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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时代在飞速发展，霍氏家

训中的一些传统模式，如家族聚居

等，已逐渐被现代社会的节奏所改

变。但家训的核心理念——勤劳俭

朴、孝心、尊师重道等，依然在霍氏

家族中代代相传，深深扎根于家族

成员的内心。霍适生感慨地说：“这

些理念早已融入霍氏家族的血脉，

成为家族成员共同的精神财富。”

时至今日，佛山仍有“顺德祠堂

南海庙”的说法。为什么会有这么

多祠堂？陈恩维解释：“祠堂是硬实

力，而家训、家谱是一个家族的软实

力。”在他看来，霍氏家训的影响力

无处不在，它不仅是一部家族治理

的宝典，更是一部蕴含智慧与美德

的经典，对当下社会仍有极高的借

鉴意义。

佛山作为家族企业的聚集地，

诞生了众多知名企业。这背后，离

不开佛山人对家族建设的重视。陈

恩维指出，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

值得深思的问题——家族企业如何

传承？是直接把事业交给下一代，

还是需要一种制度文化的建设、子

弟的教育？霍氏家训给了我们启

示：如果想让家族企业长盛不衰，或

许可以从家训中吸收一些可参考的

做法，让“保家”的理念融入家族企

业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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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黎红玲

在快节奏的当下，家族凝聚力和传

统价值观似乎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然而，有一个家族却凭借一部古老的家

训，历经500年风雨依然代代相传，不仅

成为家族治理的标杆，

更在中国家训史上占据

重要地位。它就是佛山

禅城石湾石头村的霍氏

家族，以及那部传奇的

《霍渭厓家训》。

一部家训开启家族长盛不衰的密码

霍氏家训是广府地区赫赫有

名的家训，出自明代南海县石头乡

（今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石头

村）霍韬之手。霍韬字渭厓，因此家

训也被称为《霍渭厓家训》，分为《前

编》和《续编》。《前编》初稿创作于明

正德二年（1507 年），明嘉靖八年

（1529年）仲冬删润成书，包含正文

14篇、附录 3篇，前有霍韬撰写的

《序》《合爨男女异路图说》和《提

纲》，以及一篇写于嘉靖九年（1530

年）的说明，后有孙育的《后叙》和孙

毓修的《跋》。《续编》则是霍韬搜集

适用于教育子弟的前人往行、格言、

先德等内容编著而成，共十六篇。

家训《前编》侧重于家族管理

规范，如祭祀、婚丧、产业分配等；

《续编》以“诲谕”为主，通过孝亲、

敬友、尊师等道德训导深化伦理认

同。二者结合，既重制度约束，又

重精神教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

家体系。

“我还从未见过如此完整、体

系如此完备的家训。”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院长陈

恩维教授说，历史上，明代才准许

民间修建祠堂，霍氏家训在明中叶

（明正德年间）就有了，而且是霍韬

亲自执笔的，其历史地位和研究价

值极高。

将国家礼仪制度融入家族管理

陈恩维介绍，霍氏家训一经推

出，便受到士大夫的追捧。当时，方

献夫、李代问等家族纷纷学习效

仿。霍韬还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

冬在南京应郑氏、卞氏之请，将家训

授予他们作为治家之用。

霍氏家训为何如此受欢迎？原

