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王国栋 孙洪锋

“‘忠孝贤良老，文章德业人’。康熙皇帝
为我先祖王曰高亲笔赐赠的这副对联，就是
我们遵循的家训。”2月7日，在茌平县信发街
道北八里村，退休村支书王公科一边擦拭装
裱好的史料照片，一边念叨着。

史载，王曰高自幼聪敏好学，7岁能文，10
岁执父丧如成人，清顺治三年中举人，1658年
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升工科右给事中，被选
作翰林后，曾任康熙皇帝的启蒙老师，曾参与
审理鳌拜一案，后官至礼部掌印给事中。其所
著《槐轩集》《槐轩小草》等3部著作收入《四库
全书》。告老还乡后，他撰写了茌平县清朝历
史上的第一部县志，现收藏于山东省图书馆。
王翰林死后，康熙亲笔赐赠：“忠孝贤良老，文
章德业人”。

七旬老汉再当“官”

“小朋友，咱村有个开王翰林展览馆的，
他家在哪儿啊？”“前面右转，再直行200米，路
边上就能看到挂着展览馆的大牌子了。”在北
八里村，记者向一位约六七岁的孩童打听，孩
子脱口而出。

依言而行，只见茌平县翰林文化研究院、
王翰林展览馆两块简陋的牌子并排而立，一
座不一般的展览馆赫然在目。

为何不一般？偏居一隅的小院，低矮的平
房，两扇木门咯吱咯吱地打开后，一股古朴的
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满
墙都是一幅幅精心装裱起来的史料文献，一
幅王翰林画作高居中央，一张八仙桌上，笔墨
纸砚、放大镜安静地摆放着。

1943年出生的王公科成了展览馆馆长。
“老王可是个闲不住的人。”村民王玉玺

打趣道。原来，当了17年村支书的王公科，在
任时修村路、建学校，县里表彰发奖经常登
台。退休后，放着清闲日子不过，东奔西跑建
起了王翰林展览馆。

“文以养人，建个展览馆，就是想让大家伙
儿实实在在地感受先祖的德行，传承学习先祖

‘忠孝贤良’的家风。”王公科有自己的想法。

8年6万里追史寻宗路

300多年来，北八里村作为王曰高告老还
乡的归隐地，王氏族系越发庞大。全村5800多
人，其中大部分都为他的后人。

“先祖‘忠孝贤良’的德行传承三百多年
了。随着王氏族人迁出，很多重要的物件文献
都遗失散落了。”王公科自2008年从村支书位置
上退下后，便萌生了追史寻宗、重建翰林宗祠
的念头。

“沈阳新民市的中古城子村，有从我们村
迁走的王氏后人；还有泰安新泰市的羊流镇、
山西晋城的皇城相府，省图书馆我前前后后

跑过了四趟。”王公科拿出一摞已经发黄的车
票单据，一边点数一边感叹。

“8年时间跑了6万多里路，光车费就花了
3万多元，鞋都穿坏了4双。”已满头花白的王
公科说。“几年来，靠其他族人的捐助，再加上
自己垫付的钱都够买一栋楼了。”

8年的时间，2900多个日夜，王公科遍寻
王翰林的踪迹，找到了300多篇史料记载，回
购了1件王翰林亲笔题写的牌匾。这件唯一的
牌匾被他视若珍宝，每天都要擦拭一遍。

传承“忠孝贤良”祖训

“搜寻这些只为能让先祖王翰林‘忠孝贤
良’的家训传承下来，教化更多的人。”谈起追
史寻宗的缘由，王公科说道。

他将收集整理的史料精心装裱起来，把
自己居住的两间瓦房改装成了王翰林史料展
览馆，建成至今两个月，参观人数已超过800
人，他自己的孩子孙子们还专程请假回到老
家参观。

“我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再加上孙子孙女
辈儿，直系亲人26个。小辈儿就出了7个大学
生。”谈起先祖遗训对自己的影响，王公科非常
自豪。除了对自身的影响，祖训对全村的教化
作用也十分明显。“全村出了100多个大学生，去
海外留学的也有三四个。”王公科说，全村人对

“忠孝贤良”的祖训看得很重，“村里的‘善行义
举四德榜’上都放不下了，选谁都是典范。”

◆寻找齐鲁新乡贤（18）

□本报记者 张环泽

今年2月底，滕州市羊庄镇石湾村68岁
的村民沈贵民一家获得羊庄镇首届“书香家
庭”称号。

评委会写给老沈的颁奖词比较恰切：
“他不是作家，却有着作家的梦想；没有三
尺讲台，他一样教育儿郎。撰文字字珠玑，
充满正能量，引导后辈子孙积极向上”。

沈贵民有三大爱好：看书、练字、写文
章。3月4日，记者去他家采访时，老沈正手
握签字笔，在自己装订的白纸本上，用行楷
工工整整抄写《中国家训》。“复印本送光
了，邻居要得急，就又抄上了。这样也好，
我一边练字，一边熟悉内容。”

