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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贤》

内容概要

三千年来，他们是中国乡村的脊梁！泽被后世的楷模！本书围绕中国历代乡贤，择取各个朝代最具代
表性的乡贤人物，以生动故事，翔实史料，展示其在慈善、公益、文化、教育、治安、建设等各个领
域的积极作用。由本书也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生态，了解传统士绅如何努力造福乡梓，而乡人、社会
、官方 ，又是如何予他们以肯定，授以乡贤之荣耀，使之名垂 青史。本书按年代展开，择取各个时
段具有代表性的乡贤，展示了乡贤群体适应时代变化，自身加以调整，以更好服务乡梓的历程。
功德言行，荣光乡梓，丰神仁意，山高水长
生于其地，而有徳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
天地之心，生民立命，未尝一日相忘；
追求至善，实践理想，贤者宣勤地方。
读懂乡贤，读懂中国。
有一种归属是乡情，有一种诚挚是奉献乡土，有一种荣耀被称为乡贤。不分贵贱，不论贫富，服务于
乡土之心，让他们从事于教育、赈灾、治安、文化等事业。大人物的小故事，小人物的真传奇，中国
传统士绅的品格、精神、骨气，凝聚成乡贤文化。
著名学者陈明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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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灿兴，江苏靖江人，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史。著作有《枪口下的北洋》《军机处
》《湘军淮军》《国际人道法在华传播与实践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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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立足地方，立功，立德，立言。”
2、一些人物是耳闻目详，一些故事却是前所未知
3、普及类读物，有些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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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小人物的“贤”情往事在正式翻开《中国乡贤》这本书之前，我想了一百种打开方式，是不是应
该查找一些相关资料，是不是应该阅读一些基本书籍⋯⋯恒河沙数的想法喷涌而出，最终却敌不过铅
字的诱惑，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直接阅读。乡贤，袁灿兴先生提出，是非皇帝授予的品德、才学
上受推崇的人，官员、平民皆有，但女性不包括在内。可以说，乡贤里有不胜枚举的小人物，怡然自
得回忆他们的“贤”情往事。乡贤，有时候是一种文化的人物象征，有时候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
。汉武帝推举牧羊人卜式作为榜样，计划利用卜式的品德获得政府经费，这是在整治因素下的道德宣
传。然而，促使卜式成为乡贤的不仅仅是他捐资助国，还有为民进言。这是汉朝文化熏陶下贤人的特
征之一。如果你以为这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那你就错了。谁说刘宰辞官回家只是因为看淡世俗
，而不是因为白癜风；谁说华太师（华察）不恶而严令人胆寒，而不是一个安慰父亲的乐天派；谁说
人人都想当皇帝，而不是类似诸樊、馀祭、馀昧这般情非得已，为了让位给弟弟季札，每天“仰天求
死”。时常，融情于景的往事历历在目，畅怀一笑，或叹息一声。不同于以往与字眼打架的书籍，《
中国乡贤》以时间为顺序，将46个故事分为五部分，以宋、明、清、民国的乡贤人物为主，带入故事
性的趣味特点，讲述各朝代乡贤特点以及个人品格。由于袁灿兴先生是历史学博士，文字运用上偏重
事实阐述，条理清晰，语言简单明了，更加通俗易懂。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过多主观观点，对读者的
思想影响较小，便于把握清晰脉络。与其说这是一部乡贤介绍史，倒不如说这是一本历史研究结果展
示。作者将贤德之人汇聚一堂，分发给他们号码牌，蓝色的是官员，红色的是帝王，白色的是女子⋯
⋯而有这么一群人，孝慈友悌达于一乡，集一乡之望。作者通过自身对历史的了解，客观再现人物情
节。贤人总是高尚的，他们的品格耳闻则诵，过多的称赞也反而会令读者心生厌烦。终于，这本书没
有那么多夸赞的字眼，平铺直白的叙述让人最为舒服。好与坏，交给读者；贤不贤，是历史的界定，
但喜不喜欢，是读者的事情。如今，书籍讲究风趣、幽默、直接。在《明朝那些事儿》畅销之后，黄
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被更多人所熟知，因它的真实、客观而被深度读者所喜爱。《中国乡贤》
也是如此，以历史为基础背景，尽可能还原人物，感情掺杂较少。只是，我不希望这样的书，会因为
它的陌生让读者将它推到一旁。又或者，直到有人出了《贤人在乡下做了啥》《不为人知的贤人》等
等书籍，才有人想起，曾有一本书叫《中国乡贤》，更为接近历史。
