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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靖江《刘氏宗谱》

（五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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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原文影印

一、族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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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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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鹤江日省（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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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惜字十劝

44



家
规
家
训

第二节 规训内容

一、族规

（一）祠宇宜重也

凡人家建造祠宇，非徒炫观瞻、耀乡里也。盖为祖宗神灵所由栖，子

孙昭穆①所由序，尊祖敬宗之心，报本追远之意所由达。世家大族莫不重

此。然创立于贤孝子孙，而毁废于愚不孝者，往往有之。凡我后人须要留

心着意，稍有损坏，随时修葺，则为力既易，可无风雨飘摇之患矣。

（二）祭祀宜谨也

祖宗培植之恩，等之天地，无所尽其补报，于无可补报之中，而求以少

伸补报者，亦惟岁时朔望荐黍稷之馨香而已。世之忘本者，乃谓死者形骸

已朽，有何饥寒之苦，遂于祭祀一事，漠不关心。不知俎豆②之陈，未必祖

考来享。然为子孙者，事死如事，事亡如事，存祗此一点孝心，所当兢兢③

自尽耳，凡我后人宜重其事。

（三）父母宜孝也

人生百行，惟孝为先。孝者，是人生第一件要紧事，亦是人生第一件

容易事。祗要将父母放在心上，饮食寒暖，刻刻当心，疾痛疴痒，时时留

意。更须行好事，做好人，不要为非闯祸，使父母在一日宽怀一日。至于

朝夕供养，不必定是膏梁文绣④，只随尔力量，谅尔家计，饥来奉食，寒来奉

衣，恭恭敬敬，欢欢喜喜，无一些怠惰之气，父母见之，心中自然快乐也。

愿我族人共崇孝行。

（四）兄弟宜厚也

诗云：凡今之人，莫知兄弟。此言可谓直捷显爽⑤矣。近见世之兄弟，

其于孩提稍长时，非不相亲相爱，其后每多不睦者，或以分析而争财，或听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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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言而启衅，遂致手足至亲，如同陌路，甚有同室操戈者。试思少时，哥哥

弟弟何等亲昵，及至长大，视如仇怨，问之于心，忍乎？否乎！吾愿族人敦

式好之谊，笃友于之情，留个好样与儿孙看也。

（五）教子宜严也

语云：有好子孙方是福，无多田地不为贫。然子孙亦未必生来便好，

须要严加教训，看其材质，察其智慧。如能读者，令其巴图上进⑥；能耕者，

令其尽力种作；外此，或为商贾，或为工匠，或为手艺，果能安分营生，俱可

成家立业。若任其逸游，任其嫖赌，必至衣不周身，食不充口，入于下流，

被人轻贱，为父兄者，教之可不严哉？

（六）名节宜崇也

忠臣孝子例得表扬，潜德幽光⑦岂容淹没。若族中有孝子悌弟、义夫

节妇，实行无亏，而未邀旌表者，本支近房备录其事，通知族长人等，或代

为具状请旌，或请于当事，给匾额以荣显之。若衣食不周者，族中人不得

坐视旁观，须共襄义举，量给粟帛，以终其身。旌奖前人正所，以鼓励后人

也。

（七）族谊宜敦也

一族之内，支分派别，固有亲疏，远近之不同矣。然以祖宗视之，则均

是子孙，可不加意亲厚，视为一体乎。故在一族之中，须要有无相通，患难

相恤，婚丧相助，绝不失同宗之谊。若我有富贵，此是祖宗积德所致。尤

当矜孤恤寡，济困怜贫。如我独享富贵，而不念宗族，且以我之势焰，加之

一本之人，则是祖宗累世之栽培至我而剥削之矣。至于族中谱牒年久未

修，贤明子孙便当留心纂辑。本尊祖敬宗之心，为敦伦睦族⑧之举。凡我

族中后裔，慎毋视为缓图忽焉，不讲也。

（八）邻里宜睦也

人生居处，必有邻里。平时尔来我往，如兄若弟，早晚相见必须恭恭

敬敬，婚丧庆吊，情谊周挚。孟子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邻里之宜睦如此。不可恃众暴寡，倚强凌弱，籍富贵而欺压善良。倘有凭

其勇悍而侮慢邻里者，族众入祠，公同议责；若平日守己安分，而横被他人

欺侮者，亦当协力保护，以全族谊，不得袖手旁观，甘自退懦，被人笑族内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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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无人也。

