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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元箓

了解京剧的人都知道，以
包公为主角的剧目有十几出，
并固定为京剧里独特的一系，
统称“包公戏”。即便不看戏的
人，也对包公特有的舞台造型
颇有印象。黑色的蟒，黑色的
勾脸，合成为包公刚正不阿、清
正廉明“人设”的象征符号。

当然，无论是京剧里的包
公，还是公案小说中的包公，都
是艺术化的形象，与史实中的
包拯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包
拯作为一例清官素材，被历史
性地选中，并通过艺术加工，
最终定型为半人半神的“包青
天”形象，且对中国社会的影
响至深至远……这一持续至
今的历史“外溢”进程，又远远
超过了艺术创作概念，成为一
种价值观鲜明的文化现象。
审视包公存在的意义，这一前
提不可忽略。

与人们的想象不同，包公形
象的树立，并非民间创作的结果，而是知识
人群和官僚阶层的集体贡献，是中国古代士
文化的一次经典创造。在包公身上，既能看
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又能

看到以忠孝为先的行为规范。而这两者，正
是古代士人阶层所追求的儒家思想的核
心。包括清官戏突出塑造的包青天形象，也
是儒家思想作用于士文化后对为官之道的
最高追求。

虽然包公故事对家庭内容的着墨不
多，但仍不乏对士文化“齐家”思想的经典
演绎。如著名剧目《铡包勉》和《赤桑镇》，
前者突出了对子辈犯法的铁面无私，后者
则浓墨于长嫂如母的孝亲之道。这种对于
包公作为家庭成员的艺术处理，也完全符
合史实中的包拯形象。流传于世的《包拯
家训》，虽仅37字，却不怒自威，胜过千言，
一位严父的形象跃然纸上。而家训传家，
本身也是古代士人的家教传统。至于“以
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并终以“孝肃”
赐谥，也证实了包拯在对待“家事”上同样
获得了良好口碑。总之，无论是包公还是
包拯，其一生行止，无不印证着一位儒家思
想践行者的士人风骨。

今人纪念包公，同样不能脱离士文化
的背景。在家与国、公与私、法与情的博弈
和选择中，承袭古人智慧和儒家理想，明辨
大道与糟粕，守护荣誉与情怀，涤荡利欲与
丑恶，依然是当今为官之道的至高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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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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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家庭家庭

——包拯千年家风文化传承寻迹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蓓

在安徽合肥，位于繁华的老城区环城路附近
的包河公园是市民周末假日游园、散步的好去
处。园内四时风景各异，游人如织。

这里除了林木茂盛、三面临水、闹中取静，还
是包公墓园所在地。包公祠、包公墓、清风阁，以及
周围的廉泉亭、流芳亭、包公文化长廊等，因着流传
千古的包公故事引得游客前来打卡，流连忘返。

包拯，别名包公、包孝肃、包青天等。合肥是
他出生、成长、学习、尽孝以及最终安葬之地。在
包公64年的人生中，有38年在合肥度过。

近年来，随着包公戏、包公小说的再度风靡，
这位千古名臣铁面无私、清正廉洁、实干担当、正
直忠孝的形象，影响日渐深厚，包公文化也成为
今人研究的热点。

查阅古籍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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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尽兔
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这首包拯具有
代表性的明志诗，抒发了他做国之栋梁、民之廉
吏的皎洁心志。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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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包拯临终前为后代子孙立下的家训，堪
称“史上最严家训”。据记，此后，包公的儿子包
绶、长孙包永年，无论在哪儿任职，都恪守家训，
廉勤自守。

不止他的后世子孙遵循，直至千余年后的今
天，我们依然在探寻包公成长轨迹，研究其文化
遗存、解构他立身处世、为人为官的思想内核中，
传承发展，古为今用。包公的精神品质从何而
来？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推崇包公？他的家风
家训究竟有怎样的传承意义？

