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先的传统文化不能丢 

 

青松有挺拔美,鲜花有娇艳美。西方文明和中国

文明是花开两朵各有特色。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顾

此失彼。我们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表达信仰的方

式和人家不同。我们生活在自己的信仰里，一双筷

子,不仅仅是饮食餐具,更承载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

凝结了许多前人的智慧。作为中国人,这项传统不可

废止,也将继续弘扬下去。 

祖先为什么把十六两作为一斤呢？ 

过去人们常用半斤八两来形容两个事物是一样

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我们祖先使用的秤是十六

两为一斤,所以半斤和八两就是一样的。那么老祖宗

为什么是十六两为一斤呢?这里面有大智慧。 

传说我们的祖先观察到北斗七星、南斗六星,

再加上旁边的福、禄、寿三星,正好是十六星。北斗



 

 

七星主亡,南斗六星主生福禄寿三星分别主一个人

一生的福禄寿,他们在天上看着人的切,所以说:人

在做,神在看。 

据说做买卖的人,如果称东西,短斤少两,都要

受到惩罚。卖东西少给人一两,福星就减少这个人的

福,少给二两,禄星就给这个人减禄；要少给三两,

寿星就给这个人减寿。古代人都知道“人在做,神在

看”。所以,人都不敢做昧良心的事。 

筷子为什么是七寸六分呢? 

筷子的标准长度是七寸六分,代表人有七情六

欲,以示与动物有本质的不同。有些人很羡慕西方人

用刀叉吃饭,觉得这种姿势和仪态有品味。但学了之

后也只是偶尔用用,在日常生活中餐餐都用刀叉的

中国人,想必都是奇葩。刀叉是冶金术成熟以后才有

的用具,而冶金术是十五世纪才发明的,在广泛应用

于日常生活中之前,西方人其实是用手吃饭,相比之



 

 

下,筷子的文明史显然长得多。 

关键是筷子是两根,称呼却是一双。在餐厅里呼

唤服务员“拿一双筷子吧”,那肯定是中国人,如果

说“拿两根筷子吧”那定是外国人。 

为什么明明是两根筷子,却叫一双筷子呢?这里

面有太极和明阳的理念。太极是一,阴阳是二,一就

是二,二就是一,一中含二，合二为一,这是中国人的

哲学,西方人不懂。 

筷子在使用的时候,讲究配合和协调,一根动,

一根不动，才能夹得稳,两根都动,或两根都不动就

夹不住,这是中国人的阴阳原因,也有西方的杠杆原

理。 

筷子还有点穴、按摩和刮痧的作用。旧时人们

走江湖身上只要有一双筷子,有什么毛病都能自己

搞定。即便忘了带,随手掰根树枝或芦苇,折断了在

石头上磨一磨,在水里洗一洗,也能用。中国文明和



 

 

西方文明都从神话发源,西方后来人神分家了,做事

靠科学,做人靠宗教,中国没有。 

中国什么都合在一起,何仙姑、铁拐李、吕洞宾、

孙悟空、猪八戒,这些神仙也是人,他们就在茫茫人

海中,中国人的理想和现实,灵魂和肉体也是合二为

一的。每天用的筷子里面就有信仰,举手投足都是理

念,这是一种通达和智慧。 

所以中国人不需要到专门的地方去清洗灵魂,

从小就有长辈告诉他,如何做人做事,知道只有做好

人才能做好事文两者也不能分。 

我们现在很多人,每天握着筷子指指点点,讥讽

同胞没有信仰,其实有所不知,今天社会的症结不是

没有信仰,而是丢掉了老祖宗的智慧。 

在中西方文明全面接触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

有很多人云亦云的东西在干扰我们的价值判断,以

致乱花渐欲。 



 

 

因此中国的年轻人一定要牢记老祖宗的教导和

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它们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发扬光

大,后继有人。 

 

 
  



 

 

从家谱看炎黄孙的寻根情结 

 

正所谓“国有史,家有谱”,在传统社会中史可

以明王道而正国本,而家谱则可以明人伦面正风俗。

家谱在古代,主要是作为维系家庭、宗族血脉相连和

稳定繁盛的重要构件,并且由家族推及乡里,人伦明

则风俗正,进而使国之四维长葆不堕。 

而到了今天,家谱不仅成为全世界华人寻根问

祖的钥匙,也因其能够折射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政

治生态,文化教育个方面的面貌,而为历史学、社会

学、人口学、经济学、民族学等相关领域必不可少

的研究资料。 

家谱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学术研

究的重要资料它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同样值得

重视。 

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年没有中断过,它就和中



 

 

