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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新读】

弘扬传统为何要从“家”开始
□李路

传统文化回归的潮流不可阻
挡。但水流总是先流向阻力最小
的地方。从目前看，这个地方就是
家。

文化与政治的联姻，文化与经
济的融合，当下还常存在一些争
议。但一触及亲情与家庭，传统文
化仿佛能叩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其实，家，恰恰是东方文化真正的
后院和港湾。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
化，千百年来历经沧桑，其政治待
遇和经济地位，无论是枝繁叶茂还
是花果飘零，其扎在个人道德和家
庭伦理领域的“根”从未断绝，直到
今天也未被完全取代。例如在时下
流行的婚恋节目中，年轻人择偶的
标准有很多，但交集最多的还是

“孝顺父母”、“顾家”等等。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屡被提起

的韩剧问题。现在理性的声音已经
出来了，韩国电视剧风行中国，不

能简单地认为中国观众“水平低”，
甚至有“阴谋论”的判断，还是要理
性分析其中的原因，那就是：韩剧
中蕴涵的浓浓的东方式的温情和
家庭伦理吸引了大家。人们向往而
又在现实中找不到的东西，自然愿
意在电视剧中去感受。

今年春节以来媒体所谓的
“家风调查”，其实是对国人精神
面貌的一次真正展示和释放。每
个家庭的“家风”是最真实的规
则，是最温情的教材，是最接地气
的信仰。

儒家文化是讲“顺序之爱”的，
亲亲、尊贤、仁民、爱物，由近而及
远。这种爱，尽管也被批评过，但千
百年来的实践证明，它更符合人
性，所以也就更真实、更持久。试
想，一个没赡养好自己亲生父母的
人，却先去关爱流浪狗，这样的

“爱”能有多少说服力？
当然，正如一代大儒梁漱溟先

生所说，近代以来中国的家庭发生
了巨大变化，例如大家庭逐渐消
失，家庭结构变了；妇女大量出来
工作，家庭分工变了。那么，那些所
谓“在农耕时代管用的文化”在当
代还管不管用？我们看看日本、韩
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就很清楚了：传
统文化可以和现代社会很好地融
合，并且能相互促进。

儒家讲“修齐治平”。“治国平
天下”是需要机遇的，但修身、齐家
(现代小家庭 )是每个人都要面对
的，其实这正是儒家实践体系的基
础和根本。当然需要我们很好地转
化与创新。

如果说浮躁、迷茫是一种“时
代病”的话，那么让心灵回归家庭、
回归东方式的伦理与温情，就是治
疗它的一剂良药。弘扬传统，关怀
当下，不妨从“家”开始。

(本文作者为《儒风大家》主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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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脉
□陈忠实

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在那盏祖传的清油
灯下，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我手里：

“你明日早起去上学。”我拔掉竹筒笔帽儿，是一撮黑
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父亲又说：“你跟你哥伙
用一只砚台。”

我的三个孩子的上学日，是我们家的庆典日。在
我看来，孩子走进学校第一步，认识的第一个字，用铅
笔写成的汉字第一画，才是孩子生命中光明的开启。
他们从这一刻开始告别黑暗，走向智慧人类的途程。

我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乱扔着一堆
书。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
亲：“是你读过的书吗？”父亲说是他读过的，随之加重
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我大为惊
讶，原以为是石印的，毛笔字怎么会写到和我的课本
上的字一样规矩呢？父亲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
先得写好字，字是人的门脸。”在我出生之前已谢世的
爷爷会写一手好字，我最初的崇拜产生了。

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然而父亲会写
字。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父
亲磨墨、裁纸，为乡亲写好新春对联，摊在明厅里的地
上晾干。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父亲舞
笔弄墨的情景，隐隐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

多年以后，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在准备和
写作《白鹿原》的六年时间里，每到春节前一天后晌，
为村人继续写迎春对联。每当造房上大梁或办婚丧大
事，村人就来找我写对联。这当儿我就想起父亲写春
联的情景，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

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学历比我高了，更比我的
父亲和爷爷高了(他们都没有任何文凭，我只是高中毕
业)。然而儿女唯一不及父辈和爷辈的便是写字，他们
一律提不起毛笔来。村人们再不会夹着红纸走进我家
屋院了。

礼拜五晚上一场大雪，足足下了一尺厚。第二天
上课心里都在发慌，怎么回家去背馍呢？五十余里路
程步行，我十三岁。最后一节课上完，我走出教室门时
就愣住了，父亲披一身一头的雪迎着我走过来，肩头
扛着一口袋馍馍，笑吟吟地说：“我给你把干粮送来
了，这个星期你不要回家了，你走不动，雪太厚
了……”

