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无私捐款价齐天

修编六十多万字的族谱，要筹到数十万元资金，无疑是一大难题。然而，素有认
祖归宗深情的广大覃氏宗亲，一经倡议，立即响应。无论县内的数万覃氏族人、还是
县外始祖满怀公的百万后裔，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平民百姓，纷纷解囊相助。

第一节 不忘初心捐巨款

编谱全程，是不断深受传统文化、怀满公感恩孝道文化濡染、怀满公无私奉献精
神陶冶的过程。期间，先后有 8 位宗贤，慷慷解囊，捐出巨款。他们是：覃绍荣，捐
50000 元；覃汉龙，捐 30000 兀；覃华周，捐 31000 元；覃启站捐 30000 元；覃政，捐
23000 元；覃耀清捐 23000 元；谭清，捐 20000 兀；覃斌，捐 20000 元。总共 227000 元，
占总额的 30.3%；他们的义举、善举，正是怀满精神的生动写照，而留名青史；他们的
企业发展壮大，不忘祖，不忘根，不忘国，这是企业家们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拳
拳赤子心、家族情。捐款、捐钱、捐爱、捐心，捐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愿大户企业
家们的大爱化作爱心的彩虹，让暗淡的地球重新焕发出灿烂的生机，温暖着覃氏宗亲，
彰显着时代新风。宗贤们如此大方，神力何源？搞简录部分肺腑之言，可见一斑。

覃绍荣说：“曾有人问我，做企业的应精打细算，每支出一分钱都得算效益账，你
用五万元来编族谱，有多少效益？我坦言答道，是的，凡企业家均注重成本核算。但
我反复盘算：我为族谱诚捐五万元，将始祖历史、传统文化、怀满文化及极其可贵的
创业精神，载入书中，传承千古，激励数以万计昆孙，奋发前行，那它所产生的效益，
远比投入其他方面的效益，不知要强多少万倍！”

覃汉龙道：“经查阅史料核实，本人为东兰始祖怀满公第二十五代裔孙。东兰编谱，
圆了广大族人数百年的修谱梦，也圆了自己的梦。我诚心捐赠 30000 元，以表对族谱的



支持、认祖敬祖孝心。倘若今后资金紧缺，还可再捐，确保编出精品为止。”
覃启站多次在大会上陈词：“史料证实，覃氏族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业绩凸展，

代有才人。编谱，是真实记载始祖源流、发展繁衍、世代分布诸史实，是认祖归宗、
传承弘扬始祖怀满公独特的感恩孝道文化，是激励后代传扬始祖文化、传统文化、社
会主义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大事，是本人的大事与责任担当。为此，我捐赠三万元。
若有困难再支持。”

覃政：“认祖归宗，是凝聚族人
的文化魅力。我作为正宗的始祖怀满
公耳孙，有着不可割舍的血缘。没有
祖宗，哪有我的今天。鼎力支持编写
好《东兰覃氏族谱》，是认祖归宗的
亲切情感、感恩祖宗的具体体现、传
承文化的必然要求。因此，我捐 20000
元，略表虔诚。”

覃汉龙、覃政、覃启站等深情表态：

“始祖怀满公的辉煌历史、璀璨文
化、至上情操、人才辈出、远近闻名，我们为此深感骄傲和自豪。如今编谱，让世代
传承弘扬光大，乃无价之宝。因此，为之捐款，既是感恩始祖也是培育后代，为道德
与责任所使然。”

覃华周动情表白：“感恩
孝道、积善成德，是始祖怀满
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传统文
化、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更是为人做事的基本准
则。修编《东兰覃氏族谱》，
完全是份内的事，是应该做好
的事。我捐出 31000 元，以表
感恩始祖之心。”

覃耀清感叹：“这几年，
受国际市场影响，矿业效益不
好。但无论如何，东兰编谱这一历史性的大事，也是自己的大事，非得鼎力支持不可，
否则良心过不去，我捐款 23000 元，如今后急需，还要多捐。”