沈贵民是羊庄镇退休干部，他入伍在部
队做文书，退伍后与书籍文字成了“战
友”。乡镇工作繁忙，但沈贵民总能挤出时
间来学习，工作之余不是读书看报，就是练
硬笔书法。孩子们记得，夜里父亲书房里的
灯从没有在11点前熄过。《毛泽东选集》、
《邓小平文选》、《曾国藩家书》等政治、
哲学、家风家教类的书籍是沈贵民的最爱，
经常讲给孩子听。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双
儿女知书达理，好学上进。女儿顺利考上了
大学，成为路桥高级工程师。儿子高中毕业
后参军，退役后在外地工作，一家人生活得

和和美美。沈家自然成为石湾人心目中学习
的榜样。

孩子站没站相，坐没坐样；十来岁的孩
子逃学泡网吧……2012年，退休后回家定居
的沈贵民，看到自己的近亲对孩子教育有些
放纵，多数小孩礼教不足，缺少规矩。他从
自家身上感到家风家教、传统文化教育孩子
的重要性，就购买了《弟子规》，一笔一划
抄录下来，并在深奥难懂之处加上注释，然
后复印装订成册送给同族兄弟、侄孙们。沈
姓族人知道后，不管远近，纷纷登门求书。
后来，同村雷、梁、刘等本村外姓人家听说
后，也登门讨要。沈贵民有求必应，又复印
了几百本。“我们大半个庄子，不管沈姓还
是梁姓，几乎每家一册。”尽管搭进去上千
块钱，但沈贵民觉得特别有意义，“他们拿
回家后，大人读，小孩学，我感觉到这几年
来附近的孩子比以往规矩多了，这说明我的
手抄本起作用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2014年，沈贵民到德州临邑县一家房地
产企业打工，因为工作比较轻松，他又有了
抄书的想法。思来想去，觉得朋友借给他读
的《中国家训》手抄本内容不错，于是便决
定抄写此书。沈贵民根据自己的阅读感悟撰
写了前言，洋洋洒洒2000余字。他写到：
“如果人人这样，你敬我爱，蔚然成风，长
幼有序，和谐文明，社会进步，民族振兴，

那不就是人们向往的中国梦吗？努力吧！学
好《中国家训》，重在实践，大可报国，造
福于民；小可治家，致你饶裕无忧，平安一
生！”

《中国家训》分修身篇、治家篇、处世
篇，近万字，皆是从我国历代不同姓氏的家
训及族谱中摘录的家训名言。沈贵民将里边
的生僻字，查字典后一一注音、注释。

手抄本完工时，浙江义乌籍的房地产老
板发现后便一页一页翻读起来：“老沈，你
这本书太好了，好果我们的员工和业主都能
按书里的话去做，何愁做不好人，干不好工
作？”他出资复印了几百本送给员工和业
主。当地镇上的教育部门和学校知道后，也
从沈贵民那里要来手抄本，复印后发给学生
阅读。

去年春节回家后，沈贵生决定不再出去
打工了，专心致志抄写、普及《中国家训》。他
自费复印手抄本赠送给族人、乡邻及亲朋好
友，家里再一次涌起了求书潮。

今年春节，在中国地质大学读研究生的
沈俊宇上门拜年时说：“爷爷，多亏了您这个
手抄本，让我明白了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位卑未敢忘忧国。沈贵生真诚地对记者
说：“如果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族都
能够自觉提高自身素质的话，那么，我们整
个民族的素质就自然而然提高了。”

为让子孙后代传承“忠孝贤良”的家风，8年行程6万多里探寻先祖遗迹———

王公科：七旬老汉自建“翰林馆”

沈贵民：手抄家训弘扬传统家风

8年的时间，2 9 0 0多个日
夜，王公科遍寻王翰林的踪迹，
找到了300多篇史料记载，回购
了1件王翰林亲笔题写的牌匾。

“搜寻这些是为能让先祖王
翰林‘忠孝贤良’的家训传承下
来，教化更多的人。”王公科
说。

上图：王翰林亲笔题写的牌
匾被王公科视若珍宝。

沈贵民在抄写《中国家训》。

□记者 董卿 隋翔宇
通讯员 王强 蒋言芳 报道
本报栖霞讯 地处胶东半岛丘陵山区的栖霞，一向以山

清水秀、苹果甜美而闻名，被誉为“苹果之都”。而最近，这里的
“人”也成为了当地的城市新名片。

日前，栖霞举办首届“最美栖霞人”颁奖晚会，从“爱心妈
妈”泮爱香、“支书榜样”李艳杰，到果都星光公益团队、苹果兄
弟，一个个活跃在栖霞不同领域的“最美”典型走上颁奖台。

