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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是狗撵出来的，话是酒撵出来的。
重点在后半句，十有九个喝酒的，喝得差

不多了淡话就出来了。 酒能壮胆，酒也能让人
吐真言，平时打死都不说的话，醉了就会一吐
为快，提醒都不管用，耽都耽不住。 加上前半
句，既押韵，又逗人笑。

早不忙，夜心慌，半夜起来补裤裆。
有讥笑或嗔怪的意思：早些干啥去了？ 这

阵才在忙活！ 提醒人做事不要拖拉，能提前办
的尽量提前。 过去穷，裤子最先烂的是屁股那
一快，补裤裆就是给裤子打个大补疤。 这种细
活， 原本要在白天光线好时来做。 能拖一阵
子、有换洗的，谁还会在半夜补呢？ 也有这样
说的：白天游四方，晚上借油补裤裆。

小葫芦是吊大的，细娃儿是哄大的。
种葫芦要搭架， 悬空吊着才长得有模有

样，沾地挨土多会烂掉。 不要打骂孩子，尽量
多鼓励和表扬，哄他开心，长大后自然为人和
善性情好。

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话不能说透，事不能做绝，要留点后路 ，

再见面时就不尴尬，不会无地自容。
药不治假病，酒不解真愁。
没病装病，再好的药也无济于事。 酒能浇

愁愁更愁，真的愁到无法解脱了，喝再多的酒
也没用，还可能适得其反。

心不正，听墙根。
心术正的人是明白人，明人不做暗事。 心

里有鬼的小人往往心虚，怕人背后议论，才会
尖起耳朵去听墙根。

这山望到那山高，望了那山没柴烧。
人要现实，不要好高骛远，眼高手低 ，把

眼面前的事做好。 老是看到更高的山上有柴，
等待观望，指手画脚，就是不行动，柴不会长
脚自己跑到灶门口来。

钱越带越少，话越带越多。
叫亲戚朋友捎钱，偶尔会有被截留、越带

越少、甚至弄丢的先例。 带话仅凭记性，叫人
复述，往往会添油加醋，说得面目全非。 也有
这么说的：带钱只有带少了的，带话只有带多
了的。

好汉不在脾气大，风流不在衣裳多。
称得上勇士好汉的，都有过硬的武艺，没

必要虚张声势，动怒发脾气。 身材标致、面容
姣好、秀外慧中的女子，不用花里胡哨的衣裳
包装就叫人赏心悦目。

吃得亏，到一堆。
只有肯吃亏，才可能长期交往下去。 过余

精明，一点亏不吃，总想占别人的便宜，没有
几个人愿意打交道。 即便是吃亏，也有先后之
分，最好是先吃亏，讲良心的会加倍补回来。

饶人不为痴，痴人不饶人。
懂得退让，适时放人一马，绝不是笨人 。

认死理，不放过手（不饶人，总想着报复），不懂
得变通，最终吃亏的是自己。老话说得好：得饶
人处且饶人。

豆腐多了是水，话多了打嘴。
古言说得好，贪多嚼不烂。 一升黄豆只打

得了几斤豆腐，若某一天分量重了，肯定是水
未压干。 话多了也一样，废话，淡话，毫无用处
不说，反让人生厌，恨不能上去掌嘴，打一巴
掌。

三个钱买，两个钱卖，不图长钱只图快。
这是一句调侃语，有自我解嘲的味道。 减

价酬宾促销，宁愿赔上老本，自然有人抢，出手
就快。

无酒不成礼仪，无德路断人稀。
请客时不上酒，就少了礼数，没有仪式感。

一户人家口碑差，名声不好，就没人愿意登门，
甚至退避三舍、绕道而行。

命上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背霉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行。一辈子只

能挣这么多，这儿赚了，那儿赔了，终究只会打
个平手。看其是认命，实是见好就收，保住不丢
就行了。十合一升，十升一斗，这是过去的计量
单位。

不怕吃亏吃些亏，总怕吃亏总吃亏。
有人在这两句话的后面又补了两句：害怕

多事偏多事，不怕多事事成堆。本意是：不怕吃
亏的人少不了会吃些亏；奸奸巧巧的人千算万
算，老怕吃亏，他们总在吃亏。不怕吃亏的人胆
大，自信，亏也亏不到哪里去。总怕吃亏的人稳
当，不敢冒险，算总账不但发不了财，还吃着大
亏。

