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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颜之推在南北朝社会动荡的背景下 ,以他丰富的生活阅历 、渊博的知识和对历史的借鉴意

识 ,以家教的方式对其子孙进行的历史教育:要求子孙终生学习;遍读经史 ,可修身利行 、利世;注重家庭和

睦;施而不奢 ,俭而不吝。他的这些思想具有明显的特点 ,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至今仍有其不可忽视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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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之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学者 。他的

重要著作《颜氏家训》是产生于六世纪的一部教育

史和学术名著 , “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当重要

的史书撰述”
[ 1](P462)

。颜之推虽不是专门从事教

育活动的教育家 、史学家 ,但却运用历史知识反思

历史与正视现实 ,写出了谆谆告诫子孙的《颜氏家

训》一书。此书包括序致 、教子 、兄弟 、后娶 、治家 、

风操 、慕贤 、勉学 、文章 、名实 、涉务 、省事 、止足 、诫

兵 、养生 、归心 、书证 、音辞 、杂艺 、终制 ,共 20 篇 。

这部书曾经是当时士族阶层用以教育子孙的一面

镜子 ,特别是被引为家教的规范 ,对社会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过去诸多学者对《颜氏家训》从家庭教

育 、心理学 、文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本文试图阐述

其历史教育思想 ,希望进一步丰富研究内容。

一

颜之推(531-约 591),字介 , 祖籍琅琊临沂

(今山东临沂)人。生于梁朝建业(又称江陵 ,今江

苏南京),从小聪明过人 ,青少年时期便博览群书 。

19岁时被梁湘东王萧绎任为左常侍 ,加镇西墨曹

参军 ,开始了仕途生涯。21岁在郢州治所夏口(今

湖北武汉)掌管记 ,时值侯景叛乱 ,颜之推被俘 ,押

送建康(今江苏南京)。叛乱被击败后 ,萧绎称帝 ,

迁都江陵 ,颜之推被封为散骑侍郎 ,奏舍人事。奉

命检校 7万余卷秘阁藏书及公私典籍 ,得以尽读 ,

开阔了知识面 。正当颜之推前程似锦时 ,江陵政权

又被西魏所灭 ,他被送往西魏都城长安 ,从此开始

了漂泊生涯。他耻于出仕西魏 ,利用黄河涨水的时

机 ,举家冒险逃奔北齐。在由北齐转归梁朝的途

中 ,被北齐文宣帝高洋留用。此时梁朝已被陈氏所

代替 ,颜之推只好出仕北齐 ,先出任文林馆 ,最后官

至黄门侍郎。公元 557年 ,北周吞并了北齐 ,颜之

推生平第三次成为俘虏 ,被遣送到长安 。公元 581

年隋建立后 ,他又被召为修文殿学士之职 , 《颜氏家

训》就成书于这个时期 ,直到病逝 。颜之推一生经

历坎坷 ,他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 ,士族

地主已由盛转向衰落 ,为了维护其家族长远利益 ,

炫耀家史和强调家风 ,颜之推写下了“业以整齐门

内 ,提撕子孙”的《颜氏家训》[ 2](P19)。

颜之推对子孙进行的历史教育 ,主要呈现出三

种形式:

第一 ,运用历史知识启迪后代 。颜之推在《颜

氏家训》的开篇告诫子孙:“夫圣贤之书 ,教人诚孝 ,

慎言检迹 ,立身扬名 ,亦已备矣 。”
[ 2](P19)

为了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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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开心明目” ,他这样写道:“未知养亲者 ,欲其

观古人之先意承颜 ,怡声下气 ,不惮劬劳 ,以致甘

,惕然惭惧 ,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 ,欲其观古

人之守职无侵 ,见危授命 ,不忘诚谏 ,以利社稷 ,恻

然自念 ,思欲效之也;素骄奢者 ,欲其观古人之恭俭

节用 ,卑以自牧 ,礼为教本 ,敬者身基 ,瞿然自失 ,敛

容抑志也;素鄙吝者 ,欲其观古人之贵义轻财 ,少私

寡欲 ,忌盈恶满 , 穷恤匮 ,赧然悔耻 ,积而能散也;