（九）争讼宜儆也

通族既系同宗，何忍操戈相向。每见人家房族，有财势的欺压贫穷，

贫穷的心高气傲，我不让尔，尔不让我，又有好事亲邻，讼师光棍，从中挑

拨，争讼起来，遂至祸结不解，丧命破家。我族子孙须惩小忿，以忍耐包含

四字，刻刻存心。即有钱财田土，争论不明，必要会知通族，剖晰原由，平

情酌理，以排解之。两造亦要听族中调处，如不会知通族，而擅自告官者，

须会知同族议，先将其人责罚，以为轻率好讼者儆，然后再论其事之曲直。

（十）色欲宜戒也

人有妻妾，尽可尽其欢娱，然亦须有节制，不可过度，过度则促寿伤

生，此人所其知者。乃有淫荡之徒，祗图片刻之欢，不顾终身之害。如家

中仆妇使女，日近左右，出入房帏，诱之以财，压之以势。彼为仆妇使女

者，畏惧主人，不得不从。安知其心不切切怨恨乎?安知其夫其父不时时

图报乎？且安知此仆妇使女不引人入室，与汝妻汝女奸宿乎？人能思虑

及此，欲念自然歇绝，况我既用其力，复污其身，天地岂能容我，鬼神岂能

恕我，果报昭彰，但迟速之不同耳。然此，犹曰：下人也。至于闺中处女，

年少孀妇，以及尼姑道姑之类，寒衾独宿，诱惑甚易然，或私孕堕胎，或被

人捉获，或怀羞自尽，一朝败露，丧命破家，其淫孽最重，其淫报亦最惨、最

速。若夫嫖娼宿妓，谓我与以钱财，可以恣我行乐，不思为娼妓者，送旧迎

新，绝无廉耻，我何苦以清清白白之身，与此等极淫极贱之女，同休眠宿

乎？恶疮恶疾，往往由此而起，事后追思，有何情趣。甚有族中妇女亲戚

妻房，不顾伦常，设谋奸骗，尤为罪大恶极，真禽兽之不如矣。总之，好淫

者，不报于其身，必报于妻女，阳殛阴诛⑨，万无可逃之理。故为人者，能于

色欲一关，看得破、打得过，便是世间真君子，祖宗之好子孙。愿我族人凛

之、戒之，如有犯者，会众诣祠议责；如有乱及同宗者，公议具呈，禀官究

逐。

（十一）暴戾宜戢也

孔子云：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又云：一朝之忿，忘身及亲。孟子云：

好勇斗很，以危父母。古语亦云：忍得一朝之气，免得百日之灾。圣贤谆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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谆告诫，无非欲人之化暴戾而为和平也。今人往往恃一勇之力，呼朋引

类，结党成群，或挟仇图报，或肆酒行凶，无事生非，寻人争闹，一时失手，

祸生不测，牵连父母兄弟，害及宗党亲戚，到得懊悔时即迟矣、晚矣。愿我

族人共相儆戒⑩。

（十二）赌博宜惩也

天下丧行，败家之事，莫甚于赌博。游手好闲之人，终日无事，便想白

手赢钱。虽属至亲好友，亦思设局欺谋，即遇奴仆下人，亦与同台共坐，究

竟赢时少输时多，弄到家私荡尽，穷苦无聊，必至流于为贼、为盗，犯法遭

刑，父母受辱，妻子无依，皆由好赌所致，深可痛恨。族中若有三五成羣，

抽牌掷骰者，不论尊卑长幼，会众入祠，共相惩戒。

（十三）鸦片宜戒也

天下无见害不避之人，未有明知其害而甘蹈之者。如食鸦片一事，其

为害于人，亦何可胜道哉。无论物干例禁，事犯明条，而遗害于身家，实过

于砒毒。试厯言之。当见人之好食此物，始而面瘦，继而肩扛，其足以伤

命，一也；因酒助兴，因花作引，其足以耗材，二也；俾昼作夜，将夜作昼，其

足以废业，三也；食每按候，无钱食则瘾，必不过涕流腹痛，遂丧心以谋不

究，其足以鲜耻，四也；食多在夜，无伴食则情必不适，引类呼朋，或谈心以

入卧室，其足致奸，五也。种种祸端，难以枚举。凡我族人已食者，宜更旧

辙。未食者，宜鉴前车。

（十四）饮酒宜慎也

酒之为物，足以养人，亦足以害人。试观苏易简好饮，患衂血而亡；

灌夫醉骂田蚡，遂至弃市。古来贻祸于酒者，讵少也哉？何世之人，少年

意气，行令猜拳，动以饮酒为胜，竟醉倒如泥，不知人事，以至忘非礼之嫌，

辱贻宗祖，闯非常之祸，累及子孙，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愿我族人，毋以

量大自夸，沈醉于酬酢间，斯得矣。

（十五）异端宜辟也

圣人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又曰：素隐行怪，吾弗为之矣。是可

知圣人之所见绝者，尤众人之所不可近者也。何今之人，识见卑小，动以

僧道之经咒，足以延年；司之验邪，足以愈病。异教之猖狂，足以倚势。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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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信僧道而死愈速，信巫司而鬼益多，信异教而罪莫大焉。亦何所取

