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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个家庭都会有很多陈年旧事，挖掘这些往事是件有趣的事情：看看自己的前辈们曾经做过什么
，想过什么，经历过什么。
他们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有哪些教训和经验。
在了解自己家庭历史的同时也了解了中国上几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
社会的变迁对家庭影响也是很大的。
在这些变迁中，家庭成员有时直接或间接，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历史的变革，他门有时又成为受害人
或目击者。
　　胡适生前特别鼓励朋友们写传记，他说，传记的重要性是对后代负责任，使他们查证历史时更为
方便。
如果有更多的人整理家谱，撰写自传，中国历史的记载也许会更全面更公正一些。
以前中国的历史多半是皇室的家谱，如梁启超说的“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谱而已”。
今天，网络发达，消息灵通，手段便捷，每个平民百姓在写自己家史或自传的同时也参与了整个社会
历史的编写和叙述。
此外，我发现家庭及幼年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往往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判
断。
因此写家史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挖掘自己家族的“文化基因”，这对后代和其他人或许也是一种教育。
　　我的母亲姓茅，生下我就把我放在外祖父家，我是在外祖父外祖母身边长大的，也就跟着外祖父
姓了茅，自认是茅家的一员。
茅家是个大家族，亲戚朋友非常多。
尽管有“文革”和种种政治运动，我们家永远人来人往不间断。
每天吃饭都围坐着一桌子的人，到了周末则要在方桌上加上一个大圆桌面，才够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
围坐在一起。
大家在饭桌上一边传递各种信息，评论时事，针砭时弊，讽刺挖苦，感慨叹息，一边品尝我大舅妈烹
饪的各色苏州风味的菜肴。
在莫谈国事的最黑暗的时代，我们家的人即使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也要谈出自己的看法，因为这里是唯
一能发出自己声音的地方。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
“文革”期间很多家庭互相揭发，家庭四分五裂，我们家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从小就知道，家里说
的话不能在外面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祖父外祖母相继去世，我们纷纷离家去国外定居。
当时我母亲萌生了写家史的念头，她还为此专门去了南京、镇江等地，查找了一些资料，也写过几篇
散文。
她曾说，茅家出过不少人才，这些人中有的出了名，有的没出名，但是他们各自的经历都很有意思，
值得写写。
母亲曾经是记者，后来当教授，长期从事文字和教学工作。
但是她还没来得及动笔就病倒了，且一病不起，不久前与世长辞，撰写家史的重任于是落到了我的肩
上。
几年前，我写了《我的三个舅舅》，在《国家历史》和《民间历史》杂志上发表。
大家认为写得有意思，朋友就说，你干脆再多写几个人物凑成一本书吧。
在众多的因素推动下，我决定写这部家史。
我知道，写好一部家史并不容易，不仅仅要叙述家族中一些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还要把握他们的思
想脉络、心路历程。
况且涉及的人物较多，其中有些人做了很多很重要又很有意义的事情，要把他们写好不太容易，等于
要写好几本人物传记。
我外祖父外祖母都已谢世，叔公茅以升也不在了，这对我直接了解他们当时的思想活动，掌握第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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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带来一定的困难，我只能通过他们子女的回忆和他们留下来的文字来揣摩和分析他们当时的一些
想法。
好在我的几个舅舅和表姨健在，我对他们可以了解更多、更详细一些。
特别是茅于轼，我同他接触比较多，每次回国我都要去拜访他，我可以比较全面地写出他真实的思想
活动和道德情操。
我在书中也尽可能写出家人的婚姻状况和爱情经历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
我觉得这是家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只有写出他们的真实故事才是对家人最好的尊重和理解。
