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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家族家训的文化实践 
———以钱基博、钱锺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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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细胞ꎬ经由家族长时间积累、沉淀而形成的家训ꎬ不仅是家族文化的外在显

现ꎬ更是家族成员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ꎮ 钱氏家族素有“苏南望族”的称号ꎬ千百年来长盛不衰ꎬ究其原因与钱氏家

族所秉承的家训不无关系ꎮ 钱基博、钱锺书父子承续钱氏家训ꎬ将钱氏家训作为自身文化实践的价值导向ꎬ通过以

诗书传家、以德传家、以高远之志传家、以忠传家等内容为基本准则ꎬ进而呈现出钱氏家训的教化功能、家风形塑功

能以及社会整合的功能ꎬ体现了钱氏父子将“道统”融入家庭教育ꎬ有机地将个体道德伦理与社会责任担当相结合ꎬ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两昆仑”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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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ꎬ家训是一个家族对子孙立身处世、
居家治生等行为的训诫和教条ꎮ 家训作为家族道德伦理的

起点ꎬ是家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伦理道德准则ꎮ 江南钱氏人

才辈出ꎬ是典型意义上的文化型家族ꎬ而钱氏家族长盛不衰ꎬ
与钱氏家族恪守家训有着重要关系ꎮ 学界对于钱氏家训多

有论及ꎬ然而就钱基博、钱锺书氏父子家训传承的研究大多

散见于论著之中ꎬ缺乏专门研究ꎮ① 因此ꎬ本文从钱氏父子

家训的文化实践及其功能视角ꎬ来审视钱氏父子文化传承与

钱氏家训实践的内在逻辑关系ꎬ并通过对典型意义的江南无

锡钱氏家族家训的梳理ꎬ传承钱氏家族的优良家训ꎬ促进传

统家训的时代转化ꎮ

一、“群星闪耀”的钱氏家族

钱姓是中国古老姓氏之一ꎬ也是位居«百家姓»前列的世

家大姓ꎮ 大多数«钱氏家谱»均将彭祖视为第一世祖ꎬ但由于

年代久远ꎬ难以确考ꎬ且古代家谱中时常出现托古或“增饰”
的情况ꎬ因而学界认为自五代钱镠开始ꎬ江南钱氏家族才有

了较为确切的家族谱系ꎮ
自钱镠创建吴越国开始ꎬ钱镠的子孙便在浙江、江苏等

地繁衍生息ꎮ 钱氏家族逐渐在无锡等地形成了聚族而居的

大家族ꎬ并在无锡建立了具有联宗意义的无锡钱氏祠堂ꎮ 民

国十二年(１９２３)ꎬ无锡钱王祠毁于直奉军阀混战中ꎬ随后在

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无锡钱氏祠堂在钱氏族人的共同努力下

得以重建ꎮ 钱王祠大堂中悬挂着“西临惠麓ꎬ东望锡峰ꎬ祠宇

喜重新ꎬ吴越五王ꎬ亿万年馨香俎豆ꎻ派衍梁溪ꎬ源分浙水ꎬ云
礽欣愈盛ꎬ堠湖两系ꎬ千百岁华赀簪缨”的楹联ꎮ[１] 悬挂于钱

王祠大堂中的楹联成为了解无锡钱氏家族历史源流和谱系

的重要依据ꎮ 楹联中“吴越五王”实为五代十国时期始祖钱

镠之后五王ꎬ钱基博先生曾言:“吾钱氏之有谱ꎬ始武肃王«大
宗谱»ꎬ继继绳绳ꎬ传序昭然”ꎮ[２]１８５ 因此ꎬ自钱镠开始的五王

便成为钱氏家族公认的始祖ꎮ
钱氏始祖钱镠戎马一生ꎬ晚年著有«武肃王八训»«武肃

王遗训»等ꎬ武肃王钱镠为其后代定下家训ꎬ非常重视钱氏家

训的传承ꎮ 如在«武肃王遗训»文末有:“吾立名之后ꎬ在子

孙绍续家风ꎬ宣明礼教ꎬ此长享富贵之法也ꎮ 倘有子孙不忠、
不孝、不仁、不义ꎬ便是坏我家风ꎬ须当鸣鼓而攻ꎮ” [３] «武肃

王八训»«武肃王遗训»以及后世编订的«钱氏家训»分别立

