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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的作用与影响

由于受篇幅之所限，本文仅仅从吴、席、王、翁、叶

五姓略作追述，这很不全面且又有粗浅之感。东山大

户望族之多胜于他乡。虽然有不少氏族早已迁居他

乡，但其习俗、乡音不改，故乡洞庭东山时时挂在嘴

边，即使出生在外，从来没有到过东山的子弟，也对故

乡怀着深厚的感情。这里摘录来自四川省自贡市东方

锅炉厂高级工程师严惠浩（$%&$’ ）《东山寻根记》中

的一段：“洞庭东山，是个令我梦牵魂萦之地，因为她

是我的故乡。可是，我出生以来从未去过。小时，我从

祖母、父母亲谈话中知道东山在太湖之滨，是深入太

湖之中的一个半岛，是有名的花果山，盛产枇杷、杨

梅、柑桔等水果，心实神往之。⋯⋯此次父亲亡故，在

整理遗物时，看到了严氏族谱，以及祖父立嗣文书之

底稿，想起曾祖父亡故时后立嗣的本意，原为祖先墓

前要有个祭扫之人。可是岁月匆匆，后辈为谋生计，流

落他方，祭扫之事已成空谈，空令祖先失望于地下，而

父亲生前又有探望故乡的遗愿。于是引发了我去东山

寻祖的念头。在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便启程东山，

惊讶的是我一到东山，发现对东山很熟悉，似乎来过。

那山、景、人，一口吴语都令我感到亲切，丝毫不陌生，

大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之感。⋯⋯此次东山之行，寻认

故址，找到先祖和高祖的坟墓才是实实在在的收获，

我远可告慰先祖和高祖于地下，近可告慰父亲亡灵。

寻祖之顺利，似乎冥

冥 之 中 有 祖 先 引 导

一般，杨湾怀远堂一

族由我接宗承袭，祖

宗当佑繁荣昌盛。寻

根 记 反 映 了 依 守 祖

宗庐墓、聚族而居的

洞庭人，对祖先怀着

格外深重的情感，东

山虽为蕞尔之地，然

而宗祠随处而立。诸如桔社金氏祠堂，岱心湾大村刘

家祠堂、席氏祠堂，纪革王氏支祠，石桥叶祠，朱巷叶

祠、席温祠以及前山万家祠堂、薛家祠堂，俞坞严家祠

堂，石桥王家祠堂等等。东山席家在外经商腰缠万贯，

但是祖居宅第的失修损毁，依然牵系着在沪席氏后人

的心，深以“不克修整”为憾。为此席嘏卿兄弟几次共

同出资葺治，尽复旧观，一慰席氏子孙心迹。至于修祖

墓、筑宗祠，席氏后裔更是不辞其任。席嘏卿曾与族人

倡修席氏二十八世祖左源公以下各墓，时任上海汇丰

银行买办的弟弟席正甫独资付金八百，占总费用之一

半。而席嘏卿以年迈多病之躯，还雇船回东山亲自主

持修葺祖庐墓，后又重修席氏一世公席温公祠堂。通

过这些活动，席氏家族空前团结。上世纪("年初，旅港

旅沪的席正林、席玉年、席德治等曾创议重建席温将

军墓园于东山，后因故未动，重建墓地之规划尚在。宗

祠的建立一般都有碑记，介绍本族的发展及祠堂的修

建情况，有的还订立条规，如纪革王氏支祠即订规条

十则，东山前山医院弄口万家祠堂碑记还订有万氏子

弟十戒。这些家祠宗祠的创立，是东山各氏族兴盛的

标志，是团结氏族，兴家立业，建设桑梓的宗族文化、

习俗和力量，同时又构成了东山人文景观的一道风景

线。家乡一座座祠堂维系着他们的宗族关系、血缘关

系，又推动着他们在商界势力的壮大。故而，人虽在异

乡，但修建家乡祠堂、上坟祭拜先祖之热情不减。上海

市儿童医院中医科主任医生、教授徐蔚霖老先生数十

氏族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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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如一日，每年春节初二或初三必回东山祭祖，即使

