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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普通、特殊、珍贵的
“证明书”，保存尚好。虽历经90多
年风尘侵蚀，纸质斑黄，仍字迹清
晰，遒劲有力。

说它普通，这是新中国成立前
赣西北农村地区常见的一种“承祧
契约（证明）”，有“承祧、继立、承继、
过继、兼祧、承嗣”之分，一般使用规
格550×390mm普通宣纸书写，一式
三份，证明方与出、入祧双方各具一
份。这是其中的一张，从“继立证明
书”内容看，是一种“兼祧”证明。

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
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下，人们非常重
视家族的继承，让家族香火有继，是
家族男丁最重要的义务。若家族男
丁成员中因各种原因后继无人，则从
近支亲族中选择一位后辈入嗣，是为

“承祧”。若一方将一个儿子承祧一
半给没有儿子的兄弟，即“兼祧”，又
称“一子两祧”，兼祧是承祧的特例，
这种民间习俗起源于乾隆年间。承
祧（嗣）有严格的规定：必须宗族同
意，辈份一致，亲疏由近及远。旧时
承祧仪程由宗族族长主持，族中有名
望的乡绅为证明人，在两家自愿的情
况下，订立契约（证明）。

土地革命时期，由于革命斗争
残酷，苏维埃政府为解决苏区群众
的后顾之忧、考量当时环境下“不
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废
除“族长主持，乡绅证明”、拜神打
醮、谒祖飨宴等繁琐的承祧仪程，
通过宣传鼓动，简化手续、充分遵
循自愿原则，主动为参军参战支前
而牺牲的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
害的苏区群众，因瘟疫、疾病、灾难
等原因死亡、鳏老无后的人家，依
照承祧条件，在近支亲族中承祧年
幼男丁为嗣，为这些家庭延续香
火，出具相关“证明文书”。

说它特殊，是这张“继立证明
书”中证明人不是约定俗成的“宗
族族长、名望乡绅”，而是苏维埃政
府的工作人员。四位证明人均为
今水源乡街口村人，朱志鹄、朱北
求（球）、朱子昌是湘鄂赣修水苏区
有名的革命烈士，朱紫渠虽未评为
革命烈士，但为革命作出过贡献。

朱志鹄（1905-1933），1923年
考入江西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在校
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昌农民运动讲
习所学员，修水农民运动领导者之
一。曾任三区五乡党支部书记、中
共修水县三区区委秘书、修水县地
方干部政治训练班主任、修铜宜奉
边工委筹委会主任等职。1933年
秋，因“左倾”肃反扩大化被诬为

“改组派”遭到关押。同年冬恢复
名誉和自由，不久病逝。

朱北球（1900-1934），1927年
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三区五乡
党支部书记、中共修水县光华区委
书记、修水县武装工作队政委、县
委巡视员分管大桥工作团等职。

1934年7月遭敌逮捕，壮烈牺牲。
朱子昌（1889-1934），1929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三区五乡土
地委员、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
1934年7月被敌抓获，惨遭杀害。

朱紫渠（1907-1931），1929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白桥农会会长、
三区五乡工会委员长，中共修水县三
区区委秘书等职，1931年2月因牵涉

“恋爱研究社”一案而蒙冤被害。
说它珍贵，是这张加盖有“修

水县第三区第五乡工农兵苏维埃
政府印”，落款日期为“公历一九三
0年十月十四日”的“继立证明书”，
是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管理
社会事务、行使行政权力的见证，
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

往事越百年，古今成记忆。让
时光回溯到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
时期，寻究这张“继立证明书”背后
的尘封故事。

1928年 9月，黄公略率红五军
一部进驻水源圣峰山，在红五军的
支持下，经县委决定，重建修水县
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驻圣峰山新
寺。这时，仁乡水源成为湘鄂赣修
水苏区活动中心，建立了三区五乡
苏维埃政府。至 1930年“红色五
月”大暴动后，修水县先后建立起7
个区63个乡苏维埃政权，县三区苏
维埃政府先后驻沙湾三帝殿、水源
街口铺，三区五乡苏维埃政府驻水
源黄泥塘、乌沙丘等地。《继立证明
书》中“凭证明人”朱志鹄时任三区
区委秘书、朱北球时任五乡党支部
书记、朱子昌时任五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朱紫渠时任五乡工会委员长。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开展“打
土豪分田地”，平粜谷米，废除封建
奴化教育，取缔鸦片烟铺……社会
风气一时大变，面貌焕然一新。但
是，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不少参军
参战的青壮年为革命牺牲、失散，加
之“挨户团”等反动民团烧杀抢掠，
灾荒频发，瘟疫流行等原因，造成苏
区人口特别是男丁急剧减少。

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修水
就有4万多人参加红军，10万多名仁
人志士在参加秋收起义、两打长沙、
五次反“围剿”等革命斗争中壮烈牺
牲，登记在册烈士10321人，是江西
省六个万人烈士县之一，为中国革命
事业作出了重大牺牲和重要贡献。

朱北球烈士之子朱正平回忆
说：“土地分产到户当年（1930年），
三区五乡苏维埃两次在景福殿召
开‘扩红’大会，乡苏主席朱子昌一
声号召，全乡先后共有 290多名青
壮年报名参加红军。仅街口铺圣
学屋一次就有朱祈桐、朱世栋、朱
世咏等 7人参加红九师（红十六军
九师）。”他们中绝大多数牺牲在后
来的革命战争中。据民国 15 年
（1926年）王少竹所撰《水源婴育志
地图说》载：“是地也，管辖之址。

纵横约十五里许，户口二千余家，
男女居民七千余口，姓氏八九氏。”
兵连祸结，瘟疫灾荒，导致灭门绝
户，人丁凋零，及至 1936年打清醮
按丁摊费时，水源只剩下 2600人，
半数家庭绝户。“继立证明书”出、
入嗣双方所在地圣学屋死绝16户，
由 1926 年的 42 户 158 人锐减至
1936年的26户61人。

