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时期的徽州家风渊源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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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孝是徽州家风的重要内容，是一种文化自觉的力量，在传统道德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明清时期徽州人从养亲、爱亲、侍亲到救亲的实践行为，充分体现了朱子家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家国理念，这种以孝为主体的书写历程完成了徽州家风的构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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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晴雨表”，家风好，子女教育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作为程朱理学的故乡，徽州历经千百年传

承下来的优良家风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内容。“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和儒家文化的核心，“孝”

以一种文化自觉的力量在传统道德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徽州家风蕴含了丰富的内容：从勤劳勇敢到尊祖敬宗，从和睦宗族到忠孝节义。其中，“孝”作为徽州家风的文化基因，在

传统家风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徽州人的家庭生活与经商实践中，无一不体现出“孝”的浸染与影响。因此，回溯

历史，了解徽州家风中“孝”的具体内涵以及“孝行”的表现，对于传承徽州优秀家风、弘扬徽州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根

据地方志、墓志铭、家书等史料所载，试图重新描绘明清徽州家风之孝的拼图，以期对家风建设有所裨益。

一、孝子之养亲———居则致其敬

习近平同志指出，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关系到家庭和睦，关系到社会和谐，关系到下

一代健康成长。
[1]
优秀家风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根本，培养优秀家风首先是善事父母。如何做到善事父母？“养亲”尤为重

要。《孝经·纪孝行章第十》中就有记载：“孝子之事亲也， 居则致其敬， 养则致其乐。”明清时期徽商虽在外经营，但常一岁

一归，以奉父欢、奉母欢、奉祖母祖父欢为重，对伯父、继母、继母之子也同样持孝养之心。正是这种由父母之孝，推及到兄

友弟恭之悌，再到宗族雍睦之大孝，培养了徽州敦孝悌以重人伦的优秀家风。

（一）服贾以奉养

在提及徽商经营的原因中， 学者们从地理角度和社会学的角度均有解释， 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为孝养父

母”。“父母生予八尺躯，上之不能乘时取甲第以树勋朝家；次弗克窃三秉之粟以奉母欢，曷称为子？ ”
[2]
因此在徽州历史上， 我

们经常看到的事迹是子女为了更好地赡养父母走出家门去经商， 服贾目的在于养亲，养亲是服贾的动力之一。

人广地瘠的徽州，“上无金银铜锡之产，户无蚕缫布缕之艺，且远于鱼盐山海，无舟车不利险阻”
[3]
，因此徽州人必须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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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家中经济责任。如表 1 中显示徽府六县中徽人为孝养父母弃本从末、弃儒就商的事迹，这些事例在府志、黟县中俯拾皆是，

且从史料中可看出，徽商对父母不仅是经济上普通奉养， 而且可以称得上竭力供养。黟县《环山余氏宗谱》卷二十一《艺文·余

君光瑞家传》中记载，余光瑞自己节衣缩食，从不攀比，所有的收入全部交给家人。同时，经商地的选择以父母为近，方便孝

养。古有孟母三迁为教子，徽商中有吴汝拙为孝养父母，几度更改经商地点，将母为近，迁就父母。这种对父母的全力奉养，

并不仅限于亲生父母，对于继母、伯父、兄弟亦同，如胡炜衡所得收入皆奉继母，董嫌照事亲必承其父母旨意，继母、父伯主

持家政时，十分坦白。

（二）弃商、舍儒以养父母

徽人中不仅有走出去经商以养父母者，还有弃官、弃商以亲身奉养父母者。宗怀公“事母孝，哕噫不敢妄，以母年高不复

远游，命子款成、钦成等代之考”
[4]
， 此系放弃儒业而侍奉父母的典型代表。黟县余光敫因“祖母、母氏春秋高，君又不忍远

离，遂弃店事而归侍养”
[5]
，此乃弃商以养母亲、祖母的代表。休宁商人汪本威、绩溪章必彩， 还有地方志中记载其他县域的

商人弃商以孝养父母的事迹，这类事例虽然不多，但反映的事实是徽人经商以孝养父母，但在积累一定资本后，确也有徽商念

祖心切、弃业归养，侍奉父母尤谨。正所谓，经商是以孝养父母，弃商也是孝养父母。

（三）敦孝悌，重人伦

《癸巳论语解·卷一》有云：“惟孝友于兄弟，孝于亲则必友于兄弟也”。“孝”在徽商的生活世界中，不仅包含了上对父母，

且囊括下对兄弟，即孝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父亲在外经商时，兄弟相互扶持；兄弟有不幸遇难时，代为抚养子侄；兄弟

