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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在凤县唐藏镇辛家庄村东

南辛家陵园塬下，有一批神秘文

物。一对石羊、一对石马、一对

石俑、一对石人等石雕分布很有

规则，每对石雕以大约两丈的距

离相向而立，颇具气势。高约两

米的石人身着古代官服，双手筒

袖作恭迎状，表达出一种恭敬

尊重之意。这些石雕是做什么用

的？辛家庄村人讲它们是陵园

的神道，是辛家先祖辛思齐的墓

前仪仗，此人也是辛家家风的缔

造者。

辛思齐是明万历年间举人，

官至天津兵备副使，为官清廉有

为，忠贞爱国。明朝末年社会动

荡，各地武装割据爆发，当时，一

支反叛朝廷的队伍进入凤县。彼

时，辛思齐正退休在老家，叛军听

说辛思齐曾做过明朝的大官，在

当地颇有威望和号召力，便赶到

辛家意欲引诱辛思齐叛变，借此

影响民心。辛思齐率领子孙家仆

与叛军奋勇作战，杀死贼人数十

人，终因寡不敌众被捉。叛军百般

引诱辛思齐，但辛思齐不为所动，

叛军杀死辛思齐的子女进行威

胁，辛思齐喊出一句：“恨不啖汝

肉，可速杀我。”辛思齐铁骨铮铮、

宁死不降，最终被叛军所杀。

辛思齐勇赴国难、慷慨就义

的事迹被传播开来，其忠烈气

节受到朝廷的嘉奖和赞誉，赐墓

地、立牌坊和石雕仪仗，以示哀

念。为了将辛思齐等先祖的家

族故事传承下去，辛建荣、付有

成、程继宝、辛富贵等人依据现

存的清代《辛氏家先牒谱》，于

去年编撰完成了《辛氏唐藏九门

子族谱》。

新修族谱中，除讲述辛思齐

等人的故事外，还将家训家戒家规

放在了重要位置。辛建荣讲，辛家

有家训七条、家戒十条、家规六条、

家教三条，内容包含道德修养、教

育子女、求学为官、交友持家等许

多内容。“慎重言语，讲求公德；严

教子孙，读书明德……”的家训成

为辛家人言行标准，“公德、明德、

爱国”等品行要求正是辛家人传承

自先祖的忠勇爱国精神。

近几年，辛家人祭祖时，德

高望重的辛家长辈会表扬优秀

出色的后辈，行为不端的人也会

在这天被惩罚告诫。好家风成风

化人，辛家人在学习先祖事迹、

牢记家训家规的习惯中，形成了

良好的精神风貌。辛家庄村也成

为十里八乡闻名的省级卫生村、

全省少数民族团结工作进步村。

村里既有好青年参加唐藏抗日

游击队保家卫国的大义情怀，也

有好军嫂赵月秀支持丈夫参军

参战的动人事迹，还有好媳妇李

志芳抚养两儿三孙的家庭故事。

爱国爱家爱人的好风尚，从辛思

齐传递到今天的辛家人手中，暖

风习习。

编者按：
优秀的家训家风成风化人，能凝聚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宝鸡地区不少家庭传承着忠

勇报国、耕读传家、尽职敬业的好家训，这些家训不单是一句话、几个字，背后是有血有泪有

气节的家族故事。我们不妨顺着一句句家训，挖掘其背后的一二家风故事，感受流传在宝鸡

地区的优良风尚。

葛河村坐落于金台区金河镇，

潺潺的金陵河水从村中穿过，全村

158 户村民几乎都姓葛，他们是明

代武将葛荣的后裔。在葛河村史馆

的墙面上，书有葛氏家训“报国荣

亲，诚实正业，和睦亲族，敦本务实

……”代代相传的家训，一直激励

着葛氏后人爱国报国、谦虚谨慎、

勤奋求学。

走进葛河村，一座四角碑亭

映入眼帘。碑亭中的青石碑高约三

米、宽近一米，碑身上的文字字迹

娟秀清晰，上书“诰授明武略将军

龙虎卫右所世袭副千户葛公讳荣

神道碑”。这座将军碑所记述的是

葛氏先祖的故事：葛荣，明代人。自

幼熟读兵书，勤习武功，少时，随父

葛恩铭出征，杀敌立功。洪武十年，

任“华山卫掺练”平寇治乱，维护

一方平安。曾随明成祖朱棣南征北

战，因战功显赫，被封为“武略将军

龙虎卫右所副千户”，并予以世袭，

他的侄子葛景春袭其职。后因年事

已高，告老还乡，永乐年间病逝，葬

于金陵河东的半坡之上。葛氏祠堂

也从那时开始修建。

据村中的老人说，葛氏祠堂

的原址在村庄南门的半坡上，祠堂

也是村里议事的地方，村里不管哪

家有什么矛盾都要到这里调解。后

来，祠堂搬迁到村庄的中段，直到

2014 年，历经风吹雨打的葛氏祠堂

很破旧，为保留和传承，村里投入

资金对其进行修缮，并将祠堂改为

村史馆。

在葛河村村史馆的大门上，挂

有一副“白马将军金枪银铠勋树百

年 葛河胜地福荫子孙荣享千秋”

的对联，门头上有一块“螽斯衍庆”

