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 记

——楚氏五修族谱趣谈

二 O 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六，这一天对于楚氏端公后

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昌开孟春昌安亮平等人倡导筹备的

五修族谱动员启动大会在白水村部会议室正式召开，与会者三

十人，分别有中卿公、中俊公、中材公、中贤公四房代表，中

颖公、中烈公尚无代表出席。会上楚亮平先生发表了文字激昂

的演讲，楚孟春先生作了修谱工作的初步安排，昌隆五仁介绍

了楚氏四修老谱基本情况，文帅楚帅简述太祖成公舍身救主保

卫洪武的战斗故事，文伴五奇提议成立五修族谱委员会的领导

机构，会议按部就班，有条不紊。

中午时分与会人员饭店用餐，席间族人们推杯换盏，促膝

而谈，相见恨晚。饭后大家仍入会场，继续商谈具体行动方案，

推选会长成立机构。然而好几个被推举者对担任会长一职都婉

言推托，能担任会长大任者也许是还没有出现在今天的会场。

会长人选的基本条件大概是德高望重家境宽裕学识渊博热心公

益精力充沛。当时也有人提议竞选会长民主投票竞争上岗，理

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被人推举都不当何来竞选？登高一呼应

者云集摇旗呐喊众志成城的壮观场面并未出现。然而大家一致

认为续修族谱迫在眉睫，今天领导机构没有建立，但毕竞开了

个好头。分片包干，各自为政，被联络的各房负责人各散五方



开展行动，八仙漂海各显神通。

会后不久，中俊公中材公所在的丰仓片区紧锣密鼓地开展

起来了。昌武建明是最早动手续修族谱者之一，因为他和昌焕

焕昌在二零一五年就在袁家洞楚家塅等地着手录丁采访工作，

这次续修族谱工作的全面铺开他感慨良多，欣然赋诗一首：“欣

逄盛世但无忧，更喜族谱今续修。巍巍高树依根本，滚滚长江

靠源头。长歌先辈多壮举，复望后世竞风流。祖宗英灵常佑我，

意气风发写春秋。”“这次修族谱如果又是龙头起蛇尾散，那我

们这些人真是太丢人脸面了，简直无颜以见江东父老。”十几年

来楚氏修谱有好几波热心人士倡议过，但总是响应者廖廖无几，

只打雷不下雨，以致于部分族人一听说修谱收费录丁就认为是

借此骗点钱而已。

是楚氏族人都不愿意认祖归宗敬宗收族吗？是楚氏族人中

没有能够担当修族谱工作大任的人吗？当然不是，中卿公所在

地白水站苍场屋楚氏族人的阵势就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清顺治年间，光宗公月亭始迁湘阴高桥套塘冲屋场，这里

