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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既是家事，也是国事

传国学经典树良好家风

口述 张建云 整理 魏天权

“用国学解读生活，用生活诠释

国学”，是熟悉张建云的人对他的评

价。身为一位国学学者，他擅长以国

学观点解读社会现象，其文章被誉为

“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浪漫、诙谐与正

义的结合”。创作、思考是习惯，助

人、利他是人格，他身体力行地推进

家风教育，所创微信公众号“微国学”

产生了较大影响。

家风是我们血脉的精华

决定着每个人的精神气质

我从小喜欢国学，读了很多唐
诗、宋词、元曲，以及《论语》《大学》
《中庸》《孝经》《易经》《弟子规》等典
籍，对祖国的灿烂文化充满景仰之
情，总想去探寻其中的真意。

因为热爱，我一直在研究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并将其掰开揉碎融入家
庭、家教、家风当中，总结形成了一套
“家风建设训练体系”。“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一句耳熟能详的歌
词，道出了家与国之间的息息相通，
也直白地告知人们——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既是家事，也是国事，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中国人的

“大家训”。
那么什么是家风？我们从头说

起：比如一所钢筋水泥的房子，里面
住进了人，就是家庭；这个家庭里的
人，为了一个向善向上的美好心愿彼
此教育，就是家教；把心愿提炼成一
句话，挂在墙上，就是家训；把家里人
的名字都写在纸上，装订成册，就是
家谱；大家有约定，哪些事情能做，哪
些事情不能做，就是家规。所有这一
系列过程，我们总称其为家风。

就我本人和我的家庭来说，国学
经典唤醒了我，让我重新认知自己、
珍惜家人、拥抱社会，而后夫妻和悦、
子女有为、父母安康，我病痛的身体
逐渐好转。受益之后，我决定做一件
事，将研读《大学》《中庸》《孟子》《论
语》《道德经》《诗经》《易经》《黄帝内
经》《金刚经》等经典著作融入到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中，逐字逐句地体
悟每一部经典，每天创作和思考都在
10个小时以上，有时几个字就思考一
两天。

2014年，我主编《中国家风》，收
录了中国当代百位作家的散文、杂
文，讲述了对家风、家教、家规、家训
的理解、体悟和践行，进而阐发修身、
养性、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等方面
的见解，既是对历史的回溯与思考，

亦是对当今社会自然观及心灵世界
的直视，更是对传统与现代的复杂
关联的探究。这让我再次意识到，
家风是历史传承中融入我们血脉的
精华，是先祖精神审视下的家族风
气。它决定着每个人、每个家庭，乃
至整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气质与灵魂
走向。

以家风课影响人的行为方式

家长学习，孩子进步

我发现，中国古代许多著作都彰
显出家庭、家教、家风的教义，这正是
我们祖先重视家风教育的最佳呈
现。我用国学观点解读社会现象，多
年来奔走于党政机关、大中小学、企

事业单位、街道社区、监狱、戒毒所等
地，讲国学家风课逾千场，实现了国学
学者的人生价值。
我曾受多个省市的监狱管理局邀

请，走进大墙为服刑人员讲家风，讲家
庭教育。他们听得聚精会神，皆悔恨
当初，眼含热泪检讨过往人生：“为什
么儿时没有好好受教育，让自己的价
值观如此扭曲！”

印象最深的是到广东一个戒毒
所讲课。戒毒所有7000名戒毒人员，
本来打算是在大广场讲课，但那天下
起了小雨，只能安排在室内，现场坐了
几百人。其中有人既吸毒又患有艾滋
病，我跟他们握手、拥抱，利用传统文
化的知识感染他们。课后他们纷纷向
我鞠躬，告诉我这是他们听过的最好
的课。

事实证明，大多数犯过错误的人
都是因为家庭出了问题，比较典型的
是——年幼时爸爸妈妈吵架离婚，没
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孩子感到被抛
弃，天天泡网吧，年龄再大一点就打
架滋事，而后陷入人生泥潭。追根溯
源，都是不良家风导致的结果。

