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经苦难终明了
遗训传家成重要家风

繁衍于江南一带的钱氏家族，

自唐末以来人才辈出。近代以后，

更出现人才井喷的现象，科学家中

的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国学大

师钱穆、钱钟书，外交家钱其琛，诺

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都属于这

个江南望族。这又是何故呢？要解

开这些谜团，你就不能不了解吴越

钱王和《钱氏家训》。

可以说，钱氏家族之所以长盛

不衰，“道德传家”才是最重要的因

素。《钱氏家训》吴越钱氏的“道德传

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

德行善；二是以《家训》的形式传承

道德文化。

公元 10 世纪初，唐末乱世，中

原大地战乱四起、四分五裂，而以杭

州为中心的东南一隅却风景这边独

好，一派安居乐业的太平气象。这

得益于钱镠建立的吴越国。

钱镠起于草莽，深知“民惟邦本”

的道理，“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

关而修蚕织”，一心一意发展经济。

他兴修水利，劝民农桑，开拓贸易，使

境内出现了五谷丰登、百业鼎盛的景

象。江南一带的经济社会得到了迅

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方。

美丽富饶的“苏杭天堂”由此奠

定基础，声誉鹊起。更为难得的是，

钱镠深谙“创业容易守成难”的道

理，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倾注了大量

心血，特意制定了八条家规，要求子

孙后代持躬谨严、洁身自好，严禁骄

奢淫逸。

如此严格的规定，是钱镠自己

用血的教训换来的。在霸业成就之

初，钱镠也曾志得意满、贪图享乐，

结果招致大祸。钱镠幡然悔悟，励

精图治、克勤克俭，才使吴越国重新

走上强盛道路。为时刻警醒自己，

钱镠晚上睡觉时枕着一个特制的枕

头，在掏空的枕芯里装上一只铃

铛。睡时只要敌军来犯，远在几十

里开外的滚滚马蹄就会让铃声嘤嘤

作响，他即刻醒来披挂上阵前去迎

敌。他还在床前放置墨盘，半夜里

想到什么事情就随手记下，好在第

二天及时处理。

932 年，81 岁高龄的钱镠辞世，

留下十条“遗训”，作为对先前家训

的补充。这种苦心孤诣的教导训诫

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时许多割据

政权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兄弟相争、

父子相残的事例比比皆是。而吴越

国历经三世五王，基本实现了平稳

过渡，境内百姓因此得以安享太平，

吴越国也成为五代十国中政局最为

稳定、享国时间最长的政权。后来，

钱镠的孙子忠懿王钱弘俶对家训进

行了整理和补充，重新编定了《钱氏

家训》。

“子孙虽愚，诗书须读。”钱镠出

身贫寒，读书不多，但称霸后却喜读

诗书，在书画上也有相当造诣。他自

觉因此获益良多，便要求子孙们也这

么做，尊师重教、读书明理，成为钱氏

家族的重要家风。

尤为可贵的是，钱氏因为本身

是王族，不用抱着“学而优则仕”的

目的去学习，读书一事反而变得纯

粹。有钱氏研究者认为，钱家人学

习的目的非常单纯。他们热爱读

书，完全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钱

氏子孙对权力和金钱表现出淡泊，

有的甚至可以放弃王位，也就不难

理解了。正因如此，钱氏后人中多

勤奋治学的学者和大科学家，在文

化、科技、教育领域成就巨大。

共分四个篇章
对后代提出极高要求

流传至今的钱氏家规，由“武肃

王八训”“武肃王遗训”及《钱氏家

训》组成。而现在半文半白版的《钱

氏家训》，是清末举人钱文选编辑整

理的。

《钱氏家训》内文《钱氏家训》虽

然只有区区六百多字，但从个人、家

庭、社会、国家四个层面对后世子孙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含义博大精深，

堪称治家宝典，也是“道德传家”的

典范。

作为一种王室家训，《钱氏家

训》在“修身齐家”之外，更强调了

“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化家为国”

的家国情怀始终贯穿其中，这也是

《钱氏家训》区别于一般家训的最大

特色。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

当无愧于圣贤”“私见尽要铲除，公益

概行提倡”⋯⋯这些警句总是谆谆教

导子孙不要做蝇营狗苟的“小我”，而

要做利国利民的“大我”。所以钱氏

后人多忠良，许多人成为国家的栋梁

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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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家族为何千年不衰钱氏家族为何千年不衰

《《钱氏家训钱氏家训》》给出答案给出答案
钱镠（852—932），杭州临安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创建者。他所在

的家族临安钱氏世代门风谨严，人才兴盛。自唐末以来，载入史册的名家逾
千人。

钱氏家族自钱镠始就留下“武肃王八训”“武肃王遗训”等家训，后来钱
氏后人总结前代治家思想，编订《钱氏家训》，共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
个篇章，成为一部饱含修身处世智慧的治家宝典。

“钱氏家训”大事记

约 912 年（后梁乾化

二年），钱镠亲手制定《武

肃王八训》。

约 932 年（后唐长兴

三年），钱镠临终时，又留

有《武肃王遗训》十条。

1924 年，钱镠三十二

世孙钱文选编纂《钱氏家

乘》，书中附有其采辑的

《钱氏家训》。

1995 年，钱文选长孙

钱镇国于 1995 年再版《钱

氏家乘》。

2007 年，钱氏宗亲在

杭州钱王祠举行纪念钱镠

晋封吴越王 1100 周年庆

典，重启重要祭祀和活动

中恭读家训仪式。

2008 年，杭州钱氏后

裔恢复了中断 140 年的农

历正月十八“元宵钱王祭”

活动，祭祀仪式中有“恭读

钱氏家训”礼节。

2009 年，“元宵钱王

祭”入选浙江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11 年，“钱王传说”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15年，9月15日，中

纪委官方网站推荐《浙江

临安钱氏：一代钱王 千古

家训》。

2021 年，“钱氏家训

家教”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

2023 年，“清明祭钱

王”入选浙江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据《广州日报》、《中国家规》中国方正出版社、《浙江日报》等钱王祠 图据视觉中国钱王祠 图据视觉中国

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