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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哲学家贺麟家族家规，耕读传家300年

“交友不慎会影响个人命运与家族兴衰”

首届 回访系列报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范仲淹的这句名句流传千古。如今，
德阳罗江区范氏家族后裔熟记《范仲淹家
训百字铭》，坚持“还崇廉俭绍家风”。

2017年，罗江范氏家族家规在四川
首届天府好家规评选活动中被评为“十
佳天府好家规”。

5月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与范仲淹第二十九代孙范荣明以及范荣
明的儿子范金龙一起，重回“老宅”范家
大院，探访范氏家规的“古往今来”。

谨遵祖训并不断完善

“一、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二、
为人忠诚……”行走在范家大院内，大量
文字详细地载明范氏家规方方面面；而
各种石刻楹联，则将范氏家规融入了这
座承载了十余代人记忆的大院，历经数
百年风霜，依旧清晰可见。

清朝雍正年间，范仲淹的第20代孙
范养源携家人从广东来到四川，几经辗
转、艰苦创业后，在德阳市罗江区御营镇
买下田产，落户响石板。其后，历经10余
年修建范家大院，族人在此开枝散叶。

范仲淹治家甚严。近300年来，罗江
范氏家族成员谨遵祖训，将范仲淹“先忧
后乐”的家国情怀和“谦恭自律”的仁人
志士节操融入到日常规范中，并不断完
善，由此制定了《范氏家规》十三条、《新
定族规》十条和《范氏传统家风》八条，其

内容涉及子孙教育、婚丧嫁娶、礼义廉
耻、产业管理、行善布施、奖惩考核等方
方面面。

范金龙笑谈，以前，大家都喜欢在闲
暇时光坐于门口聊天，“将家规刻在门楹
上，时不时还会看几眼。”

2018年底，范家大院家风园建成开
园，迄今已有17万余人前往参观，学习范
氏家族好家规。

一门家风传万家

行至堂屋，范荣明、范金龙父子二人

整理衣物，行三鞠躬礼。
据了解，范氏家规家风有四大特

色。一是厚人伦，崇尚孝顺父母、兄弟恭
让、勤劳俭朴的持家原则；二是明奖惩，
凡对家族有贡献者均以奖励，反之则进
行处罚；三是讲公正，严禁中饱私囊；四
是惠四邻，对于困难的族人、乡亲均应

“筹款尽善”。
近年来，罗江范氏家族成员各自在

外地打拼，但临近每年的春分时节，范
氏后裔均会到范家大院祭祀祖先、交流
亲情。

范荣明、范金龙父子二人一致认为，
家规传承的关键是小孩子。家长除了言
传身教，平时还要教小孩子诵读家规，

“在潜移默化中，他们会了解家规、熟知
家规、践行家规。”范金龙说。

“小家”传“大家”，如今，范家大院的
文创产品正在筹划之中，罗江区第二幼
儿园桃子老师将公益课堂开进了范家大
院，范家家规也将传得更远，影响更多的
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冷宇 王祥龙

成都市金堂县，伫立着一个有着300
年历史的古老川西建筑：贺麟故居纪念
馆。这里既是“贺氏家族”祖辈生活过的
地方，也是四川省家风家教创新实践基
地。

贺氏家族家规，在2017年四川首届
天府好家规评选活动中获得“十佳天府
好家规”。

贺麟是贺氏家族最杰出的代表，他
的勤勉自律、学贯中西、简朴重教、言传
身教，对后辈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
于贺麟一生对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重
大，他出生、成长的故居，也因此被冠上

“中国哲学村”的称号。
5月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来到贺麟故居纪念馆，对话贺氏家族第
十六代传人贺杰、历史讲师冷维刚，听他
们讲述家风传承与家教家训。

耕读传家300年
“沉浸式”家风学习声名扬

5月初的金堂县，已经有了春夏交织
时的一丝热气。在贺麟故居纪念馆大门
处，立着“中国哲学村”五个大字，十分醒
目。冷维刚告诉记者，贺氏家族300年来
遵循“诗书济世，耕读传家”的祖训，英才
辈出。其中，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翻译家贺麟便是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杰出
代表。

贺麟的一生，致力于“把世界的哲学
中国化，把中国的哲学世界化”，翻译了
诸多哲学名著，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
了突出贡献。“中国哲学村”五字便是因
贺麟而得。

