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 为了相聚吃喝唱
歌!这样彼此关系就亲近了"但问
题是怎么摆座次!喝酒谁先谁后"

乡饮酒礼到后来就演变成了礼"

所谓#礼$!会有一些大家公认的
原则!比如按年龄%辈份等排序!

但也会有含糊的地带" 含糊的地
带!就只能讲互让" 礼非常重要"

礼规定了纵向秩序! 一旦纵向秩
序清楚了!这团体就不争了"

智!今天可以理解为智商!不
只是知识类的问题!还包括理解%

领悟!但基本上都属于文化方面"

信!是诚信" 这个字的写法!

&人$!加上&言$'人的话之所以值
钱!在于他会去做到" 言而有信!

一个承诺!要用一生去遵守!这才
叫做信"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 唐
太宗说!国无信也不立!而且失信
的往往都是国"国一旦无信!怎么
让民有信呢(不管怎样!信是儒家
道德最基础的部分)

传统的家国道德 !

只能由家庭传承

读 书 *仁义礼智信 !作为中

华民族的道德基础的归纳! 是如

何贯彻到每个家庭里的呢"

韩 昇 * 这又涉及到中国文
化的一个传承方式) 中国从周朝
以后! 领土的扩张非常快) 不像
犹太人+ 阿拉伯人! 他们跑了几
百年 ! 仍然就是不大的一块地
方" 而中国的扩张却非常快! 扩
张成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如此造
成了一个问题

!

中国在很长时间
内! 一个县如果有一两万人! 就
算了不起了! 而古代的县与现在
的县在地理范围上是差不多大
的" 这就几乎像住在澳大利亚!

开车五十公里才有邻居" 这些古
人交通不便! 住得距离远! 大家
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 谁去关心
国家政治呢( 陶渊明写 ,桃花源
记-! 那里的百姓自秦朝以来安
居桃花源! &乃不知有汉! 无论
魏晋$) 这句话不是编的! 它是
很真实的! 天高皇帝远! 老百姓
很长时间内都不知道当下是哪个
王朝) 所以传统的家国道德! 如
果想要通过国家政权来贯彻% 传
承! 是做不到的! 只能从家庭传
承下来) 所以一个家族的族长!

要把道德变成一个可操作的行为
规范! 这就是家训)

比如说! 一个家要兴旺! 就
要勤俭 ) 勤和俭 ! 一直到曾国
藩 ! 还在讲这个问题 ) 曾国藩
说! 辨识一个家族能不能兴旺!

先看三条! 其中一条是孩子睡到
几点起床) 八九点起床这个家一
定会败 ) 因为古代农业社会和
今天不同! 早早就要下地干活!

早起也是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俭 ! 是相对于奢而言 ) 中国传
统家训非常强调节俭 ) 俭 ! 是
指合理的支出 ) 超出合理性的
开支就属于奢 ) 这个奢 ! 在家
训% 包括在整个文明里的认识!

从来不是当作一个钱的概念 )

古人认为! 金山银山都会败光!

奢 ! 主要是指心态的骄 ! 认为
什么都能用钱来摆平! 我可以为
所欲为的心态)

所有中国古代儒家最重要的
人物! 都看清楚了这一点! 即*

中国最根本的基础是家 ! 不是

国) 如果家不能传承! 这个国也
就没了 ) 因此孔孟讲 * 不孝有
三! 无后为大) 我们要如何让这
个家传承下去( 这个无后不是今
天我们很多人所说的生不出男孩
子) 中国古代实际上是多妻制国
家! 很少有香火传不下来! 就算
有一个男性不育! 也会有过继的
变通) 败家无后! 就是指败在后
代) 孟子讲! 每一个人要以家庭
的传承作为使命) 家族要能传承
下去! 就一定要有家教) 家教变
得非常重要 ) 男孩子要懂得规
矩! 如果没有规矩! 肆无忌惮!

这个家必败) &无后$ 从表面上
看是一个香火的问题! 但从更本
质上来看! 是一个文化传承的问
题) 中国人的家! 才是中国文化
的传承者! 而且这个传承能分解
到一个一个具体的家! 其生命力
就特别强大)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
代! 遭外族入侵统治几百年! 但
中国文化还是没有断绝! 绵延至
今) 为什么( 最关键的原因是在
家这个层面! 千家万户! 哪个统
治者都改变不了它) 所以! 家训
又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
传承者) 文化靠家传承下去! 而
家是靠家训维持传承下去的)

"诗礼传家 # 是真

正的传家宝

读 书 * 中国古代家训非常

强调文化传承 ! #诗礼传家 $!

