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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暑已过，在内江糖业的发源地龙
门镇，甘蔗长势正盛，空气中弥漫着几
分甜蜜的气息。

1716年，福建长汀县人曾达一带着甘
蔗来到龙门镇，开启了在内江种蔗制糖的
历史。鼎盛时期，内江产糖量曾占全省的
70%、全国的50%。近年来，当地引进企
业，在龙门镇曾家大院的基础上，以龙门
镇龙门村为核心区，实施“甜源蔗乡”农文
旅产业科技示范项目建设，建造曾达一纪
念馆等，续写内江甜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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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内江市市中区纪委监委推荐了曾氏家
训。7月1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来到龙门村，探寻曾氏家规的故事。

16岁少年的奇幻之旅
成就内江“甜城”美名

“现在有部分曾家后人生活在内
江，大多生活在五湖四海。”龙门镇文化
中心主任郭晓娟告诉记者，来到龙门
村，有一座坐落在沱江河边的大院——
曾家大院不得不去。作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这座始建于清末的建筑是内江

“甜城”的源头，更是内江乃至中国糖业
历史文化的见证。

在郭晓娟的带领下，记者沿着石梯
而上，进入大院正门。时过境迁，大院
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但院内隔障、天井、
凉亭水阁犹存，是川南民居与福建民居
完美融合的典范。

“清光绪七年（1881年），发家致富
的曾家后人开始建造曾家大院。”在郭
晓娟的解说下，曾达一引蔗种入川的历
史逐渐清晰起来。

1709年，16岁的福建少年曾达一，
凭着少年意气和置业兴家的渴望，辗转
来到内江。后见这一带土地富饶，气候

宜人，曾达一便回到福建老家，请了家
乡两个制糖匠人挑着甘蔗进入内江。
他把带来的蔗种经多年试种获得成功
后，办起了制糖作坊。此后，内江人争
相种植甘蔗，种植范围迅速扩大。

制糖生意，让曾家家业不仅迅速
在沱江边兴旺起来，也为内江带来“甜
城”的美誉。沱江两岸形成“遍地是甘
蔗，五里一糖坊”的盛况。《中国食糖史
略》记载：“康熙年间以沱江流域的内
江地区为中心发展成为西南最大的糖
业基地。”

先祖开拓进取
后人中有一家三代参军卫国

在曾达一第九代后人曾伦家中，他
向记者展示了去年2月整理完成的族谱。

“自懂事起，父亲就告诉我，龙门镇
的曾氏祖先达一公是福建长汀人，‘湖
广填四川’时从福建迁来，他是很了不
起的人。后来父亲告诉我要做好家谱
的整理工作。”曾伦回忆道，他从2004年
开始进行族谱整理工作，所据白马千子
门曾令康存20卷和中山叶家坳花园曾
祥鑫存15卷谱，是目前发现保存最完整
的族谱。

曾氏族谱里有家训十六条，历经几
代人一直传承着。指着族谱上的家训，
曾伦一字一句念了出来：“孝父母、和兄
弟、教子弟、教媳女、睦宗族、重节孝、肃
闺门、择朋友、厚婣（姻）里、尚勤俭、戒
嫖赌、禁烟酒、戒争讼、禁庆寿、展祠墓、

修谱谍。”
第一条“孝父母”中提及，“凡表服

饮食自己妻妾儿女身上宜从简约，父母
身上务从丰厚……父母欲为一事如其
合理，须顺承其志竭力助成之，如不合
理，须婉言悦色谏止之，不可亢言厉色
抵触伤恩。”

讲述起曾氏家训的传承历程，曾
伦直言，开拓进取是父母挂在嘴边的
教诲。

从小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
曾伦，于17岁那年离开内江到河南参
军，2004年转业定居广西河池。

“我父亲当过兵，我也当过兵，现在
我儿子也是部队的军官。”曾伦告诉记
者，作为曾达一的后人，就要自立自强，
学习他开拓进取的精神，去外面闯荡出
一番天地来。

2021年底，曾伦回到内江，一方面
照顾年迈的父亲，另一方面，据他了解
曾氏存世族谱有光绪版和民国版，在
1932年前经历过三次修订，他计划着手
实施第四次编修族谱，“既是给祖宗一
个交代，也是给下一代一个交代。”

建成“甜源蔗乡”
续写内江甜蜜故事

现在，当地正在利用糖文化底蕴和
历史遗存开展农文旅项目，再次成为内
江“甜味+”产业的参与者与推动者。

距曾家大院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
处，龙门镇在曾达一故居引进本地企业

四川汉安糖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龙
门村为核心区，打造“甜源蔗乡”，内设
曾达一纪念馆，曾氏家风家训作为其馆
内的重要内容，免费对外开放。

