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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泱泱中华千年文明，不只是王朝的兴衰，政权的迭换，更是一种民族潜在特质的承接与延续。
这种民族特质与文化脉络的连贯，更多地体现在民间，体现在达官显贵和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间。
正如古人所言：“礼失而求诸野。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这“野”便是“江湖之远”，而非“庙堂之高”。
相比于官方正史的刻意与民间野史的随性，家书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状况记载则更具真实性，因而更具
可信性，常为治史方家所青睐。
除去史学价值，家书最为重要的作用体现在它对一个民族文化的保存与记忆上。
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家书不仅维持着一种家族亲情，更承载着中华民族浓厚的血缘文化
，并真实记录着一个民族的成长轨迹。
“三代政暇，文翰颇疏。
春秋聘繁，书介弥盛。
”（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换言之，书信早在东周末年便已兴起。
这种独特的家书、家训文化，绵延千年历史，已成为中华文化经典之一。
相对于史学著作的宏大叙事相比，家书文化的核心则重在日常的细节。
在现实的生活细微处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特性与行为处世的方式。
对中国人而言，许多处世哲学、道德标准的获知，多来源于长辈或是亲友的言传身教与潜移默化。
这“言传”最重要的一个方式便是家书。
中国人历来持“家国一体”论，“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治家与治国的地位并列，可见中
国人对“家”的注重。
“家风”、“世家”、“书香门第”等等诸如此类的词汇，都在传达一个概念：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延
续。
这种“齐家”的理念与方式，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
“没家教”、“有爹生没娘教”、“数典忘祖”⋯⋯都是最为狠毒的辱骂语，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
国人对“家教”的极度关注。
家书作为家教的一种至关重要言传方式，对中国人的成长影响深远。
“立言，立德，立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是中国人理想的成功标志。
家书、家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成功的中国人的“所立之言”。
当然，这“言”在当时是隐性的，它是留给子孙或亲朋的一种建议与经验，通常都是“言者”本人对
人生、对世间的感悟与体认。
因而它会过滤掉诸多外在因素的抗挠，而保留言者最为坦诚的一面。
这其中有成功的得意，也会有失败的痛苦，但无论是得意或痛苦，它们对后来者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
中国人是特好面子的，言和行往往很难合拍一致，所以要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最快捷、最有效的
方法莫过于去读中国人的家书与家训。
作为身处现代的我们，要真正弄通国人的心理与禀性，做到与人和谐相处，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环
境中去谋取个人的幸福或成功，也不妨去读读前辈智者留给后人们的家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家书与家训是先辈的人生智慧结晶，是最实用也是最真实的人生经验之谈。
读懂了这些情真意切的书信，也就读懂了中国人自己的人生方式。
毋庸讳言，现代西方文明对古老中华文明的冲击，造成当今国人的一种文化断裂感，于是便有人在努
力寻求重燃国学之热。
编者无意于这等宏大志愿，因为编者始终深信一点：中国人始终是中国人，中国人有自己的思维方式
与行事逻辑。
中华文明实际上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无意识之中。
“不思量，自难忘。
”上下五千年文明，家书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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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集萃》只能摭拾其中部分篇章，编撰成集以飨读者。
限于时间，加上编者的学识有限，其中难免有挂一漏万之憾，尚请各位方家指正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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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书不仅维持着一种家族亲情，更承载着中华民族浓厚的血缘文
化，记录着一个民族的成长轨迹。
“立言，立德，立功”是中国人理想的成功标志。
家书、家训作为家教中一种至关重要的言传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成功的中国人的“所立之言”
。
它是留给子孙或亲朋的一种建议与经验，通常都是“言者”本人对人生、对世间的感悟与体认。
因而它会过滤掉诸多外在因素的阻挠，而保留“言者” 最为坦诚的一面。
这其中有成功的得意，也会有失败的痛苦，但无论是得意或痛苦，它们对后来者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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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论为学安身立命之根本读书贵勤勉持恒读书为学宜务实为学博专两相宜读书为学功名谈论处世与人方
便即是善识人有术是智慧与人交往有分寸言辞得体是风范千金不换是信义论修身君子当自强不息君子
当公平公正君子当和而不同君子当平骄怒气论持家论家庭和睦论家长里短论勤俭持家论居家安全论教
子教子当宽严相济教子当遵之以道教子当一以贯之教子当立人为本论道非常道，非常名眼中万物皆有
吾道“道”缘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天道日圆，象征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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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文：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
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尧舜不以天子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