大小是个礼，长短是根棍。
见面时送上薄礼的解嘲语。 人有高下，棍

有长短。 条件有限，不要嫌弃，只有这么多，意
思一下。

无土打不起墙，无理服不了人。
无道理就降服不了对方。 过去农村盖房，

都是用有黏性的黄泥巴筑起来的。 无理了，站
不住脚了，拉再大的架势、发再大的吼声人家
也不会听。

千靠万靠，倒了锅灶。
靠人不如靠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做了

很大的依靠，到后来却让人很失望。 锅灶都倒
了，还过个什么日子？

千选万选，选个漏油的灯盏。
选来选去，结果选了个不如意的马货（假

货）。 这句话多指找对象，选来选去挑花了眼，
总觉得没有中意的， 到最后成了大龄青年，匆
匆凑合成家，肯定不怎么如意。灯盏，过去的照
明用具，盛上桐油，点燃灯芯，便有了一灯如豆
的亮光。过一阵子灯暗了，就要去拨弄，剪掉灯
花，又会豁然明亮。

（之三）

竹笕引水，我的记忆深刻。
在山区的家乡， 我曾写过：“梯
田驾山梁/山水绮风光/木槽接
天河/竹笕引龙王/高山峻岭它
扮装/坡梁沟壑它调养……”的
诗意山歌。

我的家乡， 坐落在秦巴凤
凰山中。出门就见山，行步就爬
梁， 种地就上坡。 大山郁郁森
林，河岸青青翠竹，岩崖汪汪山
泉。父老乡亲的土墙瓦房，大都
依山傍水，或立垭靠埫而建，均
依偎在山梁其麓之中。

过去家乡人饮水做饭 ，都
是从水缸里舀水。 水缸之水有
多源，家住河边，下河挑水；家
住山沟边，在沟侧浸水塘担水；
家住山垭或地埫中， 在山崖间
湿草坪里找泉水， 垒池集泉担
桶舀水；若水池高于住房，农家
就会用竹笕引水入缸， 趣称涧
流自来水，方便而省力。

山里竹笕引水， 既方便了
饮食起居， 更在农田灌溉上功
不可没。河边梯田，大多渠堰灌
溉；但山边一些绺绺田，无法修
渠凿堰，只好架竹笕引水。有些
河沟两岸梯田， 多是一岸可建
渠修堰， 而另一岸却需跨河引
水；于是家乡老农便搭架竹笕，
横空引水到对岸田。 山里许多
沟沟田、塝塝田、峠峠田，全靠
竹笕引水。

因为我的家乡居海拔 800
米以上， 一年坡梯地可套种两
季庄稼外， 田里只能种收单季
水稻。 记得生产队时的那年夏
天，一个多月天没下雨，水稻正
处怀苞孕穗期；农谚说“谷子怀
苞 ，水灌齐腰 ”，不仅可田里缺水 ，河沟也断
流，天却仍没下雨迹象。 队长急中生智，在高
音喇叭喊：“明天壮劳力全部上山， 到张家埫
竹林砍毛竹搭长笕，妇女老人们淘滩聚潭、集
泉开浸水， 千方百计引水灌田， 尽力减灾保
收。 ”就这样，一条条漫长的竹笕，在密密麻麻
的“人”字树架支撑下，穿山过岭；一股股细流
从竹笕中，日夜不停地潜入孕穗稻田。 这景象
至今在我心中，仍是山村唯美的一道风情线。

那些年的山区，乡村既不通电，又没机械
发电，更没有抽水泵，山梁间稻田，唯有毛竹
做笕引水浇灌，不仅很实用，而且见效好。 那
些年，我亲身参加过砍毛竹、做竹笕、搭“人”
架、引泉水、灌稻田的农事。 并曾写过：“深涧
崖浸聚山泉，千条竹笕引水源；云空溪声绕坡
梁，田间潺音袅炊烟。 ”的《竹笕赋》。