素暴悍者 ,欲其观古人之小心黜己 ,齿弊舌存 ,含垢

藏疾 ,尊贤容众 , 然沮丧 ,若不胜衣也;素怯懦者 ,

欲其观古人之达生委命 ,强毅正直 ,立言必信 ,求福

不回 , 勃然奋厉 , 不可恐慑也:历兹以往 , 百行皆

然。”[ 2](P160)这一段话从一个重要方面阐述了史学

的功用 ,使那些未知养亲者 、未知事君者 、素骄奢

者 、素鄙吝者 、素暴悍者……都能从史学中找到依

据和参照 ,阐明了读史 、反省 、自律相结合的观点 ,

是学习做人和“立身扬名”的有效途径。“立身扬

名”虽有封建思想之意 ,但其精彩之处是通过读史 、

自省 ,提高人生修养 。

第二 ,从自身的经历中 ,总结历史经验 ,教育后

代。颜之推学问渊博 ,历经坎坷 ,生活给予他的感

悟特别深沉。为了使其子弟增智受益 ,他这样告诫

后代:“父兄不可常依 ,乡国不可常保 ,一旦流离 ,无

人庇荫 ,当自求诸身耳。”[ 2](P153)这里阐明了一个

非常简单但又常被当时人们忽略的重要道理:人应

该自立 ,自立须有能力 ,自立的能力表现在各个方

面 ,因为“人生在世 ,当会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 ,商

贾则讨论货贿 ,工巧则致精器用 ,伎艺则沈思法术 ,

武夫则惯习弓马 ,文士则讲义经书”
[ 2](P141)

。无论

做什么 ,都应该勤奋好学 ,任何行业都“皆有先达 ,

可为师表” ,告诫其子孙“博学求之 , 无不利于事

也”[ 2] (P157)。他深深地领悟前人对生活经验的总

结 ,“积财千万 ,不如薄伎在身” ,告诫其子弟“伎之

易习而可贵者 ,无过读书也”[ 2] (P153), 最重要的莫

过于“明《六经》之指 ,涉百家之书 ,纵不能增益德

行 ,敦厉风俗 ,犹为一艺 ,得以自资”[ 2](P 153)。在他

看来 ,知识是最重要的一伎 ,是谋生的资本。知识

能使人左右逢源 ,有利于个人前途发展 。如果不读

书学习 ,就会出现看见别人做事 ,误认为自己也行 ,

实际上是不懂其中的奥妙 。这是他留与后人的重

要经验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经验虽有不妥之

处 ,但他要求后人要有一技之长 ,学会自立 ,勤奋好

学则是有积极意义的 。

第三 ,以丰富典型的生活素材警示后人。颜之

推不仅运用历史知识和自身经历教育后代 ,还以大

量的典型的生活素材教育后代 ,以起到“恶可为戒”

的作用 。他这样写道:梁朝全盛的时期 ,贵族子弟

大多不学无术 ,“明经求第 ,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 ,

则假手赋诗” ,等到战乱结束后 ,这些昔日的权贵子

弟则落到了“求诸身而无所得 ,施之世而无所用”的

境地 ,有的丧命于沟壑之间 ,有的“虽百世小人 ,知

读《论语》、《孝经》者 ,尚为人师” ,有的“虽千载冠

冕 ,不晓书记者 ,莫不耕田养马”
[ 2](P145)

。活生生

的历史事实 ,不同层次人物身份的变化 ,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起到了劝诫的作用 。

二

颜之推所撰述的《颜氏家训》在历史教育方面

的内容涉及面较广 ,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终生学习的历史教育思想

颜之推为了确保家族的传统和地位 ,运用自己

的学识提出了人生教育的几个重要时期 ,第一 ,怀

孕期 。他强调了古代圣王的胎教方法是“怀子三

月 ,出居别宫 ,目不邪视 ,耳不妄听 ,音声滋味 ,以礼

节之”[ 2] (P25),这是为孩子后天成长奠定最早的基

础。第二 ,幼儿期 。当孩子出生后 ,能“识人颜色 ,

知人喜怒 ,便加教诲”
[ 2](P25)

。他还强调要在婴儿

幼小时期加以训练 ,为终生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

第三 ,少儿期 。他认为儿童的学习习惯应及早培

养 ,不可放弃这个最佳时期。他说:“人生小幼 ,精

神专利 ,长成已后 ,思虑散逸 ,固须早教 ,勿失机也 。

吾七岁时 ,诵《灵光殿赋》 ,至于今日 ,十年一理 ,犹

不遗忘;二十之外 ,所诵经书 ,一月废置 ,便至荒芜

矣。”
[ 2](P166)