2、在一场摧毁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文革之后，中国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就迅速进入“现代社会
”，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断裂，使人们对传统文化集体失忆和失语。《中国乡贤》所
叙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草根和最乡土的一种文明力量。农耕社会安土重迁，讲究“惟桑与梓，
必恭敬之”，精英的存在方式与现代社会有根本的不同。正是精英对乡土的支撑，中国社会才出现了
普遍的文明和稳定。秦始皇以严刑酷法治国，结果“天下苦秦久矣”。汉朝举孝廉，重视民间教化，
汉武帝穷兵黩武，何其搜刮残酷，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却几乎没有遭到多少民间反抗。王安
石推行保甲法，重在控制，轻于教化，结果王安石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吕大钧推行乡约，在很大程度
上无疑弥补了保甲法的不足。“生于其乡，而众人共称其贤者，是为乡贤。”这种表率作用是儒家教
化的典型形式，所谓“见贤思齐”。中国传统社会以礼代刑，以教化取代法治，乡贤的存在，这实 际
上展示了中国传统的自治精神，而自治也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重新发掘乡贤精神
，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精神。作为一个关中人，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张载和《吕氏乡约》。这段历史对后
来关中好古重礼民俗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全书中，大多数乡贤文化都出于南方，《吕氏乡约》
是不多的一个北方乡贤案例之一。这种教化遗留至今依然泽被后人。前一段时间，看美国人尼科尔斯
在100多年前到中国游历时的记录，其中专门写到陕西人与其他地区北方人的不同——“在这个中国最
古老的 省份里，极度厌恶外国人是民众的一大特点。但是，尽管他们存在偏见和排斥心理，却很少有
在其他一些省份见到的狂热与残忍。⋯⋯从我所见到的陕西人的性格来判断，我确信，在周边省区标
志着义和团运动的流血和杀戮，在这里不会出现，阻止其发生的情绪反而成为主流。”（《穿越神秘
的陕西》第51页）尼科尔斯还说，这种自由文明的风俗与美国很像——“整个村庄中唯一拥有权力的
是由当地官员任命的头人，头人并没有象征权力的大印，就像其他村民一样，也只是个农民。他得以
任职，通常是受邻里拥戴的结果，乡邻们会向官府报告他特别的才智和德行。我曾一度假设，在中国
官府的绝对专制之下，百姓很少能得到言论和思想自由，但我发现陕西的情形绝然相反。”中国传统
社会以家族文化为本，乡约其实是家训的延伸，乡贤也即先贤，“约正”也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民主
、自治和契约精神。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传统社会有一段极其完美化的想象——“白鹿村的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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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这就是传统乡绅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正
因为他们的存在，“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
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不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
，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正如《白鹿原》所展现的历史，民国时期是中国最后的一段传统年
代，后来的土改等一系列革命运动，虽然并没有马上带来现代化，但却将传统文化的根脉彻底斩断。
中国著名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指出：“消灭了地主，就消灭了乡绅文化，消灭了农村有独立思考的知
识分子，消灭了农村的相对独立性，毁灭的不仅是先进的社会生 产方式，还有文明。”最典型的，莫
如表现中国乡贤精神的《武训传》，成为新中国第一禁片。而刘文彩则因为“收租院”和“水牢”，
成为著名的“恶霸大地主”。在凤凰卫视的“凤凰大视野”中，曾经播出了一期长达4个小时的《大
地主刘文彩》。刘文彩出身贫寒，胸无点墨。后来刘氏兄弟（刘湘和刘文辉）成为地方军阀，“五哥
”刘文彩亦官亦商，也随之富甲一方。刘文彩回到家乡后，在大邑花费3.5亿多圆国币（相当于200万
美元），兴建了“私立文彩中学”，分为男生部和女生部，可容纳学生400名。整个校园布局井然，环
境优美，46幢建筑，有大礼堂和图书馆，还有一个篮球场。在民间语境中，刘文彩有其抹不去的“乡
贤”光辉。在当地，连夫妻吵架都找刘文彩评理。事实上，乡贤所承担的责任，并不仅仅限于乡约，