在“文革”中，只要能脱身，从无间断。凡其子女大学毕

业或就业之初，他一定要带他们回东山祭祖扫墓。相

伴于宗祠修建，还有修纂家谱宗系，这也是东山大姓

望族十分关心的事情。整个家族不仅有总的宗谱、家

谱、世系，甚至还有支谱、支系。席氏、严氏、王氏、叶氏

都分别留下了详细周全的家谱。东山严氏在百年间曾

六修家谱，其支脉分叶，一目了然，东山、木渎各有支

谱。严氏一支自严怀瑾在清乾嘉年间携妻朱氏到木渎

经商定居，子孙渐旺，自成一系，但仍与东山严氏宗族

保持密切关系，虽在木渎设家祠，但不忘东山之根，命

其名为东山严氏分祠。

吴中叶氏自宋太宗间（$%%—$$%）由吴氏第七十

七世孙叶逵出任吴越国刑部侍郎，娶妻浙江乌程羊氏

永嘉郡侯女，后受封永安郡太君，始迁湖州以来，其子

孙逐渐南移处苏，创立吴中叶氏，叶逵被公推为吴中

叶氏始祖，其三个儿子元颖、元辅、和叶参均定居姑

苏。元末明初，吴中叶氏第十七世孙叶颖（字伯昂），元

时任和靖书院山长（校长），曾收集整理了叶氏宗谱，

并作序记之，以后又有叶海虚重新修整。至明万历进

士、吴中叶氏二十三世孙叶吴西（名初春、字处元），本

想创修吴中叶氏宗谱，后因仕途不测未成。清康熙四

十六年（&%"%）吴中叶氏二十七世孙叶长馥（名镛声，

系叶吴西之玄孙），承先祖之遗训，历!’载，于雍正八

年（&%("）完成了《吴中叶氏族谱》。越&)"年之后，由吴

中叶氏三十三世孙叶翰甫，得族人友琴、咏霓等诸好

义者支持，致巨资设局于上海，聘光绪十八年进士、叶

氏弟子叶德辉任总裁，聘叶渊发（他是修谱第一创议

人），担任局务工作，聘叶子诚（原任金沙师范学校教

务长），担任主笔撰稿人。《吴中叶氏族谱》（宣统版）设

&!门类，**卷，#!册，历时’年，于宣统三年（&$&!）完

稿。

宗族办学也是东山氏族发展的一大特色。如叶氏

创办的务本小学、南阳小学、东吴小学，席氏办的安定

小学，朱氏办的鉴塘小学、厘峰小学，曹氏办的志强小

学，薛氏办的志德小学，徐氏、葛氏办的余仁小学，吴

氏办的钟英小学，马氏办的荫庚小学。所办之校并非

都是本族子弟，得利的是东山百姓。

宗族设宗谱的作用与影响不仅仅是对本族的荣

耀与辉煌的记述，亦利于后人寻根问源。尤其外出经

商之人日众，族人日趋四散，族谱的作用就益显重要。

由它建起了宗族成员之间的血缘网络，而这种网络、

血缘对古村落的发展保护，对洞庭商帮的形成、发展

无疑又起到了很大作用。通过办义庄，关心族中人的

日常生活，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东山诸大姓，族繁名

重，一般都设义庄、义田，其租金收入用以赡养族中鳏

寡孤独。族中有人破产败家，其子弟若无力就学，族人

会集资助学，备束金，办义学私塾，聘师执教。所谓“族

之贫者以义教而食”，这便是义学义田。东山大族义庄

有东山席氏太仆义庄、翁氏义庄、严氏义庄、徐氏义

庄、王氏云津堂义庄、叶氏务本义庄、叶氏叶巷支氏义

庄、金氏义庄、万氏义庄、寿亲义庄（也是徐氏）等。明

崇祯年间，东山席本桢创立的席氏太仆义庄是东山较

早的义庄。席家族大业裕，善行亦广，每月初二、十六

都发放粮食周济本族孤贫。东山王氏于清光绪初年始

设义庄，文告族人。后有王仲沅、王仲淳兄弟合捐田产

(#"亩，创立云津堂，经&"余年经营，族人相继捐银献

田竟达数千亩，规模称盛一时，义庄收入皆用于周恤

王姓子弟。前山叶巷派叶翰甫在光绪十七年（&)$&）和

光绪三十年分别创设叶巷支祠义庄和叶氏务本义庄，

并分(次捐义田&)""余亩为义庄公产。浓浓的宗族情

谊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了某种紧张，凡民间引

发的矛盾与纠纷，也往往由族长或长者主持排解，轻

易不入官府公庭。东山商人在发展过程中多少也要依

赖血缘的联络和凝聚，借助宗族的影响和作用参与商

业竞争，这是东山商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另一个特点

是以地缘与乡情特别重视。由此，他们不仅注重氏族，

同时也开始面向社会。他们别离家乡“靡远不到”却依

然恋土，怀有聚族而居习俗所种下的深深的乡土之

情。他们关心家乡事务，注意家乡事态和变化，并常常

给予大力支持。人虽在外，却“情重桑梓，相与劝捐平

粜，乐于修桥筑路、兴学助贫等善事义举”，所以才使

洞庭东山历来“从无告荒告赈之例”，所以才使他们所

居住的村、庄、巷、坊能历经数朝而不衰落。嘉庆十一

年（&)"*），时有叶氏椿桂堂在前山漾桥捐建惠安堂，

对贫者、无依无靠者施棺掩埋，平时兼施医药，这是东

山氏族大户由义庄走向社会的开端。以往为贫民百姓

义赈历代有之，但均为个人行为，而非群体组织名义。

惠安堂的设置，标致着社会公益的进步。随后东山又

相继出现由民间集体创办的以善举为业的固安局、体

仁堂、存仁堂等。咸丰十一年（&)*&），东山发生疫疠而

致人殁，其时前山有郑尚炯、后山有叶问波赊棺掩埋。

但也有山民为避疫赴沪，又引发了旅沪乡人因疫而

殁，且有蔓延之势，引起了旅沪商人叶辅廷、马鸿甫的

重视。他们倡议集资以助，并在上海南门外糖坊弄租

层，为客死者殓殡、施棺、义埋甚至送柩回乡，得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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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席光照以及东山商人席氏义泰、叶氏义茂、朱氏万