　　本书从我外祖父的祖父茅谦写起，一直写到我们这一代，也略微提到我们的下一代，共有五六代
人。
我家这几代人几乎都是文人或者知识分子，很少有人经商，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
我们这几代人的经历见证了一百五十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梦所做的努力、遭遇的挫折和走过的
弯路。
有时，一段小小的弯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就拿“文革”来说，在一百五十年的历史长河中，“文革”才短短的十年，占十五分之一，但是我们
家有三代人赶上了“文革”，且深受冲击：茅以升挂牌挨斗，妻子惊吓而死；茅以新挨打，七十高龄
被下放到黄羊滩干校劳动；茅于轼遭殴打险些丧命，被作为“危险人物”赶出北京；茅于榕被关监狱
长达十年；茅于恭年届六十时，一家人被送到农村落户；我本人以及我的表姐表弟们，“文革”期间
受歧视，同其他的青少年一样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十几岁被迫上山下乡。
在短短的十年里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荒唐而可怕的事情，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中国“折腾，，的时间真是太长了，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提出“不折腾”，道出了中国人民的真实心声
。
　　一个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应该是渐进和延续的，而中国清朝时期突然受到外部的攻击，这使国人变
得十分急躁，人们想在一夜之间变成强国，这个强国梦是如此执着、顽强，萦绕终身，它在推动民族
进步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
现在我们逐渐认识到了真相，我们需要的是渐进，是改革，是努力地把本职工作做好，是一点点地积
累财富，是在保留本国文化的同时学习外来先进的东西。
写完茅家的故事后，我深深地对先辈们所付出的努力感到钦佩，一种难言的感激之隋油然而生。
他们尽管没有辉煌的戎马生涯，没有一呼百应的领导才能和显赫地位，但是他们真诚忘我地为祖国奋
斗着，他们的那种爱国之情不时让我们这些离国而走，移居海外的一代人感到惭愧，正是这种心情激
励我写出了他们的故事。
　　人们都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我写完家史后倒更觉得中华民族是一个勇于变革并且
善于学习的民族。
只要有良好的环境，中国变化之快令人瞠目。
茅谦那一代，连外国仪器见都没见过，他们组成金陵测量学会就是为了欣赏和摆弄摆弄杨文会从国外
带回来的望远镜、显微镜、水平仪。
到了茅谦的孙子茅以升，已经可以造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而这之间只隔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这种进步同茅谦等人大力提倡西学，培养新式人才有着很大关系。
我刚到法国的时候，中国廉价商品放在地摊上贱卖且鲜有人问津，二十年后，“中国制造”已经涉及
很多高科技领域，并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寻常百姓家庭。
这些变化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取得的，茅于轼等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极力推动市场经济改革也
功不可没。
　　我在写茅家的故事时还有两个意外收获，一是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特别是一些远亲
的故事，另外，通过写书我和—些亲戚的关系及情感更深了。
每写—个人物时，我都被他们的经历所感动。
我对自己的外祖父，外祖母感情最深，写他们时情感尤为真挚，写几个舅舅也得心应手。
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当我写其他几位不太熟悉的亲戚时，我发现了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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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叔公茅以升，以前总觉得以升太知名了，写他的文章不知有多少，很难把他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
真实可亲的人。
但在搜集资料和听亲友们回忆后，我慢慢了解到茅以升的另一面：宠爱居家过日子的一面，喜怒哀乐
，爱恨情仇的一面，骄纵子女，依恋家庭的一面⋯⋯很多故事非常生动感人，我自己有时都会被感动
得掉泪。