华民族千千万万的家族都有修家谱的文化有关,每

个家庭的历史几千年来连续不断就为中华民族文明

的连续打下了重要基础,家谱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记

忆档案,每个炎黄子孙都可以通过家谱来寻找自己

的根而家谱中记录下来的家风、家规、家训越来越

受到学术研究和社会重视。在 2014 年有关部门就举

办过中国家谱、家训、家规资料展,其中所传达出的

修身、和睦、竞也、治家、教育、诚信等不同方面

的中华文明传统价值让参观者深深感受到这是一笔

文化财富,无论是对个人涵养的培养,还是对家庭的

健康和谐发展都是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张公百忍”的家风故事,

“孔融让梨”的家训精典,曹植的《七步诗》杰作,

编入中国语文教科书中正说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

在今天仍然生化出新的价值,史加促使当代社会的

和谐进步,各大民族的大团结合作。家庭和谐可亲实



 

 

现习主席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奠

定了坚实基础。为了彰显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后继

有人,长流不息,万代永存,我们曹氏家族在三峰曹

氏总会会长曹迪华老前辈深思熟虑的精心策划下,

正引领曹氏二十几支房宗亲算修族谱,等各支家谱

修辑全部结束,总会就马上收集各房家谱资料编写

《湖南曹氏通谱》,实现天下曹氏“血脉同源”一家

亲的宏伟目标。通过他老人家这一具有划时代的伟

大创举的实现,从此以后曹氏家人血脉相连,水不分

离的愿望终于在我们这一代梦想成真了。 

 

曹氏嗣孙第二十三代孙曹梦良撰写 

 

 

 

 



 

 

谈谈修家谱的重要性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

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它与云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

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

分。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

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

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

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 

追根溯源和留名于世,就是家谱的作用。 

人生短暂,怎样才能流芳于世不朽永远是人类

追求的理想代代相传的谱书,记载着先祖名讳事迹

流传至今,自己的精神也能传家族世目了然。家谱之

于个人,追溯根脉;家谱之于家族,传承精神时候都

能家谱之于国家,观史鉴今。当世物质财富只能人间

共享,而史书精神却能世代传扬。修谱为后不尽,用



 

 

之不竭的,不仅能团结族人,还能教育子孙,的仰先

祖家谱是承上启下的家族历史,对家请的重视则是

每个中国人爱爱国、爱人民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曹氏嗣孙第二十三代孙  曹梦良撰写 

 

 

 

 

 

 

 

 

 

 

 



 

 

 

他是族人可亲可敬之人 

 

人之为,太上治国,其次兴族,后则修身。 

今有族人,曹迪华先生,益阳赫山区团结洲人,

彦斌公房修字辈,生性豪爽,与人真诚,乐施好善,能

以族亲与荣,以族业昌达为已任者也。 

多年来,迪华先生为我族兴荣燃灯奉献,如长夜

烛火,可鉴日月。 

2016 年,在诸位族贤的倡议下，迪华先生发起

成立了湖南三峰曹氏家族联谊会。为寻找失散的族

房、族亲,替曹氏族谱添笔续脉、开枝张叶,迪华先

生与益群,先生等族亲多次奔波于中华大地,于烈日

骄阳下族问宗。现在,湖南三峰曹氏失散已久的 21

大房族人,终入柯纳谱,认祖归宗。自此,湖南三峰曹

氏一脉,凝聚从亲、从心,共促我族业兴旺发达。 



 

 

迪华先生兴族之善为，当念，当感，当铭于心。 

长期以来，迪华先生心系族亲，为宗族事业发

展出谋划策，对族系宗亲困难户不吝相助,慷慨解囊。

每逢春节,迪华先生会习以为常地倾力筹措资物,对

贫困族亲登门慰问,噓寒问暖,以表宗族血脉温情。 

有为者,“若春雨之灌万物也,浑然而流,沛然而

施,无地面不澍,无物而不生”。忆宗念祖,追本溯源,

盛世迎来家族兴旺承继,祖德续扬,是我族、我辈之

大幸。 

为进一步挖掘、了解曹氏宗族的历史渊源、地

域文化,传承祖训和孝道,激发鼓舞曹氏宗亲爱家、

爱族、爱国之情怀。迪华先生组织召开湖南三峰曹

氏家族文化研究讨论会与会百多名宗亲、学者于四

方归来,情聚一堂,畅所欲言,盛况空前。为宗族发展

谋得可用之族力,可聚之族心。 

古人云,“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

狭”。是所以,欲兴族者不可以不兴文。 



 

 

为此,迪华先生组织创办刊物—《三峰社》,第

一期已于今年元旦推出。刊物设立六个版面,容量大、

视野宽、品位高,全方位展示曹氏家族族人励志图强

的精神风貌。搭建了宗亲共笔互通、互学、互勉之

平台,为三峰曹氏家族续以悠悠文脉,供以源源不断

之精神食粮,实为高瞻远嘱之举。 

雅琴鸣之，二十五弦以应声。迪华先生不问名

利,不求闻达,为旺族业而劳心劳力,实为可尊可敬,

宗亲若以为表,人人以善为念、以修齐治平为规训,

如此,曹氏宗族,定将一脉承继光大,源远流长,德播

四海。 

尧公房,治字辈曹卫民 
  



 