家乡人做竹笕引水， 有暗竹笕和明竹笕
两种。

暗竹笕做法复杂，但笕中水流量大。 伐回
大毛竹，剔去竹枝丫，除掉竹管内全部竹节便
能通水。 内竹节的疏通，先用钢钎使劲捅除两

端竹节；竹笕中间的竹节难，因钢
钎（最长两米）较短，而竹竿（大多
十几米）却太长，有经验而劲大能
人，再将钢钎置入竹筒中，举起竹
竿，垂直向下连续用劲杵动，因钢
钎重力的惯性， 就将内竹节一个
个击穿，直到竹管贯通；而后再把
钢钎入火烧红， 置入倾斜的竹筒
内，慢慢转动竹竿，那青烟喷冒便
将残留节齿烧掉； 这样竹筒内就
光滑无阻，变成一根根竹管道。

暗竹笕连接， 是将竹管小头
套进大头的形式， 根据水源与稻
田远近而确定竹笕长度。 竹笕一
根紧套一根地依次接上后， 衔接
处粘泥填隙或用麻丝塞紧， 再用
藤绳捆绑固定好。 每个接口处与
每根竹管的中部， 采用树干或竹
竿，捆绑成“人”字形脚架支撑，在
地面上固牢。 竹笕大头压埋在集
水池塘底边，在自然落差下，泉溪
就顺着竹笕，在管内一路“咕咚”
欢歌，“暗渠”直奔稻田而去。

明竹笕做法简单， 人们称作
明渠。其选材必须是大毛竹，一根
根伐剖成两半， 用锋利的板凿打
通竹节、刮平节棱，一片竹笕便做
成。明竹笕的接头，是大头垫接小
头，同样要用“人”字脚架支撑，并
固定牢靠。然后将竹笕大头一端，
埋入山泉或接入河沟中， 便可涧
流引水。

记忆深刻的明竹笕， 在家乡
是一年四季长流不断。 因为是明
笕，所以树叶易落入笕，还会有蛙
伏蛇绕，甚至野兽闯入，造成笕水
阻隔、接头脱笕，以及“人”架杆倒
塌的情况。所以家乡人，隔三岔五
就去巡检， 一边除去笕中落叶尘

渣，一边维护竹笕接头，扶正或更换“人”字支
撑，并固牢架脚，来确保饮水灌田。

竹笕引水在我心里，是山乡农人的血脉之
源，是田地庄稼的丰收之源，更是华夏五千年
竹文化之源。 正如古人言：“截竹复续竹，通水
妙用笕；笕行入山中，泉溪运迤衍；岂意调水
法，尽头各弥漫；天机非浅信，世代亦承传。 ”

如今城市乡村，不仅用上自来水，而且是
净化的安全用水；现在的高山低坝农田，不仅
有防浸的明渠长堰，而且有过山跨河的暗渠钢
管；还有那一座座江河水库、一口口坡梁塘堰、
一个个高抽水泵。 家乡的竹笕引水，渐渐退出
了历史舞台。

记忆的家乡竹笕引水，是“叮咚”的山泉，
是“哗哗”的溪水，是浇灌田野的一幕幕画卷。
记忆的一场场动人情景， 仿佛清晰尽现在眼
前，历久弥新地演绎在脑海。

清冽的竹香，甘醇的山泉，净碧的溪水，仍
甜蜜在故乡亲人们的心里， 思恋在我的生命
中。 “木槽接天河，竹笕引龙王……”是永久的
山歌，也是袅袅心头远去的乡愁。

我到汉滨区石梯镇的叶沟村， 是为参观村
史馆。

当我和几位村民一道走进陈家院子， 穿过
绿植和鲜花，一边看着楼梯间那些介绍村情、村
貌的文图展板，一边相互交流着走上二楼，就进
入了村史馆的不同展室， 走进了不同主题的乡
村记忆。

