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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毛泽
东曾用两个字称赞曾
国藩：独服；晚年毛
泽东又用三个字形容
曾国藩：最厉害。这
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
物 除 了 做 官 打 仗 厉
害，还有什么本领使
得 毛 泽 东 说 出 这 番
话？答案就是留传下
来 的 《曾 文 正 公 家
书》。这本书，毛泽

东不但熟读并身体力行过，而且在延安时期曾推
荐给党的高级干部阅读。为何？家风清方能党风
正、民风淳，家训也可拿来治党嘛！这是一大发
明。比如，曾氏“八本”家训之一的“居官以不
要钱为本”，就是古今通用的箴言。

曾国藩中进士后，官运亨通，十年七迁，于
道光二十九年授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右侍郎。他
的官是越做越大，但兄弟们的意见却越来越多，
原因就在于钱。曾国藩每年都会寄些银钱回家，
孝敬父母，补贴家用，少则几十两，多则一千
两。这也不少了。但当时谁人不知“三年清知
府，十万雪花银”，你一个二品大员，位高权重，
还比不过一个四品的知府，在家乡的兄弟不能理
解了。他们疑心大哥藏有私财，“厚于妻子而薄于
父母兄弟”。曾国藩知道后，真是哑巴吃黄莲，有
苦说不出。仆人陈升因嫌他家穷，工资低，大吵
一架后卷起铺盖另觅高枝去了。曾国藩觉得受了
欺辱，还赋诗一首 《傲奴》。傲奴可以说掰就掰，
兄弟可不行。兄弟倒不是嫌他穷，而是认为官越
大钱就挣得越多，应该多拿出钱来照顾父母兄弟。

官大就一定钱多，这是什么逻辑？曾国藩回
信表明自己的心志：“我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
发财为可耻。”你们看看天下官宦之家，官二代开
始骄纵放肆，继而闲荡成性，最终陷入困厄，潦
倒终生，大多盛不过二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
延三四代。只有耕读之家、孝友之家，则可以绵
延十代八代。所以你们不要贪爱奢华，想着做官
发财，要勤俭，习劳守朴。这番言论被曾国荃认
为是理学的迂阔之论。曾国荃从军后，每攻克一
座城池，都请假回家，将掳得的钱物运回去，买
田起屋。曾国藩告诫说，我从未取军中一钱寄回
家中，你也不许，“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
不听我，我便恨尔。”口气已是够严厉。

曾氏兄弟已在军中为官，将来他们的儿子、
侄子也会进入官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官二代。如
何保持曾氏家族长盛不衰呢？曾国藩觉得有必要
为他们立个规矩。他根据自己的阅历，参酌祖父
星冈公的遗训，编制成“八本”家训，涵盖读书、作
诗文、孝亲、养生、立身、居家、做官、行军八个方面，
其中做官就是“以不要钱为本”。做官是做官，发财
是发财，两者均不可耻，但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
官摸金，那就可耻了。曾国藩可不是说说玩的，他
确实是这么做的。据曾纪芬回忆：父亲在军时，母
亲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杀一鸡之油，还要吃三
天，外人都不会相信，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拮据
到这种地步。曾国藩的后人也能牢记“居官以不要
钱为本”的家训。曾纪泽在担任英法公使时，一直
过着俭朴的生活。曾纪鸿的生活非常拮据，曾托左
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知道后，对
曾氏家风慨叹不已，自己送了曾纪鸿300两银子，解
了他的燃眉之急。

陈独秀曾慨叹，中国人满脑子都是“做官发
财”，即使是尸解魂消、焚骨扬灰，如果“用显微
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细究
起来，大概是人们习惯把做官与发财看成一回
事，正如 《官场现形记》 中坐馆塾师王仁所说，

“做了官就有钱赚”。历史上能把做官与发财看成
两回事，又能践行做官不要发财的人不多，曾国
藩大概能算一个。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对家族的发
展看得比较长远。

（作者为湖南科技大学历史系教师）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 《中国五大著名错字》 这篇文
章，其中还言及“最具哲理的错字——‘流’”：

在江苏扬州大明寺的平山堂，有一块“风流宛在”
匾额，出自清光绪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之手，据说是刘
坤一为追念曾在扬州任主政官员的欧阳修所作。“风流
宛在”这四字中有两个错字：“流”字少一点，而

