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五 篇

覃氏英才遍四海 人才方阵誉九州

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千年来，中华覃氏与亿万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灿烂辉

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之

濡染陶冶，代有才人。古有肇祖覃伯益，近有始祖覃怀满、现有七位红军出

身的战功赫赫的开国将领、省部级政要，威名盖世，誉满乾坤；尚有大革命

时期身怀绝技、叱咤风云的几十名农运领导人以及百名农运骨干，他们为民

族复兴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挥师杀敌、血战疆场，他们为建设事业，创下惊

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业。建国后一大批党政干部、各类人才茁壮成长，在

各条战线上艰辛耕耘，业绩卓著，共同铸就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第一章 覃氏肇祖功卓著

肇祖伯益，约出生公元前 1973 年（距今 4000 多年），又名伯翳，也称大费，他是
大业的长子、瑞琐曾孙、黄帝的五世孙。《史记》、《夏本记》、《秦本记》等史书有载，
伯益自幼勤学苦读，博览群书，满腹经纶，素有忠君报国为民之情怀，夏禹治水至覃
怀，舜命伯益全力协助禹治水，不负重托，恪尽职守，13 年如一日，以他卓越的才华，
作出重大贡献，受到舜帝的嘉奖。伯益最突出的历史性贡献就是佐禹平土治水。且在
治水过程中还立下了其他功劳。

其一、指导种植作物。在遭受洪水侵袭的地方，伯益根据当地地势低洼的特点，
教农民种植稻谷，促进农业发展。故当禹在平定洪水后，帝舜赏赐伯益以肥皂游（一
种黑色旗帜），还将自己家族的女子许配给伯益。此后，伯益就在舜的手下担任虞官（《尚
书·尧典》），掌管山泽，繁育鸟兽。而伯益后人，包括费昌、仲衍、造父、处父辈以
长于训鸟兽成立于世。

其二、发明凿井技术。《经典释文》卷二井卦因《世本》、《吕氏春秋·勿躬篇》：“伯
益作井”。这与伯益长期与水打交道，发现地下水的秘密，及开发利用有关。据当代考
古证实，我国水井的出现恰当与尧舜时期相差不远的龙山时代，这与伯益发明凿井技
术年代相吻合。此技术的发明前，人们不得不靠近河流定居，忍受河水泛滥的威胁。
发明该技术后，我国古代北方广大平原地区渐为各氏族聚居，土地得以开发。

其三、促进各族发展。伯益凿挖水井、开垦土地、种植作物，不仅促进本氏族，
也促进各氏族的发展。

其四、探索治国之道。伯益在政治上也很有建树。他曾告诫大禹，凡事要有前瞻
性，要虑事周全。不要违背法则、制度，不要过度游乐享受，不要违背规律去追求百
姓的称誉，不要违反民意而满足自己的欲望。治国不能懈怠，政事不能荒废，谦虚会
受到益处，自满能导致失败，要选贤任能、除奸去邪。

其五、坚持以德服众。伯益在处理民族矛盾方面，亦表现出远见卓识。舜时，三
苗族离心离德，舜便派大禹武力征服，三苗不服，伯益提议，要恩威并举，德武相济。
大禹接受伯益建议，撤退军队，实行文教德治，三苗受到感化终于归顺。

有歌云：覃氏肇祖伯益公，精忠报国志道同。助禹治水功高大，治国理政显奇雄。
潜心专著《山海经》，博大精深万众崇。先祖功高恩深重，裔孙世代铭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