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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兴衰里的传统
——— 名门世家的家风与家教

□本报记者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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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家归为平民是最安全的

家不再是中国人唯一的皈依
特殊的家庭身世赋予了这些

世家后人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
宋氏家族尤为典型。宋耀如虽然
早年贫困，但发迹后特别重视子
女教育，他教育子女要“做伟大人
才”，这与他的梦想密切相关。宋
耀如曾说：“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
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
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得
救？”也难怪日后宋子文一直记得
父亲生前的叮嘱：做不成人，不能
回文昌认祖宗、见父老。

在《家世》一书的写作过程
中，余世存感受很深的是现代人
与这些名门的隔膜，这不仅与身
份的差异有关，也受认识的局限。
他写民国著名实业家卢作孚的时
候，和不少企业家有过交流，问他

们和民国的实业家有什么区别，
对方说，他们不如我们会生活。

“完全是隔膜，他与他们的前辈是
有隔膜的，他不知道当年那些上
海滩的老板比现在的土豪，既会
生活，也更有文化。”

更大的隔膜在于，在现代社
会，家世的概念已经变化很多，
这不仅仅体现在家庭结构从四
世同堂过渡到二世或一世家庭，
更在于家世从宗族家庭问题，演
变为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余
世存以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二
代现象”举例说，尽管“成分论”
早已成为历史，但流行于社会的

“我爸是李刚”等现象，既说明这
种宗亲文化依然根深蒂固，也说
明这一概念在维系家庭的同时，

其负面意义同样不容忽视，“今
天，它同样维系了人间的善，也
放任了人心的罪恶”。

在书的序言里，余世存讲了
一个进京与孩子同住的老人的
故事。一位从农村进入城市“享
福”的老人，却因忍受不了城市
生活与乡村社会巨大的语言、文
化等差异而轻生。在更大的层面
上，急剧流动的社会也在挑战家
在每个人心中的地位。这促使余
世存反思“家”这个概念的定义，

“以前，家几乎是一个人唯一的
皈依，但现在中国人的流动性很
大”。余世存说，从长久看，他虽
然坚信未来家族的传统不会消
亡，但家已不再是一个人安身立
命唯一的认同。

对话余世存———

家风是什么，取决于你自己

齐鲁晚报：您在写这本书
时，把如此多的豪门世家组合起
来，希望传递一个什么信息？

余世存：我希望传递三层信
息。首先是传统中国家族的宗亲
伦理，对因果观念、礼义廉耻的
尊奉。第二是传统家族如何向现
代社会转化。第三是普通家族如
何进入世家行列。毕竟名门望族
传下来的已经很少了，现在中国
家庭，都是普普通通的两代同
堂，顶多三代同堂，想借这本书
证明一下，普通人家能不能成为
社会的栋梁，像荣氏家族说的

“一人有余顾一家，一家有余顾
一族，一族有余顾一村”。

齐鲁晚报：您的书中提到的
多是名门望族，类似蒋家、宋家
在当时均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
源，很多普通人可能会认为，他
们的家教、家风与一般人相比必
然会不同，借鉴意义不大。

余世存：像宋耀如和卢作孚
都是穷苦出身，所以我们不要看
民国那些人有资源，他们很多人
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打拼起

来的。我希望读者还是要跟自己
参照，比如对因果的态度、对传
统的态度，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
应该公认的东西，如果能在自己
家身体力行更好。我们现在经常
讲，中国的现代化是被推着走
的，它虽然有其自身的秩序，但
缺乏传统家族的伦理秩序。我希
望读者能从这些家族中有所借
鉴。

齐鲁晚报：名门望族到了现
代社会面临向平民化转型的时
候，有些可能是政治原因，有没
有主动转型的？转型给他们带来
的冲突是否剧烈？

余世存：我只能猜测，但我
认为蒋家是主动的，蒋家在第三
代男丁几乎都夭折的情况下，第
四代、第五代逐步退出政治舞
台。我觉得在现代社会立足，做
一个公民，做一个普通人，可能
更安全，也不累。

齐鲁晚报：一些大的家族特
别重视家教家风的传承，子女的
职业选择也更多样化一些，和现

在我们常见的“二代现象”差别
很大。您如何看这种差别？

余世存：我在一次接受采访
时说过，现在的有钱人教育子
女，不该再让他们学有用的东
西，而是去学点无用的东西。在
这些老板眼里什么是无用的？读
书无用。那就让他们去读书。我
们现在有个毛病，教授想办法让
孩子继续干教授，演员让子女继
续当演员，医生想办法让自己的
孩子继续干医生，都搞这种职业
世袭、行业世袭。把国家利益部
门化，部门利益私人化，私人利
益世袭化。其实在外国，不是这
样的。