还有各种义赈、义仓、义学、义庄，以及修桥补路挖井筑堤等等善举。本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去年
新星出版了一套《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影响非常大，而澄衷蒙学堂就是由宁波商人叶澄衷出资创
办的。胡适、竺可桢、丰子恺等，就出自这里。叶澄衷的乡贤往事，也在《中国乡贤》中。本书属于
典型的“小史”——“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
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唯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 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历稽载籍，良史
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著小史者，意
在通俗，不易展其学， 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自序）作
为主修中国社会史的历史学博士，作者袁灿兴在才、学、识上，都有相当的专业素养，写作这类小题
材，显得驾轻就熟，如牛刀小试。以区区20万字，囊括从古到今，全国各地，将近50个有不同风范的
乡贤范例。文字都极其简约，点到为止。很适合大众阅读。
3、从庙堂走下江湖，倘若说中国传统文人往往将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实现寄托于庙堂，那么乡贤则是
从另一角度阐释了身处江湖修身齐家泽被世人的可能。《中国乡贤》一书，以时间为纵贯线，穿起有
名无名的乡贤事迹，映衬之下，发人思省当下成功学的悖谬，名利的光环诱惑多少人前赴后继，却终
究不及史上乡贤们成己成人之大德，是中华民族的山高水长。“在朝美政，在乡美俗。”家国同构，
民情风物养育一方。泱泱大国，万姓之民，治国者实难事必躬亲，行政律令固然不可不完备，然而一
地之乡风，濡染人心，民俗教化之德，庶几可收“垂衣裳而治天下”无为而承平之功。明清易代，世
纲紊乱，人心离散，张履祥此时注目于如何恢复桐乡温厚风俗。即便是江山易主的政治纷争里，如何
使人心不废法度规则，世道不因此倾颓，也远远超出战争的胜负。力求即使亡国亦不亡天下的路上，
乡贤无疑是居功至伟。时常有人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然而同时却又以人性之恶作为开脱的借口
，宛然如获古代的免死金牌，如遇大赦。人之本心善性，却屡屡被嗤之为理想空谈，希贤希圣之心，
可为渐行渐远？卜式、李发等一代乡贤，于国报效，于乡行善，而未有名利之心乱其天性；王祥孝行
，后人夸张扭曲，加以阴谋之论，无形堵塞人修行圣贤可通之路，却为恶意大开方便之门。一乡之人
，引领瞩目，众望所归，正是有这些乡贤的立功、立德、立言，才令我们看到，芸芸众生脱离草昧蛮
荒，而修复人性，回复天真，得与天地之心合而为一，未尝没有可能。而今中国人的乡愁漫漶，归乡
之路，水远山长。重忆乡贤，也是对文明的一种回向，是对古老人世间情意的缅怀。风景无限，岁月
山河，都在那隐去的礼乐文明里安顿。宗族乡里，根之所系，慈善教化，悲悯情怀。从中我们似见古
人心慕的大同社会，亦并非乌托邦式的理想，只是这原型退隐山林，存储于云端，等待时机的成熟，
在中华大地上重生。其实这正如乡贤中不少人是生逢乱世，然多不与争斗，退而潜心学问，以谦卑而
尊贵持身，等待天启。他们知道天地不仁，往往是要于劫毁之后重新开出迢迢人世，干净欢喜，而条
达清宁。自然，所谓榜样的力量绝非一朝一夕，而典型亦绝不是道德的绑架。乡贤，非因他人而树立
，实际是要自身来成就。他们清晰地知晓天道好还，而任重道远。
4、中国乡贤“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做为民间家族组织，“宗祠”在中国社会起到了连接
国家、社会的一个纽带，而“乡贤”的社会“精神”带给我们是无限的“正能量”。社会历史的发展
正是通过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乡贤”就是其中之一，反应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职
业，对国家、社会、宗族之间所做的一切。在书中，我们能体会到:“先贤之光”给我们带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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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让我们知道为国家做出贡献有多么重要。“宋时仁义”带给我们的是在“困难”面前，所包
含的人生态度。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让我们思考这些社会人物给我们的思考。“清际善行”的“善”
，以济世救人为理想“夫善人者，天地之心，生民所藉以之命者也，其于天下盖未尝一日忘”“民国
功业”给我们带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慈善经营的理念。“国家”发展离不开仁贤之士，他们做的
不光是为国家，根本在于为“民”。当太伯与大弟仲雍以称病为由，去南方采药，开始了另一段征程
，在他们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国家”为重时，感染了一批礼仪谦让之士。在“卜式捐
资助国”中，体现出卜式在国家危难之急，本着自己对国家的认知，主动捐资救国，由此让我们想起
