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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刘氏义甫公宗族志》编讫，墨香

四溢。作为义甫公第二十九世孙，抚卷追

远，心潮难平。现遵编委会嘱，作小文以

记之。

回溯往昔，义甫公于南宋中期奉檄

自江西吉安泰和抚湘，任潭邵二州刺史。

后择邵西隆回定居，披荆斩棘，开拓辰河

两岸，道脉相传，人文蔚起，终成如今枝

繁叶茂、人口遍及湘黔川渝滇桂诸省的

大家族。此等坚韧与传承，既是家族史的

宝贵记忆，也是社会史的鲜活样本。毛泽

东同志曾经指出：“收集家谱、族谱，加以

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

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资

料。”可见，家谱族谱，往小了说是家族文

化，往大了说也是民族文化。

我出生于隆回七江镇十里山新华林

场。小时候，祠堂阶前的青苔、族老口中

的祖训，滋养了我对家族“根”的敬畏与

热爱。四十年前，懵懂一少年，负笈来京，

求学十余载，又治学三十余年。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不管是访学哈佛、牛津等

学术殿堂，还是问道联合国、国际刑事法

院等国际机构，即便在异国他乡，也始终

牢记义甫公“诗书继世，忠厚传家”之祖

训 。“他乡纵有当头月 ，不及家乡一盏

灯”，是家乡的水土赋予我文明的基因，

给予我走向世界的勇气。

八百余载风雨历程，浓缩于笔端；三

十多代奋斗足迹，收藏入书卷。此书非独

为家族血脉之记录，更乃八百年精神图谱

之镌刻。志书中记载的始祖卜居开基、分

户开枝、迁徙流转，以及各朝代重大事件、

名人典范，构成一部生动的家族奋斗史。

在这本心血凝成的宗族志中，家规家

训熠熠生辉。身为法学人士，我们信奉法乃

社会秩序之基石，其核心在于维护公平正

义，保障个体与群体的合法权益。家族作为

社会的重要单元，有其独特的“法”——家

训家规。这种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以潜移

默化的方式规范着族人的言行，维系着家

族的和谐与发展。优秀的家训家规是家族

文化的灵魂，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延续的

基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强调“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

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千家万户都好，国

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要求“广大家庭都

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

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宗族志编纂之精义，与法学研究之道

实乃殊途同归：家规祖训如法典，维系族

群秩序；祠堂碑刻似判例，传承价值共识

……那些珍藏于族谱里的“敦亲睦邻”规

约，与我在《立体刑法学》中倡导的多元治

理理念相通；而“慎讼”“和息”等祖训，又

给我弘扬“恢复性司法”以启迪和灵感。

细读这本宗族志，很多地方引人深

思。“忠厚持家”，倡导族人以真诚善良之

心对待家人邻里，构建温暖和睦的家庭

环境 ，这是家族繁荣之根基；“信义立

业”，要求族人在社会中秉持诚信与道

义，凭此立身行事，赢得他人尊重与信

任，这是家族发展之保障。这些质朴的家

规祖训，与现代法治精神深有契合。现代

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

强调发挥行业自治、村规民约、持家祖训

等各种“软法”对国家正式法律（“硬法”）

的补充与相辅相成之效。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两个结合”中，有一个就是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宗族志的字里行间记录下的

都是正能量，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有机组成部分，值得后人好好学习。

宗族志以大历史观为视角，精准地

择取族群精神的坐标点，彰显文明传承

的真正内涵——人性之光的代代相守。

这种人性之光，是奋斗、是诚信、是担当、

是互助、是温情、是希望。从明清商道碑

刻中的契约精神，到抗战家书里的家国

大义；从“义学田”供养寒门学子、“积善

仓”泽被鳏寡孤独，到当代助力希望工程

和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从“十六户同筑义

仓”的共生智慧，到今天教育基金薪火相

传——这些集体记忆的淬炼，正是文明

传承的生动注脚，也是人性之光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光芒绽放。

闻听宗亲会成立教育基金，对族中

子弟助学励学，宗亲们踊跃捐款，令人赞

叹。在众宗亲的善举感召下，我也禁不住

跃跃欲试，以尽绵薄之力。

《刘氏义甫公宗族志》的付梓，为我

二十万宗亲搭建起连接过去、现在与未

来的桥梁。我将与诸位宗亲一起，以恭敬

之心展卷，去触摸先祖“筚路蓝缕启山

林”的脊梁，铭记先辈的艰辛，感念先辈

的智慧并从中汲取力量；将家族精神与

社会发展、民族复兴相结合，以法理为准

则，以文明为指引，续写无愧于先祖、无

愧于时代的新篇章。

（刘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与跋

法理经纬织家国 文明星火续春秋
——《刘氏义甫公宗族志》付梓感言

刘仁文

窗外，月光如薄纱般轻柔地

洒落。室内，书桌上一盏台灯守护

着孤独的我。我皱着眉头，对着眼

前的数学题目苦苦思索。就在这

时，妈妈推开门，轻声说道：“孩

子，别研究了，这道题目太难，大

家都不会做。”

