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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解码

重视文化教育

乐于出任教职
曹曹氏氏家家族族的的““与与时时俱俱进进””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明末清初的战乱，彻底
搅乱了当时的士子群体从政
的环境。彼时的安丘曹氏，也
走进了关乎家族命运兴衰的
关口之中。

“不患无材，而患无实下
手做事之材耳。”明末官员陈
子龙，这样描述当时朝廷之
患：不少士子往往偏重于经
国济世的大世务，而不屑于
琐细的杂务。

此时，“经世致用”在乱
世之秋被重新提起加以强
化。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讲师、安丘曹氏家族
文化研究者赵红卫介绍说，
安丘曹氏也通过多种方式，
响应了这股思潮，家族士子，
或是任职于地方，从事与百
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琐碎工
作；或是无官无职，却在乡里
承担了官方应担负的赈灾济
荒等诸种实务。

明清易代之后，仕于新
朝，抑或是殉于旧朝，成为安
丘曹氏士子们第一次需要面
对的伦理难题。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
曹氏太久。明清时期以顾炎
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
思想家，关于君与臣、忠与义
的思考已有了较为充分的思
辨。于是，和明清易代之际的
许多家族一样，在朝代更替
之际，安丘曹氏并没有愚忠
于前朝，而是与时俱进，较快
适应了时代的变迁。

清朝统治建立后，安丘
曹氏族人积极参加科举考
试。据赵红卫考证，清代前中
期的近二百年间，安丘曹氏
家族成员约历六世，其间有
270人获取功名，包括进士4
人，举人11人，贡监生员259
人。家族仕宦成员任官范围
遍及大江南北，逾大半中国，
宦绩卓著。

与科举仕宦的兴盛同
步，安丘曹氏家族这一时期，
在文学、史学、经学、医学等
各个领域均有涉猎，尤其以
文学著称。“安丘曹氏经明代
中后期百年的涵养，在清代
前中期各方面契机的推动之

下，达到了家族的鼎盛期。”
赵红卫说。

清代后期，虽有少数曹
氏族人的努力维持，力图保
持先祖在科举仕宦上的辉
煌，但因时代的变迁和科举
制度本身的衰微，曹氏家族
的科举仕宦也不可避免地呈
现式微之势。及至清朝末年，
曾成就无数世家家族的科举
制度，开始向新学体制转变。
就在许多士子尚在观望时局
变化之时，安丘曹氏后人迅
速拥抱了这一潮流，吹响了
转型的号角。

科举制废止前夕，清政
府为鼓励士子们投身新学，
沿袭了科举制的功名体系，
按学堂等级授予从新学毕业
的士子们相应的功名。这一
时期，安丘曹氏家族出现的3
名举人中，就有2名是新式学
堂的优秀毕业生。

道光年间进士曹桂馧的
次子曹中孚，因在山东优级
师范选科专门理科考试成绩
优秀，被奖为举人。此后，曹
中孚历任安丘公立中学教
员，莱州中学兖州中学教员
等职。

另一族人曹叔礼，从山
东优级师范选科地理历史专
科毕业时，被奖为师范科举
人加中书科中书衔。毕业后，
曹叔礼历任汶上、日照、莱芜
等县高等小学校长，济南崇
实女子中学教员，长山县立
中学校长。

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

夏天，济南曾举办过一次山
东历史博物展览会。蔡元培、
梁启超、黄炎培、张伯苓和陶
行知等人，参加了该展览会
的开幕式。在济南市民刘书
龙搜集到的相关资料中，当
时任职于崇实女子中学的曹
叔礼，被选为该大会的会员。

“安丘曹氏在新学教育
系统中出现的两位举人，所
学内容已突破了传统四书五
经的模式。”赵红卫说，安丘
曹氏家族在清末民初，同样
表现出了勇于任事，顺应潮
流的进步世界观。