足于个人、家庭、国家层面ꎬ体现了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

一ꎬ共同构建了钱氏家族完整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及家庭教育

体系ꎮ 钱氏后裔秉承始祖钱镠遗训ꎬ绍续家风ꎬ人才辈出ꎬ特
别是近代以降ꎬ钱氏家族人才兴盛ꎬ出现了“群星闪耀”的文

化现象ꎮ 有人将“钱氏人才名录”总结为“一诺奖(钱永健)、
二外交家(钱其琛、钱复)、三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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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四国学大师(钱玄同、钱基博、钱穆、钱锺书)、五全国政

协副主席(钱学森、钱昌照、钱正英、钱伟长、钱运录)、十八两

院院士”ꎮ 钱氏家族后人蜚声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ꎮ 千百

年来钱氏家族人才兴盛ꎬ若溯其萌蘖ꎬ则不得不提及钱氏家

训对钱氏后裔的影响ꎮ «钱氏家训»中蕴含着优秀传统文化

美德ꎬ被钱氏后代继承发扬ꎬ最终成就了“千年名门望族ꎬ两
浙第一世家”的吴越钱氏家族ꎮ 钱氏家族“作为一个文化型

家族ꎬ不仅在于家族中出现多少出类拔萃的文化人ꎬ更主要

的是要求整个家族的‘文化化’ꎮ” [４]４８ 钱氏家族造就了庞大

的人才群体ꎬ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ꎬ在此“文化化”过程中所

形成的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及其规范ꎬ便逐渐形成了钱氏家

族独具特色的家训ꎮ 因而ꎬ钱氏家训是钱氏家族生生不息的

家族文化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ꎬ对于钱氏家族的发展有着重

要的指导意义ꎮ

二、钱基博、钱锺书父子家训的文化实践

钱基博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ꎬ先生通涉四

部ꎬ通古达今ꎬ特别是“集部之学ꎬ海内罕对ꎬ子部钩稽ꎬ亦多

匡发” [５]４ꎬ其子钱锺书更是学贯中西ꎬ达到一种“东海西海ꎬ
心理攸同ꎻ南学北学ꎬ道术未烈” [６]１的化外之境ꎬ因而有人将

钱基博、钱锺书父子称为学界的“文化两昆仑”ꎮ 虽然钱基

博、钱锺书两父子在学术、思想的传承过程中同中有异ꎬ但两

代间对于学术、道德等方面的坚守却有其承续性ꎬ钱氏父子

都自幼承袭家学ꎬ父诰兄诫ꎬ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内化于心ꎬ
而钱氏父子的成功与家族家训的传承与延续有着重要的关

系ꎮ 根据对钱氏家族家训及其内在逻辑的梳理ꎬ笔者大致将

钱父子家训的文化实践归纳为几个方面:
１. 以诗书传家

作为钱镠的后世子孙ꎬ堠山钱氏将«钱氏家训»中“读经

传则根柢深”的教诲铭记于心ꎮ 钱氏家族素有读书的传统ꎬ
宋太宗年间ꎬ钱基博先祖钱惟演就说:“平生唯好读书ꎬ坐则

读经史ꎬ卧则读小说ꎬ上厕则阅小词ꎬ盖未尝顷刻释卷

也ꎮ” [３]１８２江庆柏认为:“许多家族不仅一再强调自己家族文

化渊源的悠远ꎬ同时也一再强调自己家族文化链的完

整ꎮ” [４]４９长期以来ꎬ作为文化型家族的钱氏家族十分注重家

庭教育以及看重读书重要性ꎬ钱氏家族“自以始得姓于三

皇ꎬ儒于清ꎬ继继绳绳ꎬ卜年三千ꎬ虽家之花落不一ꎬ绩之

隐曜无常ꎬ而休明著作ꎬ百祖无殊ꎬ典籍大备ꎬ灿然可征

也ꎮ” [７]１０２虽然家族兴衰时有ꎬ但钱氏家族“诗书传家”的家风

却丝毫没有随着家族的沉浮而动摇ꎬ家族中坐拥百城ꎬ丰富

的藏书为钱氏子孙饱读诗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保证ꎮ
钱基博先生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ꎬ“吾家三世传经ꎬ为童

