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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正中高悬“勤耕务读”牌匾，
四周阡陌交错、稻浪翻涌，与青青农
舍、水墨村庄交相辉映……走进广安
市邻水县复盛镇莲花村甘氏祠堂，“勤
耕务读”“培育后代”等甘氏族规、“戒
懒不读书”等甘氏子弟戒律格外引人
注目。

甘氏入川第三十五代孙甘在清翻
开族谱介绍，复盛是甘氏入邻（水）首
站。邻水甘氏多英杰，仅复盛一隅，走
出两个大理寺正卿，进士、举人及知
府、知县若干，还走出新中国新闻学教
育与学术研究奠基人甘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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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许多来自全省各地
的好家规及背后的故事。7月底，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进复盛镇莲
花村甘氏老祠堂，揭秘甘氏家族兴旺
的“家族基因”。

先祖避兵入川
族人在川渝开枝散叶

甘在清提供的各种版本的甘氏族
谱，承载着甘氏先祖入川、入邻水繁衍
的厚重历史。

元末明初，江西烽火连天，甘氏先
祖甘世荣避兵入川，居长寿麟潜山（今
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天台村）。数年
后，甘世荣之子甘天秀迁居大竹白羊
山(今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二郎镇)，甘
世荣另一子甘天亨仍居长寿麟潜山。

大约在大明洪武、永乐年间，甘世
荣之孙、甘天亨次子甘承，从长寿麟潜
山迁居邻水县老君山（今邻水县复盛
镇莲花村）落业。甘天亨长子甘承金
守麟潜山祖屋。于是，甘世荣子孙在

长寿葛兰镇、大竹二郎镇、邻水复盛镇
开枝散叶，繁衍出当地甘姓大族。

“川渝甘氏本一家。”甘在清介绍，
前些年，长寿区葛兰镇甘氏族人修建
了“甘世荣纪念碑”，碑上写着“入川始
祖”四字。邻水、大竹甘氏族人纷纷捐
款捐物、前往祭拜。而邻水、大竹甘氏
族人举行清明会，长寿区甘氏族人也
会派人来走亲戚。

修纂新的族谱
族人注重“勤耕务读”

从入邻水始祖甘承开始，邻水甘
氏族人就酷爱读书。甘承是大明“处
士”。“处士”即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
的读书人。甘承的后裔却有不少人出
来做官，如明代中期甘敬忠考取廪膳
生，清乾隆年间甘文林考取进士，是邻
水甘氏在清朝的第一个进士……

清初，邻水甘氏族人在复盛镇莲
花村修建甘氏入川始祖祠堂（甘氏老
祠堂）。历经三百多年风雨，如今老祠
堂显得凋零，但房前屋后雍容华贵的
雕花石刻显示出往昔繁华。祠堂正中
高悬的不是“祖德流芳”，而是“勤耕务

读”牌匾，显示“耕读”在甘氏族人中的
地位。

清嘉庆年间形成的《甘氏子弟十
戒》中，其中两戒涉及教育：“一戒不守
家教”“四戒懒不读书”。

邻水甘氏族谱，有乾隆年间修纂
的《甘氏家乘》、1998 版《甘氏族谱》
等。2019年，甘氏族人修纂了新族谱，
对《甘氏子弟十戒》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并注入时代新内涵，形成10条新族
规：遵纪守法，孝顺父母，尊老爱幼，敬
兄爱弟，治家以礼，勤耕务读，培育后
代，不可酗酒，禁止淫、赌、吸毒，礼贤
下士。

对“勤耕务读”族规，现任族长甘
明中如此诠释：“常怀读与耕，惟勤能
致富，苦读亦臻荣。懒惰乃败家之源，
勤劳是立身之本。”

英杰辈出
诞生两名大理寺正卿

明、清两朝，邻水甘氏家族考取进
士、举人并走上仕途的有：甘学阔、甘
家斌、甘良臣、甘文林、甘采和、甘大琛
等。其中，明末期甘学阔、清中期甘家

斌（均为复盛人）官至大理寺正卿。甘
良臣（邻水八耳镇人）为抗清将领，官
至山海关总兵。

在近现代，甘氏英杰也层出不穷。
中国新闻学界泰斗，著名新闻理

论家、教育家，中国新闻学教育与学
术研究奠基人甘惜分也是复盛人。
甘惜分曾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任教，是我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导
师，还出任过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
长、吴玉章奖金新闻评审组召集人
等。甘惜分于2016年1月去世，享年
100岁。