　　我同定居在美国的两位远房表姐们取得联系后，写了她们的故事，尽管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与其
中有一位表姐也仅有一面之交。
但是当通上电话后，我们之间马上产生了非常熟悉和亲热的感觉。
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血浓于水”。
令我高兴的是，她们都非常支持我的写作计划，尽量给我提供素材。
另有在国内的表哥茅为雄，是他帮我写了对伯父茅于恭和对他父亲茅于榕的回忆，我对这两位长辈所
知甚少，没有他的帮助，我很难在本书中反映两位长辈的真实情况。
表舅茅于敏此前一直支持我母亲撰写茅家的家史，我母亲病倒后，他听说我要代我母亲写书，使不顾
身患重病，带着氧气机同我谈了好几个小时，没多久他本人也去世了。
我的写作计划得到茅家人的鼎力支持，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亲友外，大舅茅于轼，二舅茅于杭，小舅茅
于海，还有表姨茅于燕，表姨茅玉麟，表姨父徐旋，表弟茅为立，表舅茅于渊都为我提供了大量的资
讯和照片，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是难以完成此书的。
　　本书完成后我感到松了口气似的，希望我历时几年完成的这个工作可以告慰那些已经故去的亲友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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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茅家是个大家族，亲戚朋友非常多。
　　尽管“文革”和种种政治运动，我们家永远人来人往不问断。
“文革”期问很多家庭互相揭发，家庭四分五裂，我们家从来没有这种情况。
我从小就知道，家里说的话不能在外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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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茅青，1956年生，属羊，魔羯座。
1972年到北京郊区插队，1982年考入北大国政委，1985年赴法国留学，1988年回京待业。
1990年赴法定居至今。
传媒人，自由撰稿人。
发表、出版小说《菊菊》《风景物》《北京姑娘在巴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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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老照片和老故事  盛世修家谱  家谱中的“好人好事”　
一　茅谦中举  　出生在贫寒之家    　茅谦用功读书，一心中举    　“公车上书”    　茅谦搬家    　广
交朋友    　参加金陵测量学会　二　茅谦办学、办报  　《南洋官报》　三　茅谦的晚年及其子女们  
　茅谦送二子参加新军    　乃登、乃封亲历南京光复    　韩石渠    　茅家世交柳翼谋(柳诒徵)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一　茅以升——与钱塘江大桥分不开的名字　　1.以升的幼年
　　  自幼聪明好学　 　 好奇产生兴趣　　  文德桥倒塌　　2.求学之路　　  母命难违　　  恩师罗忠
忱　　3.留学美国  　　  为唐校争来荣誉　　  参加工程师学会　　  “一定要去工厂实习”　　  “茅
氏定律”　　  学成回国  　　4.茅以升职业生涯  　　  母校教书  　　  高足林同炎　　  水利受挫　　5.
茅以升和钱塘江大桥  　　  曾养甫有胆有识　　  “八十一难”　　  罗英，梅呖春功不可没　　  战起
桥成　　  通车之时乃炸桥之日  　　  重建唐校　　6.茅以升的家庭与婚姻  　　  茅家大家庭　　  开办
“交通旅馆”　　  以升的妻子戴传蕙　　  生活动荡  　　  妻子多病　　  逃难生涯  　　  韩石渠去世
　　  茅以纯——茅家一段痛心往事　　  权桂云　　7.茅以升的晚年  　　  迎接解放　　  私生活曝光
　　  交“黑心”  　　  “文革”岁月  　　  深陷家庭矛盾　　  “评功摆好”总结自已　　  笔耕不辍
　　  女伴病榻，子绝父情　二　外祖父茅以新　　1.“五呆子”不呆　　2.难忘的美国留学经历  　
　3.同学说媒  　　4.回国创业失败　　5.铁路生涯  　　  薪水“缩水”  　　  发生撞车事故遭撤职　　 
战争期间  　　  美丽的柳州  　　  再次逃难　　  默默无闻的英雄们　　6.解放前后  　　  出国接收物
资　　  改当顾问  　　  外祖母的太哥陈霆锐　　7.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晚年生活  　　  革文化的命　　  
黑暗中找乐　　  海外亲戚来京　　  重见天日  　　  小心谨慎克己奉公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
