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

13位ISBN编号：9787535773227

10位ISBN编号：7535773222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唐翼明

页数：28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

内容概要

　　《颜氏家训》是中国最为经典的家庭教育宝典。
它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颜之推的传世代表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全书
阐述立身治家之法，内容涉及教育、儒学、佛学、历史、社会、文学、伦理等诸多领域。
　　唐翼明先生作为魏晋文化与思想研究专家，在国学研究上造诣深厚。
本书中，他撷取《颜氏家训》的重要篇章，立足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系统地就教子、治家、礼仪、读
书、立名、中庸、盈亏、养生等问题进行了讲读，谈古论今、深入浅出，给广大家长读者提供了一个
聆听古代先贤教诲的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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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翼明，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享誉海内外的魏晋文化史专家、书法
家。
　　中国文革结束后第一批硕士学位获得者，曾就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著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高
徒。
与査建英、谭加东、王渝、于仁秋等组织过著名的&ldquo;晨边社&rdquo;（Morningside Literary Society
），担任社长。
哥大毕业后任教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是在台湾讲授大陆文学的第一人。
　　代表性学术作品有《魏晋清谈》、《古典今论》、《魏晋文学与玄学》等。
著有回忆性散文集《宁作我》。
新著《唐翼明解读》即将于2012年8月出版。
　　1942年，生于湖南衡阳，父亲唐振楚，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母亲王德蕙，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
。
　　1949-1960，国民党撤往台湾，父母将他和妹妹、弟弟三人留在了衡阳老家。
后来，妹妹疾病夭折，弟弟唐浩明被改名换姓送至他人家抚养。
　　1960年，参加高考，取得全省第二名，由于是&ldquo;外逃反革命分子&rdquo;的&ldquo;狗崽
子&rdquo;，没有任何学校录取他，被武昌实验中学收留，教初中俄文。
　　1960年-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无下文，两次被打成&ldquo;反革命&rdquo;。
　　1978年5月，考取&ldquo;文革&rdquo;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与易中天同窗。
　　1979年，申请赴美读书，终获得批准；提前参加论文答辩，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取得硕士学位
的人。
　　1980-1991，就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为著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高徒。
八十年代中期，与査建英、谭加东、王渝、于仁秋等大陆留学生组织 &ldquo;晨边社&rdquo;，担任社
长。
　　1991-2008，赴台湾大学任教；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是在台湾讲授大陆文学的第一人。
　　2009年，退休，回武汉定居。
　　2012年3月，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
　　2012年4月，华中师范大学与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文联、省中华文化促进会等共建
的实体研究机构长江书法研究院成立，唐翼明兼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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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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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教子要趁早：教育从小开始，越早越好　　颜之推在《教子》篇里首先提出了一个教育子女
