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912年（后梁乾化二年）

钱镠亲手制定《武肃王八训》。

约932年（后唐长兴三年）

钱镠临终时，又留有《武肃王遗训》十条。

1924年

钱镠三十二世孙钱文选编纂《钱氏家乘》，书中附有其采

辑的《钱氏家训》。

1995年

钱文选长孙钱镇国于1995年再版《钱氏家乘》。

2007年

钱氏宗亲在杭州钱王祠举行纪念钱镠晋封吴越王1100周

年庆典，重启重要祭祀和活动中恭读家训仪式。

2008年

杭州钱氏后裔恢复了中断140年的农历正月十八“元宵钱

王祭”活动，祭祀仪式中有“恭读钱氏家训”礼节。

2009年

“元宵钱王祭”入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11年

“钱王传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15年
9月15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荐《浙江临安钱氏：一代钱王

千古家训》。

2021年

“钱氏家训家教”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23年

“清明祭钱王”入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钱氏家训”大事记

■ 2024年1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加

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督促领导干
部从严管好亲属子女。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
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

嘉宾：

钱汉东：钱镠三十七世孙，上
海报业集团《新读写》杂志社名誉
社长、编审，上海钱镠研究会名誉
会长

王长金：教授、浙江农林大
学吴越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

梅敬忠：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教授、文史教研部原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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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注重
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
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
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
基点。

优秀家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的生动载体。从五代十国时期吴越
王钱镠传下《武肃王八训》和《武肃王遗
训》，到民国时期钱文选整理归纳《钱氏家
训》，千百年来，“钱氏家训”代代相传、历久
弥新，更超越了一族一姓局限，成为中华民
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本期我们邀请三位嘉
宾，一起探讨如何推动“钱氏家训”传承与
创新。

“钱氏家训”的核心要义

记者：我国拥有丰富的家规家训资
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耕读传家、父慈子
孝的传统家训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承
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在您
看来，相比其他同样广为流传的家训，“钱
氏家训”有何特殊性？其核心要义包括哪
些内容？

梅敬忠：家训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种独有现
象，家训的制定和遵循不仅关乎个人修养和家
庭建设，还可能影响到社会和谐乃至国家
治理。

我认为，相比历史上其他著名家训，如
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钱氏家训”因钱氏
家族的特殊性，而具有更加深厚的内涵。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特色鲜明，结构完整。广义的“钱
氏家训”由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共同组成，
包括《武肃王八训》和《武肃王遗训》，既有
对子孙成长和家族繁衍的教诲，也有如何
治国理政的要求。而钱文选版《钱氏家
训》，内涵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全面，且更
具有现代意义，特别是明确地分出了个人、
家庭、社会、国家四个层面，这在家训中是
很 少 见 的 ，凸 显 了“ 钱 氏 家 训 ”的 与 时
俱进。

二是底线思维，切实可行。家训事
实上规定了一个家族的行为准则和道德
底 线 ，因 此 ，家 训 的 内 容 忌 抽 象 、重 实
操 。 钱 文 选 版《钱 氏 家 训》条 文 干 脆 利
落，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家国情怀、崇德向
善等理念追求，同时结合了包括钱氏家
族在内许多家族从治家到治国的实践经
验，切实可行。

三是核心突出，各有千秋。个人层面，
用“曾子三省”和“程子四箴”规定了个人
修养的基本守则；家庭层面，体现了崇文尚
学、忠厚传家、勤俭持家三个核心理念；社
会层面，不仅推崇善待亲朋乡邻，还提倡投
身公益，调解社会矛盾；国家层面，提出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等，彰显了钱氏家族的政治视野。

钱汉东：“钱氏家训”的可贵之处，既在
于其流传时间长、内容与时俱进，也在于家
庭教育的代代相传。

“钱氏家训”的传承，主要是通过宗族教
育来完成的。过去，钱氏宗族在嫁娶、生子、
祝寿、升迁、祭祀等活动中，都有恭读家训的
仪式。此外，家庭教育也是“钱氏家训”经久
不衰的载体。科学家钱伟长曾指出，“我们
钱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训的指引，家
庭教育有方，故后人得益很大”。钱学森的
长子钱永刚曾经说，少年时祖父就跟他解释

