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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蕴含正能量
———读《南州蕃礼堂徐氏族谱》有感

□ 勤道

家谱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与正史、方志一起是构成中华民族历史文

献的重要支柱。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家谱却

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被人们视为封建糟粕

而不屑一顾。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家谱被作为

封建宗族主义的残余而遭破“四旧”，许多家谱

被废品站收购送到造纸厂化作纸浆，有的则被

付之一炬。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姓氏重修家谱，

新修的家谱不仅传承了原有家谱的伦理功能，

而且增添了许多新的文化元素。笔者最近偶获

一部《高邮汤家庙———南州蕃礼堂徐氏族谱》

（以下简称《徐氏族谱》），仔细阅读，深感这部新

修的家谱蕴含着强大的正能量。

一、寻根溯祖，和宗睦族。
“人之有祖，犹木之有本，水之有源”。家谱

是记述一个姓氏家族历史的，所以一般家谱都

要在寻根溯祖方面花很大笔墨，《徐氏族谱》也

是这样。该谱考证先祖，一直追溯到黄帝。黄帝

次子昌意的儿子颛顼，上古部落联盟首领，号高

阳氏，颛顼的玄孙伯益之子若木，被夏后氏封于

徐（今江苏泗洪县及安徽泗县一带），而称徐姓。

接着该谱又从三个方面叙述徐氏渊源：一

是徐氏始祖，徐君偃。徐君偃是伯益之子若木的

32世孙，时称徐偃王，系徐国之始祖。至西周穆

王时，徐偃王反周，欲代周为天子，为周穆王所

败，躲进彭城（今徐州）一带。周穆王复封徐君偃

的儿子徐宗继续管理徐国，历12世，直至公元

前512年为吴国所并。徐国国民以国为氏，称徐

氏，大举外迁。二是南州蕃礼堂显祖，徐稚。徐

稚，东汉豫章南昌人（今江西南昌），家境贫苦。

桓帝时，因为不满宦官专权，虽经多次征聘，终

不为官，时称“南州高士”。高士，谓志行高尚之

士，多指隐士。徐稚后代以“南州蕃礼堂”为堂

号，“蕃礼”表示繁多而有品节。自徐稚之后，南

州蕃礼堂徐氏宗族绵绵不绝，长盛不衰，其后裔

分迁浙江衢州、江苏苏州等地，有的另立堂号，

如南州堂、东海堂等。三是高邮汤家庙徐氏鼻

祖，徐佛。徐稚在苏州的裔孙徐佛，字佳儒，在明

初洪武定鼎金陵时，奉旨从苏州昆山随众迁邮，

始居北城门外，落籍德胜西村王家庄，后移居南

村汤家庙（今为开发区双庙村），以耕读传家，繁

衍生息。

《徐氏族谱》列有详细的世系表，从一世到

二十四世，字辈排行，井然有序。南州蕃礼堂徐

氏宗族部分居住在开发区双庙村，部分居住在

武安、龙奔、二沟等地，还有迁居在金坛、溧阳、

南京、河南、上海、吉林、安徽等省市及地区，算

起来有数千人口。他们修建家谱，意在和宗睦

族。所谓“同姓一家亲”“五百年前是一家”，家谱

能增强家族的亲和力，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积

极意义。

二、两岸交流，文化传承。
《徐氏族谱》的编修凝聚两岸徐氏族人的心

血。徐氏祖传家谱于乾隆十七年（1753年）创

立，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咸丰二年（1852

年）、民国十八年（1929年）、1986年四次重修，

但几经沧桑，珍藏不全，特别是对始祖一至六世

之名号业绩，久经寻访，不得而知，族人深以为

憾。

后来从台湾传来喜讯，早年旅居台湾的徐

氏后裔徐长醒，从台湾辅仁大学图书馆藏书楼

中，觅得南州蕃礼堂徐氏祖传家谱一部，复印寄

来高邮。存在台湾的徐氏家谱创立于雍正十一

年（1733年），先后于咸丰辛酉年（1861年）、同

治三年（1864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次重

修。该谱对高邮徐氏始迁祖有详细记载：“明兴

（1368年），洪武定鼎金陵，迁苏人以实高邮。我

始祖本苏之昆山人，随众至邮后，居德胜乡南

村，讳佛，字佳儒，或云兄弟三人。长佛、次佳、次

儒。讳佛者居邮，其讳佳、儒者，一居江都、一居

兴化。”两地所存家谱，相互对照，高邮徐氏得知

本源，欢欣鼓舞，使前续五谱之断简残编，得以

正宗完善。时任淮阴师范学校（现淮阴师范学

院）党委书记、校长朱文邦先生感赋七绝一首：

“徐氏追宗溯祖源，台湾传信根相连，两岸共修

南州谱，大海波涛笑语欢。”

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血

脉和文化渊源，两地都在传承中华文化。要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加强海峡两岸的交流。徐氏

