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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一家一家 之言之言双周双周双周 学术学术

家训家训家训 品鉴品鉴 

劝，劝勉，勉励。历史上以
“劝学”“勉学”“赞学”以及“勖
学”（“勖”读音 xù,勉励的意
思） 为题作文者甚多，如孔子、
曾子、荀子、吕不韦、贾谊、戴
德、王符、蔡邕、葛洪、颜之
推、韩愈、宋真宗、张之洞、杨
昌济等。

那么，他们是怎么勉励学习的
呢？他们是怎么讨论为什么要学习
（学习目的），学习什么 （学习内
容），怎么学习（学习的态度、方
法、步骤）的呢？

一部《论语》，处处展现着孔
子及其弟子的精神品格。《论语》
的第一个关键词应是“学习”。孔
子强调学习，中华文明其实就是学
习的文明，最重视的是人文教育。
学习什么？首先是学习知识、文
化，肯定“学而知之”，而不是

“生而知之”。曾子强调学习的重点
是学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尊
严有格范的人。

学习内容：学六艺（礼乐射御
书数，或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学习目的：学做人，成为真君
子、君子儒、君子人格，言行一
致,成圣成贤。

学习方法：开放式学习，多闻
多见多思考。多闻阙疑，慎言其
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留有余
地，不贸然下结论；互动式学习，
师生与弟子间互动，“独学而无
友，则孤陋而寡闻”；启发式学
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
反三”。

学与思的互动关系：“学而不
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荀子认为，儒学是为己之学，
君子学习是为了完善自我，小人学
习是为了卖弄和哗众取宠。学习由
何入手，又从何结束呢？自诵读
《诗》《书》入手，到学习《礼经》
而结束。此即从做书生入手，到成
为圣人结束。真诚力行，长期积
累，必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学习

的教程虽有尽头，但进取的意愿却
不能有片刻的懈怠，毕生好学才成
其为人，反之与禽兽何异？

荀子讲君子有志，要成为全而
粹的人，生死由之，不可移也，谓
之德操。这是荀子劝学的目的，即
学习、读书是为了成就君子人格，
成为全面而纯粹的人。他强调德操
—能定—能应—成人，提出了“成
人”“全人”的概念。后人又发展
为“完人”的概念。比如苏州大学
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
人”，“完人”即源于此。总之，学
习的内容是经书，途径是研习诗书
礼乐，目标是成圣成贤。古代也有
另一类劝学的。宋朝第三个皇帝真
宗赵恒的《励学篇》，其中有日后
成为谚语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
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车马多如簇”，这种读书学习
的功利性目的，十分明显。

中华文明是学习的文明，中华
文明当然有信仰与不同的信仰体
系，但与印度、西亚、西方文明相
比较，我们更强调的是后天的学
习，是理性的思考。

中国文明是学习的文明，强调
学而知之，肯定知识理性。老百姓
都懂“读书明理”“腹有诗书气自
华”。当然，读书可分两种，读有
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学习不只
是书本的学习，还有在生活中学
习。我们中国人善于学习，善于总
结与开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科
学技术文明上，在人与人的关系、
社会与国家治理方面，在人性自身
的协调发展、心性情才的修养上，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断反思、反
省与提炼、升华，有了自身的独特
的文化特质。

我们善于学习内外各地域各民
族文化，并不断消化吸收，丰富、
凝聚、内在化。从大的规模上讲，
我们曾学习印度南亚传来的佛教文
化，以后佛教中国化了，形成了中
国佛教的诸流派，佛教又与儒、道

教融合，形成了宋元明清时代的理
学，又传到东亚，成为东亚文化圈的
精神文明。明中叶传教士来华，传播
宗教与西方文化，我们又开始了400
多年学习西方文化的历程，现在还在
这一过程中。学习西方文化，不忘本
来文化，中西文化相互交融。

