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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氏家规
正己修身、齐家治国、孝敬父母、和

睦夫妻、友爱兄弟、朋友信义、尊老爱
幼、耕读为本。

广安市前锋区观阁镇七谷村，一座
高大的牌坊，虽历经数百年风雨却依旧
巍然耸立，牌坊上“黎氏宗祠”与“状元
第”几个字交相辉映，述说着前锋黎氏
曾经的辉煌。

“黎淳是我们广安黎氏家族的先
祖，明英宗天顺元年考中状元，后官至
礼部尚书，其治家严谨守礼，为官耿直
刚介，清正廉洁。”翻开族谱，指着首页
上的黎淳画像，黎氏家族第21代世孙
黎功平介绍说。

而据有关专家考证，除了黎淳，黎
家史上还出过两名状元：北宋状元黎
錞、明代状元黎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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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许多全省各地的好家规
及背后的故事。7月13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进广安市前锋区观
阁镇黎氏家族，观祠堂，听家风。

制定8条家规
鼓励族人奋发图强争取功名

黎氏宗祠的院子里，塑着一座雕
像，雕像既是黎淳也是黎錞。“他们是文

武两状元，这座雕像是状元精神的象
征。”黎功平说。

据《广安黎氏族谱》记载，清顺治十
六年（1659年），明代状元黎淳后裔黎世
擎入川，居观阁团堡乡彭家堰，为观阁
黎氏一世祖。光绪年间，七世祖黎大器
见原黎氏祠堂破败不堪，便捐巨资准备
重建，族人纷纷响应，于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动工，历时10余载，于宣统二
年（1910年）竣工。为纪念祖上的三位
状元，便立匾额“状元第”。

状元，是古代科举考试的最高荣
誉。观阁这支明代状元的后裔，世世代
代谨守祖训，为官则造福一方，为民则
耕读为本，正己修身。

“黎氏后人以黎淳为榜样，制定了
正己修身、孝敬父母等8条家规，每条配
以短语加以阐述，微言大义。”黎功平
说，过去，为鼓励族人奋发图强、争取功
名，还制定有奖励措施，如：乡会试，帮
钱十串，得中加倍等。

兴学堂开茶馆
祠堂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为祖上是状元，我们非常重视
教育。”黎功平说，过去，黎氏族人兴办
学堂，惠及周围邻里，对当时观阁教育
产生了深远影响。

据族谱记载，军阀杨森驻广安时，
观阁黎氏祠产被收去70%左右。为保
护剩余的族产，经族人商议，于1930年
兴办“黎氏祠小学”，后改为“柱石小
学”，资助族内外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
由族长任校长，聘请德才兼备、热心新
学的志士任教。

黎氏柱石小学开办后，远近的保
（村）民小学相继开办，使新学教育在观
阁得以普及。

后来，黎氏家族又开起了可容纳近
100人的茶馆，选择为人正直公正、乐观
活跃的黎功明等人负责经营，每到逢场
天座无虚席。茶馆的开办，为族人提供

了喝茶、休闲、交流的机会，更成为族人
化解家庭、邻里纠纷的场所，受到社会
各界欢迎。

1998年，原观阁敬老院拆迁，黎氏族
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主动将黎氏宗祠交
由政府用作敬老院，多年来，敬老院多次
扩修，解决了40多位老人居住的问题。

随着时间变迁，学堂、茶馆、敬老院
等逐渐关闭，但不变的是黎氏族人千百
年来的家风传承。

清明会传家规
家风代代传并不断完善更新

在历代族人的努力下，黎氏家训随
着时间变迁不断完善更新，并在每年清
明会上宣讲。

“黎氏家族清明会成立十周年之际，
前来参与聚会的族人达到120桌。当时，
每一个回来的族人我们都送了家风纪念
品。”黎功平说，宣讲家风家规、表扬先
进、教育后辈是黎氏家族清明会的宗
旨。而在2015年的清明会上，更是促成
一件好事：长期在广州做生意的黎仁富回
乡参加清明会，家中长辈教育他“不能只
是自己过得好，一定要回报家乡人”。为
此，黎仁富放弃在广州的生意，回乡发展。

十多年前，黎仁富去广州打拼，父
亲立下的“艰苦奋斗，富裕之源”8字家
规是让他坚持下去的动力。而如今，家
规中“扬名显亲，造福万民”是他正在奋
斗的目标。

黎氏家规形成后，被一条条记录在
黎氏族谱上，更镌刻在黎氏后人的心
间，成为一代代族人的精神图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彦
君 摄影报道

清流镇，因地处大清流河畔而得名，
宋时即设镇，距离资阳安岳县城29.6公
里，南宋名臣杜孝严就诞生于这里。庆元
5年(1199年)，杜孝严中进士，后官至礼部
尚书。“翰林”两字，也成为当地重要元素，
有翰林社区、翰林街、翰林洞石刻等。

