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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莱阳阳宋宋氏氏：：诗诗书书传传半半岛岛

莱阳宋氏主要来自两大分
支，一般认为，宋琬家族原籍江西
吉安府，元至正间迁入文登，后又
分迁至莱阳、蓬莱等地。宋继登系
自永乐(1403-1424)时自长清迁入
莱阳。后世将两支宋氏合称“莱阳
宋氏”。

1460年(明天顺四年)

宋氏家族的宋琬系出了第一
名进士宋黻。该族迁入莱阳以后，
值元明易代，以故起初名位皆不
显。宋黻中进士后同年授户部主
事，擢御史，后至浙江按察副使。
黻兄弟四人，长支“黻公派”自宋
孟清之后多以务农为生，三支“宽
公派”也是类似情况；四支“德公
派”则经商、务农兼有。

1530年(明嘉靖九年)

宋继登系第一位贡生宋经出
现。宋继登系在莱阳有名姓可考
的第一代人为宋义，其具体生平
已不得而知，然从他开始，莱阳宋
氏的这一支系开始走向辉煌，成
为莱阳声名显赫的大族，从该年
起，到嘉庆丁卯(1807)止，该家族
科名一直绵延不断，文名、仕宦也
不绝如缕。

1585年(明万历十五年)

宋兆祥乡试中举；二十八年，
兆祥长子宋继登中举，并在三十
二年会试进士及第，宋继澄家族
从此进入科举的鼎盛期。从万历
甲辰(三十二年，1604)到崇祯己卯
(十二年，1639)的三十五年里，宋
兆祥子孙两代先后出现了四位进
士、三位举人。

1625(明天启乙丑)及1640年
(崇祯庚辰)

宋琬族宋应亨、宋璜父子分
别取得进士资格，莱阳宋氏家族
的科举成就遂成为宋氏家族及莱
阳科举史上的佳话，为天下所瞩
目。

宋氏家族启、祯时期的全面
兴盛，科举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而
科举的成功，又以经学与文学的
成功为基础。经学方面，宋继澄可
为代表；文学方面，宋琮、宋玫兄
弟可为代表。莱阳宋氏家族的经
学与文学，在启、祯之际达到全
盛，名闻海内。

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

莱阳失守，清兵烧杀抢掠，无
所不为，莱阳城遭到空前的洗劫，
宋氏家族宋应亨及宋枚双双遇
难，家族从此由盛而衰。

1647年(清顺治四年)

宋应亨三子宋枚中举，授户
部主事，累迁吏部郎中。宋琬一生
坎坷，三次入狱，放废八载。康熙
十一年，任四川按察使后，次年入
京朝觐，时值吴三桂叛变，成都沦
陷家属被抓，宋琬闻变，“惊悸
卒”。宋琬被称为宋氏家族名声最
大者，有“一代诗宗”之称，并和诗
人施闰章并称“南施北宋”，有《安
雅堂文集》等传世。

宋琬之后，内外交困的宋氏
家族，虽仍有获取功名者，然难续
昔日辉煌。

宋氏“以文名于天下”，家族
部分作品计有：

《安雅堂集》十六卷，宋琬著。
《晓园集》，宋琏著。
《松荫堂诗集》(佚)，宋继登

著。
《憎草拾遗》一卷，(佚)，宋玫

著。
《五河残稿》一卷、《葡子草拾

遗》一卷，宋琮著。
《丙戌集》十六卷、《万柳文

集》一卷，宋继澄著。
《椒园诗集》(佚)，宋兆祥著。

莱阳宋氏家族

大事记

家家风风历历史史该该怎怎样样““打打捞捞””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莱阳宋氏家族后人宋彦，从
2002年起便开始了“寻根”之旅。

几年来，宋彦走遍胶东各地，
凡是跟宋氏有关的村子，他都会
过去探查，到如今，宋彦手中已经
积累了很多一手资料。尽管如此，
对于家族信息的整理，他仍感不
足。

他想重拾家族的辉煌，不管
是续修族谱或其他形式，试图将
祖上一些优秀的东西重新发掘并
传承下去。但就现实情况来看，并
非每一个年轻人，都对祖上数代
之前发生过什么抱有兴趣。

宋彦说，他去一些宋氏人家了
解家族情况，免不了会吃“闭门
羹”，有的甚至去几次，才能拿到家
谱等重要凭证。为此，一些时候他
不得不提着东西过去：“空手去，人
家嫌麻烦不愿意给你找，拿点东
西，就好说话很多。”