二女儿因为误读俄语，补习只好赶到高陵县一所
开设俄语班的中学去。每到周日下午，我用自行车带
着女儿走七八里土路赶到汽车站，一同乘公共汽车到
西安东郊的纺织城，再换乘通高陵县的公共汽车，看
着女儿坐好位子随车而去，我再原路返回蒋村——— 正
在写作《白鹿原》的祖屋。我没有劳累的感觉，反而感
觉到了时代的进步和生活的幸福，比我父亲冒雪步行
五十里为我送干粮方便得多了。

我不止一次劝告女儿和女婿，别太着急了，孩子
三岁还不到，你教他认什么字嘛！他现在就应该吃饭、
玩耍甚至捣蛋，才符合天性。女儿和女婿说现在人对
孩子智商如何如何开发，及至胎儿。我便把我赌上去：

“你爸爸八岁才上学识字，现在不光写小说当作家，写
毛笔字偶尔还赚点润笔费哩！”

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
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
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
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给我和哥哥读
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

我供给三个孩子上学的过程虽然也颇不轻松，然
而比父亲当年的艰难却相去甚远。从做私塾先生的爷
爷到我的孙儿这五代人中，父亲是最艰难的。他已经
没有了做私塾先生的爷爷的地位和经济，而且作为一
个农民也失去了对土地和牲畜的创造权利，而且心强
气盛地要拼死供给两个儿子读书。他的耐劳、他的勤
俭、他的耿直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他的
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却绝非书香
门第之类。

这才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

□推荐语
虽不是书香门第，但作家陈忠实的父亲对文化

却有着相当高的自觉意识。作家所说的“家之脉”是
文化之脉，传统文化里强调的耕读传家，当是如此。

(吉祥)

选择的权利应该是双方共同的，而不是我们给人家安
排什么，让他们吃，这使得中国文化“走出去”产生一些障
碍。文化是多方面的，除了文学艺术，还包含生活方式等。
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一起，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等都不
一样，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可能以偏概全。

——— 乐黛云(北京大学教授)

“非遗”创新要敢于冒风险

文化多样性源自人生活的多样性，全球经济一体化必
将导致文化趋同化，这无可奈何。但从关门自赏到开门共
赏，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无可厚非。对于“非遗”，尽管
威胁确实存在，但继承不是目的，创新和超越才是根本目
的。要想创新，只有一条路：广泛学习，吸收本行当的精髓和
别的艺术门类的元素，和当下结合，逐步扩充本行当的题
材。创新得敢于冒风险，但也要源于生活、传承行当的传统。

——— 莫言(著名作家)

母语是中华文化之圆的半径

我常说，中华文化是一个大圆，圆的半径就是母语。
珍惜中国文化很好的方式，就是珍惜母语。母语存在一
日，文化就不愁没有载体。两岸文化同源同种，共享一种
母语。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以自身的努力把中国文化的
半径拉得再长一些。

——— 余光中(著名诗人)

应设置“国学”学科

我同意增设“国学”一级学科，但建议放在“哲学”门类
下，因为经、子之学等更接近于哲学。不过，无论是放在历史
学门类下，还是放在哲学或文学门类下，都有削足适履之嫌，
显系权宜之计，将来应有一个独立的“国学”学科门类。

——— 郭齐勇(国学学者)

文化“走出去”要学会尊重他人选择

【百家之言】

本栏目欢迎广大读者来信推荐名家笔下有关家
庭、家教、家风等内容的经典之作。

邮箱：qlwbkx@163 .com

□钱宁

“仁”不是什么？

知道了“仁”是什么，还要知道
“仁”不是什么。

【论语】子曰：“巧言令色，鲜矣
仁！” (学而3)

【译文】孔子说：“讨好的言辞，
装出的喜悦，哪里会有仁呵！”

巧言令色，不是出自内心的真
情实感，缺乏“诚”，更没有“忠”，
自然不是“仁”。此句两见于《论
语》，说明孔子可能在不同场合多
次说过。作为对比，孔子还这样说

过：
【论语】子曰：“刚、毅、木、讷，近

仁。”(子路27)

【译文】孔子说：“刚强、坚毅、
质 朴 、不 夸 夸 其 谈 ，就 接 近 于 仁
了。”

木，是不会表演；讷，是不善言
辞；这些品质近于“仁”，更反衬出

“巧言令色”离“仁”有多远。
【论语】“克、伐、怨、欲，不行

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

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1)

【译文】“好胜、自夸、怨恨、贪欲
都没有的话，可以算是仁了吧？”孔
子说：“可以说很难得了，至于是不
是仁，我就不知道了。”

这是弟子原宪问的问题。“克、
伐、怨、欲”，都是人性中的弱点，
克服了这些弱点，孔子不认为就
达到了“仁”。仁，不仅要抑心中之
恶，还需扬人性之善。仁，是更高
的境界。

悦读·核心篇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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