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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每逢佳节被催婚
□马海霞 文/图

———读韩升《良训传家：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

好家训是一生的正能量

■家庭相册

□钟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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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才录 文/图

红条子压岁钱
我小时候， 父亲在村小学当

民办教师。 每到年底， 父亲去村
委会领工资时， 村会计总是先打
一张白纸条子给父亲， 说等日后
村集体有了钱再兑付现金 。 因
此， 每年除夕夜长辈给孩子压岁
钱时， 父亲就如法炮制也打纸条
子给我们， 不过不是白纸条子，
而是红纸条子。 父亲用他娟秀的
小楷， 在一张张剪裁齐整的红纸
条上工工整整地写： 压岁钱， ×
元， 落款签上父亲的大名。 就这
样， 我们每个小孩子人手一张红
条子 ， 等村集体兑给了父亲工
资， 父亲再把他给我们打的红条
子 “变现”。

后来， 我们上了小学， 家里
的经济条件也改善了许多， 父母
手里有了些许余钱。 但每年的除
夕夜， 父亲依然给我们打红条子
充当压岁钱。 我们都感到很不理
解， 纷纷向父亲抗议： “咱家都
有钱了， 为什么给压岁钱还要打
红条子 ？” 父亲孔乙己式地说 ：
“红条子， 非钱乎？ 是钱也。 再
者， 爸爸又何时欠过你们的压岁
钱？ 不过是先替你们保管而已，
防止你们乱花钱。”

父亲这样一说， 我们就不再
吭声了。 的确， 每当父亲把红条
子给我们兑换成现金后， 我们就
直奔商店里乱买一气， 吃的、 喝
的、 玩的， 该买的、 不该买的，
买回来一大堆儿。 而很多买回来
的东西， 我们只玩了几天便丢弃
在角落里， 压岁钱没两天便花个
精光。 父亲对我们说： “红条子
你们一定要保管好， 以后你们谁
想买什么东西， 都必须要先向爸
爸或妈妈打申请报告， 爸爸妈妈
批准了才能兑钱给你们 。” 呀 ，
爸爸这是要给我们的压岁钱戴上
一个 “紧箍咒” 啊！ 虽然我们心

里一百个不乐意， 但人小言微只
能乖乖就范。

父亲宣布 “压岁钱使用规
定” 不久， 哥哥就率先打申请报
告给父亲： “爸爸， 我想买一条
皮筋做把弹弓打鸟玩儿……支取
现金 ： 0.50元 。” 父亲扫了一眼
哥哥的申请报告， 马上批复道：
“鸟儿是人类的朋友， 不能乱打。
而且， 玩弹弓也很危险。 因此，
报告驳回。” 哥哥垂头丧气地噘
着嘴巴走了。 又过了些日子， 我
也打申请报告给父亲： “爸爸，
我在镇上书店看到了一本 《格林
童话》， 随手翻看了几页， 觉得
里面的童话故事很美， 我想买回
来在家里慢慢看……书的价格：
1.50元。” 爸爸看过我的报告后，
想都没想就提笔批复道： “书是
人类进步的阶梯， 爱读书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 ， 爸爸妈妈都支持
你 ！” 父亲很爽快地兑了1.50元
现金给我， 我马上跑去书店抱回
了我梦寐以求的那本 《格林童
话》。 后来 ， 我渐 渐 发 现 ： 只
要 我 们 把 压 岁 钱 花 在 了 与 读
书 和 学 习 有 关 的 事 情 上 ， 父
亲都会格外大方地予以支持；
若是把压岁钱花在了买玩具和零
食上， 父亲就会极力反对。 为了
不让我们手里的红条子真的变成
一张废纸， 因此我们少年时代的
压岁钱基本上都花在了读书和学
习上。

一晃儿， 三十多年过去了。
人届中年的我 ， 在每年的除夕
夜， 都会想起父亲在除夕夜里坐
在桌边认真给我们打红条子压岁
钱的情景。 父亲的 “红条子压岁
钱”， 不仅让我们学会了如何管
控自己的欲望和管理自己的金
钱， 还懂得了要把有限的钱花在
刀刃上， 不能浪费。