“用自己伟大的‘凡人善举’感动着栖霞大地，也撑起了这
座城市的精神‘脊梁’。”这是颁奖现场对这些栖霞好人的集体
评语。

除了当天上台领奖的模范之外，还有一些“最美栖霞人”
的名字让大家耳熟能详：洪水中，毅然决然地把救命的树干推
向战友，挽救了别人却牺牲了自己，他就是最美抗洪英雄刘景
泰；自己省吃俭用，却将子女孝顺的140余万养老钱全部捐出，
先后5次修建4所希望小学，他就是最美布衣慈善家孙茂文；
180秒，一刻不停地为患者进行心脏按压340余次，硬是从死神
手里夺回了一条人命，她就是最美护士王亚萍。

这无数“最美”典型的背后，是栖霞对城市精神文明孜孜
不倦的追求。“近年来，栖霞注重从价值观养成、四德工程建
设、道德模范选树等层面入手，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促进市民道德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引
发了好人集聚的社会效应，也为建设甜美栖霞提供了文明和
谐的社会环境和深厚的道德基础。”栖霞市主要负责人表示。

价值观养成夯实“最美栖霞人”道德之基。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根本，栖霞把价值观培育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当中，
广泛宣传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市35个公交站亭、10个
过街天桥、200余个村庄以及城区3个大型LED屏均实现了公
益宣传全天候覆盖。

四德工程建设润泽“最美栖霞人”萌发土壤。该市把加强
四德工程建设作为中心任务，依托省市级文明镇、村等城乡基
层“道德讲堂”、道德论坛阵地，通过身边好人好事的宣扬来传
播社会正能量。同时，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推动栖霞志愿服
务联盟网和志愿云信息系统平台规范化。

目前，栖霞市范围内已有涵盖教育、医疗、文化、青年、社
区等志愿者队伍45支共8000余人，利用雷锋月、邻居节、中秋、
春节等重大节日，年走访慰问困难家庭、孤寡老人及开展农村
义诊、环保卫生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236次，助老助困助学物
资达百万元以上。

栖霞市充分发挥模范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引领“最美栖
霞人”向更高层次发展，2016全年共涌现出山东好人及道德模
范25人，烟台好人及道德模范17人。同时，2016年上半年组织
全市80多个省市级文明单位分两批进行了“中国好人榜”网上
推荐，有10人当选中国好人，引发“好人集聚”的社会效应。

“最美栖霞人”

成“苹果之都”新名片
去年10人当选中国好人，省市级模范超过40名

□孙京信 李雯 报道
本报平度讯 “这是旧村搬迁前用消防摇臂车拍的村庄全

貌照片；这是每家每户在门前的合影，馆内共有照片270余幅；这
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产队的账本、旧用品；这是村民及周边村
民捐的清代物件；这是新村实景沙盘……”近日，平度市李园街
道戴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史博物馆馆长戴振德表示，平度市首
个拆迁村村史博物馆，2016年12月23日正式开馆。

戴家庄村拥有650余年历史，历经风雨变幻，完成了第一产
业到二、三产业的转化。1997年开始改造，2013年10月拆除村民平
房126栋。为传承和保护历史文化，给后人留下更多的记忆，戴家
庄村史博物馆从2015年12月21日动工建设，历时一年而成。

村史馆位于村委楼三层，共100平方米，分为村居概况、村庄
蜕变、岁月沧桑、村党组织、村级政权、创业历程、时代楷模、村籍
名人等10大板块，18个板面展示和说明戴家庄村的发展变迁。

“这块青砖是村里砖窑的产物。由于2013年所有房子被清
理掉，博物馆里的这一块青砖，是拆迁时一位有心的村民拆下
自家的6块青砖中的一块。”戴振德说。

戴家庄村位于常州路西，2013年被列入城市改造拆迁村
庄。青岛市谱牒文化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得悉后，建议村委，在
拆迁之前，为每户人家拍照，留下影视资料，筹建村史博物馆，
给村民留下记忆和乡愁。因工作细致到位，赢得了群众的好
评，从入户评估到签订合同再到旧房全部推倒，仅用了12天时
间，创造了零上访的“戴家庄速度"。

村子拆了 乡愁还在
平度首家村史博物馆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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