而忍心为之哉？亦何所利而甘心从之哉？吾族族人，所当法则者，有天地

之经，所佩服者，有圣贤之教，胡可误用其聪明而不知自返。

（十六）杀生宜戒也

昔天子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年七十

始可食肉，犹撙节爱养，以全其天。孟子云：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

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夫子钓而不网，戈不射宿，仁人之心

也。况贪生怕死，人与物同也，当杀戮而痛苦，人与物同也。既同之而反

之于身，忍乎？不忍，谨将莲池大师戒杀七条，叙明于左：一、生日不宜杀

生。哀哀父母生我，劬老我身，始诞之辰，正我母危亡之日，是宜戒；二、生

子不宜杀生。凡人无子则悲，有子则喜。一切禽兽亦各爱其子，庆我子生

令他子死，安乎？不安，是宜戒；三、祭先不宜杀生。亡者忌辰，春秋祭扫，

俱当戒杀。纵八珍罗列于前，安能起九泉之遗骨，而使之食乎？是宜戒；

四、婚礼不宜杀生。世间婚，自问名纳采，以至成婚，杀生不知凡几，夫婚

者生人之始也，生之始以行杀，理既背矣，是宜戒；五、宴客不宜杀生。良

辰美景，贤生嘉宾。蔬食菜羹，不妨清淡。不可广杀，穷极肥甘，是宜戒；

六、祈禳不宜杀生。世人有病，杀生求神，以祈福佑，不知己之求神，欲免

死而求生，杀他命而活我命，逆天悖理，是宜戒；七、营生不宜杀生。世人

为衣食计，以资生而杀生，是宜戒。以及牛犬例同，不知牛能耕田，犬能守

夜，皆有功于人；田鸡是败精所化，大龟是卜筮所宗。四物者，愿我族人一

一除之，况所食者甚众乎？如上所列，甚拂常情，倘能尽戒，善莫大焉，量

力除减，广积阴功。

（十七）淫书宜禁也

三代而下，世多邪说，而邪说之足以害人心。世道者，莫如淫词小说

等书。盖圣贤书籍，惟恐不能觉天下之愚迷；而淫词书籍，惟恐不能丧斯

民之廉耻。自小说作，而淫风炽；弹词兴，而女德衰。此书一出，凿淫窦，

炽淫心，因以乱人之伦，败人之名，破人之家，杀人之身，绝人之子嗣，戮人

之魂魄。其毒人也如蜜饯砒霜，是乃奸民之首，乱贼之魁，王法所必诛，天

律所不赦也。收藏小说，却有四害：一玷品行；二败闺阃；三害子弟；四多 49



家
规
家
训

恶疾。奉劝守土官长，严行禁止，翻刻淫书必究；禁人家毋许收藏淫板；禁

书师毋许描绘春宫；禁奸徒毋许鬻卖春药；禁书贾毋许发兑淫书；禁匪流

毋许制造淫具；禁钞胥毋许传播春方、编造淫集。有不遵者，酌置典刑，

毋稍姑息，是先绝其源，免使天下子弟同趋孽海也。

（十八）安葬宜速也

堪舆之说，亦宜误人，而葬亲为甚，古者墓无择地，不封不树，要使窀

穸永安，魂魄有归而己。自有郭璞《葬经》，递相沿习，而庸眼者亦强执其

说以误人，谓得其地而则平安昌盛，非其地则死亡绝灭。于是有亲既死，

而不实时安葬者，或停柩在家，或浮棺在荒陇，迁延岁月，往往再世不埋，

亦恬然不以为怪，曰以俟卜吉也。日久榇烂，不得已，收余骨数堆，储瓦罐

焉而埋之。又有安葬已久，一旦发而起之，迁葬他所，曰无失此牛眠白鹤

也。夫择地之说，以为亲尸一入土，便能受此土之气，而为其子孙者遂获

无穷之利泽耳。吁！以亡者之尸骸，博生者未来之富贵，仁人孝子之用

心，当不若是葬之，为言藏也。藏之所以安之也，择吉地以安吾亲，固所宜

然，然亦只宜三月之内，庶葬亲之礼无违。若迟之既久，或已葬再迁，不孝

不仁之罪，国有显诛也。明吴东升诗云：嘱咐孩儿送我终，衣衾棺椁莫丰

隆。停丧只好经旬外，出殡须行径路中。念我行藏无大过，请僧起度有何

功。掘坑埋了平生事，休言出家吉与凶。真阅厯之言也。

（十九）五谷宜惜也

天生五谷，所以养人，最宜珍惜。是以天子有躬耕之典，圣人有重粟

之心，无非为斯人足食计也。若或抛散田亩而狼戾不收，或废置仓箱而红

朽无用，甚至喂饲禽兽，践踏泥涂，皆暴弃天物之甚者。以至天降凶荒，水

旱洊至，饥馑之报，皆自取也。若损坏他人之禾稼，或溃堤防以淹之，或

阻水道以旱之，或纵牲畜以践之，如此无良，又皆造物所忌也。

（二十）贫苦宜耐也

吾家自先世至今，散处海内，族盛人繁。凡我族人倘有贫苦难堪者，

宜自辛力支撑，慎勿游手好闲，废厥恒业。男子耕耘，妇人纺织，虽有丰歉

不当，自可茍延暂度。如有幼小不能作苦，须令预学手艺，但有片长薄技，

便不致忍冻受饥。如粗笨愚人，为人肩担背负，长工短雇，尽堪餬口。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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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熬得辛苦，何事不可谋生哉！

