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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旭忠、强晓玲

“传家忠和孝，兴家文与德，持家勤与俭……” 16 岁的
黄颜豪语音标准动听。还没等他背诵完，一边的姑婆黄继书语
速极快，不带喘息地用重庆方言继续道：“早读书，晚习作，
恒可医愚。严教子，莫宠溺，礼教可风……”

听着三女儿黄继书的背诵，坐在长凳上， 95 岁的杨兴明
默默地笑了。

从重庆武隆城区向西 20 公里，过乌江，再沿北岸进山，跨过
一条小沟，踏一尺多宽的羊肠小道徒步向上，穿过一片茂密的桃
林，坐落在羊角镇石床村的黄氏祖屋便出现在视野里。

拾级而上，在深山里不易寻觅的一片不大的空地上，这座
已经居住了百年的老屋，门头上挂着“俊逸家风”四个大字，
门框两边的对联“诗书经世千秋铭祖德”“孝悌传家励志荣家
贤”在午后的阳光下分外醒目。步入堂屋，墙壁正中高挂着的
一幅匾额，“齐家立德”四个大字的一边，是小楷书写的《黄
氏家训》。

“古人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女
儿背诵完毕，一脸慈祥的杨兴明低声吟诵，“……箴言具在，门楣
高悬，朝夕诵颂。子孙倘败家风，当鸣鼓攻之。”

这篇 220 余字的《黄氏家训》，由黄家高祖辈在清朝年间
撰写，以“忠、孝、勤、德”为核心，内容涵盖励志勉学、治
家教子、修身处事、慈孝婚恋，是黄家人安家、持家、兴家、
传家、守家的基本要求和行为准则，更是血脉同源的精神纽带
和价值坐标。

每个黄家子孙必须接受家训教育，不仅要会背，还要在生
活中执行，家训教育了家族一代又一代子孙。如今，五世同
堂，约 120 余人的黄氏家族，依然恪守“以孝为首、克勤克
俭、忠厚传家”的百年传统，《黄氏家训》宛若一股清泉滋润
着这个大山深处几代家族的繁衍发展，生生不息。

“在黄家，传承了百年的黄氏家训就是家风……”杨兴明
老人声音清晰，铿锵有力。

家训比棍棒更管用

“我们家从不打人，但教育出来的娃娃个
个是好人”

“我们一大家人没有一人在外面做过坏事。”黄继书快人
快语，“没有人干过违法乱纪的事情。”一旁的杨兴明老人知
足地笑着，“这是黄家人最自豪的事。”

“我们家教育子孙都是靠祖传的家训。” 1943 年，杨兴
明嫁入石床村，踏进黄家第一天便开始背诵《黄氏家训》。尽
管不识字，在一遍一遍的诵读中，杨兴明理解了什么是忠孝爱
国，什么是治家教子；夫妻怎样和睦、婆媳如何相安……渗透
生活细枝末节的智慧与引领都在这短短的几百字间，越吟诵越
觉得祖传家训的珍贵，越理解越觉得这是最好的治家良方。

“‘道德传家，十代以上’，爸爸妈妈经常教育我们品德
最重要。”黄继书记得小时候帮家里放羊回来，发现自家的羊
圈里多了一只羊，“爸爸就跑到村饲养室去报告，发现是邻村
人家走丢的，就把羊给送回去了。”

在黄继书的记忆里，兄弟姐妹们在父母的以身作则、家训
家规的指引下，有些不舍地退回了在放学路上捡到的漂亮铅
笔；在交公粮的长队里，一再让忙碌的长者先来；在过乌江的
渡船上，永远让着急的人先过河。黄继书说，“爸爸妈妈总是告
诫我们永远不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要先人后己。”

都说“黄荆棍下出好人”，但是在黄家，教育子女，从来
都是用背家训替代“棍棒教育”。

如今已经 76 岁的黄继财是黄家长子，提起儿时背诵家训
仍记忆犹新。

一次贪玩回家晚了，母亲让他在门外背了 10 遍家训。他

边背边流泪，当背到“早读书、晚习作”时，“原来的委屈
渐渐变成了羞愧”。

“我们家从不打人，但教育出来的娃娃个个是好人。”
黄继财说，家训比棍棒更管用。

再后来，黄继财做了父亲，理解了当初父母的用心，更
发现曾经背诵的家训已然刻在自己内心，“很多事情潜移默
化地就照着家训来做了，忠、孝、勤、德，受益终身。”