子师” [５]３ꎬ家族中从祖辈开始便有从事教书职业的人ꎬ如钱

基博二伯父钱福煐“课徒者四十年ꎬ及门尤众” [２]２１０ꎮ 钱氏家

族累代教书的家庭教育环境以及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ꎬ为钱

氏门人学习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ꎮ 此外ꎬ拥有良好家庭教

育的钱氏家族异于一般传统家庭由男性家族成员教授的单

一途径ꎬ而呈现出多元家塾化的家庭教育模式ꎮ 作为地方负

有盛名的钱氏家族ꎬ结婚娶妻也十分看重门当户对ꎬ如钱基

博母亲孙氏、钱基博夫人王氏均是名门望族ꎬ优渥的家庭环

境ꎬ使得常年待在闺阁中的女性也有受教育的机会ꎮ 钱基

博、钱基厚两兄弟家塾化教育的初级阶段均由出身名门的母

亲孙氏教授ꎬ孙氏循序渐进ꎬ从识字到蒙学经典«孝经»ꎬ逐步

教钱基博、钱基厚两兄弟ꎬ后因母亲家事繁忙ꎬ改由钱基博长

兄钱基成和二伯父钱福煐教授ꎮ 钱基博回忆昔日问道于长

兄时有:“五岁从长兄子兰先生受书ꎬ九岁毕«四书» «周易»
«古文翼»ꎬ皆能背诵ꎬ十岁ꎬ伯父仲眉公教为策论ꎬ课以

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大家选ꎮ” [５]３长辈和长兄亲自教授ꎬ
耳提面命的家庭教育方式成为钱氏家族家塾化教育的基本

模式ꎬ传统读书人读经、解经、作文等学习中的大多数环节ꎬ
钱氏门人基本在家庭中便得以完成ꎮ 除了钱基博、钱基厚两

兄弟均受学于长兄钱基成、伯父仲眉(钱福煐)等多位族人

外ꎬ后来其子侄钱锺书、钱锺韩也受教于伯父等多位钱氏家

族长辈ꎬ家塾化的教育方式成为钱氏家族文化传承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因而ꎬ钱基博认为:“基博、基厚今日粗识事理ꎬ幸勿

陨越贻当世羞ꎬ亦何莫非穷经治史ꎬ得力于当日仲父为多

也ꎮ” [２]２１１钱基博、钱锺书父子扎实的国学功底ꎬ无不得益于

钱氏家族家塾化的家庭教育ꎮ 钱氏家族恪守诗书传家的家

训ꎬ从而对个人的成长和学养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平台ꎬ使
整个家族形成了薪火相传的家族文化链ꎮ

２. 以德传家

长期以来ꎬ儒家道德伦理中的“修齐治平”往往被作为传

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根本ꎬ因此ꎬ传统知识分子将儒家道

德伦理观念视为根本准则ꎬ进而践行于自己的日常生活ꎮ 当

钱氏侨居江阴时ꎬ钱基博祖父钱维桢便开始“尝与余莲村善

人创办江阴全县义塾ꎬ规模期以久大ꎮ” [２]２０７钱维桢所办的义

塾卓有成效ꎬ得到了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肯定ꎬ便下令全

省效仿ꎬ开设义塾学堂ꎮ 为了感谢钱维桢的善举ꎬ曾受教于

钱维桢的弟子在撰写其师事迹中ꎬ多有夸饰的成分ꎬ当钱氏

族人了解到所写人物事迹多有夸饰成分时ꎬ便在其行述文章

中谈到“此非所以传吾父也”ꎬ更正对钱维桢的生平介绍为

“盖吾父生平以德量胜ꎬ不以事功显ꎬ然吾父蹈道践仁ꎬ数十

年来自有本末”ꎮ[２]２０６—２０７在钱氏家族看来ꎬ钱维桢一生中ꎬ最
为重要的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要求来践行日常生活ꎬ几十年

