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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作者简介　　颜之推，字介，湖北江陵人，南北朝时期北齐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
　　颜之推出生在群雄割据、南北分裂的时代。
他出生于南朝梁大通三年，在他六十余年的有生时间内，北朝经历了北齐、东魏、西魏、北周、隋等
数个政权的变更，南朝虽只有梁、陈两个汉族政权的更替，也遭受了侯景之乱、隋灭陈等大的事变。
这六十余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这些，颜之推不仅是耳闻目睹，更是身受其害的
。
　　根据《北齐书·颜之推传》的记述，梁武帝太清三年，颜之推仅十九岁就担任了湘东王国右常侍
，加镇西墨曹参军，可谓少年得志。
二十一岁时，颜之推在郢州治所夏口掌管记。
侯景之乱中，叛军攻陷郢州，颜之推难逃厄运，不幸被俘，后因有人替他求情，虽免死却被囚送到了
建康。
第二年，梁军收复建康，侯景败死，颜之推又回到了江陵，任散骑侍郎等职，这是他一生中所任的最
高职位。
梁元帝承圣三年，西魏军攻陷江陵，颜之推再次被俘，第二年，被遣送到了弘农郡的李远那里。
但是，颜之推不忘故国，一直想着回到南方。
他在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冒险逃到了北齐，想从这里借道返回梁国。
然而不久，他就在北齐的京都邺城听到了梁将陈霸先废梁自立的消息，于是断绝了回到南方的念头而
继续留在北齐。
从那以后，他在北齐度过了二十年相对稳定的生活。
这段时期颜之推在仕途上虽屡有升迁，然而身处险恶的官场，时时有被陷害甚至招致杀身之祸的危险
。
这使颜之推的内心蒙上了阴影。
北周建德六年，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颜之推第三次做了亡国奴，这时他才四十七岁。
周静帝大象二年，颜之推在京城长安担任御史上士一职。
隋取代了周以后，他在隋文帝开皇年间被太子杨勇召为学士，不久便病逝了。
　　颜之推的生平著述非常丰富，非常可惜的是，现存于世的只有《颜氏家训》、《还冤志》以及《
北齐书·文苑传》中的《观我生赋》一篇，另外还有佚诗五首。
　　颜之推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不想却遭逢乱世，饱经忧患，一生都几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曾
经三次被俘，饱受战乱之苦，目睹兴衰之变。
他既有从仕宦之家跌人困顿的经历，又有在乱世之中全身保性，使家门不衰的成功努力。
颜之推的这一特定的身世经历，铸就了他特定的思想性格，这些在《颜氏家训》一书中是有比较充分
的反映的。
　　二、《颜氏家训》内容提要　　颜之推一共有三个儿子，分别是颜思鲁、颜愍楚和颜游秦，颜之
推非常重视对他们的教育。
他根据自己的教育经验和体会，写成了《颜氏家训》一书。
　　《颜氏家训》是我国现存的古代最早的一部家教名著，是颜之推集毕生的体验，旁征博引，所著
就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
　　《颜氏家训》一书的内容，涉及范围颇广，除《序致》一篇主要谈写作《家训》的宗旨外，其余
十九篇则分别就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展开论述。
　　具体说来，《教子》篇讲的是如何教育子女及其重要性的问题，《兄弟》篇讲的是如何处理兄弟
关系的问题，《后娶》篇讲的是男子续弦及怎样对待非亲生子女的问题，《治家》篇讲的是如何处理
家庭矛盾以及如何治理家庭的问题，《风操》篇讲的是在称谓、避讳、丧事等方面所应遵循的礼仪规
范以及南北各界风俗时尚的差异优劣，《慕贤》篇讲的是应该怎样正确对待人才的问题，《勉学》篇
讲的是怎么对待学习的问题，《文章》篇讲的是关于写文章的各种问题，《名实》篇讲的是“名”与
“实”的问题，《涉务》篇讲的是要接触社会实际、多做实事的问题，《省事》篇讲的是做事情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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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专一、不作非分之想的问题，《止足》篇讲的是少欲知足的问题，《诫兵》篇讲的是文人不要参与
战争的问题，《养生》篇讲的是关于养生的问题。
 　　以上十五篇的内容主要是涉及了个人在立身、治家、处世等方面所应遵循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
除此而外，《归心》篇讲的是关于信仰佛教的问题；《书证》、《音辞》两篇讲的是考证古书，涉及
文字、音韵、训诂、校勘方面的学问；《杂艺》篇讲书法、绘画、射箭、算术、医学、弹琴、卜筮、
棋博、投壶诸种杂艺，都属于比较专门的问题，也可视为对上述十五篇内容的补充。
而最后的《终制》篇可以看作是作者写下的遗嘱，言辞恳切，感人至深。
 　　总的看来，《颜氏家训》一书的各篇内容虽然涉及的范围很广，但大体都没有脱离儒家的思想体
系。
《唐志》、《宋志》都把这本书列入了儒家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把它列入了杂家的作品，是从
不同的角度着眼，各有一定的根据的。
 　　三、《颜氏家训》的突出思想 　　《颜氏家训》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
自成书以来，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作为家教范本，经久不衰。