30 多年前，杨兴明丈夫去世，她便挑起整个家族的管
训重担。“逢年过节，我们全家都会聚在一起，点蜡焚香，诵读
家训。”黄继财说，“《黄氏家训》是我们大家庭的‘必修课’，不
管大家相隔多远，一起诵读家训时，心都离得更近了。”

家训里有一句话，“子孙倘败家风，当鸣鼓攻之。”黄
家人若是谁违反了家训，就会“四面受敌”。第三代孙辈里
曾有一人沉迷于麻将，多次劝说无果，杨兴明就召集家庭会
议，长辈们给这个晚辈上“家教课”……“他不再打麻将
了，脚踏实地，好！”杨兴明笑着说。

“‘共楼居，休猜忌，宽仁慈厚’，家训深入人心，不
仅夫妻关系和睦，婆媳之间也如亲生母女一般。”黄家子孙
们说，有时两口子闹别扭，只要一句“安家让和忍，修身戒
恼怒”，再大的矛盾两人也会相视一笑，红脸瞬间就变笑
脸，“有事情好商量”。

“传家忠和孝”

“忠，就是忠于国家，为国家做贡献，
这是黄家家训的重点”

“我们兄弟姐妹 6 个，不，是 7 个。”说起兄弟姐妹，

黄继书介绍道，“妈妈还有一个养子。”杨兴明老人一共育
有 6 个子女，而她 70 年前的一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一个孩
子的命运，更让石床村老小提起此事无不竖起大拇指。

“胡庶发三岁离了娘，父亲长年在外不着家，娃儿非
常可怜。”说起当年的那个决定，杨兴明一脸平静。上世
纪 40 年代，看到本村小孩胡庶发生活无着，杨兴明便与丈
夫商量，把胡庶发接到黄家，每天煮饭洗衣，送他去学校
念书，像亲娘一样关心照顾，即便是在家庭经济最困难的
时候，杨明兴一边告诫子女不能做“偷鸡摸狗”占集体便
宜的事情，更把胡庶发视如己出，不离不弃，“只要我们
有口饭吃，就有这个娃儿的一口。”

就这样，直到胡庶发 18 岁参军，老人整整抚养了他 15
年。如今，已经 70 多岁的胡庶发会经常回来看望他的“杨
妈妈”，“母子俩”在屋前拉家常的场景成了石床村最动人
的画面。

杨兴明总是教育后辈“传家忠和孝”，“忠，就是忠于
国家，为国家做贡献，这是家训的重点。”

如今，年事已高的杨兴明还会经常去给村民、学生讲过
去的故事，讲新生活的美好。“我没读过书，文化少，能过
上如今的好生活全靠老革命们用生命换来的，要珍惜。”

曾孙黄春红 18 岁走进军营，在部队一干就是十几年。
不能在身边照顾曾祖母及亲人常常让他内心不安，杨兴明就
对他说，“保家卫国就是最大的孝道。”当兵期间，黄春红
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两次获“武警部队优秀士官人才
奖”，数十次受到各级嘉奖。

黄继财是杨兴明唯一的儿子，也是十里八乡出名的“土
医生”。几十年来，村民谁有个头疼脑热，或者家里牲畜生
病都会来找他，黄继财不仅药到病除，而且从来不收取任何
报酬，“都是义务的”。

石床村党支部书记赵明生告诉记者，黄家人以家训修身
立德，常年为村民做好事，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黄继财
待人热情，不管什么时候村民叫他看病，总是有求必应。”

“自学成医”的黄继财更看重“与人为善，邻里和
谐”。他说自己上山采的草药“不值几个钱”，“父亲常说
以前家里穷得揭不开锅，都是靠着周围邻舍的救济和恩惠才
活下来的，所以有能力了自然要回报村民。”

黄颜豪的妈妈王兰秀，是杨兴明的大侄媳妇，“我嫁到
黄家，受家训影响，公婆关系、邻里关系都很好，从没有跟
任何人吵过嘴，说过不好的话。”