未曾改变ꎮ 钱维桢的德道行谊无形之中也影响了钱氏族人

的日常生活ꎬ他们将“以德传家”的家训继承和发扬ꎬ经过长

期积累、沉淀ꎬ逐渐成为钱氏门人都予以承续的钱氏家训ꎮ
钱基博“承先大父志ꎬ始终其事”ꎬ从小耳濡目染ꎬ以各种

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ꎮ 民国七年(１９１８)无锡重修地

方志ꎬ钱基博担任修志总纂ꎬ为纂修无锡县志奔走ꎬ在钱基博

和同窗好友徐彦宽等人的讨论下ꎬ最终编写了«无锡县新志

目说明书»ꎬ成为编纂无锡县志的主要依据ꎮ 此外ꎬ钱基博先

生在晚年将其家中所藏 ５ 万册书籍以及 ２１１ 件珍贵文物悉

数捐献给了华中师范大学ꎬ以至于钱基博先生“办借书手续ꎬ
多次向华中大学图书馆和华中师范学院图书馆借阅过原先

是他所有的图书ꎮ” [８]１５８钱基博先生虽然没有专门从事地方

公益事业ꎬ而是“以文化人”的独特方式践行钱氏家族“惠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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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邻ꎬ私见尽要铲除ꎬ公益概行提倡”的家训ꎬ通过自己的一

己之长、一己之能ꎬ为地方、为整个社会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

大贡献ꎮ
３. 以高远之志传家

无锡钱氏虽贵为名门望族ꎬ但“淡泊名利ꎬ宁静致远”的
儒家传统文化内涵却在钱氏家族得以承续ꎮ 钱基博先生二

伯父钱福煐虽为江南乡试副举人ꎬ然而“足迹不涉官府ꎬ于斯

世泊然寡所营ꎬ舍课徒无他事ꎬ舍读书作文无他好” [２]２１１ꎮ 本

可在官场大有作为的钱福煐ꎬ却宁愿选择教书ꎬ也不问政事ꎬ
过着读书、教书的淡然生活ꎮ 又如钱基博先生父亲曾耳提面

命告诫他说:“以家世儒者ꎬ约束子弟ꎬ只以朴学敦行为家范ꎬ
不许接待宾客ꎬ通生气ꎬ又以科举废而学校兴ꎬ百度草创ꎬ未
有纲纪ꎬ徒有嚣薄ꎬ无裨学问ꎬ而诫基博杜门读书ꎬ毋许入学

校ꎬ毋得以文字标高揭己ꎬ沾声名也ꎮ” [５]３在清末新政科举废

除之时ꎬ面对社会转型的复杂环境ꎬ钱基博父亲告诫儿子不

以文字标高揭己ꎬ沽名钓誉ꎬ而应该以儒家伦理规范来约束

子弟ꎬ韬光养晦ꎬ杜门读书ꎮ 由此可见ꎬ钱基博父辈们看淡名

利、心存高远之志的人格魅力ꎬ对钱基博、钱锺书父子均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ꎮ 钱基博先生早年受江苏按察使陶大均赏识ꎬ
成为陶大均的高级幕僚ꎬ当陶大均去世以及目睹官场政治的