我觉得家风课非常重要，不仅针
对学生，也要影响到家长。我通过微
信群或系统平台设置家长感兴趣的
家庭、家教、家风课题，以训练为主，
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比如孩子有
爱玩手机、经常睡懒觉、爱发怒控制
不住脾气、注意力不集中、不知不觉
地说谎、性格叛逆、写作业马虎、抗压
能力差、办事磨磨蹭蹭等诸多问题，
都可以通过家风课引导学生、启发家
长，最终逐一得到解决。
“家长学习，孩子进步”，是十分

科学的教育方法，可以激发孩子的家
庭信心和学习动力。在家长学习之

前，先记录一下孩子的学习成绩、家庭
关系、日常生活习惯和人生志向等情
况，等到学习课程结束后再做对比。还
可以建立家庭读书会，在老师的引领
下，开展家长和家长、孩子与孩子、家庭
和家庭一起读书的君子之约。由一名
家长领读，可以从《论语》读起，依次读
《大学》《中庸》《孟子》……而后读唐诗
宋词、名人传记。通过读经典，加深国
学修养，帮助孩子树立理想，也能逐渐
养成读书的家风。

我们这个时代的家风，除了要传承
过去，也要在年轻人家庭中改善、创
新。在我看来，要做到“五位一体”：一
个理念，做一个给别人提供方便而不是
制造麻烦的人；两个思考，以责人之心
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三个功夫，培育
人格、修养性格、锻炼体格；四个行为，
立志、读书、做家务、管理时间；五个说
话方式……重点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贯穿其中。长此以往，我们的社会
主义文明与和谐就会点点滴滴地融入
家风了。

针对现代家庭离婚草率的问题，我
开设了家庭会议制度课，运行了几年，
推而广之，收效颇丰。我结合传统文
化，将“价值观”系列做成600集音频、视
频，针对年轻人教育孩子过程中的困
惑，利用微信群讲家风课。大家都特别
认同这种普及价值观的方式，通过学习
获得了提升。

每个家庭都应构建

自己的家风和家教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
视亲情。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人生的
第一粒扣子是家长扣上的，家长在家庭

教育中起着表率作用。当前家庭教育过
于望子成龙、盼女成凤，重成才轻成人，
这一倾向让我颇为担忧。如何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我觉得，全社会都应该重
视家庭、家教、家风。好家风如春风化
雨，默默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是对子女最丰厚的馈赠，就像一颗正能
量的种子，从小种在孩子的心田，随着年
龄增长，孩子慢慢理解其中含义，长成参
天大树，当他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才
能知道怎么应对。

家庭教育要给予孩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给予他们道德品
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
习惯等各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让他
们从小养成爱国、孝亲、有礼、助人等良
好习惯，学会关爱他人。这样就可以助
力学校，更直接地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国家栋梁，为社会文明、祖国富
强与民族复兴做贡献。

优良的家风，就是通过父传子、子传
孙，子子孙孙相互濡染的家庭教育氛围，
在生活的点滴之中不断践行，形成一种
无言、无声的教诲。在一代又一代人的
践行过程中，铸就了家庭言传身教的典
范，让更多的人在家庭中找到心灵归宿，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化在家风里，
这项工作时不我待。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最重要的、
无可替代的精神财富，它充溢于整个家
庭或家族之中，影响并惠泽着每一个家
庭成员；家风也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魂
魄之所在，支撑着家庭的进步与发展。
众多家庭需要学习国学、创建家风的文
脉去支撑，良好的家风传承是社会风尚
健康发展的前提，我们每个家庭都应构
建起自己的家风和家教。对于国学的研
习和家风的建设、传播，我此生注定无法
割舍。

讲述

陈河访谈

以真实温州为背景
营造一座梦幻之城

很多人对温州的认知都源自改革开放，温

州人以经商的意识与能力闻名全国乃至全

球。但少有人知道的是，在清末民初，温州已

经开始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

作家陈河的新作《误入孤城》历时三年完

成，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讲述的正是

温州百年的城市历史。陈河在温州出生、长

大，是典型的温州人，“虽然我看起来个子比较

高大，有人说我是北方人，但我真的是温州

人。以前也有文学、影视作品提到温州，比如

《温州一家人》，而《误入孤城》这本书跟过去的

作品可能不一样，我写的是清末民初，工业文

明最早进入温州的那段历史。”