〔注释〕

①昭穆：昭穆是宗法制度对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规则和次序。

②俎豆：zǔ dòu，古代祭祀、宴飨时盛食物用的礼器，亦泛指各种礼

器。后引申为祭祀和崇奉之意。

③兢兢：小心谨慎。《诗·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

冰。”

④膏梁文绣：膏梁，美味食品。文绣，华美漂亮的衣服。

⑤直捷显爽：直接了当，明显清楚。

⑥巴图上进：巴图，希望，盼望。希望向高的地位攀升。

⑦潜德幽光：潜德，谓不为人知的美德。幽光，潜隐的光辉。潜德幽

光就是指有道德而不向外人炫耀，就像隐藏起来的光辉。

⑧敦伦睦族：敦厚人伦，使家族和睦。

⑨阳殛阴诛：明里暗里诛杀。

⑩儆戒：jǐngjiè，典出《书·大禹谟》：“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

罔淫于乐。”告诫人使注意改正缺点错误。

苏易简（958—997）北宋官员。字太简，梓州铜山（今属四川）人。

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第一，状元。历知审官院、审刑院，迁给事中，拜参

知政事，至道元年，出知邓州，移陈州。以文章知名，有《文房四谱》、《续翰

林志》及文集。《太上感应篇》中说：宋苏易简为学士，因大饮，衂血，感疾而

卒。衂血，泛指其他器官或部位出血。

灌夫（？—前 131年），字仲孺，颍川郡颍阴人。吴楚七国之乱之

时，灌夫率领一千人跟随父亲灌孟从军，立下军功被封为中郎将。父亲战

死，灌夫不肯返乡葬父，以勇猛闻名。后来，汉景帝任命灌夫为代国宰

相。汉武帝即位后，改命为淮阳太守。建元元年（前 140年），入京，担任

太仆。灌夫好酒，一次在丞相田蚡的婚宴上，借酒痛骂诸人，被以不敬之

罪斩杀。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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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论语·为政》，意思是如果钻研异端邪说，那么危害就大了。

语出《中庸》，原文是：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

意思是，追求隐晦的、常人不去关注的事情，做一些离奇古怪的、常人一般

不会去做的事情，虽然后世常常会对它有所记载，但是我是不会那么去做

的。

撙节：抑制，节制。

莲池大师，即云栖袾宏（1535—1615），俗姓沈，名袾宏，字佛慧，别

号莲池，因久居杭州云栖寺，又称云栖大师。与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

智旭并称为“明代四大高僧”。

钞胥：专事誊写的胥吏、书手。

窀穸：zhun xi 墓穴。

见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吴东升，杭州人，明代武官。

洊至：jiàn zhì，再至，相继而至。

二、先训

（一）苦乐论

凡人必先苦后乐。看小儿落地便哭，弥月方笑。哭者苦也，笑者乐

也。天已微示如此。近年子弟，十余岁所衣无非锦绣，所食无非膏腴。洎

乎壮哉（1），老年转受许多磨折。可知否泰（2）相循，断乎不能一线。

（二）命名说

命名取字，不仅以意义为重也。序昭穆，定名分，即于此寓焉，是一称

谓之间。而祖父子孙伯叔兄弟，秩然于谱，甚不可苟也。孟子曰：讳名不

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以子孙而犯祖父之名与字，则为混乱无纪。

我族属，为子弟命名，必考于谱。某名为先代之所已有，某字为先代所未

有，顾名思义以命之。始不为犯分，不为乱纪，后人其念之哉。

（三）格言

族不论大小，人不论贫富，以正心术、端人品、畏天道、惧王法、安本

分，学做好人为第一。即穷不能读书取功名登上第，亦须且耕且读，操耒

耜耦具，田农、村叟，整衣冠便可对人。君子言谈举止，出入应接，刻意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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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村俗，规绳礼数，不失儒者气度。家庭之间，父子兄弟，坐立行走，务要

