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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祠文化对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 

——以溆浦县龙潭镇为例 

吴淼
1
 

（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摘 要】：宗祠起源于封建社会，在维护封建统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当今社会，溆浦县龙潭镇以宗祠为载体

的宗祠文化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从族内助学帮危、评选道德模范、建立族规族训、传承优秀文

化等不同角度，提高族人思想认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提高文化自信，提高建设美丽乡村自主性，促进新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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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宗祠文化处理纷争、商议族内大事等功能已经渐渐退化，而龙潭镇各宗祠仍然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并且不断发展出社会所需要的新功能。面对现今社会追金逐利、缺乏文化自信，丢弃传统美德、宣扬读书无用，违法乱纪等不

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现象，宗祠文化仍然有一定的约束、引导作用。在农村建设过程中，镇村两级还存在明显的精神文明和物

质文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村干部更加关注如何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的问题，对群众精神、文化、道德方面的工作讲得多，落

到实处的少。龙潭镇各个宗祠每年都要开展多次评选奖励活动，如奖学助学、评选孝德模范、慰问困难族人等等，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村镇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的经费不足等方面问题。 

1 助学帮危，互帮互助 

龙潭镇许多宗祠内设置有奖学助学、救贫扶危的帮扶措施。助学主要是以宗祠的名义，对族内考上大学(一般是二本及二本

以上)而家中经济条件困难的族人进行资助，此举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向家冲向氏宗祠就已经实行。1943年，向氏乡绅向承祖辞去

龙潭高等小学校长职务，回到向氏宗祠，依靠个人声望，在向氏宗祠内创办向氏族人奖学会，将族内会祀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用

于助学，以鼓励族人努力学习，提高思想认识，救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多数宗祠，如岩板吴氏宗祠，族内实行奖学，每位

考上一本的族人皆可获得宗祠奖励，并且设有助学措施，对考上二本学校而家庭经济困难造成难以入学的族人提供一定的帮助。

黄茅园唐氏宗祠内亦有助学措施，如唐氏洪公祠祠长说：“现在，学子们处于困难时期，宗祠应该给予帮助，以后，宗祠也要

靠这些学子来支撑门户、建设家乡。”宗祠内实行的助学措施，也为今后乡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族内互帮互助，即族人家中有突发灾难无法应对时，宗祠会给予一定帮助，具体可以由族人自己上报宗祠，或者房头负责

人主动发现然后上报宗祠，宗祠核实具体情况后，给予一定的帮助。谌氏、唐氏、姜氏、夏氏等宗祠理事表示，如果族人遇到

无法解决的困难，并且向宗祠求助，宗祠会出面帮助解决。如合田姜氏宗祠，当族人遇到天灾人祸且无以应对时，可以由族务

委员会向族人发起募捐，然后转交给困难族人。金中唐氏俊杰公祠理事表示，族人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可以请求宗祠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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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洪公祠理事表示，族人生病住院，祠堂都会出面慰问，给予数百元的慰问金，表示对族人的关心。 

宗祠内的奖学助学措施，可以激励族内学子积极进取、提升学历，为国家建设、家乡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同时，也可以弥

补部分学子因家贫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遗憾；族内互助则在族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族人度过难关，传递人情温暖。这些措施

在某种程度上缓和因家贫、不可控的天灾人祸带给人们的焦虑和痛苦，减少社会摩擦，促进社会和谐。 

2 评选孝德模范，树立良好风尚 

宗祠建立最初的、也是最基础的功能即祭祀先祖，祭祀先祖的理念源自于最原始的崇拜意识，认为万物有灵，且灵魂不死

不灭。族人通过修建宗祠，为先祖灵魂提供休憩之所，并且通过每日上香、节日举办祭祀仪式来祭祀先祖，即取乐于神，希望

得到神灵庇佑，渐渐地形成一套建立于封建伦理体系之上的孝文化。长辈在生则日夜陪伴侍奉，如“父母在，不远游”等思想；

长辈辞世则日夜供奉，甚至辞官守灵。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日夜供奉、辞官守灵等做法已经不再出现，但是，长辈在生时陪伴