谭清非常喜悦地说：“族谱，是凝聚族心、拼搏奋进的精神源泉。我们始祖怀满公



文化丰富多彩，特别是祖训、家规、家教、家风，对人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对个人
对家族成长进步、兴旺发达系关重要。因此，我要参加编谱，诚捐 20000 元。”

覃斌发自心里话：“我是始祖怀满公落籍地都邑神奇巴社山人，自幼受到怀满公‘积
善成德’祖训、家风的影响，铭刻心田。现老家组编族谱，既顺族人心，也遂本人愿。
我捐赠 20000 元。”

覃华周、覃耀清、谭清、覃斌等宗亲说：“为修谱捐款，与为其他领域捐款的性质不
一样，是等于给自己的祖宗、自己的父母捐款一样，只有尽力，才没遗憾。”

捐款 10000 元以下 5000 元以上的覃绍明、覃剑、覃绍权、覃卫兵、覃传辉、覃素
华、覃勇、谭泽、覃介伦、覃彦超、覃俊源等宗贤，都道出共同的心声：“祖宗，是
天然的血缘关系。为族谱捐款，给祖宗献爱，是自觉自愿、发自内心的，也是人性之
起码要求。”值得一提的是，东兰县委办司机覃俊源，月工资不足 2000 元，爱人待业，
抚养两个小孩，平时生活安排吃紧。可一听说县里要组织编谱，遂想方设法，筹到 5000
元捐上。不少族人劝他，像你的家境，挺多捐款五百元，已合情合理。俊源说：“每
每想到老家堂屋上写的‘祖德如山重，宗恩似海深’的楹联时，若给自己祖宗捐少了，
总有内疚之憾。”

第二节 村民捐款带众亲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点滴汇
聚，爱心海洋，人间有爱，真情无价，愿我们都来奉献出自己的一份爱，来支持覃氏
族谱这一光彩事业，捐出覃氏后裔的一片心意”！

东兰覃氏，泱泱大族，深受怀满精神的影响，在大革命时期或和平年代，都展现
出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五年编谱，数万族群积极参与和踊跃捐款的感人事实，便是



当今怀满精神的生动再现。
2016 年初春，76 岁的东兰镇板逢村村民覃绵继，听到县里组织编谱，喜出望外，

立马捐赠 2016 元（意指 2016 年），过后又动员一家人同意，从多年筹措的建房款中，
再挪 4000 元，共捐 6016 元，人均 1000 元，为全县捐款最早数额最大的第一村民、第
一家庭，信息传开，立即产生极大的轰动效应。

覃 涛，东兰镇板逢村拉英屯人，捐款 3000 元；覃江，三弄瑶族乡深洞村人，捐款
2508 元（含矿泉水 20 件 500 元）；覃世扑，三石镇纳合村拉友人，捐款 2200 元；覃江，
三弄瑶族乡好言屯人，捐款 2008 元；覃东文，长乐镇定安屯人，捐款 2000 元；覃胜，
东兰镇伦界村人，捐款 2000 元……

覃绵继，他们生活宽裕吗？否！有的还是贫困户，至今仍窝居一
间不足 60 平方米的五十年代末建就残存下来的破旧不堪的干打垒危
房。墙壁以铁线扎紧杉皮围就，四面通风。屋内四壁空空，饭桌、板
凳、木柜等家具还是六十年代制的。楼梯或楼板，腐朽通透鸡蛋大小
的窟窿，老伴 75 岁，双目失明，两个孩子读大学，尚养弱智老弟，
一人在外务工……．但他精神充实，情感纯朴，胸襟宽阔。他曾多次