一般来说，宋彦的信息多来源
于宋氏后人中年龄较大者，“去了
村子，一般都是找老人了解情况，
他们知道得多，也愿意说。”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能回忆
往事的老人越来越少，宋彦之前走
访过的不少老人，都已不在人世，
他们带走的，则是外人难以知悉的
某段家族历史。

“这是一项跟时间赛跑的
活。”宋彦说，随着他掌握的东西
越来越多，那种紧迫感也越来越
强烈，“如果今天不去，可能明天
就没了。”

除了文字或口传的信息外，曾
经辉煌的望族，往往还会留下一些
老物件，但如今，这些老物件似乎

也不太好找。
在莱阳南边30公里的崔疃村，

本报记者见到了77岁的宋家后人
宋炳行，他家里仅存的祖上遗物，
是一方小小的“安放祖先牌位的牌
位座”。

宋炳行回忆，以前过年时一
大家子都会在牌位前进行祭祀，
那是家族里非常隆重的一项仪
式。而且即便平时，没有人敢对着
牌位指指点点，因为会被视为“大
逆不道”。

在老人印象中，家里曾保藏过
另一个更具价值的东西——— 印刷
祖上名人宋琬文集的木质雕版。

“破四旧的时候，都交出去
了。”谈及往事，老人语气中多了不
少遗憾，以前家里有不少先人留下
的东西，可惜“能烧的都烧了，能砸
的都砸了”，那套现在看来具有特
殊价值的雕版，也被付之一炬。

所幸因为“不太起眼”，那个牌
位座才免于被烧。

当然，并非每一个后人都有
宋炳行那样的“觉悟”——— 就在几
年前，崔疃村宋氏的另一后人，经
不住文物贩子的再三蛊惑，将祖
传的一个盆子，以一两百元的价
格出手。

“糊涂！”宋炳行重重吐出两个
字，但同时又显得无可奈何：“都是
家里条件不好闹的吧，再说一个乡
下农民，怎么会了解祖上留下的东
西的价值？”

每一个“老物件”的流失，都意
味着一段往史的离去。

对于宋彦而言，四处走访，汇
总后人的信息来做家谱，只需有
体力、财力和毅力的支撑，相对容
易，但若想将当年支撑整个家族
走向辉煌的优秀家风记录下来，
却殊非易事。

“家族各支后代信息，是实实
在在的东西，但家风说起来容易，
真要落到实处，却很费劲。”采访
中，宋彦不止一次对本报记者表
示。

对于高中毕业，只上过电大
的宋彦而言，尽管接触了不少一
手资料，但要将这些东西整合、提
升并从中发现不一样的东西，难
度不小。

“很多时候，跟专家聊了，才发
现自己的想法还停留在比较浅的
阶段。”宋彦笑言。

但专家也有不同想法。“你可
以说宋家耕读传家，家风敦睦，‘以
文学胜’，但这些都只能泛泛而谈，
将之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情上，才
更有说服力，更重要。”莱阳史志办
研究者赵松枝表示。

而这些，需要如宋彦那样，能
够静下心去了解宋氏历史的后人。

遥想当年宋继登、宋琬时期，
宋氏一度煊赫于胶东，并与各家
世族均有联姻，交往频繁，可谓引
领风骚，风光一时。但经明清鼎
革，兵火及牢狱之灾，家道很快衰
落，此时优良的家风若能代代传
承，无疑将对家族复兴起到重要
作用。

“时代不一样，过去的东西不
一定适合现代，但祖上总有一些
东西，能够传承下去。”几年来，对
于家族历史及家风问题，宋彦说
他曾做过不少思考，“搜集基本信
息只是第一步，以后还要筛选、提
升，找到那些真正体现家风价值
的东西。”

显然，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
作。“任重道远吧。”宋彦长出一口
气，而更重要的，将是如何把那些
自己找到的家风再次内化到族人
的心里。

莱阳宋氏：
兴于诗书，终于时势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江峰 韩品玉

如果不是明清易代，受困于内外时
势，莱阳宋氏的辉煌或许不至仅到宋琬
之时，但历史终究无法假设，“诗书兴家”
最终止于“时代兴替”。

在外人眼里，莱阳宋氏之文“曰坚、
曰厚”，宋氏作家的深厚学养即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文学给整个家族带来了全国
性的声誉。明末启、祯之际，海内即“艳称
宋氏”之“一家言”，宋琮、宋玫兄弟赢得
了“南翁北宋”的赞誉；尤其是清初顺、康
时期，族人宋琬以“南施北宋”领袖诗坛；
而明末清初，宋继澄则文名冠山左。宋氏
家族取得了一个文学世家所能奏出的最

