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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 （999 年-1062），字希仁，
庐州合肥 （今安徽合肥肥东） 人，
北宋时期的名臣。

天圣五年 （1027年），包拯登进
士第。曾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御史
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等官职，
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
士，故世称“包待制”“包龙图”。
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逝世，享
年64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
肃”，后世称其为“包孝肃”，有
《包孝肃公奏议》传世。

包拯乃中国历史上清官廉吏之
典范。他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
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
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
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
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
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奎星
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
被称为“包青天”，深受百姓的爱
戴。从南到北，全国许多地方都建
有纪念包公的祠庙，到处都有人在
祭祀他。民间流传着大量关于他的
传说，关于包拯的事迹很多都被改
编成了小说、影视剧。民间传说包
拯可审判上至天上的神，下至地狱
的小鬼，日审阳，夜审阴，死后还
被派往阴间做了阎罗王，可见民间
对包拯评价之高。

那么，被誉为“三十七字，字
字珠玑”的 《包拯家训》 的具体内
容是什么？我们从中可以受到怎样
的启示呢？

包孝肃公家训云：“后世子孙仕
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
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
吾志，非吾子孙。”

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
“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
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肃之子也。

这段文字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
是：

包拯在家训说道：“后代子孙做
官的人中，如有犯了贪污财物罪而
撤职的人，都不允许放回老家，不
许走进包家大门；他们死了以后，
也不允许把他们埋葬在包家的坟茔
上。凡不遵从我的志愿的，就不是
我的子孙后代。”

原文共有37个字。在家训的后
面，包拯又写道：“希望包珙把上面
这段文字刻在石块上，并把刻石竖立
在堂屋东面的墙壁旁，用来告诫后代
子孙。”原文又增加了这14个字。包
珙是包拯的儿子。

此家训并非包拯的遗嘱，而是
正当他身居高位之时所写，让包氏
后裔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做到
廉洁奉公。

《包拯家训》的核心思想是做人
不能贪图功名利禄，为人要诚实正
直。这一严厉的家训，体现了包公的
高尚情操，既是他规范子孙后代的戒
条，也是他自己一生的行动准则，给
我们刻画出一个疾恶如仇、惩恶扬善
的清官形象。早年他调任庐州知州
时，家乡亲人都很高兴，以为可以从
包公身上沾点光，可以光宗耀祖。
他的娘舅觉得外甥来当官，自己犯
点事也无大碍，会得到照顾。谁知
包公毫不留情，照样开庭审讯，并
依律法责打数十大板，从此，亲朋
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仗势胡来。

这则家训传承了900多年，成为
世人瞩目的金科玉律，也意味着其
后裔承领着祖先的风光荣耀，同时
也要经得住公众的监督和审判。包
氏宗族的这种清凉遗风至今犹存，世
代子孙一直恪守着家训：包公的次子
包绶48岁那年，赴任谭州通判，在
路途上病故。打开他的箱子，“除诰
轴、著述外，曾无毫发所积为日后计
者”。只好把他携带的墨砚、印鉴、
碗罐等，置于棺木中埋葬。1973
年，清理包绶墓，诚如史籍所载，仅
从墓中取出这些极简单的遗物。他的
夫人文氏，是当朝副相文彦博的小女
儿，身世显赫，却也是“赋性寡欲，
常不茹荤，以清静自将”，严格遵循
包拯的家训。包公的孙子包永年历任
县主簿、县尉、县令等职，“凡厥莅
官临事，廉清不扰”。死后，清理他

的财物，“了无遗蓄”，丧葬费用还是
两位堂弟资助的。做官做到如此廉
洁，包氏门风这么清白，怎能不为
后人感叹。

包绶、包永年两代子孙，以及
崔氏、文氏等子媳，弘扬祖德，身
体力行，使包拯的遗志得以实现，
形成了包氏家族的“孝肃家风”。包
绶墓、包永年墓，以及夫人和子媳
之墓，都葬于包拯墓之侧，得到后
世同样的敬仰。若有犯脏滥者，生
不得还家，死不得归葬，这话说得
多么绝情。其实，在某种场合，绝
情何尝不是一种至爱。这使得他们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丝毫不敢懈怠，
终不愧为包拯子孙。因此，包拯是
清官的典范，“孝肃家风”亦是清官
家风的典范。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
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
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
贻来者羞。”这是包拯在端州出仕时
写的一首戒廉诗，突出反映了包拯
的为官之道和做人原则，体现了包
公的“为民者愿”“为政者师”。令
人叹服的是，包拯祖孙三代都没有
做下让后来人感到羞愧的事。如此
清正的家风离不开包拯三十七字的
家训，更离不开包拯将这三十七字
家训的精神融入其为人、为子、为
父、为官的生活中。