《继立证明书》中朱世熏、朱世
坤是弟兄俩，系三区五乡苏维埃第
四村（今水源乡街口村）人，哥哥朱
世坤是个无儿无女，年近半百的贫
困鳏夫。1930年弟兄两人作为三
区五乡支前民工参加了“红色五
月”扑城，“两打长沙”等战斗。朱
世熏为解决哥哥的后顾之忧，提出
将独子朱祈友承祧一半给朱世
坤。苏区干部了解情况后，不厌其
烦，上门服务，为朱世熏、朱世坤两家
办理“过继证明”，并救助家徒四壁的
朱世坤一床棉絮和两斗米。朱世坤
深为感动，革命的劲头更足。

说到“继立证明书”，街口村村
民朱礼立耳熟能详：“我爹就是我
亲爷爷过继给我爷爷的，两个爷爷
是同胞兄弟。我亲爷爷朱世祯，
1903年生，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武汉
分校，以教书为名从事党的地下工
作，暗中革命；我当红军的爷爷叫朱
世栋，1906年生，他是 1930年参加
红十六军的。爷爷参加红军后一去
不返，只听说牺牲在湖北阳新红军
医院。我爷爷膝下无子，他参加红
军的那年，经乡苏维埃政府出具证
明，我亲爷爷将 8岁的儿子朱祈德
过继给当红军的爷爷为嗣子。”

据近百岁老人朱正平、朱世
英、朱中祥等回忆，这种由苏维埃
政府出具的“证明书”在当年苏区
一带屡见不鲜。1930年 9月，年仅
20岁的红三军团战士朱卫斌（朱渭
滨）在攻打长沙战斗中牺牲，就是
由经苏维埃政府作证过继其房兄
之子年仅1周岁的朱里伏（朱礼服）
承祧为嗣。朱里伏踏着烈士的足
迹于 1949 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
军。退伍返乡后，积极参加社会主
义建设，终生务农。

如烟往事随风逝，似水流年逐
浪来。凝视着这张“继立证明书”，我
们仿佛看到了当年苏区干部“自带
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
灯笼访贫农”的情景，见证着密切联
系群众，为民办实事，想群众所想，
急群众所急，解群众所忧的苏区干
部好作风。“继立证明书”从一个角
度印证了苏维埃政府执政为民的伟
大实践，有利于动员、组织和发动民
众进行革命，赓续红色血脉，扩红支
前，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巩固
和发展苏区。据党史专家考证，这
种苏维埃政府出具的“承祧（继立）
证明”文书，日前发现较少，对研究
湘鄂赣革命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处匡庐之麓，依长江之滨，1.8万
平方米人造沙滩亮相八里湖。金沙
抱碧水，斜阳醉椰林，尽显“海滨”之
风韵！

滩涂平缓而轩敞，可邀万千之宾
客。沙粒源自福建海岸，携一身“海
沙”品性：软绵绵似罗衾卧榻，可坐躺
可蹦跳可翻滚；热乎乎若美妙灵汤，
可濯足可搓背可泡蒸。孩童乐此而
不疲，地上筑城堡、挖地道，空中舞彩
带、耍风筝；大人迷恋卧沙“桑拿”，藉
大自然神奇之手，舒筋活血，健体强
身。尚有状若蘑菇之朵朵遮阳伞下，
孰知收藏多少开心事，绽放多少好心
情……

多色植被亦踊跃加盟：给灌木镌
以精美图案；让花圃四时七彩常
新；草坪总是袒露茵茵胸怀；各类
乔木仪态万方，生动传情，苏铁之
坚毅，香樟之高洁，丹桂之温馨……
且有别具心裁之手笔，赣北之域呈现

“热带风情”，一株株海枣树风仪玉
立，魁伟华贵；一棵棵棕榈树鬃毛飘
洒、挺拔苍劲；一排排椰子树硕叶舒
展，嵬峨坚贞……哦，这里不设时限，
从晨至暮，眼前总有一幅幅可人景
致：轻岚笼湖渚，皓月浸玉璧，沙鸥傍
湖飞，清波泛舟人；老翁习拳，姑娘抚
琴，友伴对弈，情侣窃吻……

更有配套设施锦上添花：交通线
四通八达；停车位宽绰充盈；休息椅
俯拾皆是；特色餐厅滩头恭请光临
……最美莫过于登临湖中亭棚船楼，
要么肃然伫立，凭吊湮于湖底之六朝
胜迹，缅怀浔阳古城远逝千载之毓绣
钟灵；抑或南眺庐山，叹其巍峨奇秀
而豪情万丈，再次品诵《庐山高歌》之
激昂雄浑；或者北望浔城，感其日新
月异而心驰神往，广厦交错，路网纵
横，商贾云集，物阜民丰；要不饱览湖
光水色，放飞遐思，想象大海之汹涌
澎湃，一碧万顷，感慨人生波澜壮阔，
激流勇进……

噫，海韵沙滩，九江人的海韵沙
滩！集南国风光、热带风情、海滩模
式、滨水格局为一体，融旅游观光、度
假休闲、特色餐饮、户外娱乐于一身，
无愧八里湖景区一颗明珠，晶莹璀
璨，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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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朱世熏之子祈有年二岁承祧

于朱世坤一半为嗣，特此证明，凭证明

人五乡代表朱子昌、朱志鹄、朱北求、

朱紫渠。公历一九三0年十月十四日，

修水县第三区第五乡苏维埃政府印

（盖章），此证。

这张“继立证明书”为朱北球烈士之子朱正平收藏。

□ 郤正钦

海韵沙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