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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国昌修志，族兴纂谱，古今如此。宗谱又称族谱，谱牒，

是记载一个血缘宗族的起源，繁衍发展，世系顺序、文化、

人物事迹等为主要内容之史料文献。它真实客观地叙述了从

古到今，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史实概况，为族人提供了解

昔日悠久的文化，今朝的辉煌成就，更为明天的追求目标指

明正确的方向。所以说《族谱》是记述宗族的发展，文人地理，

聚落地理，它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

支柱。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国人特有的优良传

统。它蕴藏着大量的有关人口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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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重大的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增强民族凝聚

力也有着重大意义。

本届竹溪烂泥湾支系谱能如期付梓，是现居竹溪城关镇康

乐小区的翁杰宗亲的提议和支持下，并带头捐资一万八千元

作为启动资金，还有现居武汉的翁茂成，现居云梦的翁茂财，

现居江苏宝印的翁安，现居老家竹溪烂泥湾的翁茂奎，现居

宜昌的翁茂龙等十七位宗亲的慷慨解囊相助，他们其行可嘉，

其情堪赞。他们的美德将永远在族人的心中流传。为彰显他

们的无私奉献精神，特将他们的玉照及捐款数额载于史册，

流芳百世。

本届《族谱》的编纂成功，还有翁德琦宗亲花了整整三年

的心血与汗水，从收集、采录、寻访到编撰，其间考稽历史，

勘误错讹，绞尽脑汁，三年如一日可谓殚精竭力。加之这期

间其妻患病在床，又需要护理，个中辛苦，只有自知。他不

计报酬，不图名利，为编修家谱呕心沥血，功不可没。

历时三载，园笔付梓之时，欣逢春节临近，吾族均甫公支

下竹溪烂泥湾支系谱牒告竣，前可光宗耀祖，后可启迪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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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芳百世，昭示未来，上承百世之恩光，下启千秋之福泽，幸

簪缨之不绝，喜瓜瓞之绵绵。寝炽寝昌，咸吉咸安，吾为吾族兴，

吾为吾族旺，岂不快哉！是为序！

                                       蕲春  翁国汉

                                        戊戌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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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均甫公支下竹溪烂泥湾支系谱告竣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史记百王之兴衰，谱记

一族之源流。国史、方志、家谱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大厦

的三大支柱。古人云：谱牒不修族微，无谱末族也。

家谱是记载一脉血亲群体组成的宗族世系，人物和事迹的

特殊图文体裁之典籍。她记载长幼尊卑、世系交接、人物更迭、

祖辈及子孙迁徙发展状况。懂民俗，进而达到严家规，正世风，

净民魂，安邦国之实效。

宗谱的重修，事实上是亲情的重塑，故而有助于人性的回

归，有助于社会的和谐。

宗谱的重修，能够引导年青人了解生命传承的艰辛，了解

祖先的传统美德，无疑十分有助于年青人接受中华传统文化

的熏陶，进而促进年青人克服浮躁的心理，珍惜生命，珍惜

人生。

宗谱的重修，发挥宗谱的史学功能，弥补史、志的不足，

使后人能够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弘扬中华文化，

增强民族凝聚力。

总之，宗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社会功能，早已因时

代的变革而发生深刻的变迁。对当今的文明社会来说，却成

了一份十分值得发掘的积极的文化遗产。

我中华翁氏六桂堂之五桂理事会，今年在重庆奉节正式成

立。随即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寻亲团，寻找外迁失联宗亲。

而寻亲团首站就是竹溪，在竹溪找到了失联近百年的宗亲，

家人相见，畅叙亲情，场面极为感人。茂龙先生在《不忘先祖，

继往开来》一文中已描述过了，故再不赘述。但值得我们族

人称颂的竹溪翁姓姑娘媳妇们，寻亲团到达竹溪第一个迎接

我们的是专程从十堰赶回来的翁德美和伴陪她的女儿薛锦华。

德美姑娘人如其名，德品双馨，杏林世家，书香门第，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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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中医，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热心公益，造福万梓。老

来退休，爱好摄影，全国老年摄影协会会员，热衷于家族事业，

每次家族集会都担任义务摄影师，帮助宗亲们留下美好瞬间。

还有翁茂芬姐妹，其大姐翁云珍，妹妹翁玲玲，小妹翁小燕，

还有翁德玉，翁德芳，翁杰之妻陈会珍等，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与男儿同样担当而更胜于男儿。事后我们才知道，翁茂芬的