有尊卑先后。男女分内外，门户有启闭，方成一个人家。此一条愿我族训

子孙，各书一通于庭户，令幼辈触目惊心。兄弟乃同气连枝者，即一父三

母，亦是一体中分。谚云：千朵桃花一树生。童时寝同床、食同桌，哥哥弟

弟何等亲密，不识何故，长大时娶了一房妻小，便生异心。富贵之家，争夺

财产，抅讼杀伤。小房之家，一言不合，捉鸡骂狗，拳手相加，不达道理，妻

子全不劝解丈夫，从中暗唆冷挑，必至离异乃止。竟不想自己也生儿子，

难道自己只生一个，偏要这样子与后人看。余每念此，为之痛彻，故重言

之，以为合族下一棒。

（四）祭扫论

祭必以餕，子孙餕祖宗之余礼也。乃今人祭扫，徒属虚文。五醴三

牲，竟为子孙徵逐酒食之事，甚至酒后发狂。少陵长，小加大，而所谓亲亲

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此义不知，销归何地也。嗟乎，祖宗

已远，我所交于冥漠者，备物致虔耳。又因支派分别日远日疏，籍是妥我

先灵者，合我族姓，胡乃诚意不孚，乱阶旋起。古人云：一滴何曾入九泉。

祖宗有知，其能瞑目于地下耶。再按，西方山中有鬼，名山魈。人犯之，则

病，以竹着火爆之，则三魈惊走。今时纸爆竹，犹遗意也。近来上坟人多

喜放爆竹，其视宗祖为神乎？抑视祖宗为鬼乎？殊不可解。

注：我刘氏以耕读传家，代有明训。若国辅公之睦族解，传家法言；湘

九公之先觉心传；伟卿公之节性录；先祖汇吉公之家法丛谈等书，详明剴

切，允为字字金针。兹因集隘，不及备载，容俟谱成之后，另汇一编，以公

合族。

（五）和家说

谚云：家和万事兴。又古联云：弟兄协力山成玉，父子同心土变金。

夫山与土，常物也，犹父子兄弟，人人而有之者也。玉与金，靳物也，人人

爱之慕之，无不宝贵而珍藏之者也。山既可成玉于兄弟，土既可变金于父

子，何人人有父子兄弟，人人有山与土，而不克成金玉者，曷故？惜其不能

协力同心也。由是心与力也，其不能协而同者，又曷以故？其端不过一，

彼我之见阶之厉耳，彼我曷起乎。大抵由于妯娌者居多，以异姓而同处， 53



家
规
家
训

未闻大道，各夫其夫，而为之夫者，不能晓以大义，反偏听徇私而各妻其

妻，遂致相亲相爱之弟兄，竟同陌路，甚至仇雠。为父母者，谕以理而不

解，绳以法而不忍，惟有饮泣吞声，期速死，以免日击而伤心焉，足矣。

噫！孝顺还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令彼见彼之子孙，参商其弟兄，问

彼恨乎不恨，悔之不悔也。悔之，何苦惟有曲体父母之心，以和睦其弟兄，

训诫其妻子，则今日之父母，即后日之父母之根底也。今日之弟兄妯娌，

即后日之弟兄妯娌之榜样也。世世相承而不悖，人人称克肖焉，岂不美

哉。况谊本一体，万无伤残之理，何言之。妯娌何来，由弟兄而来也，弟兄

何来，皆父母之所生也。自父母视之，谁非一体之骨肉乎？即是以推之九

族，尚念源同一本，敦叙常怀，岂可于同胞也而忽诸。禅语云：欲知前世

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因，今生作者是，此隔世之因果也。可不慎

欤？且覆车不远，炯戒昭然。吾父质弱，素受伯凌，并经拖讼廿载，而吾父

考终，伯则囹圄逮罪，家资万馀废尽。亲见其子弑兄成讼，伯戍后恩，旋死

于蓬壁之中，草草棺敛，葬于吾父所置祖墓昭穴。子五，惟长房有出。而

微不粮不祭。岁岁清明，反籍吾祭祖墓之便，得沾杯酒陌钱。设回想雠弟

之心胸，有不饮泣于地下乎？是真后车之鉴也。今余生尔两人，婚娶已

就，应明大义，爰为引证论说，以任尔等之自取焉。孟子云：祸福无不自己

求之。感应篇云：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坤卦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伊训云：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使不善，降