“钱氏家训”各句子的含义。
在我看来，“钱氏家训”的灵魂是家国

情怀、重德修身、崇文尚学。保境安民、善
事中国，是吴越王钱镠一生的执政原则。
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三钱”享誉国际，
但都不约而同回来报效祖国，应该是家国
情怀的驱使。

王长金：“钱氏家训”集合了帝王家训
和士大夫家训的特点，它的核心要义主要
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家国情怀。吴越王钱镠在世时，
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多次配合朝廷平
乱。他临终时制定的《武肃王遗训》就有

“化家为国”的思想，叮嘱子孙后代“凡中国
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如遇真主，宜
速归附”。他的孙子钱弘俶遵循祖训，纳土
归 宋 ，使 政 权 和 平 过 渡 ，吴 越 百 姓 免 遭
战乱。

二是民为贵。“钱氏家训”的不同版本都
肯定了人民的作用，致力于实现国泰民安。
吴越国三世五王重视经济社会发展，把“保境
安民”作为基本国策；钱文选版《钱氏家训》专
设国家篇，强调“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
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

三是诗书继世。钱镠出生草莽，但深
知读书的重要性，晚年仍保持阅读的好习

惯，并要求子孙绍续家风，宜明礼教。在钱
文选版《钱氏家训》中，“子孙虽愚，诗书须
读”成为一大准则，还倡导富裕的族人开设
义塾，资助贫寒子弟读书。

四是和睦包容。这种和睦包容既是对
内的——倡导与亲朋和乡邻诚信交往、和
睦共处，鼓励扶贫济弱，敬老怀幼，又是对
外的——强调与邻国保持友好往来，“交邻
有道则国安”。

“钱氏家训”的当代价值

记者：随着社会变迁，现代家庭的组
织形式已迥异于古代社会。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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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认为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重视家
训？“钱氏家训”的当代价值体现在哪些
方面？

王长金：一方面，传承和弘扬包括“钱
氏家训”在内的优秀家训文化，有利于铸就
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增强文化自信，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我看来，优秀家训最大的价值在于
形成了一种民间教育传统，使主流价值观
念和理想追求通俗化，用以规范家庭成员
的言行。在传统社会，家训就是儒家思想
的民间版本。当时，国家层面并没有建立
起统一的教育体系，也缺少统编教材，往往
要依靠家庭教育或私塾达到教书育人的目
的。四书五经等典籍又晦涩难懂，不利于
广泛传播。而优秀家训内含了好的价值导
向，树立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同时又与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便于民众理解和践
行。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华传统儒家思想
之所以深入人心，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
息，优秀家训的代代相传起到了很大作用。

因此，作为优秀家训的典范，流传千年
的“钱氏家训”，在今天仍然能够为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走向民间
提供启示和文本。

另一方面，“钱氏家训”对当下家庭家
教 家 风 建 设 乃 至 社 会 治 理 也 有 指 导 作
用。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家庭始终是社会
的基本细胞。传统的家规、家训等，虽然

有些内容与现代社会不相契合，但总体上
还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一个家
庭的家教和家风。

早在 2014 年，中央文明办就作出了
“把家风家训作为民风建设的基础工程”
的要求。浙江积极响应，在全省范围内深
入开展“我们的家训——浙江百姓重家
风”活动，带动了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
的社会风尚。2021 年，浙江省委专门印
发文件，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浙江还承办了全国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工作推进会，并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
如今，浙江正深入推进“浙江有礼”省域文
明新实践，全域践行“浙风十礼”，擦亮“浙
江好家风”品牌，许多农村家家都有家训，
家风还成为“最美家庭”“文明家庭”评选
的依据。在钱镠的故乡临安，“钱氏家训”
已经走进文化礼堂和中小学，与当地的

“好家风”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文化
生活的一部分。

梅敬忠：“钱氏家训”集“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于一体，是涵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家风党风的宝贵资源。