儿子，孙仲毅因公车祸住院，当时伤势很严重，需要专人护理。

听说寻亲团来竹溪，把护理儿子的任务交给了丈夫孙永全先

生，来酒店专程陪同并接待我们寻亲团一行。她们这种以家

族为荣，以姓翁为骄傲的家族情怀，的确感人之至。因为这

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使然，天然存在的家族意识使然。这里还

要对翁姓半边之子：谢树进先生、孙永全先生、柯尊明先生，

孙永友先生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对翁氏家族的理解

和支持。

翁氏一脉源远流长，枝繁叶茂；六桂同根，宗亲遍布四海

五洲。有史以来人才辈出，灿若繁星。历代宗贤建功立业，

都各自为自己的时代和人民作出了不俗的贡献，取得了辉煌

的成就。他们既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光荣，也是我们子孙后代

的楷模。长江后浪推前浪，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必将以超越

前人的胆识和智慧，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绩，为弘扬祖风祖德，

为国为民为家族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华翁氏六桂堂之五桂理事会

                         蕲春 翁国汉撰

                          戊戌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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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修宗谱序

国之撰史家之修谱犹木之追根水之溯源所发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其

义一也吾颖陈氏自有虞而胡公满由江州而蕲春庄迄今历时数千年绵

延数百世虽支分派析散处四方而吾祖吾宗之可自出尚可了如指掌炳

若曰星盖有赖于列祖之遗谱也

溯自继善公迁居青山乡之西龙窝以来族谱历经十修十修之后积于今

四十有七年矣世易时移旧谱遗失殆尽如不及时修辑将使尊年失序长

幼难分后之子孙虽切水源本木之思能无事远年湮之虑手用是阖族而

谋公议绩修之事势不可缓爰于去冬发轫分途敛资辑稿越数月而大功

垂成惟吾曰桂祖房子孙蕃衍居址星散往牒失而疑难繁起步迟而进展

缓遥遥落伍于诸公皇皇有愧于列祖

尝闻吾祖曰桂之季君碧崖公始蒐求世系于德安首创宗谱于青山奔波

劳碌仆仆风尘虽喋为二帙然功成丰其易乎且有史以来灾异变故不乏

其事披阅谱序其三修七修旧牒之残缺不全者始与今同前人弗避艰辛

既垂鉴于后世吾辈丰可坐视数千年之水源木本濒临失传致遗处于后

昆哉况吾桂祖房有创修宗谱之懿范历届绩修均以吾房之马首是瞻十

修如通生荫川诸公均为骨干左右其间则吾房地非不灵也人非无杰也

文才武略代不乏人当今膺英模之称者不可胜数揽月擒龙尚等闲视之

丰独难于今谱之修耶即今叔祖伯祖之谱事先后告竣，吾辈又丰可畏难

苟安影咯宗谱之大成负功亏一篑之处哉

东隅已失桑榆非晚阳生迎春树青振华振之准金能仲奇慕君豪正中士

行等变昔之族长户督专而成之为今之各房分董其事群策群力和衰共

测试页眉内容

 - 7 - 



济东奔西走收集残篇断简查内访外搜罗马迹蛛烈水远山遥不惜兼程

跋涉风餐露宿何辛力尽神疲鼎新革故去伪存真集思广益集腋成表残

缺补而昭穆有序新编绩而支派分明今幸谱成事竣上可告慰于列祖之

英灵下可无负于房众之重托中雀躍之余不禁深有感为

大学有云家齐而后国治古之为国者以孝治天下盖民族之感襄基于家

族之荣悴在于子小之孝悌与否也吾族盛于江州之时也四千口同居室

无私财厨无私潠合而食广席而生其孝友敦凌之风于此可见宋嘉佑七

年奉旨以义门繁盛分析百一十庄星分基布遍处诸军郡县丰偶然哉故

前人之可以重视谱学者非徒纪昭穆生卒与夫丁口嫁娶诸颖殆亦以之

敦本睦族扬宗功祖德笃人伦而伸孝悌之道也吾族自公满膺封以来以

孝义著于天下荣受历朝旌表照耀史册无愧为华夏第一世家当今盛世

国家以安定团结尊老爱幼为天下倡以吾族之众倘皆遵守法纪方行孝

悌怀列祖之懿德继义门之淳风并以吾族之淳风促进全民族之精神文

明而至全民族之团结则吾陈氏宗谱之再卷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裨益

匪浅不揆愿与族众共勉焉

时公元一九九零年岁次庚午孟秋月

谷旦 裔孙正中

敬撰

测试页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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