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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的家族家风
钱大昕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

德行高尚，一生汲汲于学术，在经学、史学、

音韵学、训诂学、金石学、诗文创作等方面

无不成就卓著，被公推为“一代儒宗”。钱大

昕能在为学为人上达到此种境界，固然是

其自身努力所致，同时也是与他受到的良

好家教家风熏染分不开的。这种家风，在他

所写的《记先大父逸事》这篇文章中有着极

为鲜活生动的体现。

其祖逸事泽被后人

先大父是钱大昕对去世的祖父钱王炯

的尊称。钱大昕在这篇随笔中，以简练写实

的笔触深情追忆了祖父生前的四件“逸

事”：第一件，处事不欺天罔上；第二件，做

人力戒自满、不妄求利与福；第三件，读书

须有创见；第四件，老犹读书不辍。这四件

逸事看似不起眼，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祖

父德行高尚、嗜书如命的品性，而其身体力

行、言传身教所形成的良好家风对钱氏家

族向善向学的人生追求起到了巨大而深远

的影响。

先看第一件事。祖父 69岁时适逢朝廷

下诏，对年满 70 岁的老人赐给粮食和布

匹。为求得赏赐，乡里很多人弄虚作假，“增

年以邀上赐”，有人劝他也虚报年龄，被他

“正色”拒绝，“欺天而罔上，吾不为也！”这

件事给了钱大昕深刻的影响。在祖父看来，

弄虚作假行为涉及人的品德，是关乎“德

行”的大问题，做人先立德，做事不违德，这

是基本的古训，必须自觉遵循。祖父对弄虚

作假的正色拒绝在幼小的钱大昕心里留下

了深刻印记，特别是当他听说有些秀才为

得到朝廷对年满 80岁者“特赐举人”的照

顾时，竟然胆敢虚报“一纪”（12年）年龄以

捞取好处，这种有亏“德行”的行为强烈地

刺激了他，也成为他写作此文并将之置于

四件“逸事”首位的一个重要缘由。溯往查

今，在年龄上弄虚作假者代不乏人，钱王炯

的这一举动，不仅是钱氏家族“做人先立

德”良好家风的生动体现，对于当今社会来

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

再看第二件事。钱王炯列举《管子》《淮

南子》等书中的名言警句，“釜鼓满则人概

之，人满则天概之”“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

不求福者为无祸”。前者告诫家族人“谦受

益、满招损”的道理，要求族人谦虚恭让，谨

言慎行，力戒骄傲自满，言行无忌；后者告

诫家族人要安分守己、安贫乐道，如果一味

妄求富贵利禄，反而可能招致祸灾。钱大昕

通过展示祖父的寥寥数语，深刻反映了祖

父的做人准则，这些准则一样是钱氏家族

家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揆诸史实，正是有这

样良好家风的熏染、激励与规范，钱氏家族

世代向儒，奉公守法，很少有违法乱纪的不

肖子弟出现。钱大昕本人，学富五车，淹贯

文史，终其一生，始终秉持“实事求是”“无

徵不信”的精神，平允谦和、薄责于人的学

德，不妄求、不妄语，一代大儒的处世风范、

人生轨迹值得我们好好地去体味，去思考。

第三、四件事都是关于读书的。钱王炯

认为，读书不能一味死读，必须要有自己的

见解，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

然”，做到了这点，才是真读，也才会有收

获。钱大昕在文中列举祖父如何理解古人

用韵对偶两个典型例子，深刻地表现出祖

父活读书、读活书的读书方法与实践，极具

启发性。同时以“年逾八十，读书不辍”八个

字和“一日不读书便俗”的自白，刻画了祖

父嗜书如命、活到老读到老的动人形象，使

人油然而生敬意。

家风流传荫庇子孙

对于钱王炯来说，一心向学、立志读书

是他的毕生追求，也是钱氏家族最为励志

的家风，代代相传。史载“文字外无他嗜好”