在“小家”建设方面，“钱氏家训”树
立 了 模 范 。 既 对 个 人 修 身 立 德 提 出 了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
圣贤”等较高的要求，更强调对族人的教
化 。 如《武 肃 王 八 训》讲 到 ，“ 吾 立 名 之
后，子孙绍续家风”“子孙若不忠不孝不
仁不义，便是破家灭门”。中国共产党人
肩负着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
使命，理应用高于社会道德的标准要求
自己和身边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
出，要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
设的重要内容。“钱氏家训”所倡导的核
心 理 念 ，值 得 党 员 干 部 大 力 弘 扬、模 范
践行。

在“大国”治理方面，“钱氏家训”提供
了启示。社会与国家层面的诸多训词，都
揭示了治国和为官之道。从大处看，我们
党 始 终 坚 持 依 法 治 国 和 以 德 治 国 相 结
合。“钱氏家训”既强调“执法如山”，又强
调“爱民如子”；既强调“严以驭役”，又强
调“宽以恤民”，体现了“仁义治国”的传统
政治智慧。从小处看，党员干部为政一
方，负有改善社会风气、维护公序良俗的
教化责任。“钱氏家训”中“恤寡矜孤，敬老
怀幼”“公益概行提倡”等内容，都很有现
实针对性。

钱汉东：在中国传统社会，国法和家规
存在互补性。如今，国家层面法律法规建
设不断完善，但家规家训作为社会道德、理
想信念、行为准则的外化，依然具有约束
力，对于缓解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促进
中华文化认同，推动地方文化发展等都大
有裨益。

我认为，“钱氏家训”的当代价值体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行为价值，它是对家族
成员行为的规范。特别是长辈的言传身
教，世代相承，形成了家族“习惯”。二是文
化价值，它促成了钱氏家族“诗书传家”的
文化氛围。三是精神价值，它形成了钱氏
家族家国一体、和睦友爱、忠厚传家的家族
精神。

创新传承优秀家训文化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全民行动、干
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深入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
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
采。请您谈谈，如何实现“钱氏家训”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更大范围、更
广领域得到传播和应用？

梅敬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
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其
中“第二个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钱氏
家训”的核心要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高度契合，要推动其进家庭、进学校、
进机关，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从优秀家训
文化中汲取营养。但它的具体内容有时
代局限性，必须结合新时代进行“扬弃”，
做到守正创新。

加强研究阐释。既要保留“钱氏家训”
的理念追求和文化韵味，又要摒弃封建糟
粕思想，使相关条文和话语体系更符合现
代文明发展要求。创新传播方式。过去主
流意识形态“大传统”往往依靠民间文艺

“小传统”进行推广传播，如今家训的普及
也可以借助各种融媒体手段，比如开设文
字专栏、创作文艺作品、刊播公益广告等，
开展常态化宣传，落细落小落实，做到“百
姓日用而不觉”。注重发挥基层宣讲员的
作用，让优秀家风家训通过一个个生动故
事，深入大众。

王长金：文化的传承是大浪淘沙。“钱
氏家训”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经过不断发

展、不断创新，才成为经典。
在今天，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钱氏家

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家训内容
上，保留其中个人修身、家庭和睦、社会和
谐、国泰民安等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东西，去
掉性别歧视和阶层歧视的内容。在教育方
式上，重视家庭教育、亲情教育的积极作
用。父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是最无私、最
真情实感的，也是最有说服力、最有效果
的。在传承方式上，要对家训文化传播的
媒介进行创新，利用数字化手段，打造更多
生活化场景、日常化活动、具象化载体。比
如，临安每年组织小学生到钱王陵和临安
博物馆参观研学，实地感受吴越文化和钱
氏家族的历史。2022 年，取材自“钱氏家
训”的“一封家书互动影像展”和微电影

《一封家书》在首届吴越文化节亮相，这种
可看可互动的形式，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
子打卡。