的重要原则，就是教育必须从小开始，越早越好。
　　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常常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以为教育要到孩子懂事以后才开始，至少要等到小
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才会开始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
而《颜氏家训》告诉我们，教育子女要越早越好。
　　早教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胎教。
　　颜之推认为，如果可能，在孩子没有出生以前就应该开始教育。
他提到古代&ldquo;圣王有胎教之法&rdquo;，王妃们&ldquo;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
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
&rdquo;（妃嫔怀孕到三个月时，就要迁居到别的宫室去，眼睛不乱看，耳朵不乱听，音乐、饮食都按
照&ldquo;礼&rdquo;的要求加以节制。
）这里说到的&ldquo;胎教&rdquo;问题，即使以今天的科学知识看来，也是有道理的。
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不仅吃什么东西对胎儿的成长有影响，喜怒哀乐的情绪也会影响胎儿，尤其会影
响到孩子未来的心智与精神。
所以怀孕的时候，尽量不服用不必要的药物，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听美妙的音乐，多看美丽的风
景与图片，不生气，不悲伤，是每一个母亲应有的常识。
有科学家做过试验，让奶牛听美好的音乐，牛奶的产量会增加，品质会提高。
奶牛尚且如此，人类母亲怀孕的时候保持端正而愉快的心情与情操，对胎儿的心智健康无疑也会产生
良好的影响。
这样看来，古人所说的&ldquo;胎教&rdquo;，并非神乎其词，完全是有科学依据的。
　　第二个阶段是婴幼儿学前教育。
　　如果说胎教需要注意，那么孩子出生以后的教育就更应该用心了。
不要以为孩子无知无识，不会说话，事实上，从他一出生，一接触到外部世界，就马上开始了认识世
界的历程，像海绵吸水一样，他时时刻刻都在吸收、学习。
幼儿学习和吸收的速度跟成人比起来要快得多，简直可以用&ldquo;贪婪&rdquo;两个字来形容。
　　试想，我们一个成年人，长大一岁，能学到多少新东西？
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几乎毫无长进。
但是一个婴孩，从零岁到一岁，从一岁到两岁，他能学到多少东西？
一个聪慧的小孩，一岁的时候就开始牙牙学语，碰碰磕磕地学走路了，两岁的时候已经可以正常走路
，并且讲很多话了，那速度简直是不可思议。
尤其是语言学习能力，大人与小孩完全不能相比。
　　我高中时候学俄文，觉得轻松得很，每堂课教的新单词我不到下课就已经背熟了，还拿过武汉市
俄文演讲比赛第一名。
可是当我四十岁来到美国，学起英文来，特别是口语，简直觉得如&ldquo;蜀道之难，难于上青
天&rdquo;。
一天到晚带着单词本在身上，连等公车都不忘记背单词，这样花了两三年功夫，才勉强可以听得懂老
师讲课。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家人移民到国外，一年之后，小孩就可以跟外国小孩叽
里呱啦地谈得很热火了，而成年的父母却连几句最简单的外文也没学会。
　　语言如此，其他也一样，教育越早开始越好。
颜之推引用孔子的话说：&ldquo;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rdquo;，这真是至理名言。
好的品德一半是天赋，一半就靠少年养成。
好的习惯则更是需要在青少年时代加以培养，一旦在这个时期养成了坏习惯，长大后就很难改过来。
颜之推接着还引用了当时的一句俗语：&ldquo;教妇初来，教儿婴孩&rdquo;，就是说，教老婆要从嫁
过来的时候就开始，教孩子要从婴儿时代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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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教老婆要从嫁过来的时候就开始呢？
因为在传统社会，老婆刚嫁过来的时候，年纪还轻，十五六岁，又没有依靠，在家里完全没有地位，
要在夫家站稳脚跟，就必须虚心接受丈夫和婆婆的指点才行，所以这个时候教育最起作用，最容易被
接受。
　　为什么教孩子要从婴儿时代就开始呢？
这是因为，孩子刚生下来，离开父母不能生存，一切都是一张白纸，这个时候教他什么就是什么，也
最起作用，最容易被接受。
&ldquo;教儿婴孩&rdquo;，&ldquo;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rdquo;，这十四个字，我觉得所有父母都
