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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节前，大沥镇沥西社区风雅村的村民们过得特别欢腾，大家迎来了本村的一件“百年盛事”——村中的老祠堂“风雅宗圣公家庙”在经历五
百多年风吹雨打后，历时1年，完成了第二次翻新扩建并重新开放。300多名风雅村外嫁女也受邀回娘家，共同参加重修庆典。

近年，南海很多乡村都有重修祠堂的做法，但基本都是集体经济富裕或者村中有乡贤带头捐资修缮。而风雅宗圣公家庙，却经历了重修前夕“账上
一分钱都没有”，到“一天之内筹集到修缮启动资金”的跌宕起伏。

重修的背后，是一场群策群力、众志成城的接龙。数百名当地村民、周边村庄村民，乃至曾姓分支到四川、江西、海南等地的人们都积极捐资，让饱
经风霜的老祠堂焕发新颜，成为凝聚民心、传扬乡风文明的新阵地。

狮群迎客、鞭炮齐鸣、锣鼓喧天……9
月23日，大沥风雅村格外热闹，村内的风

雅宗姓公家庙迎来重修庆典，鲜红的地毯

从村口沿着进村大道一直铺至老宗祠前，

设了400多桌酒席，座无虚席。这场庆典

将曾氏4000多名宗亲重新聚集到一起，

并吸引了超2000人观礼。

络绎不绝的宗亲宾客中，300多名风

雅村外嫁女格外抢眼。她们身着盛装，高

高兴兴回娘家，为老宗祠的“入伙”送上贺

礼，其中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有些还带上

姑爷一起“回门”。

“收到庆典邀请的那一刻内心很激

动，这是一次难得的相聚机会。”今年60
岁的曾燕珍未曾想，作为外嫁女的她也能

亲眼见证庆典，当天她几度开心到落泪。

外嫁女“回门”是此次庆典特别设置的

环节。在风雅宗圣公家庙修缮的主事曾宪

滔看来，曾氏家族的团结和谐体现在方方

面面，而这也是此次家庙得以重修的关键。

风雅村得名于《诗经》中的《风》《雅》。

风雅宗圣公家庙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迄

今已有近五百年历史，历代均有修缮，最近

一次修葺在1996年。随着时间流逝，饱

经沧桑的“风雅宗圣公家庙”渐渐破败。

2020年，村民曾宪滔、曾庆有回风

雅村祭祖时，发现公家庙多处破损、漏

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他们意识到，

修家庙这件事不能再拖了。

很快，他们联系了村内的几位热心人

士商议。大家一拍即合，包括曾宪滔、曾

庆有等6人在内的家庙修缮临时委员会

成立了起来。随后，众人还牵头成立了由

村干部、党员、热心村民、村财务、设计、施

工、现场管理人员等28人组成的风雅祠

堂文体楼管理群。

要修家庙，摆在面前的头件大事是：

钱从哪里来？修缮家庙所需的资金量很

大，拿村内的钱修缮并不实际。于是，曾

宪滔等人想到了以村民筹资的方式修缮

家庙，临时委员会的成员首先带头认捐。

“我捐300元！”“我捐1000元！”筹资的

信息在村民群里发布后，村民们迅速响

应，纷纷接龙认捐。

让曾宪滔更为感动的是，不仅是风雅

村村民，周边村庄的曾姓村民，曾氏分支

到广州番禺、花都，清远乃至江西、四川、

海南、广西等地的宗亲在得知家庙修缮需

要资金时，也纷纷发来认捐意向。

“动工前一晚账上一分钱都没有，但

短短24小时内我们就筹集到了修缮启动

资金。一边筹资，一边建设，至今还有热

心宗亲陆续捐资。”一条村一条村接龙，为

另一条村的家庙修缮捐资，这让曾宪滔既

意外又感动。

这场众志成城的接龙让曾宪滔下定决

心，“一定要尽快把家庙修好，这是宗亲们对

我们的支持和信任，不能让大家失望！”

