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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社会如何看待“官宦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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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东方》

本书记录了 1905 年美国政府代表团访华之行，主要在北

京。代表团员的足迹踏遍了北京城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不仅有

天坛、国子监、雍和宫、鼓楼等名胜古迹，连南口、十三陵、小汤

山温泉寺院等郊区景点也没落下。书中的档案史料包含了代

表团成员的书信，这些书信从不同视角呈现了百年之前外国人

眼中的中国；还包含美国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对此次访华之行的

评论。书中有大量珍贵老照片，涉及了老北京的方方面面，既

有前门大栅栏普通老百姓的平凡市井生活，又有紫禁城内的隐

秘宫廷内景。这些老照片如今看来恍若隔世，照片中的许多景

观或已经绝迹、或物是人非。

（【美】马戈·斯蒂弗、沈弘、詹姆斯·斯蒂弗 著 浙江大学出

版社2012年3月出版）

《失落的巅峰》

在本书中，知名口述史作家周海滨面对面采访了陈独秀、

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胡耀邦的亲人，通过他们的口述

展现出这些革命家在历史洪流中的抗争与妥协、在家庭生活里

的质朴与真实，是中共领袖不为人知历史细节的最新披露。

（周海滨 著 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时尚的精髓》

本书以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上流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

时装、咖啡、香槟、香水、派对……即使在今天，这些源自法国路

易十四时代的元素，仍是时尚的主要载体。其实，在路易十四

登上王位时，法国还是个与时尚不沾边的国家，然而，仅仅60多

年，法国就成为了时尚的领导者。那个时代，人们对优雅、品位

及奢侈生活的欲望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为美食、时装、室内

装饰制定的标准，至今仍在发生着作用。

（【美】若昂·德让 著 杨冀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2月出版）

《走出白色恐怖（增订版）》

这本书是著名华裔汉学家、耶鲁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孙康

宜一家走出苦难、超越困厄的回忆。作者的父亲是天津人，母

亲是台湾高雄人，国共内战期间，一家辗转到台湾，不想却是厄

运的开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称为台湾“白色恐怖”的高峰

期，因作者的舅舅参加了反抗当局暴政的活动，作者的父亲以

莫须有的罪名下狱，家产尽遭查抄。母亲带领全家躲到农村，

之后全家迁至美国，展开另一段生活。书名之所以用《走出白

色恐怖》，是因为作者“写在这里的章节大多与白色恐怖有关，

但这本书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相反地，这是一本

‘感恩’的书——对那些给我们雪中送炭的朋友和亲人，我的感

激是一言难尽的”。

（孙康宜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月出版）

《何来何往》

本书为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周国平的散文随笔集。王蒙先

生曾说过：“对于一个善于感受和思考的灵魂来说，世上并无完

全没有意义的生活，任何一种经历都可以转化为内在的财富。”

周国平用文学的形式谈深邃的哲学命题，诸如生命的意义、死

亡的意义、性格与品质、自我的价值等。深入浅出，寓哲理于常

情，平易之中多见理趣，充满了人生的智慧和哲学的美丽。

（周国平 著 新星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日本漫画为什么有趣》

日本漫画为什么能够吸引众多读者？故事魅力自不必说，

表现结构也似有秘密。什么是“形喻”？什么是“间白”？这些

新术语用来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呢？日本漫画专栏作家夏目房

之介在其研究漫画十载之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解读线条、对

话框、格子的结构和功能等等漫画家想出的种种点子，阐述其

趣味所在。

（【日】夏目房之介 著 新星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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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是一个官本位的社