据赵红卫介绍，在科举
制度废止前后，进入新学堂
学习的安丘曹氏族人不胜枚
举，其中包括从北平国立医
科大学毕业的曹玉珂，从保
定国立河北医科大学毕业的
曹玉琨等数十人。

眼见可以通过学习文理
工科的各门新课程，在士农
工商各行各业成为国家的栋
梁之才，向来以科举仕宦维
持家族荣誉的曹氏家族，其
后起之辈也纷纷接受了新兴
的民主思潮，追求新文化、新
知识，进入新学堂学习，在各
个领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在法律、军警、农林、医
学、教育、美术、行政等各行各
业，安丘曹氏家族成员均人才
辈出”，赵红卫告诉齐鲁晚报
记者，在封建体制崩溃瓦解之
后，安丘曹氏仍然保持着家族
旺盛的生命力，成功地完成了
在清末民初的转型。

安丘曹氏家族自明中叶以
来，即非常重视对家族成员的文
化教育，而且族人还非常乐于出
任教职，尤其是在山东各地任教
职者居多。

曹濂，曹贞吉长子，岁贡生，
任东昌府聊城县训导。曹广善，优
贡生，任兖州府鱼台县训导、登州
府训导。曹烁，乾隆庚寅恩科副
榜，任济南府新城县教谕。

曹氏族人出任教职者，均属
五贡生员，清代，副贡、拔贡、优
贡、岁贡、恩贡合称“五贡”。这五
类生员都是正途出身，一般有任
官资格，而且他们均是有真才实
学的士子，由他们出任教职可谓
适得其所。

此外，安丘曹氏家族出仕成员
还把家族重视科举教育的家风在
各地任所发扬光大，发掘了不少人
才。曹申吉在贵州任巡抚，贵州之
俗，向不以学业为重，士子们也无
从购书，曹申吉到任后，“举行月
课，奖诱多方，復择房牍镂颁，自
是，人沐教泽，弦诵比屋。壬子贤书
二十人，大半皆公门桃李也。”

表现科场失意

诗歌爱用驴意象
安丘曹氏家族向以儒家积极

入世的思想为家教门风的主旨，但
“春风得意马蹄疾”毕竟难得，更多
的时候，他们体会到的是人生不如
意，十事常八九。于是在曹氏诗词
中充斥着“疲马”、“羸马”、“瘦马”、

“劣马”、“马蹩躠”等意象在文化内
蕴及情感指向上更接近于驴意象，
体现着诗人在经历人生磨难与宦
海沉浮后的失意落寞。

与马相比，驴不仅外表逊色，
在社会价值上似乎也远在马之
下，而就农耕来说，驴却向以老实
勤奋、吃苦耐劳著称，勤劳中带着
一点点愚笨却真诚的感觉，这一
特质，让士大夫们自然地与自己
的落拓失意、潦倒苦寒联系起来。

在文学成就最高的曹贞吉诗
词中就有大量驴意象的存在。如

“老仆簌蹇驴，尺书远携将。”“独
怜驴背邯郸路，一瞬黄粱尚隔
尘。”“君游长安获丰剌，疲驴欲雇
无青钱。”多年的仕途困厄、落寞
失意，使曹贞吉不期然而然地选
择了和他一样落寞失意的蹇驴、
疲驴等意象。曹贞吉还常在诗中
称喻自己为驴背人，诸如“嗒焉驴
背人，冲寒意已倦。”

抗击捻军中

为愚忠做牺牲
曹氏家族向来讲究孝悌节

义、忠贞济世，这其中固然有许多
值得称扬之处，然而封建伦理制
度下的孝悌忠贞中又有许多无谓
的伤害和牺牲。

清代咸丰年间爆发了大规模
的捻军起义，起义的主力军为河
南、山东、江苏等各省部分地区的
农民。为了抗击捻军，清廷动员各
地大族士绅组织地方民众与捻军
对抗，死伤无数。据安丘曹氏族谱
记载，曹氏在捻军起义中殉难入
忠义祠者，男性62人，女性41人，
这个数字尚不包括众多未入祠堂
而不俱姓名者。

