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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谱之路 任重途漫

漕泾地处金山区境东南部，是上

海成陆最早的地方，金光村位于漕泾

镇西 公里。  岁的陆其林是金光

村前生产队的老队长。年幼时，祖父

常常向他讲述陆家桥的故事：大约

   年前，有外村的陆文山、陆文培

两兄弟迁到此地，翻荒种田，繁衍生

息。这里有一条东西向的河道，兄弟

俩分住在河的两岸，因他俩姓陆，此

河被称为陆家港。兄弟俩为方便来

往，在河上建木桥，取名陆家桥。

时光荏苒，转眼陆其林也早已

当上了祖父，可那些祖辈口口相传

的故事，却失去了知音。随着乡村的

发展变迁，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搬去城区住上了商品房，对家乡、对

家族的感情也逐渐疏离。

“国有史、县有志、族有谱。走

到哪里，都不能忘了我们的‘根’。”

修编《陆氏家谱》这一心愿，在陆其

林心中盘桓了十数年。其间，不会电

脑操作的他尝试用手写加绘图的方

式进行撰写，终因成效甚微放弃；

    年陆其林携外甥梁强、孙子陆

未蔚再次尝试修谱，但由于历时久

远、涉及人员众多、资料考证匮乏、

部分人员已多年失去联系等种种原

因，修谱一事再次搁浅。

    年年初，出生于陆家桥南

宅、现居住在普陀区的退休老干部陆

奎明回乡探亲得知此事，他全力支持

并出资推动此事，“思修族谱，上可告

慰祖先在天之灵，下可使子孙后代有

寻根之本，可谓千秋功德。”今年   

岁的陆奎明曾任中共上海市嘉定区

委常委、嘉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等

职，是族中德高望重的前辈。在他的

推动、号召下，以陆奎明为顾问、梁强

为主编，陆氏家门共  人组成家谱

修编委员会，再次重启修谱工作。

众人拾柴 寻根问祖

修谱工作千头万绪，首当其冲

便是资料收集。在无前代家谱参考

的情况下，收集大多由在世亲人回

忆记叙，再经编修委员会整理、查

证。编委会长辈们皆年过六七旬，资

料整理重担便交到能够熟练操作电

脑的中坚力量、  岁的梁强手中。

梁强设立了家族微信群用以收

集资料，大家微信发过的图片、写过的

随笔、拍过的合影，都成为收集资料的

线索。每日下班之后，他便开始了走街

串巷，随身带着小本子，寻族人、问邻

居、托亲戚，挨家挨户去问：“照片上这

个人是不是你家里的，他叫什么名字？

现在什么情况……”白天收集资料，晚

上则用“蚂蚁搬家”的方式进行整理，

常常工作到凌晨。

村里很多老年人文化程度不

高，不识字的居多，金山本地农村口

音又颇为浓重，修编小组对收集来

的资料还需要进行勘误，“比如过去

的年代，名字中有芬（音    ）的人不

少，那么到底是粉状的‘粉’，还是芬

芳的‘芬’，需要进行反复查证。”

为了推进修谱工作，众人查阅了

大量地方志书和网上有关“陆”姓的家

谱资料，    年，一个重大线索浮现

出来。“金山浦南陆家桥，原属松江府

系，根据松江地区的一本《云间珠溪陆

氏谱牒》（民国十三年，陆守先修，云间

为地名，松江的别称之一）记载，松江

陆氏家族有两位‘文’字辈兄弟文荣、

文贵，出生约在康熙  年（    年），

曾离乡去外村发展。时间上恰巧与我

们的先祖文山、文培处于同一时代，而

文山文培又是从外村迁到陆家桥的，

他们之间是否有关联呢？”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陆其林问遍

族中老人；梁强则跑了多家图书馆、查

阅同时期地方志，又自费购买、复印了

不少资料；陆奎明向华东师范大学相关

学者求证，并多次前往相关地域找寻线

索……“一个分支一个序列，一边数、

一边对，通过地域、年代等去考证，唐

天宝十年（   年）漕泾地区隶属华亭

县（后升为松江府），人口在域内迁居

可能大，再者两个地域之间口音非常

接近，可见‘文山、文培’是‘文荣、文

贵’在口口相传中的音误。”

这次考证，将陆家有史可查的时

间前移了 代人。

深情故事 时代烙印

《陆氏家谱》在众人的努力下，

于     年初现雏形，为了起到弘扬

新风的作用，经陆奎明建议，《陆氏

家谱》打破了传统家谱记男不记女

的思维桎梏，采用苏式世系表形式，

将族中女子一并录入。

梁强的母亲陆引妹，正是陆家

第八代。梁强的父亲梁仲鸣从事建

筑行业，曾参与中国驻赞比亚大使

馆大楼建设，他出生于绍兴，因当年

日寇侵华逃难至上海，落脚于龙华，

后辗转来到陆家桥，算是陆家桥的

一个外来者。村民们用淳朴和善良

接纳了他，他也用自己的热心和能

力赢得了村民的信任。陆引妹与梁

仲鸣在相互接触中产生了感情，

    年登记结婚。在当时信息闭

塞、人员流动极少的年代里，这样的

结合委实也属于“新潮”，陆奎明曾

评价这段婚姻：“这对夫妻的结合是

三大结合：工农结合，城乡给合，知

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结合。”

