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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祠：礼乐传家
□王光乾

宗祠中供奉本族先祖、举行祭祀仪式、处理有关本族的事务，是一个

家族的精神殿堂。它在传统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维护社会秩

序、营造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社会学家认为，中国古代以

宗祠为中心的宗族自治，对当代社区自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嘉定境内的大姓望族形成较晚，他们的宗祠多修建于明代或清代，

以清代为最多。清代中晚期，嘉定县城及各乡镇宗祠林立，东城二图有

徐氏宗祠（徐郙家族），清河桥东有王氏祠堂（王鸣盛家族），外冈有钱氏

家祠（钱大昕家族），望仙桥有王氏祠堂（王鈵家族），戬浜有王氏宗祠（王

敬铭家族），南翔有程氏支祠（程庭鹭家族）、李氏宗祠（李凤昌家族）、张

氏祠堂（张修府家族）。散在他处的各姓宗祠也为数不少。

周公制礼作乐，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谋求国家的稳定。建

立宗祠、举行祭祀，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意在使本族子孙饮水思源，不

忘祖先创业的艰辛，并有敦亲睦族、加强本族内部团结的作用。此外，在

修建宗祠和举行祭祀活动的同时，往往还制定和宣讲族规，对族内成员

的行为和思想进行约束和洗涤。如，前述王永璋在《王氏祠堂规例》中训

导子孙曰：“尔等克体余心，勤于事，节于用，惇行孝悌，振起家声。”又，钱

大昕在《钱氏宗祠记》（《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一）中与同宗成员共勉道：

“无忘祖宗淳朴之遗，相勉以孝悌，而勿流侈靡，以致后不能继。”王敬铭

家族的祠堂毁于庚申兵燹（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嗣后

重建，时任族长的王惟成也与本族子孙相约：“自今以往，凡我同宗，各宜

安分，上体祖宗遗荫，下守耕读常经，修其孝悌忠信而勿昧乎彝良，明乎

廉耻礼让而无惭清白……诸人如有好饮、赌博、犯上、不敬者，当启祖祠”

（光绪《嘉定王氏支谱》卷首《重建王氏宗祠碑记》）。这些清规戒律，虽然

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但对于当代公民的自我修养、对当下文明社会的建

设都是不无裨益的。

大族讲究诗礼传家，他们的宗祠中大多附设义学，族中子弟乃至外

姓子弟都可以在祠中就读。每逢灾荒，有能力的家族在自己的宗祠中开设

粥厂，或散钱散粮、施衣施药，宗祠又在慈善事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堂匾：礼乐当家
□陈兆熊

过去，稍有规模的住宅，都有一个大厅，作为会客和起居活动的场

所。稍有文化的人家，大厅上必有一块堂匾，堂匾上都是三个大字“某某

堂”的堂名，两边小字是立匾建堂的年月和书写人的名号。而堂名在家

属分支或建造新宅时，总是郑重地起一个体现家族地位、主人志趣的堂

名，并请一位有地位名望的人来书写。嘉定人十分讲究礼教，因此不少

人家的堂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礼节”的尊崇。尊礼的堂名在嘉定

较为著名的当数城内的礼传堂、敦礼堂和西门的崇德堂、厚德堂。

礼传堂是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的宅号。礼传堂在清河桥东，清镜塘

南岸，今日北大街79号的大院内，其家族一直秉承着诗礼传家的家风。

敦礼堂是嘉定大族周氏的一支周达生的住宅，位于嘉定老街上的太平永

安桥北偏东城中街的北侧。周达生思想进步，热心文化事业，曾与葛一

虹一起排演过进步戏剧，在自己家中开办了一个新光明印刷厂。西门外

的崇德堂，是清末民初外交家吴宗濂的老宅。吴氏一族在西门外是大

族，有好几个分支，吴宗濂和他的儿子吴匡财都是外交家，为国家办过不

少有益的事。如为中国参加意大利的万国博览会（即现在的世博会）争

取地位；为建设铁路而向欧洲各国筹款；在吴蕴初的味精与日本味之素

发生商标纠纷时秉正执法，斥退日本商人的无理要求。厚德堂在崇德堂

东不远处，是民国外交家顾维钧之父顾溶所建。这四个堂的堂名均体现

出嘉定名人以礼待人、以德服人的核心思想。

传统美德传统美德：：嘉定人文历史中的一串珍珠嘉定人文历史中的一串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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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晓磊

