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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传辉

《东兰覃氏族谱》，经编委宗亲及广大族人历时五年的艰辛整理编纂耕耘，终于付
梓面世，圆百年修谱之梦，是利国利民利族的一件历史性大事，可喜可贺！

族谱，亦称家谱、家乘、谱谍等，历史悠久，领袖关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毛泽东说：“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
聚落地理等研究提供名贵的资料。”

一九八四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
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 号），编谱势头很好，世存多达五万余件，涵盖全国
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三百多个姓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作实施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给编谱工作迎来
发展的春天，《东兰覃氏族谱》应运而生。

该谱着力围绕“突出一个重点，突显五大亮点，贯穿一条红线，坚持创新原则”的要
求。构思谋篇，合理布局，精心编出既真实记录覃氏族人生动感人的鲜活史料，又充分体
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上乘族谱。

第一、突出一个重点。认祖归宗，为族人关注度最高，吸引力最强的核心内容，详实
记录覃氏始祖怀满公祖籍山东、留戍东兰、落籍纳雅、祖茔累吴等真实历史，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从县、乡镇到村组，编列目录，详细阐述东兰覃氏各宗支世系的源流，成为本县
族人追本溯源、认祖归宗的“活字典”，也成为繁衍在各地的百万怀满后裔寻根问祖、认
祖归宗的“线路图”。

第二、突显五个亮点。《东兰覃氏族谱》与其他覃氏族谱相较，既具共性，又有独特，
亮点纷呈。

亮点一，百万后裔祖东兰。大量史实佐证，怀满公不仅为东兰覃氏族人的始祖，而且
还是遍布广西 30 多个县市区，贵州、云南、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国外 20 多个国家及
地区百万覃氏后裔的始祖。怀满公祖茔在其落籍地纳雅村不远的累吴屯。

亮点二，怀满文化奇葩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同样，文化也是一个姓氏，一个氏族的灵魂，是支撑该氏族不断发展
的不竭动力。怀满文化是覃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传
承几千年来积淀覃氏优秀的传统文化，历经漫长历史长河不断加以完善发展，形成独特的
文化，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特别是“积善”“感恩”等儒家文化，世代儒染，陶冶情操。
怀满公耳孙绍明，发动一家七兄弟姐妹及子孙几十人，不要国家和群众一分钱、一个工，
自己设计、出钱、投工，艰辛五载，在大山沟壑上建就一座远近闻名的感恩文化园，刻竖
广大村民及覃氏部分省部级厅级处级宗亲数百首各类感恩诗文碑林，创下全国四个第一



（第一个村民感恩文化园；第一个感恩文化教育基地；第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村民感恩文
化书籍；第一个村民感恩文化教育协会），先后迎来登临览胜者数以万计，在区内乃至全
国产生深远影响。

亮点三，人才方阵誉九州。在怀满文化、怀满精神以及红色文化的熏陶下，东兰覃氏
现有地厅、县处、科长级等行政人员，高、中级技术职称等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家上千人，
可谓人才荟萃。在人才方阵中最引以为傲的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有覃孔贤、覃道平等三十
多位师团级农运领导骨干，有参加红军，身经百战，建国后幸存下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原
主席覃应机，开国中将覃健，少将覃士冕、覃国翰及享受军级待遇的覃恩忠、谭庆荣（覃
改谭）、覃波等 7位革命功臣。战争年代他们叱咤风云，出生入死，创建东兰这个全国著名
的革命根据地，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亮点四，非凡业绩垂千古。东兰是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评价
的全国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是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是百色起
义的策源地；是全国著名的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地；是红七军的故乡；是中国少数民族
将军之乡。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严格审查，由原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韦
拔群精神论》证实，在民主革命时期，韦拔群开创的东兰革命根据地有 16 个方面走在全国
的前列。东兰覃氏族人在创建东兰革命根据地中，功垂青史，誉满华夏，彪炳千秋。史载，
东兰覃氏聚居的乡镇村为韦拔群从事革命活动的重点区域，有近 2万人参加革命，有数十
人成为师团级的农运领导骨干，有数百人为国捐躯。在建设时期，他们的聚居地绝大部分
又是国家几座大型水电站的重点淹没区，曾被称为“东兰粮仓”和优质农副产品生产基地，
是东兰生产生活条件最好的地方。为支援国家建设，将数万亩良田和上万人的家园献给国
家。他们走向步履艰辛的异地安置之路。在这些搬迁户中，绝大部分农户的前辈们参加韦
拔群领导的农运，数百人血洒红土。东兰覃氏族人如此家国情怀，令人钦佩！这些名垂千
古的光辉业绩最能体现“不畏强暴，勇于抗争，战胜逆境，自强不息；不图私利、顾全大
局；团结一致，共同奋进”的怀满文化及其创业精神。

亮点五，铸就覃氏第一村。数百年来，东兰覃氏族人，在怀满文化的熏陶和怀满精神
的激励下，铸就许多令人赞叹的典型。其中被誉为“中华覃氏第一村”的三石镇纳合村是
一个最为突出的代表。据相关资料反映，清朝时代，就有远近闻名的十大覃氏文人。近百
年前，该村覃氏人口仅三百多人，就有 217 人跟随韦拔群闹革命。其中，有十三人成为全
县农民运动的骨干。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不少人成为影响久远的历史人物。大革命时期，
覃应物任三石区委书记，覃联魁任东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覃恩先后担任叶剑英警卫员、
第三野战军电台队长。覃恩忠，曾任广州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副军级领导）。十三岁就任
儿童团团长的覃应机，转战南北，建国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政协
主席、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纳合覃氏族人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的贡献和牺牲，在第一
次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斗争的人员中，建国后被国家追认为烈士就有二十一人。建国后，



纳合覃氏族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涌现出大批人才。其中，科处厅级领导和中高级技
术人才 113 人，大学生 182 人。上述一组组数字，承载覃氏族人厚重的文化底蕴。这一组
组数字，说明纳合被誉为“中华覃氏第一村”是当之无愧的，纳合将成为广大族人不断创
造新辉煌的标杆。

第三、贯穿一条红线。一部族谱，主旨是认祖归宗，敦宗穆族，奋发前行。依照习近
平总书记所精辟阐述的“认祖归宗是中华儿女重要的文化品格”，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统揽全文。没有简单地孤立地把源流、迁徙等枯燥罗列，而是深度挖掘其内在的日久支撑
东兰覃氏族人不断发展的辉煌历史、厚重文化和创业精神。

第四、坚持创新原则。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把创新贯穿编写全过程。从扉页
到跋、整个框架设计至编章目录的编排和具体写法，各编以 100 多个字高度凝练该编核心
内容，如上提及的第三编，将各宗支世系源流，编排记叙到乡镇、村、组；将捐款独立成
编，以文表形式热情讴歌捐款、修谱者们无私奉献的至上情操等等，如此构思、布局、写
法与传统族谱相较，均有所创新，生动体现怀满文化及怀满精神在新时代的风采。

《东兰覃氏族谱》，集历史、政治、文学、趣味于一体，极具可读性与珍藏价值的家
谱，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有关文化的科学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发展的结晶。
该谱出版发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是一本覃氏族人寻根问祖，
认祖归宗的家乘手卷，是对族人进行德育教育、修身励志的鲜活教材，是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和氏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实
施文化强国战略的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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