到经济学家   茅家“于”字辈，   我的三个舅舅  　一　茅于轼  　1.青少年时期  　　  祖母“物质刺激
”　　  影响一生的南开中学  　　  考入上海交大　　  当家庭教师　　  接触进步刊物，参加学生运动
　　2.奔赴东北  　　  大舅的初恋　　  齐齐哈尔一大新闻  　  3.噩梦开始      　当了“右派”    　尝过
饥饿    　与死神擦肩而过    　与山西结缘    　宽容不等于不追究责任  　4.改革开放   　　 改行经济学
　　  价格万岁  　　  终于跨出国门　  5.三十年的苦与乐  　　  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　　  “中国的尤
努斯”　　  创办保姆学校.　　  经济启蒙师　　  “穷人和富人”　　  市场经济的“布道人”　　  什
么是平等　　  至理名言　二　茅于杭，茅于海　  盲人的朋友茅于杭  　  科学家茅于海  　  才女小舅
妈　  母亲茅于兰　三　我家的亲戚　　1.心理学家茅于燕  　　  有凤来仪　　  弹无虚发　　  关注弱
智儿童　　  从给患儿吃猪脑片开始　　  不离不弃  　　  衣带渐宽终不悔　　  越老越香　　2.茅于恭
——生不逢时  　　  附：纪念伯父茅于恭　　3.茅于榕——茅家最“伤”的人  　　  附：回忆父亲茅于
榕　四　世界民族音乐的“布道人”陈自明　  抗战歌曲启蒙    　如愿以偿  　  红得发紫  　  一落千丈  
　  雪上加霜  　  东山再起  　  宣扬世界民族音乐  　　  附：世界民族音乐“百花园”第四章　“你到
底要什么？
”　一　惜时如金的徐依协　  远渡重洋  　  爱提问的小孩  　  不许读书  　  插队落户  　  “救救孩子
！
”　  终于读书  　  李政道的研究生  　  情感创伤  　  关心政治，寻找寄托　  立足美国，怀念家乡  　
二　实业家茅为红  　幸福的童年  　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乡村的日子  　学会感谢    　出国去，出国
去！
    　两百美元    　牌子挂到华尔街  　更上一层楼  　幸福的家庭  尾声：茅家的希望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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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照片和老故事　　外祖父家有两张老照片，一张是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结婚照，那是在上世
纪20年代末拍摄的。
照片上有茅家人也有外祖母的娘家陈家的人。
另外一张是外祖父家四世同堂的全家福，当时他才十岁，照片上有他的祖父、父亲、兄长以及侄子等
人，摄于上世纪初，1913年前后。
那时外祖父的二哥茅以升才十八岁，结婚不久，地点在南京老家。
娃娃桥。
照片上，坐在最中间的人，名茅谦，字子贞，是一家之长。
茅谦膝上坐的是他的孙子，茅乃封的儿子茅以元。
挨着他坐的是茅谦的弟弟，茅尚年，留着清朝发型，拖着一条大辫子。
据说，茅尚年老的时候行为有点古怪，看不惯新事物，不肯剪掉辫子。
左边坐的是茅谦的长孙媳朱少云，怀中抱着茅谦的曾孙茅于恭。
挨着茅尚年坐的是茅谦的另一个孙媳妇，茅以升的妻子戴传蕙。
　　茅谦是个举人，在当地小有名气，这是我很晚才知道的。
我外祖父是个不善言谈的人，我小时候很少听他讲过去的事情。
中国政治运动太多，言多必失，这也使本来就寡言少语的外祖父变得恧加沉默无话。
倒是外祖母话比较多，但她对这位祖公公根本没有印象，因为她嫁到茅家时，茅谦已经不在了。
我第一次听到茅谦的名字还是出国以后，我有一个学历史的好朋友肖小红专门研究中国江浙一带清末
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变迁所起的作用。
她曾经问过我，茅谦是否同我们家有关系，我却回答不上来。
她告诉我说茅谦在镇江曾经是一个有名的举人，办过学，办过报，参加过公车上书等等。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回国时查了资料并询问了长辈才知道茅谦的确是我家的先祖，就是照片上坐在正
中间的那位老人。
他的照片一直在我家放着，我居然对他毫无了解，连名字都不知道，我为此深感惭愧。
后来我专门去了一次镇江，查了家谱又去了茅家祠堂旧址等地方，对茅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越了解茅谦越觉得这位先辈很有特点，茅谦聪明过人，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精力旺盛，他一生中
做了不少值得记取的事情。
　　◎盛世修家谱　　过去的人一旦有了成就就会想到整理家谱，把祖上的名人或功德无量的人士都
记录一番，其目的无非是让后代循着老辈的足迹也做点光宗耀祖的事情。
茅谦也不例外，他中举后第一件事就是请家族中的人帮忙修家谱，他还为新修的家谱写了序：“吾族
为周公后，左氏传所谓凡蒋邢茅是也。
第其后茅并于鲁。
于《左传》篇末略见端倪。