究其原由，主要是书中内容基本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儒士们教育子孙立身处世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切实
可行的教育方法和主张，以及培养人才力主“治国有方、营家有道”之实用型新观念等，继承和发展
了儒家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育思想。
正由于此，历代统治者对《颜氏家训》非常推崇，甚至认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以致大肆宣传
，广为征引，反复刊刻，虽历经干余年而不佚。
 　　但是，与儒家经典著作中的正统思想相比较，《颜氏家训》中的某些思想可以说是发生了某静程
度的扭曲。
如果我们结合颜之推的身世经历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待这一现象，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因果关
系了：第一，颜之推从小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自然他也要用儒家思想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第二，颜之推生处乱世，一生颠沛流离，这就使得他难免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所以他特别希望儿
孙后辈能够懂得现实社会中的利害关系，从而在乱世中得以全身免祸。
第三，颜之推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所以他希望儿孙后辈们也能保有既得的官宦世家的社会地位
。
仔细想来，我们就不难悟出，上述思想常常是互相矛盾的。
比如，要想苟全性命于乱世，就应该远避官场的倾轧，但这样怎能保持官宦世家的社会地位?因为，在
那个国家四分五裂、政权如走马灯般频繁更替的时代，每个为人臣者都面临着在忠于旧主和侍奉新君
的痛苦选择。
在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颜之推的思想发生一定程度的扭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颜氏家训》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的另一个思想是重视学习、讲求实际。
颜之推勉励儿孙努力学习、重视实干是为了获取谋生的本领，也是出于在乱世中求生存的考虑。
由于颜之推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所以尽管朝代更换，他都照样能够做官。
由此可以看出，颜之推勉励儿孙勤学是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的，因此，他特别强调学习必须讲求实用
，而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
 　　在颜之推看来，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学以致用：或者是加强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或者是提高处理
实际事物的能力，如能断案、善治民、懂得造屋种田等等。
如果学习只是为了能高谈阔论、吟诗作赋，那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基于这种务实的观点，他对当时的士族阶层养尊处优、脱离实际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总而言之，由于颜之推出生于士族之家，自己也一生为官，他从小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身处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极端尖锐的乱世，饱经忧患困厄，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这就造就了他以儒学
为宗，然而又意欲远离政事、全身免祸以及重视学习、讲求实用的思想性格。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颜氏家训》时应该抱有的“知人论世”的态度，而不是对其加以一味的
褒奖或贬低。
 　　四、《颜氏家训》的地位及其价值 　　从总体上看，《颜氏家训》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
作品，不失为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一种，它不仅在家庭伦理、道德修养方面对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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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作用，而且对研究古文献学，研究南北朝历史、文化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作者在特殊政治
氛围中所表现出的明哲思辨，对后人有着宝贵的认识价值。