森等诸商号的积极响应。继又捐资置地，辟义冢，建停

柩所，还在肇家浜附近专设东山码头，便于来往船只

停靠等等。公益突出了地域乡情之谊，也推动了乡民

们的团结。当然，这种齐心团结之民风习俗靠的是自

觉和习惯来延续。到了近代，东山人于民国元年在沪

创先成立了以一区一乡镇开设的洞庭东山旅沪同乡

会，并在上海、南京、宿迁等地又成立了东山会馆，同

乡意识得到了强化。有章有序，活动的开展更加有常，

使传统的乡情意识、浓浓的地域观念经过历代的洗礼

而有所继承发展。当年的上海是东山人最为集中的商

埠。但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两年，受时局的影响，部分

东山商人将目光移向海外的香港，开始了艰辛创业。

这些移居香港的东山人，有的出生于上海，也有生长

在东山，与家乡、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精明的

东山人在香港本着“无籍而财自阜”的理念努力拼搏，

设商行、办工厂，逐渐站稳脚跟。诸如周文轩、周忠继、

席正林、席德元、邱良荣、邱功焕、杨元龙以及严庆澍、

唐驾时、夏梦等一批批社会名流脱颖而出。但是他们

依然保持着浓厚的乡情意识，一如他们的先辈，“异乡

相见，倍觉多情，有危必持，有颠必扶。”$%&&年%月，以

山东籍旅港著名人士为骨干的苏州（吴县）旅港同乡

会成立，东山人邱功焕任会长，周文轩、周忠继、席正

林等为名誉会长，唐驾时为顾问，他们像从前的洞庭

东山旅沪同乡会一样，为服务同乡、振兴家乡积极工

作。$%%$年，苏州遭遇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旅港同乡

会及时展开赈灾捐募活动，东山籍人士纷纷解囊赈

灾，周文轩捐资#"万元人民币和#"万包中萃面送到东

山灾区，周文轩携夫人严云震又捐$""万港币帮助东

山修建一条$’("米长的太湖防洪大堤———周堤和一

座防港闸———云震闸。周文轩在东山投资百万元合资

创苏州东太食品有限公司。$%%!年，周忠继捐港币$""
万元支持东山建“玉树高级中学”，为培育东山子弟在

所不惜。

古老而又优美的东山，人们常年浸润于湖光山色

之中，山与人相见，天将水共浮。民风与吴俗迥异，特

俭情厚，族繁名重，经商服贾，独特的民风蕴育熏陶着

人们。这里长期以来没有受外部影响太多，在近乎与

世隔离之下，民风之演进便去古未远，质朴敦厚，东山

人不分贫富，皆勉力耕种，其“民勤”到了后来，如果说

是出于生计，还不如说是一种习惯。东山人的这种生

活方式与生活姿态已深深地浸渗到他们的一切活动

之中。至于人们的素质、理念、文化生活和知识结构也

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自明以来，

人们普遍具有重视教育的意识，舍得化大钱去培养子

弟，应该说这是东山人的传统。明清时期东山出了!名

状元，)*名进士。“东山方志名人馆”统计并陈列：东山

现有教授$)"余名，副教授近!""名，中科院院士*名，

博士生导师)"余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名，东

山籍省、部级领导$’名，他们分别服务于政界、军界、

金融界、工商界、科技界、教育界、文化界、医药界等方

方面面，散发着意味无穷的魅力。东山人从小在家乡

读小学，受教育，有教养；后来外出经商，他们的渊博

知识和文化大多是靠自学进修，又特别擅长在实践交

往中吸取知识积累经验。从转型的意义上讲，他们是

具有与时俱进、承前启后的作用的。

如今东山已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一，每年

有数以万计的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应抓住机

遇，保持山青水秀，利用优势，大力培植可持续发展的

产业，确保东山向环境优美、社会稳定、生活小康方向

发展。（全文完）

（责任编辑 张兴亚）

氏族源流

《丹徒县水利志》出版

这是丹徒第一部水利专业志，上限溯至事物发

端，下限至丹徒撤县建区前的 !""" 年底。全书共

(#+! 万字，设水系水资源、水利工程建设、水利管理、

防汛防旱等 $# 章，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载了 !"""
多年来丹徒劳动人民治水，尤其是建国后和改革开

放以来的水利建设，地方特色鲜明，内容丰富。

（张开益）

连云港《朝阳镇志》即将出版

该志编纂工作始于 !""! 年 $$ 月 % 日，由镇内

几个离退休老干部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他

们精心拟订凡例，设计篇目，广泛搜集资料，查找档

案，坚持实事求是，真实反映朝阳历史，多方筹募资

金，到 !"") 年底即完成初稿，多次通过领导、学者、

专家审阅修改，!""# 年 # 月已定稿，送方志出版社。

方志出版社主编周均美认为，该志内容丰富，思想观

点正确，体例框架设计科学，语言文字通畅简洁，编

校质量较好，在镇志中可算上乘。（镇志办）

书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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