此外，革命烈士甘均、甘善业、甘
竹等，“中国好人”、抖音寻亲达人甘彪
……都是邻水甘氏家族的优秀儿女。

甘在清说，邻水甘氏多英杰原因
颇多，但肯定与“勤耕务读”族规、“戒
懒不读书”等戒律紧密相连。

互帮互助
族人乐于回报甘氏宗亲

邻水甘氏族人之间素有互帮互助
的传统。据《邻水县志》记载，民国时
期，复盛甘氏家族族长甘东藩成立甘
氏承先祠管理理事会，以承先祠为校
址，开办承先小学，免费吸收甘姓子弟
上学。对其中的优秀学生，每年分别
发助学黄谷四大石、六大石、八大石。

从邻水走出去的甘氏族人，也乐
于回报甘氏宗亲。

重庆多普泰制药有限公司、重庆
时珍阁大药房是重庆颇为有名的医药
生产、销售企业，其负责人是邻水走出
去的甘奇超、甘奇志兄弟。两兄弟每
年年底都会回到村里，向甘姓老人及
困难户发放1500元-3000元慰问金
和家庭常备药品，还请村民团年、为老
人检查身体。非甘姓老人及困难户也
享受到相同待遇。

甘惜分生前为家乡题写对联：“山
清水秀人才辈出传后世，国兴家旺光
宗耀祖献中华。”激励甘氏后人为国兴
家旺作贡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汪仁洪

“勤耕务读”“戒懒不读书”

揭秘邻水甘氏家族兴旺的“家族基因”

“家庭应该以爱与信任为基石，以
责任与担当为椽梁，以理解与宽容为
瓦墁。家应该是世界上最坚固也最柔
软的地方，需要家人的共同经营和守
护。”日前，成都市东坡小学副校长孙
郁接受了记者采访，结合自己在教育
行业从业27年的经验，分享了她对家
庭教育和家风家规的看法。

孙郁说，学校是家庭和孩子之间
的黏合剂，通过参与学校的亲子活动
和家庭教育讲座，家长更能学会如何
与孩子沟通相处。为了促进家庭和学
校协同育人，东坡小学组织了家庭教
育讲座，为家长带来先进的理念和可
行的方法。与此同时，学校邀请学生
家长担任“东坡家长讲堂”主讲人，当
孩子们换个角度来认识父母，更能增
进孩子对父母的认同和敬仰。“‘东坡
家长讲堂’分为百科知识分享、兴趣特
长体验和生活技能培训，有些孩子在
讲堂结束后告诉我，看到自己的妈妈
教会大家如何溺水自救，内心感到非

常自豪。”孙郁认为，这类活动有利于
增进亲子关系的和谐度。

谈及如何经营良好的家庭关系，
孙郁以亲身经历举例说：“在夫妻关系
中，双方应该共同成长，在成就对方的
同时也成就自己。在和女儿相处的过

程中，我很注重倾听她的心声，通过疏
导情绪和分析问题来帮助她。此外，
保持良好的边界感也是必要的。女儿
如果有想得不够周全的地方，虽然我
会以关心为出发点去提醒她，但我不
会过度干涉她的私人生活。”在孙郁看
来，夫妻之间应相互体谅，父母和孩子
之间应相互尊重。

为了培养女儿的家庭责任感，孙
郁很注重向她讲述家族的故事，她举
例说：“我经常给女儿讲，我的外公是
普通农民，他在农闲时会用竹篾条编
制常用竹器，在刮毛刺这道工序上，他
会反反复复多刮几次，以此确认自己
做成的背篼和篮子没有毛刺，然后再
拿到集市上去售卖。或许外公做的竹
器不是最精美的，但一定是最用心、最
受欢迎的，他用无声的行动让我们领
会什么是责任心。”孙郁还会经常带着
女儿参加家庭聚会，让她多看望和陪
伴老人，让她对温暖的家庭关系有喜
爱和向往之情。

“成都市东坡小学致力于传承东
坡文化，挖掘三苏家风家训与现代家
庭教育的契合点，学校在青羊区文联
的指导下，与苏坡街道办事处联合开
展青羊文艺讲堂。东坡文化是滋养精
神的沃土。”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孙郁
曾在苏坡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主讲三苏
家风家规，从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
不取、勤学苦练、豁达乐观五个方面予
以解读，用通俗活泼的语言分享苏东坡
家庭教育故事。大家听得轻松愉快，听
得专注投入，对三苏家风、东坡精神和
家庭教育有了更为深入的领悟。

孙郁介绍，成都市东坡小学根据
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将三苏家风家规
的故事用舞台剧、快板书和绘本等形
式呈现，受到学生们欢迎。在潜移默
化的熏陶中，学生们将三苏家风家规
中的文字内化为自己能够理解的行动
准则，从而将中华优良传统实践于日
常生活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海韵

成都市东坡小学副校长孙郁：

将东坡文化潜移默化到家庭教育

甘氏族人翻阅族谱。

孙郁主讲三苏家风家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