““ 嘉定嘉定，，江南历史文化名城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建建

县县800800年的历史积淀年的历史积淀，，古朴风雅的古朴风雅的

江南意韵江南意韵，，包容通变的人文特质包容通变的人文特质，，为嘉定的历为嘉定的历

史人文传承发展提供了滋养也奠定了根基史人文传承发展提供了滋养也奠定了根基。。

在这片土地上在这片土地上，，同时也孕育出了嘉定人勤劳同时也孕育出了嘉定人勤劳、、

质朴质朴、、有礼有礼、、温良温良、、孝义等传统美德孝义等传统美德。。

嘉定历史上嘉定历史上，，无论是名人无论是名人、、学者学者，，还是普还是普

通的平民百姓通的平民百姓，，都曾把仁义礼智信都曾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温良恭俭

让的美德发扬光大让的美德发扬光大：：名人著书立言名人著书立言，，恭身立恭身立

德德，，百姓编唱民歌故事相传百姓编唱民歌故事相传。。这让嘉定始终这让嘉定始终

散发着温文尔雅散发着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气质彬彬有礼的气质。。如今如今，，嘉嘉

定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定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城市面貌需要更城市面貌需要更

加整洁加整洁、、有序有序，，市民素质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市民素质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不妨让我们回首往昔不妨让我们回首往昔，，看看那些与美德有关看看那些与美德有关

的品质是如何在嘉定人的心里流淌的品质是如何在嘉定人的心里流淌、、代代相代代相

传的传的。。

□顾建清

□陶继明

我们常有“世事如棋”、“常恨人生

不如棋”之说。清代乾嘉派学者嘉定

钱大昕的《弈喻》一文，以下棋作喻，道

出了人们往往容易看到别人的不足与

过失，而不容易发现自己身上的弱点

这一普遍性弊病；这不仅是棋场上的

弊端，更是社会上的通病，启发人们凡

事要谦虚。

《弈喻》是围绕着“观人之失易，见

己之失难”这一论点展开的。作者用

生动简洁的语言，叙述了一次观弈和

参与对弈的经历，写出了自己在棋场

上的一种体会：即在观棋时，由于只看

到别人的失算之处，所以常常讥笑别

人不如自己，而当自己对局时，由于不

容易发现自己的失算所在，却被自己

讥笑的对象所打败。那么，为什

么一个人对自己和对对手的棋艺

判断有这么大的差距呢？这一次

的切身经历，引起了作者的深

思。经过思考后，钱大昕认识到了自

己“彼此相嗤，无有已时”的错误作风，

指出人们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

之”，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客观事物。

这是一篇寓意深刻的杂文,以下

围棋作为比喻,阐述了“人贵有自知之

明, 也贵有知人之明,不要妄自尊大,
也不要轻视别人”的粗浅道理。如今，

身处在一个相对浮躁的生活环境之中

的我们，更应该与先哲钱大昕一起，接

受为人要谦虚、谦虚是美德的道理。

附：原文翻译
我在朋友家里看下棋。一位客人

几次输棋，我讥笑他计算失误，总是想

替他改放棋子，认为他不如自己。过

一会儿，客人请求和我下棋，我则很轻

视他。刚刚下了几个棋子，客人

已经取得主动的局势。棋局快到

中盘的时候，我苦思冥想更加艰

苦，而客人却轻松有余。终局计

算双方棋子，客人赢我十三子，我很惭

愧，不能说出一句话。以后有人邀请

我观看下棋，我便整天默默地坐着看

而已，再不敢轻视别人。

现在求学的人读古人的书，常常

非议古人的错误缺点；和现在的人相

处，也喜欢说别人的不是。人本来就

不可能没有错误，但是我们如果来个

换位思考，心平气和地估计一下，自己

真的没有一点失误吗？自己能够认识

别人的失误但是不能看到自己的失

误，自己能够指出别人的小失误但是

不能看到自己的大失误，自己检查自

己的失误尚且没有时间，哪里有时间

去议论别人呢！即使想掩盖以前的错

误也是隐瞒不了的。事理方面的问

题，人人都赞成自己认为正确的，人人

反对自己认为不正确的，可现在世间

没有孔子那样的圣人，谁能断定真正

的正确与错误？那么别人的失误未必

不是有所得，自己没有失误未必不是

大失误，但是人们彼此互相讥笑，没有

停止的时候，简直连看棋的人都不如

了。

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论让：钱大昕《弈喻》释谦虚 □葛秋栋 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讲义：嘉定小童知义 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说孝：做寿之仪
在嘉定历史上，流传着一个男孩牺