因在于其根本目的是“保家”，即通

过家族成员的德行培养和制度规

范，确保家族长盛不衰。它绝非简

单的道德训诫，而是一部蕴含超前

管理智慧的家族治理“律令”。

霍韬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政治

家、思想家以及礼学家，曾参加过当

时著名的“大礼议”，得到嘉靖皇帝

赏识。

在编写家训时，霍韬将这种礼仪

制度引入家族管理，认为家族的兴衰

取决于子弟的贤能。在家训《前编》

的提纲中，他明确提出：“凡立家长，

惟视材贤，不拘年齿，若宗子贤，即立

宗子为家长，宗子不贤，别立家长，宗

子只主祭祀。”“家长”即管理家族事

务的负责人。《前编》将“雍睦第一”列

为治家之首，主张家族成员需和睦相

处，以“忍”为处世原则。家长则需具

备治家能力，通过严格规范（如礼仪、

行为准则）维持家族秩序。这种“家

长治家”的模式体现了儒家“齐家”思

想，注重家族内部的等级与和谐。

培养家族“学霸”与忠臣义士

霍韬出身寒微，祖上以孵鸭起

家，被称作霍鸭氏，十九岁才得以进

入乡塾读书。凭借异禀天赋，他成为

“会元”，廷试获二甲第一名，赐进士

出身。

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霍韬深知，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因此，在霍氏家

训中，他强调“家之兴，由子弟多贤。

子弟之贤，由乎蒙养”，提出“蒙以养

正，岂曰保家，亦以作圣”“童蒙以养

心为本，心正则聪明”。他规定，子侄

七岁以上入社学，强调早期教育对家

族存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教育理

念，让霍氏家族在明清两代涌现出众

多“学霸”和忠臣义士。据石头村

霍氏七叔公霍适生介绍，自霍韬以

来，明清两代，霍氏家族考取功名

的共58人，可见霍氏家训对家族影

响深远。

霍韬深知，并不是人人都能凭

读书考取功名。因此，他在家训中

提出“耕田”“货殖”（经商营利）等，

强调“耕读传家”：“十岁以上读暇则

耕或耘，十五以上习举业勿耕，二十

五以上，举业不成，归耕；举业已成，

及入府县学，免耕”。在《货殖》篇

中，他提出本末相济的思想：“盖本

可以兼末，事末不可废本故也”。既

重视农业生产，又不排斥商业经营，

通过“农商结合”为家族筑牢经济根

基。在道德教化上，霍氏家训更是

“狠招频出”。家训明确规定族人要

“知粟人艰难，不生侈心”，禁止参与

赌博、诉讼等不良行为，甚至支持官

府打击家族内部的不法行为，以维

护家族声誉。

霍韬通过制定严格的族规，建立

起完善的宗族管理制度，使“石头霍

氏”一跃成为佛山的名门望族。

传承500年家训核心思想依然闪耀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束维

近日，霍氏后人霍适生（人称

“七叔公”）、佛山民俗专家高原带

着记者前往禅城石头村精武楼，

只见一楼正厅悬挂着一幅明代霍

韬画像。画像中，霍韬身着红色

官袍，头戴黑色官帽，正襟危坐

于座椅之上，神态庄重，服饰细

节刻画细腻，彰显出霍韬的威仪

与气质。

霍适生介绍，这幅霍韬画像

被霍氏村民妥善收藏，后捐献给

石头村。精武楼悬挂的霍韬画像

为复制品，真迹已被保存。

据悉，这张画像图片已被收录

到2024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著名学者罗一星主编的《佛山简史》

书中。

霍韬是明代著名的学者、官员，

在政治、学术等领域颇有建树。他

为官清廉，积极参与政务改革，在当

时的朝堂与学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力，其思想和著作对后世也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