走进甜源蔗乡，新中式的房子将山
墙、老宅串联在一起，历史和现代完美
融合。在曾达一纪念馆，一张张图片，
一段段文字详实地讲述了内江糖业的
起源、兴衰。

采访当日，记者注意到两个中年人
拿着手机在馆内四处拍摄。经过一番
询问得知，两人是曾达一后人，其母亲
曾志文出生在内江，这次是随母亲从苏
州来内江寻祖问根，这也是两人第一次
共同踏上家乡的土地。

内江，对他们而言，不再是母亲故
事中模糊的记忆。

“以前我们对达一公的功绩，只是
略知一二。他尚勤俭，（只凭）一个盐蛋
走上入川路，给我的印象最深。”其中一
位中年人叫曾德才，他告诉记者，传说
少年曾达一随叔父一道入川时，一路
上，叔侄俩只向店家要饭，从不点菜。
店家问及缘由，他俩只说有盐蛋下饭。
实际上叔侄俩是为了节约，一路上只带
一个盐蛋，每到吃饭时只点饭，有店家
问起时就把盐蛋拿出来做做样子，饭后
用纸将蛋孔糊上继续赶路。曾达一的
勤俭持家，也是让曾氏一门在内江兴旺
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段经历成为日后曾家教育后人
的必修课。当可以近距离感受和触摸
先祖的创业史，曾德才感触颇深，“这次
寻根之旅，很好。”

“36年没回来过了，一回来本来是
直奔曾家大院去的，问路人才知道这
里还有个纪念馆。看到政府这么重
视，心里好感动。”迈进曾达一纪念馆，
映入眼帘的一切让曾志文十分动容，

“我的根在这里，这座纪念馆让我们感
觉亲切温暖的同时，也增添了一种归属
感和认同感。”

曾伦亦十分满足，他说当地能够把
这段历史复原出来、传承下去，有了文化
的积淀，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未来，他希
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曾家后人参与进来，
把文化的力量转换为发展的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贾娇

目前，第二届“天府好家规”征集
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此次活动由省
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宣传部主办，封面
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活动启动以
来，社会各界广泛参与。7月10日，四
川著名书法家何开鑫接受了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分享他对家
规的理解。

何开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
川省书协行草书专委会主任，曾获中国
书协第七届全国展“全国奖”（最高奖）、
中国书法兰亭艺术奖提名奖、首届世界
华人书画大展“金奖”、第三届全国楹联
展“银奖”、四川省“巴蜀文艺奖”一等奖
等。出版有多部个人书法专辑。

在何开鑫看来，中华文明的流传离
不开家规家教。“家风家教家规历史上
由来已久，是中华民族家族文化、宗族
文化和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练和体现。

从历史上来看书画历史名家等，他们不
管是贫寒也好、贵胄也好、豪门也好，有
影响力的这些人，都是在家族、宗庙或
者私塾中熏陶、培养出来的。包括现在
的书法艺术家也是这样，他们从小受到
家庭文化的影响，懂道理、懂礼貌，才在
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很远。”

何开鑫认为，家规是联系自我与家

族的纽带。“第一，家规可以很好地促使
后人继承前人的精神遗产和家风家
教。第二，自己一生的活动和进步，都
会受到家族的关注、培养和提携。有了
成绩，向家庭的前辈报告、汇报；遭受挫
折和打击，可以在家风、家族、宗庙里面
得到安慰、劝解与释怀。历史上所有有
成就的、有影响的文人，都会有一个共
同的理想，就是弘扬家族，光宗耀祖，这
其实就是家规家教熏陶之下所产生的
家族使命感与自豪感。”

“茂德载福千秋旺”是何开鑫刚刚
为何氏家族撰写的一副书法的上联，也
是他对家风家规的理解。“我教育我的
后辈、孙辈的时候，经常跟他们讲，为人
要正直，就像我在对联中写的，第一个
叫‘茂德’，‘茂德’出自于南朝裴子野的
《宋略总论》‘有国有家，丰功茂德，未有
如斯之盛者’这个典故，所谓‘茂德’就
是‘德’要好，‘才’要好。”

何开鑫进一步解释：“一个人就像是

一艘大船一样，他得知道自己该驶向什么
地方，要有方向感，有目标感，这个很重
要。‘才’是什么？‘才须学也，学须敬也。
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要善于学
习。”书法的下联是“和气致祥百代兴”，

“和气”出自《礼记·祭义》“有和气者必有
愉色”，“‘和气’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之
一，‘和颜悦色也，和则贵也’。”

除了“茂徳和气”联，何开鑫还挥
毫写下“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事无奇但
率真”一联。他说：“厚德博学、待人坦
诚，是做人做事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
诸葛亮的《诫子书》说得很好，‘淫慢则
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这些道
理到现在都非常值得我们继续琢磨。
这些对后辈小孩子们的告诫与指导，是
教育中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
个环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实习生王仕豪

内江市市中区曾氏家族：

先祖开创糖业传奇后人践行家训家规

书法家何开鑫谈家规家教：

厚德旺，和气兴，传家有道万事平
｜“大家”说家规｜

书法家何开鑫

曾家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