这些劳动工具， 因为赋闲而失去了当年的
色泽， 但其质地依然保持着担当奉献的勤劳本
色，每看一眼都会生出一行不同内涵的释文。

透过这一副木背夹的弯曲身形， 我看到了
弓着腰身负重爬坡的背佬。 他是奔波在汉江码
头的搬运工， 刚从石梯古渡卸来货包， 绑于木
夹，背在身上，沿着江岸的百步石梯，一步一阶，
吭哧吭哧地往上挪动。 身子几乎贴于石梯，额头
几乎吻上地面；脚印留了一串又一串，汗水洒了
一台又一台。 他那满头的热气，旺盛着一家人热
腾腾的日子。

透过这一只黑乎乎的土漆桶， 我看到了爬
上漆树的割漆工。 这是一只长不过尺半，宽不过
半尺的小木桶，木质细密，薄若酒杯，是漆工挎
在腰间上树装漆用的，一次能装五斤左右。 这精
巧的做工， 让我看到了那灵巧的身子， 穿梭森
林，攀爬上树，尽管身上被漆毒侵出了一块块疮
疤，但那黑黝黝的眼睛却透射着生活的激情。

透过这一把乌黑发亮的铁凿， 我看到了一
位膀大腰圆的石匠。 他把山岩的石皮凿破了，凿
出了山民出山的道路；他把山边的崖头凿掉了，
凿成了为全家人遮风挡雨的石屋； 他把山谷的
圆石凿开了，凿出了碾子、磨子、石窝子等生产

生活用具；他在院子正中凿出一口石缸，让居山
的子孙昼夜均能看到日月星辰……

静置于此的生活用品， 因为退出生活舞台
而蓬头垢面，甚至残缺不全，但其与生活相伴的
身影依然发散着旧日时光，映照着当年明月。

这一把铜壶，盛着父亲的情怀。 不知历经了
多少朝代， 被岁月磨得油光发亮的金属色泽 ，
似在诉说着做人的艰辛 、 做事的不易 。 然
而 ，无论世事多么艰难 ，有一壶自酿的土酒
来消解 ，便会显出 “酒 里 乾 坤 大 ，壶 中 日 月
长 ”的旷达与晴朗。

这一口木厢，藏着母亲的博爱。 从娘家来到
婆家，珍藏着父母的恩情与兄妹的希冀；在婆家
立足立业，贮存了大山的厚望和后辈的梦想。 心
血染红、 汗水浸润的木厢， 之所以如此结实耐
用，只因为这是珍贵的母爱。

这一只竹篮，装着山民的生活理念。 无论放
糖盛果，总是实实在在；不管淘米洗菜，总会涤尽
杂质。接待宾朋，定是实心实意；竹篮打水，定然空
空无也。 何实何空，自会清楚；装多装少，拿捏精
准。 一个会待人接物、懂持家之道的农家，的确离
不开一只竹篮……

观过农事展厅，再看村人的“传家宝”，我从
全村 24 个姓氏的家训中，看到了家规，看到了
家教，看到了如沐春风的兴家之道。

请看陈氏家训：“孝父母，敬祖先；教子孙，
端家范；睦宗族，和亲邻；守王法，戒争讼；勤力
作，崇节俭。 ”

你看唐氏家训：“尊老爱幼孝当先， 清廉节
俭善为邻；为人处事讲礼义，代代耕读勤持家。 ”

你看许氏家训：“处事以谦让为贵， 做事以
诚信为本；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

24 个姓氏的 24 种家训，虽各有千秋，但主
旨皆为“仁义礼智信，诚孝俭勤和”，均是做人的
普遍真理、做事的行为规范，是叶家沟之所以民
风淳朴、村风清正的历史渊源。

抬头望见“图书室”的牌子，我的脑海里蓦
然闪出一个问号：难道村史馆和农家书屋、村文
化室合署办公了吗？ 然而，入室翻阅，看清了藏
书品种，并听了乡贤陈益强先生的创意阐释，我
才明白了建设者的良苦用心。

《孙子兵法》《家训文化》《中国当代文学史》
等国学读本、文学读物，定然是为了让村民们在
学好经典名著、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增强艺术
水平，提升文化修养。

