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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胄

内多杨氏骞乾隆来年迁居内乡以来．繁衍

生患．遂成犬族l近二百来年的历史．既反映
⋯--爻．{。

出少数民族之抗暴斗争。又反映出回汉文化之

交融影响．谚学i“前事不忘。后事之灯。"

故编撰内乡回族杨氏宗族志。为了继往开来，

尊祖敬宗，上承祖德·下启子孙·继承并发扬
，●●

伉良传统，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大文明廷⋯

设·创建五好家庭-可谓光前裕后≈承先启后
，

之意旨．

一加U＼年卜镑逾古稀的华志(字丽生)

受族问委托，，撰写“杨氏宗族志’’．在长达四

年的时间里。华志不顾年老体弱，排除家务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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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拜访长者。询问下雎．搜集有关赘料摊列

宗交，东走南阳·南访新野，武沈酬11．北

上山西，备受艰掌，历时函率的目目凌夜始成

此志。

编修“杨氏宗族志”．在吾族是首次。由
●

于资料欠缺，经验不足，抢救资料又匆忙。错

误，遗漏在所难免，敬请杨氏族内外人士不吝

赐教。并请提供资料。以便今后修改充实．

定华锦华 北原

写予一九九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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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杨氏溯源

-榜氏为内乡回族中的大族。相传祖先二人

原居河南许昌·詹迁遂平县塔桥．时．其长见

曾任新野县守备．弟亦迁居新野．后与邓州回
●

族马姓结为亲眷．又迁邓州二里庄居住·以玟

为业√因其勤劳且善于经营。逐渐致富．置田

数顷·人称响场杨家．但是．树犬招风。有无

赖之徒挟忌杨姓者·某夜将一无主尸体抬放在

杨家门前·为此官司缠身，搞得倾家游产．祖

先—气之下，将铁锅砸成八片．岔蛉兄弟八

人，每人带铁锅片一块，各奔前程，自谋生

路．上述事迹园年代久远．趣先名字，生卒年

月及其他事迹皆刁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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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隆四十五氧(I 7警0睾)-杨颧
带四个儿予到邓j}l{张村镇住丫数卑之后。置土

地三亩．后因生活艰难予乾隆来年jf l 7 9 7

每)将三亩土地捐给该处清真寺(觅袋村清真

寺睥文)。迁居肉乡城北关，从而繁衍生．氐

杨氏家族后代至l 9 8 5点(除外迁斯野，酉

炮镇平、南阳．郑州．武汛广西’广东．

北京，四川等处)县城杨姓有l 76#．计47 8

人(已出嫁昀女孩除外)． 一

杨疑楚迁居内乡一支的始姐．膝下四子．

长子继顺，次予继发l三子继成．四子继清．

他们徽出了’许多韵‘盏于他人的模范事迹。令作

为优良传统，总知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这些

美德并传之后世·以促芝馓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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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建设．教育予孙后代，为杜躺发展
和人类迸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i龌奄言懿行
清辫各级政府对回民采取歧视和高压政

策·但作为少数民族的内乡回民杨氏。却敢予

反抗和斗争。同汉族人民一道为反帝抗暴和向

封建顽固势力压迫剥削及民族歧视进行过多次

可歌可泣的斗争．

I，杨继发反抗宫府暴改

杨继发为居住权利及保护清真寺的存在。

曾起诉于南阳府信阳道(道有道台，管辖知

府)·

内乡清真寺矗全县规模最大的回族进行正

当宗教活动的场所。酾朝崇祯年阐始廷于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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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金锻玻(印今菊颦公园北遭)。童修予清

觏成卓九年(1 8 5 9年_》．原建筑殿訾巍

峨，廊蔑华丽。颇具规模-然而运一庄严的宗

教建筑却在反动封建势力与少数汉族土豪的歧

视迫害下。于成卓十三年(1 8 6 l牵．)被暴

力强行拆毁，从而引起回民的不满．进行反抗·

事情的经撇样的：
那时城北乡下一汉族农民丢失一头黑色耕

牛。却毫无根据地诬陷是被城西关回民所偷

杀，以此为借I：／．控告到县衙·城北五里堡绅

士李伯勋助纣为虐，威胁知县：“若不毁掉清

真寺。并把所有回民驱逐出境．就要罢考场秤

秀才罢考)。"知县昏府无能。慑于李伯勋的

要挟，恐吓。竟悍然准许扒毁清真寺，并在四

一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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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张贴襄逐回民的告示。．鑫县四民受北欺凌。
． ‰

