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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好家风

巧用典故解纷争

在王家庄社区的中心位置，矗立着一座

百岁功德坊。牌坊上书“年弥高德弥劭”六字，

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题写。牌坊左右

两门横额正面，有时任祥云县令题写的“滇

西人瑞”“德冠儒英”两联。百岁功德坊立

于王榛百岁诞辰之时，是当地乡民为纪念其

和睦乡邻、开馆设学、教化育人的德行善举

而专门修建的。如今，王家庄依然流传着王

榛巧解群众碱水之争的故事。

王家庄温泉素有“滇西第一碱水温泉”

之称。用碱水熬制的土碱，是茶马古道上的

抢手货。1905年，王德三在作文中形容土碱“质

量而用广”“行销远而产额多”，是致富一

方的支柱产业。据记载，随着碱田增多，温

泉水逐渐供不应求，村民之间因争水导致争

吵、械斗、打官司的情况时有发生。最严重时，

曾发生过“蛮牛打死教习”的事件，村民们

甚至将官府派出的调停人员打死。

眼看村民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王榛毅然

出面进行调停。他用附近三英寺里供奉的刘

备、关羽、张飞桃园三英“异姓同胞胜兄弟”

的故事劝解村民，制定了“王胡朱张”四姓

“凡有请者，祖考未尝不至，年老风雨家人请勿往，则曰：人以厚谊招我，为何不去？”

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王家庄社区的王复生、王德三烈士故居内，由王复生撰写的《先祖行

述》，记录了其祖父王榛敦亲睦邻的故事，传扬着“修齐治平、忠孝睦姻、诗书明道、立身报

国”的优良家风。

近代以来，祥云王氏相继涌现出教化乡里的“老贡爷”王榛、设馆办学的王之溎等名人，

以及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一门三杰”投身革命的光辉事迹。其家风家训不仅惠及王氏后

人，更在当代成为提升王家庄社区基层治理水平的强大精神内核。

祥云王氏：立身报国  敦亲睦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