纵有古老的京广铁路经过，横有湘慧公路联通，俗称白水站。

光宗之子中卿公后裔托祖宗洪福占了个聚宝盆发财之地，这里

楚姓人口多分布于白水村、群裕村，和大塘村，尤其是白水站

附近的楚姓居民在白水集镇建有商铺门面的居多，做生意有得

独厚的条件。这次续修族谱就是他们发起而且积极行动。捐款

收费自觉主动，交到指定地点有专人收管，及时张榜公布。参

与修谱录丁工作大有人在，昌开孟春主要负责组织和外调工作，



其余负责本地人口。他们是昌冬桂常、昌安亮平、盛时奠帮、

文诚合林等。

道仙海涛楚侍卫之孙奠邦七十好几，家里有一揽子农活，

放牛养鸭自顾不暇，但他还是“忙里偷闲”走门串户忙录丁，

为的是完成爷爷遗愿参加五修续谱。

为了公益，耽误私事，不要工钱，遭受冷遇，你什么感受，

你还愿意干吗？

上门录丁遇到老板正接待顾客谈生意，是让顾客跑掉生意

泡汤？还是躲进角落接受冷遇或下次登门再访？工作人员选择

后者，绝对不能因受到怠慢而生气不干了。白水街上录丁这种

现象我们遇到不少，再怎么麻烦我们也不能错漏每一户人家每

一个人。

光缙三子中俊公于清朝初年由铜含口迁下丰仓韩家冲开基

建屋，迄今名六房屋，光显公始迁下丰仓黄家冲屋场，中俊公

中材公后裔主体上居住于六房屋黄泥冲及一山之隔的袁家洞。

作为分片包干的丰仓片区，我们采取的方法与中卿公片区有所

不同。在文伴五奇的提议召集下召开工作人员会议，正式成立

了修谱委员会及领导机构，建立了楚氏宗亲群，印发了好几种

宣传资料，雕刻了收款专用章印制了专门收据，并且公布了财

金管理制度。当时与会人员有楚伍仁、楚五奇、楚建明、楚祥

明、楚帅、楚德权、楚准、楚琪、楚文超，工作人员明确分工

团结协作。名正言顺地进村入户进城上街。族人们高度认同，

积极响应，虽然有少数人对修谱认识不足消极对待，但当看了



我们的宣传资料和组织架构后也打消了疑虑，积极配合交款报

人丁信息，一切有章可循有条不紊。丰仓片的工作方法得到昌

开孟春等人的赞同，于是召开了五修族谱第二次联谊大会，修

谱领导机构正式成立并负责全面修谱工作。

在六房屋场上门录丁时，有几个人说“看这修谱的阵势，

我们楚氏后代会要出个把皇帝的。”人们把修谱事业与后代出显

赫人物划上等号了，多么伟大的期侍！我说“共和体制下，出

皇帝是不可能的，但是敬宗收族重视传统教育，后辈出现重量

级人物这是有可能的。到时有人光宗耀祖要查家谱随手拿来就

是，因为我们已经修好族谱了。”

光显之子中材公后裔留在祖居地只有几户人家大多外迁他

地。古培乡水口村胡家祠堂德茂荣畅支脉解放前租种地主家田

地土改分田地后定居在那里，其后代子孙不知祖先何人来自何

处。我们录丁工作人员到达时才知道来龙去脉。有诗为证：“修

谱录丁水口村，几家楚氏释疑云。幸福久居古培镇，原来根自

黄泥冲。左邻右舍不同姓，喜出望处迎族亲。认祖归宗无遗憾，

光宗耀祖有信心。”

