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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尤其注意到，让家
族世代都能成为道德模范之
家，是这些文化世家历代贤人
的最重要理想。

“刘罗锅（刘墉）家族200多
官员，王渔洋家族五代高官，没
有一个贪腐的，为什么？清廉教
育，以身作则。”王志民颇为感
慨，因为今天的情况往往是“家
里弟兄几个，一抓全进去了”。

王志民团队成员之一、齐
鲁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王钧林，
则将传统齐鲁优秀家风的核心
价值，概括为“耕读、勤俭、忠
孝”6字。

2014年12月28日，17位齐
鲁文化世家后人齐聚济南座
谈，他们的发言中，就贯穿着这
6个字。

孔子76代后裔孔令绍说，他
的爷爷是一私塾先生，每年春节
都坚持亲自写下内门的春联：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忠厚传家，意指做人要忠

诚厚道，只有这样，这个家族才
能传续下去。”谈及自家家风，孔
令绍语气中透露着自豪感。

在王钧林看来，能够传承
数代的世家大族，无一不遵循

“耕读、勤俭、忠孝”，而在这个
过程中，父母的言传身教尤为
重要。

颜子后人、山东大学儒学
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讲述
了济南南部一个村子里关于

“孝”的故事：在独立照顾瘫痪
在床20多年的父母并送终后，
一位村民后来也瘫了，他的4个
儿子接起接力棒，“像当年他们
爹照顾爷爷奶奶似的照顾这位
老人。”

这就是言传身教的力量，也
是传统家风中“孝”的体现。颜炳
罡感慨，一些人文明程度提高
了，行为却离本心越来越远，“不
客气地说，离禽兽更近了。”

重振“家风”

事实上，政府高层乃至各
级媒体也早已注意到传统文化
和“家风”的重要性，寻找优良
传统，树立文化自信也成为社
会共识。

“家文化在中国延续了几
千年，但是近代以来遇到了很
大困难，这就需要反思，该以什
么样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干
春松说，新文化运动出于“反封
建”的考虑，将“家”列到批评的
第一位，有其时代背景。但今天
看来，当时对传统的批判，却有

“把孩子和洗脚水一块儿泼掉”
的嫌疑，以至于这种反传统的心
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今天一些
人的心中，而这些都需要反思。

“比如，把父子之间的关
系、孝道的关系还原为市场的
关系，实质就是把家庭里的亲
情、互相关爱的成分剥离掉
了。”干春松表示，高层也注意
到这个问题，“针对老人自杀的
情况，中央有关领导曾做出批
示，强调要调查，就是要看一
下，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应
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

不过，好的榜样有着无穷
的力量。“我们要吸取的，是优
秀传统家风中的精神追求。”王
志民说。

自去年2月开始“齐鲁世
家”系列报道以来，本报也不断
收到我省各地读者的来信，希
望他们的家风被更多人知晓并
学习。王志民认为，传承家风不
能只重视形式，而要从精神层
面真正继承祖先的优良传统。

王志民进一步解释，比如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需要接受好教育，明白自己到
底要追求什么，然后才能处理
好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并把好
的家庭风气传下去。

而在这方面，齐鲁文化世家
无疑是很好的典型，“里面还有
很多好东西值得挖掘和阐发。”
无论社会再怎么变，国家再怎么
变，优秀家风这份宝贵的遗产都
不会过时，王志民说，“它代表的，
是我们这个名族的精神命脉。”

只不过，经过近百年的休
眠，它们这次需要被激活得更
彻底些。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文化世家也有封闭性

2014年12月28日，17位齐鲁文化
世家后人代表在济南相聚。

早上7点45分，距离“齐鲁家风与
时代精神”座谈会开始还有1小时15分
钟，新城王氏的后人就早早赶来会场。

“早点来，不会迟到，耽误不了座
谈。”王毓棠老人抚
了抚眼镜，说他们家
最讲诚信，“答应了
你们，我就会准时。”

