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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人的成功，固然涉及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师承关系、文化氛围等多元因素，但家学渊源无疑是
不可忽略的一环。
中国历代文化家庭无不重视家学渊源，授受有源，累世相传，相互影响，潜移默化⋯⋯钱谦益曾说：
“盖不独先河后海，礼不忘始。
而家学渊源，名教积习，亦有可以考见者焉。
”    中国各地，文化学术方面的世家名门可谓数见不鲜。
其中有些文化家族在近百年中，对中国的文化、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些声名显赫的文化家族，多以诗文传家，继志述事，代有其人。
如本书中的梁启超、俞平伯、叶圣陶、陈寅恪、齐白石、冯友兰、刘半农、吴祖光、范曾、钱三强等
家族，他们一个个响亮而熟悉的名字组成了一条条闪光的文化纽带。
人非一人，代非一代，薪传火继，无不表现出家学传承的力度。
每个成员在文化学术道路的选择上，既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又凝聚着不同于往古的更加丰
富的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
    梁启超一生渴望富国强民，并为此奋斗终生。
他的治国平天下之路阻且长。
失意之下，他转而将治国之梦寄托于文化启蒙，并将人生感悟润泽在子女身上。
他把众多的子女培养成有名的学者、专家，造就了令人瞩目的文化世家。
他出身寒微，自谓不过“中国极南之一岛民”，而能成一代之绝业，名垂青史。
他的文章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从他这一代开始，梁氏人材鼎盛，莫不在自己的领域做出卓越的成就。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梁家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冯玉文勤俭操持，以“耕读”奠基家风，开创冯氏家学渊源。
冯友兰则参照西欧哲学构架重构理学，推进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其中国哲学的释义，大大深化了对
华夏民族价值理念的理解。
其弟冯景兰为地质学奠基人，其妹冯沅君及妹夫陆侃如创作了大量风靡二十年代的文学作品。
兄妹三人各领风骚。
第三代冯钟璞(宗璞)把意识流和类似古典诗词般的意境创造结合在一起，从而开辟出自己的文学创作
之路。
    而钱氏一脉则早在钱基博、钱基厚一代就已表现出对现代经验性、实证性知识的浓厚兴趣。
钱基博立“必诚必信”“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立言，无曲学以阿世”的治学之道。
至钱钟书，他自小醉心于西学，最终将传统文史与西方文化融贯起来，以思辨的精微驾驭学问，拓出
新的钱学气象。
    就俞氏家族而言。
从俞樾的祖父开始，俞家就逐渐孕育出读书的气氛，到了俞樾这一代开始成就功名。
而俞樾又特别关注子孙的教育，虽然自己的两个儿子因为各种原因难以继承父业，但他依然不放弃而
全力培养孙子俞陛云。
功夫不负有心人，俞陛云以探花而名扬天下。
而俞樾甚至在古稀之年亲自教俞平伯习字对对子。
这样，一种自我期待和一般家庭所不具备的人文气质便在俞氏后人中潜移默化。
    江阴刘氏虽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夏氏寡妇收养了刘宝珊，点燃了刘氏香火。
她把刘宝珊培养一个知书达理的私塾教师。
他们又共同培养了下一代：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
三兄弟相互促进、影响、继承：刘半农成为著名文学家，刘天华、刘北茂先后成为一代音乐大师。
他们的后代自强不息，出了翻译家刘小惠、建筑专家刘育毅、钢琴家刘育和、小提琴家刘育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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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白石从一个放牛郎到一个普通木匠，而后勤奋学艺成为雕匠，又在无意间自学绘画，成为“齐美
人”。
他四处寻访名师学画、学诗，成为有名的画家，晚年还在画风上进行“衰年变法”的改革，最后开齐
派艺术之大宗，成为世界杰出的画坛大师。
他又精心培养11个子女，9个子女成了画家；并隔代相传画艺，又使第三代20多名画家走向了世界；而
第四代的新画家也逐步崭露头角。
文化世家的形成并不全是家学渊源带来的，普通的人家也可以去构建和创建。
    具体考察这些名门家族的家世家风、家学渊源、家族流变演化，无异于找到了一个个有趣的窗口，
可以领略每个家族里几代文化名人的人生风采、文化品格、学术追求、治学方法，以及彼此之间相互
影响、相互传承的复杂的联系；可以获得有关文化史和学术史的历史知识；可以了解不同风格的家族
文化精神和家庭教育的特色。
    本书将18个有名望的文化世家，以中篇家庭合传的特有形式合在一起，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
化视角，如观赏一片不同亮点组成的风景线，走进一个风姿多彩的文化世界之中。
    郭谦    2005年3月写。
2011年5月修改，于北京通州甘泉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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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人的成功，固然涉及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师承关系、文化氛围等多元因素，但家学渊源无
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
中国是一历来重视家学渊源的国家，几千年来，有影响的文化世家数以千万计。
《影响中国的文化世家》选取近现代以来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18个有名望的文化世家，以中篇家庭
合传的形式，给读者提供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
试图从中向读者撩开这些家庭成为文化相承的面纱。