用自身的体会强调少儿期教育的重要

性。第四 ,少年期 。他认为“人在年少 ,神情未定 ,

所与款狎 ,熏渍陶染 ,言笑举动 ,无心于学 ,潜移暗

化 ,自然似之”[ 2] (P128)。颜之推认为环境对一个人

的品德形成至关重要 ,特别强调“神情未定”时期

“潜移暗化”的影响 ,并强调要注意为其创设一个良

好学习环境 ,这都是教子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第

五 ,年轻成人时期。人到了成人以后 ,性情已经稳

定 ,要加倍的给以教诲。强调知识要博 、专并重 ,这

样对有志者 ,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 ,使之学会了做

人 ,亦能成就大业;否则 ,就成为平庸的人 。第六 ,

鼓励晚学者。颜之推在十分重视儿童早期教育的

同时 ,也强调对失去教育最佳时期的人应“犹当晚

学 ,不可自弃” 。老而学者虽不如幼儿学者 ,但总比

不学习的好。颜之推关于终生学习的历史教育思

想 ,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 。

(二)遍读经史 ,可修身利行 、利世的历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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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颜之推注重修身利行 、利世 ,教育子孙后代通

过读书学习在自我完善上下功夫。他说:“夫所以

读书学问 ,本欲开心明目 ,利于行耳。”
[ 2] (P160)

学习

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明白事理 ,增长见识 ,修身利世 。

并指出“古之学者为己 , 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

人 ,但能说之也 。古之学者为人 ,行道以利世也;今

之学者为己 ,修身以求进也”
[ 2] (P165)

。古人求学是

为提高自身的修养 ,完善自己 ,造福于社会。今人

求学是为了取得功名 ,相比之下 ,后者学习的意义

不大。他要求子孙后代要去掉华而不实的浮躁思

想 ,通过学习修身利行 、利世 。“夫学者犹种树也 ,

春玩其华 ,秋登其实;讲论文章 ,春华也;修身利行 ,

秋实也 。”[ 2] (P165)为了勉励子孙勤奋学习 ,进一步

指出“古人勤学 ,有握锥投斧 ,照雪聚萤 ,锄则带经 ,

牧则编简”[ 2](P189)者 ,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梁

世彭城的刘绮 ,齐的宦官内参田鹏鸾 ,都是当时勤

奋好学 、学有所成的代表人物 。实际上“爰及农商

工贾 ,斯役奴隶 ,钓鱼屠肉 ,饭牛牧羊”
[ 2] (P157)

