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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发展应当且必然是多方面、立体式的，不
光要有经济实力的增长、政治制度的完善，还要挺起文化
的“精神脊梁”。文化自觉，指民族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
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
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
当。文化自觉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
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文化自强是立足
自己的实际，依靠自己的力量，突出自己的特色，走自己
的文化发展道路，使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创
造力、竞争力，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同推

进，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
无论是文化自卑还是文化自大，都是文化不成熟、不

自觉、不自强的表现，都无益于文化的良性建构和健康发
展。克骄妨矜、格局远望、守正创新，彰显文化主体性，
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或完全坚守传统文化，到既理性回归
传统又广泛开放传统的转变，从完全排斥西方文化或完全
倒向西方文化，到甄别与引进以及平衡与整合的转变，才
能实现文化自救，走向文化自觉、文化自强。

当时的诸多志士仁人，不管处江湖之远，或居庙堂之
高，都试图反思文化自卑、文化自谴、文化自大、文化自

闭诸向度的流弊，探寻文化自觉与自强之道。例如，时贤
梁启超着眼于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疾呼改造国民
性，力图塑造中国少年和少年中国，提出系统的新民思想，以

“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为己任，通过办报纸、撰文章、开
讲座，致力于以人的近代化为主旨的思想启蒙工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新文化，从根本上实现了中华文化的返本开新和浴
火重生。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
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
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
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作者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配件均来自网络）

紫砂壶是中国特有的集诗词、绘画、雕刻、手工制造
于一体的陶土工艺品，紫砂壶是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完美结
合体，再加上紫砂壶泡茶的妙处以及茶禅一味的文化底
韵，综合赋予了紫砂高贵典雅的品质。

紫砂艺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分别在太湖西岸的泾
溪与箬溪流域，滋养出了宜兴紫砂与长兴紫砂这两朵奇
葩。其中，长兴因悠久的紫砂陶器制作历史、丰富的紫砂
矿产资源、深厚的茶文化积淀与精湛的紫砂工艺而与宜兴
这朵“姐妹花”并蒂同芳。

长兴地处杭嘉湖平原西北部，长江三角洲腹地，苏浙
皖三省交界。东临太湖，西倚天目，山水清远，四季宜
人。追溯长兴制陶的历史，可从和平狮子山、林城江家
山、雉城台基山等新石器遗址出土的夹砂腰沿釜、红衣陶
豆、夹砂陶鼎、黑衣陶杯、泥质陶罐等陶器中管窥端倪。
林城龙山窑址时间跨越晚商至战国，在环太湖地区最早发
现了这里烧制的西周印纹硬陶礼器。林城方山窑汉时“千
户烟灶万户丁”，唐宋窑业几乎遍布长兴每一座陇岗，小浦
光耀一带更是龙窑密布。至北宋时期长兴即与宜兴齐名，
人称“南窑北陶”。宋以后，宜兴既在日用陶瓷产品上发
力，又在紫砂工艺方面攻坚克难，进而打拼出具有相当规
模和影响力的紫砂业；长兴紫砂一直在缸罐等日用陶瓷的
打磨中用劲，艺匠们的紫砂情缘为长兴人柴米油盐的生活

增添了无穷滋味。
长兴紫砂矿产资源与宜兴一脉相连，东起黄龙山，西

至五通山，以光耀、合溪、白岘矿为最，量大质优。这些
地方出产的紫砂泥，因其色紫而不姹、红而不嫣、绿而不
嫩、黄而不娇、灰而不暗、黑而不墨被奉为上品。据载历
史上宜兴紫砂原料许多也是来自长兴。长兴水口乡顾渚村
有两宝：其一是当地出产的色泽带紫、其形如笋的紫笋
茶，茶圣陆羽 《茶经》 中言之“野者上、紫者上、笋者
上”；其二是有着“碧泉涌沙，璨若金星”之誉的金沙泉，

《品茗》说“金沙水泡紫笋茶得全功”。沉睡于山体的冰冷
紫砂矿泥，经过茶香的熏陶洗礼，在长兴紫砂艺人手里

“脱胎换骨”，并成就了其与众不同的闲雅、端庄、自然、
质朴、内敛、温和、敦厚的个性，紫砂壶因而被列为“世
间茶具之首”。好茶配好水，再加上好器物，紫笋茶、金沙
泉、紫砂壶，成为今日长兴“品茗三绝”。

通常的说法，紫砂壶的始作俑者是明人供春。民间有
一传说：供春在金沙寺做伺读书童时，偶遇老僧制壶，忽
然间来了灵感。于是，私下里挖缸中沉泥来仿，以寺旁古
银杏树瘤为参照元素，捏制成带花纹的泥壶，即为供春
壶。无独有偶，长兴水口乡迄今还保存着金山、金山村的
地名，金山西南侧古寺院也有旧址遗存。

