户插秧。妻子弋玉清同样热心解决邻里
困难，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她爱端着面
粉或高粱到一些缺粮村民家里去问候。

村里有两口子闹矛盾，老婆负气回
娘家。韩显淼上门调解过后，让妻子弋
玉清乘车到几十公里外把她接回。那时
候缺钱，来回搭个车都要买一斗大米
了。“老伴从不抱怨，看到人家和好如初，
她打心里高兴。”

韩显淼共有两儿一女，每个儿女下
面又有一儿一女，幸福美满，是当地出名

的“模范家庭”。到了退休年龄，韩显淼
离开村委会。村委换届，村民又将他的
大儿子韩国民选为村书记、村主任。按
村民的说法，老韩主任是大家信得过的
人，他的儿子也八九不离十。

高中毕业后，韩国民当过兵，退伍回
家，自己也有一番创业的想法，后来当了
村干部，再后来调到镇上治安室担任负
责人。离岗后，韩国民进入一家汽车制
造厂，现在是该品牌汽车广州分公司的
一名车间主任。

几年后，韩国民的弟弟韩国平高中
毕业回家。村民在换届时又将韩国平选
为村干部，韩国平在村主任这个位置已
经干了十多年。

“家为人根，国乃家藩。家国一体，
国泰民安。”韩氏祠堂前，韩显淼仍然能
清楚地背诵出韩氏家训开篇的 16个
字。韩国平3岁多的小孙子也能背出多
句韩氏家训。

马兰沟村，沟状如马兰花，村民以
韩、弋两姓为主，分布在沟两岸，韩姓村
民几乎都是韩士英的后裔，两姓人通婚
较多，一个村差不多真正成了一大家人。

在韩氏家训的熏陶下，村民们知足
而乐、宽容忍让，几百年来都是岁月静好
的日子。现龙蟠镇党委书记孙伟曾在世
阳镇工作多年，对韩氏家风非常了解，

“韩氏大姓在当地威望高，能服众，遇上
一些大事，请他们出面做乡亲们的工作，
效果事半功倍。”

韩氏曾有一座几百年历史的祠堂，
韩显淼小时经常在祠堂里听父亲讲故
事。后来，老祠堂分给那些没房的村民
了。2018年，韩氏族人自筹资金，在龙
凤山脚修起了现在这座祠堂。

有了祠堂，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韩
氏村民都会在祠堂里摆下宴席，粗茶淡
饭，把酒话桑麻。开席前，有一个传统节
目，那就是集体诵读韩氏家训。大家比
的是，哪家小孩考了多少分，能背家训多
少句。

家训里满满的家国情怀
韩士英为人为官的真实写照

明成化22年（1487年），韩士英出
生在马兰沟的二房湾。

韩士英自小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勤

习武艺，练就文武全才。24岁中举，28
岁那年(明武宗正德九年)与新都人杨慎
同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屡建奇功。他
历经明朝7代皇帝，72岁告老回乡直至
去世，享年86岁，葬于马兰沟。

44年官宦生涯中，韩士英始终履职
尽责，忠心耿耿，不为利诱，敢于担当。

江西榷税期间，面对宁王的重金相
贿，他婉言拒绝；面对宁王的恐吓，不为
所动。为此韩士英遭到报复，被诬告贪
污受贿、欺压百姓。幸而韩士英一身正
气，有朋友的仗义执言、老百姓的拥护，
终化险为夷。

明嘉靖年间，蒙古鞑靼首领俺答汗
因要求互市遭到拒绝，与明代朝廷矛盾
加剧，遂入塞侵扰，韩士英奉命“督师”，
保障了北方作战军队马匹、粮草和其他
后勤物资的供给。嘉靖二十二年，韩士
英领南京兵部尚书。他督师戚继光转战
浙江、福建，九战九捷，把东南沿海倭寇
驱逐出境。

72岁那年，韩士英如愿落叶归根，
告老还乡，为堵住众人谋利之口，他写了
一副对联挂在门上：朝廷放归，誓不管闲
事，内外亲朋请勿开口；家庭宜静，须早
完公务，弟男子侄各当体心。

“贤良为本，百行孝先”“子孝媳贤，
睦邻善处”“博施于民，救人危难”……在
老家安享晚年，韩士英结合自己的人生
经历，写下320字的长篇家训，教育子孙
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满满的家国情怀。

历史长河中，500年天地一瞬间。
名望、地位和财富，都随风而去，唯有家
训代代相传，家风熏染，教化分布在全国
各地的韩氏子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苏定伟
实习生 陈娟娟李黎

“家国一体，国泰民安”

320字韩氏家训，流传500多年的家国情怀

韩氏宗谱。

韩国平在先祖韩士英塑像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