 　　首先，全书二十篇，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但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
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其中不少见解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固然有不少消极落后的成分，但也包含了许多体现中华民族固有美德的积极因
素。
如他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
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重视家庭、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重视对儿女道德品质的培养
。
此外，书中论及躬俭节用、慎于交友、礼貌待客、爱护书籍以及主张薄葬、反对迷信等等，都值得今
人借鉴参考。
 　　其次，本书有较大的历史参考价值。
作者往往通过插叙自身见闻，寥寥数语，便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特别是士族社会的谄媚风气，写
得淋漓尽致，读来饶有趣味。
写梁朝士族子弟不学无术，靠祖上庇荫养尊处优，及至遭逢乱离，即陷于穷途末路，语言朴实而生动
，可谓人木三分，一时间其狼狈情状跃然纸上。
此外，如《治家》篇写自己一位远亲弃杀女婴的残酷场面，《风操》篇评述南北风俗习尚的优劣差异
，《名实》篇写某“贵人”服丧期间以巴豆涂脸，使脸上长疮，表“哭泣之过”的无耻行径。
凡此种种，都可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社会的世风习尚。
 　　第三，本书《文章》篇集中体现了颜之推的文学理论思想，其大旨与刘勰《文心雕龙》的主张相
近，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颜之推很重视文学。
他批评扬雄视文学为雕虫小技的说法，并从个人立身修养的角度说明文学的重要性。
对于文学的功用，颜之推不狭隘地仅仅把它归结为服务于政治教化和实用，他也肯定文学具有愉悦耳
目、陶冶性灵的审美功能，同时也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学审美能力。
他的《颜氏家训》虽时有骈体，但内容充实、情意真切，文笔平易近人，具有独特的朴质风格，对当
时及后世文风也是产生了相当影响的。
 　　当然，《颜氏家训》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其封建性的糟粕不可忽视，诸如书中对封建纲常伦
理的宣扬，对明哲保身的说教，以及对佛教因果报应的迷信宣传等，还望读者仔细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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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颜氏家训》既然名为家训，作者之意便在使子孙能够继承先辈的事业，保住既有的社会地位。
为此，作者自然会要求子孙恪守儒家思想所包含的各种伦理道德规范，以立足于险恶复杂的社会而不
至倾覆。
儒家思想在今天来看固然有消极落后的成份，但本书中很多方面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如重视教育、鼓励勤学、重视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和谐，重视对儿女道德品质的培养等等；又比如书
中论及躬俭节用、慎于交友、礼貌待客、爱护书籍以及主张薄葬、反对迷信等等，都是值得今人借鉴
参考的。
　　颜之推以学问广博著称。
《颜氏家训》中《书证》篇考据名物，讨论语词训诂，《音辞》篇辨析声韵，“斟酌古今，掎摭利病
”，都颇具精义，反映出颜氏广博的学识和较深的造诣。
《颜氏家训》涉及范围极广，其中包括地域风俗的介绍，佛理的论证，文字、声韵的校勘等。
国学大师王利器曾高度肯定了《颜氏家训》一书的历史文献价值，指出该书对研究南北诸事、《汉字
》、《经典释文》、《文心雕龙》等专门学问，有重要参考价值，并专门指出《颜氏家训·音辞》一
篇“尤为治音韵学者多当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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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育子女要从小抓起　　中国人历来就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父母对孩子常常语重心长，寄予厚望。
古往今来，流传着不少发人深省的教子篇章。
　　三国时代，诸葛亮写了《诫子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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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这是诸葛亮告诫其子诸葛瞻的一封信。
据《蜀志》所载：“亮先未有子。
”后来有了儿子，但并不溺爱：“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
”对儿子了解深刻，虑其成长，这正是诸葛亮爱子和教子的出发点，因而一反“望子成龙”的传统观
念，提出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教育观点，要求儿子修身养德，勤学苦练，立志成才。