强音。
以此为契，

宋氏家族见录于
《莱阳县志》的进
士、举人或贡生
就有四十多人，
仅宋继澄、宋琬
两家就有父子七
进士、三举人的
胜绩。由科入仕，
宋氏家族形成了
庞 大 的 仕 宦 群
体，并形成了独
特的仕宦文化。

国难当头之
时，宋氏族人能
够从国家和民族
利益出发，表现
出可歌可泣的民
族气节。时当清
兵南下、农民起
义风起云涌的明
末，宋璜以进士
司理杭州，请求
宋应亨随他去杭
州，宋应亨没有
答应，说：“若为

刑官，我保乡井，各有事守，毋相越也。”
最后在与清兵的激战中被俘，与宋玫一
起英勇就义。

与此相对，仅以家族琐事，宋琬却招
致族人诬告，继而家族遭到官方三年多
调查。“通反贼”案，成为压垮宋氏的最后
一根稻草。

作为中国古代典型的大家族，谨守
“诗书立身，耕读传世”规则的宋氏家族，
其崛起可谓顺理成章，受惠于“莱阳文化
圈”这个大温室中的滋养，终至能者辈
出。然而明清鼎革之际，兴盛时期家族内
外所隐藏的看似毫不起眼的矛盾，顿时
被无限放大，终至难以收拾。世事变迁，
就这样让这个看似高歌猛进的家族，转
瞬烟消云散，实在令人扼腕。

无论何种大家族，在风云变迁中，都
只能如挣扎于惊涛中的一叶扁舟，随时
可能被巨浪吞噬。从这点看，宋氏的兴
衰，折射出的正是一个家族在动乱时代
的悲剧。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辉煌难寻

“老一辈的说法是，那时候
莱阳城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都
跟宋家有关。”3月2日，在莱阳一
条不长的街道——— 大寺街前，一
位宋氏后人以一种颇为自豪的
口吻说。

彼时的大寺街是莱阳城的
主要街道之一。按照宋氏后人，
77岁的宋天民老人的说法，整条
街从南到北，“都是宋家产业”。

作为书香门第和仕宦之家，
宋氏大名至今仍在莱阳流传。

“那是一个大家族，听说出了不
少大官和诗人。”莱阳街头一家
小店的店主，被人问及宋氏，毫
不犹豫地说宋氏家族名气最大
的当数宋琬。

历史上，大诗人宋琬在分家
后住到了距莱阳30余公里的崔
疃村，修造花园，以为读写之处，
并于此留下《安雅堂集》等传世
名篇。

“那是个大花园，至少得占
到村里三分之一的地方。”居住
在崔疃村的宋氏后人，四十多岁
的宋培波说。

不过可惜的是，世易时移，
如今真想触碰宋氏家族的历史
脉搏，并不容易。遍寻崔疃村，难
觅昔日宋氏“大花园”的踪迹，其
遗址上已经耸立起一排排民居，
仅有砌“花园”大门楼的一条低
矮的砖墙留存。

“本来这个大门楼一直在，
几年前因为挡路，就被村里人拆
了。”说话间，宋培波一脸平静。

硕果仅存的是坐落于大寺
街中部的“宋琬故居”。当然这也
是后世修造的，“比起当年宋家
的规模，差得太远了。”抚今追
昔，年近五旬的宋氏后人宋彦无
限感慨。

“宋琬故居里面真正宋氏的
东西并不多。”3月1日，莱阳市博
物馆一位张姓馆长告诉本报记
者。

虽然修葺一新，但宋琬故居
仍显冷清，两侧的青砖白墙上，
也被贴了不少“吉房出售”、“贷
款”、“办证”的小广告，后面拖着
一长串醒目的手机号。

从哪里才能找到打开宋氏
家族辉煌历史的那扇大门？一位
当地研究者告诉本报记者，“宋
氏的崛起，跟当时的莱阳大的文
化环境，有着莫大的关联。”

文化大爆发

莱阳曾经一直寂寂无闻，在
明朝中后期突然出现了“井喷
式”的文化大爆发。

“一直到明朝天启年间之
前，莱阳进士还是比较少，几十
年也不见一个。”3月1日下午，莱
阳史志办研究者赵松枝告诉本
报记者，明天启五年(1625)，莱
阳一榜竟然中了6名进士，随后
在崇祯朝的17年间，莱阳又连续
考取了19名进士，“仿佛突然之
间，莱阳的文化进入了极具活力
的繁盛期，文风郁郁，人才辈出，
在全国也属罕见。”