紫泥是长兴制作紫砂器物得天独厚的原料，天然俱备

了制陶所必须的
化学成分及矿物
质。长兴紫砂挑
选泥料、制作工
艺和使用十分讲
究。开采出的泥
料需经露天摊晒
松散，将其粉碎筛选出泥灰，再搅拌、处理后形成制坯用
的熟泥。除所用水质要求极高外，工艺流传也格外繁复与
严密，打泥片、打泥条、打上身筒、打上身筒封口、开
口、理身筒、弯銴、围身筒、装銴、装嘴、做盖、成型打
印等，环环相扣，一丝不苟。

上世纪50年代，宜兴的谈寅媛和制壶名家蒋蓉的两个
弟弟蒋淦春、蒋淦勤以及邵大亨的后代邵全章，先后移居
长兴，为长兴艺术紫砂带来重要的影响。凭借着历史机缘
以及悠久工艺传统，长兴紫砂实现了由日用器物向优雅壶
艺的华丽转身。其中，蒋氏家族以坯为纸，描绘眼中的万
千世界；吴氏兄弟吴宝根、吴宝华勇于探索紫砂材质与形
制的极限；而邵全章之媳王平一的高徒叶亚琴，则创造性
地将科学与艺术融为一体，制作出象征长兴地质符号的

“金钉子壶”。有这样一批又一批精益求精的紫砂艺人的不
懈努力，长兴和宜兴联袂为茶艺奉献出美妙体验。

如果去山西旅行，晋商大院是必定要去
的，祁县乔家大院即是代表之一。进到乔家大
院，人们便会看到一个“百寿图”照壁，照壁
两侧镌刻有“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
章”的楹联，意为引导人的欲望以达公理，积
蓄道德而有礼法。此联原为晚清中兴名臣左宗
棠拜访乔致庸时题赠，既是对乔家家风的赞
誉，也道出了乔家家训的内涵与精髓。

乔致庸 （1818年—1907年），乔家第一代当
家人乔贵发的孙子，正是在他的努力经营下，
乔家生意日渐兴隆，达至鼎盛，曾有“先有复
盛公 （乔家商号），后有包头城”的说法，所属
商号、票号遍布各地。能有此成就自然离不开
乔家“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的
家训家风。

乔致庸治家甚严，他除以 《朱子治家格
言》 为准则规范子孙日常行为，还在祖训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家规，拟定六不准：不准纳妾、
不准虐仆、不准嫖妓、不准吸毒、不准赌博、
不准酗酒。身为商人家族，他经常告诫子孙：
经商首重信，次重义，最后才是利，且须戒
骄、戒贪、戒懒。乔致庸晚年对孙子乔映霞维
护家族繁荣寄予厚望，常教诲他唯无私才可讼
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对其立身行事产生
了很深影响。乔映霞成为乔家掌门人后，更是
严格恪守家训家规，治家以严，经商以信。

乔致庸树立的家训家规，乔家子孙基本都
能够严格遵守；而其最主要的影响还是体现在
他们于商业经营活动中坚持以信为本、以义取
信。清末某年山西粮油欠收致油价上涨，乔家
复盛油坊从包头调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
然经手伙计却暗中往油里掺假、以次充好牟取
暴利。此事被掌柜发觉，立即追回假油，重新
灌装好油销售，并开除涉事伙计。虽然此次油
市贸易中乔家蒙受损失，却赢得客户信赖与赞
誉。商品交易中常有不法商贩缺斤短两，坑蒙
客户，然乔家商号所售商品不仅未有短缺，有
时实际重量还会多一些。在包头，乔家复字商
号卖一斤面粉实则一斤一两，一下吸引住客
户，进而掌控了包头的面粉市场，同时也留下
乔家复字号“大斗卖出”的美誉。

乔家对建立有相互业务往来商号的“相
与”十分慎重，然一旦确立则善始善终，示以
宽厚仁义。20世纪20年代初，乔家在包头的某

“相与”生意亏损，其东家欠乔家复字号数万两
白银无力偿还。而乔家当家人乔映霞却将欠款
一笔勾销，他认为，与其花钱打官司逼债，不
如花钱买个厚道，加深交情。实际上，这些欠
债者为维护自家商号声誉，一旦境况有所好
转，便会陆续偿还欠款。而乔家的信义之举也
赢得了更多客户，各商家都愿意与之往来生意。

