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已经连任了 4 届杭州钱镠研究会
副秘书长。我们秘书长团队共5人，都在
企业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平时本职工作
很忙，但是作为钱氏后裔，业余时间能为
家族做事，既是责任也是荣誉。“持躬不
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处事不可
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无论在什么
岗位，我都谨遵《钱氏家训》，这是我职业
成长道路的“密码”。

“元宵钱王祭”活动是浙江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也是研究会的一项重点工
作，自2008年恢复以来，每年正月十八在
杭州钱王祠举行，“恭读家训”就是其中
一项固定的仪程。五王殿前，在钱家少
年的领读下，现场千名参祭人齐声诵读
家训，场面很是震撼。

今年的“甲辰杭州钱王祭”更是特
别，一位钱家媳妇带着她的3个优秀孩子
领读家训，活脱脱“涵养良好家风、培育
家庭美德”的示范。孩子们告诉我们，在
他们家，每年大年三十吃年夜饭前，必须
全体诵读《钱氏家训》。多有仪式感啊！
这就是钱家人对《钱氏家训》学习和传承
的重视。

这些年，我们看到，浙江、山东、江西、
湖北、福建、广东、河南、江苏等地钱氏后
裔遵循《钱氏家训》崇文尚教、倡导公益、

普惠和谐的价值观念，建立钱氏教育基
金、钱氏慈善基金，奖励优秀学子、帮扶贫
困学生、照顾孤寡老人和残疾人，积极参
与当地美丽乡村建设和文化建设。

随着《钱氏家训》走进校园、走进社
区、走进企业、走向大众，也走向海外，我
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研习和传播《钱氏
家训》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532个
字，就是钱氏家族人才培养的“遗传密
码”，影响了一代代钱氏后人，也塑造了
一批批钱氏优秀人才。

一部好的家训，不只是一个家族的
传家宝，它所承载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
值，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

杭州钱镠研究会副秘书长钱岐君——

钱氏家族人才培养的“密码”
钱镠在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建立吴越

国，定都杭州。虽然当时的物质文明大都已湮
灭不存，但思想文化的力量却穿越千载，最集
中的呈现就是“钱氏家训”。

去年，我参与了“钱氏家训”的相关研究课
题，并承担了《解码<钱氏家训>》一书部分章节
的撰写。从最初只是听说钱氏一族有家训流
传至今，到深刻理解其思想内涵和现代价值，
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钱氏家训”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钱氏家训”是指
吴越国建立者钱镠留给子孙的遗训，包括《武
肃王八训》《武肃王遗训》和钱文选《钱氏家
训》，也包括钱镠后代不同支系所定各种家
训。狭义的民国时期“钱氏家训”主要是指钱
文选的《钱氏家训》，分“个人”“家庭”“社会”

“国家”四篇。钱氏后人中之所以能涌现出钱
穆、钱钟书、钱学森等一大批人才，无疑受益于
族中世代相承的家训文化。

《钱氏家训》的规诫，对于浙江地区人文精
神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它不仅是个体
家庭的教育理念的浓缩，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瑰宝。《钱氏家训》的理念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和
感召力，在于它在当下仍有极强的启发性和借
鉴意义。譬如家庭教育理念上，《钱氏家训》强
调个人修身养性和家庭伦理关系思想，“勤俭为
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的内容对现
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社会和谐理念

上，《钱氏家训》倡导诚信利他、普惠和谐等价值
观念：“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
幼”，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廉政建设理念上，《钱氏家训》中的“执法如山，
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强调官员要坚
持法律底线，廉洁自律、严惩贪腐，这为当代党
风廉政建设提供了深刻借鉴。

家训的生命力不仅在其文字的流传，更在
于其理念的践行。我们不仅要关注诚信、勤
勉、孝悌这些代代相承的传统价值观，同时也
要对这些古老的家训进行贴合现代生活的创
新性诠释。只有将这些智慧付诸实践、融入日
常生活，家训才能真正发挥其育人育德的现实
作用。

省社科院“钱氏家训”课题组成员孙雅洁——

穿越千年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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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训文化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文化，
“钱氏家训”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钱氏家训”是
指自武肃王钱镠以来历代各支钱氏家教文化
的文字提炼，代表性文本是《武肃王八训》《武
肃王遗训》和钱文选《钱氏家训》，其核心价值
是“善事国家、孝悌睦家、治生安民、崇文尚学、
重德修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尊老爱幼、
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
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
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
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
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我们在当代进一
步传承好“钱氏家训”指明了方向。

“钱氏家训”的历史起源
提到“钱氏家训”，《武肃王遗训》是绕不开

的关键词。“遗训”的核心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
善事国家、孝悌睦家和治生安民三个方面。