探源

初春，微风拂面。
从芜湖路进入包河公园，“包孝肃公墓园”的

照壁和不远处巍然耸立的清风阁，将老城区的繁
华喧嚣与园区内的清幽雅致间隔开来。

据记载，今日的包河公园所在地，是北宋仁
宗皇帝赐予包拯的包河所在。当年，仁宗皇帝见
包拯年事已高，家中又无田产，曾下诏赏赐包拯
庐州地界一片相当大的土地，包公坚持不受，只
要了庐州城郊一段淤塞已久的护城河。包公请
人清理杂草、挖尽淤泥，并嘱咐族人在河里植荷、
养鱼，以水域养殖的收入聊补家用。这段护城河
从此被称作“包河”。据说，包河里长出的藕，有
节无丝（私），被称作“无丝藕”。

而后，战乱频仍，庐州境内的包公祠屡毁屡
建，几易其址，历经世事沧桑，直至1979年后合
肥市政府又一次修缮，包公祠及周围的古建筑群
才重新恢复了其庄严古朴。

走进包公祠正殿，古铜色的包公塑像，高大
魁梧、正气凛然，让人顿生敬慕之情。正上方高
悬“庐阳正气”“节亮风清”“色正芒寒”的横幅巨
匾。殿的上上下下，到处都可以看到历代文人墨
客留下的楹联。

享堂的东壁立有一方石刻《包拯家训》，即后
世所称的“史上最严家训”。享堂西壁还立有包拯
的《乞不用赃吏疏》和他的诗作碑文。正殿的东西

厢是陈列室，陈列有《包拯生平简介》和记载包拯事
迹的地方志《包公办案图》等，还有包拯生前好友吴
奎撰写的《包拯墓志铭》，虽然有些字迹模糊不清，
但较《宋史·包拯传》更为详细叙述了包拯的一生。
此外，祠内的廉泉亭、流芳亭，近年陆续新建的包公
文化长廊等，也是了解包拯的好去处。

另外，公园内与包公祠遥相辉映的包公墓
园，占地3公顷，是包拯及其夫人、子孙遗骨迁安
重建的墓地。墓园内建筑群落随形就势，满园苍
松翠柏，芳草如茵、古朴肃静。

为集中展现“包公思想”和“包公文化”，2023
年3月，在包拯的出生地——合肥市肥东县包公
镇大包村，占地约90亩的包公故里文化园正式开
园。园区利用现有的历史遗存，突出“廉政文化”，
建有孝肃阁、包公故居、包公书院、花园井、荷花塘
等多处景点。徜徉在这座以互动体验情景式为
特色的主题文化园区，可以充分感受体验到包拯
一生“孝、廉、智、正、忠”的精神品格。

不止在合肥，据统计，国内有关包公的祠庙
楼阁数以百计，还有许多以包公、孝肃等相关命
名的桥梁、街道、村镇等。在天长、池州、开封、端
州（今肇庆）等包公为官之地，甚至在东南亚地区
的泰国、新加坡等地，都建有包公祠、庙、墓、碑，
不少游客专程拜谒。

解构

在聆听包公故事、研学包公精神、探讨包公
文化的过程中，包拯一生清正廉洁、实干担当、刚
直不阿的形象，愈发深入人心，也让更多专家学者
有了解构其品行来源、精神文化内核的兴趣。

安徽资深媒体人、作家马丽春，就是其中之
一。2021年7月，她写作出版了单行本《清心为治
本：大宋名臣包拯》，今年，近30万字的《包公那些
事》也待出版。“为写这两本书，我购买、借阅了几十
本书籍、资料，一头扎进书堆里，深入研究宋史，到
包公出生地实地考察探访、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
马丽春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3年的研究
过程中，为了了解更加完整丰满、接近于真实人物
的包拯，她将包拯放在整个宋朝宏大的历史环境
中，以其前后20年里诸如欧阳修、范仲淹等数位名
人留下的关于包拯的记载，以及留存的典籍史料
相互印证、去伪存真，用半年的时间最终成书。

“钩沉梳理史料，有种‘探秘’和‘探宝’的快
乐。当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历史人物，呈现在我的
脑海中时，更有让这位千古名臣逐渐有血有肉、可
亲可感，‘复活’在眼前的成就感。”马丽春笑言。

在研究、成书过程中，马丽春曾提出了这样

几个问题：包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哪些人
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为何要回乡守孝十年，
十年间做了什么事？