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认为，《误入孤城》

给我们的当代文学、汉语写作提供了一份特别

有价值的文本。“陈河根据欧洲、北美洲、亚洲

三个地方的生活经验，生发出一种全新的写作

状态，呈现出宽阔与深广，既体现在题材上，也

体现在他写作的深度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会副会长、文学批评家陈福民谈到读完《误入

孤城》的感受：“作为一个温州籍的作家，陈河

在为温州立传。他为中国近现代史当中一段

不为人们所熟知但又极其重要的存在，赋予了

特别鲜明的历史地位。”

2023年年底，“写一座神奇的城——陈河

《误入孤城》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文学批

评家张莉、作家乔叶、《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

亚娅与陈河一起分享了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挖

掘了其背后的精神实质。

故乡温州给他提供了

写作的素材和灵感

对于温州这座城市的记忆，散落在陈河的
青少年时代。他在财贸宿舍大院长大，那里过
去是修道院，后改为机关干部宿舍，院子里有
十字交叉的长廊，通向一口水泥井壁的深井，
井口布满青苔。外公住在瓯江边，那是陈河的
另一个家。站在岸边远眺，能看见江心屿，上
面有两座塔，西塔是尖顶的，东塔是平顶的。
东塔周围的英国领事馆，改建成了工人疗养
院。中学毕业后，陈河到一家小纺织厂上班，
“厂房曾是英国人建的教堂，我在教堂穹顶下
干了几年活。”

1976年，陈河离开工厂去当兵，四年后复
员回温州，分配到长途汽车运输公司。那时温
州交通十分落后，一无铁路，二无机场，只有
一班轮船开往上海，要航行24个小时，船票非

常紧张。陈河回忆：“我深有体会，有一次想买
船票，半夜去售票处，已经排了很多人，直到第二
天一早人家来上班，才开始卖票。来晚的人都买
不到票了。”除此之外，进出温州全要靠公路运
输，因此长途汽车运输公司在当地是非常重要
的单位。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温州的民营经济迅速勃
发，温州人在全球各地捕捉着一个个商机。陈河
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担任过温州市作协副主
席。“我写了好几年，发表了几篇作品，在浙江也
算有点儿小名气，但总的来说不成气候，一方面
是业余写作时间不够，另一方面当时西方现代文
学比较流行，温州这地方很闭塞，见不到大的世
面。最后几年，我基本把写作荒废了。”

1994年，陈河投身商业大潮，去阿尔巴尼亚
做药品生意，又转到加拿大定居。2005年，他重
拾文学梦想，一下子找回了状态，出版了《甲骨时
光》《红白黑》《沙捞越战事》《布偶》《米罗山营地》
《在暗夜中欢笑》等长篇小说，成为海外华人作家
的中坚力量。此时，命运又把他带回了原点。“故
乡的记忆给我提供了很多写作素材和灵感，我很
想写一本完全以温州为背景的书，像土耳其作家
帕慕克写《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样。”

作为现代城市，温州已有上百年的历史。陈
河记得，自己上小学时学农，常去乡下瞿溪的潘
鉴宗大宅。“那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大的宅子。
后来我才知道，主人是旧军阀，段祺瑞手下的师
长，他的女儿琦君是作家，写过小说《橘子红
了》。”吴百亨也是早年温州大名鼎鼎的传奇人
物，“我们那个年代的温州人几乎都熟悉这个名
字，他创立的‘擒雕’炼乳如今还在。”

陈河想把这些人物都写进小说，“写出我幻
想中的温州，或者说文学中的温州。”他决定从工
业文明进入温州开始写起，“温州有很多故事可
以写，但是写当代的故事难度会比较大，时间跨
度也有局限，所以我把时间往前推了近百年，这
样的话，写作的场面和画卷就能铺展开了。”

对于作家，没有哪段人生经历是没有用的。
在长途汽车运输公司工作时，陈河当过办公室主
任，档案室在他管辖之下。“五六千人的档案，其
中不少人已经去世了。我看过一部分，有许多让
人难以忘怀的故事。这些素材保存在我的脑子
里，就像中药铺里一个个小抽屉，分门别类地装
满药材，终于要用上了，我想这个小说就要从这
些人写起。”他查阅了长途汽车运输公司的企业
史、浙江交通史、中国交通史以及温州近代史料，
眼界慢慢开阔，百年前温州混沌初开时的样子变
得栩栩如生，人物如走马灯一般在眼前浮现。