的匾额，格外引人注目。村里的老

人讲，这块“螽斯衍庆”的匾额是原

来葛氏祠堂内的老物件，为祝福之

意，指子孙绵延，吉庆有余。走进村

史馆，葛氏家训与村史沿革、耕读

传家的图文内容一同书在村史馆

的墙壁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修的村史

馆内，“葛河村历年大学学子名录”

也与家训一同被书写于墙面之上，

村民们说，这是为了激励更多的葛

氏青年继承家训，奋发有为，勤奋

敬业。

高新区八鱼镇有一个村子叫

淡家村，村民千百年来以耕读传

家为家训。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

期，淡家村共出了 5 名进士、11

名 举 人、40 多 名 贡 生、300 余

名秀才。如今，淡家村培育出的博

士、大学学子也不少。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小村

子孕育出这么多人才？淡家村村

民说，这是因为他们把耕读传家

作为家训教育子女。村民认为，要

求得生存，必须勤于耕稼，“耕”为

生存之本；要求得发展，就得读书

求学问，“读”是发展进步之路。二

者缺一不可，相互作用，可让淡家

子弟走得稳、走得远。

村里的文化名人辈出，明朝

人王麒是其中之一。王麒在明孝

宗弘治十二年考取进士，曾任直

隶吴桥县知县。明正德年间，凤

翔府知府王江命人编撰《凤翔府

志》，志书初稿出来后，王江看了

不太满意，就拿给好友康海过目。

康海是武功人，状元出身，曾编修

《武功县志》，是位方志大家。康海

看完后，向王江推荐了淡家村人

王麒，认为他可以编修好《凤翔府

志》。王麒经康海举荐，成为首部

《凤翔府志》的主撰者。府志三年

成书，收录了凤翔府所辖一州七

县两千多年的史志资料，填补了

凤翔府两千多年无志的空白，颇

具文史价值。

明清两朝，淡家村出了许多

秀才，吴能操是其中一个。吴能操

年轻时在凤州教学，数十年培养

了不少学子，晚年回到家乡时，学

生送来一通德教碑，碑上书“大恩

师八品寿官槐庭翁吴老夫子德教

碑”，落款是密密麻麻的学生姓名，

此碑至今仍保存在淡家村一组。

如今，淡家村家家户户以兴

学为乐、以耕读为本、以知识为

荣。走在村子里，随便找个村民

聊聊，就会遇上家里或亲戚家有

大学生的。村民讲，村上原有个

吴家祠堂，祠堂里有吴家的传家

信条“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

读书耕田”。虽然吴家祠堂如今

不复存在，但好家风还在，耕读

传家的好家风在无形中熏染着淡

家村儿女。

如果去雁门关长城游览，会

在城墙四座敌楼上看到几块石匾，

匾尾统刻“兵备副史李茂春、左参

将陈天爵、管粮通判蒲嘉轮立”。其

中，蒲嘉轮就是千阳县城关镇城内

村蒲家人的先祖，也是蒲家家风的

培育者之一。蒲家先祖用实际行动

为蒲家人做出榜样，“惟读惟耕、正

直立身”的家训被后人传承。

蒲嘉轮是明代人，时隔几百

年他的故事能流传下来，缘于他为

老百姓做了些实事。第一件是参与

修建雁门关长城，蒲嘉轮于明万历

年间任山西太原府通判，兼代州政

务，代州雁门关是兵家必争之地，

蒲嘉轮身为地方官，积极投身长

城修建工作，尽职尽责管理钱粮事

宜。神宗皇帝曾夸赞蒲嘉轮：“冀

北饷瘦，军国大计攸关，雁门机务，

士马要害所系，籍非通才，曷能奏

最。”“钱谷具司，加惠黎民。”蒲嘉

轮返乡时，代州官民奉旨制作牌楼

运抵千阳，旌表其功。

清代时，蒲家还有一人叫蒲申

锡，他也做出了爱岗敬业的表率。

蒲申锡曾任汉中府西乡县教谕，当

时西乡县童试考风考纪败坏，替考

和抄袭现象严重，几任学管视而不

管。蒲申锡在全县乡试时，严格审

核制度，对冒名替考和作弊抄袭等

违规者进行严厉处罚，考风随之被

净化。还有一年西乡闹饥荒，蒲申

锡向汉中巡抚请求开仓放粮，挽救

了许多饥民；并请求上司禁止烧酒

业，避免烧酒与饥民争粮。

上世纪 90 年代，为让后人知

晓并学习蒲嘉轮、蒲申锡的敬业、

清廉、奉献精神，蒲守正（已故）晚

年时拓碑石、查史料，把蒲嘉轮、蒲

申锡等人的故事记录于家谱中。近

几年，蒲守正之子蒲明世制作了一

张两米见方的祖先堂，在两侧写着

“承先祖树仁德正直立身，教子孙

走正路惟读惟耕”的家训，用来教

育自家儿女。

每年春节，蒲家在外求学、工

作的儿女回家过年，都要祭拜先

祖，诵读、重温家训。蒲家人注重道

德修养，邻里关系和谐，后代刻苦

上进，爱好阅读、书画的老人不少，

家族文化气息浓郁，这也许就是好

家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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