腐败后ꎬ钱基博决意不再涉足政坛ꎬ放弃每月 ２００ 元的高薪

工作ꎬ皓首穷经ꎬ一心向教ꎬ选择委身于无锡县立小学当国文

教员ꎬ领取每月 ２０ 元的薪水ꎮ 自此ꎬ钱基博开始秉持“不为

名士ꎬ不赶热客ꎬ则中狭肠又欲以宁静泯圣知之祸” [５]６

的原则ꎬ看淡名利的钱基博先生“生平无营求ꎬ淡嗜欲而勤于

所职ꎻ暇则读书” [５]６ꎬ选择远离各种物质、名利的诱惑ꎬ始终

把藏书、读书、写书、教书作为其人生的追求目标ꎮ
钱基博一生淡泊名利ꎬ宁静致远ꎬ秉承家训ꎬ不为五斗米

折腰ꎬ视名利为粪土ꎬ放弃了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ꎬ而甘愿

做一名教书匠ꎬ潜心研究国学ꎬ最终成为一位“热爱祖国并以

弘扬中华文化为毕生职志的淳朴学者” [９]１ꎮ 不仅如此ꎬ钱基

博对子女的教育也始终坚持以德育为中心、淡泊名利、重道

德而轻事功的为人处世教育理念ꎮ 钱锺书在清华大学读书

时ꎬ因其才学出众ꎬ成为学校中的风云人物ꎬ当钱基博得知北

大教授推荐钱锺书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教书时ꎬ马上写信告诫

钱锺书:“儿勿太自喜ꎬ儿之天分学力ꎬ我之所知ꎻ将来高名厚

实ꎬ儿所自有! 立身务正大ꎬ待人务忠恕勿以才华超越

时贤为喜ꎬ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人为愧ꎮ” [１０]１０９—１１０钱基博谆

谆教诲ꎬ让钱锺书戒骄戒躁ꎬ并希望钱锺书“淡泊明志ꎬ宁静

致远ꎬ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ꎻ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

摩” [１０]１１０ꎮ 同时钱基博认为“学问贵乎自得ꎬ际遇一任自然ꎻ
从容大雅ꎬ勿急功近利ꎬ即此便证识量” [１０]１１１ꎮ 从钱基博先

生自身的行谊以及写给钱锺书的信中ꎬ我们不难发现钱基博

先生不仅是自己身体力行ꎬ而且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钱

氏家训贯穿在对子女的教育中ꎮ 钱基博淡泊名利ꎬ“做一仁

人君子ꎬ比做一名士尤切要” [１０]１０９ 的家训ꎬ也对其子钱锺书

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ꎮ １９８７ 年ꎬ华中师大准备召开钱基

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ꎬ钱基博先生昔日学生彭祖年致

信钱锺书ꎬ邀请钱锺书到武汉参加纪念会ꎬ但钱锺书回信说:
“盛行谊隆情ꎬ为人子者铭心浃髓ꎬ然窃以为不如息事宁省

费ꎮ” [１１]１８９钱锺书对赴汉参加其父钱基博先生的纪念活动予

以拒绝ꎬ除了钱锺书对各种巧立名目的纪念会并不热衷外ꎬ
从另外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出钱锺书对名利淡泊的态度ꎬ是对

父亲生前耳提面命告诫自己笃实力行不要轻薄、淡泊不务虚

名家训的一种延续ꎮ
４. 以忠传家

钱氏父子在为人、为学等多方面力求完美ꎬ以经世致用

思想为宗旨ꎬ以求对社会有所贡献ꎮ 在社会转型时期ꎬ钱氏

族人坚持“以忠传家”的家训ꎬ秉承着“天下兴亡ꎬ匹夫有责”
的儒家传统ꎬ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