她发现了与民间流传的话本、戏曲中不一样
的包拯。“他并非传说中家境贫寒，由寡嫂养大。”
马丽春注意到，他不仅出生于庐州（合肥）耕读书
香之家，且家境殷实、父母双全。

“包拯的爷爷是个乡塾，父亲包令仪是太平
兴国八年（983年）进士，1012年，被任命为福建
惠安知县，13岁的包拯极有可能随父赴任。可
以想见，包拯在幼年时即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祖
辈、父辈在为人处事、为学为官上也给予了他很
好的启蒙，跟随父亲赴任，也是游历、开阔眼界和
心胸的过程。”马丽春说，家庭言传身教，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形成了包拯最初的人文品格。

1027年，28岁的包拯考取进士，外放的第
一站是和州监税，但时间很短，之后“解官归养”，
回乡守孝十年，到39岁才重新出仕天长知县。
随后，历任知县、知州、知府，曾经出使契丹，在刑
部、兵部、工部及财政部门任过职，在监察部门做
过御史、谏议大夫，最后官至枢密副使——北宋
最高军事机构副长官。

“包拯一生为官二十六载，无论在什么岗位，
都能迅速进入状态，做到出色。他天资很高、聪慧
过人，又酷爱读书、学习，逻辑思维缜密，善于调查
研究。”研究宋代地方官员考核制度及包拯在不同
职位上的成就，马丽春对包拯给予了极高评价，“他
远不止戏文中的断案如神、铁面无私，受民众爱戴
的清官形象。他主政端州期间，教会了当地百姓
掘井取水，他是位通晓军事的政治家。他对北宋
中期的社会危机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在政治、经
济、法治等方面都有相应的改革主张与实践。这
些改革举措，充分彰显了他的实干与担当。”

研究史料，马丽春还提出了：包拯回乡守孝
十年，常常被世人简单解读为“孝”。其实，他其
后坚定的政治定力、种种美好的意志品质和成熟
的为官思想，以及十年守孝期间在恩师、任庐州
知府的刘筠的指导下博览群书，厚积薄发有极大
的关系。“若没有这十年‘甘坐冷板凳’的潜心学
习思考，或许就不会有他之后极高的政治素养。”

“包拯对权力淡泊，这一点从他能在高中进
士、已赴任和州后，毅然选择回乡守孝可见一
斑。而他品性当中的至情至善、清正廉洁、坚定
决断、公平公正等，早在他出仕前已根植于心，从
而成就了他光耀千载的一生。”马丽春说，“包拯
很伟大，他的伟大在于虽生于北宋，但即便是在
现代他的改革精神、工作作风及他的思想和学识
依旧不过时，甚至很新潮。”

传承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采访中，这首出
自包拯《书端州郡斋壁》的诗句，数次被受访者提
及——它的意思是“端正思想是吏治的根本，刚
直的品性是修身的原则”。

一千多年来，诸多专家学者也在多角度、多
层次的研究中，挖掘出了包公文化具有的多重
含义：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道德品质，铁面
无私、刚直不阿的法治精神；除弊布新、开门办案
的改革精神；体恤民艰、安民恤民的民本精神，执
政一方、造福一方的实干精神。

“其人物特性与诸多时代精神高度契合，其
公平正义、清正廉洁等人物内涵符合时代需求，
符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精神理念，符合弘扬公平正
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清心为治本：
大宋名臣包拯》这本书的策划者之一，安徽少年
儿童出版社编辑张怡，对传承包公文化的社会价
值、文化价值有深入的思考。

在张怡看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包
拯在中国历史名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
国家喻户晓的廉政形象，该题材植根于中国传统
文化，符合促进文化建设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
要求，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该人物极
具中国标识，故事具有中国特色，因此，也具有立足
中国、讲好中国故事、辐射世界的传播价值。

不止出版图书，在安徽，研究包公文化、传承
包公思想蔚然成风。

在合肥包河公园，“包公”元素遍布公园各个
角落。2010年5月，凭借包公清正廉洁的历史
文化，这座建于市民百姓身边的包河公园被中央
纪委监察部命名为首批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在
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包公园站”，包公化身漫画
卡通形象，活泼而不失严肃。“办实事，才过劲！”