座谈会开始后，
作为孔子后裔，孔令
绍回忆起高祖孔宪
珍。孔宪珍是清中期
皇帝御批的七品执事
官，在孔庙专司祭祀，
生活在一个大家庭。

“治理一个几十
口人的大家庭，必须
要让每个家庭成员
有所遵循，既要有硬
性规定的严格要求，
又要有家庭文化的
软性影响。”孔令绍
说，孔宪珍总结先辈
形成的家族文化传
统，提炼出家风，内
容是：忠厚传家，诗
书继世；家庭和睦，
无欲无争；尊老爱
幼，待人以诚；勤俭
持家，睦邻以宁。

对于100多年前
形成的家风，孔令绍
认为，即便时代在变
迁，后人仍可以赋予
它与时代精神相吻
合的基本内涵。

与孔家一脉相
承，孟子后裔、孟氏宗
亲联谊会会长孟淑勤
提到，家是社会最基
本的组成部分，“无规
矩不成方圆，家风对
人是一种约束。”而这
也与曾子后裔、曾氏
宗亲会会长曾令霞说
到的“严以律己、重视
家教”的观念一致。

“时至今日，孟子
的言行风貌仍然颇具魅力，激励着当代
有识之士向上向前，孟子精神永垂不
朽。”孟淑勤说，期待孟子的思想能成为
21世纪“学做人”的重要精神资源。

然而，透过世家后人们的发言不
难看出，无论是孔氏抑或其他家族，
家风传承大都难以迈出自家门槛。

对此，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院
长王志民认为，家风自产生以来就是
以家族为单位，相对封闭的。

世家家风的封闭性，从孔府的
内、外宅就可窥见一斑。在孔府，内宅
对外人是禁地，内宅门前就贴着谕

告：“圣府内事关重要，无论何人不得
擅自入内。”为免外人干涉，高墙内外
由一组石槽连接，水夫挑来水不用进
内宅，倒入此石槽就流进去。

然而，如今大家族形态已逐渐分
化，王志民说，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家
风亟需破解这种封闭的特性，与时代
精神交汇融合，而这也是摆在各个文
化世家后人面前的难题。

“耕读传家”还没找到

合适土壤

孔令绍出生在农村，五岁丧父，
未婚丧母，生活很艰难。“但是，我有
一个大家族的呵护，又有一个良好家
风的影响，这就使我的人生没有偏离
正确的方向。”他说。

孔令绍母亲领着他们姊妹六人
艰难度日，并把他们全部送去上学，
使孔令绍养成了读书学习的习惯。

母亲去世时，他既没成家，也没
立业。母亲在弥留之际把他喊到跟前
说：“媳妇我是见不到了，孩子更是看
不到了，但你要记准一句话，老实忠
厚修子孙，尖酸刻薄损后人。”

母亲的临终教诲让孔令绍刻骨
铭心。如今，孔令绍退休在家，与刚满
一岁的小孙子一起学“三百千”、《弟
子规》、《论语》等，感觉其乐无穷，并
希望将读书的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仁义德信礼”，这不仅是孔、孟、
颜、曾这些与孔氏有直接渊源的家族
的家风，齐鲁文化世家的各族都沿袭
了这股儒风。

新城王氏17世孙王毓棠为家族在
明清时辉煌的仕宦经历而自豪。“由平
民布衣在第三世转变为江左大家望族，
仕宦名门世家，近400年长盛不衰，根源
就在严明家教、世代传承。”王毓棠说。

王毓棠讲起太仆公王重光的故
事。王重光曾制定家训：“所存者必皆
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制之
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非道义
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
皆读书之人，非读书之人勿汝友也，远
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非读
书之言勿汝言也，诺之而已矣”。

正如孔令绍、王毓棠所说，沿承
“耕读传家”的儒风，齐鲁大地上的文
化世家多以此为家风、家训。然而，在
当今社会，如何让脱离了农村生态的
后人们明白“耕读传家”的涵义，也着
实让人伤透脑筋。

兰陵萧氏家族凭借勤勉好学成
为中古的顶级门阀，然今非昔比，其
后人萧德荣唏嘘不已。

20多年来，萧德荣搜集了散落各
地的资料，加以整理沉淀。其中他最
看重的是，数年间从全国各地萧氏家
谱中搜集来的家风、家训，即便没有
皇族遗风，也不乏淳朴正直的品质。