之百殃。是祸福者，天地而所以致祸福者，皆人自为之也。夫孝友善行

也，福之基也。父子弟兄果同心协力于善，有不家和而万事兴者乎？行见

山土之非金玉也，是为说。

三、鹤江日省（四则）

（一）和平气质

人秉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得其中者，为圣为贤；次之，则受气偏，而质

亦异。非有和平之不特与道无当，且不免于祸。夫和则缓，缓则忍耐，三

思而无轻躁之患；平则易，易则举，目坦途而无风波之险。陆文明诗云：君

子遇崄巇，此心恒荡平，是能和平其气质也，其在易之损卦云。山下有泽，

损君子以惩忿窒欲。夫忿欲者，气质也，惩而窒之者，是和之使得其平54



家
规
家
训

也。孙吴江云：颜子不迁怒，是惩忿也。不贰过，是窒欲也。此即和平之

道也。

（二）培植心田

夫心也曷云乎？其为田耶。盖取诸先生之道焉。系辞云：生生之谓

易。又乾之德云：大生。坤之德云：广生。是以百榖生于田，万化生于

心。心与田实无二致也，其何培植？曰：积善以为雨露，博学以为耕耨，则

吾心中自具有聪明富贵子孙福寿已。坤卦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又感

应篇云：福祸无门，惟人自召。阴隲文云：欲广福田，须凭心地。此即圣贤

不愧于屋漏之道也。盖心主仁，仁包四德。于时为春，春贯四时。于易为

元，元统四德。说苑云：人知粪其田，不知粪其心，是舍其田而弗耘者也，

理宜培植。

（三）吃亏最乐

曾闻之，大幕陈凤公述钟制台云：人能吃得一分亏，便是一分福。余

始闻之而疑焉，既而绎其味，有所感，终而获于心而有愿焉在。易有云：天

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

以谦卦，六爻皆吉。试即以月之朔望论，时之自晦朔而生明，可谓亏之至

矣，至上弦而盈其半矣，望则盈之至也，未几而下弦矣，未几而有晦矣。是

以亏者盈之渐，盈者亏之渐，循环一定之理也。人能常守此亏字，是不满

也，是不溢也，天下亦莫与汝争能已，亦莫与汝争功矣。行见天必益之，地

必流之，鬼神必福之，人亦好之已。谚云：吃亏人常在，诚哉是言。

（四）宁后莫先

圣人云：当仁不让。于师曷云乎？宁后也。岂知学问必须争先，若持

身涉世则不然。易曰：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夫以进而有伤，不若退而得

壮。颜鲁公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节末路之难也。彼夫行险以邀侥

者，庸讵知目未瞬而蹪踬不起乎？此所以居易俟命者之为君子也。至于

以口舌争先，动而招，尤又无识中之无识者矣，可不慎欤？

此作今经四十载矣，余偶得是稿，今再录之，为子孙法。

时嘉庆十年仲冬

遯斋老人 时年七十有一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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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治庚午修谱搜罗先人遗训，得先祖鹤江公日省四则。言言药