“在”字多一点。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历史大名人欧阳修在扬

州时是个“风流太守”，在多而善风情、色艺双绝的扬
州美女石榴裙下曾弄出了不少韵事。

刘坤一把“风流宛在”中的“流”有意少写一点，“在”
字多一点，意思不言而喻，希望少点风流，多点实在，极富
哲理，同时曲笔点出欧阳修当年行为上不检点。这样的
字，错得恰到好处，所以至今也无人说三道四……

扬州平山堂“风流宛在”匾额

否！本人今天就要说道说道，将上述对古代先贤的
造谣污蔑彻底洗清！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
家、史学家和政治家，他公忠体国，直言敢谏，屡屡得
罪权贵，仕途起伏跌宕。庆历五年 （1045年），欧阳修
因参与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被贬为滁州太
守，之后又改知扬州。

在扬州，欧阳修兢兢业业地主政牧民，普施教化，
使扬州出现了政通人和的气象。公务之余，他又寄情山
水，探幽访胜，在扬州城外的蜀岗筑平山堂以作讲学、
游宴之所，并在堂前手植“欧公柳”。一阕 《朝中措》
留下了他在扬州的风流行藏：“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
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
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上阕中，以王维“山色有无中”的成句，描写了从平山堂内
向四野望去的美妙景色；而“手中堂前垂柳”又暗用陶渊
明“五柳先生”的典故，表达了自己的归隐愿望。

欧阳修在扬州为官不足 1 年，却留下了无穷财富。
他吟咏酬唱的平山堂，还有他的道德文章、风华才气，
近千年来一直受到后人的凭吊和礼赞。因此，刘坤一所
题“风流宛在”，绝没有什么“醉翁之意”，表达的只能
是对欧公的钦敬怀想之情，抒发了作者游览平山堂后的
主观感受——欧阳修当年的诗酒风流仿佛到今天还如在
眼前。

那么，刘坤一为何将“流”字少写一点，而“在”
字却多写一点呢？其实，这是书法中很正常的写法，并
不是什么错字。

我们首先看不加点的“流”字。下面是“流”的字
形演变：

金文 大篆 小篆 隶书 楷书

“流”字最早见于金文，从其金文、大篆、小篆等
古文字字形可以看出，“流”字右上部为头朝下的

“子”。隶书、楷书等今文字则出现了加点的“流”和不
加点的“流”两种写法。唐《干禄字书》注明，前者为
正体，后者为俗体。但在实际书写中，这种不加点的俗
体“流”更受古人的青睐。如王羲之《兰亭序》中的两
个“流”字、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的五个“流”字
以及唐伯虎《落花诗册》的两个 “流”字，都不加点。

至于加点的“在”字，在古代碑帖中也很常见 （见
下图），并无任何寓意，加不加点完全根据书写者的实
际需要。“风流宛在”的“在”字之所以加点，主要起
到驻笔收锋并与右边三字相呼应的作用。

（北魏） （南朝宋） （唐）李世民 （元）赵孟頫
《高庆碑》 《爨龙颜碑》 《晋祠铭》 《汉汲黯传》

另外从词义上分析，上述关于“风流宛在”的说法
也漏洞百出。我们知道，“风流”一词的古今词义差别
很大。在古代，“风流”多指士大夫的才华风采、仪表
风度，如“是真名士自风流”，绝没有现代汉语中 “放
荡的男女关系”的意思。而“实在”是一个偏正词组，
中心语为“实”，“在”字仅起凑足音节的作用。所以，
通过一个“实”字我们可以联想到“实在”之意，但仅
一个“在”字是绝不可能与“实在”发生联系的。故所
谓“少点风流，多点实在”，完全是好事之徒无中生有
的编造和戏说！

万物齐一 无贵无贱

先秦诸家尤其儒家早已意识到不平不均会导致各种矛盾的产生和
激化。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认为社会要稳定发展必须实现“平”“均”，尤其经济平等。孔子主张
施行仁政，而“仁”的原始含义就是无等差的人。“爱人”“泛爱众”

“有教无类”等观点，都体现了较强的平等意识。孟子提出“圣人与
我同类”“尧舜与人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等观点，认为人性本善，
其差别只是后天努力不同的结果，反对因出身不同而造成的不平等。

道家主张平等对待一切人，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要以善心和无差别的爱待人接物，通过“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
之，不足者补之”，做到“无弃人”“无弃物”。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
贱。”“物”不仅是自然之物，还包括语言、思想、名誉、财富、地位、生死等
人文之物。平等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是物与人之间的平等，应
将人放回自然之中，从物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以道观之，何贵何贱？”

