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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10 日，田家炳先生离世归天一周年。他去年辞世时 99 岁，粗粗一算，田家炳的

故事今年已有一百年了。 
  

浩淼无垠的宇宙中，有颗田家炳星,世人不曾留意，这颗星还承载着美丽的家风故事。 
  

田家炳星是以中国企业家和慈善家田家炳名字命名的小行星，1965 年 12 月 20 日由中国科学

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国际编号第 2886 号。1994 年，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将编号 2886 的小行

星命名为“田家炳星”。在世的日子里，田家炳提到这颗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星辰，常常坦诚地

表示率真的喜悦之情。 
  

2018 年 7 月 10 日，田家炳告别数百所田家炳学校、田氏化工和家人朋友去了天堂。田家炳

老人的灵魂与田家炳星相映成辉，已经一年之久。 
 

说不尽的田家炳，我这篇文章，只说他的百岁人生，对于家风传递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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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风传递这个话题在家庭教育领域成为越来越响亮的声音时，我常常想起两个几乎水火难

容的景象。一是近代中国名人曾国藩，曾氏家族自他之下，已传至五代，家风相传，人才辈

出。一是现代文学巨匠巴金笔下的《家》《春》《秋》，周氏家族中，老一代几乎没有一个正面

形象，年轻一代或者活得十分压抑以至于死，要么叛逆甚至出走。 
 

成也家风，败也家风。 
  

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特征之一的家风文化，如何能够在当代的家庭教育与家庭建设中发挥正面

作用，如何不出现、或者少出现历史上的负面效应（巴金作品，公认有着自传的影子），这成

为我近几年一直思考的问题。除了人人皆知的曾国藩，我立意寻找其他资料丰富完整且有代

表性的成功案例。当我遇到田家炳先生的人生事迹时，眼前顿时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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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1.20——2018.7.10,田家炳的人生共 99 年。99 年，他曾长期信奉一部治家格言。 

 



 

生长于广东大浦，青年时创业于南洋的越南、马来西亚，中年移至香港，64 岁后将时间、心

思与金钱悉数投于祖国大陆等地的学校建设和教师培训；曾娶过两位太太，生有九个子女，

每个都成人、成才、成家；在漫长的一个世纪时光里，田家炳经历过民国时代、抗日战争、

改革开放，阅尽人间沧桑，他却将父亲传授给他的朱柏庐《治家格言》奉为人生的圭臬。这

部治家格言，共 524 字，并非父亲田玉瑚的作品，也非田家祖先所作，甚至也不是田家所在

的广东一带名士大儒的作品，而是江苏的昆山一带朱柏庐的作品，成文于中国古代的明朝。 
  

2017 年，我应苏州昆山教育局之邀，到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考察一年一度的全国性的家校合作

经验交流会议的筹备情况，第一次踏上朱柏庐的家乡。昆山教育局将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作为

当地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可以说顺理成章。退回到几百年前，当朱柏庐的名声传遍中华各

地时，也不知多少家庭将这 524 字格言作为家风建设的蓝本。 

  

但是，时至 20 世纪、21 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中外战争与世事变迁的坎坷过程

中，身处五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却有一位传奇性的华人企业家、香港的人造革大王、数十年

支持教育的公益人士，将这个格言作为人生指导，这可以算是格言本身的一个文化传奇了。 
 

如果朱柏庐地下有知，也许会非常感慨。 
  

这样的文化传奇为什么会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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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是尚方宝剑，是坏人转变好人的法宝。这篇文章，如果

你读得懂，本身觉得好，而且能长期身体力行，一生几十年都会快乐。”田家炳这样对华中师

范大学的王庆生教授说。 
 

田家炳如何能够读懂、爱上这篇文章，并将它变成拓展人生与事业的无敌利刃呢？因为有一

个人已经活出了这篇文章，这个人就是挚爱他的父亲。 
  

田家炳的曾祖父是高祖 90 岁时与第三位夫人黄太安人所生，这段佳话被载入《大埔县志》。

这位被称为大埔史上的人瑞的峻亭公所建的拱辰楼已历经 250 年风雨至今屹立。到了田家炳

父亲田玉瑚一代，体质比较弱，48 岁时生下田家炳这个独子。老来得子，田家炳成为家中至

宝，享受无边的父爱。 
  

七岁，父亲就教他熟读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希望他能从中学习做人处世的道理。父亲教得