 

曹广庚,中共党员,1940 年出

生,1964 年毕业于湖南师大教育系,

长期从事中师和普高的教育心理学

和语文教学,后升任学校行政领导

职务。1984 年调入岳阳师专(湖南理

工学院前身)任教教育心理课程,合著有〈教育实习

手册)、《教育学〉、《家庭教育“三名志”)等著作,

散文在校内外多次获得奖项。退休后聘为学校教学

督导员多年,并参与民主党派组织的社会服务活 

动,退而不休,老有所乐。 

楹联四副 

门开湘北  苑立曹营 

千载母子河长流懿德    百年曹氏屋冀望书香 

创大以天下忧乐著华章至善穷理 

申博为湘北杏坛添星座格物精微 

栋材擎天奉五千年文明而蓊蓊郁郁树树竞风流无限 

北斗耀地兴十四亿良善而美美和和颗颗怀大爱弭疆 



 

 

鞋子情结 

第二十派嗣孙 曹广庚 

 

60 多年了,不知有多少只垫在我无情脚下的鞋

子,默默奉献,一直很低调。我终于被感动了,想写写

它。60 年前,我已经 9岁了,一共穿过多少鞋没留心

统计过,但一定是个单数。时光的流水冲淡了记忆,

然而有三段与鞋有关的往事至今不忘。 

我是父母唯一的男孩,有两个大我很多的巧手

姐姐宠着,不愁没鞋穿但我偏偏喜欢打赤脚,骑“高

脚马”(两根松树做的高跷)。5 岁上小学,踩着高跷

过长长的石板桥,吓得母亲直叫唤。冬天雨雪中踩高

跷上学的男女同学有一大群,他们中多数是真的没

有雨鞋穿。有一次,自习课骑高脚马踢沙堆被先生发

觉,为头的 5个孩子不仅罚了站,每人还挨了先生扎

扎实实的一巴掌,我是挨揍的其中一个。先生本是个



 

 

“半瓶醋”的地道农民,手指很粗大的。母亲看见我

脸上 4条青紫血痕,匆忙包好鸡蛋,把我送到先生面

前,含泪哽咽着说:“先生打得好,打得好。”退休前

我在课堂上跟大学生们调侃:“当时我脸上有四道个

把月才消逝的电波!” 

童年里更有刀光剑影。我老家汩罗,是南北“粮

子”长期拉锯的地方躲避兵灾是当地老百姓的必修

课。由于“粮子”来之前,我就坐在父亲早就备好的

箩筐里快乐地逃跑了,似乎没见过各路“遭殃军”穿

的是什么鞋,但日寇明晃晃的刺刀我见过,躲在刺蓬

的草丛里我清晰地听到日本军靴在大路上整齐地

“喀嚓喀嚓”。那时真不知这就是外侮铁蹄在践踏我

们的祖国母亲。后来鬼子无条件投降缴械了,我父亲

因惊吓劳累躺在床上久病不起。日本军医叽里咕噜

要给他开刀,吓得他连声喊救命。军医用救治日本军

人的针剂给父亲注射了几次,很有效。母亲为了感谢



 

 

军医,用汨罗粉皮炖了几块猪肉招待了一餐。一位年

长的的日本军人站在门口望着桌上的残汤剩饭垂涎,

军医慌忙向我父母求情似的打手势,终于明白长者

是他们部队的师长。我母亲忘记了躲兵时往自己脸

上擦黑锅烟的日子,二话没说,把桌上和锅里的饭菜

烩成一大碗端给了他,他站着一下子就吞下去了。这

些日本军人是否最后都回到了家,很难说,他们的靴

子已磨破,天皇也管不得那么多了 

鬼子拖着破鞋走后,大约是 1946 年的夏天吧,

我读书回来看见荷叶塘有许多人在挖藕。我把书包

和高跷一丢,纵身跳进淤泥很深的藕塘,藕塘的泥里

有许多丢包衣的破瓦罐。我的左脚不知怎么的老是

发抖,不久就冒出了大股血水,被人救出淤泥塘后,

才知道我父母去探望一家亲戚去了,好心的二伯母

根据她的老经验,立即昌了一碗陈石灰帮我止住了



 

 