,都

有杰出之士 ,都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 ,广博的学习

对自身 、对社会都是有益的。

(三)注重家庭和睦的历史教育思想

颜之推深知家庭和睦相处 ,是其家族兴旺的基

础。他对建立和睦家庭提出的基本原则是:“夫风

化者 ,自上而行于下者也 ,自先而施于后者也 。”这

就要求做长辈的要以身作则 ,起到楷模的作用 。这

是基于“父不慈则子不孝 ,兄不友则弟不恭 ,夫不义

则妇不顺矣”[ 2] (P53)而提出的。为了从整体上建立

融洽的家庭人际关系 ,减少家庭成员之间的摩擦 ,

建立和谐的家庭氛围 ,要求父母做到威严而又有

慈 ,对众多子女不论个性差异都应做到“罕亦能

均”[ 2] (P34)的爱 ,即一视同仁。这样对孩子的成长

也是有利的。他告诫子孙后代 ,对子女偏爱会酿成

大祸 ,这方面的教训从古至今太多了。父母的表

率 、“威严” 、“慈爱” 、“均爱”对孩子的成长有利 ,使

子女对父母产生敬畏 、谨慎的孝顺之心;子女在严 、

宽有度的环境里健康成长 ,以产生父慈子孝的良好

育人效果 。兄弟之间 ,他认为“兄弟者 ,分形连气之

人也” ;“虽有悖乱之人 ,不能不相爱也”[ 2](P37)。说

明了兄弟是血脉相连之人 ,应相亲相爱 。而兄弟之

妻与兄弟相比 ,关系比较淡漠 ,应慎重处理。除此

之外 ,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中 ,还有一个“家之常弊” ,

是“妇人之性 ,率宠子婿而虐儿妇” ,这样的结果“宠

婿 ,则 兄弟之怨 生焉;虐 妇 , 则姊 妹之馋行

焉”[ 2] (P63)。强调后代应以为诫鉴 。颜之推从各方

面谈及家庭的和睦 ,看起来虽有些狭隘 ,实则是每

一个生活在世上的人都面临的 ,也是人们时常思考

的问题。如果以此为鉴 ,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家

庭是社会的缩影 ,家庭的和睦有益于社会的稳定发

展。颜之推处理家庭问题的思想 ,今天仍需要借

鉴 ,并加以发扬。

(四)“施而不奢 ,俭而不吝”的历史教育思想

古往今来 ,人们都有对物质财富追逐的欲望 ,

而追逐财富的形式各不相同 ,教训大小不一 。颜之

推为了教育后世子孙 ,引用孔子的话“奢则不孙 ,俭

则固;与其不孙也 ,宁固”;又云“如有周公之才之

美 ,使骄且吝 ,其余不足观也已”
[ 2](P54)

。孔子在对

“俭”与“奢”的问题上 ,强调了人应该节俭。他告诫

子孙:“然则可俭而不可吝已……今有施则奢 ,俭则

吝;如能施而不奢 ,俭而不吝 ,可矣。”
[ 2] (P54)

他希望

其子孙对需要帮助的人肯施舍 ,不吝啬;在生活上

对自己能节俭 , 不奢侈;对物质财富“勿非道求

之”[ 2](P317)。换句话说 ,让其子孙对财富要取之有

道;更深的含义是要求子孙谨守祖训 ,避灾免祸 。

为了让其后代子孙真正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他以历

史事实教育后代说:“周穆王 、秦始皇 、汉武帝 ,富有

四海 , 贵为天子 , 不知纪极 , 犹自败累 , 况士庶

乎?”[ 2](P317)为此 ,对后代子孙提出了应坚持的两

条原则:一是“仕宦称泰 ,不过处在中品 ,前望五十

人 ,后顾五十人 ,足以免耻辱 , 无倾危也”[ 2](P319),

做官到中品就行了。二是“常以二十口家 ,奴婢盛

多 ,不可出二十人 ,良田十顷 ,堂室才蔽风雨 ,车马

仅代杖策 ,蓄财数万 ,以拟吉凶急速” 。对于家中财

富超过这个限度 ,就应该“以义散之” ,如果达不到

这个限度 ,也“勿非道求之”[ 2](P317)。颜之推这种

淡薄名利的心底深处 ,是让其后代子孙平安无患 ,

但他所强调的生活中注意节俭 、取财有道 、仗义散

财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今天仍应该大力提倡。

三

颜之推所撰述的《颜氏家训》 ,不仅在历史教育

内容上相当丰富 ,而且在历史教育特点方面比较突

出 ,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多维性

这是指事物的多侧向 、多层次 。颜之推的历史

教育涉及到政治 、经济 、教育 、史学及琴棋书画等多

方面 ,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又表现为求学 、修身 、立

世 、做人等方面。后代子孙以其教诲 ,认真思考 、体

验 ,可从知识 、道德 、能力 、身体 、心理等各方面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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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 ,这一过程具有多维性特点。

(二)导向性

这是指事物本身的指向性。颜之推进行历史

教育 ,其根本目标是让后世子孙“立身扬名”。为

此 ,他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 ,为了达到既定目

标而进行有意识的筛选 ,择精而用。观其内容 ,无

处不带有鲜明的导向性。他告诫子孙 ,做长辈的要

事事处处以身作则 ,以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父母

要威而有慈 ,对子女教育要分别注意到不同的年龄

段 ,胎教 、早期 、少年期教育 ,成人以后读书要立志 ,

修身求进。他告诫后世子孙说:“君子必慎交游

焉。”
[ 2](P129)