希望能对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家庭教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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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谦，字甘泉，笔名汾阳后谦、文心、沙漠骆驼、大千茗风、荒漠甘泉。
唐代名将郭子仪后裔。
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教育家协会会员。
曾为新浪网博客文学联谊会、博客文学圈创办人，《博客世界》报主编、《中华财富周刊》常务总编
。
现为《作家报》副总编。
已出版教育教学著作20余部，著有《现代作家亲缘录》上下册，45万字；《走进文化名门》丛书4册
，130万字；散文集《美文如虹七彩飞》，12万字。
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文艺评论、传纪15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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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义宁陈氏：代代英才辈出．爱国佳话不绝
　一、陈氏父子：维新运动的名流
　二、陈三立：创立“同光体”
　三、陈衡恪：画坛独树一帜
　四、陈隆恪：继承父亲诗风
　五、陈寅恪：清华三巨头之一的国学大师
　六、陈氏第四代：多才多艺
德清俞氏：隔代家教，文柄传承
　一、俞樾：一生拼命著书的朴学大师
　二、俞樾注重家教，隔代培养后人
　三、俞平伯：新诗先驱，散文高手
　四、成名于“红楼”，苦难源于“红楼”
　五、做人讲自重，盲人尽全力
新会梁氏：薪火相传．人才辈出
　一、从林长民与徐志摩谈起
　二、梁林两大文化世家新组合
　三、感情二起风波，情敌化为朋友
　四、梁林开创文化事业上的辉煌
　五、风雨一生、惊叹一生的梁启超
　六、梁启超教子满门俊秀
湖州钱氏：大家迭出
 一、钱振伦：晚清著名骈文家
 二、钱仲联：“昆仑万象”，一代诗豪
 三、钱恂与单士厘：文坛外的高手
 四、钱玄同：新文化运动的骁将
 五、钱稻荪：翻译大家
 六、钱三强与何泽慧：中国的居里夫妇
常州吴氏：享誉文、画、音、剧坛
　一、吴瀛：山水画革新者，故宫博物院创建人
　二、注重人格培养
　三、吴祖光与新凤霞
　四、吴祖强的音乐家庭
　五、吴欢：香江神笔，京城鬼才
　六、吴霜：京城才女独辟人生路
温州马氏：书画传家
　一、马氏不姓马，书画却传家
　二、马孟容：中国画会创始人
　三、马公愚：艺苑全才
　四、马亦钊：从工人到书画家
　五、莫洛：当代名诗人
　六、马氏才俊子弟
苏州叶氏：蜚声文坛。
文脉不断
 一、语文大家叶圣陶
 二、叶氏三兄妹：文坛翠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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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叶氏第三代：俊秀层出
 四、叶兆言：别树一叶
唐河冯氏：人文荟萃，群星灿烂
　一、冯氏先辈
　二、冯友兰：学界“天下第一人”
　三、三史六书：冯友兰的文化瑰宝
　四、冯景兰：近现代地质学的奠基者
　五、冯沅君夫妇：开辟文史研究新领域
　六、卓有成就的冯氏后代
江阴刘氏：清贫中崛起
　一、夏寡妇点亮刘氏香火
　二、早年的刘半农与刘天华
　三、刘半农：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四、刘天华：改革民族乐器的国乐大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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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陈寅恪生于1890年，从小就对经学、史学、文学、哲学、医学和宗教产生了浓厚兴趣。
勤奋好学是陈家的家风，陈寅恪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陈家和他的舅父俞家藏书都非常丰富，两家
的书房便成为他流连忘返的乐园。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他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子
、集四部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长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国。
1918年冬又得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
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
蒙古语。
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
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无大学文凭的导师    虽然陈寅恪在国外留学多年，潜心读书和研究，但对博士、硕士学位之类，却
淡然处之，甚至连大学文凭也没有拿过。
哪儿有好大学，哪儿课好，他就去听课和研究。
    当曾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导师时，哈佛大学却点名要他继任。
当时陈寅恪在柏林，赵元任写信征求他的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
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    当清华大学决定聘他为导师时，他立刻决定回国。
他被聘用是梁启超一手促成的。
梁启超向时任校长的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问：“陈是哪一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著作。
”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
价值。