《脱贫攻坚》《司法文选》《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等时政、法律书刊，当然是为了让村
民们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征程上懂政策、知国情，
守法律、明事理，确保航向正确、行稳致远。

《阅读徐山林》《安康道情皮影》《安康百业
纵横》等地方文献，自然是为了帮助村民们通过
熟读地方文史而了解家乡、认识家乡，进而激发
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从农耕文化，到图书阅览，似乎展开了叶沟
村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千年村志。 翻开它，你
会看到一户户筚路蓝缕的创业史；合上它，你会
看到从村人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浩然村风。 透
过这部具有资政育人、 铭恩励志功能的浩瀚村
史，我豁然发现，其主题思想是四个闪烁着人文
情怀的金色大字：耕读传家！

每回一次故乡，我都被深深感动，我深爱着
故乡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一人一物———题记。

踏上故乡的水泥路，已是早阳灿烂了。 路左
是一排排新楼房， 家家户户的庭院前都植着花
草，正是月季、蜀葵盛开时，把这个庭院映得白
一片、红一片、紫一片。 多数庭院正屋的大门都
在锁着，鸡们卧在花棚下，蓬松着羽毛，或者揸
着翅膀啄着什么。 一条白狗，圈在桂花树下，给
浓浓的荫翳下丢一轮朦朦胧胧的月亮。 路右边
是水渠，半渠清凌凌的水，无声无息地流着，三
五只白的、麻的、花的鸭子，在水渠里游荡，时不
时“嘎嘎嘎”几声，挠痒了安静的小村。 水渠下是
稻田，已插上了秧苗，一块一块的田畴在夏阳下
就是随便摆放银镜， 星星点点淡绿的秧苗被忽
略了。 有的田块的小麦开始泛黄，风吹过，金波
晃。 路上行人少，偶尔走过一辆摩托车，突突突
拉一溜青烟走远了，但凡开过来、开过去的小车
走到我跟前，都要停下来，从窗子伸出头喊：“上
车，捎上你”，烟也递过来。 我想走走看看，拒绝
了。 安详的小村又恢复了寂静，只有炽热的阳光
在头顶上照耀着。

村里多数年轻人出去创业了， 还有少数年
轻人在家乡创业， 兴起了蚕桑养殖和优质水果
种植，带动父老乡亲致富。

“这是朝林侄子，回老家啦？ ”
我一看， 是立稳爹。 他掏出一支香烟等着

我。
这位立稳爹，一辈子就喜欢喝酒，不喝酒的

时候，干啥子都稳稳当当、漂漂亮亮。 一喝酒，就

飘飘忽忽、晃晃悠悠的了。 尽管如此，他依然是
一位有品位的人。

“稳爹，人家都出门挖大钱去了，您咋还窝
在老家？ ”我逗着他。

“咱们家乡好着哩，在家门口创业，也能抓
大钱哩。 ”干瘦、黝黑的稳爹，本来立得直直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左腿朝前，右腿缩后，斜着身
子，身影被太阳斜成一个大叹号。

在香樟树下，我们谝了十几分钟，突然稳爹
把额头一拍：“看我洋的，光顾得立下谝，不晓得
让侄子去我家喝茶谝，走！走！走！ ”不由我分说，
拽住我就走。

稳爹的房子在路左边第二道规划线上，是
两间两层小别墅，别墅前的庭院是开放式的，养
着各种花草， 一个蔷薇花的大门， 弧在庭院中
央，红花绿叶，分外别致，一个蘑菇式的凉棚，四
周摆满盆景，铁线莲雪白，碗莲大红，旁边是一
个吊床，从楼房阳台上垂下来的蔓藤的花草，在
风里摇摆，绿了半个墙壁。

“稳爹过的是神仙日子啊！ 羡慕！ 羡慕！ ”我
又惹他。

“不瞒侄儿说，你妹子大学毕业，在安康高
新区工作，屋子里就剩下我们老两口，你妹子那
也不许我们去打工， 没法子。 我生就闲不住的
命，就耕好两亩田，守好咱家园，闲了就兴兴草，
养养花，玩玩石。 ”说完，他把我让进客厅。

