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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常州，谈到科名、学术成就，就不
得不提庄氏家族。明清两朝，这个家族举业显
赫，共出进士 35 名，举人 79 名，“兄弟鼎甲”

“同榜三进士”的盛事迭出。庄氏家族绵延不
衰，成就突出，与良好的家训家风分不开。毗
陵庄氏族谱中收录有《鹤溪公遗嘱》《鹤坡公家
训》《声鹤公遗训》《丹吉公家训》《董太夫人家
训》 等家训。这些家训的核心是“读圣贤书，
做豪杰事”。

常州庄氏家族累世科甲，门庭显赫，是依
靠读书获得的。庄氏先祖务过农，做过工，经
过商，直到明弘治九年 （1496） 第四世庄襗考
中进士，这个家族才生了读书求仕的志向。明
万历年间，第八世庄起元和庄廷臣兄弟同时考
中进士，家声大振，一发而不可收。自此以
后，庄氏家族以此为圭臬，子弟教育从娃娃抓
起。庄起元在《鹤坡公家训》中明确提出：“教
子弟，发蒙时最吃紧。”一则帮助子弟从小就建
立良好的阅读习惯；二则人在年幼时，物欲未
染，思想单纯，易受社会不良思想的影响，所
以必须严加训诫，才能敦本务实，有所成就。
第九世庄恒提出 4条训诫为子弟立学之本，“一
曰苦志，二曰积学，三曰虚心，四曰禀命。”为
学要意志坚定，勤学苦读；学问在积累，积累
在读书；为学忌自满自大，要谦虚谨慎；尽心
尽力做好这些事，在科名上能否成功，则听其
自然。

如果以为庄氏家训劝子弟向学，仅是为了
博取功名，那是“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庄绛曾以元代名臣吕思诚的 《戏题》 诗训诫子
弟。吕思诚未显达时，穷困潦倒，作诗明志
曰：“典却春衫办早厨，老妻何必更踌躇。瓶
中有醋堪烧菜，囊里无钱莫买鱼。不敢妄为些
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
第春风到草庐。”表明自己不敢逾矩妄为，只
是因为“曾读数行书”。庄绛称赞说：“此真读
书人语也。若不读书，则骄奢淫佚之事何所不
至？”所以，庄氏家训劝学的目的，还在于要
求子弟锤炼人品，修身齐家。庄起元说：“夫
人安常处顺，循循默默，自是正经道理，至于
遇大变、处大节，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
不肯为，学者有此骨干，有此气岸，才不愧读
圣贤书、做豪杰事，如其不然，庸庸碌碌虚过
一生矣！”

“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肯为”，就
是“做豪杰事”，庄氏子弟在大是大非面前，
也能坚守原则，忠于国家，不辱先祖。明武宗
正德年间宦官刘瑾专擅朝政，庄襗上书弹劾。
明熹宗时期，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以致人们

“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庄廷臣任道台
分守郧阳，地方官吏议建魏忠贤生祠，遭其力
阻。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常州学派开
创者庄存与独辟蹊径，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
引领今文经学的复兴，成为近代康梁维新变法
的思想源头，并由此触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
与观念的转变。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时任
都肃政使的庄蕴宽呈书袁世凯：一请取消洪宪
元年年号；二请撤消大典筹备处；三请取消参
政院。袁世凯暗中派人送去一张 20 万元的支
票，企图笼络收买，庄蕴宽当场撕毁支票。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常州庄氏家族在
中国历史上横跨明清两朝，兴盛繁华达500余年
之久。这恰好证明了良好家训对一个家族兴旺
的重要性。“读圣贤书，做豪杰事”，正是支撑
常州庄氏家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
力量。

（作者为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

华希昆虫博物馆有着众多“之
最”，比如亚洲最大博物馆、70余项
昆虫界世界之最、全球收藏中国蝴
蝶种类最齐全博物馆，等等。

据馆长赵力介绍，作为我国
第一家具备国际一流展示水准的
昆虫博物馆，华希昆虫博物馆拥
有的展出标本2万余件，在亚洲昆
虫博物馆中首屈一指，而馆藏的
57 万余件昆虫标本中，世界之最
就达70余种。