这幅画像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

描绘了霍韬的形象，其上方还有霍

韬亲家湛若水的题字。

画像上方写有湛若水对霍韬

的评价。他称霍韬为“豪杰”“贤

哲”，将其比作“突兀而不可攀的高

峰”“清澈而不可测量的深渊”“丹

青书中所写的敬义之人”等。

湛若水还以霍韬的相貌评价其

超凡人品魅力：他冠冕高耸，有着坚

强的意志；胡须张扬，象征着对邪恶

的憎恶；眼睛深邃，象征着对九壤的

关怀；胸怀宽广，象征着文思的旷

达。他虽然只是七尺男人，但心志

高达万丈；虽然生活在尘埃之中，志

向却激荡在云天之上……

湛若水是广东增城人，明代大

儒，他和王守仁（阳明）两家的心学，

被称为“王湛之学”。《明史》记载，

“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

湛若水。”同时，他还是明弘治十八

年（1505年）进士，历官南京礼、吏、

兵三部尚书。

为何湛若水用大量赞美之词

赞誉霍韬？

其一，湛若水和霍韬不仅是好

友，还是亲家。霍韬曾在《赠汤九

山》一诗中称湛若水为“老友”，霍韬

的儿子霍与瑕曾拜湛若水为师学

习，湛若水的第三子湛涞之还娶霍

韬的女儿为妻。

其二，湛若水在西樵山创建云

谷书院、大科书院之后，霍韬也在西

樵山创建四峰书院，再加上理学名

臣方献夫的石泉书院，并称为西樵

山四大书院。几位大儒的讲学，使

西樵山成为“理学名山”。湛若水在

西樵山讲学期间与霍韬多有来往，

霍韬上京前，湛若水写了《西樵留行

序》一文表达惜别之情，可见两人关

系之深。

其三，在政治上，他们有着共

同的志向。特别是在“大礼议”斗

争中，湛若水、霍韬、方献夫这三名

来自广东的官员都支持嘉靖皇帝，

认为皇帝应奉祀自己的亲生父亲

兴献王。湛若水和霍韬在实践上

也有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支持毁

“淫祠”，在地方上建立祠堂、书院，

推行儒家教化。

据霍氏后人介绍，直至今日，湛

氏后人与霍氏后人还保持着来往，

延续两位尚书的友谊。

霍韬画像题跋人竟是亲家公

禅城石头村精武楼一楼正厅悬挂着一幅明代霍韬画像。/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束维、黄皓贤摄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林维恩、李倬伦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王阳

明（1472年-1529年）无疑是一位

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心学思想

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也

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王阳明的生平并非一帆风

顺，他在政治和学术上都遭遇了

不少挫折和争议。在这样的背景

下，霍韬（1487年-1540年）作为

一位与王阳明并无直接师承关系

的士大夫，却在其身后为其鸣不

平，展现了两人之间深厚的精神

共鸣与追求。

上奏《地方疏》为王阳明鸣不平

西樵山在王阳明心中占据着

重要地位。尽管他一生未曾亲临

此地，但在其文集中多次提及，表

达了对西樵山的仰慕之情。西樵

山作为当时理学界的学术高地，

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前来求

学，成为理学名山的象征。霍韬

作为南海士大夫群体的代表，其

学术水平和政治气节得到了王阳

明的高度评价。

王阳明在平定两广山贼和

宁王叛乱后，虽然功勋卓著，却

遭到朝廷的冷遇和负面评价。

霍韬作为翰林院掌院学士，毅然

上书嘉靖皇帝，为王阳明辩护。

他在《地方疏》中详细列举了王

阳明在两广的八大功绩，并指出

“小人忌功足以误国”。他认为，

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和两广山

贼的功绩，应当得到朝廷嘉奖，

而非冷遇和诽谤。

霍韬在奏疏中提到：“今王守

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怀也，遂约

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诸贼百六

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时仗义而讨

平之。仁义之用。”这段话充分体

现了霍韬对王阳明“仁义并用”思

想的认同。他认为，王阳明既有

仁者之心，又有雷霆手段，这种智

慧和功绩应当被传颂。

书信往来与精神共鸣

王阳明与霍韬之间的交往主

要通过书信进行。在一封书信

中，王阳明提到：“叔贤志节远出

流俗。渭先虽未久处，一见知为

忠信之士。”这里的“叔贤”指的是

方献夫，而“渭先”则是指霍韬。

王阳明对霍韬的评价极高，认为

他虽然与自己交往时间不长，但

一眼便能看出其忠信之品格。

两人在精神追求上的共鸣十

分深刻。作为一位与王阳明并无

直接师承关系的士大夫，霍韬为

王阳明鸣不平的行动，不仅是对

朋友的忠诚，更是对正义和真理

的追求，展现了两人之间深厚的

精神共鸣与追求。

霍韬与王阳明的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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