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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安定是

古丝路通畅的保障

唐朝的长安城，作为一
个经济、文化繁荣的都市，更
是各国商人经商、聚集的居
留地。他们主要聚集在长安
朱雀大街街西的西市附近，
以独特的经营方式，赢取丰
厚的利润，成为长安社会中
的一道风景线。在互通有无、
赢取利润的过程中，他们也
成为长安经济、文化繁荣的
一个动力，使得长安“天下难
得之货，咸悉在焉”。

“随着国家经济重心由
北向南转移，以及唐代以后
不同国家的控制，古丝绸之
路开始逐渐走出巅峰时期。”
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孟楠告诉齐鲁晚报记
者，除了元朝时因辽阔疆域
而短暂复兴，海上贸易的丝
绸之路逐步取代了陆路的地
位。

而回顾古丝绸之路的发
展历程，除了给中原及西域
带来经济方面的繁荣，更给
科技、宗教和文化等领域的
传播创造了条件。

“汉唐1000多年间，经过
这条道路运往西方的技术和
物产包括铸铁技术，凿井技
术，种蚕和养蚕、丝织技术，
纸张和造纸技术”，科技史学
者易继明曾撰文指出，西方
经古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技
术和物产包括纹锦技术、玻
璃烧造技术等。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经
济贸易活动与良性互动交
流，对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
义。”冯培红说。

他认为，中原与西域各
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是古丝
绸之路贸易繁荣的基础。而
由此带来的民族融合，又为
丝路贸易走向巅峰创造了有
利环境。而从这个角度来讲，
古代比如今做的要更好。

“古代很多吸引外民族
的措施比较得力，像北魏时
期为西域各族设专门的接待
机构，解决他们在中原地区
生活的很多后顾之忧”，冯培
红说，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
也需要我国展示更为开放的
姿态。

“另外，通过梳理我们可
以发现，发生战争的时候商
品交易就少，和平时期商品
贸易就相对繁荣。”他补充
到，确保经济带的安定，是丝
路畅通的重要保障。

而对孟楠来说，古丝绸
之路折射出的精神内涵，对
如今的经济带建设更有示范
作用。“丝绸之路是包容的，
也是开放的。”他说，不论是
古代还是现代，丝绸之路沿
线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宗
教、文化、制度和法律等诸多
方面，都与我们有所不同。

“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本
着一种包容的精神，是非常
重要的。”孟楠说，“交流总是
伴随着各种碰撞，这种碰撞
可能会激发你新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不论在物质上还是
精神上都是如此。”

“同时，它仍然需要一种
开拓的精神。”孟楠表示，包
括张骞、玄奘，他们都是凭着
他们个人的毅力，对外探索
一个未知的世界，也正是这
种精神才带动古丝绸之路不
断发展完善。

“当然，丝绸之路建设也
需要一个政策支持，当一个
国家强大的时候，应该给这
种贸易文化交流，提供更多
的保障。”他认为，有时也需
要国家和政府，刻意地采取
措施，去维护像丝绸之路这
样的发展和交流。

滨州杜氏
父父子子五五翰翰林林，，重重教教不不重重财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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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朝廷重臣，却

不置豪宅

初春的滨州，还是有些冷，
在杜受田故居内，也有些冷清，
只有三五个游客在游览。

杜受田故居在滨州城的北
面而不是城中，这也许与滨州杜
氏家族一贯的低调谦逊有关。

滨州杜氏家族中职位最高
的是杜受田，他是清王朝咸丰皇
帝的老师，死后获得了“文正”这
一封建时代对臣子的最高谥号。
在整个清代，也只有杜受田、曾
国藩等八个人获得了这一谥号。