应当视为座右铭。
　　二、教子要从严：溺爱是孩子一生的隐患，不能只爱不教　　颜之推在这一篇中提出了教育子女
的第二个重要原则，就是教子要从严，不能只爱不教。
颜之推说：&ldquo;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
&rdquo;（我看到世上有些父母，对子女不加以教诲，而只是一味宠爱，总觉得不能同意）。
又说：&ldquo;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rdquo;（做父母的既威严又慈爱，那么子女就
会敬畏谨慎，并由此产生孝心了。
）就是说，他很不同意一般人对子女只爱不教，只有父母威严，又有慈爱，子女才会畏惧谨慎，对父
母产生孝顺之心。
　　父母对子女慈爱，是一种天性，甚至可以说是连动物都具有的本能，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物种要延
续自身的生命都必须具有的品性。
一只母狗生了一群小狗，当陌生人走近，它便会呲牙咧嘴地发出恐吓的叫声，生怕自己的子女受到伤
害。
愚夫愚妇，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也知道疼爱自己的子女，正所谓&ldquo;水往下流&rdquo;，&ldquo;虎
毒不食子&rdquo;。
　　但对子女要严加管教，却不是每个父母都懂得的，因为这需要更高的理性，更长远的目光。
以前的中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文章叫《触詟说赵太后》（选自《战国策》）。
说战国时代赵国被秦国急攻，赵国向齐国搬救兵，而齐国要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做人质，赵太后舍
不得儿子远离，怕儿子吃苦，不肯答应。
所有大臣的劝谏都不管用，最后是一个名叫触詟的大臣说动了赵太后。
他说，对子女的爱，要看得深远（&ldquo;为之计深远&rdquo;），现在让长安君做人质，为赵国做出
贡献，在赵国打下深厚的基础，将来才能永保富贵。
这样为长安君的长远利益考虑，而不是只看到眼前一点小损失，才是真爱。
结果赵太后接受了触詟的意见，让长安君去齐国作了人质，借来了齐国的兵，救了赵国。
　　孩子要经历磨练才能成才，但有些父母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总是怕孩子受了委屈，不忍心看孩
子受眼前之苦，该骂不骂，该打不打。
颜之推说，这是&ldquo;重于诃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惨其肌肤。
&rdquo;（不愿意严厉地呵责怒骂，怕伤了子女的脸面；不忍心用荆条抽打，怕子女皮肉受苦。
）　　我们不提倡体罚孩子，但一些父母溺爱自己的子女，失去了起码的是非准则，&ldquo;饮食运为
，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
&rdquo;（他们对子女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任其为所欲为，本该训诫的，反而加以奖励；本该呵责
的，反而一笑了之。
）就是说，孩子想吃什么就喂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应该批评的反而奖励，应该责骂的却一笑而
过。
　　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让孩子不懂得是非，以为应当这样，等到长大了，习惯养成，再来管教已经
不起作用了。
这个时候父母的责骂反而会引起子女的反感，造成父子之间的怨恨，养出一些逆子、败家子来
，&ldquo;至有识知，谓法当尔。
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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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等到孩子懂事以后，还以为本来就该如此。
子女骄横轻慢的习性已经养成了，这时才去管教、制止，即使将他们鞭抽棍打至死，也难以树立父母
的威信。
父母的火气一天天增加，子女对父母的怨恨也越来越深。
这样的子女长大成人以后，必然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　　因为父母溺爱导致孩子成长出现问题的情况，自古以来就存在，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表现得更
加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想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人对自身传统的质疑和放弃，二是现今特殊的家庭结构导致。
　　先说第一点：家庭教育的全盘西化，西方式的&ldquo;爱的教育&rdquo;的歪曲实践。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质疑和猛烈的批判，西方的观念一股脑地涌进中