我抬起头，目光越过妈妈，落

在书架上那本《邵阳院士》上。霎

时，书中那些科学巨擘的身影仿

佛在我眼前闪现，他们执着的精

神如星光般闪耀。

“不，妈妈，我不能放弃。那些

厉害的院士们不也是从解开一个

个看似不可能的难题开始的吗？”

我说。妈妈惊讶地看着我，点了点

头。她轻轻关上门，留我继续与题

目奋战。

那本《邵阳院士》里，有着一个

个令人振奋的故事。刘少军院士在

鱼类遗传育种实验室里，日复一日

地观察、记录，终于培育出优良品

种。谢道昕院士向我诉说植物激素

的奥秘，那些微小分子在他的描述

中极为生动有趣。戴永久院士在寒

冷的南极冰盖上，用坚毅的步伐丈

量着地球的脉动。蒋建新院士在显

微镜下，揭示着纳米材料的神奇世

界。卿凤翎院士用温柔而坚定的声

音，讲述着他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

的探索。于登云院士用科学的眼光

洞察宇宙的奥秘……书中的文字

如同繁星点点，在我心中燃起一簇

簇希望的火焰。

这些院士的故事，让我明白

了科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发现和

创新，更在于为人类谋福利。我重

新拿起笔，目光如炬。这一刻，我

不再是一个被困难阻挡的小学

生，而是一个即将启程的科学探

索者。那道数学题目不再是冷冰

冰的符号，而是通向未知世界的

神奇密码。

月光倾泻在书页上，字里行

间仿佛跃出了无数科学巨匠的身

影。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如涓涓细

流，汇入我心中的科学之海。《邵

阳院士》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

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

（指导老师：刘慧）

不 畏 困 难 勇 于 探 索
隆回县三阁司镇中心小学 孙晓敏

近日，我阅读了一本激励人

心的书籍——《邵阳院士》，书中

记载了邵阳籍院士的事迹。作为

一名学生，我被他们勤学笃行、求

实创新、攻坚克难、百折不挠的精

神所感染。

听老师说，邵阳人有着“吃得

苦、霸得蛮”的优良传统。这句话

在这些院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

致。他们不仅在各自的领域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更展现了强

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

作为一名农村小学的学生，

虽 然 很 羡 慕 城 镇 的 学 生 ，他 们

拥 有 我 们 无 法 比 拟 的 学 习 环

境。但是自从读了这本书后，我

便 改 变 了 自 己 的 想 法 。因 为 环

境 无 法 改 变 ，但 我 们 可 以 改 变

自 己 。只 要 不 怕 困 难 ，坚 持 不

懈，不断学习，相信我们也会有

自己的一番天地。

“少年当有凌云志，万里长空

竞风流。”少年的成长需要榜样楷

模的故事去滋养，需要时代先锋

的事迹去激励。让我们怀揣理想，

背起行囊，脚踏春风，沿着前辈们

走过的脚印，一路前行。

（指导老师：廖坤）

汲取榜样力量 传承楷模精神
隆回县七江镇斗照楼小学 肖雪

1957 年，我在湖南师院读

书。其间，在上海《文汇报》开

展的面向全国大学生的征文

活动中，我得了一等奖。紧接

着，《文汇报》又发起“到劳动

战线上去”的征文活动，我又

获了奖。此后，我就一直在写，

写了六七十年，在全国各地报

刊发散文三千来篇，获奖百余

次，出文集 14 部。我曾撰联以

自表：三千文赋百余奖；一世

涂鸦两袖风。

这里，我把自己学习创作

的体会，向大家汇报一下。写

文章不是个人的事，你要面向

社会，产生影响，所以有些要

求，必须遵守，必须要学，而且

要学好。

要 有 中 心 。文 章 要 有 主

题，有正能量。在《岳阳楼记》

中，作者范仲淹想到“霪雨霏

霏，连月不开”，生悲；想到春

和景明，湖光潋滟，生喜。位高

忧民，远君忧国，进亦忧，退亦

忧，何时才乐？志士仁人必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好，一语擎天，写出了大

气概、大襟怀，做人就是要有

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忧国忧

民的博大胸怀。这句警言，成

了千古绝唱。作者这种苦乐

观，就是此文的中心，其他都

是铺垫。我们创作就是要写出

大格局、大襟怀，为国为民敢

于担当，要有吃苦在前、享受

在后的高尚情操。

要有美感。好文，就是美

文。王勃写《滕王阁序》时，从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开笔，

直到收尾的“阁中帝子今何

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对仗工

整，词藻华美，但不能句句都

是警句。当他写到“落霞与孤

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

围观的文士都鼓起掌来。这是

神来之笔，把静物都写活了。

当然，我们感叹的不仅是警

句，还有文章的美感。全文从

头至尾，写景叙事，用词华美，

文采飞扬。我们写作，就是要