很认真，每天教两句。念完后，次日再教两句时，就会叫儿子背诵前一日的两。还嘱咐儿子，

不是说能背诵就算了，一定要身体力行。 
  

作为当地有威望的乡绅的田玉瑚，在家乡的银江河口创办了一个商号，还利用每年洪水期带

来的泥土创办了两座砖瓦窑，不仅奉养全家老少，而且对当地就业和民生起了很大作用。这

个砖瓦窑至今还在。田玉瑚带领全家男妇老幼，人人洁身自好，他自己经常受邀请甚至主动

请缨调停当地的纠纷与争执，堪称当地道德领袖。当时的拱辰楼俨然当地乡绅最向往的交往

中心，常有名士上门作客，田家炳在一旁殷勤服侍客人，同时细心洗耳恭听，渐渐习得不少

社会、经济和人生道理，养成了少年人少有的见识和修养。 
  

田玉瑚对儿子爱之深、教之切，影响了田家炳一生。田家炳幼年有偏食的习惯，尤其不吃苦

瓜。为了让儿子改变坏习惯，他给儿子详细讲述母亲下田种苦瓜的经过，教导儿子吃苦瓜对

健康的好处。他还告诉儿子：偏食会令母亲思量儿子少吃一样菜而感到不安。说到动情处，

田玉瑚还滴下几滴热泪。此情此景下，年幼的儿子怎忍心不吃。后来，田家炳改变了偏食，

而且特别喜爱吃苦瓜。 
  

照理，小孩子哪有不顽皮、总听话的呢？不过，田玉瑚每次都是严慈并用，耐心温婉地教育

儿子。这位体质不强的父亲，有时会故意痛苦地自责，说自己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不如早日

死去。 
  

对于幼年的田家炳来说，父亲这样的自责，比任何打骂更能震撼他的心，更能起到教育的作



用。本来就知道父亲身体较弱，早早无师自通地把好吃的菜让给父亲吃。为了不让父亲伤心，

他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改正呢？ 
  

难得的是，田玉瑚在日常生活或谈话中教爱合一，寓教于爱，也寓爱于教，使儿子不知不觉

中得到很多深具教育意义的收获。也许田玉瑚预感到自己没有先人田峻亭高寿的可能，所以

他以一种激情、自觉和理性来教导自己的独生儿子。 
  

1935 年，祖母与父亲先后去世，不足 16 岁的田家炳承受了生命中最大的伤痛。但是，靠着

《治家格言》的人生哲学，更靠着父亲“道成肉身”活出了这人生哲学，靠着父亲刻意而温

柔的教导，16 岁的田家炳准备好了！ 
  

父亲去世，继承父业经营企业，还是关闭企业继续读书？成为事关整个人生的重大选择。母

亲、三位叔父、义兄和家兄，都力劝他继续读书。唯独 16 岁的田家炳在深思熟虑后，决心继

承父业，其中包含了“父爱不能不报，母恩不能疏忽”的人生伦理自觉。 
  

这是他践行田玉瑚人生版的朱柏庐《治家格言》的第一役。 
  

由于他从小得到良好的家庭教养，也受到先父儒雅风范的影响，处理生意时老成持重，话语

得体，深受乡亲赞赏。为减轻与同业的矛盾，少年田家炳谦卑自己、备礼拜访，让竞争对手

顿生怜悯心和自我约束之心。此外，他细心研究之后，改进了产品质量，并为买家着想，获

得不错的利润。结果，初出茅庐竟然把企业经营得比以前还好。 
  

大埔少年田家炳由此起航。接下来，远走南洋，发展瓷土、享誉越南时，他心存忠厚、团结

同业；日寇战祸蔓延时，他远赴印尼，转战塑胶行业？；上世纪 50 年代后，举家定居香港，

成就了田氏化工“人造革”大王的事业；1984 年之后，64 岁的田家炳将企业转至长子手上，

开始专注慈善捐资，一直到 2018 年以 99 岁高寿离世归天。 
 

几十年来间，田家炳一直没有遗忘父亲的教诲，平

时对人处事，经常会想着父亲传授的《治家格言》。

例如“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田家炳的体

会是：一个人如果有事与人相争时，你怎么知道不

是自己的错误呢;“须平心暗想”，你要平心静气，

暗暗地想。这样的话语，在他于 2013 年完成的自

传《我的幸福人生》、王庆生编选的《德被华夏的田家炳访谈录》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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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在田家炳的子女身上传递。 
  