就是认为文化才是留给后代的传

家宝%

韩 昇 * 事实上 ! 整个中国
文化在历史上的延续! 是通过一
个个文化大姓% 文化家族的传承
来延续的) 那么多没有文化的家
族在这个过程中通常只是具有一
个量的意义) 我做曹操基因调查
时! 走了很多农村! 看了许多祠
堂) 大姓一定是一个家族! 家族
一定有祠堂! 祠堂一定有家训)

家训就成了这个村% 这个地方的
主导性文化! 而越是传承久远的
家庭! 文化越深) 我研究历史!

对改朝换代很有兴趣) 每一次改
朝换代至少死几百万人! 打出几
千个元帅将军! 这些人代表着几
千个家族) 而这些家族后来能代
代传下来的! 即使我给出一个乐
观的估计! 也是不到百分之一)

因为很多起自底层的家族不懂文
化的意义! 治家没文化! 这样最
多三代就败落) 权力是无法继承
的) 金钱也无法继承! 如果孩子
不成器 ! 也是富不过三代 ) 所
以! 你要懂得转换)

我研究历史上能代代传下来
的家族! 举一个例子! 华山脚下
的弘农杨氏就是一个典型) 东汉
末年兴起了一股反腐败运动! 士
子清流呼吁铲除宦官 ! 清明政
治! 领袖者中有一个叫杨震) 杨
震在乡村当老师! 学问特别好)

著名的 &四知$ 典故! 说的就是
杨震) 他当地方官时! 有人夜里
来求他办事! 送他黄金! 请他放
心收了 ! 没人看见 ) 杨震当时
说! 怎么会没人看见呢! 天知地
知你知我知) 他为官清正! 学问
好! 被誉为 &关西孔子$! 官至
太尉 ! 相当于现在的人大委员
长 ) 因为抨击宦官 ! 被皇帝贬
官! 永不叙用) 在回家路上! 杨

震对孩子说! 我想澄清政治! 没
能做到! 我也不想委屈地活在世
上! 死后你们就薄葬我) 杨震就
自杀了) 这一死轰动全国! 下一
代皇帝给他平反! 有几万人涌到
他家去祭奠他) 之后! 杨家就起
来了) 注意! 杨家此前一直是当
官的家庭! 这时已变成了文化家
庭! 而且以后家里代代都出文化
人才! 杨家一度成为天下第一名
门! 极受尊崇) 家门高贵显现在
女儿身上! 杨家女是皇族争相迎

娶的) 晋武帝司马炎娶杨氏女为
皇后! 杨皇后年轻早死! 临死前
请皇上娶她妹妹为皇后! 晋武帝
很高兴能再立杨氏女为皇后! 认
为是皇家的荣幸) 唐太宗李世民
的女婿说他一生三大恨! 一恨当
官不是科举出身! 二恨没有娶到
名家女 ) 公主听到这话也不生
气! 因为在当时就是这种风气!

认为文化最高贵) 明清之后! 世
人都有点痞了! 纷纷以权力为高
贵! 在有些人看来! 你娶了名门
女为妻! 一样不妨休了换娶一个
皇家女) 明朱元璋之前! 每个朝
代都有皇族娶杨家女为妻) 杨家
维持了上千年的名望) 这种家族
古代有很多) 唐太宗让高士廉评
天下名门! 评下来是 &崔卢李郑
王 $! 没有李世民的这支李姓 )

唐太宗不高兴) 高士廉于是改了
一下! 把李世民家族排在第一!

后面还是 &崔卢李郑王$ 这五大
姓! 没法改)

大家族里家规都非常严) 像
曾国藩的家规! 规定孩子早上一
定要早起 ! 勤奋的精神一定要
有. 全部孩子都要干家务! 做农
活! 无一例外) 越高贵的孩子越
要接触实际的工作) 唐太宗给儿
子立规矩! 老师没进门! 你不能
进门) 这是在说学习要有敬) 我
见过的某个大学! 学校规定老师
不能迟到! 找了很多退休官员当
督导队! 老师如果迟到! 就当着
学生的面训斥老师) 这就糟了!

学生对老师这堂课就永远不会好
好听! 因为心态坏了) 这就是不
懂教育的人做的 ! 受害的是学
生) 日本大学规定! 老师上课迟
到不能超过十五分钟) 我最初去
日本留学! 经常要等老师) 这是
东方礼仪! 你没有一个想学的敬
意! 是学不好的) 有敬的心! 任
何事都能做好 ) 我们以前的家
教! 把敬放在一个很高的高度!