“人必有家 ， 家必有训 ” 。
家训又叫家规 、 家戒 、 家约 ，
是指族中长辈对子孙的垂诫与
训示。 中国人的家训智慧源远
流长， 从古至今都是作为培养
道德情操、 规范行为举止的有
效方式。 由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出版的韩升教授 《良训
传家 ： 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
承》 一书， 选取中国历史上的
名人事迹和典故， 通过自己的
历史研究展示诸家家训之精
髓； 用中国家规生动讲述中国
故事、 传承中国文化， 引人深
思 ， 有利于读者从中汲取智
慧、 涵养家风、 养护心灵。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 是国
家的基础 。 只有这个基础稳
固， 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文化
才能传承下去。 因此， 非常有
必要将传统家训家风中的优秀
部分进行创造性转化， 用于我
们当今社会。

作者身为复旦大学历史系
教授， 先后在央视百家讲坛开
讲 《盛唐的背影 》 《寻找曹
操 》 《中华家训 》 等系列节
目 ， 长期关注我国的教育体
制， 他主张现代教育应从中国
古代传统文化， 尤其要从家训
家教中获得启示。 他认为家训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
重视家法与国法、 和睦乡邻与
宗族 、 孝敬父母 、 诗礼传家 、

修身齐家等观念， 均在家训中
体现得淋漓尽致 。 而且家训
不是用来对外吹嘘和自我标
榜的东西， 它们只在家族内部
传承， 融合了社会行为准则和
家族处世经验 ， 少有大话虚
饰， 语言朴实、 寓意深刻、 寄
望殷殷。

韩升教授的专业是中国古
代史 ， 在长期从事历史研究
中， 丰富的历史记载以及后世
的诸多家族文献给了他重要的
启示。 他系统爬梳了传世的重
要家训以及部分现存的家谱资
料， 结合相关世家大族的文献
记载， 将家训的内容融入历史
情境中， 用历史事实与家训内
容相印证 ， 写作了 《良训传
家 ： 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 》
一书。 全书跳脱出以个别古代
家训为主的说教式或释读式模
式， 而将中国古代家训中的精
髓提炼出来， 将重要的家训内
容与历史人物 、 典故融为一
体， 点面结合、 寓理于情， 让
人读起来亲切踏实。

我国古代的家训文化起源
甚早， 周公首开中国家训的先
河， 他的 《诫伯禽书》 就是先
秦家训的代表作。 孔子看见经
过庭院的儿子孔鲤， 问他 “学
诗乎 ” “学礼乎 ”， 并告诫他
“不学诗无以言 ” “不学礼无
以 立 ” 。 三 国 时 期 诸 葛 亮 的

《诫子书》 倡导 “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 非淡泊
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宋 朝 史 学 家 司 马 光 《家 范 》
云 ： “为人母者 ， 不患不慈 ，
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爱而
不教 ， 使沦于不肖 ， 陷于大
恶 ， 入于刑辟 ， 归于乱亡 ” 。
清朝宰相张英在家书中写道 ：
“一纸书来只为墙 ， 让他三尺
又何妨 ？” 在书中 ， 作者还列
举了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对后代
的遗训、 汉武帝朝权臣霍光家
族的覆灭、 “关西孔子” 杨震
的家族兴盛等等。

韩升对此的总结是， 我们
的家训经过了千百年实践的检
验 ， 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
人。 历史上存在的许多名门望
族， 子孙兴、 人才辈出的重要
原因之一 ， 便是家风正家训
好 。 和平年代讲 “仁义礼智
信 ”， 外敌入侵时讲 “精忠报
国 ” ， 为人一生 ， 坦坦荡荡 ，
“仰不愧于天 ， 俯不怍于人 ”，
清风明月， 屹立苍穹。

