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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威远县镇西镇川主村笋子
林，一座红墙红瓦、飞檐翘角的建筑掩
映在乡间民居中，这是曹氏家族2012年
新建的曹氏宗祠。祠堂的门头牌匾下，
从右到左分别写着“前辈勤劳俭朴饱经
磨砺创家业”“后裔攻坚克难千锤百炼
成精英”，由此可见宗祠建立的初衷，即
缅怀先祖、教化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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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面向全省公开征集家规及背后的故事。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进曹
氏宗祠，聆听曹氏族人“遵纪守法，艰苦
创业，勤俭节约，尊师重教，和睦团结，尊
老爱幼”24字家规背后的故事。

先祖由闽入川
第六代兴建学堂惠及乡邻

现年75岁的曹世平介绍，曹氏入
川先祖叫曹德连。1725年，曹德连带领
妻子和三个儿子（曹祚荣、曹祚魁、曹祚
选）从福建长汀县迁来四川，在荣县的
石凤山佃租安家。

曹祚荣、曹祚魁、曹祚选三兄弟长大
成人后先后分家，曹祚荣和曹祚选来到
了威远县镇西镇的梨儿湾，曹祚魁以及
后人经过艰苦创业，逐渐兴旺发达，买下

了浪水坝和笋子林两个地方的土地。
曹家鼎盛时期在清朝末年，根据

族谱记载，家族里出了不少名人。比
如入川第六代曹宏宇考取“郡庠生”，

“例授六品衔布政司理问”，他不仅组
织入川四代15人纂修曹氏族谱，还在

家乡笋子林兴建学堂教学，惠及家族
后人及乡邻。

提炼升华家规
24字家规让后辈铭记在心

曹世平打开祠堂里的玻璃展柜，取
出三本族谱，依次是1876年曹宏宇主
修的第一版家谱复印版、2015年版以及
2022年版，每一个版本的家规都在前一
个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提炼升华。

第一版家规用繁体字写有16条，
例如：“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
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

2012年建立宗祠后，家族成员根据
社会发展变化，对老版本的家规进行了
简化，提出了“下一代要自觉孝敬父母、
尊敬师长、文明礼貌”“族民要热爱祖
国、热爱家乡、热爱人民”等等。

曹世平的女儿曹利曾经是语文老
师，如今任威远县教师培训中心专职工
会主席。为了让家规更加朗朗上口，让
后辈更容易牢记在心，2022年，征得长
辈同意后，她再次将家规进行了优化，
提出了“遵纪守法，艰苦创业，勤俭节
约，尊师重教，和睦团结，尊老爱幼”24
字家规。

传承良好家风
修路建桥支援家乡建设

关于传承家风、践行家规的故事，
在曹氏家族有很多。今年，族内开展了

“最美家风家教”征文活动，收到作品13
篇，汇编成《曹氏宗亲家风文摘》。第一
篇文章讲述了曹世森的故事。2005
年，曹世森捐资40多万元，在荣县与威
远交界处为家乡修建了百灵寺大桥。
如今，每年祭祖时，曹氏族人都会自愿
捐款，这些善款除了宗祠日常开支以
外，还会用于家乡建设，例如去年就捐
资7万元用于修建公路。

曹利对家规感触最深的四个字就
是“尊师重教”，因为“知识改变命运”的
说法在她脑海里根深蒂固。她还记得，
自己刚识字的时候，当教师的爷爷就要
求她每天背诵5个成语。师范毕业后，
长辈依然鼓励她要不断提高学历，于是
她又自考了大专和本科。

在曹利看来，良好的家风能够帮助
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使他们不断
向上向善，她计划明年祭祖时，号召更
多的族人将晚辈带来，理解家规的深层
含义，内化于心从而外化于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晓庆

“我虽然出生在北京，但我的籍贯
是四川三台。”83岁的国医大师萧承悰
几年前在绵阳三台萧公馆开馆时，专门
针对自己的简介进行了修改。萧公馆
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她的祖父萧龙友，这
里也是她的根所在。

萧承悰的祖父萧龙友，上世纪20年
代弃官从医，并给自己取名“息翁”，致力
于中医传承，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新
中国成立后，他又给自己取名“不息翁”，
在他的推动下，中国首批4所中医药大
学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成立，培
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专门人才。