国，一切都被认为比中国好，比中国优秀，比中国先进。
以对子女的教育而言，中国人（尤其是士族）从前对子女的严格管教，包括适当的打骂，都被认为是
封建的、野蛮的、落后的。
而西方人对儿童的态度被片面地总结为&ldquo;爱的教育&rdquo;，逐渐成为一时的风尚。
很多人误以为，对子女只要一味地爱就行了，忽视了严格管教的一面，甚至认为严格管教根本就是错
误的。
　　其实这种理解相当片面，包含了很多误解。
一方面，它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教育强调&ldquo;严格&rdquo;，其实是为子女的长远利益考虑，是一
种更深的爱的表现。
另一方面，这种理解过分强调西方人对儿童的正面鼓励，而没有看到西方人其实也有他们自己严格的
一面。
比方说，在公众场合，例如飞机上、火车上，西方的孩子一般都很安静，很少高声喧哗或者打打闹闹
，因为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只要发生这种情形，就会被父母严厉禁止。
再比如，西方的小孩不论家庭多么富有，在十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就会教育他们，零用钱要自己去赚
，可以送报纸、给邻家除草；等到上大学、读研究所，都要自己打工来赚学费&mdash;&mdash;这些我
们中国父母能做到吗？
　　再说第二个问题：中国式的家庭结构的不利影响。
　　中国实行生育一胎化以来，一对父母只有一个儿女，一个孩子六个人（父亲、母亲、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疼，自然宝贝得不得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要什么给什么，生怕孩
子不高兴不满足。
上了大学，还要父母亲自送到学校，放好行李，铺好床铺，甚至还要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
　　不久前，看到报载一条消息，说一对住在香港的父母，居然舍得让十六岁的孩子到武汉来求学。
这样一件小事，就大登特登，好像父母、孩子都很了不起。
我看了以后只有苦笑，这种故事在报上宣扬，正好反衬出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父母过分呵护自己的子
女，而大多数青年又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
　　我自己七岁时远离父母，十二岁考上初中，学校离家一百一十里路，学校在什么地方，门朝哪里
开都不知道，不要说没有汽车可坐，连一个带路的人都没有。
开学的那天，只有起个大早，背上包袱，跟着一个做生意的小贩，一路小跑，鼻孔流血，双腿肿胀，
但最后还是走到了学校。
这是我人生重要的一课，我由此懂得，人生的路是必须自己去走的，只要有勇气，有毅力，不怕吃苦
，也总是走得出来的。
（编者注：可参见唐翼明散文集《宁作我》中&ldquo;上学的路&rdquo;一文）　　今天的孩子为什么
就变得如此娇嫩了呢？
一个个都像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动辄就&ldquo;受伤&rdquo;&ldquo;抑郁&rdquo;，甚至走极端，面
对压力是&ldquo;草莓族&rdquo;，独立生活是&ldquo;月光族&rdquo;。
很容易摔倒，却不容易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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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路波谲云诡，现实残酷，竞争激烈，我们的父母如果真爱子女，为什么不为他们的长远利益多
考虑一些呢？
你呵护得再周到，能管他一生一世？
你的儿女终归是要自己面对生活、面对世界的，为什么就是这样浅而易见的道理，许多人却不明白！
　　我觉得，今天很有必要提倡严格管教子女，恢复我们祖先的好传统，尤其是对那些所谓&ldquo;官
二代&rdquo;&ldquo;富二代&rdquo;而言。
从前有句俗话：&ldquo;棍棒底下出孝子。
&rdquo;这话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赞成了，我却觉得大体上并没有说错，只是我们不一定要动用棍棒，
精神和原则仍然是对的。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举了一严一宠两个例子。
一个是梁朝的名将王僧辩，母亲管教甚严，他已经做了将军，年过四十，做错了事，母亲还会拿棍子
打他，结果他成就了一番大功业。
另外一个例子是梁朝的一个学士，很聪明，有点小才华，父母逢人便夸奖，错误则替他掩盖，结果从
小养成了骄傲自大的习惯。
后来做武将周逖的幕僚，因为言语顶撞，被周逖杀了，连肠子都抽出来，以血涂鼓。
所以父母对儿女太过宠爱，反而会害了他们。
而严加管教才是真正长远的爱。
　　《礼记？
学记》说：&ldquo;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rdquo;《三字经》说：&ldquo;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