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妻以

夫荣，子以父贵。生活在这样家

庭背景下的“官宦子弟”或“世家

子 弟”，也 就 是 我 们 今 天 常 说 的

“官二代”，便成为一个特殊的社

会群体。在清人的著述、书信、家

训、日记等作品中，便有许多讨论

“官宦子弟”的文字。其中，既有

人们对他们成长轨迹的观察与思

考，也有家长们对自己子女的期

许与警示。

“官宦子弟”有什么优势

与被称为“寒士”的普通老百

姓相比，“世家子弟”在各方面显

然具有巨大的优势。

首 先 是 有 着 富 裕 的 生 活 条

件，如康熙时任大学士的张英所

说，“仕宦子弟，则乘舆驱肥”“席

丰履厚，田庐仆役，无一不具”。

乾隆时任知县的汪辉祖也说：“席

丰履厚，得所凭依，进身之途，治

生之策，诸比常人较易。”其次是

有着良好的教育条件，就像乾隆

时做过小官的白云上所说：“生于

书香世家，延名师，择良友，父兄

饱学，从而提命讲解，子弟资质聪

明，又好读书，自然直上云霄，乃

顺境也。”再次是有着广泛的人脉

关系，父祖辈既然久处官场，自然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交往

的 都 是 有 权 有 势 之 人 。 曾 国 藩

说：“当家门鼎盛之时，炎凉之状

不接于目，衣食之谋不萦于怀。”

就是说，不但不必挂念于衣食琐

事，也感受不到世态炎凉，周围所

见只是赞誉奉迎，一呼百应。

习于侈靡，耽于逸乐

可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却往

往呈现出复杂和矛盾的状态。上

面讲到的那些优越条件，如果思

虑不周，自制不力，处置不当，倒

反而成为“世家子弟”立身处事的

障碍与陷阱，使事情走向反面，极

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对于“世家子弟”来说，富裕

的物质生活条件，最大的危险是

让他们习于侈靡，耽于逸乐，“鲜

衣怒马，恒舞酣歌，一裘之费，动

至数百金，一席之费，动至数金。”

这样做的结果，浪费金钱尚在其

次，更主要的是消磨了志气，泯灭

了性灵，既不知稼穑之艰难，也不

谙世途之险峻。康熙帝在《庭训

格言》中强调，王公大臣子弟“不

可 过 于 娇 养 ”，“ 若 小 儿 过 于 娇

养，不 但 饮 食 之 失 节，抑 且 不 耐

寒 暑 之 相 侵，即 长 大 成 人，非 愚

即痴”。这里所说的“愚”和“痴”，

自然也是指对人情世故懵懂无知

的意思。

良好的教育条件，如果缺乏

主观的刻苦努力，也并不能保证

学业精进。郑板桥有一个很有意

思的观察和发现，他在给其弟的

一封信里说：“富贵人家延师傅教

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

多出于附从贫贱之家，而己之子

弟不与焉。”郑板桥没有分析产生

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是说从这个

现 象 中 可 以 看 出，“ 富 贵 足 以 愚

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

以 人 际 关 系 而 言 ，“ 世 家 子

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常常成

为某些不肖之徒的追逐目标。而

这些子弟“人生二十内外，渐远于

师保之严，未跻于成人之列”，性

情未定，分辨乏术，“脱有一淫朋

匪友，阑入其侧，朝夕浸灌，鲜有

不为其所移者”。平日里酒食应

酬，嬉游征逐。“耗精神而荒正业，

广言谈而致是非，种种弊端，不可

纪极。”一旦交友不慎，潜移默化，

近墨者黑，心志不坚者难免随波

逐流，同流合污。

根据“官宦子弟”成才不易的

客观现实，人们在将其与普通“寒

士”相比较中，力图总结出一些规

律性的认识。如曾国藩就这样说

过：“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

不 与 寒 士 相 同，庶 可 以 成 大 器。

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左宗棠也说：“然子弟欲其成人，

总 要 从 寒 苦 艰 难 中 做 起。”张 英

则更进一步，认为官家子弟既然

修身立名较一般寒士更难，所以

只 有“ 谨 饬 倍 于 寒 士，俭 素 倍 于

寒 士，谦 冲 小 心 倍 于 寒 士，读 书

勤苦倍于寒士，乐闻规劝倍于寒

士”，才能同寒士一样获得成才的

机会。

对“官宦子弟”的警示

为了打消“世家子弟”安富尊

荣，鼓 励 他 们 刻 苦 自 律，奋 起 上

进，家长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对他

们进行“祸福相倚”“富贵不常有”