想描述百年前的社会状态

唯一的途径就是查阅资料

“那段时间，我让自己穿越回到百年以前，唯
一的途径就是查阅资料。”陈河手头刚好有不少
温州文人方绍毅编的《瓯风》丛书，内容多是关于
温州的历史，他几乎读了每一篇文章。方绍毅又
给他发来温州旧报纸数字化汇编，体量相当大。
他从中找到过非常生动的细节，“比如记载了早
年朔门头的一场火灾，是因为捕鱼的鸬鹚客为鸬
鹚烤火引起的。鸬鹚白天在水里抓鱼，羽毛被水
浸湿，夜里得用火烘烤，它们才不会生病。这样
的细节，无法靠想象来实现。”

温州大学的金丹霞教授帮陈河找来温州历
史专家胡珠生写的《温州近代史》电子版。温州
籍已故剧作家何琼玮写过一部小说，讲吴百亨的
传奇故事，拍成了电视剧，陈河也千方百计找到
了这本几乎已绝迹的书。他还读了温州人沈迦
写的《寻找·苏慧廉》一书。
“就像三岛由纪夫说的那样，在做好大局构

思之后，接下来的活要一凿子一凿子地凿出来，
没有别的捷径。”不过，起步仍然步履维艰，陈河
说：“最初的阶段，一切都像海市蜃楼，抓不住摸
不着。温州毕竟是个小地方，没有多少故事，一
切都靠内心的信念。我的经验是：遇到难题时，
你得把心智凝聚成一道光，长时间投射在这个难
题上。只要你有足够的能量和毅力，加上不错的
运气，有时是会把这个难题解开的。”
《误入孤城》的开头，祖籍温州的军阀潘师长

在全军覆没之际，托付司机马本德将一辆1915年
生产的奔驰牌军用越野小汽车开回温州，并将临
终书信及遗物交给女儿潘青禾。那时温州没有
公路，到金华之后，马本德发现汽车开不进来，于
是拆解了汽车，雇人抬着，翻山越岭到了温州再
重新组装。陈河说：“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第一辆
汽车是怎么开进温州的，但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我当兵时在温州军分区篮球队，
有一次在江边集训，我看到一条登陆艇靠岸，从
上面开下来好几辆轿车、吉普。这让我有了一种
意识，汽车不一定非要从陆地开过来。”

马本德是一个串联全书的人物。到温州之
后，他像一头闯进了瓷器店的野生大象，四处乱
撞。这正是陈河想要表现的象征意义——那个
时代，温州犹如一潭死水，马本德这样一个有着
旺盛生命力的西北汉子，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巨
大的震撼。陈河说：“这个家伙就像压在五行山
下的孙悟空，当我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这
样一个人物了，他就突然跳了出来。温州人很精
明，像开辟一条公路这种事，我觉得让外来人来
做比较合适。事实上，过去温州的交通运输也一
直是外地来的人在做。”

温州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存在

因此在书中加入了魔幻现实主义

在这本书中，虚构的人物、情节与真实的历
史相互映照，从《中英烟台条约》开放温州海关，
到电灯公司、汽车运输公司、医院等现代文明的
标志进入温州，形成了温州的地方特性，如同每
个通商口岸一样，拥有了开放的胸襟。随着叙事
的深入，一幅关于城市文明史的探险地图在读者
面前徐徐展开。

除了主要人物马本德是虚构的以外，书中其
余大部分土生土长的温州商人都有原型。陈河
说：“比如书里讲到英国女护士窦维新，她是一个
真实存在的人，名字也是真的。她1936年到温
州，几年后去世，年仅36岁，葬在永嘉乡下。我回
温州的时候，专门买了鲜花，去她的墓地悼念。
书里电灯公司的创办人柳雨农也有原型，本名叫
杨雨农，早年是温州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拥有一
处花园大宅。”

陈河从网上找到墨池坊的资料，“这是一幢
洋楼，是平阳县一名女子建成的。她早年沿街卖
玉兰花，给人家做针线活，后来用机器织袜子，当
上了作坊主。我根据这条线索虚构了迟玉莲这

个人物，就像霍桑的小说《红字》里写的那样，她带
着耻辱逃到温州，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把绣花头巾
卖给了英国人，得到大批订单，发家致富。”

