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 越 时 空 的 对 话

— — 楚 氏 五 修 族 谱 序 言

穿越时空的隧道，跟远逝的先人对话，吟听烈祖烈宗的谆

谆教诲，赏识着先辈们艰难创业的奋斗图景；坐上时光的快车

跟将来的子孙谈心，倾诉着吾辈族人的殷切期盼，谋划着未来

的生活蓝图。续修楚氏族谱，为泱泱五千年文明大夏添砖加瓦；

凝聚人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看！武烈将军紧跟洪武反抗元蒙暴政，摧枯拉朽，横扫顽

军；听！长沙千户候指挥若定，守土一方，创建太平。楚家湖

畔留圣迹，捞刀河岸听足音。为官十任长沙府，疏散军户到湘

阴。铜含口里开基业，韩家冲上建宗祠。大展鸿图白水镇，教

耕教读丰仓村，公平贸易湘阴县，人杰地灵在永胜！

英才辈出，典范长存。耕读为本，勤俭持家，教子课孙，

救贫恤邻。

邑庠生太学生生生不息；研究生博士生继往开来。

进土皇宫楚侍卫，求学陕西作县丞。

勤劳质朴心气和平礼义廉耻好民众，清正廉明忠孝节义全

心全意为人民。公平买卖义利分明，谆谆善诱教育儿童。钻医

理救平民悬壶济世，平内乱御外侮报国以身。

诰命夫人一品恭人，母性淑慎长存懿范。展孟姜之美德，



显陶母之徽音。

是孤儿自强不息勤劳致富人称赞，为寡母冰操自誓承前启

后保家身。

家规家训教人善，优秀基因永传承。四修族谱传家宝，历

经磨难到如今。

楚氏（端公）四修族谱修编于一九四七年，当时国运衰微

战乱频繁。八年抗日战争结束，四年国共内战又起。楚氏先人

还能修编如此高质量的族谱实在难能可贵。

然而，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制度文化思

潮耳目一新。特别是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

运动，反封建主义反宗族主义，族谱被毁，祠堂遭拆。五十年

代以后出生的人对族谱祠堂概念模糊以至消亡。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百废俱兴回归正轨，二十世纪末期开

始重视传统文化，许多姓氏着手续修族谱。人们活在当下追根

敬祖，着眼未来造福后人，中华民族这一优良传统很快唤醒了

我们楚氏族人的宗族意识。二 O 一九年三月由二十世昌隆伍仁

倡仪，昌开孟春发动组织了五修族谱委员会，委员们雷厉风行

着手续修族谱工作。广大楚氏族人积极响应，出钱出力献计献

策，录丁走访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绝大部分楚氏族人坚

决支持并非常热心续修族谱，但也有极少数人不愿参与，原因

大致如下：一是与同族人有些矛盾或小纠纷，觉得修谱没意义；



二是身患疾病家运不顺；三是远离家乡宗族观念淡薄；四是身

处要职甚至是国家保密单位的职工，党纪国法限制不能拉邦结

党。对于这些人修谱委员会工作人员多次走访多方联系，仍然

没能入谱者我们都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这次续修族谱的原则

是：不分贵贱，无论贫富，不准绚私枉法，不可强人所难。出

钱出力光荣，无力赞助有心入谱同样光荣，只因为我们同是楚

氏端公后裔。修谱目的正是四修族谱序言中说到的：“敬宗收族，

以敦其本；尊卑长幼，以明其分；患难相顾，疾病相扶，婚嫁

相庆，死丧相吊，以联其情；济贫兴学，以正其教养之道。”

国家编史，地方修志，事物成典，人物作传，家族写谱，

史志典传谱，构筑起壮观的中华文明大厦，尊先祖承前启后，

效前贤继往开来。修谱工作之艰难困苦，纷繁复杂，大家有目

共睹，历届修谱也多有说明。本次修谱历时两年，初稿之后反

复让族人核对更正查漏补缺，修谱委员会一致通过后方付诸印

刷成册，并委托诚实可靠的专人收藏保管。

由于条件有限，工作人员水平有限，五修族谱不尽人意之

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族众谅解。尽管如此五修族谱的成功达

到了初步目标——完成了先辈们的心愿，让我们站在他们的肩

膀上，去眺望那“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的美丽风光！

二十一世文伴五奇

二 O 二 O 年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