抛开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不
论，其中许多殉难曹氏家族成员，
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为朝廷而
死节，如《民国续安丘新志·孝义
传》记“曹镇东，字岱庵，生员，捻
匪至，率众屯三山，环车为栅以自
守，贼既逼，众惧而溃，镇东死
之。”又有更多的人为了维护封建
伦理中的节烈观而成为封建礼教
的牺牲品，如曹纪秩，邑庠生，“辛
酉遇捻匪乱，自缢死，恤崇祀节烈
祠”。“曹体仁妻刘氏，守节二十余
年，闻贼至，告舅曰：‘妇宜从死久
矣，今遇乱当自裁’，异日寻尸不
须出门，贼入，刘缢死户间。”

据《明清安丘曹氏家族文化
研究》（赵红卫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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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农耕之家，向诗书雅道，
是明清安丘曹氏兴起的一个转
折点。安丘古属齐地，城域虽
小，但却交通便利，山水灵透。
自姜太公治齐始，即民淳事简，
文物盛兴。秦汉而来，安丘一邑
务农重学，重礼义、勤耕纫的民
风始终无大变。安丘曹氏居于
其中，深得山水之滋养，人文之
润泽。

一世祖曹德于明洪武初移
籍安丘，以务农勤耕为业。自五
世祖曹滕开始入学习儒，获贡
生功名，这对曹氏家族来说，是
由务农到习儒的一个质的转
变，此后，一直到清代晚期科举
制度废止，曹氏家族世代业儒，
砥节砺行，历世家族成员始终
以承继家学门风为已任，书香
日起，而功名日多，终成邑里著
姓。安丘曹氏家族由农耕之家
向诗书雅道的发展史，在明清
文化世家中具有典型性。

安丘曹氏家学门风可谓一
门风雅，廉直忠信。安丘曹氏
虽为旺族，但家族成员性多
质素，处世以诚，无所矫饰，
门风质朴端雅，正直忠信。向
以经国济世、经世致用的儒
家文化为家学门风的精神内
核，以强烈的家族意识，积极
参与创立并传承家学传统，
安丘曹氏的家学门风于世代
传承中表现出相对稳定的文
化精神，饱含关注民生，仁民爱
物的儒者情怀，为官则清正廉
直，为文则风格雅正。曹氏一门
仕宦之风的突出特点是清廉勤
谨，正直忠信。十二世曹申吉是
曹氏仕宦风格的典范人物，曹
申吉官至贵州巡抚，任贵州巡
抚的第三年，吴三桂兵变爆发，
曹申吉被执，羁留黔中七年，始
终忠贞不屈，后就义于昆明双
塔寺。

经世致用、与时俱进是安
丘曹氏家族能保持长久兴盛的
重要原因。曹氏家族在明清交
替、清末民初两次易代变革中，
都顺利完成了家族的平稳过渡
或转型，与其经世致用、与时俱
进的价值观密切相关。明清易
代之际安丘曹氏响应了明末清
初经世致用的进步思潮，放弃
空谈，把经世与任事结合起来，
投身实务，在乱世中仍能够做
到以民为本，与时俱进。清末民
初，科举制度被废除，新式学堂
兴起，安丘曹氏家族仍然表现
出了勇于任事，顺应潮流的进
步世界观，家族成员纷纷从旧
的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进入
各类新式学堂学习，成功地完
成了家族转型。

研究者说

赵红卫 潍坊学院

明清安丘曹氏：

一门风雅
廉直忠信

山山东东师师范范大大学学山山东东省省齐齐鲁鲁
文文化化研研究究院院 齐齐鲁鲁晚晚报报
联联合合报报道道

安丘曹氏家族于安丘东关曹家巷故居遗址。
赵红卫 摄

7月30日，几位曹氏后人小心翼翼地展开曹承宽收藏的古画，据说与家族历史有关。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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