陈河的祖父也被他写进了小说里。“我的祖父
在客轮上做过茶坊头目，在上海开过挑花局，也就
是绣花工厂。我曾写过中篇小说《爷爷有条魔幻
船》，发表在《收获》上。《误入孤城》中的‘海晏’号
船主陈阿昌，用的是我爷爷的真名，故事有虚有
实，为了小说的整体平衡，我压制了写自己爷爷的
冲动，给他分配的文字不多。”

在陈河看来，温州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存在，因
此他也在书中加入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内容。“我受
西方小说的影响比较大，写这本书时，虽然参考了
很多史料，但我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我倾向
于强烈的现代意识，要写自己想象中的，甚至是幻
想中的、梦境般的世界。比如写到一半的时候，马
本德在金乡的内湖看见了水下祖先的战船遗骸，
如同突然产生了化学反应，沉船动了起来。之所
以要这样写，是因为我写作时会被一种力量控制，
会让想象力自由飞翔，超出现实状态，就像卡尔维
诺写《树上的男爵》一样。”

对于为什么称温州为“孤城”，陈河解释说：
“中国的农耕文明延续了几千年，温州地处海边，
与上海的海路往来较为密切，在百年前照进了工
业文明的曙光，于是成为农耕文明包围下的‘孤
城’。除了地理上的原因，也因为这个地方本身文
化渊源深厚。人们对温州人的印象往往只是生意
人多，其实温州的文化名人也很多，比如我看过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温州同乡会
的照片，一次聚会有上百人参加。温州出过很多
学者，比如夏鼐，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
一。我想读者看了这本书以后，可能会对温州有
更深的了解。”

记者：写这本书，您想表现一个怎

样的温州？

陈河：大家都说温州很神奇，用
“温州现象”称赞温州，温州人改革开
放走在了全国各地的前列。也有一段
时间，温州的名声不太好，这是假冒伪
劣商品造成的，那时温州产的皮鞋、电
器有不少假货，在外地，甚至有相关部
门焚烧温州假货。这些都是值得记录
的。有很多纪实或虚构的文学、影视
作品讲过温州的故事，但基本说的都
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我写《误入孤
城》这本书，是想展现百年前温州的蛛
丝马迹。话说回来，我写的已经不是
真实的温州了，而是一座梦幻中的孤
城，所以在书里我用了一个代号——
W州。假如直接用温州这个名字，很
多问题就会出现，比如史料的真实程
度。虽然有学者说我为温州立了传，
但从我一个作家的内心来讲，我还有
别的诉求，不仅仅是为一个城市立传，
也是在讲人类的故事。

记者：那么您在这本书里，如何把

握虚构与纪实的平衡？

陈河：我写小说查证资料是非常
认真的，尽量把大的事件、真实的事
件，准确地代入进来。作为小说家，一
闲下来脑子里就天花乱坠，我写不了
非虚构的作品，因为会不由自主地加
入想象的东西。另外，小说虽然
是虚构的，但会比真实发生的
事情更加真实。这很复杂，
意思是这个意思，我的表述
可能不太准确，只要出自
作家之手，无论虚构还是
非虚构，都会带有主观成
分，但虚构不是造假。虚
构的小说能够把现实生活
表现得更真实、更有意义，所
以我更倾向于写虚构的小说。

《误入孤城》也是这样，很多史料是
真实的，虽然是小说，但一定要把史料
背景做扎实了，才能过关。

记者：下一部作品准备写什么，方

便透露一下吗？

陈河：我在温州生活了半辈子，刚
刚以温州为背景写了这部小说；我在
海外也生活了半辈子，还想写一部小
说，写唐人街的一段历史。我看过几
本书，讲中国的移民在纽约唐人街的
“堂斗”。许多年以前，纽约唐人街上
的安良堂与协胜堂，为了争夺利益，打
得你死我活，留下很多传奇故事。为
这个事情，我还去纽约唐人街待了一
段时间。如果真要把这个故事写出
来，是非常困难的，我还在继续研究这
个问题。
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韩敬群老师也

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他说温州有一位
词人叫夏承焘，是“一代词宗”，他的一
系列经典著作是词学史上的里程碑，
学界一提起他，都会肃然起敬。所以
我觉得，继续研究一下温州前辈的足
迹，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事。

（图片由十月文艺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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