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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实习生 刘春亮 邵鲁文

国学热度不减，争议却伴
随始终，有人赞其续接传统，也
有人讽其文化“大跃进”。当整
个国家都意识到传统优秀文化
复兴的重要性时，就更应该在
这个节骨眼上先正本清源。

对传统中国而言，家是秩
序和价值的源泉。即便是今天，
对于普通人，家仍是温暖的港
湾。只不过学者们发现，近百年
来的一系列文化运动，在促进
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也将传统

“家”列为了批判的靶子，使之

成为历史的弃儿。
不过，中国社会无论怎么

变，家依然是基本的构成粒子，
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从古至今都
是在定位个体的家国坐标中，
得到培养和沿袭。今天，从家切
入，依然不失为挖掘传统文化
的重要一步。

“家”的流失

重提家风，是因为传统的
“家文化”已经发生了严重危机。

2014年12月28日下午，在
齐鲁大讲坛的讲座上，谈及家
文化，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
院长干春松教授用一个极端案
例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湖北某
地农村，一位老人病危，外出打
工的儿子以奔丧名义，请了7天
假。但家里老人“迟迟不走”，第
4天时，心急如焚的儿子对父亲
说，如果“再不死”，过了请假时

限，他就要被老板扣钱。于是第
5天，老人直接喝农药自杀。办
完丧事，儿子赶在第7天回去上
班了。

分享完这样一个心酸的故
事，端坐于山东博物馆一楼报
告厅的400多名听众，发出了一
片哀叹声。

“这是家文化长期被忽视的
极端后果。”干春松说，现在，农
村留守老人自杀早已不是孤例。

对此，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讲师、《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
学研究》项目主持人刘燕舞将
其视为现代市场理性与人伦亲
情的冲突：前者从物质方面强
调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后者则
代表着传统的力量。

“当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
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
们开始算账。”刘燕舞说，这种
情况下，“贬值”的老人选择自
杀，便不难理解。

干春松倾向于从更深层面
看待这个问题，从历史的维度，
他更愿将原因归结为新文化运
动以来，对传统文化，尤其是

“ 家 文 化 ”一 波 又 一 波 的 否
定。他发现，在描述跟“家庭”
有关的文艺作品时，无论是解
放前的巴金《家》三部曲，曹
禺的《雷雨》，抑或解放后的
样板戏《红灯记》，出于政治
或“革命”的考虑，要么把家
写得非常阴暗，压抑人，要么
把家设定为“根本就不是一个
真正完整、温暖的家”。

历经改革开放，这一情形
并未得到改善，如今，传统大家
族逐渐解体，新式“小家庭”成
为主流。在干春松看来，传统
的中国家庭（确切说是家族）
最重要的功能，是维系亲情和
延续血缘，此外家还有着生产
生活、子女教育、价值传承及
慈善功能，但这些功能现在越
发弱化。当人们习惯于用“经
济利益”考量一切价值时，亲
情又值几个钱？

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的
“家”出了问题，负面影响就显

而易见，其中之一就是腐败。
“小小科处级干部，都能贪

一两亿，能说这跟家风家教没
关系吗？”长期研究家风的学
者、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院
长王志民说。

在王志民看来，古时的优
良传统，在一些世家大族中得
到集中展现。尽管社会和家庭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还
是有一些“没有而且也不能
变”，而且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继续发挥作用的东西。这就
是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家风，王
志民认为，其中佼佼者当数齐
鲁家风。

齐鲁家风

事实上，对于齐鲁优良家
风的打捞，王志民和他的团队
早已开始并取得不少成果。

“优良家风，一定存在于有
着显赫功绩的先人，且能数代
传承的文化世家中。”几年前，
拿着这个标准，王志民带领团
队，从山东各地选择了包括孔
孟曾颜在内的28个大家族，完
成了一套以“齐鲁家风”为主题
的丛书。

尽管生于以“谦逊、厚道”著
称的山东，评定起本地家风来，
王志民却毫不谦虚：齐鲁优秀家
风有资格代表中国优秀家风。

历史依据支撑着他的结
论：学者钱穆曾经统计，汉代中
期以前的十二个经学大师，十
个是山东人，在《汉书·儒林传》
里写的八大经师，六个来自山
东。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世
家，最早也多是兴于齐鲁大地。

在丛书的编纂过程中，王
志民发现，这些代代相传的世
家大族，无一不有着优良的家
风，“有了优秀家风，才能成就
文化世家；反过来，每一个文化
世家，它本身发展兴旺的历史，
就是传承、发展、创新优秀家风
的历史。”

（下转B02版）

风，被搬出来说时，似
乎最能为一个人装点
门面。的确，你跟我谈

物质，我就跟你谈精神，你跟
我谈道德，我就跟你谈家风。

“ 我 祖 上 就 怎 么 怎 么
了……”这真是一种“血统”，
别人偷不来。世家、书香门
第，现在是自夸也是夸别人，
但也有时代曾标榜“贫下中
农”。出身能决定一切吗？有
说“上品无寒门”，又说“富不
过三”。看来中国人一直喜欢
在门第或“家”上做文章。

真的有家风这种东西？
它不是裱在墙上的四字箴
言，而是在每个人的举手投
足中，是无意识的行为习惯，
但却靠反省去捕捉培养。

有些高大上，听起来还
有些绕，但家风一定是每个
时代都推崇的一些品质，并
能融入那个时代的行为系
统。

齐鲁大地涌现过很多优
秀的文化世家，他们的后人
们至今想把那些祖辈相传的
品质嵌入现代文明社会，并
为此苦恼。因为时代变了，家
庭格局变了，连话语体系也
变了。

2014年12月28日，山东省
社科联、山东省齐鲁文化研
究院联合本报举办了“齐鲁
大讲坛·对话高端 :齐鲁家风
与时代精神”活动，邀请了17
位齐鲁文化世家后人代表，
与传统文化研究专家一道，
探讨齐鲁家风扎根当下的可
能性。能做到古为今用的话，
那岂不一大善事。（龚海）

你你的的亲亲情情
被被你你““计计算算””过过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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