善事国家是回应了朝廷（国家）对统一的
追求。唐朝自安史之乱之后，即由盛转衰，黄
巢起义又给其致命一击。由于平定董昌僭越
有功，唐昭宗于乾宁四年（897年）赐金书铁券
给钱镠。907年，朱温灭唐，遣使册封其为吴
越王时，钱镠也欣然接受。钱镠从臣服中原
王朝中也获得巨大的利益，在政治上实现“合
纵连横，对抗淮南”，保一方平安；在经济上沟
通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贸易，获得丰厚经
济收益；在文化上与中原文化深度交融，促进
本国文化繁荣。因此，他告诫子孙：“心存忠
孝，爱兵恤民。”“予志佐九州，誓匡王室，依吾
法则，世代可受光荣；如违吾理，一朝兴亡不
定。”

孝悌睦家是回应五代乱局下保族全民的
压力。孝悌是儒家文化中的核心概念，指的
是孝敬父母和友爱兄弟。五代虽然只有 50
多年，但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无如天方降祸，
霸主频生”，弑君、杀父、兄弟阋墙等惨剧层出
不穷，人伦秩序被破坏殆尽，在《武肃王八训》
中提到的江西钟氏、河中王氏、幽州刘氏等，

“皆兄弟不顺不从，自相鱼肉，构讼破家，子孙
遂皆绝种”。这些破家灭族之人，其子女数远
远少于钱镠，吴越国更经不起兄弟阋墙的折
腾。所以遗训特别强调：“兄弟如手足，手足
断难再续。”

治生安民是回应吴越国国内发展生产的
需求。在吴越国之前，浙江经济并不发达。
钱镠略有两浙之地后，通过治理钱塘江水患
确保杭州城安全；通过凿井99口改善杭州居
民用水，提高城市生活舒适度；通过修建圩田
和船闸并设立撩浅军，解决了太湖流域的水

患问题，农业亩产达到北方的2倍以上；通过
变革城市管理体制，提升商品经济的活力。
经三世五王治理，国内社会安定，百姓“至于
老死，不识兵革”（苏轼语），打下了“上有天
堂，下有苏杭”的经济基础，开启了长三角繁
荣之门。因此《武肃王遗训》特别强调生产的
重要性，“吴越境内，绫绢绸绵，皆余教人广种
桑麻”，要求子孙“莫爱财无厌征收”。

《武肃王遗训》开启了钱氏家训的先
河。从表面上看它是国王对继承人的谆谆
告诫，与一般百姓家训好像没有多大关系，
实则非然。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一体和家
国同构的，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
面具有共同性，均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
领，“家族”是小“国”，“国家”是大“家”；父为

“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家国同构，
宗法关系因而渗透于社会整体。上面三个
方面具体到家族而言，善事国家、孝悌睦家、
治生安民等仍然是宗族所需倡导的。

“钱氏家训”的发展脉络
《武肃王遗训》自成文始，就以回应国家

（朝廷）需求为己任，这个“基因”被植入到历
代的家训之中。入宋后，钱家改“以武报国”
为“以文报国”，皇帝赞誉“忠孝盛大唯钱氏一
族”，西湖边钱王祠（原为表忠观）在归宋100
后得以建成，历代屡毁屡建。到了明清两代，
钱氏家族重修族谱时，又将朱元璋圣谕六条

“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
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融入家训。清代因之，
比如在康熙初年常州社塘《族训》中，就按照
这六部分阐述家训的核心思想。另外，朝廷
对于国税、劳役和兵役义务等需求，分支家训
大多载入并从家训家法角度予以支持。

儒家文化一直是历代家训的核心思想，
孝悌睦族、勤俭治家、崇文尚学和重德修身
是后代家训中的重要内容。“遗训”在后世被

进一步发展，比如“婚姻须择阀阅之家”，在
北宋钱惟演修订的《谱例家规》中，在明初嵊
州《正旦谕族文》里都有更明确的规定。在
崇文尚学方面，《吴越备史·卷二》“稍暇则命
诸子孙讽诵诗赋，或以所制诗什赐于丞相将
吏以下，由是往往达旦。”说明当时钱镠特别
重视文化教育，子孙也颇受影响，因而成为
后世钱家人才辈出的文化基因。自宋初四
世钱易起，钱氏家族成为“诗礼簪缨之族，钟
鸣鼎食之家”，仅两宋就有进士 320 多人。
明代状元嘉兴钱士升家族、清代状元常州钱
维城家族以及上海钱大昕家族都是其中的
翘楚。