给到访者说：“编谱不是政府组织的，而是覃氏族人要做的，是本家的事，是自己的
事。做本家做自己的事，自己不积极捐款，谁来捐？且覃氏族人，90%以上是村民，编
谱对村民有利，懂得自己的始祖源流，世系分布。编谱是认祖敬祖感恩祖宗，是人的
基本道德。编谱是弘扬始祖文化，传承始祖精神，激励后代拼搏奋发的大好事。我们
这里也有个别宗亲，多代以来，不认祖敬祖，不扫共同的祖坟，不修同祖的墓碑，现
在四周覃氏宗支编谱，谁都不认他们，成‘黑人黑户’。这次编谱等于给覃氏农户人
户口本，上身份证。给世代或分布外地的族人寻根问祖提供路标。值得珍惜的是，现
上上下下有很多老干部组织编谱，对我来说是个良机。丢失这个机会，仅靠我们农民
的水平和能力，难以完成众多久远资料的采集，不仅写不出，更谈不上精品了。机不
可失，失不再来。编写族谱，认祖敬祖，弘扬始祖怀满文化精神，全是族人和本家的
大事，有时间界定的，拖不得。住房破旧点、晚建点都不要紧。捐点款编好自家族谱，
认自家祖宗，是基本道德所要求。相反，会被人唾弃。”

第三节 巾帼入谱赛须眉

随着编谱宣传的广泛深入，有力冲破妇女不入谱的错误传统观念，一大批覃氏妇
女投入其间，为族谱做出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彰显巾帼不让须眉的时代风采；曾
记得，2016 年盛夏，烈日似火。东兰县在金城江河池大酒店四楼会议室召开首次驻金
覃氏宗贤联谊会，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覃莉革大姐，因心律不齐刚出院，得知信息，即



拄着拐杖，拖着虚弱身体，途中多次休息，步履艰辛赴来与会。在座谈中动情地说：
“我很小就听到老人讲述始祖怀满公祖籍山东，抗元将领，平乱英雄，战功赫赫，留
戍东兰，世袭巡检，落祖都邑，祖茔累吴，老前辈年年扫墓等神奇故事，感人至极，
至今记忆犹新。我懂得，以前编谱，只有男人才能入谱，女人不能入谱？人生在世，
个个都有自己的祖宗。入谱是认祖归宗的具体表现，为何女的不能人谱。我一直想不
通。这次编谱，女的也可人谱，我感到很舒畅。因此，我要捐赠，以表对族谱的支持，
和对始祖的深切怀念。”同时，她还叫老伴孙德强，将她所知的有关资料如实给编谱
办提供，并协助编谱成员做了大量工作。

八十多岁高龄的三石下免人覃美留，曾任土改工作队员、东兰县人大
原副主任，退休常居南宁，闻知东兰修谱，十分兴奋，即赶回老家，
与百岁高龄的慈母等采集相关族谱资料。她多次与到访的宗贤说：“以
前时常听到公奶和爸妈叙述始祖怀满公的传奇故事，刻铭心底。深知
始祖怀满，为历史名人，影响广远，世代传扬，人人知晓，这是我们
覃氏数万族人的骄傲和自豪。这次编谱，是第一次全面记载始祖源流、

繁衍分布、历史功绩、精神文化等丰富内容，用以励后世，应该大力支持。以前女的
不能人谱，身份比男人低一等。如今男女平等，都
可入谱，遂了一生夙愿，故诚捐 1000 元，聊表认
祖归宗的一片深情。”

覃素华，自小深受祖训、家教、家风的熏陶，
笃学躬耕，从一个普通职员成长为正处级领导干
部。退休后居住南宁，知悉老家编谱，高兴异常，
不但慷慨解囊，捐赠巨款 9000 元，还多次为在南
宁召开的各种会议提供方便。又不时询问进展情
况，或动员本村宗贤捐款人谱等，为族谱作出较大

的无私的奉献，是东兰覃氏女子带头入谱的典范。编谱成员，每每提及，她十分谦逊
地说：“认祖归宗，感恩祖宗，乃人之基本道德。我有今天，有始祖文化、始祖精神
濡染的因素。东兰编谱，倡导女子可以入谱，为创新之举。我为覃氏女儿一员，能融
入泱泱大族，是莫大的荣耀啊。”

覃孟春，女，壮族，1963 年生，三石镇公平村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系
河池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民族外事华侨宗教委员会主
任委员。2016 年至今任《东兰覃氏族谱》顾问，始终不渝地关注编谱工作，时常电话
与覃绍明老主席联系，了解族谱进展情况等，且带头捐款 1000 元，更可贵的是，亲自
发动众多宗亲踊跃入谱，这一感人的先进事实，立即传开，成为佳话，众人感叹，无