的 教 育 ，以 增 强 他 们 的 忧 患 意

识。同治时官至大学士的倭仁，

在给两个侄子的信中这样说：“吾

家 世 敦 朴 素，自 入 仕 途，渐 习 奢

侈，衣服器用踵事增华。抑思盛

衰循环，富贵岂能长有？一旦事

殊势易，家人习奢日久，必不能顿

俭，必至失所。失祖宗节俭之风，

致子孙饥寒之渐。”家长们反复强

调，能否保持富贵门第，关键在于

子孙之贤或不肖。“子弟不成人，

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

贱益以固其节。”曾国藩也讲过类

似 的 话，他 在 给 儿 子 的 信 中 说：

“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

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

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

奢倦怠，未有不败。”

针 对“ 官 宦 子 弟 ”易 犯 的 通

病，人们向他们提出了各种警示，

其 中 既 倾 注 了 家 长 们 的 殷 切 期

望，也反映了社会对他们的约束

要求。主要内容有：一曰不可“倚

势凌人”。恃父祖的势力横行不

法，欺 凌 他 人，结 果 难 免 身 罹 法

网，追悔莫及。二曰不可“耽于逸

乐，习于奢华”。纨绔成习，放荡

成性，必然贪淫败行，无所不为，

最后不仅一事无成，而且将潦倒

终生。三曰不可长“矜夸之气”。

“世家子弟”年幼时被百般呵护，

长大后如众星捧月，在“规益之言

少入于耳”的情况下，就容易轻狂

恣 肆，目 空 一 切，自 以 为 高 人 一

等，唯我独尊。四曰“不涉公庭”，

就是不要利用父祖的权势，出入

公门，左右词讼，“凡大员之家，无

半字入公庭，乃为得体”。五曰要

“仗义疏财”。戒挥霍资产，但并

非一味聚敛。“钱财盈丰，千仓万

箱，若遇好事不做，遇贫难不施，

不过一守财奴耳”。所以对于穷

厄之人，“生则赈给，死则埋骨”，

其他善举，量力而行。

“官宦之家”该留什么给后代

其实，在“官宦子弟”身上产

生的种种问题，追根溯源，往往同

身居高位的父祖们有密切关系。

这一点，一些明智的家长也是有

清醒认识的。张英就说过：“但视

己 无 甚 刻 薄 ，后 人 当 无 悖 出 之

患。己无大偏私，后人自无攘夺

之患。己无甚贪婪，后人自当无

荡尽之患。”关键还是看本人为子

孙树立一个什么榜样。汪辉祖讲

得就更明白：“无论居何等地位，

一言一动，要想作子孙榜样，自然

不致放纵。”家长不放纵，子弟们

也就“不敢分毫恣纵，自然由幼至

长，渐渐恶念少而善念多，可为树

德之基”。

到这里，就引出一个更根本

的问题：官宦之家究竟应该拿什

么留给后代？我们可以转述几位

清代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张履

祥说：“ 不肖之子，遗此田宅，转

盼 属 之 他 人，遗 此 多 金，适 资 丧

身之具，孰若遗以德义之可以永

世 不 替？”道 咸 时 期 官 员 觉 罗 乌

尔通阿说：“多积不义之财，以付

不 肖 子 孙 ，助 其 骄 淫 ，其 败 尤

速。故曰：‘积金以遗子孙，子孙

未 必 能 守；积 书 以 遗 子 孙，子 孙

未 必 能 读 。 不 如 积 阴 德 以 遗 子

孙，庶几可久。’”曾国藩讲得更

加直白，他在给诸弟的一封信中

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

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

为可羞可 恨，故 私 心 立 誓，总 不

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盖儿子

若 贤，则 不 靠 宦 囊，亦 能 自 觅 衣

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

将 多 造 一 孽，后 来 淫 佚 作 恶，必

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

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

后人。”