戴银贵是黄继书的儿子，尽管不姓黄，但从小一样接
受着家训教育。如今经营连锁餐饮，生意非常红火。对于
妈妈提起他的众多“拾金不昧”的案例，戴银贵觉得那是
“商人的本分”。他说，自己一直秉承诚信经营、品质至
上，“百年家训的教育，让自己有信心把品牌经营成百年
老店。”

家风带动村风

一家行善，全村受益。如今石床村涌现
出一批好媳妇、好公婆、好邻里

孝敬老人是黄家家训最基本的要求。年迈的杨兴明老人
是全家最大的牵挂，一到节假日，黄家子孙就纷纷赶回老
家，陪老人聊天、吃饭，给她梳头、捶背、剪指甲。

特别是到了春节，五代人齐聚一堂，每个小家庭都做一
道拿手菜，大家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吃团圆饭，场面十分
温馨。

2014 年 2 月 27 日，是杨兴明老人 90 岁福寿，近百位
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的子孙为老人拜寿。寿筵上，老人的子
孙们分排站立，齐声朗诵家风家训，壮观的场面令在场村
民为之动容。

很快，“五世同堂传家风”的故事从村里传播到了全
国。 2014 年，黄家被中宣部、全国妇联联合授予“全国教子
有方最美家庭”荣誉称号，杨兴明当选“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杨兴明一家‘五世同堂’在石床村仅此一家，而黄
家子孙相亲相爱、恪守孝德的好家风，全村人有目共睹，
其尊老敬老的祖德特别值得村民们学习。”赵明生说，黄
家是石床村唯一有家训的家庭，几十年来，他们热心村里
的公益事业，默默做了很多好事，“黄家‘五世同堂’的
好品德、好福气，要归功于这个好家训。”

在村里，即便是邻里之间发生矛盾，“黄家总是会自我
检讨、主动化解。”赵明生说，正是因为有《黄氏家训》，
乡亲们有事总会找黄氏家族的人商量。家训还被不少村民拿
去教育他们的子孙，周围的乡邻也陆续整理或制订出自己的
家训。

一家行善，全村受益。如今在石床村，家风带动村风，
人人律己修身，善待邻里，一派祥和安康。赵明生说，“村
里涌现出一批好媳妇、好公婆、好邻里。”

湖南青年张有花嫁到石床村，家境贫寒，丈夫常年在
外务工。但受到村里民风影响，她把已经 80 多岁、卧病在
床的公爹照顾得特别好，不仅精心照顾老人的吃喝，给老
人洗衣服，床褥收拾得干净整洁，还会打出租车载着老人
去城里喝喜酒。

如今，“家风润万家”已经从石床村吹遍羊角镇的每
一个村庄。越来越多的人穿过那片茂密的桃林，来到这个
古朴的祖屋，看望身体健朗，依然下地劳动的杨兴明老
人，读一读传承了百年的《黄氏家训》，去理解“道德传
家，十代以上，富贵传家，不过三代”中，每一个家庭所
追求的愿景。

杨兴明老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子孙后代能把家训代代传下
去，“‘家训’是黄家的‘传家宝’，是黄家的魂，丢了
魂，家就会出问题。”

■《黄氏家训》全文

古人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富贵传家，不过三
代。”故撰《黄氏家训》传子孙。无论世之变迁，家之贫
富，能守，万世可兴。

传家忠和孝，兴家文和德，持家勤和俭，安家让和忍，
守家遵法度，败家酒和赌，处事远小人，修身戒恼怒，无嗣
宗业毁。父母恩，深似海，终生大孝。同根生，莫相煎，团
结共勉。慎婚姻，重品德，咸宜配择。共楼居，休猜忌，宽
仁慈厚。早读书，晚习作，恒可医愚。严教子，莫宠溺，礼
教可风。为人善，不势欺，天必佑之，能受苦，志远大，吃
亏何妨。祖上在梨坪，休迁门户、永保田产、建祠修谱、端
俗睦邻，万世莫违。箴言具在，门楣高悬，朝夕诵颂。子孙
倘败家风，当鸣鼓攻之。

重庆市武隆区石床村黄氏家族恪守“道德传家”，“一大家人无一人在外做过坏事”