1919年，17岁的贺麟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清华学堂。后来，在梁启超、吴宓等
名师影响下，他踏上了翻译、介绍和传播
西方古典哲学之路。之后，贺麟创办了
与“新理学”相对的“新心学”思想体系，

翻译出版了黑格尔、斯宾诺莎等人的经
典专著。著名哲学家汝信称赞他“中西
汇通，一代宗师”。

贺麟不仅爱哲学，也爱中国文学。
在其故居门前的杨柳河旁小桥处，有两
句木刻诗句：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
冷维刚说：“这是杜甫诗《秋野》之二中
的两句，将它放在显眼处，是对贺麟哲
学的敬意。贺麟极喜爱杜甫的诗句，甚
至抄写来随身携带、随时吟诵。受过西
方教育的他认为，哲学便是‘怀着乡愁
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而杜甫的
诗句则能很好地表达出他心中关于乡
愁的诗情画意。”

贺氏家族的符号莲花，寓意忠孝传

家；一块有百年历史、倚立在祠堂门前的
门板，寓意家风代代传承……在纪念馆
内，随处可见类似的老物件。这样“沉浸
式”的学习环境让纪念馆名声远扬。

冷维刚说，从去年至今，已有17万人
到访贺麟故居参观学习。许多人久久伫
立在这些老物件前，感慨家风传承的重
要性。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有15批人员
到访过贺麟故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
长刘石教授到访时曾说：“学廉政教育，
悟革命初心。再结合当前的党史教育、
廉政教育，我们需要从家庭抓起，建设相
亲相爱的家庭关系，以纯正家风涵养清
朗党风政风社风。”

重教育慎交友
言传身教让后人受益一生

源出旧谱的贺氏家训，时过境迁后，
最终留下了20条。贺杰说，对后辈们来
说，在日常生活里，影响最为深远的几条
便是：爱国家、孝父母、重教育、倡简朴、
慎交友。

在纪念馆内，贺杰说起了自己对“大
爷爷”贺麟有关的记忆：“大爷爷很勤奋，

为了能多一些时间翻译、看书，他每天早
上坚持5点钟起床。他很挂心孩子们的
读书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他回金堂老家
时，看到农村娃娃上学困难，就把多年积
攒的稿费共两万元全部捐献给当地两所
中学，并设立了贺麟奖学金。”

贺麟曾提出“十年树人，百年树木”
的观点，意为：人必须从小端正品行，这
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在故居里，就挂
着“锄经种德”的牌匾，寓意“不论是耕种
或者念书，都要重视德行”。

贺杰告诉记者：“小时候，我的父母
在供销社上班，因工作原因，单位会有废
弃的纸箱和纸板。那时大家的生活条件
都算不上好，许多小孩会把纸箱、纸板拿
回家，改造成板凳等另作他用。看到别
的小朋友拿，我也动了心思。但是一向
温和的父母发现后，却狠狠地教训了我
一顿，坚决要我还回去。他们告诫我，公
家的东西不能占。这样的教育让我一生
受益。”

此外，贺氏家训还对交友格外重
视。在纪念馆内，有一块“芝兰室内有余
香”的牌匾，告诫后人，要与良师益友、优
秀的书籍、优良的环境交朋友。“贺家祖
辈们认为，一个家族的兴旺、一个孩子的
前途都和慎交友密切相关。这关乎到人
的两个关头，即品行关头和祸福关头。
交友不慎的后果会影响到个人命运的发
展甚至整个家族的兴衰。”贺杰说。

在家规家风的熏陶下，贺氏家族走
出的“能人”不只贺麟一个。记者获悉，
贺麟的女儿贺美英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
记，贺麟的侄孙贺克斌现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

“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把好的家
风传承、发扬光大，影响更多的人。”贺杰
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澜

罗江范家大院建成文化园 17万余人入院学习“好家规”

告诫后人慎交友的牌匾。

贺麟旧照

德阳市罗江区第二幼儿园桃子老师将公益课堂开进范家大院。

范氏传统家风

一、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

二、为人忠诚，耿直、谦逊、谨慎。

三、简朴一生，廉洁一生。

四、待人和气、平等，讲信用、重友谊。

五、重事业，创硕果，终身奋斗。

六、堂堂正正做人，光明正大行事。

七、敬仰祖宗，孝顺父母，热爱宗
族，友爱族人。

八、从小立志成才，勤奋好学，不
浪费宝贵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