石，字字箴规。能如是是，天地之肖子，古今之完人。皆阅历之言也，愿我

子孙，世世常守是训而不忘云。

四、守成记

古语云：守也难创业难，知难不难。虽然，守之难更甚于创之难也。

一因时乎，一因势乎耳。得祖父之余业，享承平之久安，缓情便已恣意养

安。守之难，不知物力之维艰，出入之多少；守之难，士农工商，各有一业，

而专事博奕佚游饮食衣服；守之难，或自有志珍惜，而弟兄叔侄之心有不

同；守之难，或婚嫁丧葬，家无馀资而临时猝办；守之难，或国课之久负，积

债之未偿，一旦追讨；守之难，若当此时此势，而能维持调护于其间，不翦

不伐，非守之难更甚于创之难哉？阁兆于祖父遗留之物产，一一记之。于

居舍园林也，则记亩数之上下段落之分图；于用物也，则分类以记之；于书

画也，则分优劣时代以记之；于藏书也，则分经史子集以记之；于金石也，

则别真伪以记之。不敢改亦不敢弃，俾时时触目惊心，以知祖宗之心血，

创业时亦非易事也。后之人览斯记也，亦当有感于斯言。

五、惜字十劝

一劝读书有力者。纠集同人捐资收买，或膳僧拾遗，每月定期焚化，

所费不多，植福极大。

二劝读书无力者。凡遇废文及通途遗弃，收付于火，投灰清流，是为

不费钱功德。

三劝发达缙绅。收买残书焚化，勿令误落愚人，致遭狼藉，并广钉花

样薄，易妇女之以旧书夹针线者。

四劝公门书吏。于一切改抹草稿事毕，即付于火，以为子孙积福。

五劝父兄师长。禁止子弟闲涂几案，并将字纸嚼烂丢空，或以经书作

戏，以致抛地践踏。

六劝典商以及大小各铺。勿以字纸包银裹物，其用最多，其孽最大。

盖包裹之字纸，宽则张许，小则零片，存之毫无别用，弃之尤不经心，揩拭

污秽，抛置粪土，大率皆此。

七劝各窑户。切勿以文字烧造于磁器之上，盖磁器既碎，为至无用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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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必入于瓦砾粪土之场，而碎磁字迹终不消朽，造孽无穷。诸业中更有

以字纸造爆竹、糊鬼脸、裱帽盝、亲鞋帮，并纸坊广收字纸，翻作还魂，字迹

消融，不知者竟为草纸之用。凡诸种种作践，其造孽岂有限量哉。

八劝妇女。勿以书文夹样，勿以字纸剪花，勿绣花字于衣帐枕被之

上。敬惜字纸，较之烧香念佛，其功十倍。

九劝刻书印刷等人。衣食仰赖，更宜护惜。尝见謄梓样稿，捐弃如

遗，割补差讹，践踏无忌。印版杂投秽地，陈编久抛腐朽。孽报彰彰，可不

慎哉。

十劝释道。随缘募食，不若化众捐资拾字，人己两利。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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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谱中名人

一、刘半农（1891—1934），江苏江阴人，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

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

清宣统三年（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元年（1912年）后在上海

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民国六年（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

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

言文，提倡白话文。民国九年（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

验语音学，民国十年（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

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

内语言学专奖。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讲授语音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刘半农冒着酷暑沿平绥铁路

深入绥远、内蒙一带考察方言方音，不幸染上“回归热”病，7月14日在北

平逝世，年仅44岁。主要作品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

二、刘天华（1895—1932），江苏省江阴市澄江镇西横街人，中国近代

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

清末秀才刘宝珊之子，与诗人刘半农、音乐家刘北茂是兄弟。自幼受

到家乡丰富的民间音乐熏陶。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到江阴参加“江阴反满

青年团”，执掌军号。

1912年随兄刘半农去上海，工作于开明剧社，业余加入万国音乐队，

并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开始接触西洋作曲理论。

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32年因猩红热病逝于北京，年仅

37岁。代表作有《光明行》、《良宵》、《空山鸟语》、《歌舞引》、《飞花点翠》

等。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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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器的制造改良上，他对于他所擅长的二胡、琵琶进行改革。他在

二胡制造的材料、技术上进行改变及定制，以期达到好的音色及音量，对

二胡二根弦的音准进行调整，又增加了二胡的把位，以提高其演奏的表现

力。他又依十二平均律制作了新的琵琶，并增加琵琶的品和项，使琵琶能

有准确的音准并能演奏半音阶，他这些音乐器的改进的进行，也和乐器制

作厂商合作发展，以期达到推广的效果。

刘天华在教学之余学习小提琴和西洋作曲理论，并在民族音乐的基

础上吸收西洋音乐和演奏技巧，在民族器乐创作和演奏上取得了杰出的

成就。刘天华选择二胡作为改革国乐的突破口，借鉴了小提琴的大段落

颤弓等技法和西洋器乐创作手法，融合了琵琶的轮指按音、古琴的泛音演

奏等技巧，并确立和运用了多把位演奏法。所有这些，使二胡从乐曲到演

奏上都增添了艺术表现的深刻性，从而使这件古代并不受人重视的民间

乐器变成近代专业独奏乐器，成为中国民乐的主角与代表，因而刘天华被

视为近现代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二胡鼻祖。

三、刘北茂（1903—1981），字寿元，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和音乐

教育家。1903年生于张家港市南沙镇（原属江阴）。在其兄长刘半农和

刘天华的指点和熏陶之下，他自幼酷爱音乐，学生时代便已掌握了多种中

外乐器的演奏技巧，对二胡、琵琶、笛子等民族乐器尤为擅长。 在两位兄

长的全力资助下，1927年，刘北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燕京大学。尔后，

他曾先后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西南联合大学

等校从事《莎士比亚作品选读》、《诗学》、<作文指导>等英语专业的教学

和研究工作。

二兄刘天华逝世后，为了继承其“改进国乐”的遗志，刘北茂在坚持文

学专业英语教学与研究的同时，更加发奋学习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并

开始音乐创作。他写的《汉江南》、《前进操》、《漂泊者之歌》、<小花鼓>等
二胡独奏曲，真挚、深刻地抒发了在反动统治下正直的知识分子对祖国、

对人民的爱和对敌人的恨。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北京沦陷，日伪以重金相聘，刘北茂断然拒绝，表