侍奉等良好的社会美德依旧传承。 

龙潭部分宗祠中设有评选敬老模范、为老人拜年等倡导族人尊老敬老的举措。如黄茅园唐氏宗祠内不仅每年评选敬老模范，

对模范予以表彰和鼓励，而且春节时还会组织为八旬以上老人拜年。唐氏洪公祠理事介绍，现在洪公分支内有八旬老人五十多

位，每年春节都会给族内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拜年，由房头负责，每年春节携带白糖、吃食等物资前去拜年。姜氏宗祠理事介绍，

理事会每年春节会去慰问族内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老人去世，宗祠出面献花圈，表示哀悼。向家冲向氏宗祠，从 2014年开始，

由向氏宗祠族管会建立孝德评选标准，共有“尊重长辈的兴趣爱好”“陪同长辈走亲访友”等细则 24条，从 2014年到 2016年

评选孝德模范 3位，孝德先进个人 14位，另评选和谐幸福之家 1户，由宗祠族管会为模范送去牌匾以示表彰，并登入族谱，以

鼓励族人弘扬孝德，尊重亲长，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3 族内教育教导，提高个人修养 

每一个宗族都有一套十分严明的族规族训，从族人的出生、求学到婚姻、丧葬等，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其管制范围之

内。“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宗族内的族规族训即一个大家族中的家法，具有很强的制约性，违者必罚，一般由族内长辈劝

诫责罚。麻国庆也发现在福建地区，宗族管理人员为了更好地控制族人，处理好族内成员的关系，都会有一套控制族众的办法，

如大量见于族谱的族规、族诫、族约、族禁之类的宗族法，通过对婚姻、财产、社会地位、伦理风尚、权利义务甚至行为举止

等社会活动各个方面内容的规定，为族人设立规范，并通过管理机关强制推行。 

龙潭镇各个宗族都建立了自己的族规族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族人忠孝仁义、耕读传家、睦族和邻等方面的劝诫。这些族

规族训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人们孝敬父母、团结友爱、勤俭持家、鼓励读书、处理人际关系、修正个人行为等方面

都还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如“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气”(《刘氏祖训》)，倡导族人要节俭，要兴办学校，鼓励读书。

“敦孝行弟，睦族和邻”(《谭氏训词》)，倡导族人要孝敬长辈，与族人、邻里和睦相处。“变气质，谨言行。节嗜欲，整服

饰。调性情，守家规。”(《向氏家训》)对族人言行举止进行规范性地引导。“祸莫大于纵己之欲，恶莫大于言人之非。”(《谌

氏家训》)教导族人做人应该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时时检点等等。 

有的宗族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参照国家政策，制定新的族规族训，如《谭氏宗约》：“孝敬父母……如有忤逆虐待遗弃行

为，为国法宗约所不容”、“严禁偷盗拐骗，流氓滋斗，伤情害理，法律不容”、“婚姻自主，反对强迫包办，嫌贫爱富，见

异思迁”等等，不仅融入了现代社会的法治思想，对婚姻自由等亦有体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族规族训的法律效力渐渐丧失，但是，在引导人们积极向上，提高人们个人修养等方面，仍然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其通过潜移默化地教导、影响族人积极向善，提高族人道德素质水平，促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3 

4 传承优秀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宗祠为传承民俗文化提供平台。龙潭人民非常讲究礼仪，常常十分自豪地认为，龙潭婚丧嫁娶的礼仪，是通过洗马人从宫

廷中传出来的宫廷礼仪。受到现代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冲击，许多传统民俗文化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舞台，宗祠的存在，即为这

些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平台，如舞龙灯、唱戏等民俗文化。春节时多数宗祠会舞灯，每个宗祠的灯各具特色，多数宗祠还有

自己的族灯，比如说张氏宗祠的蚕灯、唐氏宗祠的喔嚯灯、向氏宗祠的鹅颈灯、吴氏宗祠的雪火龙灯等。以吴氏宗祠的雪火龙

灯为例，雪火龙灯一共包括一条雪龙、一条火龙、一组蚌壳、一组狮子，以及敲锣打鼓、放炮仗、“喊好话”数人。临近春节，

族务理事会安排 1～2人负责组织，召集愿意参加的族人来宗祠内进行排练。龙灯出灯的时候，先在宗祠里面祭祀先祖，然后舞

蚌壳和狮子，再去各个宗祠和族人家中恭贺，既能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也可以增加族人之间的情感联络，促进宗祠之间的联