血。从此我的左脚包了一块又厚又脏的破布,不能着

地,只能靠右脚走路了。祖母生前留下的杂木手杖代

替了高脚马。我挂着拐杖跑路上学,行动很敏捷,不

比正常孩子慢现在想来仍觉奇怪,当时竟没一个人

骂过我是“陂子”。大约是湖南解放的前一年吧,我

在母亲身边帮助清理豆角忽然听到村头来了玩猴把

戏的河南老乡在使劲敲铜锣,我猛地弹起来往外跑,

忘记拿拐杖,竟然不跛了!我顾不得猴把戏的诱惑,

一头扑在母亲怀里,母子俩抱头哭了好一阵,痛快得

不得了。猴子是孙大圣,给我带来了福音。第二年秋

天,大概是地下党给出的信息老乡们拿着布鞋,鸡蛋

什么的,父亲也提了一大篮红薯,我穿着一双新做的

布鞋,早早地等候在铁路旁,去迎接从岳阳开往长沙

方向的解放军。记得解放军穿的像是粗布鞋,也有穿

草鞋的,还有的在背包上别一双新布鞋。解放军笑着



 

 

向老百姓招手,高兴地分吃着乡亲们送的食品,还带

头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穿着解放鞋,靠人民助学金,我读完了中学和大

学。经历漫漫人生路最后终于穿着高级皮鞋双脚稳

稳站在神圣的大学讲坛,年复一年且兴味盎然然地

谈及过关于鞋子的故事。鞋子好似一座链条式长桥,

帮我涉足人生,丈量天下,感恩社会,健步高歌走向

未来。 

 

 

 

 

 

 

 

 



 

 

尽   孝 

第二十一派嗣孙 曹中权 

 

今天是星期日,也是我的一位小学老师曹孟君先

生以 60岁年龄病逝并安葬于他家相坟的日子,我因

工作的原因,没能赶上送,只赶上了他葬礼的最后餐

饭席。在席上见着了我以前的一些小学老师一曹老

师的老同仁。感慨唯之间,都叹息我的老师走得太快。

现在中国的平均看命都 76了吧！ 

于是,我更加感到有对我已过古稀的父母有尽

孝的必要了,人生在世,事业外,“德育为首”这德育

便是孝道,便是孝梯。很难想象,一个不孝顺的人会

是一个好儿子,会是一个好丈夫,会是一个好父,会

是一个好同事,会是个好公民。参加工作二十多年,

逢我生日总是要赶回家去看看父母亲,因为若干年



 

 

前的这一天,便是母亲的苦难日。买点东西拿点小钱

只是表明我还记得孝顺这回事,陪老人说说话,就谈

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不再像小时候嫌他啰嗦。 

前几天回家,听母亲说父亲想要部手机方便方

使一其实去年我就问过他他坚决不要一一这样看来,

老人的推辞的话真的有时不一定是真实的。今天我

顺路把新手机带回家,帮他储存了一些常用号码,然

后打了几个电话让他试接。我看见父亲伸开蒲扇般

的大手,缩回拇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用粗大的

食指慢慢的摁着按键,像栽下一根红薯秧一般稳妥,

然后回答我在他身边的通过卫星传送的通话“听得

清呢,听得清呢!”脸上露出收成丰稔的表情,嘴里仅

剩的那颗上门牙正对我招摇着。 

由于父亲腿脚不是十分灵便,我便要他装点类

肥让我挑到菜园里去,他再有空就去把粪肥稀释浇



 

 

浇菜苗。父亲最初不同意,在母亲的催促下,父亲装

了大半担粪肥,我说:“再装满些吧!”“够了够了,

你也好久没担过担子了。”我心里忽地一酸,四十几

岁的男人在父亲的眼里始终是小孩一个。他开始不

同意装粪,后来就是装也不将粪桶真正装满一—他

是怕累着自己的儿子啊。其实他今年 74岁了,我还

只四十多,挑这点东西不算什么,可他总是趁我不在

家时,自己拖着不是很灵便的双腿,每次小半担小半

担挑着粪肥,用粪勺当做拐杖,慢腾腾地,慢腾腾地,

行在乡间的小路上。 

我把粪肥挑到菜园后,不知道要将粪放到菜地

的哪一头更方便他浇苗放北头离菜苗近,放南头离

水近。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刚刚给他

的手机,何不打个电话给父亲,这刚配上的先进设备

也让他韵韵味道。 



 

 

“父亲,粪放哪头好?” 

“哦,这事还打个电话,真是。”几秒钟后父亲回

话了,先是自言自语,然后才进入正题,“就放在地中

间的沟里。 

我依照父亲的指示做完后,很快就回到家。看见

厅堂里坐着从外边进门的弟弟和几位老邻居,他们

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什么。我忽然记起父亲回电

话时,前面的一句唠叨是为什么了,那分明是向别人

炫耀自己的幸福。 

进了门,我告诉父亲粪已按要求放好。 

“好的。”我看见父亲脸上再次露出收成丰稔的

表情,嘴里仅剩的那颗牙又在对我招摇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