现了华夏子孙伟大的民族气节。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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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毅然放弃英语副教授的职衔，到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任

教，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音乐教学和演奏工作之中。由于自幼就在这方面

有着颇为厚实的基础，加上矢志不渝的努力，终于在音乐领域里取得了极

为出色的成绩。

解放后，刘北茂出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1955年到 1957年，他临时

任教于中国盲人训练班，培养出了甘柏林等一批著名的盲人二胡演奏

家。1958年，他借调到安徽省艺术学院、安徽师范大学任教，并任安徽省

第三届政协委员、文联委员以及音乐协会理事等职，为培养音乐新人，发

展中国的民族音乐事业，作出了他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跟他的两位兄

长一样，对生他养他的香山大地，刘北茂也“情眷眷而怀归”，曾数度返回

故里，去田塍间采风，为乡亲们演奏，跟故乡人民一直保持着深深的血肉

之情。

十年动乱期间，他虽身受其害，但仍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从事作曲工

作。收获颇丰，衷心赞颂周总理的《缅怀》、《流芳曲》，热情歌颂“四化”建

设的《迎朝晖》，是其中的佳作。

到了晚年，刘北茂不幸双腿瘫痪，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音乐创

作。

在 40年的辛勤创作中，他始终坚持继承民族音乐的优秀传统，并对

外来音乐文化作了吸收与借鉴。他创作的百余首作品既有鲜明的民族风

格，又富有创新精神。他一生写下了百余首二胡曲，其中较为著名的有

《汉江潮》、<前进操>、《漂泊者之歌》、《乘风破浪》、《小花鼓》、《太阳照耀

着祖国边疆》、《欢乐舞曲》、《独弦曲》、《欢送》、《千里淮北赛江南》、《缅

怀》、《迎朝晖》、《流芳曲》、《哀思》等。

后来，《哀思》一曲又在他的指导下由其子刘育熙改编为小提琴独奏

曲，曾在纪念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音乐作品比赛中荣获国家创作和演

出一等奖。

1981年，刘北茂不幸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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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延伸阅读

一、五忠堂由来

宋朝时期，福建建州、建阳刘氏一门忠烈，有五人死后被朝廷赐谥为

忠，世人号称刘氏五忠。他们分别是建阳五夫里的忠显公刘韐、忠定公

刘子羽、忠肃公刘珙，建州麻沙里的忠简公刘颌、忠烈公刘纯。后人为了

纪念刘氏祖先这一光荣的历史，鼓励族人精忠报国，就以五忠堂为堂号，

五忠堂的堂号，主要在福建刘氏及其分迁到各地的刘氏支派后裔中使

用。

二、戏鱼墩解说

五忠堂刘氏的一支迁居安徽祁门，后迁镇江，到了元末，为避战乱，这

个家族的刘元带族人适居当时还是江中沙洲的靖江（时称马驮沙）。居住

地有一块高墩，水环四面，与潮汐相通，水中多杂鱼。刘元在躬耕之余，常

在墩上垂钓。所以称为戏鱼墩。刘元死后就葬在戏鱼墩上。后又迁葬河

塘南岸。《马洲印记—靖江地名撷萃》中说：

戏鱼墩，位于靖江市团结镇是杨太村（今属孤山镇），因该村有戏鱼墩

而得名。这个埭有条河，河宽水深，中间有一大一小两个圆土墩。每到清

明节，都有成群的鲤鱼围着土墩戏水，故被人们称为戏鱼墩。

戏鱼墩刘氏以始迁祖刘元为第一世。戏鱼墩刘氏是五忠堂刘氏之一

支。戏鱼墩刘氏定居靖江后，不断外迁。第中第四世刘厂迁居江阴。第

四世刘俨，或刘俨子刘宪（家谱未作记载，仅根据谱系推算）又迁居无锡。

刘宪第四子刘淮又由无锡迁居江阴。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江阴“刘

氏三兄弟”即是刘淮的后人。从刘元算起，“刘氏三兄弟”为戏鱼墩刘氏第

十八世。光绪丙午年（1907年）重修的《刘氏宗谱》的主纂人即是由“三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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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的父亲刘玉珂（字宝珊）。

（高峰 陈劲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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