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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编家谱、祭祀先祖外，还应该做点对
社会有意义的好事。 研究会深感应承上启
下，认真发扬荣氏族益会的善念，要在新
的社会形势下，做好“尊老、奖学、帮困、
助教”八个字。 研究会每年都会给荣氏 95
周岁及以上健在的人发放尊老金；给考取
规定的高中和大学， 甚至到国外上大学、
考研、读博的孩子发放奖学金；给遇到困
难的宗亲送去帮困金，至今已连续做了五
年。 此外， 还给荣巷所在地的河埒中学、
育红小学等学校送去尊师重教奖金 ，用

“荣氏师德” 奖的名义倡导教师全心全意
提高教学质量、 为学生服务。 采访过程
中，荣老先生的手机上还不时接到电话和
短信， 一位在上海的 96 岁老人回复收到
尊老金，天津一位即将去美国留学的学生来电
感谢收到奖学金。

在研究会里做事都是不讲名利、没有收入
的纯公益活动。荣华源说，在协会十几年，他连
一包茶叶都没买过，小到开水壶、一把剪刀都
是研究会的会员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大家都为
了共同的心愿，支撑着这个研究会。 荣老先生
说,这些年来照相机都用坏六七个了，电动车
也开坏六七辆了，更别说频繁更换的电瓶。 近
80 岁的年纪， 荣老先生还开着电动车四处忙
碌。 除了参加各种活动，三天两头还要去银行
转账汇款奖金，有时对方给的卡号，荣巷附近
并没有该银行， 荣老先生还得打 114 询问地
址，团团转找半天。

对比几年前头发浓密的照片，荣老先生这
几年头发花白快掉光了， 去年还生了场病。
家人说 ,他这几年太累了，苍老了很多，都劝
他可以“退休”了。 研究会去年 12 月改选，
但荣老还是退不掉， 还需要他带几个新人
出来。 荣老无奈地说，研究还是得要自己钻
研进去，新人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带出来的，
自己也是一直在看书学习，不仅要学，还要
去做。 荣老对家人说：“我的工作你们不用
多插嘴， 只要支持我就行了。 电脑打不开
了、照片需要处理了、需要什么东西 ，你们
帮我解决就好。 ”

荣氏家训说“肯读书，能孝悌，做好人，行
好事”，强调的是做人要笃实、诚信、勤廉，坚
持乐善好施、尊长助困。 荣华源说，人人都会
老，希望大家多关心老年人，做好尊老工作。
也鼓励学生好好读书，“少年强则国家强”，
将来有前途了， 要继承这个传统， 继续把好
事做下去，为社会多作一些贡献。

（晚报记者 潘凡 / 文 通讯员 熊涛 / 摄）

这几年他头发花白，去年还生了场病，却依然开着电动车四处忙碌———

古稀老人编写《荣氏人瑞》奔走公益事业

作为荣氏远世祖 78 世孙， 年逾古稀的荣

华源在潜心挖掘和研究荣氏文化，收集资料整

理编写《荣氏人瑞》，为“尊老、奖学、帮困、助

教”八字奔波。 他牢记“笃实、诚信、勤廉”的家

训，发扬乐善好施、尊长助困的优良族风，曾被

推荐为无锡十佳“文保卫士”，获得过“最美荣

巷人”的奖誉。

“能为无锡作出较大贡献，得
到老百姓称颂之人， 我们称之为
无锡的乡贤。 另外，能够为荣巷、
梁溪荣氏造福之人，扬善贤德之
人，我们称之为乡饮宾……”上月
中旬，在荣巷街道“院地·同心”文
化统战基地系列活动上， 荣华源
给大家上了一堂优秀传统文化普
及课，授课的主题是“扬乡贤文化，
树学习榜样”， 荣老先生在课上将
荣氏家族的传奇故事一一道来。

荣华源出生于 1943 年 4
月，曾是中学高级教师，获得过
市级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2003
年退休后，荣华源与志同道合的同
仁一起潜心挖掘和研究荣氏文化，
现任荣巷古镇历史文化研究会会

长。 从 2005年正式接手研究会以
来，荣华源坚持每天到位于荣巷街
区的研究会办公。他说：“荣氏文化
中可以挖掘的有很多，荣氏家族的
故事是我们荣巷、无锡发展历程中
的宝藏，我们有义务研究好、传承
好，现在只是尽我所能做一点微不
足道的事。 ”目前荣巷古镇历史文
化研究会的核心成员有十几人，每
天会有两人值班，每周六组织集体
学习， 大家会把一周来读报的收
获、收集的资料、历史故事等进行
分享，同时也会和周边的一些文
化组织接触交流。

