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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在腾冲有一句俗语，“东董爱请客、

西董爱行善”。以董友薰为代表的西董家

族，有许多乐善好施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

传。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董友薰都会拿

出数千斤大米接济困难人家；寒冬来临之

际，他又会准备数千匹土布，帮助有需要

的人家缝衣避寒；租种董友薰田地的农户，

若遇上灾年粮食歉收，他会免除当年租金。

有一天晚上，董友薰家地里的南瓜被偷。

当有人向他报告，打算去捉拿偷瓜贼时，

他却说：“那个人肯定是因为吃不饱才来

偷瓜，准备一斗米放在瓜盏下，让他连米

一起拿去。”尽管经常帮助穷人，但董友

薰一直告诫后辈要自食其力。“莫给钱、

莫给闲”这句话，董家武从小就听爷爷挂

在嘴边，一直铭记。

董友薰和民国元老李根源是同窗。在

他的感召下，抗日战争期间，以董友薰为

代表的西董家族慷慨解囊、共赴国难：助

修滇缅公路，组织物资供应，捐献粮食、

布匹和 1 架战机。1944 年，腾冲光复。董

友薰又倡议西董家族“茂恒”商号的各大

股东捐资 6000 万元，用于修复腾冲中学、

修建国殇墓园等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董友薰一如既往地坚持做有益于家

乡和人民的工作。他参与人民电影院的设

计施工，向海外侨胞募捐整修来凤寺等名

胜古迹。

崇善家风影响深远

以董友薰为代表的西董家族在商贸上

展现出过人天赋，后经公私合营，由西董

家族创办的企业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

西董家族遵循“耕读传家”的祖训，崇文

尚儒之风世代传承。早在 18 世纪中期，著

有《客馆闲吟》的族人董大纯开始在腾冲

地区广泛收徒，讲授儒家经典，产生深远

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族人董家

敏在云南大学经济系任教，著有多部经济

学著作。

近年来，经过修缮和开发的董官村不

仅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也让在外的游

子纷纷归家，留住乡愁，董家德老人就是

其中的代表。“我们家以前就住在董官村，

20 世纪初，我的爷爷也从事对缅贸易。”

董家德介绍说，后来全家虽搬迁至腾冲市

区，但对家乡的思念一如既往。20 世纪 90

年代，董家德从腾冲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退休，恰逢董友莲的后人要对老宅进行处

理，董家德便义无反顾地接手老宅，和老

伴一起住进来。“我和老伴都是退休教师，

无论是给前来参观的孩子们讲讲董家的故

事，还是闲下来品茶看书，都是一种愉悦

的享受。”董家德说。

西董家族数十代人的传承让董官村形

成了“积善、孝道、义举”的村风，崇善

观念早已渗入董官村人立身处世的人生哲

学中。为了更好地弘扬家风、凝聚人心，

近年来，腾冲市西源街道不断挖掘董官村

优秀传统文化和典型人物，让他们走进百

姓讲堂、走进日常生活。“通过张贴家风

家训，将名人轶事收集整理成册，打造乡

贤走廊和乡贤课堂，董官村逐渐形成了引

人向上、教人为善的精神力量。”西源街

道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主任李家胜介绍

说，在传承乡贤文化、涵育文明乡风的过

程中，西源街道干部群众的文化认同和文

化自信得以增强，凝聚起干事创业的智慧

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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