牲自我、机智救城的故事。这个故事让

嘉定人一直引以为豪，在小小的孩童身

上就有如此忠义的气节，更别说还有嘉

定三屠里黄淳耀等义士。

那是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

月的事，几百名倭寇欲攻打进嘉定县

城。他们横刀跃马，四处抢掠，多次窜

到城下，但只因为嘉定有城墙护卫，护

城河又深又阔，才未能得逞。

当时，嘉定县衙里，代理县事的官

吏胆小怕事，想逃腿软，想斗手软，只知

道紧闭城门。至于如何抵御、如何摆脱

危境，则一概不知。幸而城里有不少能

人志士慷慨挺身，和官兵一起镇守四城

门，才多次杀退了倭寇的猛攻。

四月十六日晚上，三更过后，远处

传来汪汪的狗叫，这声音由远而近，却

没有惊醒守城值夜的官兵，连日来的守

城作战，使他们疲惫不堪。然而，这声

音却惊起了一名住在西门城脚下的十

来岁小男孩。

这男孩半夜饿醒，正欲撒尿，却听

到了一阵紧似一阵的狗叫。小男孩很

是机警，他掀开被子，披上布衫，跑到门

外一看，正是皓月当空。西门城墙上，

露出了一截截云梯。“是倭寇爬城了！”

小男孩一口气攀上城墙，朝城外一看，

城下果然是偷袭的倭寇，正顺着云梯向

上攀爬。“贼兵来了，贼兵来了！”小男孩

大声呼叫起来，尖锐稚嫩的童声，霎时

划破夜空。

他推醒城上熟睡的士兵，捡起脚下

踩到的锣，一面敲一面跑，一路呼叫。

守城的士兵听到了，拿起刀枪、弓箭、棍

棒、石块，奋起抗敌。

忽然一支冷箭射在小男孩腰背上，

血流如注，可他浑然不知，跳下城，沿着

大街敲锣，高叫：“贼兵打西城了，大家

快起来杀贼啊。”