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
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
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
今定汝为嗣。
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
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
今视汝书，犹不如吾。
汝可勤学习。
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
⋯⋯（《手敕太子文》）译文：我生逢乱世，赶上秦皇焚书坑儒，禁止民间求学。
当时我很高兴，认为读书没什么用处。
直到登基，我才明白了读书的重要性。
于是让人给我讲解，以了解作者写书的本意。
回想以前自己的所作所为，实在有很多做得不对的地方。
当年尧舜不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却让给别人，并不是他们不珍惜自己的江山，实在是因为他们的
儿子不足以担当大任啊。
普通人家里有匹好牛好马，还懂得珍惜，何况这天下江山呢？
你是我的谪长子，我早就有意立你为太子。
朝廷里的大臣们都很欣赏你那四位朋友。
当初我请他们出山，他们都不肯来，现在他们却愿意为你来效力，由此可见你足以担当重任。
现在我就正式确立你为我的皇位继承人。
我这一生没有正经念过书，只是在平常读书或是问字时，才慢慢知道了一些文法知识。
因此我所写的文辞并不大工整，然而还是可以表达清楚我想说的意思。
现如今我看你写的东西，还不如我的呢，你可要勤奋学习啊。
每次上的奏疏，你都要自己批阅、自己写，千万不妥让别人帮你写。
⋯⋯说文解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帝王将相也是人，也有人的七情六欲、悲喜惆怅。
上述摘录是刘邦重病缠身弥留之际写给太子刘盈的遗言。
有谁会想到，一代枭雄临终之言，竟然是让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按常理，一个从小被老子（刘老汉）痛骂为不学无术的无赖，长大后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流氓，怎么
可能得天下当皇帝。
但历史的规律再一次证明：世事皆有可能！
这种可能就是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性。
在刘邦的遗言中，关键的两个字还是：为学。
刘邦当初对儒生绝对算得上是深恶痛绝。
他曾经拿着儒生的帽子当尿壶，当着儒生的面，一边泡脚一边玩女人。
这样一种人临死前居然还是要让儿子多读书，勤奋学习。
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了。
从刘邦的话中，可以得知他本人平常间也是在不断学习的，“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
由此可见，小混混刘三儿并不是人们想像中那样不爱学习，文盲加流氓。
相反他还是很注意提高自身修养的，尤其是当了皇帝之后。
表面看来，汉高祖刘三儿很轻视文人，很藐视学习，尤其不注重为学之道，但其骨子里仍然认可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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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的根本是为学，羡慕并注重那些有真才实学的隐士高人，承认读书明理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他的遗书就是个佐证，同时根据现有的史料，也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
史载，小混混刘三儿当了皇帝后，开始时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依然像当年造反一样，和手下弟兄大碗
喝酒、大块吃肉。
喝醉了就胡言乱语，甚至瞎胡闹。
后来他任用了叔孙通（著名儒生），让他定仪制划等级、赏军功，规范各种朝廷礼仪后，刘三儿感言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史记·高祖本纪》）尝到了甜头的刘三儿对儒生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让叔孙通当
儿子的私人教师（太子太傅），同时负责起草并制定各类“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另一件说明刘三儿注重为学之道的重要证据，就是“商山四皓”事件，也就是遗书中提到的太子的四
位老朋友。
事实上刘三儿并不喜欢太子刘盈，嫌他太过懦弱，没魄力，不像自己，于是几次三番想废了他，立庶
出的小儿子赵王刘如意为太子。
刘盈本人仁厚忠诚，当不当太子无所谓，但他妈（皇后吕雉）不干了。
吕雉找来张良，让他想办法帮帮自己的儿子。
张良本不想掺和刘家的家务事，但经不住吕雉的苦苦哀求，只好给她母子俩献上一计。
一次歌舞晚会上，刘三儿借着酒劲又想提出废太子时，忽然看到太子刘盈身后站着四个须发皆白的老
头儿，个个仪表不凡，风度翩翩。
一问才知道他们就是商山四皓。
“商山四皓”是隐居在商山的四大隐士，时人称其为高人。
刘三儿一统天下后，闻其名，便几次派人去请他们出山，孰料却碰了一鼻子灰，四个老头儿不买账。
刘三儿虽然心里有点不痛快，但也并不十分在意。
今天忽然见到自己久请不到的四大高人，刘三儿一下子就泄了气，彻底放弃了更换太子的念头。
他看着太子带着四个老头儿离开，知道太子羽翼已丰，其势力足够影响到朝中各方人物，再闹下去只
能是自讨没趣。
让太子请商山四皓出山露面，就是张良设下的计。
张良实在是太了解这个无赖主子了，一下子便点中了其软肋。
刘三儿有严重的“隐士”情结，认为隐士必定是高人，所以对传说中的那四大高人心存敬意与怯意。
自己请不动的人物，太子却能让其形影不离，足见太子的厉害。
所以刘三儿很郁闷，看着哀哭不止的戚夫人（赵王刘如意的妈），忍不住悲歌一曲以抒解胸中的闷气
。
现在看来，张良是位杰出的心理分析师。
他深知刘三儿的内心深处还是很看重知识分子的，虽然贵为天子，但其潜意识之中还是羡慕且敬畏那
些有知识的文化人。
这就有点类似当年某些暴发户的心态，越是有钱越担心别人瞧他不上眼，笑其土包子、没品位。
所以张良用商山四皓来打击刘三儿的信心，果然取得奇效。
于是，后世就有学者认为，事实上是“商山四皓”改变了整个西汉初的历史走向。
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汉高祖刘邦对文化知识的看重，对学习
的重要性的认同。
刘邦的这封《手敕太子文》，可视为他对人生最透彻的领悟：不学无以明理，不明理无以知善恶，不
知善恶无以行事，无以担天下之重任，无以治国平天下。
为学同样是帝王的安身立命之本。
由此可看出，“刘项不读书”完全是曲解历史，他们二人不仅读书，而且注重读书，更深知为学乃安
身立命的根本。
因而颜之推⑤才会说：“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
”——帝王尚如此，何况各行各业的百姓呢？
以上是帝王将相们对为学之道的看法，现在就来读读被奉为家教经典的《颜氏家训》又是作何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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