经商析产平均。

受篇幅所限，表 2（下页）仅列举徽州敦孝悌中的典型事例， 从表中所列内容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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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兄友弟恭的优良风气，体现于父亲在外经商时， 家中长子往往承担起抚育子弟的责任，“对于诸弟怡怡友爱，无异

词”
[6]
。不仅是长兄如父，弟对兄亦是恭敬长上，如材料中显示程兆枢正是责无旁贷、敬兄抚侄，宗族称其为“孝”。

第二，孝悌之风还体现在兄弟不幸离世时，代为抚养子侄。胡美坤之仲弟离世，将弟的孩子视如己出。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有弟不幸无后者，其他兄弟就过继自己的孩子。除表 2 材料中提到婺源商胡锡鲁，还有徽人王应达“弟卒，无嗣，以季子

鼎炽绍”
[7]
。

第三，商业经营冲击小农经济基础，无徽不成镇、徽商足迹遍天下，但徽商经商时依然能够保持兄弟有爱、不私财，这也

是家风中“孝”的体现。这种不贪财的思想，不仅体现在兄弟相处，对子侄亦如此。“儿思皇父母沐风栉雨获有今日，既不敢私

其身，又不敢私其财，以取戾于名教？ 爰取所业与弟中分之，姻族佥谓本威孝友，人所难也。”
[8]

“旌表孝子， 崇祀乡贤……为人伟干方面，庄重有威，天性孝友……教子侄读书，为一生所注意……以忧郁撄失红疾， 长

兄悦堂公招之至兰，疾若失……与兄友爱无间言，虽析爨以分妇功，而资财无畛域，人称二难……兵难时，有房侄失所沦落海

阳，闻寡嫂命，即使人囊金往赎，授室立业，宗祊以延。内侄程某乱后无依，公妆至家使程宜人抚育之，以至成立。”
[9]

如上述材料描述中显示，徽商天性孝友，兄弟和睦，不析产，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教子侄读书，兵荒马乱之时，有

子侄沦落，拿赎金赎回，并助其成家立业，战乱后内侄无依靠，这位徽商又给钱财给他的母亲，抚育其成才。从宗谱记载中可

看到，兄友弟恭、友爱和睦、相互扶助已经深入到徽人的内心深处， 并时刻体现在徽人的日常生产生活中， 成为徽州家风的

重要内容。

二、孝子之爱亲———养则致其乐

习近平指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我们要注重家庭建设，这才能充分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
[10]
家庭建设中孝养父母是最基本的物质要求， 精神上能够坚持对父母孝养才是家风的核心和终极目标。明清时期徽人除最基本

的孝养父母外， 在日常生活及农业、商业经营活动中能坚持顺亲无违、尊亲敬亲为爱亲之原则，能够做到养父母则致其乐，此

堪称现代家风建设中的学习表率。

（一）“顺亲无违”以孝

《论语·为政》中有云：“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即不可违背父母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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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顺亲孝亲。首先， 以父母命为准，承顺无违，孝养匪懈。其次，以父母饮食生活为重，“诚奉母氏必备极承欢，

若忘其他适也者。食用服御按时赍送，或迎养于家”
[11]
。即使父母性格怪异，也顺其志而行，曲意承颜，悉得欢心。

因顺亲无违而踏上赴商之路。爬梳史料中，常可见“父命偕之盐官”（黟县《弘村汪氏家谱》卷二十五《事实》，清乾隆十

二年刻本）、“命翁弃儒业”（《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九《隐君君实七秩寿序》）、“命次公(潘侃) 从诸父贾蜀”（《太函集》卷十

四《潘次公夫妇九十寿序》）等描述徽人奉父母之命去经商的事迹。若是徽人自己决定经商，定会请示堂上，祁门人倪仰文在准

备经商之前，跪请堂上，征询父母的意见。而且还有根据父母所命更换经商地方的，如黟县商人程鸿弼。

因顺亲无违而承其志。如经商之志，章讳策父亲早殁，“承父业学贾，往来兰、歙”
[12]
。如扬名显亲之志许太明“命之以商，

公则顺父志，带赀江湖，苦辛远涉，击楫而言，曰：‘人在天地间，不立身扬名，忠君济世，以显父母’”
[13]
。

（二）“尊亲敬亲”以孝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黟县舒殿传云：“父春秋高，双目俱瞽，传奉养周至视于无形、听于