作者简介：

李文海，1932 年生，中国人民

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

究所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

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

与研究工作，出版有《世纪之交的

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近

代中国灾荒纪年》等专著。

温州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

初期举世瞩目，形成了著名的温州

模式。这里也曾孕育了绵延流长

的瓯越文化，温州的发展得益于这

种文化。然而，对温州模式的研究

鲜有文化视界的考量。林亦修的

《温州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在此

情境下就显得特别抢眼。经年累

月地爬梳历史文献、身背行囊行走

在温州田野所成的这本书，让我们

有机会从另一个视角审视温州。

温州是个移民城市，这赋予

了温州人身份模糊的特质，他

们始终处于待发的状态，这让

捕捉先机成为本能，“敢为天下

先”由此而获得凸显。漂泊是

温州人的一种宿命，只要温州

祖先的灵魂还驻守在青山翠谷

中，就永远指示自己的后代沿

着四散的方向谋生创造，正如

林亦修在书中所说：“弱势群体

在谋发展的过程中，其无序性

和非正常性是必然规律，流浪

的吉普赛人、海外华人社团和

进城的农民工都印证了这一规

律。”不过与犹太人、波西米亚人

的宗教信仰不同，温州人的信仰

是分散的游击式的民间信仰，即

使崇拜祖先也不能使之真正超

越日常生活的层面。该书从民间

信仰的视域梳理温州文化尤其是

族群与区域文化的历史渊源，进

而为审视温州模式搭建平台。

该书还给我们展示了温州

文化研究的美好前景。多数对

温州的研究仅关注文本的解读，

很少上升到对温州人生活理念

乃至信仰的关注，更少有切实的

田野调查研究。本书走出了旧

有的研究范式，认为从地理环

境、宗教心理、族群互动、习俗变

迁等视界都可以展开研究。这

不仅激活了诸如对温州人信仰

的《灵经大传》和温州活态史诗

说唱“参龙”的研究，还让我们看

到仪式理论之于温州文化研究的

广阔前景。对于一个民间信仰发

达的地方，仪式无疑承担着重要

的文化功能。通过仪式和演说，

过去的事情被重新陈述，阐述已

有的生活智慧，让民众在陌生的

地方能够从容应对。

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林

亦修在面对自己本土文化时非常

理性，有的观点给温州文化发展

敲响了警钟，包括有关温州区域

文化的起伏兴衰的问题。他认为

温州区域文化总是崛起于社会转

型时期，衰落于王朝强盛之际，小

传统与大传统处于错位状态。温

州民间信仰把许多成功神秘地归

因于“有贵人相助”，归因为“有求

必应”，习惯于向各种菩萨“许愿”

和“还愿”。礼品文化在现在的温

州也特别发达。这种习惯滋长了

温州人的权钱交易和利益均沾观

念，给温州的进一步发展拖了后

腿。随着社会法制的健全，温州

不可能驻足现有阶段的生存与发

展模式。当然，该书并没有停留

在简单的反思揭丑层面，而是通

过探究温州族群与区域文化特质

的形成源头，让历史本身来言说。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对温

州文化的研究较少，相关的正史

记载有限，这在客观上逼迫研究

者“铤而走险”，利用有待历史学

者考证甄别的野史笔记甚至历史

演义作为史料。与此相映成趣的

是，凡是对史料有确切把握的，作

者的论述就酣畅淋漓，下笔果断

而富有情感；反之，则出语谨慎。

（《温州族群与区域文化研

究》已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本报讯 日前，第二届郁达

夫 小 说 奖 完 成 参 评 作 品 征 集 工

作，方方的《刀锋上的蚂蚁》、叶兆

言的《玫瑰的岁月》、林白的《长江

为何如此远》、迟子建的《黄鸡白

酒》等 30 部中篇小说和铁凝的《海

姆立克急救》、苏童的《香草营》、

于坚的《赤裸着晚餐》等 32 篇短篇

小说入选候选篇目。

此届郁达夫小说奖将海外华

语小说纳入评奖范围，最终共有

陈谦、张翎、陈河、张惠雯等 9 位

海 外 作 家 的 作 品 入 围 候 选 篇

目。据悉，本届评奖审读委会议

将于 5 月下旬召开，届时 13 位审

读委专家将从候选篇目中投票决

出终评备选作品，终评委再从中

选出中、短篇小说奖各 1 部，提名

奖 3 部。 （姜 楠）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璩静

白旭）党建学术著作《中 国 共 产

党 建 设 90 年 ：实 践 探 索 与 理 论

创 新》英 文 版 日 前 在 伦 敦 书 展

期间举行全球首发式。该书以

90 年 为 时 间 跨 度 ，评 述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建 设 史 ，全 景 式 地 描