今天我们如何学习？需要家庭、
学校、社会教育三者结合。还要提倡
自我教育，快乐地学习，古代即有

“乐学”的观念。
从学习的目的来看，古代尽管也

有功利的，如读书做官，黄金屋、颜
如玉等，但主流是学习做君子、做圣
贤，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君
子人格是值得称道的。君子的内涵也
在变化，孔子主张“君子儒”，反对

“小人儒”，今天我们提倡学习是为了
丰富自己，成就健全的人格。现代社
会不再是传统精英与大众两极的社
会，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彰显出来。
做一个现代公民，其内涵很丰富，法
律层次上“守法”，严格区分群己权
界，人己权界，而在道德层次上则讲

“自律”。康德说：“位我上者，头上
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我
们强调心中的道德律。

从学习内容来看，传统是学五经
四书，而今天是多元开放的社会，学
习内容多元多样，扩大为世界各族群
的基本经典，再就是现代的学术文
化，基本的逻辑与逻辑学、基础科
学、现代技术，包括数理化生，文史
哲，还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
心理学、人类学，计算机技术等。现
代学科深度分化，又深度整合，使学
习内容丰富多彩。

从学习的态度、步骤与方法来
看。《大学》 的八条目：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枢纽。《中
庸》的五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
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修身养性的
步骤。今天，学习方法尤重实验、实
习、分析、讨论、辨析。但学习先要

立志，要锲而不舍。
我国教育理念的发展变化日新，

一部近现代教育史可以说就是中国传
统教育与西方近代教育全面接触、碰
撞、交叉、整合的历史，进而发展为
中西教育互相欣赏、互相借鉴的交流
史。

蔡元培的“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
人格”的教育理念非常了不起，他主
张德、智、体、美育的全面综合发
展，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推动中国教育、学术思想、社会文化
的变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
出现了陶行知的乡村教育与生活教育
理论，陈鹤琴的幼儿教育与“活教
育”理论，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
义”，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梁漱
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等。这些既是各流
派人物在教育上的探索，也是他们政
治理想的追求。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经过了
40多年，中国教育的开放，从深度
与广度上大大超过了清末民初时期，
更多地学习、参考西方现代的教育，
力图使受教育者充分地学习中外文
化，主要是中西文化，特别是科学技
术，努力学会欣赏、借鉴两种文化。

“国际化”是今天学习的一个重
要的关键词。开卷有益，虚心学
习，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互动。我
们引导学生们、孩子们循序渐进，
慢慢地学习、欣赏、借鉴中国和外
国古今的文化及其经典，并且终身
有读书、学习、思考问题的习惯。
我们倡导终身教育、学习、读书。
通过各种书院等形式，把教育推广
到民间，到社区去，到乡村去，让
老百姓有机会读书、学习，提升民
间老百姓的文化能力，养成好的读书
习惯。

现代的“劝学”，与孔子、荀子
时代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学院教
授、院长，山东嘉祥曾子研究院名
誉院长）

“劝学”的传统及其现代转化
郭齐勇

夏天是读书的好季节，眼见着繁花几尽，
桌上放着一本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夏海先生
专著：《韩非与法治》，已经基本读完。近几年
闲时多起来，抓书读的时间也多了。前几月里
就只读一本《边城》，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着
迷于它的文字和意涵，古意深幽却别样纯粹，
沉溺于书中，便把这世界想得无边的好去。觉
得自己需要爬出梦一样的沉醉时，《韩非与法
治》真是起了醒世式的反转，读着读着，那无
边好的世界，从梦一般的麻醉中消失开去，不
见了，醍醐灌顶般地让人醒来，老祖宗的魅力
真是十足。读着读着，脑神经就慢慢地硬朗起
来，就特别上了心，书中那种对两千多年前思
想和人物的考量和深究，对一直受法家思想
影响的传统社会君主专制的分析和解读，真
如宝藏一般，感慨无尽。