钱汉东：现在家族碎片化、家庭小型
化，家训家风传承也出现了断层。传统家
训虽不是“篇篇药石，言言龟鉴”，但总体上
仍不失为先人们留下的一笔丰厚而宝贵的
文化遗产，因此，我们要花大力气继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家训文化。

近年来，我们钱氏后人也在不断努力，
上海、浙江、江苏等地都成立了钱镠文化研
究会，并结合当地特色举办文化活动。2021
年，“钱氏家训家教”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杭州西湖边的“元宵钱王
祭”和临安钱王陵的“清明祭钱王”是浙江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每年的祭祀活动上，钱
氏后裔按照传统礼制祭拜先贤，诵读家训。
很多钱氏后人都是“钱氏家训”的积极推广
者，通过出书、演讲、研
学等，推动家训走向大
众。我们希望能打造
更多平台，创造更多机
会，让越来越多的人了
解“钱氏家训”，感悟钱
氏文化。

“钱氏家训”的当代价值与传承创新
本报记者 潘如龙 周宇晗 吴 晔

记者手记

之江会客厅

本报记者 潘如龙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人如莫还；
人生何须伤此地，四海桑田是你家。”小时
候，父亲经常跟我说，这是爷爷写给他的
诗，教育他努力上进。他说，爷爷本来要去
法国勤工俭学，后因经费不足无奈从上海
折回。爷爷的训导，对我的影响确实很大，
尽管我后来知道，他很可能是模仿了他人
的诗句。

对于家教、家训的力量，大概是在读高
中的时候，看到“钱氏家训”以后才深切地
懂得，而且相信钱氏家族在现当代出现人
才“井喷”现象应该与之不无关系。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
重家风。家训是家教的组成部分，是家教
的一种形式，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为以前没有学校，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 承 主 要 靠 家 庭 教 育 ，靠 祖 辈 的 口 口 相
传。”浙江农林大学吴越文化研究院首席专
家王长金说，“经典很难读，家训很好懂，因
此可以说，家训是儒家思想的民间版本，是
家训让儒家思想走向社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通过家庭教育，
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润物无声地潜入孩子
的心田。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帮
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有什么样的家
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幼年是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传统家训的精华
内容，对于孩子的成长成才意义重大。“钱文
选版《钱氏家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很
多方面是一致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文史教研部原副主任梅敬忠教授说，“因此，
可以推动‘钱氏家训’进家庭、进学校。”《钱氏
家训家教》国家申遗书执笔人、上海社科院出
版社社长钱运春认为，“钱氏家训”中的善事
中国、崇文尚学的意涵非常突出，“比如‘子孙
虽愚，诗书须读’等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近代
以来钱氏家族出了那么多科学家、文学家，恐
怕跟这条家训有关。”

“钱氏家训”与诸葛亮诫子格言、颜氏家
训、朱子家训等广为人知的家训一样，是时
代的产物，更多的是一种族训。随着社会的
发展，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家庭规
模日趋变小，家庭成员流动频繁。因此，需
要创新传承家训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继
承中华传统美德，适应时代潮流，运用动漫
等形式，在孩子牙牙学语时就开始进行教
育，教导他们如何做人，帮助他们迈好人生
的第一个台阶。

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

扫一扫 看视频

■ 2004年7月19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

专栏发表《成才必须先学做人》一文，写道：“家庭是未成年人
接受思想道德教育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习近平同志
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 2016年12月1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提出，希望

大家注重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中国人历来讲求精忠报国，
革命战争年代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都体现着向上的家庭追求，体现
着高尚的家国情怀。广大家庭都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
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我们4亿多
家庭、13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希望大家注重家教。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
观念，倡导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理念，推动人们在
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
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

希望大家注重家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
分。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
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
有余殃”。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
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 2017年12月2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从耕读

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
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
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

■ 2006年1月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

神》一文中指出，在漫长的历史实践过程中，从大禹的因势利
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
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等，都
给浙江精神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 2022年6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指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

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
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

（以上内容均见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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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均见公开报道、公开出版物）

■ 2018年2月14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

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
和万事兴。我们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
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