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文化文化 信息信息

深 度2021年10月11日 星期一10 编辑/谢颖 校对/郑原圆 排版/孔祥佳

双周双周双周 学术学术 家训家训家训 品鉴品鉴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家”，从这句脍炙人口的诗句，我们能
读到富贵荣华如过眼云烟、昙花一现，
曾经显赫辉煌的达官贵族，终消逝在
了岁月长河中。诗中的“谢”指的便是
中国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之一——谢
氏家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如林，当
时，唯有谢氏与王氏能够比肩并称。谢
氏家族出自姜姓，是炎帝后裔申伯的后
代。殷商时期，其家族南迁，居于谢水，
在公元前668年为楚所灭之后，改姓为

“谢”。在世代的传承中，谢氏家族用优
良的家风家训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
优秀儿女，成为人文荟萃、名家辈出的
名门望族。诚如宋代文豪苏轼为谢氏族
谱作序时所说，谢氏“将相公侯，文人学
士，奕世蝉联，难更仆数。然而在国则彪
炳汗青，在家谱则照耀谱乘”。

《谢氏家训》是谢氏子孙的生活准
则和行为指南，也是家族历经千余年
兴盛不衰的主要因素。《谢氏家训》原
文以文言文写就，历经代代传承，辗转
传世，为适应后人阅读习惯，有谢氏后
人将文言体修正并改编为诗谣体以供
后生修养之用。

《谢氏家训》内容十分丰富，如在
“孝父母”中，指出“人无父母不生，生
而教养成人，宜思无极；故为人子者，
居常则左右就养，过则从容几谏，病则
侍奉汤药，残则经营祭葬”；在“和邻
里”中指出，“同乡共井，相见比邻，虽
不若家庭骨肉之亲，然亦当和睦相倘，
故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在“尚勤俭”中，则要求族人“勤耕
苦读，致富成名。戒骄戒躁，和气待人，
庶乎近矣”。

立身、处世、为学，谢氏先祖对子
孙的谆谆教诲尽在《谢氏家训》的一字
一句中。谢氏家族人才济济，其中不仅
有谢灵运、谢道韫、谢惠连等杰出的文
学家，更有谢石、谢玄、谢琰等优秀的
军事人才。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从《谢
氏家训》中得到诸多启示。

第一，为人应孝悌尊亲、和睦邻
里。

百善孝为先，谢氏家族崇尚以孝
悌精神治家，《谢氏家训》第一条即为

“孝父母”，诗谣体亦说，“父母生养子
女身，恩比山高比海深。为人子兮侍左
右，宜思养教方成人”。这样言简意深、
朗朗上口的语句，把孝道放在了治家
之道的首要位置。谢氏宗族中有很多
舍身奉亲、悌于宗族的事例。谢灵运曾
孙谢几卿八岁因父亲获罪，需要和父
亲分离，他不忍心辞别欲跳河自尽，后
来被族人救了起来，十几岁才能开口
说话，父亲去世，他哀伤超过礼仪；谢
蔺五岁的时候，每次父母还没有吃饭，
乳母要谢蔺先吃饭，谢蔺说不饿，强迫
喂食亦不吃，父亲去世守孝，昼夜痛
哭，骨瘦如柴，母亲阮氏劝告他要节哀
养身。

《谢氏家训》倡导兄友弟恭，相互
帮衬；同时强调对于比自己年长的长
辈要尊敬有礼，不可目无尊长，矜富
贵，夸门第；邻里之间亦要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不做势利相投、恃强凌弱之
举。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无论
何时何地，只要身体力行，便是对和谐
社会的一份助益。

第二，重视子女教育，明确为人、
为学的目标与方向。

大儒程颐有云：“人生之乐，无如
读书；至要，无如教子。”古人把教育子
女作为重中之重，养而不教，不仅危害
自身与家族，更危及社会。《谢氏家训》
第六条为“明学术”，其中指出：世上学
校林立，学校差距不大，但是所学习的
内容却有差异。如能“中学为体西为
用”“按时而学术克广”，那么这个人就
可以成材了。还说“治家之余，日取经
史传记三五百言读之，以养德性，以长
识见。毋博弈嬉戏，虚费时日”。