一、跳出时代努力回归事实
窗外，秋天的气息轻裹着凉凉的风，已扑

面而至。阳光、雨水和酷热交织的夏天，渐行渐
远，模糊到快不见了背景。两千多年前，当韩非
在狱中被迫自尽后，他的身影也如四季更迭，
渐远至淡出尘世。但他的法家思想却在战国末
年的大国争霸中，在秦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为秦一统天下提供了理论武器。法家思想也被
后世历朝各代君主的专制统治奉为圭臬。

对韩非的了解以前一直停留在中国通史
里：法家的代表人物，酷刑竣法的始作俑者，
心中从来没有过好感。初时一度把法家的学
说当作依法治国的最早体现，可见是完全的
曲解，当初也不着急去了解，考试出大题时，
好像很少会出到韩非身上。作者近些年致力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先秦儒道墨法等
诸子各家的学说研读颇深，比如手头的这本
《韩非与法治》，写的就是韩非和法家思想的
形成，及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读了后，顿感
韩非和法家在诸子百家中的独特存在。从源
头看，法家的代表人物都是当时权倾一时的
政治人物，或者是思想有着明显干预社会和
朝政的倾向。和其他各家致力于构建理想和
虚无的理论有着明显的不同，对现实和环境
的深刻洞悉，对人性复杂的高度警惕，对成就
霸业的无限渴望，让他们，尤其是集大成者韩
非，将法家思想作为现实最好的依据，一方面
促进了战国末年秦国的大一统，一方面也深
刻影响了此后的历朝各代的统治者。书很学
术，但对韩非的解读，非常精彩，除了读到了
法家思想对先秦及后世各个朝代的影响，更
对韩非这个历史上并不正面的人物给予了比
较客观的分析和解读，给予了这个人物更丰
满更立体的展示。比之越来越多对人物偏颇
而又狭隘的解读，更体现了作者跳出时代努
力回归事实的历史史观。

二、在历史长时段中看思想走势
作者在全书中，对法家思想形成和发展

的论述，非常清晰。思想循源，行为循轨，影响
循迹。每一个判断的落笔，都有据可寻，有踪
可溯。解读古人或古文，当代人很难完全抛开
自己所处时代的眼光，但只有尽可能代入到
古人的时代去，才能最少地将历史人物的价
值观现代化，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才能不差之
毫厘谬之千里。我们有太多的自以为是，喜欢
站在现代人海量信息的便利中，用傲慢的眼
光审视古人，殊不知，自己就是踩着几千年来
前人智慧的肩上，在指手画脚。对源远流长的
中华文化的每一次解读，都可以看出作者内
心的谦卑和诚恳。每一个有心读者都能从中
读到法家思想从源头而来，发展到战国末年
韩非这里达到的鼎盛。

思想循源：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和
其他诸子比较，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是荀
子的学生，又把老子道家思想作为法家的理
论渊源；他吸取和提升了法家代表人物商鞅、
申不害、慎到的思想，却对其他诸子学说抱着
养分兼收的态度，使他的理论和思想超越前
人而独树一帜。作者在书中从韩非的个人身
世而入，到前期法家代表人物的影响、再到时
代加持对韩非思想形成的推动，层层递进，法
家思想的源流清晰可见。

行为循轨：“韩非是封建专制统治理论的
集大成者，我国第一个最大的封建专制统治
的思想家。”作为先秦最后的思想家，韩非和
儒家道家的不同处，就是他的思想既是一套
政治理论，也是一套君臣关系的相处之道。
他兼收并蓄各家之长特别是老子道的理念
及无为而治思想的用意，看起来是为了让他
的理论能在现实的服务君权中运用得更自
如更精确。他更是实用主义的代表，拿来商
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创造性地融
为一体，为君主专制的政治运作提供富国强
军的理论基础。作者对这位思想家也是政治
家的人物分析透彻，从他的思想、他的主张
到他的行为，甚至到他的个性，都烙下了时代
的缩影和个人的印痕。