”他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等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崇⋯⋯曹一听，决定聘请陈寅恪。
1925年底，陈寅恪回国，因父亲生病，到1926年6月才上任。
36岁的他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被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在《空轩诗话》中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必以陈寅
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
”    陈寅恪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
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
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
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
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
季羡林曾回忆说：    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
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
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
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
，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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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ich Luidum)，在国内只有陈师
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
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然而，茫茫士林，    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    令人浩叹
矣。
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清华园，他与才女唐筼结识。
唐筼，字晓莹，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
    首倡“敦煌学”    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
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在他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学”这一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
新潮流也”。
在该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
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为
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笺证稿》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他的大
多数敦煌学论文被收入《金明馆丛稿》、《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
治史述论稿》等书中。
还撰写了《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
《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在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
因缘跋》等多篇佛学论文。
    三十年代国内外学术界送了他“盖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尊
誉。
据《清华暑期周刊·教授印象记》一文说：“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
恪先生了。
”为此，清华园内有些学生便总是称他为“怪教授”。
    他的奇怪之处是留学欧美十多年，对西学十分精熟，然而衣着却十分“土气”，没有半点洋味：夏
季一袭长衫、布裤、布鞋。
冬季则一顶“三块瓦”皮帽，长围巾、棉袍再加羊皮马褂、棉裤扎腿带、一双厚棉鞋。
戴上一副近视眼镜，完全是一副老学究的模样。
    他的住所离教室有很长一段路，每次去上课，他总要用一块蓝方布巾包好备用的书籍讲义，挟在右
腋之下，一步一颠地低头彳亍而行。
因为是近视眼，所以走路只看脚下而从不旁视，也从不与旁人打招呼。
    有一位听陈寅恪课的清华学生曾不无感慨地说：“陈先生讲课也够怪的，讲自居易的《长恨歌》时
，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了考证一个‘汉’字，旁征博引竟讲了四堂课。
低年级学生听他的课，自然难以消受！
”他这种教学方式自然也让人们认为他“怪”。
    有一次，他到西单牌楼一家西药店买胃药。
当时西药店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每种药的说明书上都是洋文。
他将每个药瓶上的说明与盒内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
店员根据他的外貌，看到他默默自言自语的样子，把他当成了精神病患者，当陪他的侄子陈封雄在一
旁解释说“他懂各种洋文”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向他投以惊异的目光。
P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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