的钱王炯，“生而颖敏，好读书”，“亲旧家有

藏书，辄借读之，虽盛暑冱寒，未尝一日少

辍。”在祖父的要求下，父亲钱桂发亦“少承

庭训，以读书立品为务”“不屑屑记闻章句，

习举子业，涤烦去滥，壹以先正为师。”到了

钱大昕更是如此，他周岁即能认字，3岁能

诵堂上匾联，5 岁受经书，10 岁学为八股

文，被乡人目为“幼慧”“神通”。钱大昕曾在

《严久能娱亲雅言序》中针对学人学养不够

说过这样一段话：“予谓可以两言决之，曰：

‘多读书而已矣，善读书而已矣。’胸无万卷

书，臆决唱声，自夸心得，纵其笔锋，亦足取

快一时。而沟浍之盈，涸可立待。小夫惊而

舌挢，识者笑且齿冷，此固难以入作者之林

矣。”同父祖一样，多读书、善读书是他治学

的心得，也是他一生的写照。虽然胸罗万

卷，也不率尔为文，恃才傲物，这又践行了

其家族“戒满”的祖训。

相比父祖，钱大昕无疑是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著作等身，名满天下，泽被后世，其

实不只钱大昕，因饱受家风熏溉，钱氏家族

名家迭出，享有盛名。请看清代著名学者江

藩在其《国朝汉学师承记》中的评价：“先生

（钱大昕）之弟大昭，从子塘、坫、东垣、绎、

侗，子东壁、东塾，一门群从皆治古学，能文

章，可谓东南之望矣！”曾任民国大总统的

徐世昌在其《清儒学案》中对钱氏家族也推

崇有加：“当惠（栋）、戴（震）学说盛行吴、

皖，而潜研（钱大昕）崛起娄东，于训诂、音

韵、历算、金石无不淹贯，尤邃于史。后儒分

其一节皆足名家，乃兼擅众长，不自矜诩。

著述宏富，闇然日章，其德养为不可及。群

从子弟互相砥砺，朴学风尚萃于一门，可庐

（钱大昭）、溉亭（钱塘）尤深造焉。”清代以

后，嘉定钱氏家族亦不乏名人显达，这不能

不归因于良好家风润溉之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是一个家庭

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并

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

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中华民族

自古以来重视家风建设，形成了许许多多

感发人心的优良家风，钱大昕钱氏家族的

家风，无疑是中华民族优良家风百花园中

的绚丽花朵。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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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杆粉丝心目中的汝瓷

风穴寺山前有座古墓，埋的就是唐朝大诗人刘希夷。

刘希夷是汝州人，自幼聪明好学，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年

纪轻轻就考上了进士，在朝廷里做了大官。他喜欢风穴寺山

上的好景致，常常到风穴寺游玩散心。一次，他到风穴寺时，

遇到一位养蜂姑娘，那姑娘脸盘儿，身个儿都长得很好看。刘

希夷被养蜂姑娘吸引了，就跟着她转过一道山弯儿，来到姑

娘养蜂的地方。到那儿一看，只见山上开满了红的、白的、黄

的、紫的野花。花香满坡飘散。看到这么好的景致，刘希夷有

点不想走了，对养蜂姑娘说：“这地方真美呀！花儿好，人也

好。”

养蜂姑娘见他是个读书做官的人，料想他不知道老百姓

生活的艰难，就对他说：“花儿虽好，养蜂人可不能长留这儿，

山花一败，就要四处奔波，另寻别处，风里来雨里去，受不尽

的苦难。”