影响循迹：作者对法家和韩非的评说客
观，站在春秋战国这个大时代的风口上，爱之
深和恨之切的评价都是可以表达得合理和让

人接受的。法家思想对当初和后世的影响，不
似儒家那么能登堂入室得理直气壮，但其中
潜在的特别是对君主统治的影响，一点不弱。
韩非对君主专制的独挺，几乎是到了忘乎所
以的地步，巩固君主的威权和地位，保护君主
的生命安全，几成他术治理论的最终目的。其
中对于朝堂的洞悉和参悟，对人的分析和解
剖，很少有人能达到同一等级。后世君主们对
他理论“心悦其言”，虽明面上“鄙申韩而不
取”，私下却“阴用之”。可见其影响之深厚。

三、不以一时一事论人物长短
在严肃又时代久远的人物评价中，对人

物合乎情理的描述是一个难点。抓人眼球的
人物一定是行为反差大，性格复杂而又命运
多舛的。韩非正好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人物，而
且是对中华文化和政治走势有着极为深刻影
响的人物。在历史的记录中，韩非大都不是以
良善形象出现，严刑峻法也好，秦朝苛政也
好，帝王暴虐也好，似乎都与他脱不了干系。
这种种，也是他的人性本恶论的外延诠释。

但人从来都不会是单面性呈现的，尤其
像韩非这样，出身世家，师从名家，学贯道法
两家，又时时想着能线下操作的大家，就应该
是多面而多棱的，而他的矛盾体更自带着一
种癫狂特质，让他这个人物在诸子百家中显
得如此不同。作者在研读中显然也为他的矛
盾特质所吸引。“一方面，韩非思想深刻，《韩
非子》中无情揭示了人世间和政治领域的真
实情况及其运行规律……另一方面，韩非尖
酸刻薄，对于人世间和政治领域的丑陋，既不
遮掩，也不文饰，反而是走向极端，夹杂着刻
薄的情绪和阴影。”作者在被他吸引的同时，
并不为他的复杂所迷惑，而是将他的复杂人
性条分缕析，从而将一个多面、丰富、复杂而
冷酷的历史人物推到读者面前，让我们一起
感受了韩非和他的法家思想的精彩。

对于政治家、思想家来说，身处四伏的危
机之中似乎是一种机遇，战国时代群雄争霸、
战乱频仍的政局，让身处局中并且热衷政治的
韩非想要主张入主朝堂的愿望无比强烈。他多
才、洞察世事、冷酷、不择手段；口不善言，文章
却有如神助，古往今来的得失、教训，君主专制
的运作，在他的笔下，呈现了自成一体的理论，
洋洋洒洒的文字，融通鲜明的观点，让这位没
能在朝堂实战中留下功绩的人物，却成就了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学著作《韩非子》，也以此
立起了法家集大成者的思想大旗。作者在对他
肯定的同时，也深刻剖析了韩非为后世诟病的
冷酷的一面，性恶论的拥趸者，使他对人性有
更多的警惕，但他无限扩大了这种警惕，在他
的治国方略中，将他对人间的恶意毫无保留
地遍布在他的法家思想之中。

对韩非这个人物无死角的解读，无疑是
更深了解他思想的重要途径，褒和贬，是一个
时代、个人、环境综合影响的结果。我们经历
过褒到无缺，贬到无余的年代，但历史上能让
人们记住的，一定是层次丰满、有缺有余、多
面可能、黑白皆是的人物，王侯将相如此，思
想家政治家更是。作者笔下的韩非和他的法
家思想，因此也就更出彩。

走笔至此，还想说几句话。“历史给我们
的最好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韩非与
法治》作为哲普类书籍，通俗易懂，信息量极
大。在现代对个人价值的认同和尊重的前提
下，再来看韩非对个人价值无底线的贬损和
泯灭，完全背离了当代价值取向。但把他放在
两千多年前的历史背景下，看我们民族一步
步走来，并努力地摆脱那种取向时，就会觉
得，所有的思想都存在于时代之中，都流淌在
时间之中。今天我们读韩非，了解法家思想所
激发的热情，是对过去的认识，是对现在的比
较，更是对未来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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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与法治》 夏海 著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
庭坚，诗风奇折险拗，书法纵横
奇倔。这样的文化大家掌控的不
仅是自己的人生，更肩负着家族
气质的绵延，为此他写下黄氏家
训《家诫》。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治
家智慧呢？