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先进理论指

导 下 ，从 思 想 、组 织 、作 风 和 制

度等方面所进行的富有成效的

建设成就。

《中国共产党建设 90 年》由北

京出版集团和英国新经典出版社

推出，全书共 60 万字。该书将中

国共产党 90 年党建创新与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实现的两次

历史性飞跃相联系，围绕“实践探

索与理论创新”这一主题组织史

料、归纳概括，按照历史发展的逻

辑，阐明了党建大业的“实践与创

新史”。

该书英国出版方、英国新经

典出版社总经理黄永军说：“要了

解中国，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党，

从这个角度切入，正是西方了解

中国的方向。所以，继成功在海

外推出《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等图书后，英国新经

典出版社再次让世界听到了来自

中国的主流声音。”

张爱玲译版《老人与海》内地上市

本报讯 由张爱玲生前翻译

的海明威经典名著《老人与海》简

体版已在内地上市。据张爱玲研

究专家陈子善介绍，海明威中篇

小说《老人与海》红遍西半球之

际，张爱玲离开上海到达香港。

迫于生计，她在美国驻香港总领

事馆找到一份翻译工作，参与大

规模的美国文学作品中译计划，

《老人与海》就在此之列。张爱玲

翻译的《老人与海》中译本 1955 年

由香港中一出版社出版，同年秋

天，张爱玲移居美国。

在序言中张爱玲说道，“书中

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却是充满

了生命的辛酸，我不知道青年的

朋友们是否能够体会到。”学者止

庵认为，张的译文颇多精彩之处，

诸如形容老人的眼睛，吴劳的译

本作“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显得喜

洋洋而不服输”，余光中则翻译为

“他的眼睛跟海水一样颜色，活泼

而坚定”，张则译为“他的一切全

是老的，除了眼睛。眼睛和海一

个颜色，很愉快，没有战败过”。

他还说，优劣姑且不问，张译显然

更有精神代入的痕迹，也更确切

捕捉到老人的刚毅的一面。单纯

的句子看，也有张氏语言句子的

痕迹。

据悉，该书除了《老人与海》

外，还附带收入张爱玲翻译的玛乔

丽·劳林斯的《鹿苑长春》及华盛

顿·欧文的《睡谷的故事》。（陈 智）

第20届柔刚诗歌奖揭晓

本报讯 近日，第 20 届“柔刚

诗歌奖”评选结果揭晓，吉狄马加

获荣誉奖，麦芒获本年度主奖，王

西平获新人奖。

“柔刚诗歌奖”由诗人柔刚于

1992 年出资设立，至今已历 20 届。

该奖面向海内外所有汉语诗人，每

年评奖一次，旨在褒奖优秀诗人、发

现诗坛新秀，推动现代汉诗的发

展。本届评选共收到500位参选诗

人材料，有68位诗人获年度主奖提

名，131位诗人获新人奖提名。

从第 17 届开始，“柔刚诗歌奖”

不定期设立荣誉奖，颁发给对中国

当代汉语诗歌有重大贡献或有重

大影响力的诗人或诗歌批评家。

荣誉奖不由投稿参赛产生，而由评

委会全体评委协商决定。第 20 届

柔刚诗歌奖评委会决定，将本届荣

誉奖授予诗人吉狄马加，以褒奖他

多年来以民族书写在全球化语境

中形成的诗歌品质。 （欣 闻）

罗琳开写哈利·波特百科全书

本报讯 尽管“哈利·波特”

系列小说已告封笔，英国女作家

J·K·罗琳的魔法情结似乎未告终

结。她在个人官网上写道，目前

正在撰写哈利·波特百科全书，

完成后版权收入将捐给慈善机

构。她在网站上写道：“ 我很早

前就承诺要出一部关于哈利·波

特魔法世界的百科全书，现在已

经动笔。”

罗琳 2007 年完成哈利·波特

系列完结篇时表示，将根据过去

的创作笔记，向读者呈上一份魔

法世界“导游手册”，其中包括霍

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历史人物，以

及几个主要人物的族谱全面介

绍，这样她就可以用上以前没有

写入小说的全部资料。

关于哈迷最想知道的“是否

会有新哈利·波特小说”，罗琳写

道：“在这个问题上，我总是拒绝

使用‘永不’一词。在我看来，把

未来几年可能想去做的事排除在

外是愚蠢的做法。不过，我没有

立即开始写新哈利·波特小说的

打算。” （乔 颖）

郁达夫小说奖候选篇目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