无声，宗族称孝。”
[14]

此乃养之孝，但“养可能也，敬为难”。由养及敬，由敬到“色难”，才是精神上的孝养，也是当下社会需

要的。

徽商经营时路途坎坷、困难重重，但时刻不忘对父母行孝，除上面所提及的经济上孝养，还格外注意精神上的敬爱之心。

不让父母知道其经营困境、不让父母担心是孝。方之政“往来贩易于嘉湖之间十余年。贾辄不利，赀亡耗过半，君时称贷以给

供养，不令母知也”
[15]
。

其次，以日常生活奉父母欢为重。第一，不惹父母怒，父母责罚时未有怨言，程志铨“事父母则柔伏如婴儿。先母督子女

犹严，恒因事责兄笞以百计，兄解衣受杖，未尝有怨色”
[16]
。居家处事笃顺为孝，歙县黄琦“居家孝友笃至得父母兄弟欢”

[17]
。

第二，日常生活中，父母稍有不快，徽商意难决。歙县唐模仲容，父母稍有犹豫，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这种恭敬之心对继母亦

如此，婺源王杰“少失恃，继母遇之寡恩，杰曲意承欢，无少怠”
[18]
。“曲意”二字道出了侍奉双亲中父母地位之至高无上。

同时， 色养还体现在生活中的日常细节。“饮食而公必亲视，服用而公必力致色养，数十年未有不如亲意者”
[19]
。对父母

兄长不怠慢，尊敬有礼乃孝，朱继楫“奉母孝，事兄继松、继桂恭谨诚笃”
[20]
。对父母的情绪格外关注乃孝，父母若心情不好，

更是不敢离开左右，且“事继母以有礼称， 继母所生子， 君与之交欢若同母昆弟”
[21]
。

三、孝子之侍亲———病则致其忧

在明清时期的徽州， 子女以奉养父母为本分，顺亲无违、尊亲敬亲乃爱亲之始，当父母身体有疾时，更是昼夜侍、不离床。

这种优良家风的显现，在古籍的记载中比比皆是，徽州人“孝”的形象跃然纸上。

（一）日常侍疾于身边为孝

徽商在外经商，若父母在身边生病，商人往往衣不解带、昼夜罔懈，“负薪易直求药，终夜侍立卧侧，不就寝数月”
[22]
。即

使大夫束手无策，徽商也多方奔走，极力救治。歙县朱嗣初“母患噎症，医者皆以为高年莫治，初侍汤药、调饮食，卒能霍然”
[23]
。徽商侍疾之诚，不仅是对亲生父母，其他长辈身体不适时， 也会尽心尽力。胡美铭“舅母詹年老多病，常在床褥，公侍汤

药，未尝废离……素华公高年丧偶，气血渐衰，起居饮食及疾病皆藉扶持，公一一躬亲，数十年无少欠缺，寿登八十有四而终”
[24]
。遇到父母疾病严重时，徽商晨夕不交接， 除了亲侍汤药、身不离床之外，还亲身为父母吸取身体上的毒素，婺源王杰“父

患瘫家，难延医治，杰乃日吮其毒，月余获痊”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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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职业特殊性，徽商足迹遍天下，一旦得知父母情况后，往往立刻“弃业驰归”、“奔返侍奉”、“驰乡侍药”、“泣辞归家”。

但返乡途中有时还会遭遇不测，汪之萼“父病剧，仓卒归，误入盗艘，萼终夜号泣，盗悯其孝，舍之，尽夺其囊箧而去，惟箧

有一砚为父所珍，萼乞还砚，盗掷之草间”
[26]
。还有徽商徒步返乡，尽力侍奉，父母病愈而自己病倒甚至身亡者，绩溪俞培昹

“性仁孝，少服贾，后客豫章，知母病，徒步走千余里，六昼夜归，则足跗筋缩如丸。而昹负痛侍汤药，逾月不懈，母病获痊，

然昹足自是拘挛不伸，积成疝疾，未数载遂卒”
[27]
。

（二）剜肝割股等奇节之孝

“割股疗亲” 主要指当家中长辈身体病恙、罹患重病时，从肝、腿或身体其他部分上割取组织作为药引用以治疗亲人， 属

于较为极端的侍疾治疗方式。疗亲对象中，比较著名的有程文傅割股治母，还有歙县汪山割股治父，其父已经年过六十；还有

许铭璜割股疗祖母者，“祖母病笃，铭璜刲股和药以进，遂愈”
[28]
。割取的身体部位，除“股”这一部位外，还有手臂等其他部

位，许毓撰“母年八十有三病笃，毓撰年已六十，割臂肉和药”
[29]