婚后双方互敬互爱，度过了艰难

的两地分居的岁月。    年梁仲鸣

中风偏瘫，陆引妹任劳任怨、尽心照

顾整整 年，直至丈夫离世……

“不孝不悌，不可以为子，不忠不

信，不可以为人”“居田里者，畏法度，

谨赋役，勤学好问，修己乐群，孝养父

母，勤俭守分”……鼓励青年人积极

进步、教育后人尊纪守法孝敬父母，

这样的祖训被郑重写在了《陆氏家

谱》中，字字句句传承优良家风。

抚今追昔 故土情深

陆家修谱的事情在村里传开了，

村民们从不理解、看热闹，渐渐开始

一起“看门道”。还有些村民表示“自

家也想做一份家谱，传给子孙”。

为了让后辈和村民们能更了解家

乡，陆家人纷纷拿起纸笔，  多篇反映

家风乡情的文章、书画，   条流传在

陆家桥地区的家训、民谚被一一收录

进家谱，忆故乡旧事、谈今夕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村民出行靠步

行和乘船，如今不过几十年时间，几

乎家家户户出门都有小汽车。”陆其

林回忆道，“村里的碾米厂曾在

    年的一个深夜发生火灾，厂房

全部烧毁，于     年重建。这一事

件，《金光村志》里都没有记载过，我

们的家谱，也为村史作出了补充。”

对此，陆其林非常自豪。

  岁的陆未蔚在村里度过自己

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对家乡印象

最深的是村头的大喇叭，“记得    

年欧洲足球锦标赛期间，每天凌晨

的战况，我都是通过村头的大喇叭

中的早新闻获取的。”

而    年，在陆奎明的脑海里，

记忆始终鲜明如初。“那是     年

  月   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的胡耀邦同志在上海市委原书记

芮杏文的陪同下亲临上海金山视察，

当时我担任金山区委常委、纪委书

记，有幸直接聆听到胡耀邦总书记的

教诲。胡耀邦同志在接见众人快结束

的时候，风趣地说，你们这里叫新金

山，太平洋对过有个旧金山，你们的

发展要对标旧金山，若干年以后要超

过旧金山。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流

通，市场需要什么，你们就生产什么，

种植什么，这就叫市场经济。”每每回

忆起这段往事，陆奎明都会感慨，党

的百年历史波澜壮阔，是无数先辈

“一棒接着一棒”接续奋斗的历程，

“做历史的传承者，也做未来的开拓

者，实乃吾辈及后辈之责任也。”

传承家风 人才辈出

在《陆氏家谱》记录中的近     

名族人中，有抗战老兵、有全国优秀

乡镇长、有教师、有工程师、有三八红

旗手……各行各业，人才辈出。

陆其林的外孙女陆惠春从小深

受爷爷热心助人的影响，还在学生时

代就积极参加各项志愿者活动，为困

难人群捐款，还资助了一个山区女学

生的学费，如今已是成为漕泾小学的

一名教师，将教书育人视为己任。

“  后”一代的孩子们也茁壮成长

起来。曾获    年东京奥运会射击混

合团体   米气手枪金牌的中国“  

后”小将姜冉馨，正是陆家第九代陆秀

华的外孙女，也是陆家第十一代后人。

    年，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让

陆家的传承来到了第十二代，这一

年，《陆氏家谱》也在陆家人历经 年

的努力下，正式付梓印刷。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

风正，社稷安。开宗明义，陆奎明老先

生在开篇第一页上题词，字迹遒劲有

力———“家和万事兴”。

““谱乃一家之史”，在金山区漕泾镇金光村，  岁的村民小组组长陆
其林及其族中   人，历时  载，数易其稿，终于圆了全家人的“族谱
梦”。《陆氏家谱》从早年陆氏两兄弟文山、文培搬来浦南陆家桥时期起，
对家族    余年宗亲关系进行考证、梳理，历经   世代更迭，如今叫得
出名字的后辈     多人。家谱中不仅收录了有关家训家风之文章、书
画   多篇，更收集了流传在陆家桥地区的家训、民谚    条，并对陆家
桥地区历史、文化变迁作了整理，让那些村中老人口口相传的风貌旧事
跃然纸上……

参天大树必有其根，万里江河必有其源。这本凝聚陆氏家族几辈
人心血的家谱，不仅传承着家族的血脉亲情，更是一方热土的发展见证，
寄托着百姓浓浓的“乡愁”。（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 傅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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