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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顽强、坚毅之民族，又是一个特别重视血缘关系的民

族。《礼记·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

本在家。”家与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个细胞都健康，社会

肌体就正常。 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首为先。 南北朝时期,我国第一部家庭教

育专著《颜氏家训》问世后，家训、家风由此成为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追溯历史，严格的家训家规和良好的家风，孕育出众多的人杰。 在历史长

河中，同为炎黄子孙，喻氏宗族同其他族姓一样，英才辈出，群星灿烂。

据喻氏宗谱载：始祖喻猛，汉苍梧太守，十六年政绩卓著，贤德斐声朝野，

百姓爱戴，传“清白吏”美名；唐朝喻凫，才华横溢，留绚烂诗篇。 宋元明清

历代，喻氏宗族英贤辈出：北宋年间，喻皓修造的木塔，至今屹立中原；北宋

末，拒金人威胁利诱，挂冠而去，不向伪帝称臣的喻汝砺，民族气节辉映史册；

明代喻安性，踏遍东南沿海抗倭，百姓感其恩，庙堂塑像，供世代叩拜；喻茂坚

为政清廉，声张正义，拆狱洗冤，修订《问刑条例》，与奸相严嵩较腕，嘉靖帝

称赞为“天下清官”。 告老还乡后，创办“尔雅书院”，使喻氏宗族文风久远，

传承百代子孙；清代喻成龙，协助于成龙辅佐康熙大帝平定噶尔单叛乱；浙江黄

岩喻长霖，牢记家训，潜心苦读，终一举成为“榜眼”；辛亥革命烈士喻培伦，

向清封建王朝投掷震天巨响炸弹，舍身成仁；湖北喻育之，跟随孙中山投身武昌

起义。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喻氏宗族的家训家风成为良好政风、

世风的“摇篮”。 宋时，浙江义乌喻良能“五子登科”传佳话；明代，重庆荣昌

喻茂坚被誉为“官宦世家”，明代至民国三、四百年间里，湖北黄梅，涌现出二

十多位喻氏名人，延续着“文化世家”的美名。

喻氏家训家规经过历代先祖的整理、传承，形成了完备的家训家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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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年，喻氏后人、明末著名易学家喻国人将喻茂坚的两副联训和之前已有的8

条喻氏家训进行了补充、深化，又撰写家训6条，形成相对完整的喻氏家规家

训。 之后明清两代,喻氏家规又经过三次补充完善。 喻茂坚教育子孙耕读为

本，忠孝传家的《垂训联》曰：“衍祖宗一脉真传，克忠克孝；教子孙两行正路，

惟读惟耕。”《训示联》曰：“事五尺天而天知，存方寸地而地知，为人父母无

愧；领千钟粟以粟养，读万卷书以书养，在我子孙自修。”

喻氏家规家训有三大特点，即：注重文化教育，以耕读为本；注重德行修

养，忠孝两全；注重遵纪守法，不违法乱纪。

数百年来，严格的家规家训哺育出许多优秀的喻氏族人，仅明清时期取得功

名的就有322人，涌现出一批清正廉明、秉公执法的好官，如弹劾权奸魏忠贤的

兵部尚书喻思恂、秉公主审魏忠贤同党的巡抚喻思慥等。 家训家规，显示出推

动时代进步和发展的正能量，闪耀着超越时空的光辉。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华喻氏宗族步入新的历史时期。 时下，人们都在热

议如何解决道德缺失、价值观偏离、倡导正能量等社会问题。 面对物欲横流的

现实，宗亲们应传承弘扬喻氏家训家风，领悟其精髓。 宗亲们可以细心品读收

录在《中华喻氏家风家训赏析》中的格言、警句、训诫，洗涤心灵，从中悟出做

人做事的哲理，奠定宗族共同的道德基础，夯实宗亲们未来发展的思想根基，培

养后人爱国、孝道、诚信、奋发、创新的精神品格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2014年，中华喻氏族氏研究会编辑出版《中华喻氏通谱》和《编修族谱

谭》，现在又编印出版《中华喻氏家风家训赏析》，这是喻氏宗族的一件盛事，

值得铭记。

伴随世代的发展和进步，喻氏宗亲们要勇作新时代“大众创业的开拓者，万

众创新的耕耘者，不畏艰辛的攀登者”，不断推进喻氏宗族各项事业的兴旺

发达。

是为序。

喻春喜　　

2016年8月于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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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祭祀

族中祭礼,当以诚敬为主。礼仪曰:“致齐①于内,散齐②于外。齐之日,思其居

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齐三日,乃见其所为齐者。祭之

日,入室悠然③,必有见其位周旋;出户肃然④,必闻见其声容;出户而听,忾然⑤ 必

有闻乎其叹息之声。”此所以尽人子之精诚,以达于先灵也。苟⑥祭而不诚不敬,何

贵乎有祭哉?