除大量称奇的标本外，华希
昆虫博物馆还拥有庞大的多媒体
电 脑 展 示 系 统 、 昆 虫 电 影 放 映
厅、采用数千只观赏蝶种制作的
蝴蝶树与蝴蝶柱、按照实物等比
精 确 放 大 的 昆 虫 巨 大 仿 真 模 型
等，都是颇具视觉冲击力的现代
化展示设施。许多技术手段在世

界独一无二或与世界顶级昆虫博
物馆接轨。例如 30 倍等比精确放
大，体长 1—3 米却与真实昆虫一
样拥有纤毫毕现细节的昆虫仿真
模型，完全按照国际博物馆展品
标准设计制作，与牛津大学博物
馆、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等知名
博物馆的昆虫模型制作水准相当。

该馆收藏有大量我国各地的
蝴蝶、昆虫标本，其中蝴蝶占我国
已知种类的 95%以上，是国际学术
界公认的全球收藏中国蝴蝶种类
最齐全博物馆。昆虫标本则以观
赏昆虫为主，达数万种。除我国内
地种类，该馆还通过与国外专家的
合作，收集了包括世界最大与最小
的某些昆虫种类、各国评选的国蝶
等来自六大洲 40 余国的名贵蝴蝶
和观赏昆虫数千种。

华希昆虫博物馆里保存的更
多是现代昆虫，金斑喙凤蝶就是其
中的珍品。这种蝴蝶全世界现存
标本极少。英国人最早曾于 1922
年 4 月在广东省连平县采集到 3
只。距此整整60多年后，它才再次
在福建武夷山、广东鼎湖山、海南
尖 峰 岭 等 个 别 原 始 山 地 被 人 见
到。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名录》将它列为与大熊猫同一级别
的保护动物。

赵力透露，该馆尽可能地从科
学和艺术的角度来展示昆虫，希望
观众参观时，能够从这些延续了 4
亿年的物种中，欣赏自然的微观之
美，探索生命本质。赵力说，博物
馆的目标是培养出一批对昆虫有
爱好和兴趣的发烧友，甚至其中一
些人能走上科研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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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的家训

《毗陵庄氏族谱》

走进五彩斑斓的昆虫世界
——记成都华希昆虫博物馆

本报记者 陆培法

金斑喙凤蝶 （雄） 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华希昆虫博物馆藏

华希昆虫博物馆展厅一角

“我的镜头常常是与昆虫平行，甚至是仰视的；我感觉，将自己的镜头和笔平等地投入它们的世界，才能真正

了解他们——地球上的生命，无论是强大还是柔弱，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这是《图文中国昆虫记》一书的开

篇，作者叫赵力，现为成都华希昆虫博物馆馆长。从6岁制作第一个简易的蝴蝶标本，到今天馆藏57万多只昆虫标

本，赵力用自己的痴迷与执著筑起了一座五彩斑斓的昆虫殿堂。

重审传统，发现“故”的意义

回望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之间，就是在“新故相推”
的过程中，不断地转化发展，环环相扣，密不可分。比
如，古人讲“忠”，大多是忠君；而革命文化里的“忠”，
已发展为忠于革命事业；再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为突
出地表现为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随着时代的发
展，“忠”的对象有所变化，“忠”的内涵也在不断与时俱
进，但三者本质上都是爱国主义的体现。