刘希夷听了这话，忽有所悟。

刘希夷回到朝里，武则天已经篡位。朝廷里很多忠臣都

被武则天杀了。看到这些人平时在朝廷里穿朝服、执朝政，忽

然就被砍了头，暴尸在街头，真是人生无常。刘希夷不愿依附

武则天，就挂印辞职不干了，到处周游山水。一次，他在游看

山水时，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绿树野花中嬉戏，忽然又想

起了养蜂姑娘的话，又想起了混乱的朝政，于是就写了一首

诗叫《代悲白头翁》。里边有一句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

年人不同。

这首诗渐渐传开了，都说写得好。

朝里有一个官儿，不会作诗。可是那时不会作诗就不能

当更大的官，那官儿就把刘希夷写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

年年人不同”一句偷去，当作自己写的，献给朝廷，想当更大

的官。刘希夷知道后，很不愿意，就当着很多人的面揭露了那

个官儿，说他胸无点墨，有辱朝廷官员体面。

那个官员恼羞成怒，从此把刘希夷当成了死对头，想

法要除掉他。一次，刘希夷从洛阳回汝州，那个官员就派

人跟踪他，想找个机会下手。刘希夷走到汝州庙下镇，回

到了老家，夜里住在一位相识的富户家中，当夜，那家富

户为刘希夷摆下酒席。刘希夷喝酒喝到深夜，喝得大醉。

跟踪的人见机会来了，就拿出三百两纹银收买了那个富

户，深夜，那个富户昧着良心，用布袋装满了土，压在刘希

夷的身上，活活将刘希夷闷死了。第二天，那家富户对外

人说：刘希夷夜里喝酒太多，酒醉而死了。

刘希夷死后，人们因为他生前非常喜欢风穴寺的山水风

景，就把他埋葬在风穴寺边的一座山脚下。凑巧的是，埋他的

地方，正是养蜂姑娘养蜂的地方。因此有人说：养蜂姑娘不是

凡人，是观音菩萨显身，点化刘

希夷哩！ 讲述者：吴元忠
整理者：常文理

刘希夷和风穴寺

曾听到对汝瓷之爱近乎狂热的汝瓷铁杆粉丝这样

描绘他心目中的汝瓷，每当手捧一件似玉非玉胜似玉

的汝瓷，那朴素细密的胎骨，如陨石般高古苍凉；那简

约洗练的造型，如坐禅之入定，浮躁之心与之无缘，那

莹润含蓄的釉色，似经漫长的岁月洗礼，似从来就没有

经烈火淬炼的火气，温润自然，让人身心为之融化。偶

有装饰，却也充满灵性，汝瓷之美只能以心悟，不能以

言表。

其制作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精细不只表现在绝

伦的工艺，更在于富有人文关怀的细节。其手把件、握

之，舒服到内心深处；其弧度，棱角、大小似天作地造一

般，让人观之，目光为之软化；触之，手为之绵软。摆件

也是如此，目观、手触，无处不舒服，无处不体贴。

其造型之极简，是至高无上的审美。汝瓷的制作，

造型简单准确，简到了“增一分多、减一分少”的地步。

汝瓷如那千古绝唱的唐诗宋词一般，其造型风格植根

于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相信汝瓷之永恒，如中国传统

文化般永恒。

其釉色之纯

净如春天、如碧

水、如宝石、如满

月，让人心为之

静、神为之敛、气

为之凝。

其文化内涵

之丰富，有对佛

家、道家的敬仰，

有对自然的崇尚

与敬畏，有对高尚

人格的追求。

身处物欲横

流的当今时代，焦

虑似乎已成为社

会病，且病得不

轻。无论你身居哪个社会阶层，有区别的无非是地位的

高低、财富的多寡，而无区别的则是身心所承受的重

压，而受压的身心大多渴望一种解脱与放纵。于是人们

便有了多种选择方式：所谓世俗阶层，多选择亲山亲水

的旅行，以求暂时的放松与宁静；所谓精英阶层，则选

择心灵的解脱与精神上的安宁；而沉静、内敛、清丽、高

雅的汝瓷就当然成了当代精英的心灵慰藉所在。

（六十六）

8.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顾炎武

【释义】广泛学习文化典籍，用羞
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感悟】“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和《子路》，

都是孔子在回答问题时提出的主张。

顾炎武谈到孔子的“为学之道”时，把

这两句作为最重要的思想提了出来。

中国是一个道德感非常强烈的国家，

尤其是儒家知识分子，在对人的评价

上向来坚持道德“一票否决”。对于学

者做学问，古人更是主张“作文先做

人”，南朝梁简文帝萧纲曾经说：“立

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为

文且须放荡。”虽然被文章学家批评，

但也只是批评他的观点，对他本人无

话可说。做人重于作文，这是我们的

文化传统。

9.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 ———诸葛亮
【释义】德行高尚的人士这样修

养锻炼自己，他们以静思反省来使

自己尽善尽美，以俭朴节约来培养

自己高尚的品德。不清心寡欲就不

能使自己的志向明确坚定，不安定

清静就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而长期

刻苦学习。

【感悟】不管是修身养德还是树
立宏图远志，都必须具备娴静的心

态，过简单的生活。娴静的心态要求

不急不躁，不急功近利；简单的生活

要求躲避一切诱惑，物质生活简单

化。虽然意志坚定的人可以抵御物质

的诱惑，但毕竟只有少数的圣贤人士

才能做到。这句话是针对一个想提高

德行的普通人说的，所以我们更感到

亲切。 来源：厚德汝州微信公众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语句解读（三）

弘宝汝瓷作品：玉壶春

毛泽东再次强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

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

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

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他要安徽、河南两省的负责人汇报黄河下游的排水问题。

河南、河北、山东、苏北、皖北五个地区，由于以前执行以蓄为主

的方针，下游各省到处筑坝，大雨一来水排不出去，地下水往上

涨，土地盐碱化。他向两省负责人了解情况后，嘱咐说：“要很好

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再互相‘打仗’了。”毛泽东决定由谭震林

召集五省主要负责人开会，解决这个问题。

31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以朗诺为首的柬埔寨军事代表团。

然后继续开会，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文敏生等汇报了工作。

当天，新华社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八评”发表以后，开始同时起草给

赫鲁晓夫 70寿辰的贺电和对苏共中央 3月 7日来信的复信。

4月 1日，毛泽东离开郑州去武汉。

2日，专列抵达武汉。毛泽东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下午，毛泽东听取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汇报。