黄庭坚与杜甫、陈师道、陈与
义素有“一祖三宗”之称；与张
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
下，合称“苏门四学士”；书法与
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大
家”；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
黄”。他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终
宋一代，修水双井黄氏文风极盛，
世代子孙有文名可考者逾百人，中
进士者近 50 位，时人盛赞黄家

“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
绝当世”。黄庭坚幼入芝台书院、
樱桃洞书院学习诗文、经史，聪慧
过人，书读数遍即能成诵。他经常
与“诸父昆弟相与题咏”，才思、
学业进步极快，舅父李常称赞他求
学功夫“一日千里”。可以说，诗
书传家的良好家风，对黄庭坚影响
很大，在这样一个文风极盛的书香
世家，黄庭坚养成了广泛的爱好和
特长，使他最终在诗词、书法等方
面取得重要成果。

黄庭坚在教子上，一方面继承
黄氏家族重视诗书的家风，教育子
弟继承读书的传统，正如他在一首
诗中写道，“藏书万卷可教子，遗
金满籯常作灾”；另一方面，他非
常重视家族内部的和睦团结，认为
家族成员如果能够敦睦相处，相互
体谅，必定能子孙荣昌、世继无
穷，《家诫》一文，正是在这一方
面的体现。

《家诫》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这篇家训用现代的话语解释就

是——
我从小读书学习到现在，已经

40年了。这期间耳闻目睹那些豪

门大族、高官厚禄之家，金玉满
屋，富甲一方。不几年再经过这
里，只见田地废弃荒芜，无人耕
种；仓库空虚，没法供给粮食。再
过几年又看到，有的人身陷牢房，
在公堂上受到审讯；有的人肩挑担
子，在道路上疲惫行走。我问他们
说：“你们家从前繁衍盛大，为什
么这么迅速就变得如此贫贱了
呢？”有的回答我说：“哎呀!我家
高祖发家于忧劳勤勉，当时才几
口人，叔父长兄慈爱善良，弟弟
侄儿恭敬顺从，做儿子的对他的
母亲说：‘不要为小事去无端争
执，不要因小事而结为仇敌。’
这 样 使 得 叔 辈 兄 长 们 和 睦 相
处 。 做 丈 夫 的 对 他 的 妻 子 说 ：

‘不要有相互猜忌的心事，不要
把利益有无放在心上。’这样使
得弟弟侄儿能和睦相处，在家
共用一种器皿而饮酒，共在一
间屋里而宴乐，钱财放在同一
个 仓 库 ， 粮 食 放 在 同 一 个 仓
廪 。 天 寒 穿 同 样 布 料 的 衣 服 ，
外出坐的车也没有两样，晚辈
以礼义恪守孝道，长辈以谦和
施 予 仁 爱 。 大 家 虽 然 各 有 其
母，但就像一母所生；大家虽
有许多子女，但待之如一人的
子 女 ， 不 分 你 我 ， 不 嫌 多 少 ，
没 有 私 欲 ， 没 有 浪 费 的 钱 财 。
仓 库 衣 箱 大 家 一 起 监 督 而 收
藏，金钱玉帛大家共同劳动而储
积。所以公私皆治，富贵倍增。
等到我们家子孙繁衍旺盛，兄嫂
弟媳众多时，家里言语猜忌越来
越多，你我内心想法多有不同，
礼节道义消失衰败，也听不到读
书声了。个个人面兽心，大家庭
四分五裂，各自躲在家里开小
灶，见到有智识的就硬说是本家
同宗。父亲因没有规劝自己的儿
子而陷入无法讲究仁义的困境，
个个都胸无大志，而且失误贻害