“两袖清风，真的烈！”……颇有特色的合肥方言，
与包公精神相融，随处可见的“廉政”小课堂，提
升了城市形象，丰富了城市内涵。

安徽大学与肥东县政府合作共建了“安徽包
公研究中心”，不仅研究包公本身，还扩展到基层
社会治理、农村社区治理、包公与廉洁文化融入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等新领域，为社
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包公故里，青椒烧带鱼“代代清廉”，大葱
炒白干“清白人生”，莲子开口汤“莲（廉）心一
片”……他们推出的“包公家宴”菜谱，将包公的
公正廉明精神和新时代相结合，为婚丧嫁娶中持
续攀升的人情消费“降温”，为越来越高的酒宴规
模“瘦身”，推动移风易俗。

如今，安徽九华山脚下的祠堂村，仍居住着
2000多名包氏子孙。一年一度的家祭日，包氏
后人都聚集在包家祠堂里祭祀，其重要环节是所
有的包氏后人一起大声诵读包拯留下的家训。

“包公故事代代相传，足以证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研究、传承、创新性转化发
展，在家庭家风建设、廉政文化、法治建设、城市治理
等方方面面都具有镜鉴意义。”多位专家学者表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饶苏家的格局，和一般人的家很不同。
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的一栋公寓楼

里，饶苏家有三间小公寓房。每间房约30
平方米，一个是饶苏的书房，一个是妻子李
滢滢的书房，另一个则是一家三口的卧房。
两间书房比邻同层，是自购。卧房则在另一
楼层，是租的。

“书房就是我们的家。”李滢滢说，“它
既是我们的会客厅，也是温江区朗诵艺术
协会所在地，还是我们自建的西桐文房。”
多年来，这个以“书”为生活核心，热衷于文
化艺术的家庭，身体力行传承小家家风，并
不断带动影响周边上百个家庭。

2014年，饶苏家庭受邀在全国政协礼
堂举办“书径心悟”书法篆刻展；2015年，
在本土发起并建立“朗诵艺术协会”，会员
由开始的20余人发展至150余人；2018
年，创、编、排、导了四川首个本土诗歌短剧
《在温江》；2022年，策划演绎的《诗韵温
江》诗歌短剧在“长江读书节第三届讲书人
大赛总决赛”中获得银奖，随后建立了“西
桐文房”，面向社会定期举行适合各年龄层
次的公益文化艺术活动……2023年，饶苏
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初心蓝图 不断学习

谈起酷爱读书的根源和理想，同为
“80后”的李滢滢、饶苏都追溯到了自己的
父辈、祖辈。

李滢滢成长在阅读氛围浓厚的家庭，
身为工程师的父亲，虽然学习和从事的都
是工科专业，却热爱阅读。“学生时代，一有

闲时，父亲就带着馒头躲进山里读书，从朝
霞读到日落。”李滢滢讲述，父亲对她叮嘱
最多的就是“要多读书、上大学，做一个对
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

如今，在温江区融媒体中心工作的李
滢滢，从事的工作也与书籍相关，阅读早已
同呼吸一般，是一种勿用刻意的生活日
常。“人要终其一生丰富自己的精神家园。”
饶苏说，这是他的祖辈以身作则刻在家谱
中的精神蓝图。

曾任华西口腔医院第二任院长、中国
牙周病学开创者邹海帆是饶苏的五曾祖，
不仅医术精湛，还是当年全国古琴界十大
圣手之一，四川传统曲艺扬琴表演艺术大
家。曾在世界各地留学中，把柠檬的种子
带回了家乡安岳，让“安岳柠檬”发展成了
家乡的支柱产业，被命名为中国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

“四川谐剧创始人王永梭是我的表爷
爷，中国现代诗人、作家、书法家流沙河是
我的表兄。”饶苏讲述，“家里的老一辈总会
这样教育下一辈：不论我们身在何处、从事
何种工作，文房的这一套东西都不能丢。
文房建设，在家族里不论是医生、文人、艺
术家，还是普通人，都始终坚守。”