好的家风家训可以影响一
个企业、一代人、一个家族的发
展，荣华源给学生老师讲、给社

区干部讲、给企业家讲，义务开
展了很多传播荣氏与荣巷的优
秀传统和历史文化的讲座活动，
比如给育红小学老师、河埒中学
退教协讲“荣氏与荣巷”的乡土历
史， 在荣毅仁纪念馆组织亲子讲
座“荣氏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关系”，同全国读书会“思
想食堂” 讲荣氏的工商文化的现
实意义， 在上海社科院小礼堂给
梁溪荣氏沪锡宗亲联谊会讲“荣
氏与荣巷的历史与现状”等等。荣
华源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 宣讲
活动也一年比一年多， 在“活到
老，学到老”的同时，他依然不忘
传道授业，不怕辛苦、义不容辞
地将荣氏文化传播出去。

说到荣华源，不得不提起他
修编家谱的故事。 2005 年，荣老
参与了荣文琦已持续数年的荣氏
家谱修编。他运用数字处理方法，
将家谱化为表格， 把人物逐一编
号， 把原本杂乱的资料理出了头
绪。历经十年整理，梁溪荣氏世系
散编首编终于完成， 总计上下两
册分五卷， 首次较为完整地收录
了梁溪荣氏家谱12000 多人。

为更好地发扬尊老爱幼的好
族风，荣华源还花费一年多编写了
《荣氏人瑞》。人瑞者，百岁之人也。
这本《荣氏人瑞》以 95 周岁（1923
年 12月 31日之前出生） 为界，将
95周岁及以上者谓之“人瑞”。 为
何以 95周岁为界？ 荣老先生解释
说，过去谓之“人瑞”者，也属时人
之所定，现梁溪荣氏称“人瑞”仅是
在当今的新形势下，倡导更多的荣
氏后人在尊老、敬老的孝文化中有
所表现、有所发展。

《荣氏人瑞》 收录了七十多
位长寿老人。 荣老先生介绍，荣
氏自明初正统元年（1436 年）落
籍梁溪河北岸以来， 至今已近
600 年。 1949 年前 500 多年间，
95 周岁者仅迁锡始祖水濂公一

人而已。 以往，70 岁为古来稀、
60 岁以上也属凤毛麟角。 而新
中国成立至今 70 年间， 荣氏人
瑞如群星灿烂， 已达七十多人，
健在的有 18 人（其中 100 岁以
上 3 人，99 岁 4 人）。 究其原因，
乃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和平盛世，
医学技术进步了，生活水平提高
了，尊老爱幼的风气日盛一日。

翻看《荣氏人瑞》可以看见
不少名人。 比如，荣瑞馨的小儿
子荣广宏，99 岁，是荣氏男性中
第一个跨入百岁（虚岁）老人行
列的人。 荣广宏于上世纪 90 年
代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曾任第
六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书中也能看出，荣氏具有
长寿因子，而长寿者家中多是家
庭和谐、儿女孝顺。 荣华源感慨
道：“我们要感恩生活的时代，感
恩党的正确领导。”荣君立，出身
无锡望族，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
艺术教育，在荣氏女校美术专修
科师从谢公展， 后考入上海美
专，1922 年夏于该校第 11 届西
洋画科毕业。 1924 年与汪亚尘教
授结婚，后赴欧进修，回国后协助
汪先生办学，汪亚尘 1948 年赴美

考察， 直至 1980 年 86 岁高龄时
回家。 君立女士在新中国成立后
积极参与社会工作， 曾任上海市
徐汇区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常委
等工作。 生活俭朴，乐于助人，并
偕汪老将价值千万的一生绘画精
品无偿捐给国家。 1995 年同时获
得上海和全国健康老人奖，百岁
时还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荣华源说，给记者的这本已
经是第二版了，原先第一版只有
简单的人物照片加说明。后来他
又花了不少时间将七十多个人
的资料再重新调查补充，加入了
个人事迹、与荣家的关系，还将
有的人年轻时的照片也补充进
来了。 《荣氏人瑞》 一共印了
3500 本， 出版也得到了各方的
大力支持。 荣华源说，有一天他
在研究会值班，正在做该书的整
理工作，恰逢苏州荣氏集团荣元
良董事长来看望他，荣元良看到
书稿后立即表示，发扬尊老爱幼
的好风气是件大事，应该大力支
持。第二天便将出版费用汇到账
上。 此外，当时的江南大学王武
校长和图书馆蒋馆长也在印刷
和经济方面给予了支持。

花费心血编写《荣氏人瑞》

不求名利重传承扬善念退休后继续从事教育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