谊。 

族谱是宗族中最重要的文本资料，有的宗族因为族人较少，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修建宗祠，但是有修族谱，可见族谱对一

个宗族的重要性。族谱包括文字谱和人丁谱，文字谱通常包括凡例、序言、字派、迁徙、支系、坟茔、族产、族规族训、族内

重大事件等等。族谱中对氏族的发展、迁徙等有着清晰完整的记载，对族内有名望的人作有列传或者简介，有的宗祠文人士族

较多，还要在族谱中独立一个篇目来收录先人的各类作品。一方面以先人光辉事迹启迪后人，传承其优秀的精神和品质，一方

面也为氏族增光添彩，有利于提高文化自信。 

这些以宗祠为传承平台的传统文化、节庆礼仪、文艺活动，能够适应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而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从而丰富

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需求，也能提高族众的文化自信。 

5 强化主人翁意识，提高村民建设美丽乡村自主性 

在宗族发展过程中，形成许多以宗族聚居为单位的村落，如谌家院子、姜家院子、向家冲、王家山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强

化族人保护自然、建设家乡的主人翁意识。一个小村落住的大多是自己氏族的人，一个氏族就是一个大家族，于是，这个村落

便也像自己的家一样，多数人都是想要尽量保护，尽量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即使有个别破坏家园的行为，也会受到族人的谴责

甚至处罚。 

族人齐心协力保护自己的家园，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1945 年春，屡屡传来日军将要攻占龙潭镇的消息，龙潭

人民不愿抛弃家乡外出逃难，于是在家乡建立地方武装力量。向家冲向氏宗祠向承祖建立 400 多人的抗日地方武装，日寇偷袭

龙潭的消息正是向承祖部下谌元章率先得知并及时报告；小黄沙以张氏族人为首建立军民合作队，在小黄沙鹰形山战役中发挥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氏宗祠以王氏族人王勋华为首组建了由 300 多名青壮年农民参加的“龙潭农民自卫队”，为援助“血战

青山界”发挥了重要作用等等。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宗族聚居对美丽乡村建设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如合田姜家院子，族人齐心协力建设自己

的家乡，使姜家院子在布局、风景等方面比其他村落显得更加和谐优美。姜家院子在山坡上，背后是连绵不断的山脉，据姜氏

族人介绍，很久以前，山顶上就种了一排“龙脉树”，并下令不准砍伐，认为砍了“龙脉树”就会破坏“龙脉”，遭到先人的

惩罚。这是在族人对自然的认识相对低下时做出的解释，现在“龙脉树”说法不再显得那样扑朔迷离，很明显，“龙脉树”起

到保持水土的作用，从而减少了村落的自然灾害。这正是宗族意识强化了族人主人翁意识，提高其建设美丽乡村自主性的体现。

不仅仅是姜氏宗祠，还有许多其他宗族为自己的家乡建设做出了贡献，如向家冲，2016年 12月，以向氏族人为首，出版书籍《向

家冲——中国一个秀美的红色村落》，搜寻、记载了向家冲的红色故事、光荣典范、风景典故等等。此类现象，在谌姓为主的乌

峰、吴姓为主的阳雀坡等地皆有体现。 

各个宗族表现出来的主人翁意识，以及为建设家乡所作出的贡献和努力，直接推动了龙潭镇文化、环境、公共设施等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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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发展，对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6 结语 

旧时，族内制定族规族训，并且有配套的处罚措施，族人触犯族规，可长者执行处罚，宗祠对族人言行举止的影响具有规

定性、强制性。现在，宗祠影响族人的方式主要通过评选模范等带有表彰性质的举动来引导、鼓励族人尊老敬老，通过传承优

秀文化、强化主人翁意识等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族人，从而形成了从多方面、多角度影响族人的效果，在引导族人向上向善，

规范族人言行举止，提高族人思想认识、道德水平，提高文化自信，提高族人建设美丽乡村的自主性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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