被称为“江左风流宰相”的谢安，
在40岁以前，无意从政，经常与王羲之
等人流连于山水之间。但他在教育子
女方面，却倾注了大量心血精力。谢安

十分注重培养子弟们对家族的责任意
识，这与《谢氏家训》的第八条“明趋向”
相呼应，其中指出“人无论智愚，凡分所
当为，与理所当为之事，黾勉为之”。人无
论是聪明还是愚笨，都应明了自己的职
责和目标所在，理所当为的事情，都应勉
励为之。子弟们只有树立了责任意识，才
能对家族、对社会有所贡献。

一次，谢安问：“孩子们，你们认为怎
样为人处世才是最好的呢？”谢玄说：“我
想，将来应像芝兰玉树一样，生于庭堂之
前，亭亭玉立，风采无比。”谢安听后，高
兴地说：“你说得好，圣贤与一般人之间，
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孟子说过，

‘人皆可以为尧舜’，希望你们努力为
之。”这些话使子侄们受到了很大鼓舞。
另一方面，谢安注重培养子弟们扎实的
文化素养。一个下雪之日，谢安把子侄们
召集起来，为他们讲解怎样写文章，讲了
一会，雪突然大了起来。谢安想试一下孩
子们的文思，启发他们学会比兴的方法，
便说：“你们看，白雪纷纷何所似？”谢安
的二哥谢据的长子，名叫谢朗，性格活
泼，心直口快，吟道：“撒盐空中差可拟。”
谢安手捻胡须，笑而不答。这时谢安大哥
谢奕的女儿谢道韫笑着说：“叔叔，我看

‘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一听连声说
好。谢道韫后来被誉为“东晋第一才女”。

此外，《谢氏家训》中的“戒溺爱”“尚
勤俭”“慎交友”“重忍耐”“勤祭扫”等都
是教育子女过程中应当注意的一些要
点。在当今社会，许多人将教育窄化为

“学校教育”，忽视了家教，较少对子女
进行言传身教。正如《谢氏家训》中所
说：“大抵子弟之率不谨，皆由父兄之教
不先。”

谢氏家族之所以能在六朝时期成为
享誉当时的名门望族，后代子孙人才辈
出，与《谢氏家训》对子孙的教诲有着莫
大的关系，“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
四分由于家教。”良好的家风、家教对孩
子的道德水平、操守品行、习惯养成有着
无可替代的作用。纵观古今，我们应挖掘
家训中的精华精髓，古为今用，让更多国
人领会其中的哲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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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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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五千年而从
未断裂，有多方面因素，见贤思齐、
不甘落伍、充满自信、愈挫愈奋，是
其中重要一项。今年是辛亥革命110
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
以取得成功，关键也在于此。现在，
我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
会，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
果，也是包括孙中山先生那一辈志士
仁人充满文化自信、持续进行艰苦奋
斗的伟大愿景。

孙中山生活的时代，中华民族在
世界上的地位跌倒了历史的低谷。外
面是帝国主义持续的野蛮侵略，里面
是封建清朝的腐朽统治，经济落后，
教育不振，国力羸弱，民不聊生。国
际上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也低到了极
点。但是，孙中山先生从来没有丧失
过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孙中山坚信，腐朽的清朝统治是
一定会被推翻的，中国人民是会当家
作主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定会实
现的。

那么，孙中山的民族自信心是从
哪里来的？我以为，主要来自三个方
面：

其一，对世界文明有整体性了
解。

孙中山先后到过美国、日本、英
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加拿大和
东南亚各国，所到之处，一定留心考
察、研究各国各地的历史与现实，包
括国土面积、气候、物产、人口演
变、风俗民情、社会结构、政治制度
等各个方面情况。

孙中山读过的外国书也很多，他博
览群书，思考深邃，对于西方政治学、
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哲
学、文学、历史学都有涉猎，特别关注
各国国力盛衰、历史演变与文明特点。

1924年，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著名
演讲中，孙中山从血统、生活方式、语
言、宗教、风俗习惯、综合国力诸方
面，依次介绍英国、日本、俄国、德
国、美国、法国等国历史与特点，简明
扼要、如数家珍、点评到位、收放自
如。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国际知识极
其丰富，对世界各大文明的特点，确有
相当深入的理解。