每每读到先祖的故事，萧德荣都
心有戚戚。但他坦承，由于时代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孙辈们早已对这些

“老掉牙”的传统条条框框不感兴趣，
“孩子们都是各自为家，失去了农村

大家族的形态，家谱中流传下来的家
风、家训很难在孩子们身上实现。”

“佑镇基金会”主席萧祁陵就来
自兰陵萧氏家族，他也认为，“中华文
化在现代社会并不是没有市场，而是
我们的确还没找到适合它的土壤。”

修家谱只是重拾家族

文化起步

其实，随着历史时代变迁，除了
孔、孟、颜、曾等闻名于世的大家族
外，多数齐鲁文化世家的后代们在传
承家风、家训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断层”。如今，在重拾优秀传统文化
的路上，多数人也是刚刚起步，而这
些齐鲁文化世家的后人们也都选择
从修谱开始……

赵捍东是博山笼水赵氏的后人，
现在正组织全族续修族谱。他说：“综
观几百年的家族史，我们始祖及其他
先祖，并未给我们留下明确的家风、
祖训，但从我们家族人才辈出来看，
确实存在着共同的家族精神。”

在赵捍东续谱寻访一百多个家族
支系时，所到之处，他都能听到反映族
人孝贤的故事。同时，赵氏族人在做事
与为人方面，非常注重言行，言必信，行
必果，宁可自己吃亏，不会坑害别人。

赵捍东将家族精神归纳为：“遵
从孝道”、“讲求仁义”、“崇尚教育”。

为何如此看重续修族谱？赵捍东
的答案是：这是中华民族的特性，溯
本求源，一脉相承。

“中华民族历史上就是一个以宗
族为基础的社会，每一个人，不论在
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在家族中都有
他相应的位置，他既是父母的孩子，
又是孩子的父母。”赵捍东说，不论是
他直系还是旁系亲人在社会上做出
贡献，他都会引以为荣；如果他自己
做出贡献，他的家人、族人也会引以
为荣，这就是我们的宗族文化。

临朐冯氏后人冯益汉也提到了
修谱一事。不过，修谱遭遇的“小插
曲”也反映了多数文化世家的家风不
够开放的一面。

冯益汉说，家谱续修已是第十四
次，一上来就出了状况，冯才兴后裔，
如同1962年第十三次修谱时一样，再
次提议能否把临朐所有冯氏都续入
谱内，但遭到婉言谢绝，“非冯裕子孙
者，不能写进此族谱。”

对于世家后人们在家族文化传
承上面临的这些问题，山东省社科联
副主席张宏明认为，探讨齐鲁家风与
时代精神，这是时代的需要。“在目前
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传统文化
继承与发展却不尽如人意。是重塑？
还是全盘西化？近年来，这个问题不
断困扰着人们。”

“随着个体差异越来越大，我们
需要用家风、家训作为切入，找到传
统文化的支撑点。”张宏明说，当前，
人们应立足于时代精神与齐鲁文化
结合，把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与时
代结合，创造性转化家风、家训。

寻寻找找传传统统文文化化的的支支撑撑点点

2014年12月28日，“齐鲁大讲坛·对话高端：齐鲁家风与时代精神”主办方为齐鲁世家后人颁发“齐鲁文化世家”证牌。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
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
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
却又失去了他们拥有的。门
上的一块斑驳的木板，可这
么几句话，子子孙孙保佑，
世世代代传香火……”

上世纪80年代，当台湾
的年轻一代迷失在“钢铁森
林”中，歌手罗大佑的《鹿港
小镇》唱出了憋闷在人们心
中对家的呐喊与沉思。

如今，大陆的新生代们
也遭遇了类似的精神困顿：
奋斗在潮头浪尖的人们，再
也找不回那曾经写在族谱
中的句句箴言，以及家族拥
有的家风信仰。

孔、孟、颜、曾、王……
每一个家族姓氏，都流淌着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血
脉。然而，在现代工业文明
冲击下，“大家族”生态逐渐
分崩离析，人们亟需寻找一
条延续文化“香火”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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