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韩向忱说，他老家在辽宁
省铁岭市昌图县。他退休前在市
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曾担任《平顶
山市志》主编，1994年退休。

退休后，他在回老家探望父
亲时，父亲提起家谱，并嘱托他承
担起修订的责任。“我们韩氏家族
历来就有编修家谱的传统，我们
这一支的先祖是韩伟，曾于清乾
隆三十一年（公元 1766 年）从山
东只身闯关东，后定居于辽宁开
原，后又到昌图。”

他说，编家谱看似简单，其实
费神费力。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
一步，就是搜集、整理。为了编写

这套家谱，从1996年开始，韩向忱
开始寻根问祖，探究家族渊源。

“除了要到祖籍查找询问外，还得
处处留心，有时甚至还要跨省。”

“我们这支韩姓家族分布在辽宁、
北京、山西、四川、福建、山东、河
南等省市，平时联系很少。”他先
后向山东等地发出五六百封信
件，收集资料、寻找线索。在获得
重要线索后，他又亲自到辽宁、山
东等地实地调查走访。

就这样，经过十余年的努力，
一套两本《韩氏宗族家谱》和《韩氏
宗族家谱增补本》终于编写完成。

当天，记者在韩向忱家见到

了这套家谱，封面是枣红色，除了
家谱名称外，还印有审定、主修、
校正等人的名字，下面写有祖籍、
原籍。翻开，里面有编写前言、目
录等。每本都有千余页。家谱中
一代代记着每个成员的姓名、出
生年月日及子女情况，女性成员
嫁到哪儿都记得清清楚楚。

据悉，这套家谱上限始于清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 1715 年），下
限1994年6月，共记录11代500余
人的生卒概况，而且改变了以往
只记男不记女的旧例，加入了很
多人物的生平简历、图片等，使家
谱更具可看性。

退休后开始修订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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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向忱每天都在家坚持学习、写作。本报记者 禹舸 摄

□本报记者 牛超

在市区矿工路中段胜西 16号院，
住着一位老人赵国卿，今年73岁的他
一直没有娶妻生子。因为妹妹赵连英
无微不至的照顾，赵国卿虽是孤身一
人，但并不感到孤独。赵连英将血脉亲
情化成浓浓的责任，待兄如父，温暖了
赵国卿也感动了近邻。

几天前，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记者到赵国卿家采访其他事件。其
间，老人多次提起妹妹赵连英，并一再
对记者说“如果不是我妹，我早就不在
了”，让记者很是感动。

随母“定居”妹家

赵国卿家在舞钢市铁山乡，他兄妹
4人，只有妹妹赵连英在市区，还有一
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老家农村。“我本
来也在老家。”赵国卿说，十多年前，赵
连英在市区“站稳脚跟”后，将老母亲接
到市区居住，“我一个人在家无依无靠，
就跟着母亲一起过来了。”

赵国卿说，当时赵连英在市区其他
地方又买了一套房。为了起居方便，他
和母亲就住在胜西16号院妹妹的老房
子里。

当天，记者在赵国卿家看到，这是
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房间较小。据赵
国卿说，他“没收入，也没钱”，平时，家
里吃的、穿的、用的，赵连英全部“包圆
儿”了。

两年前，老母亲去世，留下赵国卿
一人。“这毕竟是妹妹家，我想着回去算
了，但妹妹不让。”赵国卿说，他上了年
纪，不但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腰椎间盘
突出，而且肺上也有毛病，妹妹担心他
回去没人照顾，非留他住下。

就这样，赵国卿在市区“安了家”。

妹妹待他如父

房子虽然小但很暖和，屋里有一台
小电视，窗台上放有不少药。

“这都是我妹妹弄的。”赵国卿说，
天冷了，担心他身体受不了，妹妹帮他
交了暖气费。“看病、买药都是她掏的
钱。”

屋里的桌子上放着一部固定电话，
赵国卿说这也是赵连英安的，她虽然不
在这儿住，但几乎天天打电话，“最长也
从没超过3天。”

赵国卿和赵连英相差20岁，他说
兄妹俩感情一直很好，“那时她小，我在
家干活，她上下学，我常接送她。”

