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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板桥林氏是清至民国时期海峡两岸很有影响
力的家族之一。林家祖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白石堡
（今漳州龙海市角美杨厝村），其迁台始祖为林应寅，
于清乾隆后期携子林平侯赴台谋生。林应寅以授馆为
业，其子林平侯从米业经营起家，涉足土地开垦、盐
务、货运等多个领域，经过三代人持续经营，遂富甲
一方。晚清以来，林氏族人恪守祖训，以林维源、林
尔嘉为代表，深深参与到台海两岸乃至近代中国的社
会变革之中，极大地推进了两岸的社会经济发展，其
影响延绵至今。
“饮水本思源”其实并非林家正式的家训，它源自

林家的五个商号。林家自林平侯在台湾起家后，奠定
了家族的基业。林平侯有子五人，因此将家业分为五
记，分别命名为“饮”记、“水”记、“本”记、“思”
记、“源”记，交予五子经营，合称“饮水本思源”，
其中分得“本”“源”两部分的林国华与林国芳为同母
兄弟，将其商记合并为“林本源”，并将其发扬光大，
成为板桥林氏的主要代表。
“饮水本思源”虽非正式家训，但从林家五记商号

的命名来看，林平侯毫无疑问是希望后世子孙能追本
溯源，往小的层面说是要回报家族，光宗耀祖；往大
的层面说则是要回馈桑梓，造福社会，报效国家，两
个层面相伴相生，互为因果。林氏后人，也正是在这
两个层面上奋力而为，从而造就了板桥林氏家族的历
史地位。

林氏起家于米粮贸易，米粮在当时恰又是台海两
岸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可以说正是台米陆运的大环
境造就了林氏家族的兴起。因此，林氏在起家后，颇
注重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大力参与置义田、设义学
等事务以教养族人；捐修文庙、贡院、书院、义仓，
以赈学济贫。《台湾通史》记载：“平侯既富，念故乡
族人贫苦，仿范仲淹义庄之法，置良田以为教养费，
复捐学租，倡修淡水文庙及海东书院。”这里提及的义
庄即位于福建龙海林氏故乡的“永泽堂林氏义庄”，设
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历两年而成，道光元年
（1821年）开始办理赡赈，至1937年终，历时长达116
年，由林氏家族四代人合力完成，堪称中国近代慈善
史上的一大壮举。林平侯以下，林氏后人多以“义
举”闻名，如《淡水厅志》即称赞其子林国华“家巨
富而义举有难枚数”，林国华之子林维让，积极斡旋于
台湾的泉、漳两大族群之间，化解矛盾，促成玉帛，
史籍赞其“可谓富而好礼且好义者也”。

林氏在台第四代恰逢清代台湾大开发和发展之
际。1885年台湾设省，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建设，这其中即有林氏后人的很大贡献。刘
铭传到台后，礼请林家在台第四代代表人物林维源
（林国芳之子）为全台抚垦总局帮办，对台湾进行全面
开发。林维源勤于政事，不避嫌疑，以身倡导，在土
地抚垦和田赋清理等方面为清政府管理台湾立下了汗
马功劳。清政府于1888年对其进行嘉奖，称其“倡首
襄功，不避嫌怨，民间称便，克竟全功”，今人更是称
其“与台湾的近代化运动息息相关”。

甲午战争爆发后，林维源受命为督办全台团防大
臣，积极参与整武备战。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后，身
为台湾近代化事业缔造者之一的林维源愤然举家内
渡，定居在厦门鼓浪屿，直至去世。其子林尔嘉也随
父内迁，他更是秉承祖训，积极参与近代厦门的地方
建设，给这座小岛的近代化留下了很深的烙印。1904
年林尔嘉曾奉召入京条陈新政利弊，在担任厦门商务
总理期间，主持制定各种便民规章，推动厦门对外贸
易。他同时还以敏锐的目光，开风气之先，投资厦门
近代公用事业，如电灯、电话等。

回望过去可以看到，在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中，秉
承“饮水本思源”的家训，台湾板桥林氏族人积极投
身于家族慈善、地方公益、社会与国家事务之中，并
借助上述活动使家族事业获得进一步发展，成为台海
两岸的世家名族，可谓“义利兼行”，并而不悖。也
许，这正是当初林氏先辈设立这一家训的深远用意。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在我国旅游景区中，有许多冠以“第一”的景
点，诸如“第一山”“第一泉”“第一关”等等。然
而，对于一些镌刻在碑石、摩崖或匾额上的此类文
字，很多游客却是想说“第一”不容易。