———《重庆永川喻氏谱》

【注释】

①致齐:古代在举行祭祀前清心洁身的礼式。齐,同“斋”。《礼记·祭义》:

“致齐於内,散齐於外。”《礼记·祭统》:“故散齐七日以定之,致齐三日以齐之。定

之之谓齐,齐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

②散齐:亦作“散斋”。古礼于祭祀父母前七日不御不乐不吊,谓之“散斋”。

齐,后多作“斋”。《宋书·礼志一》:“殷祠,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

③悠然:忧伤貌。宋梅尧臣《朔风寄永叔》:“悠然伤我心,历乱非可拟。”

④肃然:形容严肃认真,庄严。宋苏轼《后赤壁赋》:“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

恐,凛乎其不可留也。”《荀子·强国》:“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

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

⑤忾然:感慨貌;叹息貌。《礼记·祭义》:“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

声。”《新唐书·刘澭传》:“常忾然有复河湟志,屡为朝廷言之。”清钱谦益《妻徐氏

赠一品夫人制》:“循念终始,且用忾然。”

⑥苟:假设;如果。《赵威后问齐使》:“苟无岁,何以有民?”《史记·陈涉世

家》:“苟富贵,无相忘。”《赤壁之战》:“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赏析】

古人极其重视祭祀的礼仪,强调祭祀必须诚敬。主要体现在要求参加祭祀的

人,在祭祀前必须斋祭三日,以及在致齐之日思亲,即思念先人的“居处、笑语、志

意、所乐、所嗜”,充满对祭祀的认同感。到了祭祀那一天,进入庙室,隐隐约约好

像看到了亲人的容貌;祭毕转身要出门时,肃然心动,又好像听到了亲人说话的声

音;出门再仔细地听,又好像听到了亲人喟然长叹的声音。全文都运用了大量的

语言来勉励族人在祭祀的时候保持谦逊恭谨的态度,对待祭祀一定要诚心、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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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敬,才能慰藉先灵,表达对先人的感恩和怀念。倘若祭祀时不诚不敬,则祭祀无

多大意义。

凡宗庙之祭,主祭者属之冢嗣①,故礼文曰:“支子②不祭。”凡偾军③之将,亡国

之大夫与为人后者,皆不得与于祭,祭典诚严矣哉! 但考之世系,论冢嗣则其人传

止无定位,论齿序④则其人贤否参差,以极重之典而委之无定之议,争辩由此起,祭

祀由此亵矣。以指意计之,宗庙之中,式凭者祖考,瞻仰者子姓。嗣后主祭,义应

序齿⑤。序齿必先绅而后衿,庶上以显荣祖考,下可以激励子姓。而绅衿⑥ 之中又

以昭穆⑦长幼为序,则其议始定而无相争之患矣。倘无绅衿,则即以宗子⑧ 主之。
宗子者,贤明而有德者也。古者择其贤子弟为师,以象⑨祖考⑩。象之犹可,而况主

祭乎? 其元旦、冬至庙祭以及清明墓祭仪制,另开费用,公具 大典,想无差忒,但

虑众家三代之生忌,或疏四时之时物,不存先民有恪,胡独匪人能不遵乎? 至于致

斋散斋之必诚,始事终事之必敬,是在主祭与祭者尽物尽志耳。子子孙孙勿替,引

之于后贤者有重望焉。
———《江西新建县喻氏谱》

【注释】

①冢嗣:嫡长子。《国语·晋语三》:“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唐韩愈《顺宗

实录三》:“上御宣政殿,册皇太子。册曰:‘建储二者,必归于冢嗣。’”

②支子:庶子。《礼记》:“支子不祭。”

③偾军:使军队覆败。唐陆贽《请不与李万荣汴州节度使状》:“悖谓犯上,败谓

偾军。”清俞樾 《茶香室丛钞·为人后者不入》:“以其背亲从人,故与偾军亡国者

并斥之。”

④齿序:年龄的次序。《水浒传》第五二回:“虽是军师严令,论齿序,他也是你哥

哥。”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张诚》:“乃以齿序:别驾四十有一,为长;诚十六,最少;讷
二十二,则伯而仲矣。”《清史稿·定安亲王永璜传》:“皇长子诞自青宫,齿序居长。”

⑤序齿:按年龄长幼排定先后次序。《礼记·中庸》:“燕毛,所以序齿也。”

⑥绅衿:绅,绅士,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衿,青衿,生员所服,指生员,泛指地

方上体面的人。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盗户》:“章丘漕粮徭役,以及征收火耗,小
民常数倍于绅衿。”《儒林外史》第四回:“合城绅衿都来吊唁。”

