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 记

编撰本书，自 2011 年 3 月接受任务，至 2012 年 6 月写出初稿，又经历了近一年

的修改与润色，2013 年 6 月终于交付出版社出版，个中艰辛不言而喻。

本书能够编撰出版与公开发行，首先应该得益于改革开放宽松的政治环境，得益

于中央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策，得益于国家重视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政策支持，

致使谱牒研究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中国家谱总目》经过 10

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在 2009 年 7 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总共 1200 多万字，10

大本，收录了中国家谱 52401 种、共计 608 个姓氏。此后，大江南北、神州大地又一

次掀起谱牒研究的热潮，各地姓氏文化研究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单独出版的姓氏书

籍不下 200 本。姓氏寻根活动还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寻根问祖中文网站就有近 400

多家。各地成立的姓氏研究会达上千个，并通过姓氏研究会这个组织，开展了许多慎

终追远、正本溯源的活动，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联合海外华侨献

身与投资国家建设，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重要作用。在这样的大环境和背景下，韦氏

一批有识之士通过协商，决定开展韦氏文化研究活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

常务副主任韦家能高识远度，睿智景行，敢作敢为，于 2011 年春在南宁组织成立韦氏

文化研究编纂委员会，决定组织人员撰写《韦氏文化研究》一书。几经会议商定，韦

氏文化研究编委会由韦家能任主任，韦克义任常务副主任；聘请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主

席韦纯束、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韦继松、在职武警新疆总队副政委韦启帅为顾问。

韦氏文化研究编委会下设办公室、联络部、编辑部、财务部等机构。办公室由韦小明、

韦炜负责；联络部由韦震东、韦锦康负责；编辑部由韦玖灵、韦锦田、韦成国、韦月

红、韦万春组成；财务部由韦儒松负责。

组织落实之后，各机构按分工负责、合作协调的原则，马不停蹄、有条不紊地进

行组织发动、集资募款、网络信息、搜集资料、策划谋篇。除了在区直、南宁市组织

发动之外，各机构人员分别下到百色、平果、马山、桂平、横县、宜州、金城江、上

林、宾阳、都安、柳州、柳江等地宣传发动，依靠广大宗亲贤达的力量做好资料收集

和筹资出版等工作。

韦氏文化丰富多彩，除史书记载以及部分成果已有研究出书之外，大量的是分散

在各地已经编辑且流传于民间或尚未编辑成书的家乘、族谱。经过广泛搜集整理，精

心推敲，谋篇布局，全书由韦玖灵、韦锦田策划，原计划分为八章。在撰写过程中，

由于资料的累积，加大为十章。第一章，寻根问祖德传扬；第二章，慎终追远溯渊源。

这两章由韦玖灵执笔。第三章，避难迁徙走四方；第四章，人桂融合源流长。这两章

由韦锦田执笔。第五章，宗支源流厘清通，由韦万春执笔。第六章，典型世系摘样张，



由韦玖灵、韦月红执笔。第七章，古代文武贤达众；第八章，当今名流英豪芳。这两

章由韦成国执笔。第九章传世墨海启文明——精神文化（一）；第十章敬祖崇宗世泽长

——精神文化（二）。这两章原分工由韦国栋撰写。由于国栋公务繁忙，无暇执笔。在

此紧迫关头，韦玖灵与韦锦田商量，当机立断，决定改由编辑部成员来承担。因此第

九章共三节，由韦玖灵、韦锦田共同执笔。第十章共五节，第一节由韦锦田执笔；第

二节和第三节由韦万春执笔；第四节由韦月红执笔；第五节由韦玖灵执笔。经过艰辛

努力，勤勉奋发，同心协力，近 110 万字的《韦氏文化研究》-书初稿终于在 2012 年 6

月完成，打印装订成册共 10 大本，分别给韦家能、韦克义等韦氏文化研究编委会主要

领导和热心韦氏文化研究的相关人员征求修改意见。经过半年多，相关人员提出了许

多宝贵修改意见。编辑部经仔细研究，分别交换进行修改。韦玖灵负责修改韦锦田执

笔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九章部分内容。韦锦田负责修改韦玖灵执笔的第一章、第二

章和第六章。由于第七、八章比较特殊，仍由韦成国继续修改。韦月红负责修改序一、

序二以及由韦万春执笔的第五章。韦万春负责修改第九、十章。于 2013 年 4 月底修改

完成，全书共 100 多万字。然后由韦玖灵、韦锦田于 2013 年 6 月完成初步统稿，最后

由韦家能拍板定稿，由韦乃煌联系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本书是韦氏文化研

究编委会全体成员乃至阖族宗仁集体智慧的结晶、共同劳动的成果。

一部成功的姓氏文化研究专著有赖于真实可信的历史资料。在写作《韦氏文化研

究》过程中，我们尽力所能，广为收集全国各地宗亲所整理或出版的重要史料，并参

考二十五史以及辞书、逸史、谱牒和古代相关的文人著作以及今人关于韦氏研究的成

果，尽可能做到言必有出处，不做空穴来风忽悠之事，可谓钩深致远，但仍觉得虚浮，

许多历史人物及事件还来不及作深入地探究和评述。也许某些读者不一定同意我们的

某些论点，但通过书中翔实的史料完全可以感受到韦氏家族可歌可泣的历史，了解到

韦氏家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长河中，韦氏家族也留下了深深

的脚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书缜追韦氏苍基，厘清宗支源流，咸盖古今文化，概

览四海名贤，完全称得上“韦氏谱典”，中国韦氏文化的社会科学文库。限于编辑部成

员的功力及资料之阙如，加上时短地长，无法与全国各地及海外学者、族仁斟酌而深

深抱憾。因此，本书仅为引玉之砖，敬请方家不吝赐教。如获族仁认同，垂传后世，

并迪维子孙发奋图强，做出无愧于时代要求和先祖遗愿的贡献来，已是不胜之荣幸，

别无他求！

《韦氏文化研究》一书得到韦云朝、韦清文、韦家伟等韦氏企业家以及许多热心

人士的鼎力相助，他们慷慨解囊，无私奉献，在此表示崇高敬意与衷心感谢！

韦氏文化研究编纂委员会

2013 年 12 月





河池市纪念韦拔群诞辰 115 周年大会会场

开国中将韦杰与夫人郭毅女土



韦国清纪念馆全貌

韦拔群纪念馆



韦杰（1914-1987）

韦祖珍(1912-1982)



韦统泰(1918-2013)

韦拔群(1894-1932)



韦纯束敬献花蓝

韦家能在秋祭庆典上致贺辞



广西区政府原副主席韦继松（前左）在 2012 年广西民营壮医机构发展座谈会上

广西区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韦家能（右二）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团向都安瑶族自治县成

立五十周年授匾



韦应物（唐代大诗人）

韦应物《元苹墓志》墨宝



位于广西宜州市德胜镇都街村的韦天贡之墓

韦天贡墓园中的“韦氏源流碑”



位于广西东兰县三石镇纳腊村的明代抗倭英雄韦虎臣墓墓碑

东兰县人民政府原常务副县长韦伙灵（左起第 10 人）率众宗亲拜祭韦虎臣墓



广西东兰县城的拔群广场和韦拔群纪念馆

开国少将韦祖珍与夫人单而人女士



韦 钰(1940- )

韦成栋(1928-2009)



韦瑞霖(1912-1998)

韦章平（1920-2009）



韦晴光（1962.7- ），乒乓球世界冠军

韦江歌(1916-2005)，全国筑路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