百年家训齐家立德，一家行善全村受益
“家训是黄家的‘传家宝’，是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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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好女儿“割皮救父”，父女一起闯难关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南白雁村村民康清海，意外跌入高

温水池，全身上下 99% 的皮肤严重烫伤，其中特重度以上超过
80%，命悬一线。救父心切的大女儿康静“割皮救父”，以大孝之
举演绎出令人动容的亲情大爱。

父亲重度烫伤，女儿“割皮救父”

“我的生命是爸妈给的，只要能救爸爸，我什么都舍得。”手
术后不久的康静躺在病床上，朴实的话语中透着坚强。

三个月前，康静的父亲康清海意外跌入高温水池，全身严
重烫伤，被送往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救治。医院烧伤外科一病区
主任赵连魁说，面积在 50% 以上就属特重度烧烫伤，而康清
海属于特重度中最重的，只有头部位置巴掌大的面积幸免，抢
救难度非常大，一般来说，伤的面积越大，抢救下来的几率越
小。

“爸爸当时整个人都淹没到了热水池，是他自己挣扎着爬了
出来……那是多么强烈的求生欲望啊……不管有多难，哪怕只

有 1% 的希望，我也一定要救他。”康静哽咽着说。
医院先后为康清海做了多次人造皮肤和自体皮移植手

术，但由于烫伤创面大，感染风险大，生命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而且，康清海自身皮肤已不能满足植皮手术的需要。如果买异
体皮，费用高不说，手术效果也不一定好。医生建议，最好从亲
人身上取皮移植。

“割我的吧！”康静抢先站了出来。她说，她是家里老大，妹
妹有三个小孩要带，弟弟还没结婚，还得照顾妈妈和年迈的奶
奶。

而康静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小女儿才 8 个月大，尚未断
奶。

养儿方知父母恩，父女一起闯难关

7 月 4 日，经过 6 个小时手术，医生从康静双腿上顺利取
出约 18 块巴掌大的皮肤，接近她全身表面皮肤的五分之一，
移植到康清海的腰、背部及四肢。

医生说，如果皮肤成活，康清海将基本脱离生命危险。但
目前，父女俩还有抗感染等几道关卡需要闯过。

得知爸爸的病情好转，康静的眼泪夺眶而出。她说：“如果
爸爸还需要，哪怕我身上还有一块完整的皮，也会取给爸爸”。

仍未完全脱离危险的康清海，在清醒的时候，总是老泪纵
横。

康静的母亲说，大女儿从小就特别坚强，凡事都替家人着
想，一直很孝顺。

还在给孩子哺乳的康静因手术不得已给孩子断了奶。
“我不敢跟孩子视频，一看到她我就心疼，这么小就给她断
了奶。”康静不禁落泪，“养儿方知父母恩，我现在最大的
愿望就是爸爸能渡过难关，早点好起来。相信我的孩子将来
也能理解我。”

大孝之举感动社会，好家风值得弘扬

连日来，康静“割皮救父”的大孝之举感动了许多人。石

家庄市井陉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大爷得知此事后，两次
从县城赶到石家庄看望康静，还拿出几百元钱捐助，夸赞康
静是“做儿女的榜样”。

赵连魁说，他从医 30 多年，父母割皮救子的案例以前
见过一些，但是像女儿这样大面积割皮救父，还是第一
例，“这些天，我们从康静一家人身上，看到了珍视亲
情、相互支持、共渡难关的好家风，这深深感动了我们医
护人员，也激励着我们尽最大努力去创造医疗奇迹、爱的
奇迹！”

石家庄市民政局和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也来到医院慰
问了康静父女。石家庄市慈善总会还开通了爱心捐赠渠道，
倡导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传递爱心，帮助这个
家庭早日渡过难关。

平山县文明委还授予康静“最美平山人”称号，并发起
倡议，号召向康静学习，孝敬父母，孝敬公婆，传承好家
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记者闫起磊、许苏培）

新华社石家庄电

▲ 6 月 12 日， 16 岁的黄颜豪在朗诵《黄氏家训》。本组照片均由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 6 月 12 日， 16 岁的黄颜豪陪同 95 岁的曾
祖母杨兴明在屋前散步。

▲杨兴明（前排中）家中部分家庭成员合影（ 6
月 12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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