“我识字不多，要不我都想写一封
信感谢感谢我妹妹。”赵国卿说。

记者欲采访赵连英，但赵国卿与她
联系说明情况后，赵连英不愿接受采
访，“她很内向，觉得这都是应该做的，
没啥好说的，但我心里真是很感激妹
妹”。

后记者根据赵国卿提供的联系方
式，与赵连英联系，对方一直不接电话。

“前两天，还见他妹妹提着一兜菜
来看他。”与赵国卿住同一楼的邻居何
丰秋说，“得知老人的腿痛，他妹妹还专
门买了一大桶烧酒，让他擦洗用。他妹
妹三天两头来看他，对他再没那么好
了。就是对自己的父亲也不过如此，吃
的、穿的、用的，几乎都是他妹妹给他买
的。”

“他妹妹人真的不错，你说这房子
要是租出去一月至少有千把块的收入，
如果没有这份情意，谁愿意让他住着，
不收钱还倒贴钱。”提起老人的妹妹，周
围邻居都纷纷称赞。

哥哥孤身一人
妹妹待其如父
兄妹情深感动四邻

修订家谱、书写回忆录、做知识摘抄

八旬老人退而不休的多彩生活

□本报记者 牛超
通讯员 李书亚

他 退 而 不
休，先是为了父
亲的嘱托，全国
各地奔波着寻
根问祖、探究家
族渊源、修订家
谱，后来开始写
回忆录，现在他
又开始做知识
摘抄，准备留给
后人。“知识是
学不完的，我要
活 到 老 学 到
老。”他说。

他 叫 韩 向
忱，今年84岁，
一位生活丰富
的 退 休 老 人 。
12月4日，记者
来到市区矿工
路中段市政府
家属院，见到了
韩向忱老人。

修完家谱，休息了一段时间
后，闲不住的韩向忱又开始着手
写“自传”，先后书写了《回忆我的
人生》《夕阳余辉》两本书。

在《回忆我的人生》中，他从
昌图的故里、幼年的情怀，到辗转
求学、参军经历，再到工作、退休
等，共写了15个篇章。今年6月，
他编写的《夕阳余辉》也创作完

成。
“这是我编写的一本记录自

己、感悟人生的回忆录，自退休之
日起，我觉得人生就像一本书，工
作的页码已经翻完，夕阳的画卷
即将展开。虽然我年事已高，但
我觉得自己仍像一只翱翔在空中
的雄鹰，还能继续展翅高飞。”

为此，现在韩向忱经常看看

报，然后做一些摘抄。记者注意
到，这些摘抄有生活小常识、笑话
等，韩向忱为其分门别类，并装订
成册，整齐地摆在书架上。

“这是我给后人留的，我希望
给他们留些美好的东西。”韩向忱
说，人不能光闲着，“写东西能活
跃大脑，而做些有意义的事，生活
也才会更有意义”。

修完家谱写自传、做摘抄

在修订家谱的过程中，韩向
忱找到了一些失散多年的亲人。

“我二伯父一家后来迁到黑龙江，
我们都几十年没见过了，在修订
家谱寻找线索时，几经周折找到
了他。我三爷的一个儿子以前是

抗日联军，后留在黑龙江，通过修
订家谱也找到了。还有后来迁到
广东、吉林等地的亲人，因为修订
家谱也都取得了联系。我们平时
打打电话，逢年过节还互发短信
问候，感觉特别亲。”

这套家谱修订好后，大家纷
纷打电话、写信表示感谢，并自
愿凑钱印刷，“当时印了 500 多
套，找到的亲人都寄了一套，后
来不够又增印了300套。”韩向忱
说。

因家谱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

韩向忱除了将家谱寄给居住
在国内各地的族人，还将家谱赠
予国家图书馆和辽宁、山东等地
及我市的图书馆。在他家，记者
见到了国家图书馆、烟台图书馆
等地寄来的收藏证书，大意是“您
赠送的《韩氏宗族家谱》二册已收

到，您的赠品丰富了馆藏，为读者
提供了新的知识信息，特发此证，
以资谢旌。”

韩向忱说，近年来，有不少人
与他联系并登门求教如何写家谱。

韩向忱认为，修订家谱可以
增强家族凝聚力，“现在人口越来

越多，人们之间缺乏一种维系。家
谱不仅可以增加人们之间的亲近
感，还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价
值，其内容不仅追溯渊源，反映人
口繁衍、家族迁移等，还记载着家
训、族训及家族史上的杰出人物，
具有历史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国内多家图书馆收藏该家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