山东师范大学学者李江峰
则将此称之为“莱阳文化圈”，

“莱阳宋氏家族的兴盛为莱阳文
化的繁荣和举业的兴盛作出的
贡献，不容忽视。”

这其中，尤以宋继登为要。
宋继登，万历甲辰(1604)进

士，历任直隶定兴县知县、户部
郎中、浙江布政司参政、南京鸿
胪寺卿，有政声，入祀嘉兴府名
宦祠。不仅如此，“继登又教授乡
里，桃李满园”。

根据莱阳市史志办赵松枝
统计，宋继登门下仅莱阳一地受
教的名士就有宋应亨 (宋琬之
父)、赵士骥、左懋第、姜埰、崔子
忠等。不仅成名学生很多，自家
族人也颇为争气。在宋继登的影

响和教育下，其二弟宋继发中了
进士，三弟宋继澄成了举人，他
的两个儿子宋琮、宋玫皆二十出
头就中了进士，两个侄儿宋瑚、
宋琏也早早中了举人。

至此，宋继登一门有四个进
士、三个举人，“科第峥嵘，文名
炳耀”，盛极一时。

有统计表明，莱阳在明清两
代考取的进士数量为122名，位
居全省第三。民国年间《莱阳世
家科名录》将莱西、莱阳的科举
名录合并统计，这一时期莱阳共
出进士178名，在全省首屈一指。
到清朝中期，莱阳城里的大小牌
坊有七十二座之多，遍布大街小
巷，这在整个北方都极为耀眼。

史载，当时的莱阳文化圈
中，出现了像左懋第、姜埰、宋应
亨这样的忠节之士和宋琬、宋玫
这样的文学大家。宋琬是“一代
诗宗”，虽然没有唐宋诗词大家
的名气，但当时却与安徽诗人施
润章同被誉为诗坛“南施北宋”。
莱阳文化也因此获得了“山东之
冠”和“剖斗析衡为文章，天下娄
东与莱阳”的美誉。

可以说，自宋继澄起，宋氏
在莱阳的影响逐渐突破了“家
族”的局限，扩展到莱阳乃至胶
东地区。凭借宋氏家族的努力，
后得以与其他四家一并被称为

“五大世家”。

结社

兴盛起来的宋氏家族，作为
“莱阳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其他世家及文人名流交流频
繁。

“当时莱阳城有张、赵、左、
宋、姜五大世家，各家特色不一
样。”长期研究莱阳当地家族文
化的赵松枝说，以上五大姓氏是
莱阳公认的名门望族，这些家族
在长期的发展繁衍过程中，各自
形成了独特的家族品格：张氏以
仁义胜，赵氏以敦厚胜，左氏以
忠贞胜，姜氏以刚烈胜，而宋氏，

则以“文采胜”，“当时宋家出了
好几位全国知名的文学大家，宋
琬可以说是最出名的。”

而这五大世家数世联姻，形
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圈子。除此之
外，宋家还“以诗为媒”，与本地
各家文人墨客互动频繁。

明朝末年，江南的昆山、太
仓一带文化发达，知名文人张
溥、张采二人为研究学问、议论
政治倡导成立了复社，复社网罗
的人才之多，社会影响之大，历
史罕见，对当时的文坛和政坛都
产生了巨大影响。

受其影响，全国各地纷纷成
立 文 社 。宋氏家 族 的 宋 继 澄
(1594～1676)，以久负文名而享
誉山左，他与其子宋琏同时加入
了复社，并以莱阳为中心组织了
海滨复社。掖县名士赵士哲对海
滨复社的发展给予了指导和支
持，后来海滨复社发展的成员遍
及山东，总数达91人(其中61人
为莱阳人)，皆山东的英杰之士，
海滨复社遂改称山左大社，成为
复社在北方的最大分社。

宋继澄本是天启七年的举
人，诗名享誉海内外。在明朝灭
亡后，他一直隐居没有在仕途上
发展，作为山左大社的发起人之
一，他的作品注重彰显个人气节
以及宁静致远的情怀。