其二，对世界发展大势有乐观性判
断。

孙中山在观察和思考问题时，总是
把世界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看，
也总是将世界的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
看。孙中山特别喜欢讲世界潮流，“世
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
亡”，是他经常题写的内容。他认为，
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现代化建设，这
些东西都是潮流所向，无可阻挡。他提
醒人们：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
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全
世界各国方可。

孙中山生活的时代，是进化论盛行
的时代，人们普遍以为，未来一定比现
在好。事实到底如何，其实是很难说
的，学术界对此已有丰富的研究。但孙
中山相信这一趋势，所以他对未来充满
期待，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期待。

其三，对中华文明的价值有清晰的
认知。

正因为孙中山有宏阔的世界眼光，
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所以，他能够看清
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独特的价值。

庚子事变以后，针对西方世界对中

国人民的不了解、对中国文化的隔膜，
他在1904年以英文撰写《中国问题的
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从坚
实的历史出发，说明中国是文明、开
放、爱好和平的民族。针对西方世界
甚嚣一时的所谓“黄祸”论，孙中山
特别强调中国人的和平品格，指出

“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
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
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
只是为了自卫”。

在不同的场合下，针对不同的对
象，孙中山阐述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角
度有所不同，侧重面也有所不同。他有
时讲当下中国的落后性，批判清朝，批
判军阀，那是旨在激发人们的危机感、
紧迫性；他有时强调中华文明优秀、悠
久，旨在激发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孙中
山指出，以现在中国文明与欧美相比，
物质文明方面，不如欧美甚远，心性文
明即精神文明方面，不如彼者亦多，

“但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
间有之”。

如何评价中华传统文化，是能否确
立民族自信的关键因素。对此，孙中山
持两点论，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
东西是不好的，要否定；但有许多内容
是好的，不能一概否定，特别是忠孝、
仁爱、信义与和平。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人对于以
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痛加挞伐。孙
中山对此很有异议。他认为，从世界文
明的范围来看，孔子自有其重要地位，
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从内圣到外
王的修身理路，是很好的政治哲学。对
于废除汉字的主张，孙中山明确表示不
能赞成。对于被抨击最多最集中的传统
道德、三纲五常，孙中山也有自己的独

到看法。他认为，有些道德范畴，比如
忠，经过改造，扬弃旧的内涵，加入新
的内涵，还是可以继承的。他说：古时
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
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
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
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
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
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
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
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
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

孙中山的解释，既有历史感，也合
辩证法，并且深合古人本义。在古代朱
熹的《中庸章句》、近代人章太炎、张
元济等人关于忠德的阐释，都有类似说
法。孙中山未见得读过朱熹、章太炎等
人对“忠”的解释，但是，他从道德继
承性角度来讨论忠的问题，由忠的事相
追溯到忠的本质，得出了与古人相近或
一致的看法。

正因为孙中山先生对世界文明有整
体性了解，对世界发展大势有乐观性判
断，对中华文明的价值有清晰的认知，
所以，他能够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始终保
持高度的文化自信。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

振兴中华奋斗不止
——孙中山的世界眼光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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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发生的伟大的辛亥革
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社会革
命，也是一场文化革命。而辛亥革
命能够推翻帝制，广大妇女也作出
了积极而独特的贡献，并揭开了近
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

辛亥革命与中国女性，是近代
以来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命题和现
实命题，对于这一命题的诠释可以
有多种渠道和途径，而深入发掘和
分析那个时期中国女性的文化表
现，包括其诗文作品，也是一个重
要方法。本文试图从辛亥革命时期
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诗文进行分析和
探讨。

一、政治站位最高的文章：宋
庆龄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1912年 4月，辛亥革命胜利几
个月后，正在美国读书的宋庆龄心
潮澎湃地用英文写出并发表了 《二
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一文，热情
地欢呼道：“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
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
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她对国
家的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我们
坚信，中国人能够明智地、有效地
处理这些问题”，还认为“革命已
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接下
来应该有更远的目标：“博爱是人
类尚未实现的理想……”宋庆龄甚
至乐观地写道：“指出通向博爱之
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
老的国家身上……”《二十世纪最
伟大的事件》 是当时评价辛亥革命
最到位的文章之一，而在中国女性
中，则应该是政治站位最高、最为
成熟的。

