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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老人到本报秀“全家福”

五张全家福定格幸福事
文/片 本报记者 赵松刚

27日，76岁的王世民来到了报社，
手中提着一个小包，他说，自己要来秀
一秀家里的“全家福”。王世民打开包，
包里有一个信封，信封中装着五张尺寸
大小不一的照片。

王世民指着一张最小的黑白照开
始，“这是大儿子参军的时候，大家一起
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80

年，当时没有什么数码设备，全家人凑
到照相馆，王世民和老伴张文梅坐在前
面，大儿子王迎东带着一顶红星帽站在
中间，二儿子和小儿子站在两边。这张
照片的家人，是5个。

第二张“全家福”的拍摄时间是
1987年，大儿子结婚，家庭成员从5人变
成了6人。1994年，王世民的二儿子王庆
东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大儿子也有

了自己的女儿，“全家福”的人数已经变
成了8个人。

王世民拿出的第四张“全家福”，拍
摄于1999年4月10日，三儿子王宝东完成
了婚礼，王世民又有了一个大孙子，10

个人的“全家福”在三儿子的新房卧室
里拍下，“把整个屋子都挤满了。”王世
民说，三儿子在一酒店完婚，酒店名“合
兴”就代表了他对这个大家庭的期望。

前面的4张“全家福”，是老人看着
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记录下来的幸
福。最后一张“全家福”，是所有“全家
福”中最大的一张，这一张“全家福”，是
为了纪念两位老人金婚的，“1956年1月6

日，我和老伴结婚，这都50年了。”王世
民擦了一下照片，看着这张家庭美满的
照片，“11个人，一大家子了。”

1937年，王世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
农民家庭，“那年正好是卢沟桥事变，
日本人打了过来，日子过得很苦。”王
世民说，他的小时候是难得吃上一顿好
饭的，“1956年，我参加了工作，结了
婚，日子才算有了盼头。”

王世民参加了一项引黄灌溉工程，
成了一名普通的工人，“那是新中国的
第一个引黄灌溉工程，在黄河下游博兴
县一个叫打渔张村的地方，我就是个打
渔张工人。”王世民说，这是他事业的
一个开始，“全国有好几千人参加了这
次工程，我也是之一。”

那一年，王世民学会了开车。1960

年大灾荒，“啃着树皮、瓜叶子过来
的。”王世民说，他经历了很多的苦
难，好日子真得该来了。1980年，全家

人在潍坊正式安家，“不用吃糠了，吃
馒头了，不用住土房子了，住高楼
了。”这是属于王世民的骄傲。

伴随着三个儿子相继成家立业，王
世民老人的家庭成员一个一个的多了起
来。2006年拍下“全家福”时，王世民
老人的家庭被潍坊市评上了“潍坊市金
婚幸福伉俪”。王世民老人说，这是他
这辈子最大的荣誉，“我很幸运，也很
幸福，孩子孝顺就是天伦之乐，家就是
人间天堂。”

王世民老人高兴地告诉记者，2006

年的“全家福”也已经过时了，2011年
风筝节时，大孙女已经嫁了人，2012年
风筝节时生下了孩子，“我有了重外孙
女，现在我们家已经13个人了。”

王世民老人在秀自家的“全家福”。

从五口之家到十一人大家庭 孩子孝顺就是天伦之乐

27日，奎文区潍州街办纺织社区的王世民老人来到本报，
拿出老人一家从1980年到2006年拍下的五张“全家福”。从1980年
王世民老人大儿子参军，到2006年王世民夫妇金婚纪念，王世
民从黑头变成白发，他的家庭从5口之家，变成了11口人的大家
庭。王世民说，家庭美满，家就是人间天堂。

2200余余位位老老人人历历时时两两年年修修续续族族谱谱

时时隔隔7777年年，，

潍坊郭氏再续族史
本报1月27日讯(记者 韩杰杰)27日，60位郭氏族人代

表齐聚一堂，参加潍坊《郭氏族谱》修续告竣会。据悉，郭
氏族谱修续历时两年，新入谱者一万多人，为1936年之后
首次修续族谱。这部家族历史成功“修复”的背后，是20余
位平均年龄71岁的老人两年的辛苦付出。

潍县四大家族之一的郭家，旧时论科举排行榜，“郭
家科名如星烁”。本家望族占据一条长街，为郭宅街。据家
谱记载，始迁祖郭礼，为山东聊城高唐人，后来潍设帐教
书。历史上前后出8个进士，举人29人，秀才200多人。一至
七品官员200余名，八到九品100余人，官爵高至户部尚书。
其后人郭味蕖为现代画家。