杜受田一生与父亲杜堮居
住在一起，从来没有自己的房
产，即便是官至尚书、协办大学
士，还是与父亲同住一处寓所。

今日的杜受田故居实际上
是他的父辈们留下的房产。故居
始建于明朝中期，占地20余亩，
是典型的明清鲁北建筑风格。

进入故居大门，正上方悬
挂着“方伯第”、“相国第”、“传
胪”、“会元”、“亚元”等牌匾，二
门内还悬挂着一块“祖孙父子
兄弟伯侄翰林”匾额。故居讲解
员孙曼介绍，杜家四世六翰林，
早已是滨州的佳话，而这些匾
额只有进门后才能看到，可见
杜家人的谦虚低调。

滨州市史志办年鉴科科
长、地方文化研究专家侯玉杰
介绍，杜受田故居的建筑低矮、
狭窄、拥挤，这并不符合主人的
身份。杜家大院的奠基人杜诗，
位居二品，按照明朝礼制，他家
的大门可以开三门，五架大梁，
实际上杜宅仅一门；他居住的
房屋可以有五间正房，九架大
梁，但却只有三间五架梁。

滨州杜家历史上位高权重
的官员很多，但他们的住宅都
比较普通，房屋装饰十分简洁，
大梁上一概没有绘画，雕刻少，
线条也少。人道是“侯门深似
海”，而这里既没有高墙大院，
也没有亭台楼阁，和一般官宦
人家相比都显得寒酸，远不足
以彰显身份。

杜家人生活上很低调，为
官却颇为积极进取，家族里几
乎所有从政者都勤政爱民、清
正廉洁。

明朝末年，官员贪腐成风，
杜诗在主管湖北财赋期间，把
原来收缴的无名杂税47万多两
白银全部上缴国库，没截留一
分钱，连崇祯皇帝都为之感动。

清代道光二十一年（1841）
初，杜受田调任户部左侍郎兼
管三库事务，掌管起清王朝的
钱袋子，可见道光皇帝对他极
其信任。当时，面对英国侵略者
的赔款割地要求，捉襟见肘的
三库急需一位既擅长理财又忠
于国家的人，而杜受田堪当大
用。他对大清银库的各种弊端
早有耳闻，上任伊始，就采取强
硬措施整顿库务。在查实了两
员管库大臣舞弊后，立即将其
革职查办，随后自己亲自监视
收发，每日坐廊檐下查看银库
出入，风雨无阻。从此，三库管
理的漏洞得以弥补，开支节省，
解除了皇帝的后顾之忧。

《述训》是一本家

教秘籍

在明清两代，杜家六七百
人为官，积累的物质财富却很
少。滨州杜家宗亲会会长杜民
生认为，先辈们个个都很清廉，
这最值得后人学习。

杜氏迁居滨州的五百多年
里，持续繁盛，这与其重视家学

传承关系密切。杜氏族人、滨州
市培风书院院长杜建廷认为，
滨州杜氏先祖非常本分、勤劳，
第四代开始出秀才，之后更是
出了举人、进士，再往后对教育
就更加重视。

杜家人教育孩子要谦虚、低
调、不张扬，同时保持上进心，把
考取功名当作是必须要做的事，
就连女孩子都被要求读书。

侯玉杰认为，杜氏教育一
直讲究学业和道德并重。据他
介绍，杜诗在如今的杜受田故
居处曾开辟“净明山房”，供子
弟藏书读书之用。为教育子弟，
杜诗还把滨州西北的卧佛台买
下来，遍植松柏，办起家塾。

族人杜彤光在注重子女的
早期教育中，首先进行德育，就
连日常活动、游戏玩耍中，都

“要观其爱敬之良，不失赤子
耳”，倡导“身教言教并重”，凡
是教育孩子做到的，家长必须
先要做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影响和熏陶。

这些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
经过十几代人的积累、提炼和升
华后，杜堮于道光七年（1827年）
著成杜氏家族的教育专著———