为了确保资金使用透明，不多花一分

冤枉钱，村里还专门成立了家庙修缮财务

小组，管理、记录收到的每一笔善款和支

出。

2022年8月，公家庙重建奠基，9月
工程正式动工。曾宪滔等人当时就计划

好了举办庆典的时间，“倒排工期，一鼓作

气，只要不下雨，工程就不能停！”最终，历

时1年，家庙修缮工程按时完成，庆典也

如期举行。

村民慷慨解囊积极捐资
风雅宗圣公家庙历史悠

久，是南海区文物保护单位。此

次重修扩建得到了南海区文广

旅体局文化遗产股的指导，按照

“以古复古”的原则进行修缮，恢

复祠堂旧貌。

修缮好的风雅宗圣公家庙

焕然一新、古韵仍存。书画、石

刻名家曾宪就题字的“大学堂”

三字牌匾悬挂于正中央。再往

里走，窗上的雕饰图案、墙上的

字画、角落的石碑，十分考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家庙修

缮的过程中，村民曾意外在村里

的大范河中发现一块石碑，曾宪

滔等人当即决定用吊机将其吊

上来。“大学堂重修—光绪十八

年”，当石碑上的文字重见天日，

一段属于宗圣公家庙的历史被

更多人了解。

全国曾氏宗亲网总编、广

东省曾氏族谱主编曾昭演介绍，

根据《宗圣公略传》记载，在皇朝

年代，按照庙制只有皇家宗庙以

及供奉圣人贤达，或有大功大德

者才准许建庙奉祀，洽洽曾氏的

开派祖乃儒家五大圣人之一的

宗圣曾子，因此，大范曾氏能建

宗圣家庙，并历代修缮。

宗圣公家庙成为儒家传统

文化载体的同时，也承载着家族

精神，增强着曾氏一脉的凝聚

力。祠堂得以顺利修缮，离不开

这股凝聚力。

“设计修缮方案、画图纸都

是村民一起商量完成的，当初一

切设想都实现了！”望着焕发生

机的家庙，曾宪滔回忆起更多让

他感动的修缮细节。

有一天，曾宪滔发现公家

庙外墙新旧不一致，十分不协

调，当晚就在管理群中提出需要

翻新公家庙外墙瓦面。信息一

发出，管理人员们火速接龙，仅

15分钟，修缮所需的资金全部

筹备到位。

“管理群经常开紧急会议，

无论是需要装修材料还是砖瓦

木，只要一提出，大家都会迅速

响应，马上到位。”曾宪滔说，大

家都是义务参与，没有一分钱工

资，也从未有过怨言，大家有时

间就聚到一起，目标只有一个：

修缮好家庙。

如今的家庙内还设有管理

办公室，茶几、桌椅、空调等基础

设施配备齐全。“这个门窗是我

们做建材的村民赞助的”“这个

茶几也是村民搬过来的”……

看着家庙内的一个个物件，曾宪

滔感慨良多。他说，村民们看到

家庙缺什么就主动购买，从不求

名利与表扬，把家庙当作全村人

的“大家”，像对待自己的家宅一

样呵护它。

为了确保庆典有序进行，

村民们全员出动，自发组成了一

支志愿服务队。尽管庆典当天

下起了阵雨，也没有打乱大家的

节奏，每个志愿队员都奔走在家

庙前后，有的做起了家庙迎宾，

有的做起了食品巡查员，脸上有

藏不住的喜悦。开席时，小雨依

旧淅淅沥沥地下着，在露天场地

就座的组委会家属成员们也没

有任何怨言。大家纷纷打起雨

伞，打开手电筒，共进晚餐。

这一幕幕让曾宪滔和曾庆

有眼泛泪花，他们感受到一个乡

村强大的凝聚力。

“这次家庙的成功修复，是

在整个家族、整个村、整个筹委

会的付出中完成的，不能以纪念

石上刻着的金额多少来衡量。”