。割股疗亲这一现象在现在看起来固然是愚孝不可及，但从

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确带有其时代特征。

如上材料所描述的割股等愚孝行为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于强调为人子女对父母无条件地付出，一切以父母利益

至上，即使是损伤自己的身体。割股疗亲的现象往往和当时的一些孝感事迹紧密相关。

四、孝子之救亲———子欲养而亲不待

任何历史时期的行为背后都是其特定历史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反映。史料中记载了许多徽商代长受过、救长于难的事迹，也

是徽商这一群体在经营过程中遭遇困境的选择反映。这种徽人于年幼时期寻亲、父母危难时舍身相救、奔赴千里之外寻亲人遗

骸等事迹， 无疑反映了当时徽州人“孝”的优秀家风。

（一）救亲于危难之中

歙商王士汲“侍父华顺往四川贩木，中途遇盗，将杀华顺，士汲持盗哀告求杀己以代，盗以刀背砍之，曰：‘看尔年轻竟能

知孝’。持其金而去。士汲奉父归，以重惊致病卒”
[30]

。但更多救亲事迹多集中在太平天国战乱时期。战乱时，商人多携家眷逃

亡，如负母逃亡者，黟商姚成基“性纯孝，贾于杭。闻寇扰徽，念母年暮步艰，星夜奔归，负母逃避免于难”
[31]

。在逃亡过程

中，往往也会遇到盗贼，徽商往往选择护母，妻子和财物均可不顾甚至放弃（见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义行》詹

汉孝养事迹）。同时，徽商也是非常有经商头脑的，负母逃亡时，往往会逃离居住地，在新地方经商，黟商查有忠在匪徒侵袭时，

带着母亲逃难，后来又在杭州经商。同时，在史料中所载， 有舞勺之龄者于战乱时， 亦负母逃亡，由此可见，孝乃天性在任

何时期均未发生改变。

（二）寻亲于千里之外

寻父、寻兄或是寻弟既是对亲人思念思绪的一种表达，也是外出经商以承继家业的说辞。徽商自少离家、负贩四方，创业

难守业难，未成大业前又甚少回故乡，子女、妻子对父亲、丈夫的思念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于是在徽州历史便上演了一幕幕徽

商妇数泪珠和徽州少年万里寻亲的故事。

1.万里寻亲

寻父包括寻找父亲、祖父， 包括寻找其遗骸。寻找到父亲后父子相拥喜极而泣，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但更多的是寻亲之路

的艰难，徒步丐食，足肿流血者多数，仰文炤“其父大彬贾于楚，值三藩肆逆所阻，转徙流亡，绝无音耗。文炤奋不顾身，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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跣而往，历尽滇黔闽粤数年之久，资用乏绝，饥寒匍匐，乃获父于贵州之玉屏县，迎归”
[32]
。寻找到父亲后，劝说父亲归乡里，

黟县舒秉畿十五岁寻父，几遍楚疆，资斧乏绝，至常德府后找到父亲，请求父亲归乡。文献中记载，舒秉畿见到父亲后，“哀请

父归”，一词可见请求之难度，思亲感情之切。有时自己劝说不果，还需要旁边人一起敦相劝说， 胡士畿带着母亲典当的钱财

踏上了寻父的历程，但找到父亲后，父亲不愿回乡，旁边乡里均群相敦劝，才答应回去。父亲同意回乡，子女便孝养其身，颐

养天年，江振铎“年二十余，贫甚，贷金独入蜀寻亲，间关至重庆府，始相遇，迎归孝养以终”
[33]
。

除哀请父归外， 还有徽商找到亲人后从父经商。如詹文锡在刚出世不久，父亲就远游经商，十七岁时，其历楚蜀，入滇南，

多番寻找父亲， 终于在现在的贵州省附近找到了父亲，与父相认后，跟随父亲去蜀地经商。除此之外，还有寻找到亲人后，帮

助亲人经商的，查邦达的弟弟曾被贼人所掳走，查邦达历经六年寻亲经历后，花费重金为弟弟赎身，并给弟弟重金以经商。

当然，在寻亲历史上，还上演了许多悲剧，有知道父亲身亡欲以死从者，汪之杰“父商游不进，行寻经年不得。次寿春，

知其溺也，临河号泣，欲以死从”
[34]
；还有寻亲不得，自己丧命者，吴良梓“父自请公以盐策游荆裹间……寻父客卒于舟”