⑦昭穆: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
世位于始祖的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始祖的右方,称穆。昭穆用以分别

宗族内部的长幼,亲疏远近。后泛指家族的辈分。《周礼·春官·小宗伯》:“辨庙

祧之昭穆。”《后汉书·本纪·肃宗孝章帝纪》:“朕得识昭穆之序,寄远祖之思。”

⑧宗子:嫡长子,古代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大宗,为族人兄弟所共尊,故称宗

子。宗子身承大宗,分家时,宗子除了占有家庭财产的主要部分外,还继承老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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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爵位。宗族中,无论祭祖先、办丧事、宴宾客,都以宗子为主。《诗·大雅·板》:
“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礼记·礼曲》:“支子不祭,祭必告

于宗子。”

⑨象:模拟;仿效。《核舟记》:“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

⑩祖考:祖先。《诗·小雅·信南山》:“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唐韩

愈《祭郑夫人文》:“春秋霜露,荐敬苹蘩,以享韩氏之祖考。”明朱国祯《涌幢小品·

朱巷》:“既即大位,刻石于临濠之陵,并祭四代祖考。”

具:置办;准备。《郑伯克段于鄢》:“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
《孙子兵法·谋攻第三》:“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

【赏析】

本文开篇就强调宗庙的祭祀,主祭者必须是嫡长子,这也非常符合西周以来

宗法制的要求。然后以《礼记》中记载的“旁系的子弟不能参加祭祀”为引,提出祭

祀祖先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即凡是使军队覆灭的将领、亡国的臣子与他们的后

人,都不得参与祭祀。由此可见,祭祀的规矩很严格。中国人对祖先的感情很深,

认为祖先即使去世了也不会离子孙太远,而是会一直默默地关心、庇佑子孙,所以

子孙更要对待祖宗严肃恭敬。族中主持祭祀,要遵守长幼尊卑的秩序。主持祭祀

的秩序必须是先绅士后生员,以达到向上光宗耀祖,向下激励子孙的目的。主持

祭祀的人必须是绅士,若无绅士则须嫡长子主持。春夏秋冬四时都要通过祭祀的

方式与祖先保持沟通,祈求福佑。祖先祭祀是一种重要的祭祀仪式,现在的人也

依然对此十分重视。本文还告诫族人在祭祀的时候要摆祭品,念祭文。甚至很多

地方在大年三十之前还会到墓地扫墓,祭祀亡人,以表达对亡人的哀思,对于这些

好的传统习俗我们应当继续传承下去,为后人树立一个学习的典范。

夫祖宗邈①矣,止此一气②,宾通俨然③。陟④降临之者,只一祭祀时,乃古者祀

必有祠,祭必有田,率以爵仕为差,而今则乡里士庶⑤之家皆有之,然亦名存而实亡

矣。吾家自入川以来,大概百余年矣,四散亲处宗祠,未修祭田,未置祖宗祀典缺

焉,未举此在于固有,不能无遗恨者,尚冀⑥ 将来有志者,相与悉心讲论,极力担

荷⑦,择地建祠买田奉祀。余虽衰老,尚得与昆弟⑧子孙辈,竭蹶⑨从事,共襄⑩盛举

至。若庙制祭礼,诸式备录家礼编内,倘后人遵守而奉行,将见主祭者簪缨奕匕,

骏奔者矜佩济匕。我祖宗贻泽未远,根本滋植,则枝业随之,此亦理有个然,岂

曰余奢望哉!
———《重庆永川喻氏谱》

【注释】

①邈:高远;超卓;优秀;卓越。南朝梁吴均《与朱元思书》:“夹岸高山,皆生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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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三国志·周瑜传》:“公瑾雄烈,胆
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

②气:气节;志气。《出师表》:“诚宜开张圣听,以光 先 帝 遗 德,恢 弘 志 士

之气。”

③俨然:形容庄重、严肃。《论语·尧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

望而畏之。”《战国策·秦策一》:“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鲁迅

《祝福》:“晚饭摆出来了,四叔俨然的陪着。”

④陟:晋升;进用;登高。明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光宗

元季庚申,起公(袁可立)尚宝司司丞。熹宗元季辛酉,陟尚宝司少卿,七月陟太仆

寺少卿。”东汉张衡《东京赋》:“省幽明以黜陟。”

⑤士庶:士人和普通百姓;亦泛指人民、百姓。《管子·大匡》:“君有过,大夫

不谏;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进,可罚也。”《后汉书·刘虞传》:“青、徐士庶,避黄巾

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

⑥冀:假借为“觊”,希望,期望。《国语·鲁语》:“吾冀而朝夕修我。”《韩非子·

五蠹》:“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

⑦担荷:承受的压力或担负的责任。明李贽《复周柳塘书》:“若特地出来,要扶

纲常,立人极,继往古,开群蒙,有如许担荷,则一言之失,乃四海之所观听,一行之

谬,乃后生小子辈之所效尤,岂易放过乎?”郭沫若《今昔集·致木刻工作者》:“木
刻工作者的担荷和责任是多么地加重了呀!”

