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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义传承】保家卫国他们身先士卒
“我们家族自古以来就有这样

的传统，但凡国家需要，苏氏男儿
总是身先士卒。”苏根庆专程带领
记者来到“苏氏文化屋”，指着苏氏
家训说：“你看我们的家训就有从
戎守疆，精忠报国。”

苏根庆告诉记者，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时，该家族
就 有 五 六 名 青 年 响 应 号 召 参 军 。
不仅如此，他们家族还有一位荣获
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等战功的英
雄——苏景昌。在苏根庆的引荐
下，苏景昌向记者讲述了曾经的那
段故事。

1979 年 ，在 对 越 自 卫 反 击 战
中，刚刚参军不久的苏景昌被派到

了前线。
“我是负责后勤运输的司机，

战斗刚开始没多久，我和战友开着
车向前线运输战备物资，刚走到越
南境内，就遭到当地武装力量的袭
击。”苏景昌说，当时，当地武装力
量用火箭炮炸毁了运输车辆，受到
袭击后，车辆瞬间起火，他也因此
受伤昏迷。

没过多久，苏醒过来的苏景昌
看到被炸毁的车辆和牺牲的战友，
怒火中烧，利用黑夜的掩护，对当
地武装势力进行了反击。

“我当场击毙了 9 名敌人，因
此受到部队的嘉奖。”苏景昌说，转
业后，他回乡担起了乡村振兴的重

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文化传
承，将北村社区打造成为中原有名
的“苏氏文化村”。

在苏辙一生南北辗转的足迹
中，他在许昌的短暂停留，成为这
座城市独特的历史记忆。如今，他
的后人在北村社区繁衍生息，将苏
氏文化代代传承，以家训，教子孙
学良向善，成为许昌一道独特的乡
村风景。

【忠君爱国】苏姓族人与李自成军队抗衡
“宁舍性命罪权奸，岂为杨涟

惜一饭？平生知交唯苏郎，继欧浩
气荡颍川。”患难见知己，板荡识忠
臣。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里，也从
来不乏正直的心灵，苏继欧以微弱
但持久的光亮，诠释了忠诚与坚守
的 含 义 ，为 后 人 照 亮 了 前 进 的 道
路。

苏继欧的后人苏举宸曾带领
族人与李自成的军队抗衡。据传，

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由现
西湖公园西北角攻入许昌城，在城
区东北部与明军展开巷战。

“举宸，字德昭，大明死节，谥
中烈公。”在苏青龙收藏的旧族谱
中记载了苏姓族人与李自成军队
抗衡的事件。1933 年出版的《许昌
县志》中就有关于苏举宸的记载：

“举宸，弟和宸，许州人。忠义太常
公（苏继欧）之从侄。并具勇略，常

以忠臣、义士自期。值明季寇起，
纠 合 族 众 ，保 障 一 乡 。 崇 祯 辛 巳

（公元 1641 年）闯贼攻许，驻兵于
杨家寨。兄弟率义勇数千，出奇制
胜，几挫贼峰。”

苏举宸、苏和宸弟兄二人的举
动彻底激怒了李自成的军队。他
派兵包围了其住宅，逼其投降，但
苏举宸并不屈服，最终被大火焚烧
致死。

【寻根留本】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
“这是我们家族的家谱，我是

苏辙第 29 世孙。”4 月 22 日，苏根庆
拿出几本家谱让记者翻看。该家
谱分支记载很详细，每一代、每一
支都有记录。

“中原眉派苏氏后裔各支均有
族谱，以许昌最为详细。清康熙以
来 60 年一大修，30 年一小修，每修
必经官府参与，历届知州都撰写有
序言，多为官修谱。”苏根庆说，家
谱记载了一个家族的历史，能够让
人真实地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时
代精神、社会风尚，了解当时历史

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是
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许昌建安区河街乡陈胡村，
提及苏青龙几乎无人不知。他因
多年研究苏氏家谱，在方圆一带很
有名气。他收藏有多个版本的《苏
氏宗谱》《苏氏族谱》《苏氏家乘》和
百部各姓族谱，而且多次参与苏姓
家谱编撰工作。

2018 年 10 月 份 ，苏 青 龙 参 与
编撰的《眉阳苏氏族谱》《河南泌阳
毗水堂苏氏宗谱》被中国国家图书
馆、河南省图书馆等单位收藏。

“一个人不管漂泊多远，总忘
不了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埋葬着
他们的祖人。”苏青龙认为，现代社
会，认祖归宗的精神比名人之后的
身份更为重要。只要有了谱书，与
该家族有关的人和事都能被记载、
传承下去。

“族谱还有乡土教材的作用，
能振奋、激发子孙后代学习、发扬
先辈精神、奋发有为。”苏根庆认
为，族谱记载祖辈先贤艰苦创业的
经历，这对启示和教育后人有一定
的作用。

三苏与河南
北宋文学家苏洵、

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四
川眉山人，同列“唐宋八
大家”，世称三苏。其中
尤以苏轼成就最大，号
称全能大家。

苏 轼 一 生 仕 途 坎
坷，长期担任地方官，足
迹遍布大江南北。据河
南郏县县志记载，苏轼
生前多次路过此地。公
元 1101 年，苏轼客死常
州，家人遵其遗愿，于次
年迁葬东坡先生于郏县
城西之小峨眉山东麓。

苏轼去世前，其弟
苏辙就已经隐居在今天
的许昌，谢绝宾客，闭门
著书。公元 1112 年，苏
辙卒于许昌，家人依嘱
将他葬在苏轼身边。从
此，此地被称为“二苏
坟”。其后，苏轼、苏辙
的子孙多在河南任过
职，并相继安葬在父辈
身边。三苏后裔由此散
落河南各地。

元代至正年间，当
时的郏县县尹置苏洵衣
冠“座诸两公之间”，“二
苏坟”遂成“三苏坟”。

“诗书传家门毓
秀，博爱处世人长
久。”纵览中国历史，
没有哪个家族能像
苏氏家族一样，在唐
宋八大家中占据三
个席位，被传为千古
佳话。除了天资禀
赋外，苏氏一脉代代
相传的家风，无疑是
他们成长路上的重
要基石。如今，建安
区苏桥镇北村社区
扛起了“苏氏文化
村”的“大旗”，侠肝
义胆的苏氏后人承
祖训，英雄模范人物
层出不穷。

□ 记者孙江锋

承祖训，教子孙学良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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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根庆向记者介绍苏氏家族家训。 记者孙江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