生产方式的变革对“钱氏家训”内容的影响
很大。随着工业化生产方式形成、人口流动加
速，使得传统宗族教化机制受到很大的冲击。
清帝逊位后，皇权的支持力量减弱，进一步削弱
传统宗族势力，宗族群体的强关系逐渐成为了
弱关系，1924年应运而生的钱文选版《钱氏家
训》在篇章布局上虽然维持儒家的“修齐治平”
体系，但是在语言表达上更适应工业化的生产
方式，体现更多的劝导性而非强制性。

《钱氏家训》和《武肃王遗训》的核心价值
是一脉相承的。钱文选在《钱氏家乘》凡例中
指出：“王祖《八训》及《遗训》均采自《武肃集》
中，其间语意大致相同，而《遗训》中‘孝亲、顺
天、爱民’三大端，实为王祖保世滋大之左券，
特并录之，以资世守。末附新家训以上承祖
志、下示后人云尔。”《钱氏家训》第一篇个人
篇主要内容是顺天，第二篇家庭篇主要内容
是孝亲，第四篇国家篇主要是爱民。尤其是
第三篇体现了钱氏家族的“利他意识”，是钱
氏家族践行第三次分配观最早的尝试。《钱氏
家训》博采众长，不仅吸收了历代家训的精
华，也包括中国传统治家格言和儒释道之精
华。比如第一句话“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是
采自袁崇焕宗祠联。家庭篇“子孙虽愚，诗书

须读”，采自《朱子家训》。问世后其主要内容
随即被常熟钱氏、临安钱氏修入家谱之中，在
长三角一带广为流传，是当代钱氏家训中最
有现代价值的代表性文本。

“钱氏家训”的当代传承
适应工业化和社会转型的“钱氏家训”，对

家族人才辈出影响很大。“一诺奖、二外交家、
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
八两院院士”，大致描绘了其近现代人才“井
喷”的状况。实际上，很难说这些名人接受了
哪一支派版本“家训”的教育，但是千年以来钱
氏家教文化的核心价值，经过祖辈父辈的言传
身教，都在这些优秀者身上体现出来。比如

“三钱”归国，就是“善事国家”训诫的真切履
行。可以说，钱氏家族之所以人才辈出，既得
益于江南鱼米之乡的物质基础和道德与文化
传家的修养氛围，也得益于钱家家教文化。

改革开放推动了钱氏宗亲传承家训文
化。一是成立相关的研究机构。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初，临安加强钱王文化研究，在临安成
立钱镠研究会，随后在上海、河南、浙江等地
成立联络处。在此影响下各地陆续成立了钱
镠研究会，据不完全统计有40多个。二是出
版相关图书资料。1995年钱镇国再版其祖父
所辑之《钱氏家乘》，还有不少学者出版相关

《钱氏家训》解读著作，各地新修家谱都收入
《钱氏家训》便于传承。三是恢复了中断多年
的恭读家训仪式。2007年上海、杭州、温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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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了重要祭祀和活动中
恭读家训仪式。自此，全国各地宗亲在每年祭
祖、结婚、年会等重大活动中，均恢复恭读家训
传统仪式。四是多种形式宣传《钱氏家训》，比
如，2015年9月，中纪委官方网站推荐《浙江临
安钱氏：一代钱王 千古家训》一文。五是申请
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钱王传说”于
2011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元宵钱王祭”和

“清明祭钱王”分别于2009年和2023年入选
浙江省级“非遗”，恭读家训是其中一个重要内
容。“《钱氏家训》及其家教传承”于2013年入
选上海市级“非遗”，“钱氏家训家教”于2021
年入选国家级“非遗”。

除了上述传承方式之外，“钱氏家训”传
承更多可在家庭内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进
行。《说文解字》里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家长也许记不得家训的原句，但是忠孝、睦
族、勉学、治生等基本价值，多是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最大不同是

“养”与“教”结合，将“钱氏家训”的核心价值，
通过代际相承融入家庭教育中，即可在当代
继续弘扬和发挥家训的教化功能。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氏
家训家教”国家级非遗申报书执笔人】

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

作为余杭小古城
村的一名退休村干部，
我见证了村里家风家
训的传承发展，其中的
点 点 滴 滴 让 我 感 慨
万千。

我们家的家训是
“家庭和气福运开”。从
小，父母经常跟我说，

“鸟美在羽毛，人美在勤
劳”“做人要脚踏实地，
靠自己的双手勤劳干活
挣钱”。这些话就像种
子一样，深深扎根在我心里。我一直遵循父母教诲，又这样教导
自己的孩子。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我们的家风才会越来越好，
生活才会越来越好。

如今，家风建设已经成为村风民风建设的一部分。在小古城
村，每家每户都会制定自己的家训。家风家训的弘扬也不光停留
在口头上，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村里每年会根据村规民约实施
细则，组织评选“文明示范户”“五好家庭”等，还会对这些家庭进
行表彰和奖励。而有没有好的家风家训，也是评选的依据之一。
这样就树立起了榜样，让更多家庭开始重视家风家训的传承。