二、最早宣传妇女解放的书信体
文章：何香凝《敬告我的同胞姐妹》

1903年 6月，何香凝在东京撰
写 《敬告我的同胞姐妹》 一文，刊
发在革命刊物 《江苏》 杂志第 4期
上。她号召“破女子数千年之黑暗
地狱，共谋社会之幸福”，激发同胞
姐妹“湔除旧习，灌输新知”“成已
成人”，女中豪杰的气概豁然突现。
这篇文章是早期宣传妇女解放屈指
可数的作品之一，奠定了何香凝在
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地位。

三、最早的女报发刊词；秋瑾、
吕碧城《中国女报》发刊辞

1907 年 1 月 14 日，《中国女报》
在上海创办。秋瑾任主编兼发行人，
吕碧城任主笔。创刊号发表了著名的
《发刊辞》：本报之设以开通风气，提
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
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发
刊辞》 之所以有着如此蓬勃的生命
力，在于它具有论证严密、视野开
阔、笔锋犀利、气势奔放的特点，通
篇激情洋溢，有着极强的感染力。这
篇 《发刊辞》 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
运动的一篇战斗檄文，它吹响了进步
的号角，为中华妇女的新生带来了一
线曙光。

四、最壮烈的妇女解放主题诗
词：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
俄战争地图》

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
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2岁。《黄
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一诗全文如下：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该诗语言朴
素自然，大气磅礴，直抒胸臆，不假
雕饰，“忍看”“拼将”“须把”等词语
的运用，将悲愤而激昂的感情，表达
得淋漓尽致。全诗篇幅不长，却情辞
激越，都是忧国的思想和救国于危难
之中的抱负，充满了爱国激情，令人
为之动容。

五、最通俗易懂、最有成效的
“放脚歌”：唐群英《女子放脚歌》

唐群英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
员。在“裹脚”这个问题上，她有切
肤之痛，体会良深，因而专门写了
《女子放脚歌》：

女子最可怜，自小把足缠。痛苦
又难看，行路实困难。父训恪妇道，
母命实难堪。苦了我女子，有苦也难
言。奉劝姐妹们，再勿把足缠。放脚
行千里，自强争女权。

这首诗在湖南影响很大，一些女
孩将这首诗念给父母听，父母也就不

再坚持了。父母坚持的，群英就亲自
去做工作，给他们读这首诗，往往收
到很好的效果。

六、最早动员女子从军的文章：
吴淑卿《从军文》

吴淑卿出生于湖北汉阳府一个书香
之家。辛亥革命时期，几乎各地都有女
子军事组织，而揭开女子从军序幕的，
则是湖北女子北伐队——一支由吴淑卿
招募的数百人队伍。从她的《从军文》
中或可一窥其雄心，她说：“观今之世
界，当要人人努力自强，当要应尽国民
之责任，若想热心爱国，非立起当兵之
志不可”“愚生并非图日下之荣耀，只
求其同军士去北地，吾愿舍身而赴敌地
也，杀尽国奴”。《从军文》在社会上影
响很大。在汉阳革命军与清军相持不下
时，湖北女子北伐队毅然赶赴前线作
战，其勇猛果敢令人称奇。战时总司令
黄兴对吴淑卿赞誉有加，后人则称其为

“当代花木兰”。
七、最全面体现女子危难的文

章：张竹君《妇女的十一危难事》
张竹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

医，女权运动先驱。1912年初，张竹
君参与组建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
会，成为民国初年女权运动的中坚人
物。她曾著有 《妇女的十一危难事》
一书，揭露清朝妇女在封建枷锁压迫
下的卑贱地位，鼓动妇女起来求自身
的解放。她还设立了广东育贤女工艺
厂，招收120名女学员，向她们传授
编织等技艺，以帮助女子经济独立自
主，为日后女子救国运动奠基。在她
的带动下，广州有一些妇女走出家
门，热情参加社会活动。