忧患意识ꎮ
在近代社会转型中ꎬ钱基博先生上承乾嘉学派的朴学余

绪ꎬ辨章学术ꎬ牖启途辙ꎬ下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ꎬ对于传

统中国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都有深刻的体认ꎮ “钱基博有中

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立特行的高尚品质ꎬ他对民族有深厚

的感情ꎬ对传统文化十分热爱ꎬ把国学作为安身立命之

处ꎮ” [１２]１３４ １９２５ 年ꎬ五卅运动爆发后ꎬ钱基博先生任教的圣约

翰大学学生纷纷罢课声援ꎬ圣约翰校长卜舫济以及外国教师

持反罢课言论ꎬ当中国教师就学生罢课问题与圣约翰大学校

长以及外国教师产生分歧时ꎬ钱基博愤慨地说:“我今天要操

着我们的国语ꎬ说我们中国人心里所要说的话我们不敢

自己忘记是卜校长聘任的一个圣约翰教员ꎬ然而尤其不愿忘

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１３]面对教会大学对待中国学生无理

态度ꎬ钱基博先生和部分师生最终选择离开了圣约翰大学ꎬ
部分师生重新组建学校ꎬ在个人与民族、国家大义面前ꎬ钱基

博选择了后者ꎮ
抗日战争以来ꎬ钱基博先生多次发文ꎬ为国难疾呼ꎬ痛斥

“迩者东人不道ꎬ荡摇我边疆ꎬ屠杀我无辜” [１４]１０９ 的不耻行

径ꎬ并号召国民“当知国于天地ꎬ可以抗战而不可以侵略ꎬ可
以不侵略ꎬ而不可以不抗战” [１４]１０９ꎮ 钱基博通过文章著述阐

明民众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重要性ꎬ并建议政府应该依靠

群众ꎬ开诚心ꎬ布公道ꎬ进而使得民众从情感上爱国ꎬ愿意团

结起来执干戈以抵御外侮ꎮ 钱基博先生除了发文著述疾呼

抗战外ꎬ在关键时刻ꎬ更是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赤诚的爱国之

心ꎮ １９４４ 年ꎬ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ꎬ由于国民党执行消极抗

战路线ꎬ长沙、湘乡等多地失守ꎬ国立师范学院由安化迁往溆

浦ꎬ在此危机紧要关头ꎬ钱基博先生选择留守ꎬ欲以身殉国ꎮ
他在给学生的信中谈道:“我自念赴院未必为学院有所尽力ꎬ
不如留此以慰各方父老之意ꎬ非寇退危解ꎬ不赴院召ꎬ亦使人

知学府中人尚有站得起来也ꎮ” [１５]１３７—１３８ 钱基博先生铁骨铮

铮ꎬ不惧生死ꎬ其言行呈现出了传统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

节和锐志献身的勇气ꎮ 钱穆曾评价钱基博说:“余在中学任

教ꎬ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ꎬ同事逾百人ꎬ最敬事

者ꎬ首推钱子泉ꎮ 生平相交ꎬ治事之勤ꎬ待人之厚ꎬ亦首推子

泉ꎮ” [１６]１２８钱基博先生为学、为人、为国、为民族的赤子之心ꎬ
以及高尚的品德ꎬ得到了诸多师友的赞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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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家训素有“身教重于言教”的说法ꎬ钱基博先生

身体力行ꎬ为儿子钱锺书树立了榜样ꎮ １９４９ 年ꎬ国民党败退

到台湾ꎬ钱锺书收到牛津大学、香港大学等多方工作邀请ꎬ面
对境外优渥的工作环境和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ꎬ钱
锺书选择留下来ꎮ 杨绛先生说:“我们如果逃跑ꎬ不是无路可

逃ꎬ可是一个人在紧要的关头ꎬ决定他何去何从的ꎬ也许总是

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ꎬ跑出去仰人鼻

息ꎬ做二等公民ꎬ我们不愿意ꎬ我们是文化人ꎬ爱祖国的文化ꎬ
爱祖国的语言ꎮ” [１７]１２２ 从杨绛先生的回忆中ꎬ我们可以窥见

在 １９４９ 年面对这个重大抉择时ꎬ钱锺书及杨绛先生选择的

初衷仍然是真挚的爱国之情ꎬ只有真正对国家、民族的忠心

和热爱ꎬ才会使得钱锺书夫妇在关键时刻毅然选择放弃优渥

的生活ꎬ而留在条件艰苦的新中国ꎬ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做

贡献ꎮ 钱氏家族“以忠传家”的家训ꎬ对民族、国家的忠心与

热爱ꎬ无形之中也影响了钱锺书夫妇的选择ꎮ

三、钱氏家训的文化功能

钱氏家族秉承家训ꎬ坚持中国传统文人教育ꎬ将道德认

知与道德养成相结合ꎬ从而使得钱氏家族薪火相传ꎬ长盛不

衰ꎮ 钱氏家训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ꎬ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