虽时隔近千年，但杜孝严撰写的《清
流杜氏宝田铭》至今仍广为流传，其中最著
名的是记录其祖父杜孟留下的家训“忠孝
二字，吾家之宝。经史二字，吾家之田”。

疑问
小镇为何多有“翰林”元素

“可能是缘分吧。”清流镇团委书记
李烜宇来自四川达州，2020年12月，他
通过公招考试来到清流镇。在日常工
作之余，他发现当地很多地方都会见到
两个字：翰林。

“镇上有条街叫翰林街，还有翰林
社区、翰林洞石刻等。我当时就很好
奇，作为一个小镇，为什么地名里会有

‘翰林’。”带着疑问和好奇，李烜宇开始
查阅安岳县域内所有考中进士的名单，
在翻阅了《宋史》《方舆胜览》《宋会要辑
稿》《安岳县志》《乐至县志》等书籍后，
他发现了一个名叫杜孝严的人。

《安岳县志》记载，杜孝严为清流
人，庆元五年中进士。此后，他历任内
史省起居郎、实录院同修国史、实录院
同修撰等记录皇帝生活、国家礼仪大
事、重要会议、修撰国史的职务，最后官
至兵部侍郎、礼部尚书，成为南宋名臣。

“我们从小就听说过，屋头的人经
常拿他（杜孝严）来教育子女。”谈起杜
孝严，今年95岁高龄的清流镇居民蒋
有仲说，杜氏一族曾先后出了8个进士，
这也是当地“翰林”元素多的重要原因。

背后
“忠孝经史”流传的家风故事

随着了解的深入，李烜宇发现，杜
孝严给清流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
富——《清流杜氏宝田铭》。据《安岳县
志》记载，杜孝严辞官后回到家乡，在溪
边的岩壁上铭刻下了这篇铭文，并被后
世广为传诵，《方舆胜览》《宋代蜀文辑
存》等都有收录。

《清流杜氏宝田铭》全文两百余字，
全篇以忠孝为主题，旨在教育子孙谨承
忠孝之义。其中以“忠孝二字，吾家之
宝。经史二字，吾家之田”广为流传，成

为家风教育的典范。
而上述16字，其实源于杜孝严的

祖父杜孟。 据《乐至县志》记载，杜孟于
宋徽宗年间曾在太学求学，后因奸佞当
权，不肯同流合污，愤而归乡。相传，杜
孟辞官时，皇帝问道：“你归隐回乡，内
无家财、外无田地，何以为生？”杜孟回
答说：“忠孝二字，吾家之宝。经史二
字，吾家之田。”

“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我没有什
么财宝能留给子孙后代，但你们要记
住，忠和孝就是我们家里的财宝。我也
没有田地留下，但你们一定要记得，经
史子集、潜心研学就是我们家里的田
地。”李烜宇解释道。

传承
开设讲堂开展学习教育培训

走过清流镇翰林社区，穿过几块已

抽穗的稻田，记者来到翰林洞石刻。在
一处崖壁上，用繁体字刻有“艮岩”二
字，而旁边一块石壁相传刻有《清流杜
氏宝田铭》，但因风化等原因，如今已看
不清相关文字。

“杜孝严的后人现在都没在清流了，
但这篇铭文却流传至今。”李烜宇说，《清
流杜氏宝田铭》能在多部古代典籍中找
到，更难能可贵的是，它的思想对后世
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在清代有
一本和《三字经》《千字文》比肩的幼儿启
蒙读物叫《幼学琼林》，书中就记载有

“杜氏之宝田斯在，薛家之磐石犹存”。
如今，依托“忠孝经史”的宝田文

化，清流镇按期开设“翰林大讲堂”，针
对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学习教育培
训。此外，当地还让《清流杜氏宝田铭》
走进校园，让忠孝之义在琅琅的书声里
世代传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远扬

广安前锋区观阁镇黎氏家族：

一门三状元“正己修身”家风代代传

《清流杜氏宝田铭》全文：

昔我皇祖，节范处士。实居溪上，题于石壁。字有十
六，忠孝二字，吾家之宝，经史二字，吾家之田，为我子孙，
留此基铭。旧屋改矣，溪山自如，面溪背山，新构吾庐。
山现巨壁，可以大书，仍作斯铭，以毋忘厥初铭。曰：

忠孝之宝，出尔性天。忠不待贵，葵藿有尊，孝不
待富，菽水尽欢，苟能宝此，既美且安。经史之田，在尔
菑畲，穗穋是格，稂莠是除，苦心立志，斯为良图，虽有
饥饿，必有丰余。光明之山，韞玉初露，卜筑山根，宝田
所富。此山不磨，此宝长明，此山不灭，此田长耕，环堵
既新，勒山为铭，子子孙孙，生生成成。

“忠孝二字，吾家之宝。经史二字，吾家之田”

南宋名臣留下铭文 堪称家风教育典范

黎氏宗祠内景。

翰林洞石刻是安岳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