有专家就认为，明清更替之
际有着浓厚的诗文化氛围，这对
于诗社诗歌的创作曾起过较大
的推动作用，而清代初年的政治
和军事局势对于这个诗社处世
心态的选择与人格类型的形成
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可以说，在明代启、祯之际，
宋氏家族以科名蔚兴，及宋琬、
宋继澄、宋玫等人参与山左大
社，歌以咏志，家族文名才被海
内外所艳称。

“正是由于地方文化的风采
纷呈才保证了文学文化的独创
性和个性。从另一个角度看，某
一地方的具体文化特色的形成，
正是一定时期生长和活跃于这
一地区的文化个体和团体的基
本风格和审美取向在整体层面
的反映。”对于宋氏家族有着深
入研究的山东师范大学学者李
江峰如此认为。

成也圈子，败也圈子

“一般来说，一个大家族一
旦衰败，往下传承会越来越难。”
3月3日，对胶东文化有着深入研
究的鲁东大学教授王树春认为，
宋氏家族的衰亡，有着时代和地
区的各种原因，家族衰亡也影响
到了家风的传承。

与我国古代众多世家大族
类似，莱阳宋氏家族同样紧循

“耕读传家”的训诫，从明天顺年
间开始，宋氏家族仕宦之人便不
绝如缕，结社互答，以诗文名世
者亦前赴后继，在当时的“莱阳
文化圈”中，久负盛名。如此一直
延续到明末，转折陡现。

史载，崇祯十五年(1642)二
月，清军攻破松山，明将洪承畴
被俘，随后锦州失守，清军大举
南下，在进攻山东时，宋琬之父
宋应亨组织家人及乡民抗清，城
破后宋应亨被绞死。而后，清兵
烧杀抢掠，盛极一时的文化名城
莱阳遭到空前洗劫。

然而，对于宋氏家族来说，
这才是厄运的开始。

易代之际，包括宋氏家族在
内，当时莱阳的几大世家均面临
尴尬选择：究竟是坚守民族气
节，拒不事清，还是继续参加科
举，入仕新朝？

后者被认为有违民族气节，
但又让从小被教育并信奉“科考
取仕”的读书人难以割舍。

几经挣扎，宋琬还是在顺治
三年就参加了清代科举考试，出
仕新朝做了清廷的新贵。想必

“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深烙在
宋琬的脑海里。

自小才华出众的宋琬在明

代参加了数次科举考试，均落
榜，这对自视甚高的宋琬来说是
不小的打击，入清参加科举及第
则圆了他的梦。

身负“国仇家恨”，仕清改变
了宋琬的整个人生轨迹，也对其
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先辈抗清，已为新朝留下不
信任的口实。顺治七年，宋琬因
其父抗清之事被捕入狱。3个月
后平反出狱，官复原职，几经多
次人事调动。后来宋琬的族侄宋
彝秉因盗窃案发，宋琬长兄宋璠
坐视不救，宋彝秉诬告宋璠、宋
琬通谋造反。宋琬再次入狱，度
过两年零一天的时光。

无论如何，莱阳邑难给宋琬
兄弟带来家破父丧之痛，而率先
投靠清庭的宋琬之仲兄宋璜也

“为同邑人所陷”，于顺治十四年
死去。此后，受“谋反案”牵连，宋
琬之长兄宋璠，还未入狱就已

“瘐死”，兄弟三人只留宋琬一
人，而宋琬全家大小一百多口人
也被牵连入狱，更是饱受磨难。

而宋氏另一支，则选择了隐
居，远离功名政治漩涡，但生活
日益困顿，有时竟至“衣食不给”
的窘境。

奈何数十年之内，宋氏便从
莱阳望族，“突然”跌落到难以在
当地立足的地步，数百年积累的
家业，顷刻间消失殆尽，除了朝
代更迭的大环境所致，当地豪族
内争无疑是落井下石。

“宋家家大业大，本来就容
易被莱阳的其他家族所嫉恨，而
且你上面刚有人因抗清义举而
死，下面的人却扭头做了清朝的
官，别人不打你打谁？”长期关注
莱阳宋氏的一位烟台当地专家
表示，宋氏家族之所以迅速中
落，与他们没有处理好自己家族
内部的矛盾，以及自家与本地其
他世家大族之间关系错综复杂，
脱不开干系。

回响

疾风骤雨般的时代过去之
后，如今留下的只是点点历史尘
埃。

“要说我们祖上的事情，你
去找史志办的同志吧，他们更了
解。”从宋琬故居向西不到2里，
家住莱阳西关的77岁宋氏后人
宋天民，对祖上的辉煌几乎没有
观念。

“其实要不是别人总问，估
计我现在也跟很多后人一样，不
知道上面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大寺街上，宋氏后人宋彦开着一
家以祖上名人宋琬为名的画店。
他一直引以为傲的是，自己历时
十余年，驾车遍访胶东一百多个
村子，寻找祖先和家族的印迹。