中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对家族文化发展的指导性意义ꎬ以及世

家大族对儒家伦理文化的接受与承袭ꎮ 作为钱氏家族文化

重要载体的钱氏家训ꎬ在家族文化发展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具

有重要的文化功能ꎮ 归纳起来ꎬ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１. 教化功能

家训是一个家庭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套道德、行
为规则ꎮ 优良的家训既是家族成员秉承先祖典训的载体ꎬ同
时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ꎮ 钱氏家族历来十分

注重家族成员道德伦理的教化意义ꎬ从钱氏父子承袭家训的

过程中ꎬ我们可以看到钱基博对于钱锺书诸多具有针对性的

教化ꎮ 如钱锺书幼年喜欢随意臧否古今人物ꎬ在钱基博先生

看来ꎬ此种行为不利于钱锺书的个人成长ꎬ便写了一篇«题画

谕先儿»来告诫钱锺书:“汝在稚年ꎬ正如花当早春ꎬ切须善自

蕴蓄ꎮ 而好臧否人物、议论古今以自炫聪明ꎮ” [１０]２４钱基博告

诫钱锺书ꎬ对于古今人物ꎬ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而随意评价ꎬ
而应该看重对现世的作用和道德修养ꎬ希望儿子专心学问ꎬ
淡泊名利ꎬ厚积薄发ꎮ 钱基博的谆谆教诲ꎬ无疑纠正了钱锺

书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偏差ꎮ
钱基博对于钱锺书耳提面命ꎬ不仅体现在针对性的教化

上ꎬ更体现在其自身道德品行的言传身教上ꎮ 钱锺书年少的

时候就小有名气ꎬ当时有很多人将钱锺书和钱基博两人做比

较ꎬ钱基博告诫钱锺书:“现在外间物论ꎬ谓汝文章胜我ꎬ学问

过我ꎬ我固心喜! 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ꎬ力行胜我ꎮ” [１０]１１０

钱氏家族祖上素有轻视外在名利的家训ꎬ而且在钱基博心

中ꎬ淡泊名利、不图虚名的品行比学问文章更为重要ꎬ钱基博

期许儿子成为诸葛公、陶渊明ꎮ 此外ꎬ钱基博更以自身“涉世

三十年ꎬ无事不退一步ꎻ应得之名勿得ꎬ应取之财勿取ꎻ人或

笑为拙ꎬ而在我则世味稍恬静” [１０]１１０ 的处世经历为例ꎬ希望

钱锺书淡泊名利ꎬ笃实力行ꎬ不要急功近利ꎮ 这封简短的家

书ꎬ谈及为人、为学等一系列问题ꎬ钱基博通过各种形式ꎬ以
期纠正少年钱锺书的骄傲张扬的个性ꎮ 正是钱基博身体力

行ꎬ将言传与身教相结合的正面教化对钱锺书的人生发展起

到了重要作用ꎮ 从钱锺书的人生发展轨迹中ꎬ我们不难发现

他承袭了父亲淡泊名利的品行ꎮ 纵观钱氏家族发展的脉络ꎬ
便可窥见钱氏家训强大的教化功能ꎬ其家训的内核涉及为

人、为学等多方面ꎬ成为钱氏家族长盛不衰的重要推动力ꎮ
２. 家风形塑功能

家风乃一个家族累世相传所形成的风尚、风气ꎮ 家风的

形成ꎬ是家训长期教化的结果ꎮ 家训对于家风的形塑具有重

要作用ꎬ家训和家风相互作用ꎬ相辅相成ꎮ
诚然ꎬ世家大族特别重视家族文化的传承ꎬ而家训作为

家族文化的载体ꎬ对家风的形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如陈

寅恪先生所言:“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ꎬ不同于凡

庶ꎬ而优美之门风基于学业之因袭ꎮ” [１８]４２ 钱氏家族世代业

儒ꎬ长期将“诗礼传家”作为家族成员一以贯之的文化守则ꎮ
据钱基博先生回忆:“我祖上累代教书ꎬ所以家庭环境ꎬ适合

于求知ꎻ而且求知的欲望很强烈ꎮ” [１３] 钱氏家族累世教书ꎬ素
有读书学习诗礼的风气ꎬ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影响ꎬ形成了书