27日，记者在发布会上看到，重新印刷的《郭氏族谱》
共有5册，其中3册为老谱，2册为新谱，共记载了30余支、
16000余名郭氏族人的信息，涵盖了郭氏先贤528年繁衍生
息、励精图治的内容。由于信息量巨大，仅5册书便重达8

公斤。此外，本次续谱在传承旧谱内容、形式的基础上做
到了与时俱进，如增加了公元纪年、闺女入谱、女婿简介、
外甥记名等新内容。此次新入谱者有一万多人。

66岁的郭用闻老人是续谱发起人之一。他说，早在五
年前他就倡议续谱。那时流世最晚的1936年版本，经历了
战乱、文革等，已经所剩无几，频临失传，而且也不能准确
反映如今郭氏的家族脉络。此外随着社会变迁，交通的便
捷，很多族人已经搬至外地扎根生活，联系已不那么紧
密，若再不续谱，子孙后代再寻根溯源就没有那么容易
了。两年前，在全族人的支持下，修谱工作终于启动了。

而在郭铭绪看来，家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
化，民族文化不是大而化之的文化，而是具体到每一个人
的文化。在族谱里面，它记载着人们出生、死亡，一生做了
什么事情。这些比较客观的记载，不但概括了人的一生，

也是研究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料，与正史、方志互为补充。
此次续谱过程中，就发现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对研究当时
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

记者了解到，为准确、快速完成修续工作，20多位老
人自发组织起来，成立编委会，一周工作五天，风雨无阻，
义务编辑族谱信息。他们平均年龄已经71岁，最大的已经
81岁。尽管年岁已大，但他们认真负责，为核实真假走村
串户、内查外调，为梳理族谱脉络，他们补漏拾遗、反复核
对，为续谱的完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据介绍，郭氏家
族，人丁兴旺，但居住分散，全国29省市均有郭氏后裔。在
老人们的努力下，新谱把侨居在十几个国家与地区及国
内诸省市的郭氏族人汇编起来，涉及1万余人。

为族谱修续付出的，远远不止这20多位。郭氏文史研
究会会长、郭氏族谱主编郭毅千说，修谱彰显了族人的凝
聚力，此次修谱耗资30余万元，都是族人捐款所得，一位
族人年过八旬，得知郭氏修谱后，乘坐轮椅前来捐款。郭
毅千介绍，他们还要将郭氏族谱赠送给市档案馆、图书馆
存档，方便人们查阅。

本次续谱新入谱者1万多人，共记载了16000

余名族人的信息。记者获悉，本次续谱，除了让
族人明晰自己的祖宗辈分外，还联络到了失散多
年的支系。“老二支”后人看到本报关于郭氏续
谱的报道后，联系到郭氏族谱编委会，并经确认
为系出同门。而期间，他们彼此已“失散”了
200多年。

81岁的郭玉聪老人告诉记者，此次修谱，他
们发现在“老二支”支系中，仅记录着五世、六
世、七世的信息，到七世祖仁民后便断续，音讯
全无，一直到1936年郭氏第六次修祖仍未接续。
“一开始修谱我们就开始打听这一支的消息，但
也没有找到。”郭老说，到2012年底，有位族人
拿着家谱前来询问。在对比族人所拿的支谱跟族
谱后，发现支谱跟“老二支”的前七世的信息都
对上了，这才将老二支的支谱续了起来。

“其实这得益于贵报的帮忙。”郭炳祥是
“老二支”后人，寒亭固堤牟家温庄人。他告诉
记者，逢年过节就听村里的老人说，咱们郭家跟
潍坊郭宅是一家，以前还互相串门。但也就是说
说而已，既没有文字记载来佐证，也没有人行动
起来去落实，就这么耽搁下来。但是他心里一直
惦记这个事情，不只在一个场合提议郭家人应该
寻根溯源。后来，去年10月，他侄子来电话说看
齐鲁晚报报道了郭氏修谱的事情，问他要不要去
寻根看看。第二天他跟侄子一起去郭氏编委会核
实，结果一对旧谱，完全卡起来了。

“当时的心情怎么描述呢？”他笑着说，说
复杂也复杂，简单也简单，就是孩子终于找到娘
了，娘也找到失散的孩子了。据悉，此次续谱，
“老二支”共有300余人入族谱。

本报记者 韩杰杰

本报牵线，

失散200多年的族人

找到“家”

81岁的郭玉聪老人正在翻阅族谱。
本报记者 韩杰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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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王世民夫妇
金婚纪念拍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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