在云南石林有一处人气最旺的所在，可见一块笔
直高耸的巨石巍立云表，上面凿刻着“天下弟一奇
观”六个大字。很多游客对其中的“弟”字感到莫名
其妙。

“天下弟一奇观”是1936年由时任云南省民政厅厅
长张维翰题写。坊间对这个“弟”字有多种说法，其
中流传最广的一则认为：岩溶地貌真正的天下第一奇
观在原南斯拉夫，石林只能屈居小弟，故书写者改
“第”为“弟”。

大家知道，岩溶地貌又称喀斯特地貌。“喀斯特”
（Karst）是原南斯拉夫（现斯洛文尼亚）石灰岩高原的
地名，因那里有发育典型的岩溶地貌，故以“喀斯
特”一词作为岩溶地貌的代称。而我国是世界上对喀
斯特地貌记述和研究最早的国家，且喀斯特地貌分布
之广，类型之多，举世罕见，并不亚于原南斯拉夫，
故早在 1966年我国第二次喀斯特学术会上，就已将
“喀斯特”一词改称为“岩溶”。

其实，“天下弟一奇观”者，“天下第一奇观”
也。“弟”为“第”的古本字，“第”是后起字。《说文
解字》中，有“弟”而无“第”，东汉许慎解释为：
“弟，韦束之次弟也。”“韦”即熟牛皮，意思是用牛皮
缠绕的次序。下为“弟”的字形演变。从其甲骨文、
金文的字形可以看出，“弟”是用绳带依次缠绕戈戟手
柄的形象。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以上是“第”的古字使用。另外，古人在书写
时，还常将“第”的竹字头写成草字头。如在“两京
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山海关东门箭楼
上，悬有一块“天下第一关”巨匾，其中的“第”字

就写成了“苐”。当地导游解释说，这是因为明代的开
国皇帝朱元璋是个草根皇帝。

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匾额

在过去，一些竹字头的字通常可以写成草字头。
如：等、笔、答、箱、節（节）、篇、笃、简等。古代
碑帖里，“苐”字这种写法非常普遍，在隶、楷、行、
草诸体中都有使用。下面的例字均为明代以前书家所
书，显然与朱元璋是不是草根皇帝没有关系。试想，
如果“天下第一关”书写者真的胆敢隐射朱皇帝的
话，那就有10个脑袋也要搬家的，恐怕此匾也早就焚
毁无存了。

“天下第一关”笔势遒健，气象恢弘，与山海关险
峻的箭楼及关隘相映取势，只是无款无题。对于这五
字究竟为何人所书，500年来，始终是聚讼纷纭。或指
为明代奸相严嵩所书，或认为系山海卫人、进士萧显
所题。因二人书法传世极少，难以参比，故长期未有
定论。近年又有人根据 1934年出版的《榆关抗日战
史》和日本人提供的上世纪30年代“天下第一关”照
片，认为日军已将严嵩所题木匾劫送东京，现悬挂于
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匾额乃萧显所书，并称：“幸
运的是，留守的是忠臣萧显，远出国门的是首奸严嵩
的木匾”云云。不过我觉得还是不要遽下断语为好，
因为从目前流传下来的明确为严嵩所题的坊额、牌匾
来看，倒是与 “天下第一关”的书风颇合符契。

严嵩的书法圭角外露，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骄矜霸
悍之势，绝非一般馆阁体书家所能企及。据说清朝顺
天府贡院悬有一块严嵩题写的“至公堂”匾额，乾隆
皇帝甚觉不妥，便命满朝书法出色的官员试写这三个
大字，自己也私下里写过无数遍，最后竟发现都不如
严嵩的字，于是只得让这个大奸臣题写的匾额留在了
原处。对此，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家康殷先生曾
说：“你可以怀疑是否某忠臣的墨迹，却罕闻有怀疑某
奸佞墨迹的事。譬如说某人如何美如何好，因未必尽
然，可以信三分。但是，如果说是大奸臣严嵩写的，
你得信九分。如果不是，早有英雄豪杰夺名而去了。”

□ 历史名人的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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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信之风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文化中，诚信之风久矣，可谓源远流长，影响深
远。

我国历史文献中，诚信一词很早就被使用。儒家经典《礼记》中说：“是
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表示有德能的人祭祀，是为了表达他
的诚信、忠心和敬仰。在史书中经常可见以诚信一词来形容一人的品行，比
如《北齐书?尧雄传》中形容尧雄：“雄虽武将，而性质宽厚，治民颇有诚
信。”