他坦言，2002年走上寻宗之
路，很大程度是源自“一件事的
刺激”。

宋彦说，当时他为画店的事
到了济南，一位书画届的人听说
他是宋琬的后人，连连竖起大拇
指，“宋琬是个了不起的人啊！”
但当对方进一步打听宋氏家族
的事情，宋彦却只能支吾应付，

“那会儿只知道祖上有个名人宋
琬，但是不知道他到底在家谱中
排在什么位置，上下各支都是
谁。”

宋彦说，济南之行后，接下
来的几年间，他得以大致弄清楚
宋氏家族各支的发展演变情况。
这只是开始，按照宋彦的设想，
他要把全国乃至全球的有着同
一个祖先的后人们，都召集起
来，“这样无论我们走到哪个地
方，只要有姓宋的，就可以说是
找到‘家’了。”宋彦笑着说。

本文写作过程中，部分资料
参考了《明清莱阳宋氏家族文化
研究》(李江峰 韩品玉 著 )，

《明末清初胶东文化拾遗》(王树
春 著)等著作，向上述著者以及
莱阳宋氏后人宋彦、莱阳市史志
办赵松枝先生一并表示感谢。

有别于其他世家，莱阳
宋氏“诗以为继”，从宋琬到
宋继澄、宋玫，明清之际，莱
阳宋氏涌现出的是一个诗
人团体。

尽管宋氏家族秉承的
还是科举取仕之路，但他们
积极引领莱阳的文化风潮，
和当地的世家大族过往频
密，形成了当时独特的“莱
阳文化圈”，蔚为壮观。

如今三百年过去，回看
莱阳宋氏，这个家族对地域
文化的推动仍有典型意义。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
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
联合报道

崔疃村宋炳行老人展示祖上先人画像。

莱阳宋氏后人宋天民展示
宋氏家谱。

晒晒“传家宝”

聊聊“家风”

一件物品，或许它并不精美；一
门技艺，或许已不再风光。但它是一
件“传家宝”，是祖辈父辈的留念，是
家风古训的流传，是古老技艺的继
承。节俭、谦恭、不贪图富贵……良
好的家风家训，是家庭和睦、子女成
长的法宝。即日起，齐鲁晚报、齐鲁
晚报网邀您晒晒您家的“老物件”、

“老手艺”，讲讲传家宝的故事，聊聊
您的优良家风。

稿件字数不限，可长可短，需配
有图片。来稿请发邮箱至qlwbgw@
163 .com。

研究者说

读者来信

家族解码

自我四岁懂事开始，父母就以
身试教，如：清明和十月一要上坟
祭祖，除夕贴对联和“福”字，请祖
先和去世的家人“来家”过年。年
初一早五点起，上供敬天爷爷，跪
拜磕四个头，再上供敬祖先，跪拜
磕四个头，然后放鞭炮庆新年，吃
团圆饺子。饭后则要给长辈磕头
拜年相互祝福。

祖先的好精神不能丢，要继
承发扬传给后人。但郝氏族谱在
1967年遭焚烧，保存多年的旧书
和文物都被投入烈火中，我暗暗
地把谱本谱轴给抢了出来，把家
风写成对联：“敬天爷，敬祖先，有德
有天下，爱祖国，爱晚辈，忠孝传家
远”，将它和谱轴一同在春节挂出瞻
仰以教后人。

今日我把我家的家风呈上：
敬天爷敬祖先不忘本，尊老人

爱晚辈要和谐。
发扬慈善精神要真实，穷有志

富不狂要忠厚。
精忠报国护家园要坚强，非法

钱财不贪图要勤俭。
合法竞争要发扬争上游，自力

更生闯九州要图强。
有天才有人，有国才有家，忠孝

两全是我们家每个人奋斗的目标。
我今年八十一岁了，我的心愿就是
把家风内容整理好传留后来人。

(济南市长清区 郝广有)

老人81岁了

还在梳理家风

位于莱阳大寺街的宋琬故
居。

韩品玉

李江峰

▲崔疃村，宋氏后人宋培波向
记者展示当年宋琬花园“大门楼”
仅剩的一段矮墙。

更多报道请登录齐鲁晚报网
（http://www.qlwb.com.cn）齐鲁
世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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