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州市通川区双龙镇曾氏家族：

“仁孝礼义”成为14代人的共同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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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老爱幼，敬重先贤，曾家气节，任
重道远。”“世事莫测，族风不变，教育后
人，代代相传。”……在达州市通川区双龙
镇曾家沟，13幢老屋依山而建，道路两边，
诸如此类教育族人的标语随处可见。这
里被当地人称为“曾家大院”。而在17公
里外的金石镇四凡村樊家坪，还有一个由
8个小院组成的“曾家大院”，因先祖曾述
绅中过武状元，又称“状元大院”。

据《曾氏家谱》记载，上述两座大院里
的曾氏族人同根同源，都属于儒家学派代
表人物之一曾参的后人，从大院落成至今
已繁衍14代人。日前，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实地探访发现，上述两座大院的
曾氏族人，至今仍以“仁孝礼义”立身。

家规源于祖训
每家门口都挂着自家的家规

进入曾家大院，入口处的立柱特别
引人注目——上面印着16字的曾氏祖
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三省诚身，道
传一贯。”大院始建于明代，保留至今的
传统建筑共计13幢，建于清代的议事堂
保存完好，2018年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2020年由住建部正式授牌。

大院内的民居，有一幢被改造成农
耕文化陈列馆，各式农耕器具陈列其中，
辅以村民劳作照片。数百年来，曾氏族
人以诚相待、尊老爱幼、淳厚朴实、和睦
相处，共同缔造出这个传统村落的生活
场景。

坐落在金石镇樊家坪的状元大院，森
林环绕，400多亩梯田将整个大院围在中
间，格外漂亮。走进大院，不少房屋的横
梁和柱子上，都刻有“孝悌忠信”“福寿康

宁”等文字，还有“二十四孝”故事浮雕。
被曾氏族人奉为“开派祖”的曾参，

师从孔子，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
思想。曾家沟、樊家坪居住的都是曾参
的后人。据《曾氏家谱》记载，西汉末年，
曾氏“第60派”曾淳公的后人以及“第61
派”曾梅、曾续的后人，分别迁至通川区
双龙镇曾家沟、碑庙镇曾家大院和金石
镇樊家坪。如今这些古老的院落里，
80%的人都姓曾，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挂
着自家的家规，优良的家族传统被一代
代传承下来。

以仁孝礼义立身
处事廉正成为族人共同遵循

状元大院是武状元曾述绅的旧居，至
今仍保留着两对石桅杆、四处石寨墙、三
处石寨门、两座石庙宇以及十七座石墓。

84岁老人郑朴，自从娶了大自己一
岁的曾庆会成为曾家女婿后，曾家的故事
就成了自家的故事。“曾家先祖崇文尚武，
武术方面尤其厉害，成就更突出一些。”郑
朴介绍，曾述绅是曾家培养出来的武状
元，他的父亲曾航贵也是个“武官”。

据《曾氏家谱》记载，清嘉庆五年，曾
航贵因剿匪有功，被钦赐五品蓝领。此
后，曾航贵立下家规，以“孝顺父母、尊敬
兄长、和睦乡邻、教训子孙、毋胡作非为”
教育后人。在优良家规家训的教导下，时
年32岁的曾述绅于1841年参加朝廷考试
高中武状元。曾述绅为官几十年，一直以

“仁孝礼义”立身，晚年他回到家乡，修桥补
路、开办私塾，为父老乡亲办了不少好事，
其处事廉正的品格，成为族人共同遵循。

“曾述绅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
榜样。”73岁老人曾祥提介绍，从清朝到
现在，“曾氏家训五条”的内容不断丰富，
但“仁孝礼义”的核心内容始终未变。

续写家风故事
家规从“小家”走向“大家”

在曾家沟老屋，高龄老人较多，曾氏
族人每年都会为他们祝寿，并在新春佳节
阖家团圆时举办坝坝宴、长桌宴等集体活
动，家族长辈会向后辈宣讲家风家训。

“在家，要和睦乡邻；在外，要处事廉
正。”大院里的长辈们时常给后辈讲述大
院里的往事，分享曾氏家规从“小家”走
向“大家”的历程。

“山区要修几公里路，耗费大，困难多，
非常不易。”坐在老房子里，老村支书曾祥
和为大家回顾了绕大山、穿绝壁、跨险
崖，一锤一凿修通曾家沟公路的坎坷经
历，讲述了已故老人曾祥训带领曾氏族
人帮助周边村民拉电、修路、建学校的故
事。“曾祥训说，只要是父老乡亲们的事，那
都是大事，再困难也要做，而且要做好。”