“抗战”之时热血沸腾的青年们，敢于为国家做出贡献。在“颜氏家训”中“诚臣询主而弃亲，孝子
安家而亡国”颜真卿践行祖先教训。影响一代代后来者。“仁义”做为道德准则，衡量着人的品质。
在范仲淹以创设义庄，为宗族贫弱者提供帮助。义庄的设立弥补了社会治理领域的不足，以民间力量
为贫弱提供帮助，为后世所效法。真德秀也是以“慈幼庄”为平台，救济了诸多乡间孤寡老病者。他
写出“廉、仁、公、勤”四德，阐释民本思想、德行关系。真德秀，是儒家学着的最好写照。这些实
例，带给我们不光是历史的写照，更重要的是这些写照给我们社会带了“正能量”。“实业救国”，
这里应推“张骞”，做为晚清的读书人，面对国家的灾难，放下身段，投入商业经营，在当时是难能
可贵的变革，为社会各界引来了近代元素。在国家困难之时，做出这种举措，对现在的社会来说起着
引导和导向作用，他不光是以救国为目的，更重要的是体现个人情怀。在当下的文化建设中，“乡贤
”这本书体现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们不光要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更重要的是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丰
富的含义，但我们今天只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四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
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从乡贤文化来看，其中也包含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终极追求。  一些乡贤的友善行为，特别被当地人传颂，成为他人的榜样。乡
贤的名声也许不出当地，但他们所倡导的与人友善的价值观却能教化一方，甚至在人格塑造方面，发
生着深远而巨大的历史影响，直至今日还在深深地影响着村民们的行为。在几乎所有的乡贤，在制定
自己本家的家训时，都将诚信视为重要美德，并要求子孙后代能够以此为行事做人的标准。直到今天
，一些传统的家族仍然认为，自己的祖先之所以能够开基立业，都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宝贵的品德
：诚信。 乡贤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地域性和地方性。大多数的乡贤一辈子都在某个区域的乡村生
活，对于当地的贡献功不可没。乡贤的爱国，实际上都始于爱家乡。张之洞曾引用《尚书》说：“爱
其土物，乃能爱其乡土，爱其本国，如此则为存心良善，方能听受祖考之训。是知必爱国、敬祖，其
心乃为善；若反是，则为不善也。”清末，许多乡贤参与到地方志的编撰当中来，无一不以这种“家
国同构”的观念教育乡人。“乡贤”以传统的形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让我们体会那些“乡贤”留
下的宝贵财富，去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
5、乡贤，就像四川的变脸，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一样的面孔。袁灿兴《中国乡贤》一书，通过
具体的人物，展示了乡贤的演化轨迹，从让贤的吴太伯，到四知的杨震，从家训的颜之推，到修学堂
的武训，最后写到张謇、卢作孚的民国功业，用文字素描的五官逐渐立体起来。封而建之的周王朝，
乡贤的形象还琢磨不定，因为彼时的社会秩序，上有君主，下有金字塔式的贵族，从侯到士，都是政
权的拥有者，容不下他人分享。大一统之后，疆域之内都是王土，四海之内都是王臣，只有帝王才是
拥有者，官僚只是管理者，职责就是替帝王“管家”。帝王的利益是万世，官僚的利益则是现实，作
为社会资源的分配者，他们必然照顾自己的小心思，因此会和帝王产生离心倾向。从相权和皇权持续
上千年的对峙可以看出，二者是合作和斗争并举的关系。我们常说的皇权不下县，就是因为人少地广
，皇权无法有效控制基层，官僚系统左右逢源可以让群体利益最大化，也因此乡贤有了生长的土壤。
家国同构的历史内核中，史家的逻辑单薄得可怜，那就是通过羞辱失败者的失败，来反证成功者的合
法性，夏有桀、商有纣、周有厉王、隋有炀帝⋯⋯他们成了新统治者英明神武的“垫脚石”。与其相
比，推动地方乡土历史的乡贤则温和许多，一般是官方顺应民间的意愿，肯定道德人物并将其数为偶
像。但并非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乡贤，他们或者栖身于某个大家族，也就是有人，或者即将从政或者老
了退休，这是有权，或者有自己的实业和公司，这是有钱。纵然有乞丐般的武训，也需要得到官商的
支持，才可以完成办学的夙愿。简言之，他们掌握着比普通人更多的生存资源，因此有能力回报家族
和乡梓，而他们的回报，也得到了道德层面的回报。熟人社会中，乡村社会的运转，就是以乡贤为中
心的，像修桥铺路、施粥舍药、婚丧嫁娶、抓捕强盗、求情官府，需要他们担负相应的责任，保护自
己，乡邻得益。在原子化的底层和动辄杀伐的权力的中间地带，乡贤就像是“儒家牌”润滑剂，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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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双方的直接对抗，让社会秩序得以维持下去。在地方志中，也不乏这些乡贤的影像，本书作者“立