香门第的家教门风ꎬ生生不息的文脉也造就了“文化型”家族

的产生ꎮ 读书习礼不仅在于学习文化知识ꎬ同时也旨在培养

道德情操ꎬ以此完善文化修养ꎮ
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教育主要在家庭中得以完成ꎬ

在此过程中ꎬ家族成员的言传身教ꎬ家训中的约束惩戒等内

容均对家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ꎮ 钱氏家族的家训承续

了儒家伦理文化的“道统”ꎬ钱氏家族将儒家“三不朽”的基

本内涵视为家族家训的重要标准ꎬ家训中有关修身养性、为
人处世等文化内容ꎬ不仅可以强化家训的教化功能ꎬ促进家

庭伦理道德建设ꎬ团结家庭成员ꎬ而且作为家族成员之间的

情感纽带和精神指引ꎬ钱氏家训对于家族增强凝聚力ꎬ进而

增强家族成员间的认同感和家族内部的归属感具有重要的

精神指导意义ꎮ 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旨所构建出道德的谱

系ꎬ对家族家风具有重要的形塑功能ꎮ
３. 社会整合功能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尤重“知行合一”ꎬ作为儒家伦理文化

忠实信徒的士绅阶层ꎬ既要求有良好的伦理道德素养ꎬ同时

也要求将伦理道德观念践行于实际行动中ꎮ 钱基博的大伯

父钱福炜是颇具影响力的地方士绅ꎬ一生淡泊名利ꎬ不为高

官厚禄所诱ꎬ选择一生为地方公共事务服务ꎬ如“葺宗祠ꎬ修
宗谱ꎬ扩义塾ꎬ以及表彰节义ꎬ造桥修路ꎬ掩骼埋胔之举” [２]２０９

等各种地方公益事务都有其身影ꎮ 钱氏后人深受影响ꎬ将积

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和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作为家族的家训

家风予以继承ꎮ 如钱基博回忆其弟钱基厚生平时谈道:“惟
吾孙卿ꎬ慷慨敢任事ꎬ不仅欲以文字见ꎬ排难解纷ꎬ居乡有所

尽力ꎬ乡人亦雅重之凡地方大利害ꎬ主者有所设施ꎬ不知

于地方认识意何为ꎬ必且曰‘且以咨钱某ꎮ’地方人士于主者

有所建白ꎬ亦必曰:‘咨钱某’ꎮ” [１１]１３

由此可见ꎬ钱氏族人无不将“惠普乡邻、矜孤恤寡”视为

７８１



自身践行家训的具体体现ꎮ 在基层社会ꎬ国家权力缺席的情

况下ꎬ钱氏家族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治理ꎬ不仅有利于地方社

会秩序的稳定ꎬ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国家机器的正常运

行ꎮ 从钱氏族人的具体行为可以窥见ꎬ钱氏家训是其家族成

员的行为指南ꎬ同时也是在告诫钱氏门人为人处世、对人对

己以及对国家、社会究竟秉承何种态度ꎬ其家训内核体现了

钱氏家族立德、立言、立功的主流价值观ꎮ 钱氏家族将“家
训”与国家的“德治”“法治”融通ꎬ其内容涉及个人、家庭、社
会、国家等诸多层面ꎬ家训所规训的内容与国家所倡导的主

流价值观念高度一致ꎬ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ꎬ对于基础社会

治理具有重要的整合功能ꎮ

小结

钱氏家训在历史长河中积累、沉淀、历久弥新ꎬ从而形成

了家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原则ꎮ “国之本在家”ꎬ家
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细胞ꎬ家庭的兴旺不仅关系到

一个家族的发展ꎬ同时也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ꎮ 钱氏家族所

秉承的家训以及潜移默化中所形成的家风ꎬ早已跨越家庭、
跨越时空ꎬ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ꎬ成为中华民族

的共同财富ꎮ 钱氏家训作为一种道德伦理教育的典范ꎬ具有

传承性、普遍性、教育性等意义ꎬ其内容和文化内核对当前社

会中所倡导的个人道德形塑、家庭道德伦理建设以及社会秩

序的稳定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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