八、最早的英文版秋瑾传记：吕
碧城《革命女侠秋瑾传》

1903年，吕碧城任《大公报》第
一个女编辑，开创中国新闻界先河。
秋瑾就义后，吕碧城用英文写了 《革
命女侠秋瑾传》，叙述了自己与秋瑾的
交往，表达了对刽子手的愤怒，也表
达了悲伤和困惑。文章发表在美国纽
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在欧美轰
动传播后，流传到中国，引起巨大反
响，也使自己陷于险境。吕碧城与秋
瑾的交往也引起了官方注意，以致直
隶总督袁世凯一度起了逮捕吕碧城的
念头，介于找不到更多的借口，才没

有实行。
九、最早阐述男女平等的文章：

王春林《男女平等论》
王春林是上海知识女性，1898年

8月 27日，她在 《女学报》 报上发表
了《男女平等论》，控诉了中国几千年
来男尊女卑，压迫、歧视、残害妇女
和在社会、家庭、婚姻等各方面的男
女不平等现象。这是中国女子以女性
的身份发表的要求男女平等的文章，
完成了男女平等观念的输入，反映了
她们平等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中国妇
女运动的开端，对中国近代女权思想
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最早以女子独立为主题的文
章：陈撷芬《独立篇》

陈撷芬是 《苏报》 馆主人陈范的
长女，这位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近代
新闻事业的先驱创办了 《女报》 并担
任主笔。陈撷芬擅长写政论文，最有
代表性的著作当数《独立篇》，笔锋锐
利，分析深刻，充满势如破竹的气势
与风格。《独立篇》强调思想上的独立
是妇女解放的关键，成了近代中国妇
女的独立宣言书，奏响了女性谋求自
我解放的时代新旋律。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
女性的一大批先进者，以各种方式
参与了变革，其中文化方面可以说
是全领域的，一些方面还辐射到了
国际范畴，尤其是女性写作人数之
多、诗文之多，影响之大，可谓世
界罕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辛亥女
性文化现象。今天，中国女性的解
放、地位的提升、作用的发挥，成
绩是如此辉煌，事业是如此成功，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了100多年前辛
亥革命的努力和付出，不能忘记辛
亥革命时期广大妇女、尤其是那些
先 知 先 觉 的 知 识 女 性 的 牺 牲 和 奉
献。我们发掘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诗
文及其作用与贡献，并继承和弘扬
其革命精神，予以全面、深入的研
究，一定会发现许多重要的收获和
启发，这也就是它们的历史价值。
而这些历史价值，还一定会生发出
相当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

（作者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
副主席）

辛亥革命女性诗文考略及其现实意义
丘树宏

一家一家一家 之言之言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颁
奖典礼近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本届评奖从3月16日发布征集公告开
始，到 8月 6日投票选出获奖作品，整
个评选过程历时 4 个多月。评委会经
过五轮投票从636部（篇）参评作品中
评选产生了 18 部（篇）获奖作品。其
中，小说 7 部、童话 4 部、幼儿文学 2
部、科幻文学 2 部，诗歌 1 部、散文 1

部、青年作者短篇佳作1篇。
据评委会介绍，本届获奖作品大都

聚焦于新时代新生活新气象，紧扣时代
前进步伐，题材涉及少年儿童成长生活
的诸多阶段和方面,写出了新时代少年
儿童日新月异的生活面貌和积极进取的
精神状态；在儿童文学美学和艺术上也
呈现出多种风格，充分体现着新时代儿
童文学创作的生机与活力。 （谢颖）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日前，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
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与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建言改革——
中改院30年的追求与奉献”新书发布
会在北京举行，正式发布中改院30年
改革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建言录》《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言录》以及迟福林教
授新著《迟福林改革研究文选》。

《改革开放建言录》全书汇集了中
改院30年孜孜不倦、积极主动为改革

开放建言献策的思想成果、学术成果，中
改院人建言改革开放的心路历程。《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言录》浓缩汇集了中改院
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各个历史节点
上的建议和主张，反映了中改院人对海
南走向大开放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探索。

《迟福林改革研究文选》汇集了作者从上
个世纪 80 年代至今关于改革理论研讨
和经济体制改革、关于扩大开放和关于
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和建言。 （军玲）

中改院庆祝建院30周年 推出三部学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