足地方”，以时间为经线，空间为纬线，让读者不知不觉间穿越到古时候，来一趟见贤思齐的时空旅
行。如今，在复兴国学层面，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有了基本共识，乡贤也再一次登上大雅之堂。只
是乡村凋敝，妇女老幼的留守，让空心化更添人性之痛，形形色色的乡村建设，对症的却没有多少。
也因此，有人思想返璞求助于新乡贤，尤其是新儒家的鼓吹，让人觉得这个药方具有中国特色，心理
上更容易为大众接受。这也导致了乡贤研究的功利化，古也乡贤，今也乡贤，你也乡贤，我也乡贤，
帽子不少，效果不多，成了政绩工程。因为，无论是利用新乡贤的资源还是借助他们的名声，工具化
的操作方式，与道德精神有了偏差，就会各说各话。作者选择了大人物的小事情和小人物的大事情，
立此存照。对于这些资料，应该如何使用，则交给读者诸君自由选择了。有了这些资料，我们讨论乡
贤时，就不会无的放矢了，而会是具体的人和事，以及如何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做出更有利于今人的
判断。从历史维度来说，参考当时的历史背景，做出客观评价，才不会扭曲他们的面目。从现实角度
而言，古为今用并不是说得这么简单，还需要理性的思考，以免走了回头路。乡贤，能不能成为左、
右和温和派的共识呢，无论积极还是悲观，不妨也交给时间去验证一下。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多元
世界里，别轻易用政治、传统等正统旗号，剥夺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让它发生吧，剩下的就是默默
地等候。
6、刚拿到《中国乡贤》时，颇有点不以为然，以为是又一本老生常谈的通俗历史人物传记而已，然
而，一进入该书，则一发而不可收，一气看完，兴犹未尽，掩卷沉思，感慨良多，深叹作者知识的丰
富与匠心独具，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世人皆知“颜体”，“书至颜鲁公”，但不一定知道这位众所
周知的书法大家的忠勇刚烈和历史功绩；范仲淹，国人对其最深刻的印象是《岳阳楼记》的“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其所创建的范氏义庄恐怕鲜有人知；《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至今
犹在翻印，和宁波乡贤叶澄衷创办的澄衷蒙学堂有何关联？包玉刚、邵逸夫这两位名人和叶澄衷先生
有何种渊源？胡适、竺可桢、丰子恺这三位又和叶澄衷先生是何种联系？《白鹿原》中的《吕氏乡约
》出自于何时何处何人之手？番薯作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又是哪位乡贤将其
大面积种植并加以传播的？《三笑》中的华太师人物原型是何许人也？凡此种种，都能从书中寻到答
案。活泼而不流于轻浮，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底蕴，由乡贤见文化，不亦乐乎？更有百忍治家的
张公艺，持续三十年赈济地方的李发，讲学促教化的颜钧，毕生行善的彭绍升⋯⋯一位位鲜活的历史
先贤跃然纸上，先贤的事迹实在让人感佩，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何为乡贤？明代
官方定义为“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而作者在书中给出的答案是“立足地
方，立功、立德、立言”。作者不以历史名望来排序，而是分“先贤之光”、“宋时仁义”、“明代
德光”、“清际善行”、“民国功业”五大篇章，以更替的朝代先后来分类，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
发，于浩瀚史海中采撷历史的碎片，或是大人物的小事情，或是小人物的大事情，史料之翔实，见识
之独到令人叹为观止。这类著作往往要引用到大量史料，容易出现文风艰深晦涩的问题，或是过度引
用以致内容落入陈窠。而该书仅有经典原句的少量引用，多为现代文表述，每篇文末更以数十字评语
总结人物事例，适合普通人群阅读。而作者选取的很多例子都是闻所未闻，令人耳目一新，也是该书
博得读者青睐的原因之一。多有人认为，重建乡贤文化是历史的一种倒退，或者说是对曾经的政策的
颠覆。个人更愿意认为这是一种儒家文化的返璞归真。荀子有云：“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
美俗。”乡贤们心怀家国，秉着“在朝美政，在乡美俗”的理念，倘不能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至少
做到修身齐家嘉言懿行传世。如书中所见，乡贤以其个人卓越品行，对社会事务之担当，在法律和政
令所不及之处，对乡民多有教化之功，有利于公序良俗的形成和完善，弥补了诸多社会治理领域的不
足。实际上，乡贤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机器的“润滑剂”，于无形中弥合社会分歧，化解社会矛盾。窃
以为，如能对乡贤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继承和宣传，或有助于形成见贤思齐的氛围，促使民心向善，惠
及桑梓。《中国乡贤》，确实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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