我记得有一次，村里举办了一场家风家训活动，男女老少
聚在一起，轮流讲述自己家的家风家训故事。我当时就讲了我
的父亲如何凭借勤劳和诚信，从一个普通农民变成村里致富带
头人的故事。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家风家训的力量。
它不只是简单的口号，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和行动指南。

家风家训对小一辈的影响也很明显。村里的孩子们从小就
被教育要勤劳诚实、尊老爱幼、关心他人、爱护环境。他们都很有
礼貌，也很懂事，明白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命运，只有真诚待人
才能赢得他人尊重，只有孝敬父母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栋梁。

当然，家风家训的传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现代社会，
也有一些年轻的村民觉得传统的家风家训已经过时了。我能
理解他们的想法，我也认同家风家训不能一成不变，也要随着
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过，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一些基本的道
德准则是不会变，也不应该变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创造出更适应
新时代的新家风家训。

杭州余杭小古城村退休村干部林加新——

让家风家训代代相传

我来讲故事

国际留言板

日本东京大学硕士研究生钱栋临

我认为“钱氏家训”的意义，不仅在于读，更在于行。
中学期间，我父亲从上海钱镠文化研究会带回手书

《钱氏家训》，让我真正接触到钱氏家族的祖训。翻阅手
书，不仅能看到流畅的书法，而且每每读到其中的金句都
能触动我的心灵。特别是“子孙虽愚，诗书须读”这句让我
感触尤深。我是在小学期间移居日本的，在语言上不如在
日本从小长大的学生。但是我始终明白：我非圣贤，唯有
努力！钱氏前辈们努力学习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事迹每时
每刻都在激励着我。

祖训鞭策下，我先是考入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院，毕业
后又考上东京大学信息理工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的
硕士研究生，为我能够在世界科学先进的领域里更上一层
楼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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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的父母移民到美国。因为我的华
裔身份，我常常受到侮辱和嘲笑。这种羞耻被我埋在心
底，也让我持续感到身份认同危机。后来我的父亲告诉
我，我们是吴越王钱镠的后裔，我是他的第38世孙女。当
我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时，他们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
转弯，开始称我为“公主”。

2003年，我应邀去杭州临安开会，在那里我认识了100
多位钱镠后裔，这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此，我就
热衷于参加钱氏家族举办的各种活动，钱文选版《钱氏家
训》的复印件也被我装裱起来挂在客厅。2017年清明节，在
钱镠受封吴越王1110周年纪念活动上，我和其他1000名钱
氏后人一起诵读了《钱氏家训》，心中非常激动。

今天，我为自己作为华人和钱氏后裔的身份感到无比
自豪，因为钱氏为中国、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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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离开中国”“我决定到中国念书”。
这是 2023 年 11 月，我设计的家书封面上的文案。

简短几句，述说了祖辈们下南洋的历史，也承载了我个
人探寻与中华文化深厚渊源关系的梦想。

我的妈妈是钱氏后裔。从小，我就受到钱氏家训文
化的熏陶。到中国读书后，在一堂课上，我偶然读到钱
穆先生的一番话：“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
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
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
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激发了我的
好奇心，我开始深入研读《钱氏家训》。

“钱氏家训”从个人、家庭延伸到社会、国家，层层递
进。许多内容，比如对责任和道义的坚守、对社会和谐的追
求等，于今仍意义重大。在这个略显浮躁的时代，“钱氏家
训”提供了一份宝贵的道德指南，让我不仅深化了对家族历
史文化的了解，也汲取了为人处世的智慧与力量。

中央美术学院2022级马来西亚留学生
李彩筝

中 国 家 训 文 化 有 近
3000 年历史，据统计，《中
国 丛 书 综 录》收 录 家 训

119种，《四库全书》收录

家训171种，《古今图书集

成》收录家训155种。

有影响的家训有春秋孔子《过庭
训》、三国诸葛亮《诫子书》、南北朝颜之
推《颜氏家训》、唐朝李世民《诫皇属》、
宋朝朱熹《紫阳朱子家训》、明代朱柏
庐《朱子治家格言》、清代《曾国藩家
书》、民国钱文选《钱氏家训》等。

一 二
钱氏家族到近现代涌现了“一诺

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
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如：
外交家钱其琛、钱复；科学家钱学森、钱
伟长、钱三强；国学大师钱基博、钱穆、钱
钟书、钱玄同。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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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选版《钱氏家训》。 杭州国家版本馆 供图

自 钱 王
归宋以后，钱
氏 家 族 人 才
辈出，仅两宋

就出了300
多位进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