　　宋朝寇准的母亲曾写了一首著名的示儿诗，叫《寒窗课子图》：“孤灯夜读苦含辛，望你修身为
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
”寇准自幼丧父，家境贫寒，靠母亲织布度日。
后来寇准考中进士，他不忘慈母教诲，为官清廉，成为北宋贤相。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曾写了《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诗人告诫儿子（子聿），做学问要在少壮时下苦功，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还是肤浅的，要真正掌握
知识必须重视实践。
陆游在临终前还写下一首传诵千古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诗人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北定中原、统一祖国的大业，教育儿子坚持抗战，报效国家。
　　清朝文学家彭端淑写了《为学一首示子侄》：“天下事有难易乎？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
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这是作者勉励其子侄刻苦学习的文章。
深入浅出地论述了难与易、聪敏与昏庸是依人们的主观努力而转化的。
教育其子侄勤学苦练，力求上进。
　　近代教育家黄炎培曾写下一首示儿诗：“理必求真，事必求实，言必求信，行必踏实。
”教育儿子要追求真理，诚实守信，踏实做事，力戒浮躁。
　　我们列举以上这些事例就是为了说明，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也是很重要的老师，教育孩子
就要从小抓起。
值得一提的是，古人不仅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就重视对他们的教育，更为可贵的是，在孩子成人之后，
他们也丝毫不放松，尤其是在品德教育方面。
下面这个“子发母拒子入门的故事”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子发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大将。
有一次，子发奉楚宣王之命，带兵和秦国作战，在前线断了粮草，派人向楚王告急。
使者见过楚王以后又到了子发的家里，问候子发的母亲。
　　子发的母亲问来使：“兵士们都很好吗？
”使者说：“军队里还有一点豆子，大家只能一粒一粒分着吃。
”子发母又问：“你们的将军身体好吗？
”使者说：“将军每顿都能吃上肉食和米饭，身体很好。
”子发的母亲听了很不高兴。
　　后来，子发打败了秦军凯旋而归，他的母亲却紧闭大门，不准儿子进家，并且派人对他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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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过越王勾践伐吴的事吗？
有人献给越王一罐酒，越王就派人把酒倒在江的上游，让士兵们一起饮下游的水。
虽然大家并没尝到酒味，但是每个人的战斗力却提高了5倍。
过了几天，又有人献给越王一口袋干粮。
越王又把它分给了士兵。
虽然大家并没有能够吃饱肚子，但是每个人的战斗力却提高了10倍。
　　“现在，你身为将军，粮食不够，士兵们只能分一点豆粒吃，你自己却早晚都是肉食米饭，这是
什么道理？
　　“你使士兵陷于死地，而自己却在上面享乐。
这样做将军，虽然打了胜仗，也只是出于偶然，并不是你的功劳。
你这样做，还能算是我的儿子吗？
你不要进我的门算了。
”　　子发听了母亲的批评，觉得很有道理，赶紧向母亲承认错误，表示决心改过，他母亲才叫人打
开大门，让他回家。
　　我们常听人说：“孩子大了，不由父母了。
”这个故事却给我们一个启发，说明家庭教育不限于成年以前，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儿女之间，都应
当互相监督、互相教育。
父母对于子女，更是有着终身教育的责任。
　　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国的家长在教子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历代人提出和总结的一些家庭教育的基本原则对现代家长是很有启发的。
　　1．重视早期家庭教育　　早在春秋时期，尽管当时的人们对人体的生理发育，特别是大脑的生
理发育的认识还很浮浅，但是根据长期的教育实践，在积累和总结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
础上，逐渐认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孔子就提出过“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见解，指出了早期教育所形成的良好品德和习惯，对孩
子终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汉代的戴德在《大戴礼记·保傅》中提出教育子女要从“赤子”时开始，因为孩子幼小时，“心
未疑”而“化易成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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