“吾家风教 ， 素为整密 。”
古代家训的内容十分丰富， 一
则家训就是一段历史。 这些家
规、 家训、 家范蕴含着许多为
人处世 、 待人接物 、 读书治
学、 立身成才之道， 是中国人
美好品质的凝聚， 值得世人尊
敬和景仰。

走着走着就大了， 星光都淡
了， 过了三十依然单身， 自己也
慌乱了。 二十多岁被催婚， 那都
不是事儿 ， 你说你的 ， 我听我
的， 说完听完该干啥干啥， 青春
尚早， 时间尚多。

三十岁以后事态急转， 蓦然
回首， 当年追赶在身后的 “接盘
侠” 都已为人父， 同龄的单身异
性， 条件好者瞧不上我， 条件差
的， 我看不上， 高不成低不就，
自己心里忽然没底了。

家人亲朋也知情况不妙， 加
紧催婚的步伐。 “差不多， 找个
好人就嫁了吧” “哪有十全十美
的人 ， 再说咱自己也不那么完
美， 婚姻就是那么回事儿， 别太
理想化了” ……其实， 我的压力
比谁都大 ， 只是我得装做不在
意。 不然怎么活！

大龄单身青年的春节呀， 说
多了都是泪， 过年一对儿一对儿
地走亲访友， 秀恩爱的场景随处
可见 ， 单身狗的日子真真不好
过。 连隔壁阿姨都着急了， 她甚
至比我自己都清楚我的年龄 ：
“姑娘， 年纪不小了， 和你一般
大的人家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你
过了年也三十二了， 明年三十三
了， 再过三五年也奔四了， 赶紧
找一个， 好让你老妈放心……”

嘿， 这阿姨， 真会戳人痛处， 再
过五十年， 我还肯定是一白发老
太太呢。

最后连小区不善言谈的门卫
大爷都发话了 ： “那谁家那小
谁， 你也老大不小了……” 哎，
啥时候咱由 “村花 ” 变成 “村
愁” 了？ 想不出名都不行， 小时
候人见人夸， 现在人见人催， 出
门恨不得打个地洞走。

地洞是打不得的， 不出门总
行吧。 亲朋来串门， 躲在自己房
间不见； 过年走亲访友， 宅在家

中不去； 公共场合拒绝参加， 拒
绝露面， 更拒绝说话……让那些
好事者， 想催也见不到我。

一日， 哥哥找我谈心： “你
躲着不见人， 你的身份也是大
龄 单 身 ， 你 像 正 常 人 一 样 外
出会友 ， 你的身份也是大龄单
身， 你越不敢见人， 人家越议论
你， 越觉得你不正常。 你堂堂正
正、 开开朗朗正确面对催婚， 他
们虽然唠叨你几句， 但不会觉得
你不正常。 现在人就这样， 没话
找话说， 你单身未婚， 话题自然
离不开找对象， 要是你成家立业
有 孩 子 了 ， 话 题 就 会 围 绕 孩
子展开。 说者没恶意， 你也就当
他们客套寒暄而已， 你不想被催
婚， 可以主动转移话题， 变被动
为主动。”

听了哥哥一番话， 我觉得有
道理， 大龄单身又不违法， 又没
碍着谁， 我干吗躲着不敢见人 ，
还可以顺便回敬一句 ： “我 早
就 着 急 了 ， 您 有 合 适 的 ， 赶
紧给介绍一个呗 。 ” 此招我屡
试不爽， 催我者往往瞬间转变
态度 ： “嗯 、 嗯 ， 我哪有合适
的呀？ 这个年龄还真是合适的人
少哈。”

每到春节， 都是大龄单身狗
们最怕的日子 ， 作为一位过来
人， 我想送大家一句话： 坦然面
对各种催， 自己一定要有主心骨
儿， 缘分的事情急不得， 相信爱
情， 保持身心健康， 自己精彩，
清风自来。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 出 您 青 年
时的小故事 并 附 相 关图片。 每
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
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