湖北当年计划一半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

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毛泽东

强调：“四清”运动要搞深搞透，保证质量。不要走过场。又问，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

‘四清’入手？”了解了湖北的做法后，毛泽东提出，下一批是不

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入手？

毛泽东还问王任重，你们是不是向群众宣讲过两个十条？

王任重回答：“省委、地委、县委大多数同志都去宣讲过了。我自

己还未去讲过。”

毛泽东说：“你为什么不去？你又不老，又没有病，应当亲自

向群众去宣讲两个十条。”

就留口粮标准等问题，毛泽东说，关于留粮标准，是不是要

有个杠杠。谈到生产队粮食分配问题，毛泽东主张要有基本口

粮。

4月初，党中央给苏共中央 3月 7日来信的复信定稿，刘少

奇批示送到武汉，请毛泽东最后审定。毛泽东审定后准备发表。

3日，苏共中央公布了他们二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和苏斯洛

夫的反华报告。在公布这两个反华文件的同时，《真理报》也发

表了一篇反华的社论。

上午收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报告了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

奇。

刘少奇说，这个事情要请示毛泽东再作最后决定。刘少奇

还说，估计苏共在发表二月全会这两个文件之后，还会有一系

列的动作，我们要等着看一看。他们所谓的“坚决反击”开始了，

这是个新的情况。我们答复他们 3月 7日的信，要联系到这个

新情况进行修改，然后再发出。这个事情也要请示主席。

下午，刘少奇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主席同意复信不忙发出，

要修改，但怎么样修改要等等看，要看看苏共还有什么动作再

说。

4月 5日，刘少奇在家里主持召开一次小会，周总理、邓小

平、彭真、陈毅参加。

在这次会上，刘少奇说，已经报告了主席，对苏共采取的这

样一个新步骤，我们要把它看作是一个严重事件。

刘少奇说，现在我们要看他这场戏怎么唱下去，我们要稳

坐钓鱼台，不动声色。要考虑准备先发表他们这三篇东西，就是

苏斯洛夫的报告，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和《真理报》4月 3日的

社论。我们先按兵不动，观察一个时期，但也不能太久。

大家议论我们下一篇评苏共的《公开信》的文章怎样写，比

较一致的意见是“九评”要分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

和国际根源，批评他的全民党、全民围家，指出他们高薪集团是

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席指定的还有一篇边界问题，这个问题已

经开始谈判，我们可准备稿子，晚一点发表。主席还出了几个题

目，也都要准备。看来，对付赫鲁晓夫新的一轮公开论战，

“九评”要做大的修改，着重分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根源，挖他

的老底。

邓小平说，秀才们从去年准备中苏两党会谈起，一直忙到

现在，一年到头很辛苦，太紧张了，现在可趁观察一阵的时机，

放松一下，索性离开北京休息一些日子。

刘少奇和周恩来都赞成。会上决定，邓小平带领秀才班子

到外地去参观。

这次毛泽东到武汉，王任重向毛泽东汇报了黄冈地区保留

了大队核算制的情况。早在 1961年 4月，毛泽东在梅岭开座谈

会时，就听到这种观点，当时仅说说而已，现在已成了现实。但

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要听详细情况。王任重让省委办公厅通

知黄冈地委书记姜一、荆州地委书记王玉珍来省委汇报。

5日，毛泽东与湖北荆州地委书记王玉珍、黄冈地委书记姜

一谈话。

姜一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保留大队核算后，这些大队依

靠集体经济，大办农田基本建设，改变了落后生产条件，战胜了

自然灾害，连年增产的情况。汇报了欣欣向荣的大队办企业，拖

拉机以及大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汇报了实行公社核算的

三个公社的经济发展，除了大队办企业外，公社还办有林场、畜

牧场、水产养殖和加工厂、拖拉机站，真正形成了三级所有。农

业生产朝专业化方向发展。

毛泽东问：“你们地区共保留了多少个大队？”

姜一回答：“共 993个大队。”毛泽东又问：“这些都是好的

大队吧？”

姜一答：“都是群众一致要求的。”

毛泽东说：“不搞一刀切，这很好。只要群众自愿，办得又

好，就是实事求是地执行了政策。”

毛泽东说，将来所有的公社，都要走这个方向，再过十多

年，也许就可以了。

毛泽东问：“哪个公社的拖拉机站办得好些？”

姜一回答：“新洲县刘集公社的拖拉机站办得早，也办

得好。” （未完待续）

·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