庆典结束后，曾庆有将这段话发

到了家族群里。在他看来，这是

一场不计名利的守护，是整个家

族的团结和每一位村民默默付

出的成果。

时至今日，这场不计名利

的守护仍在继续。每天早上8
时，50岁的阿婵和60岁的桂容

都准时来到家庙帮忙清洁与打

扫。她们都是风雅村的媳妇，都

在用力所能及的行动，继续守护

着这个“大家”。

像对待自己家宅一样呵护家庙

大沥沥西社区地处广云、

禅炭公路的交汇处，交通发达，

地理位置优越，现有户籍人口

约1500人。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风

雅村在大范河的南面建了新

村，新、旧村面积大小相当。

自己的家园自己建，一群

人共同守护一条村，这是风雅

村村民心照不宣的优良传统。

早在2000年，村民就集资建

成横跨南北新旧村之间的风雅

大桥，并共同集资、自主设计，

在闲置地上建起了村里的第一

个公园。

秋日午后，沿着亲水廊道

漫步于风雅公园，清风拂面、水

清岸绿，古色古香的凉亭、藤蔓

萦绕的休闲长廊，仿古的公园

设计，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依然

不过时。不少村民三五结伴或

带着孩童，在公园休憩纳凉，十

分惬意。

风雅公园的对面就是由村

集体出资、村民集资共同建设

的风雅文体楼，这座集文体活

动与党群服务于一体的三层文

体楼，让村民有了更多休闲活

动的空间。

“近年来，随着人居环境整

治的开展，村里环境越来越优

美，乡风也越来越和谐。老人

们早中晚都出门逛公园，一年

四季有花香。”沥西社区风雅村

经济社社长曾庆昌介绍，三年

前风雅村已实现家家户户门口

配置垃圾桶并开展了垃圾分类

工作，“垃圾不落地”意识已深

入村民心中。当前，风雅村正

利用闲置地开展“四小园”建

设，一个个精致的小花园成为

街头巷尾亮眼的点缀。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

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风雅村

不仅环境越来越好，以文化振

兴促进乡风文明，激发乡村活

力成效也日渐凸显。通过深挖

传统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振兴,
风雅村将优秀的传统儒家文化

融入环境建设和村民生活,推

动乡村文化在新时代展现出新

魅力新风采。

自古以来，修族谱、建祠

堂，志在怀先人伟业，励后人之

志。在曾昭演看来，风雅宗圣

公家庙的重修扩建不仅让村民

有了一个传承宗族文化的地

方，更有助于将传统的历史文

化传承下去，也吸引更多外出

村民回家乡走访探望，增强家

乡归属感。

如今，老祠堂的实体建筑

从原来的占地400平方米，拓

展到1600多平方米，除了保

留原有“大学堂”主体建筑，还

增设了文厅、武厅等活动区域，

不仅村民有了聚会议事的场

所，风雅武术醒狮团也有了训

练的场所。

2023年第二届广东省青

少年龙狮锦标赛（连山）比赛

女子组第一名、2023年沥西

社区男子篮球赛第二名……

在老祠堂的荣誉室里，陈列着

风雅武术醒狮团、风雅村男子

篮球队等队伍出战斩获的荣

誉奖杯。

风雅宗圣公家庙的修缮背

后，不仅是风雅村引领乡风建

设、保育古村文化和凝聚村民

的体现，更彰显了全村高度的

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如今，这个老祠堂成为了

风雅村文化保育的基地。庆典

过后，曾宪滔和家庙修缮临时

委员会成员们开始了新一轮忙

碌，他们紧锣密鼓地发动村民

一起收集水车、石舂、石磨等农

具和老物件，计划在家庙设置

乡村记忆长廊，让年轻一代了

解上一辈奋发图强、艰苦奋斗

的历史，使村民记得住乡愁、留

得住乡情。

“未来，我们还将发动村民

一起重组风雅村龙舟队，在风

雅宗圣公家庙开展家风家训教

育、开笔礼等活动。”曾宪滔说，

未来希望能活化使用风雅宗圣

公家庙，让这座老祠堂成为新

时代乡风建设的新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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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群策群力的接龙

一场不计名利的守护

以文化振兴激发乡村活力

一场借“祠”向前的行动

■重修庆典现场。 (受访者供图)

■风雅村环境优美，村民在树下纳凉休憩。

■修缮后的风雅宗圣公家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