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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谱：文化的传承
文/卢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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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2日，上午8时20
分，我开车带着夫人殷瑞琴，从
镇江出发去黄墟中心小学，参加

《黄墟殷氏家乘》宗谱玉成弘发
暨殷氏宗祠竣工庆典活动。此
次活动是由镇江市丹徒区殷商
文化研究促进会、黄墟殷氏家乘
编纂委员会召集殷氏族人在黄
墟殷氏宗祠举行。

一
8 时 45 分到达学校北门。

学校附近及内部道路已插满殷
氏彩旗，北门操场西边道路上停
满了一辆辆大客车。进入学校，
鼓乐之声萦绕耳际。宗亲签到
处，人来人往，工作人员忙碌不
已。三两人相聚一处，叙旧聊
天。祭祖前的庆典节目表演活
动，正在学校广场舞台上进行，
宗亲族人们围坐在舞台前的圆
桌旁，一起热闹地看着表演。我
夫人签到后与家里亲人聚在一
起，而我作为殷氏姻亲女婿则同
以前的殷氏族人朋友一起，打算
趁大家都在看节目演出之际，宗
祠里族人不多，先去走走看看。

走近殷氏宗祠，几间清代古
朴建筑映入眼帘。房屋外的几
棵桂树，挂满金黄色的花枝，散
发出浓郁的香气，一路伴随引导
宗亲族人们欢喜前来。桂树旁，
墙角路边，数十花朵更是浓妆艳
抹，盛装开放，恭迎四方宗亲族
人好友们的到来。

我们一行人先来到殷氏宗
祠寝堂。寝堂布置得宽广大气，
庄严肃穆。祖先画像供奉堂
前。香案排有祖先牌位。“奉先
思孝”匾额中堂高悬。两侧中柱
分别写有“慎终追远贻谋广，忠
厚仰高恩荫长”的楹联。寝堂两
侧墙壁则挂有“殷氏家训二十
则”字幅。下放玻璃柜陈列《黄
墟殷氏家乘》。祭祖用的供桌
上，祭品前后东西排放整齐。前
排有鱼、猪头、公鸡；中排有苹

果、香蕉、葡萄；后排有京果、雪
花糕、酥饼。

宗祠寝堂内由志愿者殷丽
华老师，现场服务引导，让现场
的族人宗亲趁着目前人员不多，
可以先抓紧时间上香磕头，因为
正式祭祖仪式时人非常多，只能
采取集体鞠躬礼拜的方式。我
虽然是姻亲，也和其他宗亲一
样，请三炷香，点香、上香，磕头
跪拜，内心无比恭敬。

二
礼拜完，我们开始自行参

观。行走于屋宇人前，不时能听
到殷氏族人们对宗祠修缮的赞
叹之言，以及当初少年时在此处
读书学习的思忆之语，言语中充
满着激动、自豪和开心。也有一
些学识之士，纷纷拿出手机对着
挂在墙上的书画和梁柱上的匾
额拍摄留影留念。

随着庆典表演节目的结束，
大家纷纷前往宗祠参观。殷氏
宗祠，据殷正义老师介绍，原本
前后有四进，原宗祠从南往北，
第一进叫作卷棚，9 间房子长，
约在 1953年建黄墟师范学校时
拆除。第二进也是九间，中间三
间为大门楼，东西还各有三间，
约在 1990年建黄墟中心小学教
学楼时拆除。现在大家谈到第
二进小楼时，常会感到惋惜，因
为很多人都看到过它的盛世容
颜。

目前的殷氏宗祠仅存有前
后两进房屋。从南往北，第一进
当中一间，“殷氏宗祠”匾额檐下
高悬，为享堂。东边为“黄墟农
村改进试验区”，挖掘黄墟农村
改进试验区的历史印记；西边为

“民族先贤陈列室”，目前存列着
在黄墟这片热土战斗和奋斗过
的英雄乡贤的事迹图片。

第二进当中一间“东汉世
家”匾额檐下高挂，为宗祠寝堂，
东边为孝子楼，陈列“殷氏家族
孝亲敬长”的故事，传递“百善孝
为先”的传统美德。西边为读书
楼，传承殷氏家族“耕读传家”的
祖训，正在举办“廉政书法展”。

殷氏宗祠门口有两个地下排
水通道口，据殷电老师介绍说，这
两个排水通道口有两百多年历史
了，一直在使用，整个地下水道设
计合理，下大雨时，学校被水淹很
深，这里也不会被淹，包括后面明
朝时期建造的老房子，里面的地
下排水系统，也是一样设计合理，
不会被大雨淹没。

三
2017 年，在时任冷遹纪念

馆馆长朱志清先生竭尽全力的
支持和推动下，殷氏宗祠修缮工
程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财政
支持，同时在广大族人、宗亲、姻
亲以及乡亲的赞助下，修缮工程
获得圆满成功，殷氏宗祠升级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殷氏宗祠
修缮竣工后，一座青砖黛瓦、飞
檐翘角、朴素雍容的祠堂，成为
了镇江屈指可数的宗祠之一。
民间流传的“北有安阳殷墟，南
有丹徒黄墟”之佳话，也恰如其
分地彰显了黄墟殷氏的美誉度、
知名度和影响力。