齐鲁晚报：现在很多人在谈
我们为什么“富而不贵”，您如何
看？

余世存：因为现在在富人身
上看不到文化的影子，看不出文
化的积淀。

齐鲁晚报：但像宋耀如、卢
作孚，他们自己虽没有多少文
化，但对子女的教育特别强调文

化的作用。
余世存：这其实是传统中国

人或者是有中国文化积淀的人
的一种态度。他觉得在这个世界
上，不是官本位、财富本位，而是
对文化本身的尊崇，这就是“文
化中国”的力量。不管你在这个
世界上多有地位，多有钱，最终
要在文化里一争高下。过去有一
句话，一代讲吃，二代讲穿，到第
五代才能讲出文章来。其实我们
的文化人也面临这个麻烦，虽然
我们学到了文化知识，但我们最
基本的文化积淀是不足的，我们
太急功近利地去追求眼前的东
西。

齐鲁晚报：现代社会维持传
统家庭关系的纽带似乎不是很
牢靠，传统的家庭关系是否也在
遭遇挑战？

余世存：在传统社会，家几
乎是唯一的皈依，叶落归根就是
这个意思，所以大家不愿意漂
泊。但现在中国是个移民社会，
流动性非常大，何况我们又被纳
入了全球化的体系，所以传统的

宗亲伦理已经不是中国人唯一
的皈依地与情感的归属。现在中
国人的宗亲伦理意识在扩大，扩
大到我们对朋友、对陌生人的感
情里了。传统中国人的交往不超
过亲友，但我们现在几乎只在节
日时和亲人有联系，我们日常的
交流就是朋友圈，比如微信的朋
友圈。朋友填补了传统宗亲淡化
的空白，未来家族的传统不一定
会消亡，但不会是一个人安身立
命唯一的认同。

齐鲁晚报：现在很多人谈家
风、家规时，常常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特别强调规则或是“父权”
的意志，有一种束缚感。

余世存：很多人认为家风家
教是一个客观的东西，是固定
的，有绝对价值的，不容挑战的
权威。我的感受是，传统中国家
庭要向现代社会转化，家风应该
是多方的共同产品，是几代人互
动的产品，不能说一个人是家风
的产物。这就是说：传统是什么，
取决于你自己；家风是什么，取
决于你自己。

四五年前，余世存去云南大
理短期逗留，偶遇一位同龄人，看
上去与普通的海外华人无异：阳
光、敦实、健康、沉静。吃饭时，余
世存才知道他是孙科的外孙王耀
祖，在座的人也无不感到惊讶。经
过外人介绍，余世存了解到这位
孙中山先生的后人有三个硕士文
凭，正在读中医博士。回北京后，
余世存跟朋友说遇到了孙中山的
后人，当对方得知王耀祖的现状
后叹了一口气：“怎么都变成了知
识分子啊？”余世存略感诧异，毕

竟他更多看到的是王耀祖的个人
成就，而他的朋友的视角却是孙
先生后人跟国家社会的关系。

这是余世存的《家世》希望
传递的信息，即便他写的家世故
事绝大多数是传统的世家豪门，
但财富与权力并不是他的窥视
对象，他更愿意观照这些世家如
何在现代社会转型，又是如何在
家风、家道的传承中坚守传统文
化的信条。比如，他在研究蒋氏
家族的历史时发现，尽管因蒋介
石、蒋经国曾处在权力的顶端，

蒋家灿烂至极，一时风光无限，
但蒋家到了第三代却遭遇男丁
普遍的过早夭折，此后的第四
代、第五代主动归入平淡，退出
政治，投身商界、文艺界、教育
界，安心做平民。“蒋家到现代社
会后的转型，肯定会遭遇多方面
的冲突，但换一个角度看，可能
做一个普通公民是最安全也是
最不累的。”余世存对记者说，在
蒋家人的经历中依然遵循着祖
先传下来的家训“孝悌忠信，礼
义廉耻”。

学者、思想家余世存的新书《家世》出版的时候，“家风”几乎成
为一个全民话题。在这本书中，余世存逐一点评中国近现代史上显
赫一时的名门望族的家风、家教：林同济家致力于培养专门人才，
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宋耀如家要出伟大人才；卢作孚家则是让孩子
不当败家子……

随着历史的远去，这些名门望族留给后人的更多是关于财富
与权力的遐想。近日，余世存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他更看重
这些世家对宗亲伦理的态度，以及对因果观念、礼义廉耻等传统信
条的尊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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