族谱的编修完善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台湾也

有南州蕃礼堂、南州堂、东海堂徐氏后裔，他们

也在修谱。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交往的增多，

大批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寻根，已成为一股不

可逆转的潮流，在台湾的国民党先后有多名领

导人回大陆访问和寻亲祭祖。因此我认为，家谱

从政治上说是台湾同胞乃至海外华侨回大陆寻

根问祖的依据，是他们在血缘上与祖国亲人一

脉相承的信物。家谱是联络亲情的重要材料，它

对推动两岸交流、促进两岸统一起着重要作用。

三、名人业绩，榜样激励。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徐氏对社会的文明

与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

期，都涌现出众多的著名人物。《徐氏族谱》专门

列一章节———“徐姓人物谱”，介绍徐氏著名人

物。这一章节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古代徐氏

名人。从秦朝开始直至清代，介绍了52位徐氏

名人的生平事迹。这其中有秦代著名方士徐福、

东汉“建安七子”之一徐斡、三国名士徐庶、明代

军事家徐达、科学家徐光启、地理学家徐霞客等

等。第二部分是近现代徐氏名人，介绍了20位

徐氏名人的生平事迹，包括革命家徐向前、徐海

东、文学家徐志摩、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著名

画家徐悲鸿等等。第三部分是高邮徐氏名人，介

绍了12位徐氏名人的生平事迹，包括南州蕃礼

堂的知名人士，这部分所着笔墨较多，每一位的

介绍内容都很详实。

为了彰显徐氏家族的历史荣耀，《徐氏族

谱》还刊录了高邮徐氏通用楹联：南州世泽，东

海家声（东海曾是徐氏郡望）；南州高士，蕃礼尊

贤；南州永寿，东海厚福；南州恩浩荡，东海庆长

春；南州瑞气明大地，东海恩波普万家。笔者在

往年春节时看到高邮有些徐氏人家大门春联就

写有这些内容。

一般来说，人们对于同姓中的名人、本家族

的名人尤为看重，常引以为自豪。《徐氏族谱》中

的“徐姓人物谱”所列举的徐氏名人实际上是为

后人树立一种榜样，而榜样是一面镜子，一面旗

帜，一种向上的力量。徐氏后人阅读本族家谱，

学习本族名人的事迹就会受到教育。榜样的力

量是无穷的，一个人，一个故事，一段话语，看似

平凡简单，却能点燃许多人心中的激情与梦想。

四、族规家训，与时俱进。
《徐氏族谱》经六次编修，在前三次修谱时，

议定了字派（字辈排行），以便统一取名：海国君

臣士，天朝永安文，攀长元孔大，年必茂兆春。第

五次修谱又增排十个字派：建德展宏志，顺民树

华增。还订立了家训，以教诲子孙，主要内容有：

孝双亲，睦兄弟，敬老爱幼；救难济急，施助鳏寡

孤独；守祖宗百世良谋，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

正道，惟读惟耕。到了第五次、第六次修谱时，强

调修谱的宗旨：“全族必须明确此次修谱之宗

旨，循例‘追远’‘序齿’只是一方面，而最主要之

宗旨则是，通过谱会活动，联系团结，并教育我

族为建设四化宏图，振兴中华民族群策群力，作

出应有的贡献”。为此，徐氏族人制定了新的宗

规，新的宗规开宗明义：“根据国家宪法和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地方传统和风俗习惯，在提倡移

风易俗、反对铺张浪费、禁止封建迷信活动的前

提下，经族人代表会合议，特制定本宗规”。其具

体条文有：勤劳致富，勤俭持家；勤学好问，爱岗

敬业；尊老爱幼，和睦相处；婚姻自主，计划生

育；服从领导，遵纪守法；热爱祖国，维护统一。

《徐氏族谱》还有两点与老谱不同，一是女

儿可以入谱，体现男女平等精神；二是家族聚会，

只设清茶供果祭祖，不烧钱化纸，不请僧道，不搞

封建迷信，体现移风易俗、与时俱进的精神。

族规是指一个家族所规定的行为规范，一

般是由一个家族所遗传下来的教育规范后代子

孙的准则，又称宗规、家规。家训是指对子孙立

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族规家训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

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家谱中所立族规

家训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与时俱进的，

是符合法律法规的。从《徐氏族谱》中的宗规我

们可以看到，家谱中的族规家训对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教育乃至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都具有一定意义。

扬州市高邮地方税务局
关于管理机构职能调整和服务范围调整的公告
尊敬的纳税人：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全方位、多渠道、个性化

地服务于纳税人，凸现税源专业化改革的成效，扬州市高

邮地方税务局根据《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完善和深化征

管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和江苏省扬州地方税务局相

关要求，将于2014年12月1日对全市地税系统分局职能

及服务范围进行调整。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税务分局职能调整

按照省局“进一步完善税源管理机构设置和职能配

置”的要求，重组第三、四、五、六税源管理分局职能，设立

四个风险应对分局，对外仍称为扬州市高邮地方税务局第

三、四、五、六税务分局；扬州市高邮地方税务局第七税务

分局调整为专司税源基础管理职能的分局。

二、税务分局服务范围

扬州市高邮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重点税源风险

应对分局）主要负责总局、省局定点联系企业、金融保险

业、邮政电信业、烟草供电业及市直、高邮镇行政区内纳税

人的遵从评价及其低、中等风险应对；重点企业个性化服

务及内控机制建设；其它特定应对事项等。

扬州市高邮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主要负责高邮

经济开发区（含马棚镇）、龙虬镇、临泽镇、界首镇、周山镇

行政区域范围内除重点应对分局工作职责外的应对事项。

扬州市高邮地方税务局第五税务分局主要负责城南

经济新区（含车逻镇）、三垛镇、甘垛镇、汤庄镇、卸甲镇行

政区域范围内除重点应对分局工作职责外的应对事项。

扬州市高邮地方税务局第六税务分局主要负责送桥

镇、菱塘回族乡行政区域范围内除重点应对分局工作职责

外的应对事项。

扬州市高邮地方税务局第七税务分局主要负责服务

全市纳税人的基础管理工作。

三、咨询电话及有关事项的查询方法

机构调整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有什么问

题请咨询12366、84618521或有关税务分局。

二O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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