用语简洁，有亲和力、感染力，

尽量写得至善至美，让人爱不

释手。

要有感情。文章都是以情

动人，亲情友情，情义千金。晋

武帝征召李密去做官，李密以

要照顾祖母为由辞谢了。他写

了奏折《陈情表》呈上，文曰: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

无臣，无以终余年。”几句言

辞，出自肺腑，感情真挚，是以

情动人的典范，感动了晋武

帝，也感动了千万后来人。我

们写文章，就是要真实而质

朴。文章动人，全靠笔底生情，

无情休为文。

要有韵味。文章韵味，这

是语言的功力。同一事件，有

人写来干瘪瘪的，枯燥无味；

有人写得风生水起，兴味盎

然。为什么？语言有别，韵味不

同。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

结尾颂曰:“云山苍苍，江水泱

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这

洋洋洒洒的句式，信手拈来，

很不错了。但范老先生意犹未

尽，又把“德”字改成“风”，成

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就

更有韵味了。文章的叙事和风

格不同，就有不同韵味。没道

理可讲，要自己去体味。

有人说文学创作的竞赛，

就是创作语言的竞赛。文学创

作的语言，没有特色，和写报

告一样，大众化，那只能是三

流作家。要妙笔生花，生情生

色，有趣有理有韵味。语言不

能做假，一篇文章读上三五

行，作者的真实水平就出来

了，所以学习语言，是作家一

辈子的事。

最后，我要说的是：当今，

生活丰富多彩，视野辽阔无

涯，是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

文友们，你们碰上了。让我们

在弘扬主旋律、讴歌新时代的

感召下，共同努力，用我们的

智慧和才情，书写出华美篇章

和精彩人生，为繁荣邵阳的文

艺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此文摘录自作者在邵阳
市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发言

一 世 涂 鸦 两 袖 风
刘志坚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清

晨一醒来就看到微信上很多有关的

帖子，其中能让我关注的有两个。

一个，是一位诗友发来的纠正

我的错误的。4 月 22 日，我写了一首

七律《世界读书日感题》，没加思索

与过细审订就发出去了，结果打错

一个字，将其中“克己”的“己”打成

“已”了。一字小差，直令整句文理不

通。另一个，是振羽文学社张玉梅老

师发来的她带着学生们晨读的图

片。图片中那些手捧书本的孩子们

天真可爱，认真专注。

设置“读书日”，目的无非是促

进阅读。时下，人们都忙着为生计奔

波，坐下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有

一个朋友，很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

外国文学。他说的书的名字，很多我

连听都没听说过。与他交谈，我觉着

自己简直就是井底之蛙。他也喜欢

古诗词，曾说跟着我学对联。我对他

说，有你这样的文学功底，不过三

年，你就会成为对联界的佼佼者，可

惜的是他跟了很短时间就放弃了。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学习群。

这个群开始叫“博学堂”，后来改成

了“经典研习群”，群主让我牵头。从

《诗经》开始到《楚辞》，从魏晋南北

朝作品到现在正进行的唐诗，开始

每周三、周六研习两次，后由于我精

力不济，改为每周三一次。尽管有些

人或是工作压力，或是兴趣转移，逐

渐疏远了，但还有人在坚持。只要有

人跟，我就坚持做。也有人笑我，那

么多带奖金的征联征诗活动你不去

参加，偏喜欢弄这些没效益的玩意

儿。

读书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乐趣，

既增长知识，又陶冶情操，何乐而不

为呢？小时候的读书经历让人难忘。

当年，交学费和书籍费都是个问题。

每次发下新作业本，总是左看看右

看看，舍不得写。作业本正面用完了

舍不得扔，翻过来再做演草本。虽然

环境艰苦，但我很珍惜学习的机会。

读工专后，我在煤油灯下读过书，在

路灯下读过书，有时还去蹭人家市

工人文化宫的灯光。当然，读书，不

仅仅限于书本。朱熹的诗里讲过，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活水，很重要的。在读书的同

时，也要走出去开阔眼界。祖国大地

这部宏卷，是人们一生也读不完的

最好的教科书。

刚刚，在微信上看到卫惟诗友

的一副关于读书的对联：“三余把卷

吟，跳出乾坤套外，莽莽苍苍，浑不

辨我是何人，今为何世；一瞬忘情

乐，入归贤圣堆中，飘飘忽忽，快然

与知心者论，造物者游。”读后，立即

产生共鸣。写得好，这就是读书的一

种境界！

（夏启平，邵阳县人，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

书与人

读 书 日 的 思 考
夏启平

比翼双飞
刘玉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