家训是指对子孙立身处世、持
家治业的教诲，端蒙养、重家教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包拯家训》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同样适用，具
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管好自己
的家人，将廉洁教育作为家庭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家属的教
育引导，使他们能够摆正自己的位
置，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权力，
谨慎交友，自觉抵制不良风气的侵
蚀，自觉做到“严于律己、洁身自
爱”，让崇廉尚洁、厉行节约的家风
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传承。

一个干部贪图私利则难以立
身，一个国家腐败不除则难以立
国，一个政府贪污不除则难以立
信，一个执政党不清除贪污腐败这
个毒瘤，则难以立本。眼下，我们
重提家训、家规、家教，就是要从包
括《包拯家训》等在内的历代优秀家
训中汲取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廉
洁齐家”，以家庭倡廉促政治生态持
续好转。故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
淳，则国风清。好的家风家训，会成
为一个人一生的航标。让我们一起来
学习这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就
不会在以后的人生大海上迷失方
向，就会走得更远。

《包拯家训》的内容，虽然只有
寥寥三十七字，但是字字珠玑，万
古流芳！它凝聚着包公的一身正
气、两袖清风，足为世人风范，令
人肃然起敬。“龙图包公，生平若
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报国尽
忠，临政无阿。杲杲清名，万古不
磨。”这世代流传的诗句，充分表
达了人民对包拯的赞美、景仰和无
限的爱戴。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
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平
“语”近人》思想解读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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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道未迟——沈鹏诗书
作品展”开幕

近日，由中国美术馆、中国书法
家协会共同主办的“闻道未迟——沈
鹏诗书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展览共展出沈鹏作品近 80 件，包括
中国美术馆旧藏、新近捐赠以及自藏
作品，还有从其他途径借展作品，沈
鹏历年出版的画册、文稿、诗稿在展
览中亦有精彩呈现。

沈鹏是当代书坛巨擘，他的书法
艺术开创了新的审美天地，以“中
和”为旨，续接着中国文化的优秀传
统。此次展览是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之
一。2019年，沈鹏向中国美术馆捐赠
20幅书法精品。全国政协常委、中国
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吴为山
表示，辛丑牛年是沈鹏先生鲐背之
年，以“闻道未迟”作为诗书展的主
题，足见先生在问道求真之路上的谦
逊与不懈，以及沈先生为人为艺的人

生高境。展览还展出了沈鹏和吴为山
合作的 《斥笔图》和《路遇图》，两人
以诗书画相酬，珠联璧合。 （谢颖）

《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
（2020）》在京发布

近日，庆祝建党百年中国历史研究
院系列成果发布会首场：《中国历史学
前沿报告 （2020）》 在京举行。该报
告主要内容包括《今天，我们需要什么
样的历史学》《2019年中国历史学研究
评价报告》以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世界史、考古学6
个学科分报告组成。报告还通过大数据
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出
2019年度中国历史学五件大事、十大
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五部优秀著作
和十篇优秀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
记，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高翔表示，中国史学界庆祝建党一百周
年，就是要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

律，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
人作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中国史学，为
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
供历史智慧。

据悉，《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由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主
持编写，旨在反映中国历史学研究进
展，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中国历史
学前沿报告（2021）》的编写工作正在
进行中，将于年内公布出版。

（郭海瑾）

《“最美奋斗者”丛书》
弘扬崇高精神

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主办的 《“最
美奋斗者”丛书》 研讨会日前在京举
行。来自中国作协、中宣部宣教局、
中宣部出版局、中宣部文艺局的10余
位专家学者，以及部分作者出席会
议，围绕丛书创作、报告文学发展等
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2019年，中央宣传部、中
央组织部等九部委向全社会公开发
布，授予张富清等278名个人、西安
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群
体等22个集体“最美奋斗者”称号。
书写和宣传这些优秀的时代劳动者，
是新出版人的使命和担当。本套丛书
共10册，包括 《祖国至上》《面对大
海的诉说》《英雄路漫漫》《一枚铺路
的石子》《此心此念》《大道健行》《军
姿如山》《为了万家灯火》《特殊的勋
章》《幸福是什么》，讲述了80位“最
美奋斗者”的故事。其中既有王进
喜、焦裕禄、孔繁森等历史上的楷
模，又有黄大年、南仁东、罗阳等新
时代的楷模；既有两院院士闵恩泽、
诺奖得主屠呦呦这样的科技人才，也
有导游文花枝、“守岛人”王继才等在
普通岗位做出不平凡贡献的模范人物。