既有中国风格的传统美德风范，又处处体现出国际化的现代社会的开放与包容。这是很多人

对于田家炳九个子女的深刻印象。原来，传统美德与现代思想、中国风格与国际视野，是可

以找到结合与融合之点的。田家炳的后人活出了这个事实。 
  

长子田庆先在《父亲，我以您为荣》的文章中写道：“父亲常常训示我们‘兄姐要带好弟妹，

弟妹要尊重兄姐。’我是长子，更要规行矩步，做个好榜样。其他还有很多没有明文的家规，

如食不言、寝不语、尊重长辈、不能直呼兄姐名字、和气团结，等等，都成为了我们日常生

活的准则。”“父亲以身作则、谆谆教诲，让长幼有序、兄友弟恭、慎终追远、不忘根本等中

国传统观念，植根于我们的内心深处。” 
 

田庆先还着意提到田家炳的另一面：开放、尊重、在不变与变中平衡。 
  

“我信奉了基督教，在七十年代受浸，父亲并未反对。在祭祖礼仪时我却犹豫了：上香还是

不上香？父亲表现出尊重子女的胸襟，免除了上香的责任。那时候，我的内心真有难以表达

的感谢之情。五六年前，母亲也决志了，为免她要准备拜祭用品，父亲决定取消拜祭祖先的

仪式，这事表现了他的体谅和开明的态度。父亲也在今年（2013 年）受浸成为基督徒。对于

不同信仰的人，他采取平等、包容、尊重的态度，我认为这是十分难得可贵的。” 
  

长女田淑方在《我所认识的父亲》中写道，“父亲是一位与众不同及充满智慧的人。他的待人

接物及生活方式，对我们有很大影响，也塑造了我们以后的为人处世。其中最独特的例子是

父亲从不浪费食物，每次用膳吃个精光，我们从小也养成了这个好习惯，至今没有改变。” 
  

“父亲是个很传统保守的人，对我们要求严格，规行矩步，并要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

可是在某些方面却非常开明，例如我们在选择大学、结婚、宗教信仰等等事上，都给我们很

大的自由。” 
  

在三女淑莲的生动传神的笔下，可以看出田家炳在教育子女的手法上，深得自己父亲的妙传。

她在《不平凡的父亲》中写道： 
  

“记得我在真光中学念初二时，由于厌倦学习，加上少年的反叛，本来勤学的我，变得懒散

不爱读书。第一个学期的成绩表发下来，有几门科目不及格，有一点所谓的‘满江红’，我心

里很害怕会被父亲责骂，没想到爸爸看了成绩表，签了名，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只叫我

以后好好用功，我当时难过得眼泪也快流出来，从此以后不敢怠惰，免得让爸爸失望。我也



学了一点爸爸冷静处事的为人方法。” 
  

瞧，田家炳这位三女，已经开始从父亲的育女手法中学到为人处世之道。其中，不正有朱柏

庐《治家格言》的风韵吗？ 
  

看来，精典文本是家风传递的有效载体，不一定非得要用本家庭、本家族、本区域、甚至本

民族总结出来的一套东西，所谓自己的东西。好的，对的，可用的，就是最适当的。 
  

家风传递，关键还是身体力行，把那些文本活出来，从而以鲜活的生命深刻地影响另一个独

特的生命。那些形式主义的、冬烘可厌的、一味说教的所谓的家风教育，只能造就巴金《家》

《春》《秋》笔下的家庭悲剧。 
  

家风文化，从短期看一定是稳定的，比如十年甚至几十年；而从较长的时间看，比如上百年、

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则一定是在流动之中的，甚至可以在中西文化之间进行流动。 
  

从长远看，从宽广的视角来看，在无问东西的开放性中，以保守与更新并重的态度传递家风，

家风文化才有美好的前景。（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