盛联长发有五个儿子，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抽壮丁制度，

三男要一人，五丁抽二子，战乱年代人们大多不愿当兵，于是

他家派出两儿躲在川山芭蕉村，也是土改后定居于此。有诗为

证：为躲壮丁做长工，祖辈飘落城墙村。翻天覆地遇建国，承

前启后有小平。改革致富人财旺，开放发家结远亲。独在异乡

非异客，都是炎黄一家人。“建国”“小平”都是本族文字辈人



名。

光缙长子中烈公功伯由铜含口黎家坡迁出后定居在团山村

牛栏桥屋场，其后裔住在乡村老屋的人数很少。我们到该屋场

进行录丁咨询户籍人口信息时，他们以为是搞人口普查的，人

口普查干部上门登记过，他们不愿意再重复填报，三翻五次上

门解释也无济于事。后来我们找到文字辈丙坤，他具有大学文

化，在省城军信环保公司就职，闯荡江湖见多识广，听见我们

说是楚氏修谱的，满心欢喜，说到，中烈公一族录丁收费由我

一人包了，你们只管来收资料就是。原来中烈公一房有文化有

见识的大都生活在城里。

中烈公、中俊公、中奇公相继迁出铜含口黎家坡后，光缙

四子中贤公后裔承祖业世居铜含口，这里楚姓人口集中于石云

村的两个村民小组。

盛罗罗祥，昌旺细琪具体负责中贤公房的收费录丁登记，

他们俩均农民出身打工为生，文化水平有限，参与修谱工作确

实有点力不从心，但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开始工作

不很顺利但他们从不放弃。直到一九年暑热三伏天，他们带领

文伴五奇、昌祥祥明、昌武建明三人重新上门一一核实校对录

丁信息，他们耽误了赚钱的宝贵时间也在所不惜。

中颖公后裔聚居地是湘阴六塘旭日村永胜片，这里楚氏人

口最多占居好几个村民小组，居在县城的也不少。自白水村部

五修族谱动员大会召开以后，在名富先德的组织发动下，盛禄

献湘、德乔铁和、昌新正新以四大房头为单位（即分成四组）



分别进行录丁收费，各自为政各负其责。由于先德在职上班时

间紧凑无暇统一指挥。一九年国庆节后他们主动与我联系，所

收捐款及录丁资料由楚献湘老师引领都交由我们统管，收费统

一开具收据录丁信息及时打印，一一在群里公布公开透明，错

误之处随时更正直至完全正确。录丁资料由昌祥祥明打印发送

保管，整个修谱过程无有一份资料遗失，其细致认真的态度令

人钦佩。

对于这次五修族谱，楚献湘老师功劳很大，可说是挽狂澜

于即倒，寻坠绪于芒端。

借助于现代发达的通讯工具微信，我们省去了很多劳累奔

波，但有些家族与家人失去了任何联系，就只能凭借蛛丝马迹

登门寻找。

楚献湘老师在查阅四修老谱时发现德全合林之妻殁于一九

三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得年四十四岁，于一九三二年生子盛达

松桃，另生一女适朱培元，这个寡妇留下的一个孤儿现在何去

何存？经多方打听终于有了眉目。二零二零年十一月的某一天，

我和楚老师驱车来到屈原农场营田镇玉湖屋场找到了盛达松桃

的大儿子国兵，他对我们说起了他父亲的传奇经历。

盛达松桃七岁成了孤儿，无依无靠只得沿门乞讨，不久遇

上一个剃头匠收为徒弟。十四岁那年遇到一支行军路过的军队

报名参军央求收留，作了一名随军理发师。从军三年全国解放

退伍尚未满十八岁。过惯军旅生活的他仍然不能安身立命，迫

不得已第二次参军。四年后退伍转业当了某国营工厂领导，后



来转调至屈原农场当场长，殁于二 OO 八年。他一生为国打天

下为民作公朴，劳苦功高，由于文化低生性耿介也没有升到更

好的官位。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人民功臣，要不是这次修谱他

哪能找到自已的家乡和族亲。

新冠肺炎至今还肆虐全球，中国在二 O 二 O 年下半年率先

得有效控制，可以长途旅行的情况下，炎炎夏日的一天，由昌

照照文开车，楚公盛寿献明、盛禄献湘、文伴五奇一行三代四

人辗转来到了平江县汉昌镇寺前社区，看到社区公务栏内普通

党员名单中有楚江琪名字，这是否就是一支流落平江的楚氏家

族呢？因为一路上我们打听了好几个村落，都说没听说过有楚

姓人家。虽有其名但无电话大海捞针何其困难，急中生智，我

们看到了其所在党支部负责人电话，一问果然有楚江琪电话。

不一会，楚江琪在寺前街前坪见到了我们：“村中闻有此人，

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们就像桃花源中人“咸来问讯，各

复延至其家，设酒杀鸡作食。”一进门，一块金色牌匾赫然入目，

上书“新平堂楚氏祖先”。虽然时刻念祖敬宗，但他们并不知祖

先是何处何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先辈德富、德谋、德池兄弟三人来

到平江当船工谋生，其后代子孙解放后大都成为国营航运公司

职工。七十年代他们派人来到湘阴六塘寻找祭拜祖坟，当时楚

献湘老师帮其带路。九十年代楚江琪来到白水站，问到楚氏族

人是否有人修谱，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也没有人能够理清他们

与汩罗楚氏的关联。要不是楚老师凭着几十年前的隐约记忆找



到平江这一支楚姓，这只独自漂流的小船不知何时能驶进那温

馨的港湾。

还有远居陕西的德成道善次子，据说其族人有很强的修谱

愿望，但迫于新冠肺炎疫情难以成行，恐留遗憾。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家族人口呈现日益扩散距离越

来越远的趋势。原因如下：一，读书做官升学升职做生意，二、

土地制度的变化，三，特别是近年来城市化过程，大量的农村

人口离开原有土地进入城市。古老的聚族而居的形式不断削弱，

这对现代修谱带来许多困难，但也更加彰显出修族谱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多子多富的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建国后的六

七十年代社会安定，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初步繁荣，人口

猛增。到了八九十年代，国家感受到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实

行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此一政策持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二

十年代。因此体现在人丁表上的情况是多子女变成少子女，甚

至有相当多的独生子女家庭。

楚氏三修四修族谱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由盛变衰的急剧动

荡战乱频繁的年代，本次五修正处于中华盛世。盛世修谱当仁

不让，自倡修伊始三年以来我始终参与其中，虽然困难重重麻

烦不断，但更多的觉得修成楚氏族谱实现了广大族人的心愿意

义重大，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学习研究和推广传统文化更是

乐趣无穷。

二十一世文伴五奇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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