背气愤填庸。公j议准备反抗暴政o、当时城内榜
、，；，．

氏第二代祖先。以掌鞋为业酌杨继发·因其为
●●

入耿直。急公好义。被回民推举为代表到南阳
、罨．÷、，一

府告状·可是·在官宫相卫的封建时代．南阳

知府偏听偏信。袒护下属．杨继发据理力争。

不怕官威，毫不动摇，弄得知府狼狈不堪．理

屈词穷．恼羞成怒的知府竟丧心病狂地把杨继

发庭杖数酉板予·然后用绳子捐在知府门外，
，? ’：。

看守入夜阅换班时i有一班头被杨继发说服。

顿起怜悯之心．又认菇官司业已了结，于是把

杨继发放走·事惰传出后．回民犬哗．汉族串

主持jE义的．；f；『谠之士也为之不平．当时唐河县

有一位有见识有胆略的金烂回民得知t此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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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杨继发说i和姊藏这场官司◆写娥国窜
尉破城弛必愚的簪不冒·H杨然发说f。．．他们

—伙人。拥两土·把专上昀万岁脾斑了·’还出

告示要撵回民醯j肉乡．"金老表(留畏中非至

亲的称谓，后演变力回民之间静通称)指iiI他

们描告汞整回民出境走和康熙皇帝的诏书唱对

台戏·砸万岁牌更犯蔑君之罪·在金老表的指

点下i杨继发回来，在内乡城澧庙门前石碑上

撕下驱逐回民的告示，又到金银坡溥箕寺盼废

墟’：}：找到被砸毁的万岁牌残片，把逮豫件特诞

藏好，只身到信阳道台衙门告状，历尽艰苦，

终予打戚了官司·经堂谕批犍内乡城南街重
新楚奇‘时在同治霓年(王8 6 2年)·此后

历经修姆‘鐾建I戮。占地断秋7 4 9·l平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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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楚筑面积3 6 9-8 5平方米·

2，杨继发拾金不昧

杨继发。绰号杨二别子。兄弟四人排行老

二．家住内乡县城北门外．以掌鞋为业．以后

又开饭铺．其人性情剐直，品行端正．谦虚谨

慎。急公好义．不受义外之财。深受群众称

赞，其拾金不昧、买卖公平，更是备受赞誉·

㈣杨继发当初开饭铺时．象贫没资本．

经人担保在城北划竹园刘老汉家赊欠小麦二斗

(1 0 0市斤)作为本钱。刘老汉索粮多银多。
●●，

城里还设有钱铺．菜天．列老汉膀里装着买地

三百亩的文约和钱铺存银五千两条予(单据)

廖城内回家，路过北关寺山庙古路沟时．不慎

将买地文约及存银条子丢失了，到家才发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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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弹逡回j|I隧寻拽。但没拽副·弛枷凑巧敲

杨继发从攀家静留家时所拾·杨目不识丁·到

家找人看时才知道是列某的东西-于是有人憝

议拿这些单据司以醴诈几百两银子．做生意戡

有本钱了．杨继发却说：“唁不发义务之财·一

后采杨又到剐老汉采取麦时·捌说丢了东西．

杨说：我拾了个纸包．不知楚晗。你哥肴·捌

老汉一看。当即叫人给柳煮了村包蛋·并取出

白银一百两给杨。杨坚持不要．列又祷银子裘

在麦子里，杨回家发觉后。在第二次取受时·

又将这。百两银子送去·捌以为韧嫌少。又加

一百两．均被劫一再拒绝．列没法感谢·疑后

请丁—班乐器。举着幽面红旗．牵着一莲大马

歌了’小安二百斤、银予三百鞠、羊一只，锣鼓

一l O—



喧天送到杨家．杨除了将单宰杀招待采人外◆

银子照数退回t小麦按价付款◆触焉奈谎称◆

乡下土匪多。我家睡桓装小麦掰石(一千市斤)

银子三十平(十六两称一平为五十两)，你替

我保存．杨无法推辞只得照办．此后杨继发在

傲生意时也动用过这些粮款，最后仍以原数归

刘·刘深受感动，即在寺山庙前为杨继发立了

碑楼(解放后扒掉)，刘杨二家又结为干亲．

往来灵为密切，视如一冢。

∞陕西有一商家，生意赔本睁了业．该

店有—相公(学徒)姓余。在店十二年，掌柜

婆很器重他，凑了三．十两金银首饰让他来河南

换桐油·他先到西峡1：I嫌桐油价高．后到湖北

省老河1：I价更高，即转回内乡·晚上住在大桥

～】I～



藏于岗饭店．最不明即锋县城赶落◆嗽心
岛P膏予舌渴·到北关外井上晦水·将手祷挺

《装钱的布袋’款在并台木柱上·噶罢水就

走·当去买小吃时·发现钱袋忘戳井上。回头

找时．物已不见，当即找人询l两：“谁常常一

早来井上挑水?"那人说：“饭镛杨二别子见

天起早要挑两缸水◆你去问他拾到没有·一这

位姓余的到杨继发饭铺闷闷不乐．既不说吃饭

也不说住店。只哀声叹气．话到嘴边又几次咽

下去，这一切杨继发看得很清楚，就主动上前

搭话，问有什么事?当对方说谚情况和手祷裢

装的什么东西时。杨还抱怨地说?一你进店为

蝌底说哩l舒速将钱袋拿出来并q清点有
无丢失．当对方点清原物完好对‘已感动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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