愧是全县巾帼入谱的典范之一。
覃 英，任河池市水利局副局长，为较早热心编谱的女子之一，不仅多次参加在

金召开的各种相关会议，返乡动员宗亲入谱，提供相关族谱资料。据统计显示，覃氏
女性捐款入谱近百人。

第四节 情深逾浓复捐款

随着造势的深入和典型的效应，认祖归宗意识日益增强，不断涌现出多次捐款的
动人事实。有不少宗贤第一次捐了款，过后总感觉捐少了点，似乎良心过不去，对不
住祖宗，遂萌再捐的诚意。如覃耀清第一次捐 3000 元，第二次捐 20000 元；覃启站第
一次捐 20000 元，第二次再捐 10000 元；覃绍权第一次捐 3000 元，第二次捐 4000 元，
第三次捐 2318 元；覃绍明第一次 3000 元，第二次捐 5000 元，第三次 1000 元；覃介伦
第一次 1000 元，第二次捐 4000 元；三石镇纳合村村民覃世扑，第一次捐 200 元，第二
次捐 2000 元；板逢村民覃应锋第一次捐 200 元，第二次 800 元……是什么原因促使二
次捐款？正如二次捐款最多的覃耀青、覃启站说：“目睹广大族人日益高涨的捐款激
情，特别是为农民贫困户覃绵继捐款 6000 元的先进典型所感染，以及认祖敬祖报答始
祖情感的日益增进，促使我们再捐
款的虔诚。”九十高龄的离休老教
师覃栋森在二次捐款时说：我三次
为族谱捐款，不仅仅是个人捐赠数
额的增加，更重要的源于对追本溯
源、认祖归宗、世代传承的执着追
求，对弘扬始祖文化精神的认识深
化，对祖宗感恩戴德的情感倍增的
具体体现。”这些纯朴无华的话语，
无不道出了众多族人，为族谱再次
捐款的共同心声。

第五节 举家人人献爱心

在五年的编谱历程中，还涌现出一批人人踊跃献爱心的模范家庭：
覃衡山，79 岁高龄，为编写族谱的热心人，2016 年，任《东兰覃氏族谱》顾问，

不顾年老体弱，全身心分扑在族谱上。老伴长年患病住院，家庭困难，自己先后三次
带头捐款 1000 元，动员全家捐款。在他以身作则带动下，其全家儿孙 10 人，不管身在
何处，人人怀祖，个个捐款，全家共捐款 4400 元，是全县认祖归宗的模范家庭。



河池市文广局干部覃国一家三口人，月工资 2000 多元，本人捐款 1000 元，爱人李
艳萍捐款 500 元，八岁孩覃黎龑多次听闻爸妈谈及捐款入谱的事，机灵的他知晓其意便
高兴地说：“我也敬祖爱国，参加族谱。”并将仅有 500 元的压岁钱捐出。

留学国外十七年的覃伟和他爱人宋若旭各为编谱捐款 1000 元。覃伟深有感触地说：
“人不能无祖，家不能无国，认祖是爱国的前提，爱国是敬祖的提升。两者统一，不
可偏废。认祖敬祖是人的基本道德，是发自内心情感，别人是不能替代，也不能委托。”
这是所有举家员员捐款入族谱的深情诠释。

历史是人民创造。东兰覃氏族谱是东兰覃氏族人编写，它汇聚数万宗贤的智慧和
力量，它凝结 200 名编委的心血和汗水，它穿越时空隧道，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定格
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里。

是的，精神难以谱写，我们却要用有限的文字记录下这无限的精神之光，只为自
己的微薄之力给浩渺的苍空增添一抹明亮，给灿烂的历程立一座丰碑。当我们能满怀
热忱的翻阅《东兰覃氏族谱》，心存敬畏的回顾它的时候，就是对我们家族史及为此
编写付出的血肉同胞们最好的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