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的东西

人们往往“假熟悉真陌生”

就像谁都知道《三字经》的头两
句“人之初，性本善”一样，凡是中华
子孙大概没有不知道“赵钱孙李，周
吴郑王”是出自百家姓的。“周吴郑
王”现在居然还成了俗语———“你今
天干吗穿得‘周吴郑王’啊？”著名演
员陈道明在电影《唐山大地震》里就
这样说过，其意近于“人五人六”。

但是，今天的我们普遍会遭遇这
样的困境：尤其是对传统的东西，往
往“假熟悉真陌生”。钱文忠说：“今天
能够接着“人之初，性本善”而随口道
出《三字经》前十句的人，恐怕不会很
多；就《百家姓》而言，除了“赵钱孙
李，周吴郑王”以外，还能对它有所了
解的人，或许也是很少的吧。”

“姓氏”

是全民族的重要信仰

《百家姓》和《三字经》、《千字文》
为传统三大蒙学读物，《三字经》、《千
字文》的字句编排都有教诲的意义，
而《百家姓》则没有。虽说《百家姓》也
是四字一句，格式整齐，合辙押韵，却
只是把几百个姓罗列在一起而已，不
考虑姓之大小、古新，并无规律可言，
更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可言。

被问及，为什么《百家姓》会被选
作蒙学读物，钱文忠教授的回答发人
省醒：“《百家姓》汇聚的不是一般的

汉字，而是作姓用的汉字，这就不一
样了。以家族为中心、视血缘区别亲
疏，乃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之一，
是全民族的重要信仰。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选择《百家姓》正是为了从小对
孩子进行传统价值观的教育。姓氏对
于中华民族极其重要。我们有时会用
一句很重的话：“别忘了自己姓什
么！”

一次惊心动魄的

寻根之旅

《钱文忠解读百家姓》展现了中
国传统姓氏文化由古到今的历史流
变，表现了中国人以家族为纽带薪火
相传的文化沿革，营造出了一种温馨
的“华夏各族是一家”的文化氛围。在

《百家讲坛》播出后不久，便引起网友
热议，很多网友认为这是一次惊心动
魄的寻根之旅。还有观众反映说，节
目引起了自家小朋友的关注，询问自
己姓氏的渊源，增加了家族之间的亲
情。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钱文忠解读百家
姓》通过对每一个姓氏的寻根问祖，
对于增强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姓氏，及其附属的文化内涵，就
是一张绝佳的名片，是打通古今，交
流通道的最好载体，它以一种血缘文
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
成史。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看似简
单的文字排列，却折射了中华文明几
千年的历史血脉。给出了我是谁，我
从哪里来的历史解答。

姓，寻找文明的根
《钱文忠解读百家姓》唤回人们对家族的认同感

信仰“以家族
为中心、视血缘区
别亲疏，乃是中国
传统的核心价值
之一，是全民族的
重要信仰。不久前

《百家讲坛》立足
于 人 们“ 寻 根 问
祖”的情怀，策划
了系列节目《钱文
忠解读百家姓》，
对每一个姓氏进
行了一次系统的
解读。近期，同名
图书《钱文忠解读
百家姓》出版，引
发了人们对于《百
家姓》这部既熟悉
又陌生的古书的
热议。21讲，80姓，
钱文忠把与每个
中国人都切身相
关的姓氏符号详
解，而撰写《钱文
忠解读》这部中华
文明的血脉史的
过程，也是一次惊
心动魄的文化寻
根之旅。

记者：市面上解读《百家姓》的书有
很多个版本，请问在您这本书里，对百
家姓的解说有什么新观点或者新思路
的体现？

钱文忠：原有的百家姓研读著作多
是就姓论姓，介绍每个姓的基本知识；
而本书的外延很广，既有宏观的姓氏文
化，如改姓的几种情况、中华姓氏的来
源等等，还借说姓氏讲了很多历史文化
及传统礼仪的知识。

记者：与其他的国学经典相比，《百
家姓》的教化意义似乎没有那么大，那
您为什么还要选择来讲它？您觉得《百
家姓》的意义是？

钱文忠：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理，家
族血缘观念是很强烈的，强调的是一种
归属感、认同感，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变
迁，这种观念正逐步动摇，很多人都“数
典忘祖”。为了唤回人们的对家族的认
同感，多一些传承感，我觉得《百家姓》
还是值得一讲的。此外，通过讲解《百家
姓》，也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因
为通过了解这些姓氏的起源发展，就可
以理解为什么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记者：您如何看待《百家讲坛》这种
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