越来越多，以至于各自孤立，灾难
到来时不能相互支持扶救，这就是
我们快速地变成目前这种困苦境地
的原因。”我听了这些话，流泪说
道：“因为没有整治好家政，所以最
终落到这种可怕的地步!可以记下他
们的教训来作为我们家族的借鉴啊。”

《家诫》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第一，相处和睦、关系融洽是家

族兴盛的根源所在。
在这篇写给儿子黄相的家训中，

黄庭坚从自身的所见所闻讲起，娓娓
道来，生动翔实，并且从远近古今、
引经据典，以具体事例说明家族兴衰
的根源，在于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和
睦相处。家庭由盛到衰的原因，皆是
由成员之间的不和睦造成的，他还借
落败之人道出各种缘由。这些破败的
家族开始时也是勤勤恳恳、父慈子
孝、兄弟和睦、夫妻无猜，成员之间
和睦相处、共同进退。但是到了后
来，“子孙蕃息，妯娌众多”，猜忌之
心渐起，斤斤计较之事不绝，遂使

“人面狼心，星分瓜剖……至于危坐
孤立，贻害不相维持，此其所以速于
苦也！”

第二，家和则兴、不和则败，是
千古不变的治家至理。

黄庭坚以他几十年的所见所闻，
反复向儿孙们说明一个道理：“家之
不齐，遂至如是之甚也。”家和则
兴、不和则败，正是千古不变的道
理；家和则“官私皆治，富贵两
崇”，慈孝之盛，外侮不能欺，甚至
是绿林大盗也相约无犯义门之家；而
不和则子弟在内钩心斗角、相互倾
轧，在外患难则不能守望相助，这样
衰亡也就随之而来。

第三，以诚相待、宽容大度，是
成员相处的首先条件。

对于如何使家庭和睦这个问题，
黄庭坚给儿子们传授了自己的经验。
他认为，家族成员相处首先就要以诚
相待、宽容大度，“无以小财为争，

无以小事为仇”“无以猜忌为心，无
以有无为怀”。也就是说，不要斤斤
计较个人私利，要以家庭的大局为
重。黄庭坚还特别强调了妯娌之间的
和睦相处。妇人有时心眼太小，容易
搬弄是非，为夫者一定要辨明是非，
心胸开阔，不可挑起家庭矛盾。

第四，自我修养、自觉意识，是
家庭和睦的坚实基础。

黄庭坚还把家庭的和睦建立在
自我修养的基础上，所以他特别强
调家庭成员的自觉意识。他告诫家
人“人生饱暖之外，骨肉交欢而
已”，子孙们都曾经是骨肉同胞，
共同成长起来的少年玩伴，这份情
谊是非常重要的，血缘关系是打不
断的，子孙们应该以此为机，维护
好家庭的团结和睦。

黄庭坚在给子弟的书信中曾经指
出：“吾侪所以衣冠而仕宦者，岂自今
日哉。自高曾以来积累，偶然冲和之
气。”这个“冲和之气”正是祖辈遗留下
来的家风、家学。可以说其高祖、曾祖
以来的家族和睦之风、重视诗书的文
风，是黄氏世代人才辈出的重要因素。
所以，黄庭坚希望后辈们继承祖辈的
风范，使“子孙荣昌，世继无穷之美”。

家庭和睦一直是古人非常重视的
问题，特别是在聚族而居、数世同堂
的情况下，成员众多，家庭纠纷就会
不断。因此古人提倡家庭和睦的事例
很多。像黄庭坚这样教育子孙，列举
实例、详细剖析、耐心教导殊属可
贵，其《家诫》一文堪称这类家教的
典型，在古代影响很大。时至今日，
虽然家庭规模日益缩小，但和睦仍是
家庭幸福的必要条件，俗话说“家和
万事兴”，这就是黄庭坚的 《家诫》
带给我们的治家智慧。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
长、《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
典》主要思想解读嘉宾］

《家诫》：家和万事兴
王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