“万物齐一，孰短孰长？”人和物没有高下贵贱之别。
古代医家向来奉行“平等待人，博施济众”的行医之道，把患者当作

亲人。孙思邈《大医精诚》明确主张“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
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刑无等级 均富尚同

《国语》 云：“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在自然财富面
前，人们的权利相等，谁也不能垄断。《礼记》 强调“惠均则政行”：

“贵者不重，贱者不虚，示均也。”善为政者要通过均田、均赋、均役
等方式克服贫富不均。墨子主张“兼爱”“尚同”，因为“人无幼长贵
贱，皆天之臣也”。“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只有“能则举之，无
能则下之”，才能“举公义，辟私怨”。法家的平等思想主要体现在法
律方面，也最具现代意义。李悝提出治理国家应“食有劳而禄有
功”，慎到主张事断于法：“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
在。”商鞅强调律法平等，“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
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功过、
职权、名分等都不能影响法的执行，打破了“刑不逮于君子，礼不逮
于小人”的特权观念。至今，“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仍是人们津津
乐道的信条。

在土地兼并导致经济不平等而引发的农民起义中，“平等”成了
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和斗争目标。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的“王侯将
相，宁有种乎”、汉末黄巾起义提出的“天下太平”、唐末农民起义提
出的“平均”“均等”“均平”等口号，以及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的

“均田免赋”，无不以平等相号召。尤其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的
“等贵贱，均贫富”，太平天国运动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
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主张，更是道出了
广大底层民众的心声。

男女平权 同心治生

虽然封建社会长期存在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纲常礼教，但男女
平等的思想和追求一直不绝如缕。针对东汉末年重男贱女的社会现
实，《太平经》 从“灾害益多”和“王治不平”的角度指出贱杀女婴
的巨大危害，认为是一种灭种绝类的滔天罪行：“夫男者承天统，女
者承地统，今乃断绝地统，令使不得复相传生，其后多出，绝灭无后世，
其罪何重也！”主张男女应并力同心、平等相处：“女之就夫家，乃当相与
并立同心治生，乃共传天地统，到死尚复骨肉同处，当相与并力，而因得
衣食之。”南宋袁采《世范》提出“男女本应平等对”，秋瑾也说：“男女平
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都曾明确主张男女应平等、平权。

针对主流社会中“夫为妇纲”的思想，明末思想家李贽认为夫妇
平等是世间平等的基础，“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他批驳

“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观点，认为见识长短不能以性别来区分。
当时的社会礼教要求妇女不离闺房，剥夺了她们学习知识、增长见识
的机会，才使得她们相对男子“见短”。他例举了史上杰出女子的事
迹，指出如果让妇女也有机会学知识广见闻，“恐当世男视之，皆当
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他主张男女婚姻应该打破门第、自由婚
配，同时赞成寡妇改嫁，称赞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自由恋爱。

唐甄 《潜书》 说：“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
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均平、平等是天地间的准则，
是百姓安乐、社会和谐的基础。无论政治家、思想家基于经世致用而
提出的一系列平等主张与措施，还是底层民众反抗压迫的政治诉求与
抗争口号，以及基于“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康有为

《大同书》） 的大同理想，这些都是我们建设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宝贵思想资源。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浙江金华英达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 拉萨社区居民表演舞蹈“幸福拉萨”

开栏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
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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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礼仪、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秀
传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中国历史上，因家风清廉质朴、善良守
信、进取有为而赢得赞誉的名人不胜枚
举。从本期起，我们推出“历史名人的家
训”专栏，邀请专家撰稿，讲述历史上的
家风故事，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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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故事

“文章太守”怎成“风流太守”？
杨立新

平等：平权天赋 普同一等
李飞跃

古代的“平
等”与“平均”
含义相近，后来
多指人们平等享
有社会权益，平
等 履 行 社 会 义
务，以及人与人
之间平等相待。
我国古代的平等
思想观念，既包
括统治阶级中有
识之士基于经世
致 用 的 平 等 设
计，也包括劳苦
大 众 在 摆 脱 剥
削、反抗压迫中
提出的平等主张
和口号。人无贵
贱、刑无等级、
男女平权等观念
早已深入人心，
成为我们今天建
构理想社会的宝
贵思想资源基本
价值取向。

竞技场上奋力拼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