我们常说，杜甫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爱国主
义情怀主要体现在对国家命运、对百姓疾苦的高度关切
上。古人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杜甫的一生沉沦下僚，但一直怀揣着一颗真挚的忧国
忧民之心。宋人曾说杜甫“每饭不忘君”，他经历了唐玄宗
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三个君主，特别是唐玄
宗晚年腐化堕落，最终在安史之乱的硝烟之中断送了大唐
盛世，像这样的皇帝，杜甫仍会说“生逢尧舜君，不忍便
永诀”。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就在杜甫热情歌颂“尧舜
君”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里，他还写下
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批判现实的千古名
句。既然杜甫亲眼目睹并大胆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为
什么还要说“生逢尧舜君”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君主即国家的代表，是理念
性、符号性的存在。正如冯友兰先生在 《中国之社会伦
理》 中云：“臣若无君则即在霍布士 （Hobbes） 所谓天然
状态之内。中国传统底伦理学家之重视君，正与霍布士之
重视国家同一理由。无君则我们不能维持我们的生活。”没
有人不向往美好的生活，没有人不希望生活在繁荣富强的
国家之中，因此没有人不希望拥有圣明的君主。玄宗也
好，肃宗也好，代宗也好，他们都是在某一历史时期成为
了这个符号的人，所有成为了这个符号的人，都理所应当
地通过践履而无限接近君主的理念；即便最终不尽如人
意，也无损于君主这个理念的神圣与崇高，不影响臣子乃
至百姓们对君主这个理念的敬意，不影响对君主所代表的
国家的热爱。与此同时，臣子们或直言进谏，或讽谕悟
主，都是为着现实中不尽如人意的君主能够有所觉悟，并
期待他成为尧、舜一样的明君，使得人们对君主这个理念

的崇敬在现实之中得以落实、有所寄托。要言之，致君尧
舜、忠君爱国是目的，是古人理想之所在；而批判现实、
谏言悟主是手段，是实现理想的必然之路。由此可知，杜
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自然是不可或缺
的，而对“尧舜君”的憧憬，对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
的期待同样重要。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的引领、没有对光明
前途的展望，一味地揭露与批判，必然导致虚无而迷失方
向，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借鉴传统，凝聚“新”的力量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古人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

义”。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
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
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
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
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比照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
“哀”，是“发乎情”；“生逢尧舜君”是“不伤”，是“止乎
礼义”。杜甫之所以能“哀”，能“发乎情”，就是出于对国
家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之所以能“不伤”，能“止乎礼
义”，也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二者本质相
同，施之文艺作品中则能各尽其用。在著名的“三吏三

别”中，杜甫也贯彻了这个创作原则。如 《新婚别》 中，
用新婚妻子的口吻，抒发对从军丈夫的无限思念，以“嫁
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
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数语，揭示了国家的危乱给百姓
造成的巨大苦痛，但杜甫并未一味抒写愁怨，更以“誓欲
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数句，
展现妻子深明大义、心系国家的一面，不觉振起读者的精
神与意志。又如《新安吏》云：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
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
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
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
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
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
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在安史之乱中，唐王朝无休止的征兵给人民带来了
巨大痛苦。这首诗中，杜甫客观地记录下征尽了成年男
子又征召未成年男子入伍，家家痛哭、哀哀无告的场
景。值得注意的是，自“我军取相州”以下，杜甫转而
描绘前线的形势、劳役的轻松，用来劝慰身逢乱世、骨
肉生离的百姓们。至“况乃王师顺”4 句，又言唐王朝军
队纪律严明，特别点出统帅郭子仪仁爱有加，一定会像
父亲、像兄长一样，照料好那些少小离家的孩子们。纵
观全诗，前半直叙朝廷征兵之严苛、百姓不堪之苦痛，
为此杜甫给予了深切同情。但诗歌并未止于此，杜甫超
越了个人的情感，站在国家的角度上，用真挚朴实的语
言，为百姓们讲述前线的形势、王师的正义与统帅的仁
爱，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百姓们的情绪，不仅让百姓们
看到了自家孩子的希望，也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坚定了
对国家美好前途的信心。

透过1000多年前伟大诗人杜甫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他的
不朽作品，我们深切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永恒的思想
价值和艺术价值，深切感到伟大的文艺作品必然饱含着

“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而这源
于创作者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如果说杜诗是中华
传统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那么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一定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新故
相推，日生不滞”，创造出无愧于历史的时代经典。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文学博士）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新故相推”：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孙羽津

□文化传统与文化自信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400年

前，明代思想家王夫之用这句话高度

概括了事物发展运行的客观规律；在

刚刚迎来的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

又将这句引入新年贺词，引领我们总

结过去、展望未来。

细细领会这句话的含义，“新”

与“故”被放在对等的位置，着眼点

是“推”“生”和“不滞”。这启示我

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上，尊重传统与改革创新同等重要，

既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归根结底

是在“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

的文化养分”的基础上向前看，是在

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向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