应该交什么样的朋友 ,他发挥孔子“无

友不如己者”的话说:“颜 、闵之徒 ,何可世得! 但优

于我 ,便足贵之 。”[ 2](P129)此话是说 ,不能交不如自

己的人做朋友。像颜回 、闵损这样的人虽然很难遇

上 ,但在交往中只要是优于我的 ,便可作为朋友 。

这种思想是有欠缺的 ,人在交朋友中不仅要交各方

面优于自己的人 ,也要献出爱心影响帮助不如自己

的人 。欲望和志向是青年人生中常常遇到的问题 。

他告诫子孙后代:“《礼》云 :̀欲不可纵 ,志不可满。'

宇宙可臻其极 ,情性不知其穷 ,唯在少欲知足 ,为立

涯限尔。”
[ 2](P316)

要求后代减少欲望 ,知道知足 ,对

欲望应有限度。他在要求子孙后代限制欲望的同

时 ,提出“志不可满” 。他说:“士君子之处世 ,贵能

有益于物耳 。” [ 2] (P290)国家使用的人才 , 大体有六

个方面 ,即朝廷之臣 、文史之臣 、军旅之臣 、藩屏之

臣 、使命之臣 、兴造之臣 。以上几种人才都是勤于

学习 、品行端正 ,而又有专长的人所担任。颜之推

告诫子孙后代要学有特长 ,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

人。因此 ,家训中的每一故事 、事例都带有明显的教

育性 ,颜氏后代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也证实了这一

点。

(三)针对性

颜之推对后世子孙的教育是有针对性的训导 ,

这是又一个重要的特点 。他为了让子孙后代建立

正确的学习观念 ,针对读书中的不良现象 ,指出:

“见人读数十卷书 ,便自高大 ,凌忽长者 ,轻慢同列;

人疾之如仇敌 ,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 ,不如

无学也。”[ 2] (P165)读一点书 ,傲气十足不好 ,但“空

守章句 ,但诵师言 ,施之世务 ,殆无一可”
[ 2] (P169)

,

也是不可取的 。在他看来 ,学以致用才是正确的 。

物质财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取财与支配不

当 ,都会产生不良后果。针对古今历史上重男轻女

的陋习 ,他指出:“世人多不举女 ,贼行骨肉 ,岂当如

此 ,而望福于天乎?”
[ 2] (P62)

针对社会风气中不讲礼

貌的行为 ,他告诫后世子孙:“昔者 ,周公一沐三握

发 ,一饭三吐餐 ,以接白屋之士 ,一日所见者七十余

人。”[ 2](P126)这种以礼待客的行为 ,至今仍是人们

学习的榜样。

(四)具体性

颜之推对后世子孙的训告 ,无论是引经据典 ,

还是其经验之谈 ,都是由具体事例作为铺垫 。他认

为:“治家之宽猛 ,亦犹国焉。”
[ 2](P54)

说明治家与治

理国家一样 ,都要做到适度 ,并举例说明了治家过

严或过于宽厚给人们提供的教训:“梁孝元世 ,有中

书舍人 ,治家失度 ,而过严苛 ,妻妾遂共货刺客 ,伺

醉而杀之” ;而过于追求宽厚仁爱的治家则导致“至

于饮食 馈 ,童仆减损 ,施惠然诺 ,妻子节量 ,狎侮

宾客 ,侵耗乡党 ,此亦为家之巨蠹矣”[ 2] (P56)。这两

个具体史实 ,一个过于苛刻 ,遭人忌恨 ,被妻妾所

害;另一个过于仁厚 ,致使家庭中出现轻视侮辱宾

客现象。看来 ,严宽相兼 ,才是较为合适的 。颜之

推又举例说明了学习与不学习是有天壤之别的 ,告

诫后代子孙首先是眼学 , “谈说制文 ,援引古昔 ,必

须眼学 ,勿信耳受”[ 2](P 202)。以道听途说的材料为

依据 ,必然会产生错误。其次是切磋学习。他引用

《礼》“独学而无友 ,则孤陋而寡闻”的古语 ,强调切

磋学习可以相互启发 ,避免谬误差失。再次是勤

学。学习时要学会对每一问题追根求源 ,要博而精

专。古人勤学者很多。勤学可以磨练意志 ,明确目

的。此外 ,他还告诫子孙“用其言 ,弃其身 ,古人所

耻。凡有一言一行 ,取于人者 ,皆显称之”[ 2](P132);

甚至连“借人典籍 ,皆须爱护 ,先有缺坏 ,就为补

治”
[ 2](P66)

都加以交代 ,非常详细而又具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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