当人们扛着缴获的刀枪凯旋时，却

发现那个冒死唤起全城杀敌的小男孩

倒在了大街上，满身是血。孩子的名字

大家无从知晓，只能悲痛地把他同那些

护城中牺牲的兵民一起埋葬了。

为了纪念他的功劳，人们为他雕刻

了一个小小的石像，安放在西门城墙

上，把他叫做石童子。如今，西门城墙

已经重修，石童子也永远活在嘉定人的

心目中。

嘉定人在生育、婚嫁、寿诞、丧葬

和社交中有丰富多彩的风俗，礼仪就

附着在风俗中。其中寿诞礼仪不可缺

少，又以为父母做寿尤为讲究，处处体

现出孝义之道。

嘉定人寿诞礼仪分两种，一种是

40 岁以下一般叫“做生日”或“过生

日”，不称寿礼，认为青少年做寿要折

寿；另一种是 40 岁以上一般称“做

寿”。在嘉定，孩子的生日也叫“母难

日”，因母亲生孩子要受很多苦楚得

来。做生日时，在屋堂内点一盏油灯

或点一支蜡烛表示感谢母亲的恩情。

做生日都要吃面，称为“长寿面”，考究

的要放“浇头”，一般为鱼、肉，当今生

活富足，浇头各取所需。除吃面外，还

有吃生日酒的风俗。

嘉定人做寿，又称“庆寿”、“祝

寿”，50 岁以后尤盛，因过去“人生七

十古来稀”，寿命较短，谚称“人活五十

五，阎王数一数。”66 岁，嘉定人认为

是人生一大关口，因“六”与“落”谐音，

因此做 66 岁生日有特殊的礼仪。由

女儿在父母 66 岁生日之际，买块肉，

切成 66 块，红烧后，连同其菜肴一起

盖在一碗大米饭上，取一双筷子一并

置于篮内，上遮红布，送给父母一次吃

完。当然，肉要切得小，菜要选得精，

饭要盛得少，不然吃不了。此地有“六

十六，要吃六十六块肉”、“六十六，囡

姆屋里吃碗肉”等谚。没有女儿的，由

过房女儿做；没有过房女儿的，由至亲

小辈中的女性做。据说这样可以逢凶

化吉，所谓“一刀肉，活个够。”做寿要

布置寿堂，正厅挂中堂，或画轴，或寿

屏，或神马，或三星像，或百寿图，两边

挂寿联。少数人家，请人写“寿序”，颂

扬寿者功德。供桌上设面蔬斋供。寿

烛两对，丧偶者一对，不能熄灭。香炉

中点“寿字香”。做寿之日，小辈需备

礼祝寿。亲友同事也常出礼祝寿。寿

糕、寿桃垒成塔型，数量要与寿星岁数

相同，或单数逢三、逢九。儿孙献祝

后，寿星分给拜寿钱。亲友家人共吃

寿面寿酒。主家给四邻送寿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嘉定人做

生日的形式、方法、内容等有新的变

化。但不管如何变化，它总是在传统

上发展而来，传承着嘉定人孝义的风

俗。

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谈礼：名人著书阔论
历史岁月中，嘉定学者曾撰有一

定数量的礼乐专著，文人之章中也多

有礼乐主题。

“嘉定四先生”之首唐时升的《三

易集》中有《乐以治心论》一文，专门

论述了礼乐的基本功能。他说：“圣

人之教，礼以治躬，乐以治心。夫自

君臣、父子之间，以至于洒扫应对进

退之际，无礼则无所措手足。”唐时升

将两者的作用论述得十分清晰形

象。礼乐两者的作用可以互为补充，

恰如治水，筑堤以阻之，凿渠以通

之。比之礼乐，礼则堤也，重在节制，

乐则渠也，重在导引。又如治病，服

药以攻毒，调心以养生。比之礼乐，

礼则服药，重在治标，乐则调心，重在

治本。礼乐二途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其作用可谓大也。唐时升在文中

又说：“知礼乐者，君子以平其气，养

其寿命。”而对于道德修养较差者，又

“足以消其非僻之志，暴慢之气，是之

谓移风易俗。”

清代康熙年间的嘉定知县陆陇

其在嘉定县学中为秀才们讲课时，曾

亲自编写了一部讲稿《松阳讲义》，行

文通俗易懂，甚至是大白话，其中有

不少关于礼的观点，颇有意思。陆陇

其说，做人“要知谨守礼法，将这身放

在规矩准绳之中”，当人们良好的习

惯养成后，“这个礼足以范围人心，彼

民化于德礼，莫不知善之当为，非特

皇然知耻而已也，而且有规矩准绳可

据，有荡平正直之可由”。礼乐教化

各有针对。既为教化，必然要因人施

教，于是，人之有欲，以礼节之，人之

有情，以乐导之。情欲有节，不走极

端，遂立于中庸不败之道。

陆陇其认为，在遵守制度的大前

提下，“礼”承认个体的差异。礼者，

要使人人各有其位，各守其道，各司

其职，各尽其责，各得其所；“乐”是和

谐的产物。乐者，所以倡和谐，声音

之道与心通，与政通，则政通人和，天

下大治。要言之，“礼”承认万事万物

的个性，“乐”强调万事万物的共性，

达到存异而求同。礼乐文明虽然内

涵广大，汗漫无涯，但却有一不变的

中心，就是“尊道崇德”。人们说起道

德，会觉虚无缥缈，或是一种听之而

已的口号。其实道德并不是空洞

的。孔子认为道德在社会上、在生活

中的具体内容是：夫有夫德、妇有妇

德、子有子德、文有文德、医有医德、

师有师德……，礼乐文明犹如春雨，

滋润人们心田。不明白的人觉得孔

子的规矩太多，明白的人知道孔子是

借规矩立道德。正所谓无规矩无以

成方圆。礼乐文明的作用也就在于

这个道德中心，这是形而上的根本，

至于礼仪、器物、歌舞、乐器，这些只

是形而下的末节。学礼者，要学其根

本，离开根本，礼就成了毫无意义的

繁文缛节，乐就成了消磨心志的靡靡

之音。

在古代社会，讲礼乐也要看对

象，察时势。明初嘉定王彝以文史才

华，被文盲出身的朱元璋召入翰林院

编撰《元史》。王彝曾写有一篇《乡饮

酒碑铭记》，文中极力歌颂朱元璋的

礼乐：“皇明既一四海，乃大兴礼乐，

以新今俗还旧古道，为千万世计。”但

此文是王彝受苏州知府魏观之邀而

写，魏观因在朱元璋的宿敌张士诚的

府第旧址上修建州府，被朱元璋疑心

谋反，王彝与魏观终于一起被腰斩，

王彝为礼乐文章送了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