[35]
，

父子则再也不得相见。

2.寻亲之遗骸

千里寻亲外，更多的是寻找亲人的遗骸，予以安葬，入土为安。寻亲范围基本系直系亲属，父亲、祖父、叔父等。鲍德成

“父旅死他州，德成徒步数千里，历险阻，扶榇而归”
[36]
。寻找祖父遗骸也是不辞辛苦， 胡师谟祖父在江淮经商时客死他乡，

自幼在祖母的抚养下成长，长大后只身前往，遍历荒陬，最后身负遗骸归乡。这种子寻父、父寻祖父的现象在一个家庭重复上

演，程世铎父亲寻其叔父，程世铎二十二岁时矢志寻父，至东川，父他往，复之寻甸，更至乌蒙，始得父耗。比见，两不相识，

以数庚甲，通籍贯，道姓名而知，盖父离乡已二十一年。扶持而归，时铎年已二十七，寻亲遗骸过程历时六年。

榇不得归，旋失所在。寻找遗骸比寻亲更困难，原因在于要确认亡者的身份。因此，有徽商使用滴血于骨上认亲，比如胡

茂楠，在找到父亲的遗骸后，为了确认父亲身份，将自己的手指咬出血，滴在父亲骨头上，相容，即确认墓中尸骨乃自己亲生

父亲。除了常用的这种方法，还有孝感这一说辞，即冥冥之中，寻亲的孝子和祖上之间都有着某种神奇的联系，方如珽“少即

具寻墓志，而苦无的所，往还数数，饮泣而已。久之，询于适程姓之姑， 姑盖自潜山归嫁者， 时年已七十，知如珽寻墓，亦

愿偕往。至复茫然，或有言‘乱后枯骨无数， 僧某以普同塔瘗之’， 或又言‘其石洞有敝棺’，如珽偕姑入棺无题和，亦难识

矣，俄而得髻簪一于鬖鬖乱发中，姑乃大恸曰：‘是矣，此簪为敛，我年十四时见之，此来非我未死，无人知也。’如珽于是悲

喜交集，重市棺衾，敛而归焉。先是如珽右膝常不仁，今见祖骸，有遭漏痕蚀，色黝如者，即如珽患处也，更大骇异然，足可

知一气感召之理矣”
[37]
。

五、结语

明清时期， 以商人这一群体为代表的徽州人在“事之以生”上充分展示了孝的崇高地位，同时在“葬之以礼”上也不遗余

力。《孝经纪孝行章第十》有云，孝子之事亲也，丧则致其严，祭则致其严。“孝”对逝者的表达方式不仅在孝经里有单独说明，

在徽州家谱里也有体现，《方氏会宗统谱》卷十九《松崖方公行状》中有云，“归事父母，生养死葬，以孝谨闻”，可见生、养、

死、葬在古徽州均是孝的重要内涵， 而且徽商常年经商在外，“吾不能生事以礼，吾第竭力事死而已”
[38]
。

但爬梳史料中， 我们也看到徽人在殉亲节孝中存在一个反差现象。即父母或祖父母过世时，徽商号泣不休，强起醊麋粥，

扶柩榇归，欲殉亲时，家人会极力劝阻，即使不考虑自己身体，也要为妻儿及祖上的老人考虑，故殉亲事止。由此可见，徽商

中“殉亲”者并不多见，因为其身上背负着一个家庭， 乃至一个家族的经济重担和命运转型，即使自己真心愿随亡者逝去，家

人也会极力阻拦（见表 3，下页）。这一点和徽商妇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翻查县志、府志史料，徽商妇殉亲节孝触目惊心事

迹俯拾皆是。性别差异导致其社会分工不同， 从而在家庭责任的承担中也有差异， 因此我们在历史研究以及现实社会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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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看到男性的经济生产贡献与社会风气的引导，也要看到女性、母亲在家庭建设、家风弘扬中的作用，她们的功劳也是不

可抹杀的。

明清徽州的家风有许多值得今人学习、借鉴的地方。徽人在家风的历史上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孝”字，并在“孝”字基础

上，进行了“忠”、“节”、“义”的内涵扩充。“孝”作为徽州优秀家风的重要内容，既是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时对

国家礼制的地方回应，包含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精神内核。当然，徽州文化作为历史上最有魅力的文化之一， 对

于其家风的本体研究以及如何传承、弘扬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后辈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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