饶苏解读，“文房”不只是书房，它是精
神家园的泛指，是钻研、传承、传播中国传
统文化的初心，更是修身齐家、爱国敬业的
赤子之心，“要守住这颗初心、赤子之心，就
要从‘书’出发，不断学习，保持纯粹。”

近年来，身为成都市金牛区文化馆副
研究馆员、区文联副主席的饶苏，在工作中
将自己深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推
广中，不惜多年自掏腰包进行非遗的调查

研究，支持本区非遗传承与发展。业余生
活中，则涉猎在书法、篆刻、戏剧、曲艺、传
拓、啸艺等项目之中，并都小有建树。

“谦道”传承 有根传播

饶苏的书房中铺着毛毡，放置各类笔
墨纸砚的大长桌占据了房间的四分之一，
在长桌四周，堆满了各类书籍、书画作品、
篆刻作品和工具。李滢滢的书房，书架、沙
发、小桌、椅子和花草，还有一个用于朗诵
表演、排练诗剧的大镜子，占据了一整面
墙。在这两间书房里，饶苏带着孩子练习
书法、绘画，李滢滢带着孩子读书、朗诵，给
予了孩子沉浸式的学习氛围。

饶苏讲述，祖辈传承下来的“谦道家
风”，不仅警示家人要懂得“谦虚是最高的
美德”，还要始终保持对知识、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敬畏和尊崇。让孩子从小在书房
中成长，让“中国经典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和学海无涯、学无止境的意识扎根在他的
内心”。

同时，他们也在书房中致力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传播。

热爱读书的饶苏家庭声名远播，很多
家庭慕名而来想跟着他们一起读书。带领
大家读什么书，学习探讨什么内容？饶苏
家庭认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根，要以读书的形式做有价值的
传播，就要做“有根传播”。

他们结合自己的特长，选取大家都容
易入手、且能表演的诗歌朗诵为载体，发起
并建立朗诵艺术协会，研究大家所在的家
乡温江历史、传统文化，编排《在温江》诗歌
短剧，在西南财大，温江美术馆，各街道、社

区等巡回公演，让协会成为本土创新性文
艺平台。此后，《诗韵温江》《我的家在巴
蜀》等系列诗歌短剧陆续排出，吸引了几十
个家庭参与，并将这些诗剧搬上了讲书人
大赛、全民阅读盛典等各类舞台，传播巴蜀
文化，影响了更广泛的家庭。

随着饶苏家庭引领力、影响力越来越
大，他们结合温江本土文化——美空间

“24h留灯书屋”项目，策划、组织诗歌短剧
参与“24h留灯书屋”亮灯仪式，讲述推广
该项目，助力掀起区域全民读书热潮。

如今，饶苏家庭已经摸索出“有根传
播”的基本内容和路线。在他们建立的各
类文化、艺术群里，活跃着百余个家庭，坚
持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季季有活动、月
月有学习、周周有研讨、时时有探索。

李滢滢还策划了一个名为“走进家庭
书房”的项目，她想走进每一个读书人的
家庭，去探寻他们家庭的“根”、家风家训
和家庭教育等内容，做成小视频来传播，
从而影响带动更多的人都进行家庭“文
房”建设。

他们将两间书房命名为“西桐文房”，
“西”指位于成都西部的温江，“桐”则取自
原产中国、从古至今被赋予了丰富文化内
涵的梧桐树。

李滢滢和孩子都属鸡，华夏民族神秘
古老的美丽传说中有“凤栖桐”，这个命名
也饱含了饶苏家庭期望孩子在“文房”中被
中国传统文化滋养成长、赓续传承家风的
寓意，也蕴含着他们给予自己家庭的使命
——“让中国传统文化，像梧桐树一样有强
大的生命力，根能深扎，枝繁叶茂，既高大
魁梧，也能在四季中美轮美奂”。

家源文化文化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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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拯家训

饶苏一家参加
“书香成都”全民阅
读盛典，表演的诗
歌短剧获得本次比
赛一等奖。

包公祠正殿包公祠正殿

清风阁清风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