&rdquo;俗话说：&ldquo;养女不教如养猪，养子不教如养驴。
&rdquo;这些话都很对。
养而不教，教而不严，无论对自己、对子女，都是罪过，值得所有为人父母者警惕。
　　我自己七十年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严格管教的子女，很少有成为败家子、不孝子的，而过分宠爱
的子女，则不少成了丧家败业之子，甚至变成不孝子，虐待、杀害父母的逆子都有。
我在台湾就看到一则消息，说一个小康之家的儿子，十八岁，父母就给他买了价值百万台币的轿车。
后来他挥霍无度，不断向父母索取，父母实在给不起了，拒绝再给，这个青年竟然用乱刀把父母双双
都砍死了。
面对这样残酷的事件，我们应当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ldquo;慈&rdquo;是天性，是不需要教的，
而&ldquo;孝&rdquo;却不是天性，是需要教的。
所以我们看传统的&ldquo;十三经&rdquo;，有一部《孝经》，却没有《慈经》，就是这个道理。
康有为在《大同书》里也说过：&ldquo;人之情，于慈为顺德，于孝为逆德。
&rdquo;&ldquo;顺德&rdquo;是顺天性而得到的，是无需教的；&ldquo;逆德&rdquo;则是逆天性才有的
，所以必须教。
如果我们不想自己的子女将来变成不孝子、逆子，就要从小严加管教，否则将来后悔莫及。
　　在严格管教方面，做母亲的特别要注意。
因为孩子是&ldquo;自己身上的肉&rdquo;，所以天下的母亲几乎没有不疼爱自己的子女的。
这种母爱如果缺乏理性的平衡，很容易流为没有原则的溺爱。
做父亲比母亲多少隔了一层，加上父亲一般理性较强，社会经验丰富，怕孩子不成器，将来在社会上
缺乏竞争力，所以往往对孩子要求比较严格。
平时我们说&ldquo;严父慈母&rdquo;，称自己的父亲叫&ldquo;家严&rdquo;，称自己的母亲叫&ldquo;
家慈&rdquo;，就是这样来的。
　　我的主张倒相反，做父亲的不妨慈爱一点，做母亲的却要严格才好。
我主张&ldquo;父慈母严&rdquo;。
为什么要&ldquo;父慈母严&rdquo;呢？
因为母亲容易太&ldquo;慈&rdquo;，父亲容易太&ldquo;严&rdquo;，太&ldquo;慈&rdquo;则容易娇惯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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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太&ldquo;严&rdquo;则容易产生父子间的沟通困难。
母亲严一点，孩子一般不会因此疏远母亲，父亲太严了，孩子很容易疏远父亲，甚至憎恨父亲。
我们如果细心观察前人的故事，就会发现&ldquo;父慈母严&rdquo;的道理。
　　中国古代许多著名人物的母教都非常严格。
宋朝抗金名将岳飞的母亲，在儿子的背上刻了&ldquo;精忠报国&rdquo;四个大字。
大文学家欧阳修父亲早逝，家贫，母亲用芦苇在沙上画字，教他读书，终于成为大有学问的人。
近代的胡适也是父亲早亡，母亲对他从小就严格要求，做了错事罚跪床前，一跪就是几个钟头，胡适
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近代思想最先进学问最通达之人，这跟早年严格的母教显然是
分不开的。
　　所以，虽然《颜氏家训》从立意上说是写给做父亲的人看的，在当下这个时代，做母亲的也极有
必要一读。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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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你的孩子被人说&ldquo;没家教&rdquo;。
　　教育不止是学校的事情，一对好父母胜过百个好老师。
　　西方人对儿童的态度被片面地总结为&ldquo;爱的教育&rdquo;，很多人误以为，对子女只要一味
地爱就行了，忽视了严格管教的一面，教育越早开始越好：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ldquo;慈&rdquo;是天性，是不需要教的，而&ldquo;孝&rdquo;却不是；父母对子女的&ldquo;
爱&rdquo;没有对错，而方法却有。
　　我主张&ldquo;父慈母严&rdquo;。
因为母亲严一点，孩子一般不会因此疏远母亲，父亲太严了，孩子很容易疏远父亲，甚至憎恨父亲。
如果细心观察前人故事，就会发现&ldquo;父慈母严&rdquo;的道理。
　　&ldquo;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rdquo;，&ldquo;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rdquo;，这都是
千古不易之理。
永远不会失去的，只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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