但后来被破坏掉了) 日本家教贯

彻得最好的时候是江户时代! 那
是日本第二个汉学高潮) 德川家
康幕府通过强有力的管制! 把儒
家经典里精华抽出来! 加以实用
化! 变成基本的行为准则! 给它
改一个名字叫 &武士道$! 贯彻
到每一个士族家庭去! 按这样的
原则来培养孩子) 所以日本到江
户以后! 工匠精神特别强) 全世
界工艺保存最好的几个国家! 日
本是其中之一) 而中国这几十年
来传统工艺的流失极为严重)

家训 ! 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华和缩影

读 书 * 对家训的重视和强

调! 对当下中国社会有什么意义"

韩 昇 * 家训是中国古代传
统文化的一个缩影! 又是其精华
所在! 整个中华文明延续了几千
年保存下来! 是靠着家延续下来
的) 对今天来说! 我们中国已经
走出了贫穷阶段! 整个社会进入
到一个升级的阶段! 不但产业要
升级! 制造水平要升级! 人也要
升级了) 这个时代! 人要升级!

就必须有规矩 ! 要有一种文化
的精神在里面 ) 以前那种打野
战的 + 无理的 + 唯利是图的状
态! 肯定不行) 所以我们一定要
从古代优秀的中华文化里去吸取
精华)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延续下
来( 我在以色列曾经和犹太人探
讨过这个问题) 文明能一脉相承
延续到今天的民族! 一是有领土
的中国 ! 一是没有领土的犹太
人) 这两个民族的文明能几千年
保存至今 ! 正是重视教育的结
果) 家训就是一种教育! 而且是
最直接+ 最有效的教育) 家庭教
育是无处躲藏的行为教育! 你是
什么样的品行! 在孩子那里全显
现出来的) 中华文化想要传承下
去! 还得靠家教)

我们现在的一些教育太功
利! 不是从长远+ 从文化上来培
养孩子! 而是往往着眼于眼前利
益) 家训都是立足于家庭的长远
利益! 要想家族里几百年代代出
人才! 必须从小给孩子营造一个
文化的氛围! 让文化精神从小浸
透到骨髓里) 如果这点没做到!

那中国人的升级也做不到 ) 家
训! 就是中国人文化升级的非常
关键的点) 我们要从祖宗那里!

把我们的优良传统再捡回来)

读 书 $ 家训在当今社会的

传承方面! 您觉得我们有哪些事

情可以做" 根据您的观察研究!

目前中国的教育现状! 对家训的

重视程度如何"

韩 昇 * 首先还是要多读传
统经典) 其次要加强人的教育!

不仅仅指知识的教育) 第三! 要
加强实践) 中国现在教育的一个
缺点是学生嘴上说得多! 却基本
不做! 而家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身体力行)

家训可起到提升整个社会道
德水准的作用) 目前的中国教育
对家训的重视还远远不够)

读 书 $ 在谈到中国传统文

化在当代的传承& 普及的时候!

人们往往会遇到一个问题! 即传

统文化里也可能会有糟粕! 如何

在当下对其进行选择性吸收和发

展! 不可不慎% 这方面您如何看

待传统家训"

韩 昇* 糟粕为什么会出现(

是学其形而不学其神) 学其形都
是糟粕) 比如我们规定孩子四点
要起床! 那肯定是糟粕) 比如说
台湾某人在大陆办国学课堂! 要
孩子背三十万字! 这种做法肯定
是糟粕) 家训的核心是精神! 要
学其精神! 不是具体规范) 具体
规范应该让它适应今天的社会!

所以会有新的规范出来! 规范都
是跟着时代走的) 这些不重要!

规范后面的精神! 才是本质的)

我觉得这些传统家训的精
华 ! 不需要去质疑它 ! 已传了
几千年了 ! 还将继续证明它们
强大的效果 ) 家训的基本精神
都是鼓励你要善良正直勤奋节
俭! 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这肯定
没有错) 你不善良你走不远的)

像节俭 ! 在现在中国依然很重
要) 节俭的精神支撑了整个资本
主义的崛起! 也支撑了中华文明
几千年的传承) 这种精神一定要
传承下来)

前几天我和三联书店原来的
老总董秀玉一起吃饭! 她一听我
在讲家训! 马上说你给我编一本
教材) 她们前不久出版给孩子的
书! 才几个月已经发行了一百多
万本) 现在很多年轻家长非常渴
望有这样一些教育读物) 我们这
一代是革命的一代! 后面一代是
独生子女一代! 都没能静下心来
传承家教) 现在做父母的年轻一
代希望孩子不要沿续父辈的情
况) 现在我们正好面临着这个文
化转型时期! 我们要把这一块家
庭教育的空缺给补上! 让再下一
代接过中华文化接力棒! 将优秀
人才一代代再培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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