我国思想文化中，诚信思想历来广受推崇。《易传》里说：“佑者助也。
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这里的信就是诚实守信的意思，可
简单解释为顺道、诚信才会得天与人相助。孔子将“信”列入“恭、宽、
信、敏、惠”的五德之一，指出“信则人任”；孟子则提出“父子有亲，君臣
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儒家“五伦”；后来董仲舒提出
“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影响中国文化上千年的五常中，信也被列在其中。
可见信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中的核心元素。

儒家之外，先秦时期的名著《管子》里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结就
是关键的意思，因此这句话就是说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反映出对诚
信的极大推崇。

诚意正心，信守家国
熊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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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用词从来都微言大义，从不乱用，对于诚信
之德，用的是守诚信的守字。何为守？“守”即遵守、奉
行，《吕氏春秋?察今》中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
弗变则悖”；也有坚持、保持之意，《资治通鉴》说“犹
守义不辱”；更是一种守护，守护得来不易的诚信之名，
守护个人、社会与国家的诚信之德。

首先是个人要守诚信。“人无信不立”“修身则道
立”，中国传统道德讲究的“仁义礼智信”，是我国古代
思想家对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的总结，是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其中“信”在当今更加具有
现实意义，个人信用如果破产，就意味着寸步难行。而
与人交往和做事，都应该诚实忠信，守时重承诺，不失
信于人，这样才能朋友越来越多，路越走越宽。

其次社会要守诚信。在现代社会，诚信不仅仅是个
人品德问题，也构成现代社会合作和社会生活的伦理基

础，如果缺乏诚信，社会就会失序。当今社会出现的许
多问题都和诚信之德不彰有关，比如老人倒了不敢扶；
买卖假货、盗版猖獗；学术造假，学历造假等，都造成
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社会的诚信当然也是由作为
社会人的每个人来维护的，无论做何职业，无论在何行
业，都应该信守行业道德。古人早就说过：“非诚贾不得
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
士不得立于朝。”诚信是是社会稳定、繁荣发展的重要基
石，需要全社会共同倡导诚信之德，共同守护。

最后国家更要守诚信。要提升政府公信力，就要取
信于民，《吕氏春秋》中说：“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
礼稷不守；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
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2014年 3月 5日，全国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代表团参加全团审
议，提到了“商鞅变法”的典故，总书记表示，八项规
定带有“徙木立信”的作用。这个故事讲的是商鞅变法
之时为取信于民，发布诏令，谁能把木头从南门移到北
门就给予黄金赏赐，并且兑现承诺而取得百姓的信任。
诚信是政治道德的前提，“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
事之本也。”

总之，诚信既是治国为政之本，也是进德修业之
根。守诚信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坚持，《白虎通?情
性》里说：“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中国有着五千
年的灿烂文明与文化，坚守诚信是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
的责任。

（作者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师）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要树立或者发扬诚信之德，首先就必须了解其内涵。
诚信之德的第一层内涵即在于信，首先是言而有

信。《说文解字》里说：“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
即“人言为信”，人能够遵照自己说出的话而行事，可称
为信人。“一诺千金”的成语故事来自于汉代的季布，司
马迁说季布“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可见诚信
之价值。

信也包括言行一致，《中庸》里说：“言顾行，行顾
言。”孔子也曾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信还指真实无伪，程颐
说：“以实之谓信。”一个有“信”德之人，应当是要诚

实可靠，不虚伪的。
诚信之德的第二层内涵是诚，即诚意正心。儒家非

常重视“诚”，《中庸》里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
之道也。”又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
物质之终始，无诚不物。”

诚首先是不自欺。《大学》里直接说：“所谓诚其意
者，毋自欺也。”陆九渊也说：“慎独即不自欺。”所谓君
子闲居独处时，仍保有敬畏之心。我国历史上东汉名臣
杨震的朋友送他黄金，并且说晚上没有人知道，杨震拒
绝时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
呢？”这就是不自欺的君子。

诚还包括不欺人。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
天理之本然也。”程颐对此的论述则更为精细：“学者不
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
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
欺其心而自弄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
怨。”我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博褒姒一笑，而
失信于诸侯导致亡国的故事十分有名，还有小时候就听
过的狼来了的故事，其实都在说欺人者，最终丧失的是
自己的信用。

综合起来看，诚与信本身的含义也是相通的。《说
文解字》里说：“信，诚也。”程颐说：“诚则信矣，信
则诚矣。”可见诚信在于信，也在于诚，诚是信的内在
道德前提，信是诚的外化体现，两者结合即为人之美
德。

� 诚信之德一在于信，二在于诚

� 个人、社会、国家都要守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