《述训》，成了杜家人沿用至今的
教育子女的家族秘籍。

杜氏述训有8400余字，包
括48条内容。滨州学院中文系
副教授刘雪燕认为，《述训》的
核心是修身，首先是长者要率
先垂范，“教子以身不以言”；其
次是“少年若天性，习惯成自
然”，修身教育从小抓起，培养
良好的习惯和风气；再次是年
幼子弟犯错时必“怒责之”，“恐
长自私自利之心而渐离其天
性”。其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家族
成员的“知爱知敬”，避免“不美
之行”，切实做到“修身之道，即
教子也；教子之方，即齐家也”。

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
研究所研究员杜立晖认为，杜
氏述训包含的处世智慧至今仍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

《述训》第一则中提到“自见之
谓明，自听之谓聪，自胜之谓
强。人惟不自见、自闻而后自
是。既自是矣，长傲益怠，何有
于强？乃所谓大愚也。”杜立晖
解释，这旨在说明做人要充分
认识自我了解自我，以避免陷
入“自是”的境地，而骄傲、自
满、懈怠等情绪的产生都是缘
于没有充分自知。

杜立晖认为杜堮把此条放
于文首，意在告诫子孙，处世之
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
了解自己，戒骄戒躁，然后不断
超越自我，取得更大的成绩。

重视女子教育，拒

绝缠足陋俗

杜家大院的男人们指点江
山，激扬文字，杜家大院的女儿
们也不甘落后，均非平庸之辈。

侯玉杰介绍，当地有“杜家
女儿是老虎，媳妇是绵羊”的说
法，大体是讲，杜家的女儿德才
兼备，容貌传神，出嫁后，往往
成为新家庭中的决策人物，而
杜家大院娶进来的媳妇，都是
名门大户的女儿，贤德淑良，往
往以相夫教子为己任，成为家
庭中的贤妻良母。

在旧社会，女子要“三从四
德”，凡是有点经济实力的家
庭，几乎都把女孩子圈养起来。
而同样是大家族，滨州杜家的
女儿们就幸福得多。如杜受田
的女儿杜润官，不仅可以在各
个大院之间走动，还可以和他
人一起学习。杜受田还把她带
到北京，领略各地风光。

侯玉杰介绍，滨州杜家人
认为，女儿是未来家庭的主事
人，是母亲，因此，教育好女儿，
关系着另外一个家庭的命运，
杜家人甚至把女儿的教育看得
比男孩更重要。

滨州杜家人还认为，女儿
不像男孩那样可以长期带在身
边随时教导，女儿一旦出嫁，父
母鞭长莫及，所以，更要把女儿
培养好，如果感觉女儿挑不起
家庭的重担，宁肯带在身边晚
一些出嫁。杜受田的父亲杜堮
就著文论述过对女孩子的教
育，他在《石画龛》中说：“世俗
谓女为他家人，故多不教，此大
惑也。惟其为他家人，尤不可不
教，且视教子尤急焉。”

侯玉杰认为，正是由于杜
家人特殊的教育女儿的思想，
在杜家女儿身上出现了与世俗
格格不入的风尚。

杜家女儿不缠脚。中国女
性缠脚的历史发展到清朝的时
候已是根深蒂固，女子大脚是
丑陋的标志，甚至找婆家都困
难。然而，杜家大院的习惯却是
姑娘不缠足。不仅如此，嫁到杜
家的媳妇也要放脚。

杜家女儿精通读书画画。在
封建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女
子基本被剥夺了读书的资格，以

“女红”作为区分高下的技艺。杜
家大院中的女孩子自小读书，琴
棋书画和女工样样精通，有些还
非常出名。不仅如此，嫁到杜家
的媳妇也要读书。清朝末年，杜
家大院中的女子还成了滨州第
一批上学堂的女孩子。

明洪武二年，杜
氏家族的一支从河
北枣强迁至山东滨
州。

经过了几代的
沉寂之后，杜氏家族
开始呈现出阖族竞
秀 的 局 面 。明 清 两
代，杜氏家族共走出
进士12名，培养出以
杜堮、杜受田等为首
的父子五翰林。时人
赞誉杜氏家族一门
之盛，甲于天下，杜
氏家族成为一方之
翘楚。

杜受田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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