作为萧氏家族“低调淡泊，心正意
诚”家风的传承者，萧龙友还培养出了
汉语学专家萧璋、铁道专家萧瑾、知名
书法家萧琼，并将孙女萧承悰培育成了
京城又一代名医。

家世显赫
曾有两人考取拔贡和举人

来到三台县潼川古城方家街，可见
一座占地面积约1100平方米的建筑，
这里便是为纪念一代儒医萧龙友而修
建的“萧公馆”。

进入萧公馆，正中央是一尊萧龙友
手握书卷的铜像。看着这尊铜像，很容
易让人想起李时珍画像。“对，李时珍以
前没有画像，蒋兆和照着老丈人萧龙友
的样子，画出了李时珍的画像。”萧公馆
讲解员唐蓉说。

唐蓉介绍，萧氏先祖聚泰公清朝乾
隆年间入川，安家三台鲁班镇。聚泰公
在原籍时就从事农耕及药材贩卖生意，
生活安定后，就在三台县城开设药店，
并举家迁入三台县城。“潼川古城方家

街就是当年萧氏公寓的所在地。”
清道光乙酉年，聚泰公的儿子萧鸿

吉通过考试，获得拔贡，外出做官。萧
氏家族从萧鸿吉开始，成为当地有名的
书香门第。

1870年2月13日，萧龙友在四川
雅安出生，他的父亲萧端澍在清光绪戊
子年考取举人。萧龙友幼年受父教，用
心攻读经史诸子及名家诗赋，打下了坚
实的国学文化基础，也继承了低调淡
泊、心正意诚的家族品格。

医隐济世
自筹资金创办北平国医学院

唐蓉说，萧龙友与中医结缘始于幼
年。当时族人开有药铺，他常去铺中观
摩询问、学习，故能识药物、辨药性，还
研习了《内经》《难经》等中医基础理论
典籍。后又因其母患血崩症，久治不
愈，为救母更是遍读历代各大医家名
著，对诊治疾病渐有心得。

1892年，四川暴发霍乱疫情，死难
者不计其数，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
敢医治。当时年仅22岁、正在尊经书
院求学的萧龙友约同朋友陈蕴生一起
沿街巡治，在霍乱横行的川中留下了

“万家生佛”的美名。
1897年，萧龙友赴京朝考获拔贡，

留京师任八旗官学教习，后赴山东当县
令，后因政绩卓越升知府。当时时局动
荡，民贫国弱，官场的腐败和黑暗让他
感到格格不入，遂动了医隐之念。

1928年，萧龙友弃官行医，开始了
他“以医济世，不恋荣利”“不为良相为
良医”的医隐之路。1930年，萧龙友和
友人孔伯华一起自筹资金创办了“北平
国医学院”，培育中医后继人才。十五
年的办校时间不仅培养出学生数百人，

更首次在教学形式上完成了中医教育
的正规化。

新中国成立后，萧龙友虽年已八
旬，仍念念不忘中医事业。1956年，国
家采纳他的建议，在北京、上海、广州、
成都设立四所中医学院，这也为往后中
医发展奠定了基础。

家风传承
开处方既要疗效又要药廉

为官则清正廉明，勤政爱民；为医
则心怀病患，德术双馨。萧龙友用一生
践行着“低调淡泊，心正意诚”的家风家
训，并将它传承下去。

三台县中医院院长卢文华多次拜
会过萧承悰，对萧承悰及其家风也有了
更多的了解。“萧老说她从小在祖父身
边长大，给她影响最深的也是祖父萧龙
友。”卢文华说，作为萧龙友的嫡孙女、
萧氏妇科的第三代传承人，萧承悰的人
生受祖父影响可谓至深至远。

1959年，萧承悰考上北京中医学
院，走上了中医之路。20世纪60年代，
她在农村参与巡回医疗，常常骑着一辆
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把上挂着手术包，
赶到北京郊区的农村为患病妇女看
诊。每次给病人开处方，她都要再三斟
酌，既要疗效好又要药价廉。多年来，
萧承悰还培养出百余名硕士及博士研
究生、博士后等。

“我觉得传承，一个是传承医德医风，
一个就是要传承医术。我临床50多年，
揣摩了一些临床经验，而且到耄耋之
年，就更应当把医术毫无保留地传下去，
不然记忆越来越不好，还怎么传？”萧承悰
的话里所流露的正是传承的意义所在。

在今天的北京城里，有一所远近闻
名的中医馆——京城萧氏医馆，这是由
萧龙友的曾孙子、萧承悰的儿子萧震所
创办，成为了萧氏乃至整个中医的又一
张闪亮名片。
胡鑫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洪攀

绵阳三台萧氏家族：

“心正意诚”家风塑造出几代名中医

内江威远县镇西镇曹氏家族：

百余年来三次修订家规教化后人

位于绵阳三台的萧公馆。

萧龙友手握书卷的铜像。

曹氏宗祠。

曹世平和女儿曹利翻阅族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