我与殷氏宗祠修缮有过一
段因缘。当时修缮殷氏宗祠时，
我在《镇江日报》上看到这个新
闻，然后与夫人商量一下，觉得
有必要为修缮殷氏宗祠出点微
薄之力。于是就打电话给时任
冷遹纪念馆馆长朱志清，问是否
接受社会捐款。朱馆长说当然
接受，非常欢迎殷氏以外的姻亲
捐款捐物出力。我当即请朱馆
长帮我先垫付 1000 元，以夫人
殷瑞琴名义对殷氏宗祠修缮捐
赠。当天中午我开车从丹徒新
城到黄墟镇，将 1000 元现金交
到时任黄墟村书记殷耀飞手
中。也正是这份因缘，殷正义老
师才在此次庆典之际邀请我夫
人殷瑞琴参加。

9 时 36 分，祭祖仪式开始。
此时鞭炮鼓乐齐鸣，声浪直冲天
际，告慰列祖列宗。宗祠寝堂，
庄严肃穆。祭祀由丹徒区殷商
文化研究促进会会长殷伟国担
任主祭，秘书长殷正义诵读祝
文，祭拜礼由本族辈分最高的第
二十五世孙殷桂华、第二十六世
孙殷济森，带领全体宗亲 500余
人，点烛上香，集体三鞠躬，现场
众人神情肃穆，内心激动不已。

四
十时许，庆典大会正式开

始。大会由丹徒区殷商文化研
究促进会副秘书长殷电主持。
首先，由丹徒区殷商文化研究促
进会会长、殷氏家乘主修殷伟国
宗亲致辞感谢。接着，丹徒区殷
商文化研究促进会秘书长、殷氏
家乘主编殷正义宗亲向大会做
主题报告。原冷遹纪念馆馆长
朱志清做《弘扬冷遹精神 助力
黄墟发展》专题演讲。全国殷商
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殷若东、
长房宗亲代表殷椿和分别作了
交流发言。

庆典大会上，丹徒区殷商文
化研究促进会表彰“殷氏宗祠大
修先进个人”5人，“殷氏家乘续
谱先进个人”35人，“宗祠大修、
续谱贡献奖”29人，感谢所有为
之做出贡献的殷氏后裔。编纂
委员会还为亲临现场的外地宗
亲授谱。镇江市档案馆向丹徒
区殷商文化研究促进会赠送收

藏证书。丹徒区殷商文化研究
促进会会长向镇江市吴越谱牒
文化有限公司赠送锦旗，感谢他
们为续修保驾护航。最后众宗
亲族人在殷氏宗祠合影留念，集
中就餐，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殷正义在续谱主题报告中，
谈到为殷氏家乘辛勤付出的已
故编辑老师时，心情难以平静，
数度哽咽落泪，感动了现场几百
族人。大家自发献上掌声，送给
为殷氏家乘辛勤付出的已故编
辑。我站在学校二楼楼道上，透
过窗户见证了这十分感人的一
幕，同时心下决定祈请一套《黄
墟殷氏家乘》收藏。

殷椿和老先生，在交流发言
时动情地说：“《黄墟殷氏家乘》
的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传承，
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现
在是我们这一代在做，但大家年
纪都大了，我今年 72岁，我母亲
87岁去世，按这个年龄算，我也
只有15年时间。《黄墟殷氏家乘》
的传承，关键还是要靠年轻人。
刚才看了一下，今天在场的年轻
人不到五分之一。为什么现在
的年轻人不重视呢？我想我们
这代人能这么做，是因为有一份
宗亲的荣誉感、参与感、获得
感。现在传承的种子该交到年
轻人手中了。”老先生的这段话，
令人深思，引起了台下殷氏族人
的共鸣和反思，也为今后传承工
作的努力方向打开了思路。

五
当天下午，活动结束。午休

到两点，我又去了一趟殷氏宗
祠。殷正义、殷电父子带我参观
了享堂和殷氏六房旧宅。殷氏
六房旧宅，目前也是江苏省文物
保护单位。

小舅子殷洪玉作为殷氏后
世子孙，自然也请了一套《黄墟
殷氏家乘》。《黄墟殷氏家乘》一
套共有 30本。回家他兴高采烈
地打开后，一本一本查阅自己这
支的资料，可惜他不懂家谱一些
常识，夫妻俩翻了很长时间也没
找到。我以前从书上看过一些
相关知识，也初步了解学习过一
点。很快就从一堆书中找到，并
讲解给他们听，同时教给他们一
些家谱记录的简单知识。很快
殷洪玉就学会了自己查看家谱，
看到自己祖上血脉的延续过程，
其很是兴奋开心，笑得就像个孩
子似的。

我也很开心，因为参与了殷
氏宗祠的修缮捐款，参加了《黄
墟殷氏家乘》宗谱玉成弘发暨殷
氏宗祠竣工庆典活动，还有就
是《黄墟殷氏家乘》中有夫人殷
瑞琴和我的名字，其修祠续谱
功德榜上印有夫人殷瑞琴的
名字。我们的名字将随着

《黄墟殷氏家乘》的传承，一
起走向未来，成为其悠久历
史中的一页而流传于世
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