曾祥训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教育
孩子的。他的大儿子曾令雄恪守家规家
训，从医几十年无一例失败手术，被评为
达州市肝胆外科学术带头人、达州市第
五届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拔尖人
才，曾获得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摄
影报道

沱江下游、海潮湖畔，三面临江的泸
县海潮镇小白村显得平和静谧。走进小
白村的林氏宗祠，墙壁上挂着林氏老祠
堂残存样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被命名
为“抗战小学残存房”。祠堂与“抗战小
学”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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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各地不少家风家规故事。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访小
白村林氏宗祠，了解林氏后人世代传承
的家风故事。

重视教育是传统家风
后人在宗祠内建学校

清康熙六十年，林氏先祖由福建汀
州府入川，在今泸县海潮等地定居创
业。1741年，林氏宗族在海潮忠林坝筹
建了林氏宗祠。

“重视教育，是我们林氏的传统家
风。家不论贫富，子女不论愚贤，首在读
书。”今年81岁的林藻华拿出林氏家规向
记者介绍，“有子有女，重在教育。教之
有道，理于诱导。培养成才，社会之福。
关其暖饱，供其入学。教当从严，切勿放
纵。育才父母，人皆敬之。”在林氏家规
中，可以看出对教育的重视。族人除了
一直践行着重视子女教育的家规外，在

特殊时期，林氏后人甚至承担起了一方
人才培养的重任。

抗战时期，在炮火纷飞的艰难岁月
中，族人林益生（又名林枝桐）个人捐资，
在林氏宗祠创办了“富顺县怀德镇林氏
私立小学校”（当时海潮镇林氏宗祠属富
顺县管辖）。作为林氏私立小学校的第
一届学生，如今已经93岁的林茂如还清
楚记得当时学校的布局：林氏宗祠前面

建有4间教室，另有厨房、食堂、男女厕
所、操场等设施，教师住宿和办公室则设
在祠堂内左右厢房和下殿。

林氏私立小学校在1938年秋季正式
招生行课，设一至四年级各一个班，授课
国语、数学、体育、音乐；生源不限地区、
不限男女，免费提供课本、作业本，供林
氏子孙和林姓的外侄、外孙就读，高峰期
学生有近两百名。

“1939年9月11日，时逢海潮赶场，
日机空袭泸州，炸死炸伤不少人。”林茂
如回忆，泸州被日寇空袭的噩耗传来，激
起全校师生的无比愤怒，师生们多次在
学校操场、中林村中坝举行集会，高呼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口号，高唱抗日
救亡歌曲，声讨日军罪行。“这是一所真
正的‘抗战小学’。”林茂如说，当时的国
民政府还曾授予林益生“抗战胜利纪念
章”一枚。

族人捐资350余万元
原地重建林氏宗祠

新中国成立后，林氏宗祠所在的村子
划归泸县，林氏宗祠也被划为公有，学校
更名为“海潮中林村小学”继续办校，为国
育才，直至1975年被拆迁至该村其他地
址，办学至1984年合并到海潮中心小学。

“这所有着‘忠孝传家、教育为先’优

良传统家风基因的学校，办校几十年来，
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优秀骨干和精英，
其中包括为国捐躯的4位革命烈士。”林
藻华说，林氏老祠堂除了办过学，在生活
困难年代还曾办过集体大食堂。

历经270多年沧桑，老宗祠风侵水
蚀，年久失修，逐渐成为危房。2011年清
明节祭祖后，林氏后人决定“抢救”宗
祠。随后，族人林锡成、林繁勇、林叶素、
林叶梁各捐60余万元，加上其他族人捐
款，共筹得350余万元。2012年4月，林
氏宗亲会向海潮镇政府呈报了“在原地
基上重建林氏宗祠的申请”。工程于
2014年6月12日破土动工，2015年2月7
日竣工。重建的林氏宗祠古朴典雅、布
局有序、工艺精湛，占地1.41亩。

“2015年祠堂重建以后，到2019年，
清明节宗祠都举行了祭祖大典。”林藻华
说，每次祭祖大典，各地知晓的族人都会
前来参与，多的时候达千余人。祭祖大
典上，也会表彰优秀族人，包括孝儿女、
孝儿媳、好婆婆等。“现在也在收集优秀
族人的事迹，将会在以后的祭祖活动上
进行展示表彰。”在林藻华看来，通过对
优秀族人的表彰，不仅有利于“忠孝”等
优秀家风家训的传承与发扬，也能使有
德有品的族人得到大家的认同和学习。
王义鑫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庆

践行“忠孝传家教育为先”家规

泸县林氏宗祠内曾建起“抗战小学”

林氏宗祠。

大院内的老人讲述曾家往事。

建于清代的议事堂保存完好。

大院入口处的立柱上印有曾氏祖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