丛书作者包括何建明、李春雷、王
宏甲、黄传会、刘国强等几十位报告文
学名家，大力弘扬“最美奋斗者”的崇
高精神和价值追求，在全社会积极倡导

“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
造就伟大”的价值理念。 （谢颖）

潘岳同志给 《中国五胡入华与欧
洲蛮族入侵》 作序，讨论的是重要的
历史问题，同时也由一个新的角度审
视了现代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困难
局面，即刻意制造族群多元和文化多
元带来的沟通障碍，以及这类沟通障
碍经常导致的分歧和冲突，彰显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历史的和现实
的真相。序言所表达的观点也是对世
界的一个善意提醒，敦促人们去思
考：文化多元主义还能够走多远；文
化多元主义的正面和负面效应究竟应
该如何评估。

族群融合以及主流文化引导下的
民族国家统一是世界近代和现代历史
上普遍、稳定和持久的情况，也是古
代世界一些发达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已
经萌生和发展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
后期和70年代兴起的文化多元主义历

时不长，但是已经对传统形成了严重
的挑战，给东西方一些国家的社会和
谐带来了威胁和破坏，其负面效应可
能还在进一步地加深和扩大中。将文
化多元主义简单地看作时尚和理所当
然，是一种不严谨的学术态度，是一
种不负责任的价值观，需要我们冷静
客观地由学术的立场去进行历史分
析。批评文化多元主义并不是否认一
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应该是复杂和丰富
的，绝不是要有意缩小或者取消民族
国家内部群体的差异性和生动活泼的
多样性，而是要将多元文化置放于团
结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国家的
语境中。脱离了这一语境的文化多元
主义破坏民族国家团结，具有不健康
的碎片化效应。在过去的40年里，在
世界各地的暴力、战争、分裂以及连
带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背后，我们其
实都可以看到失当的文化多元主义的
身影。

文化多元主义并不神秘，是20世
纪7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和政府处理族
群关系的工作模式之一，逐渐在西方
和世界各地获得多方面的影响。文化
多元主义，相对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
长期使用于族群关系的同化模式和熔
炉模式，出现得比较晚，不仅其长时
段的效果究竟如何需要进一步观察，
其负面效应也应该得到重视和纠正。
在倡导文化多元主义的代表性学者里
面，不少是由善意出发提出社会改革
路径。譬如在欧美国家，他们希望纠
正非洲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长期遭

受的歧视，检讨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等
本土原住民进行剥削、压迫的帝国主
义殖民政策。问题是，由于现代西方
国家内部复杂的政治力量对比和经济
利益博弈，文化多元主义并不停止于
社会精英阶层因为负罪感而对历史问
题进行的检讨。

文化多元主义遭遇的质疑和重大挑
战，恰恰发生在将之运用于处理现代国
家族群关系的时候，将之转变为现实的
社会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的时候。在近
代欧美国家的历史上，长时段地看，
处理族群关系的文化态度和社会政策
并非是文化多元主义，而是强调民族
国家认同的同化模式和熔炉模式，也
就是希望不同的族群认同既定的主流
文化，或者共同建立一个包含多个族
群传统的新的共同文化。两种模式下
的政策导向都是促进一个以公民群体
为核心的现代民族的形成。在同化模
式下，少数族群会接受和融入主流文
化，但是会同时保留自己的特色文
化；在熔炉模式下，各个族群不仅携
手创造统一的新民族文化，而且各自
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历史传
统。前述两种模式所引导的社会政策
都旨在促进社会团结、社会凝聚以及
文化传统的交融和多样性，但是部分
学者以及少数族裔群体对这两种模式
的认同和支持的确从 20世纪 60年代
开始有了变化。

文化多元主义并非没有正面意
义。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语境
里，这一思潮起码具备两大建设性的

贡献。一是增加了社会在整体上对种
族歧视的敏感度，并因此在道德和态
度上有积极的改良，在立法和司法上
有相应的举措。二是民众和学者对多
样的族群文化遗产有更多的重视和更
深入的研究。

问题是，以文化多元主义的视角去
看待和处理族群关系有天然的缺陷。其
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者就已经在担
忧，文化多元主义强化的族群认同会引
导一个社会忽略真实的社会平等和社会
经济发展问题，进而伤害到弱势群体的
利益。