1930 年中原大战，山西军阀阎锡山败北，
致使山西自己发行的“晋钞”大幅贬值，几成
废纸。此种境况下，乔家大德通票号并未想着
发战争财，而是把历年公积金拿出来按照新的
币值兑换给要取款的储户，由此造成 30万两白
银的亏空。对此，乔映霞曾讲到，即使大德通
因此倒闭也不至于让自己人沦落到衣食无着的
地步，但对储户来说则会威胁到他们的身家性
命；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有人估计，至清末，乔家在全国各地的票
号、钱庄、当铺、粮店等有200多处，流动资金
多至700万—1000万两，加之不动产，资产可达
数千万两白银。自光绪以后，清朝诸多朝廷要
员、封疆大吏，山西本省各级官员多与乔家有
过交往。足见乔家富甲一方，影响深远。而其
家族事业能延续200余年，除历代掌门人苦心经
营外，则与其家规正人、家风兴业的良好家训
家风密不可分。

（作者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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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名人的家训

老外学京剧老外学京剧

□ 文化传统与文化自信

匹夫之责：文化自省与自救
代玉启

晚清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
了中国的大门，造成了“三千年未有
之变局”（李鸿章语）。欧风美雨的强
劲到来，使国人的精神家园处于风雨
飘摇当中。许多思想家陷入纷争、迷
茫、焦虑、困顿，不知何去何从，引
发文化认同危机。伴随着国运沉浮、
民族兴衰，在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
上，不时出现“自卑自谴”和“自大
自闭”两种倾向，对文化和经济社会
发展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面对这
一状况，是否能够实现文化自省与自
救，是衡量文化自觉与自信程度的重
要标尺。

法国汉学家拉库伯 1894 年出版 《中国古文化西源
说》，影响颇大，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对此深信不疑，并运
用自己熟谙的文字音韵学和古史知识，从古迹、古籍中
寻求佐证以附和之。在当时的语境中，“文化落后→制度
落后→国力贫弱”成为部分思想家探究中国落后的基本
逻辑，以至于胡适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
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
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

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这是“西方中心论”“全盘西
化论”的典型表现。

学者潘光旦在国外研修优生学，曾致信好友闻一多
谈及中国人的生育意识。闻一多用激烈的言辞复信明确
指出：“倘你借了西方的理论，来证明我们中国人种上的
劣，我将想办法买手枪。你甫一回国，我亲手打死你。”

正如无法抓着头发将自己从大地上提起来一样，我们
也无法脱离身处其中的文化背景。我们踏着历史的河流而

来，传统文化在每个人身上打着深深的烙印。数典忘祖、
蔑视传统、一味丑化民族文化的做法，有百害而无一利，
造成普遍的文化焦虑和文化自卑。对于本民族文化无知、
隔阂、冷漠的人，无法担负起接续文化传统、光大民族精
神的职责。如果不审慎体察近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中
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西方近代文化的精神实质，不戒除文
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盲目照搬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
文化样式，不切实际地提倡西方的民主、自由等观念，鼓
吹所谓“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的“社会平等”，对国家和社
会可能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鲁迅曾多次提醒大众，要警
惕“人丧其我”“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的
局面。

❶ 反省文化自卑、自谴心态

关于近代文化发展的态势与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文化
自负，由“西方中心论”跳到“东方中心论”。在中国历
史的长河中，古人逐渐形成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
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散发出历久弥新的精神
魅力。但与此同时，我国自古以来极重华夷之别，而二者
区别之根本不在其他而在文化，故有“华夷之别，在于文
野”之说，由此形成历史上始终以华夏文化为最高文明范
式的文化观，形成一种正统、自大、自闭的文化精神。

这种观念在明清之际发展至极，表现出对外来文化贬
抑拒斥的虚骄自大心理，对域外文化、科技等多以“外夷
异说”“巧技淫艺”定位，痛斥深拒之。即使作为代表当

时先进思想潮流的洋务运动主导者和参与者，为抵御顽固
守旧派的攻击和责难，提出的口号也是“师夷长技以制
夷”。当时有人批判试图翻译西学的学者“不思古帝王大
经大法所在，而不知彼之妖妄怪诞，所当深恶痛绝者，正
在此也。”“惟天地开辟以来，而中国之教自伏羲以迄周
孔，传心有要，阐道有宗，天人之理，发泄尽矣，无容以
异说参矣。”这些论调明显表现出华夏文化正统、自足的
偏狭之见。

全面而理性地认识“西学中源”“中体西用”论，摒
弃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是反思文化定位、寻求文化自救
的题中应有之义。

❷ 反省文化自大、自闭倾向

❸ 倡导文化自觉、自强之道❸ 倡导文化自觉、自强之道

□ 中国民间工艺

长兴紫砂：紫玉金砂妙手得
王锦强 覃 奕

金钉子壶 叶亚琴制

安塞腰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