钱文忠：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
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对于习惯了白话
文的现代人来说，其表述方式是相当艰
涩难懂的。而《百家讲坛》考虑到这一矛
盾，精选一些浅显的、当代人更感兴趣
的传统话题，请一些业内的学者、专家
予以通俗易懂的解读，我觉的是从实践
出发的，是实事求是的，功德一件。

记者：姓氏对于当代人的影响远没
有过去那么重要了，比如有的小孩不再
随父姓，而随母姓，您如何看待这种现
象？

钱文忠：这是必然的，随着西方文
化、商业文化等的冲击，女权主义也在
中国有了市场，人们的个人意识越来越
强烈，以后出现某人既不姓父姓也不姓
母姓的情况也未可知。这种趋势有利有
弊，好处是人们少了些束缚，人格更加
独立，思维更加开放，利于社会的创新
进步；坏处同样是因为少了束缚，有的
人可能会变得更加没有敬畏之心。

记者：您曾经说过，传播国学“最大
的困难是如果按照《弟子规》、《三字经》
的标准培养出来的孩子，到社会上90%

是吃亏的。”对于为人父母者，到底该按
什么样的标准教育孩子呢？

钱文忠：我多次澄清过了，这仍然
是媒体断章取义的结果。我的原意是：
您所引述的那些话所反映的情况，恰恰
是我们教育缺失的结果。这个时代和社
会固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有些东西还
是要坚守的。在这些蒙学经典的利用
上，父母切不可全盘不加取舍地灌输给
孩子，有些内容要结合现实加以解释，
让孩子理解的更为全面。

格对话

我们不能数典忘祖

要说钱姓的祖先，非寿即贵，远
的可以考证到寿星彭祖，近的可以推
到吴越国钱镠。最值得钱姓骄傲的
是，历史上钱家人还出了个连中六元
的才子，他是谁呢？

《百家姓》里第二个姓是钱。钱姓
的起源相当单纯，还真和钱有关。根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五帝之一颛
顼有个曾孙叫陆终，陆终的太太怀孕
了，居然一怀三年，不生，最后剖腹
产，一胎生了六个。这事的真假姑且
不论，这其中的老三，就是著名的寿
星彭祖。彭祖叫什么？姓篯，名铿。在
商朝，他当的官叫做守藏史。因为他
活了800岁，所以到了周代，他还在当
官，官名叫柱下史。彭祖有个后代叫

彭孚，西周时担任了钱府上士，类似
于今天的财政部长。从此以后，他的
后人便以钱为姓，去掉了竹字头。所
以，钱姓源于彭姓，发源地在今天的
西安附近，这是可以确定的。听我们
家老辈讲，在过去，钱彭是不能通婚
的，当然，今天是不是这样，我不知
道。我查过我们家的家谱，里面就写
着，钱彭是不通婚的，并且还有这么
一道家规：如果彭氏有难，钱姓要提
供帮助。毕竟两家源于一个姓嘛。

钱姓的迁移路线是怎样的呢？大
概到了秦朝、汉朝的时候，钱姓开始
南迁，迁到了江浙一带。到五代十国
时，吴越王钱镠建立了吴越国。他有
几十个儿子，都分派到江浙各个地方

当官。最后由于吴越国纳土归宋，直
接投降了，所以，钱姓子孙基本得以
保全。要知道，历朝的末代皇族，下场
一般都是很惨的。像崇祯皇帝，最后
上了吊，其余的朱姓子孙，不少被各
地农民起义军赶杀，多惨啊；宋代灭
亡后，赵姓皇族子孙即便逃亡海上也
未能幸免。得益于祖先的先见之明，
吴越国的几十个钱姓子孙基本上获
得了善终，一直还在环太湖流域生
活。现在的钱氏也主要来源于这一
支，堂号叫吴越堂。我老家祠堂门口
贴的对联就是“吴越家声远，彭城世
泽 长 ”。中 国 科 技 界 著 名 的“ 三
钱”——— 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祖
先都可以追溯到吴越王那里。

钱姓原来真是“管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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