潘岳同志在写给 《中国五胡入华
与欧洲蛮族入侵》的序言里面说，“深
沉的情感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
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的构建。最终，
中华民族的故事还要由我们自己来
写。”这里所说的“情感”，按照我个
人的理解，就是指认同中华民族的情
感，指超越特定族群的狭隘性以构建
大中华民族的行动意愿。中西古代的
历史由不同的角度给了我们这样的启
迪。近现代世界和欧美的历史进程也
指向同样的规律：在正确的历史观和
民族观引导下，加强民族国家的文化
认同，加强各个族群的共融和团结，
而不是以文化多元主义的名义强调单
个族群的特性和特殊利益，才是社会
发展和文化繁荣昌盛的坚实基础。中
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中华民族“深
沉的情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切实
保障。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考
彭小瑜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创造性地
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汲取
了中国传统的思想与智慧，奠基了一
条通向人类可持续发展与繁荣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于人类整
体，超越了当下而面向未来，真正依
靠人民而又关怀人民，既面向国际又
面向国内，是开放而包容的理论体
系。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性认
同，文学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所有的文化内容之中，文学是
最具有传统性与体系性，文化差异
性、交流可能性与世界共通性的类
型。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 中指
出，由于市场的世界性，“各民族的
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
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
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继承与
繁荣民族文化之基础上，进行文化
交流，文学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民族
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制度差异，实现
平等的对话、交流；文学的“人文
关怀”属性和情感的共通属性能最
大限度地达成理解、共鸣，以及文
化差异的接受与心理认同，从而使文

学成为“世界语言”。
在世界各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

体”认同感的形成中，文学具有优
势地位。齐格蒙特·鲍曼在 《全球
化：人类的后果》中说：“全球化概念
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
务的不确定性、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
……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
界无序的别称’。”在这样一个越来越
趋于无序的、非预期的全球化浪潮
中，经济的、政治的方式本身就夹杂
着利益冲突，文学的“和同”功能，
最易于消除文明隔阂、实现不同文明
间的互鉴、共存，在审美性地对话与
交流活动中，冲决捆绑与束缚人们的
重重观念的牢笼，并借由持续性的

“想象与建构”不停地“重现”，最终
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到人们的实践
与行动之中。

中国现当代文学处于探索与转型
过程中，累积呈现出了不少深层次问
题。其中一大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因
素被继承、熔铸的总体程度不够，
具有明显的因应刺激、因类比附的
痕迹，距离真正意义上深度化合、
开陈出新，尚有距离。文学技巧上

的创新与融合相对较易，文学观念
与价值理念上的创新融合却很难，
一方面导致了文学理论话语缺乏民
族性，另一方面使文学蕴含的价值
理念也缺乏民族外向性。第二个表现
是，过度追求文学题材的地方化、文
化的民俗化、语言的地方化，又与作
者缺少全球性视野、思想上缺乏深入
的现代性交织在一起，导致难以顺畅
地阅读，难以准确地理解。同时，文
本还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转译性，欲
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就会面临不少困
难。第三个表现是文学关怀向度上
的。在当前现代性、全球化问题层
出，人类命运非预期、复杂难明的状
况下，文学要呈现人类的时代性问题
和处境，在巨大的焦虑中寻求可能
的前进方向和拯救之途。只有作者
真 正 拥 有 了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眼
光，才能立足于、却又不囿于本民
族的生活经验，蕴含面向人类命运
的关怀向度。

因应着使命，中国当下的文学创
作，必须要做出深层次的转变。首
先，要将百年来的中国文学还原到其
历史语境中，将以西方化的理念为预

设的理论立场，转换为对现代化全球
性深入推进过程中存在迷途和危机的
深层次揭示，以及对拯救可能性的探
索。其次，将人类关怀纳入民族性的
叙写之中，民族性的经验与问题在最
深沉的人类关切中才能彰显其特异性
与问题存在价值。如何借助民族性的
经验与问题，以揭示现代性、全球化
深入推进过程中的人类境况，真正达
到人类命运一体，是尤其要着重深思
的。最后，没有任何地区和民族，孤
悬于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之外，而由
此产生的一系列危机和复杂问题，虽
有区域和民族差异，但却具有共通性
和借鉴意义。在这一思想域中来思考
与解决，本身就有对全球性共识的价
值理念探求的意图。

文学要以想象和建构的方式，立
足于本土经验，调动民族智慧和人类
的一切可用智慧，来描述和探求现代
化的全球性深入推进境况及问题，以
对人类自身的极大关怀，促进人类命
运共同体全球性认同的形成。这也激
励着中国当下的文学写作者，要走一
条艰辛奋斗的路。

（作者系商洛学院副教授）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
李荣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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