客厅摆着雕龙画凤的茶几， 前方是摆放的
汉江石，一对形体相似的山石，沟壑分明，山势
陡峭，小水车流淌下来的水，恰似瀑布，叮咚有

声，格外打眼。 一尊酷似老佛爷的汉江石，打坐
在小石上，给人一种悠悠的禅境。

“老爹啊！ 您把日子过成诗了啊！ ”我笑着
说。

“侄儿啊！ 老爹初中毕业，吃尽了文化少得
亏，咱不懂诗和远方，只懂得把日子过得平平静
静、安安稳稳就好。 ”

“酒，还在喝着吗？ ”
“喝一辈子酒，丢一辈子丑。 现在多好的日

子呀，你爹不想把命早早地还给阎王爷，还多看
看世景哩！ 酒，戒掉了，烟、茶还在用哩。 ”说完，
稳爹的脸上掠过一丝尴尬。

取茶。 暖杯。 洗茶。 沏茶。 盖茶。 动作优雅，
轻如流水。 没想到稳爹还有一身茶艺在身？

品茗，海阔天空地聊。 说到新村建设，稳爹
的话题更多了：“朝林，你看咱村多漂亮，自从上
了新农村示范村的榜，更美了，省内省外的，都
跑来看，你说靓不靓？ 你要看风景，还跑那么远
干啥哩，咱村子里到处是风景。 咱屋后就是绿桑
树园，爬上梁，满坡满沟都是桑树林，从二麻沟，
游到尹家坡，就得多半天。 现在正是桑葚瓜果时
节，黑桑葚、白桑葚任你吃。 房前就是大坡梁，一
梁的果树林，桃树林、梨树林、李树林，逛完又得
半天，想看水了，就顺着咱们小河上，一河清水
两岸柳，你想咋走就咋走。 ”

是啊，故乡处处是风景，看绿就上坡，坡上
一片绿，上完坡再上山，鲤鱼山、牛山山山翠。 看
水就走河，顺着小河下，就到了月河。 再顺着月
河下，就到了汉江。 小河、月河、汉江处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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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 白河厘金局下设税卡于厚子河
上游湖北竹山与陕西白河交界处， 始有卡子地
名。 卡子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尤以东坝黄氏人
才辈出。 清、民国时期白河地方文化名人、书法
家黄光燮，就是东坝黄氏的佼佼者。

黄光燮 （1838—1927），又名弼臣 ，字理堂 ，
黄庭坚第三十四世孙。 清光绪元年中举，清光绪
十五年由吏部大挑一等代理河南邓州知州，后
历任长葛、商水、西平等县知县。 为官期间，黄光
燮恪守黄氏祖训家规，勤政爱民、清廉为官，深
受百姓爱戴。 回乡后，黄光燮为卡子黄氏义学题
“学仰从心”匾，撰写《东坝黄氏敦本堂记》碑刻，
编纂白河民间地方志书《东坝风土人情记》等，
为研究汉水流域移民文化和地理人文留存了许
多珍贵文献史料。 同时， 黄光燮用言传身教和
《黄氏宗谱》记载的祖训家规，养育和教导出陕
西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统、 早期白河籍中共党
员黄正甫这样的子孙。

溯东坝黄氏系建坪 （今江西省九江市瑞昌
市肇陈镇建坪村）黄氏后裔，源出江西分宁双井
(今九江市修水县杭口镇双井村)黄氏。 南唐升元
三年，黄赡接父黄玘从婺州金华迁居双井，始有
双井黄氏。 双井黄氏第二十九世黄庭坚(1045—
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
法家，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苏轼并称“苏黄”。
南宋时，黄庭坚五世孙黄满迁居瑞昌水陆畈（今
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高峰镇铺头村），始有瑞昌
黄氏，以黄庭坚为始祖。 南宋淳祐四年，瑞昌黄