⑧昆弟:友好,友爱。《战国策·齐策》:“今秦、楚嫁子娶妇,为昆弟之国。”

⑨竭蹶:尽力。明黄道周《节寰袁公(袁可立)传》:“二三贤士大夫黾勉戮力,

柴叔舆以质实匡襄于先,于廷益以骏烈克巩于后,吴永清、罗学古之徒成将助竭

蹶也。”

⑩共襄:共,大家一起。襄,本义是“成”,后引申为“相助、辅佐”,使事情办成

功的意思。

簪缨:古时达官贵人的冠饰,因以喻显贵。指世代做官的人家。唐杜甫《八
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缨。”唐张说《灉湖山寺》:
“若使巢由知此意,不将萝薜易簪缨。”元郑德辉《王粲登楼》第二折:“贤士乃簪缨

世胄,堪为元戎帅首也。”

矜:作为仪仗矛。仪仗矛其实并不使用,只是摆摆样子,所以《说文》说“矜,

矛柄也”,可以理解为:矜的用场只是它的长柄,可以权当老人手杖。作为军权和

武备的象征,长矛在握,人便有了几分胆量,因此有“矜持”一词流传。“矜持”就是

“长矛在手”的意思。汉贾谊《过秦论》:“锄櫌棘矜。”

贻泽:传及子孙的德泽。清冯桂芬《浙江升用知县候补府经历赠吴县王君

家传》:“文恪公忠孝传家,其贻泽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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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开篇就称赞了祖先优秀的气节,并且倡导子孙后代学习先祖的优良品

质。紧接着一步步引出希望族人建立祠堂,供奉祖先的话题。并且提醒族人要重

视宗族祭祀,即使因为迁徙导致子孙散落各处,仍要修祭田,不能忘记对祖宗的祭

祀,同时还要选择地方建立祠堂,购买土地供奉祀典,这样一个宗族才会有强大的

凝聚力,才会使自己的家族兴盛起来。

人之祭祀,所以崇德报功不忘本也,非以祈福免祸也。天地君亲师,家书大字

以祀之,此根本之最不可忘者。天覆我、地载我、君临我、亲生我、师教我,功德所

在,弗崇弗报可乎? 或曰:“以礼制言天地,非士民所敢轻祭。”不知五祀之神皆天

也,土谷之神皆地也,制不敢僭① 而本不可忘。至于朝山拜佛,则在所不必。人而

实为忠臣孝子,虽不朝山拜佛,神必降之以福;人而不为忠臣孝子,虽日朝山拜佛,

而祸究不免于身。天下岂有不忠不孝之神祇② 乎? 岂有神祇而佑不忠不孝之人

乎? 世有正人,不喜谀媚③ 以正神,而喜谀媚何为正神? 故曰:“非其所祭而祭之,

谓之淫祀④。”淫祀无福,是宜戒之。
———《湖北黄冈杨鹰岭喻氏谱》

【注释】

①僭:僭越;僭妄;僭伪。《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诸侯僭于天子。”《汉书·

五行志》:“庶位逾节兹谓僭。”

②神祇:“神”指天神,“祇”指地神,“神祇”泛指神。《尚书·微子》:“今殷民乃

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三国志·吴书》:“思平世难,救济黎庶,上
答神祇,下慰民望。”《论语·述而》:“祷尔于上下神祇。”

③谀媚:奉承献媚。唐无名氏《玉泉子》:“钓射时态,志在谀媚。”

④淫祀:指不合礼制的祭祀。《礼记·曲礼》谓:“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

淫祀。”

【赏析】

古人非常重视祭祀祖先,但祭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祈福避祸,而是为了表达

对祖先的怀念和感恩。须知天地君亲师对我们有莫大的功德,因为天覆盖我,地
承载我,君主提拔我,亲人生育我,老师教育我,这些恩情怎么可以不回报呢? 有

人说:“用礼制形容天地,不是士人不敢轻易祭拜。”却不知道天地君亲师五祀之神

都是天,土谷之神就是地。为人不能僭越礼制,不能忘本。至于亲自去山里朝拜,

这是没有必要的。你如果真的是忠臣孝子,即使不每天朝拜,神也会赐福于你;如
果你不是忠臣孝子,即使你日夜朝拜,也免不了祸事。怎么会有神仙保佑不忠不

孝的人呢? 以此来呼吁我们的族人做人不可忘本。此训就是告诫后世子孙要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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