入战国遂无所见。
若夷鸿茅茷，一无绪论，著于简编。
后世，秦有茅焦，汉有茅容。
一姓之中，人才如晨星寥落。
而遁于神仙者，则于句曲之华阳洞天，高占一席。
若以文章勋业之传于世者，盖寂无所闻焉，歌式微之章所以惕然惧也。
江南茅氏来自开封，迄今几三十传。
其问食旧德之名氏，用高曾之规矩犹能绵绵延延以传之不替。
则我远祖周公之遗泽犹有存焉者矣一⋯⋯”　　照茅谦的说法，茅家是周公的后代。
据记载，周公有四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名叔，被封到茅邑，即今天的山东省南部靠近江苏省的金乡县
，建立了茅国。
分封也为以后各国的兼并埋下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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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茅国终于被近邻邹国所灭。
茅国的子孙为了记住自己以前是茅国人，就以茅为自己的姓氏，从而有了茅姓。
这也是百家姓中所谓“以国为姓”的著名例子。
从家谱的序言中还得知，我们茅家有文字的家谱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以前则是口传家谱，口传家谱
的第一代是茅康，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十三代了。
茅康是宋代的武功大夫，他带了全家下江南，在镇江丹徒定居。
但我在宋史上并没有查到茅康这样一位武功大夫，是不是修家谱的人为了给茅家脸上贴金安了一个武
功大夫的头衔也很难说。
　　◎家谱中的“好人好事”　　茅家三十代中共有五位进士：六世，茅登升，宋朝绍定五年的进士
；十七世，茅鉴，明朝嘉靖十年举人，十一年的进士。
茅家十九世有两名进士：茅崇本，明朝万历四年的举人，万历八年的进士；茅崇修，明朝万历三十七
年举人，四十七年进士。
茅家第二十五代，茅奎光，乾隆五十四年的拔贡。
第二十八代茅谦，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举人。
此外监生，贡生不胜枚举。
　　家谱有一章叫做“事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好人好事”，里面记载的好人好事颇为有趣。
比如宋朝末年茅家第七代有个叫茅湘，字清叔的人。
他的父亲茅登，绍定五年中进士。
茅湘自幼博才多识，而且很有志气。
当时他同兵部尚书陆秀夫关系很好。
宋朝末年朝廷急需人才，陆秀夫就把茅湘推荐给朝廷，让他跟随海陆将领张世杰，不久朝廷提拔茅湘
当兵部侍郎。
皇帝端宗死了以后，茅湘和陆秀夫共同承担起保护年仅七岁的小皇帝的重任。
详兴二年也就是公元1279年，元军攻破压山，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蹈海而死。
家谱上记载说茅湘当时也一起跳海而死。
这一“英雄事迹”当时茅家人很引以为自豪。
　　著名的茅山三道士“三茅真君”是否是茅家的前辈，也没有可信和详实的记载，但我想茅谦肯定
认为三茅真君是茅家的祖辈，否则他不会给自己取了“肺山公”的号。
肺山就是茅山，山顶上有着中国著名的道家庙宇，里面就供着“三茅真君”。
　　茅家家谱中对第十五世茅宇的记载比较详实。
茅宇字子固，据说很小就显示出与众不同，不到十岁就能辨别诗文的好坏，邻里乡亲都认为他是个神
童。
茅宇年龄不大就自创了一份产业，创的什么产业家谱上没有提及。
茅宇平时行为规矩勤俭，自己为自己封号为“检庵”。
创业成功后便拿出钱来为村民们做好事。
弘治五年，镇江闹饥荒，茅宇拿出大量稻米赈灾救民，还出钱为远乡一个缺水的村子挖了一口井，这
臼井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义井”。
茅宇曾跟随丁易洞先生游览四方，这使他眼界颇为开阔。
他教育孩子很有一套。
他看出儿子没有多大才华，而孙子茅鉴却是可塑之才，于是就把重点放在教育孙子上。
他的教育方法比较独特，不用责骂和体罚来管教孩子，而是循循善诱，并且不分日夜寒暑同孙子一道
背诗作文。
茅鉴后来中了进士，这同茅宇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茅宇死后，朝廷的一名户部郎中写文章评价茅宇：“谈笑中有书史。
和易中有孤洁。
不谄不骄有猷有哲，起中衰之门户，宏再造之基业。
送死而周人之匮，养生而利人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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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宜子姓振振，家声烨烨，呜呼！
闻世上有子固之高风，今十五复睹检庵之人。
”茅鉴中举后，茅家这一支发达了好多年，但到茅谦祖父一代又衰落了，茅家中兴的重任于是落在了
茅谦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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