氏第九世黄实万再析居建坪石梯岭， 分支出建
坪黄氏，仍尊黄庭坚为始祖。

建坪黄氏也称“柘椿黄”。 南宋淳祐三年春，
黄实万路过建坪。 因喜爱石梯岭明净秀美的山
水和质朴的民风，错过了二月初一的春社日。 于
是， 黄实万就拾起地上烧残的柘枝插在石梯岭
下许愿说：“是柘复生，吾即来兹卜筑！ ”第二年，
黄实万到石梯岭，见烧残的柘枝青枝绿叶。 遂同
三弟黄元万举家析居石梯岭， 并赋 《焦枝更生
诗》：石梯岭下柘枝椿，枯木还生夹叶芳。 山谷子
孙家在此，古今人号“柘椿黄”。 清乾隆十五年，
建坪黄氏第三十世黄存仁、 黄存谟和同庄门人
黄泽本等，从湖北英山、大冶举家迁往白河卡子
东坝等地定居， 历十几代繁衍生息而形成近万
人的白河黄氏。

不管迁居何处，黄氏族人都传承了修宗谱、
延血脉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 从北宋欧阳修、苏
轼肇创《黄氏宗谱》起，先后有南宋双井《黄氏宗
谱》、建坪《黄氏宗谱》、建坪《黄氏大成宗谱》等
谱牒，既完整记录了黄氏的家族血缘关系，也留
存了许多历史人文、风俗地理、名人轶事和艺文
著述等珍贵历史文献资料。 其中，清建坪《黄氏
宗谱》与 1919 年黄光燮撰写的《东坝黄氏敦本
堂记》《督率联族引碑》等互为补充，完整记录了
建坪黄氏徙英山、 大冶再迁白河东坝的历史演
变过程，既是黄氏后人寻根问祖、延续血脉的根
谱，更是黄氏族人修身齐家、传承优良家风的载
体。

清乾隆二十七年秋，为“敬祖收族、联宗共
昌”，白河黄氏设敦本堂祭会。 并到建坪祠堂请
回《黄氏大成宗谱》一乘，塑回瑞昌黄氏一世祖
黄庭坚、迁水陆畈始祖黄鉴、白河黄氏始祖黄图
南（黄实万子）三人遗像供祭祀。 由此，白河黄氏
敦本堂也成为收藏建坪 《黄氏宗谱》 的分庄之
一。 清乾隆三十三年，敦本堂定于每年八月中秋
为祭祀期，“分为三庄，依次递祭”。 清嘉庆元年，
敦本堂以《黄氏宗谱》记载的治家规范为基础，
制定家规 24 条。 清咸丰十一年，敦本堂立“禁赌
博、息争讼、释嫌疑、尚勤俭、明尊卑、敦和睦、严
教诲、立志气”等家规 8 条。 清同治二年，白河黄
氏设敦本祠堂于卡子桂花湾两河口， 有一进两
重房屋 18 间 400 多平方米。 清光绪八年，建坪
《黄氏宗谱 》将黄氏家规修订为 “展祠墓 、敦孝
悌、谨夫妇、和兄弟、择交游、肃闺门、睦宗族、厚
姻里、正名分、行大礼、豫蒙养、务职业、崇勤俭、
供赋役、慎安厝、蓄树木、严守望、息争讼、禁邪
巫、戒溺女”等 20 条。

2009 年， 白河县档案馆在构朳镇纸坊村白
果树坪黄开成家， 发现并复制收藏清光绪八年
建坪苏柘堂《黄氏宗谱》卷一至卷三 3 册。 白河
黄氏在续谱时新增“戒忤逆、戒凌长、戒欺弱、戒
斗殴、戒健讼、戒酗酒、戒赌博、戒淫乱、戒非为、
戒轻谱”等家戒 10 条。 由此，形成相辅相成、互
为一体的白河黄氏优秀家规家训。 2016 年 3 月，
中央纪委在全国宣传推广以清建坪《黄氏宗谱》
记载的 20 条家规为基础的陕西白河黄氏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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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乡谚拾零
□ 黄开林 搜集整理

到叶沟看村史馆
□ 阿龙

守住家园正当下
□ 张朝林

《黄氏宗谱》和白河黄氏家规
□ 蔡建中

文史 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