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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的儒家风范
□ 陈国亮

中辛安，虢义河畔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在中华神州版图上，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名，却承载着一份中国传统文
化的荣光。在三晋大地，中辛安因为司马温公而闻名遐迩，历久弥香。一千多年前，历史上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的司马
光，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将人文之光播洒在古称瓜衍的沃土里，留下的是一段历史的沉淀，是一篇载入史册的光辉。

中辛安马家缘于汾州普会村，清乾隆年间迁到中辛安，到马学潜一代已历六代。马家亦商亦农，耕读传家，不仅尊
崇圣人，更推崇儒学和以仁待人，致力于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改善民生。儒学所蕴含的修身、自立、致学、仁道等思
想，成为马氏家族孜孜追求和实践的人生价值所在。为传承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马家“学”字辈以后的家族辈分排列
为：“纪、世、思、明、德、贻、谋、启、象、新”，其中“明德”出自《大学》，“贻谋”出自《诗经》，寓意为：记载社会世事、思考做人
美德、训诲子孙后代、开启全新气象。

这是马学潜对马氏家族处事立业、亲身
实践的概括总结。他十分推崇孔子的“自立”

“廉洁”“勤劳”之说，主张“一日之计在于寅，
诸宜皆早；生计不堪总由懒，切莫贪闲”。他
主张通过个人的勤奋努力实现自己的创业理
想，而不是消极地依靠父母所赐、朋友所助，
更不能巧取豪夺。这是马学潜对儒家“自立、
廉洁、勤劳”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据记载，马
家迁至中辛安后，当值汾平介孝商业繁荣，马
家吃苦耐劳，敢作敢为，诚信为本，就此兴旺
发达，到清中叶已成大户，特别是在晋商叱咤
风云的岁月里，马家商号“利生泉”，遍布辽阔

中原、齐鲁大地。太平天国北伐遭劫后，弃商
从农，经过马学潜兄弟的努力，在东部平川置
水地百亩，成为周边乡村的殷实人家。

基于家族生来的自强不息，个性刚强与
办事有方，马学潜的儿子马纪光成家后即不
再享受祖田。妻子郭金兰出自瑶圃郭家，相
传是大唐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精于农活经
商，“好农勤织 ，灵秀者亦于贸易焉”。夫妻
二人同心协力，置田置产，在短短的五年时
间内，置买了八十亩地的产业，其中有从榆
林经商带回来的马匹，有周边乡村第一台马
拉抽水机和第一台轧花机。郭金兰心灵手

巧、善于经营，开设了一座轧棉花的手工业
作坊，每年秋后还雇佣临时轧花工人，生意
经营的风生水起。当时，年轻夫妇的创业被
公认为是十里八乡的“骨甲人”。

黄土地造就了马家坚韧刚毅的性格，能
忍能受，什么环境也能适应和生存。中辛安
地处东部平川，是孝义的小麦生产区，可惜在
六七十年代为求高产，遍地都种反修高粱。
反修高粱耐旱、产量高，但营养差，口感全
无。糊口度日十分艰难，但郭金兰总是粗粮
细作，口味不差。和吃饭相比，穿衣问题似乎
简单一些。郭金兰心灵手巧，六个孩子穿的
是旧衣服，但从来不是烂衣服，她把补丁剪成
仙桃状和梅花状，补上去如同绣了一朵花。
鞋子都是自己做，一晚上就能纳一双鞋。就
这样养育六个孩子，带大一群孙辈。

为人之道，修身为本。马学潜操劳社事，深知治
人必先自身正，他牢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虽令不从”这句圣贤格言，注重品性，慎独修身，
严格自律，身体力行，彰显儒家风范。在人们的记忆
里，马家虽是有口皆碑的大儒商，却没有一点“暴发
户”的迹象。马学潜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一直
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在马学潜身上，人们可以感
知到儒家浓厚的“君子慎独”思想。

马家对子女人格的形成是非常重视的，坚持
把德行的涵养、人格的塑造作为修身根本。马学
潜经常对族人说：“衣食足而知廉耻，仓 实而知
礼仪”，以此督察宗族弟子，要求家中诸人都要按
儒学的要求，正心、习文、修身、为学、干事、做人，
以道齐家。在这样一种家庭生活氛围中，做人很
容易做到知书达理、尊崇礼教、恪守礼仪。

马纪光字明正，人如其名，生性耿直，人品
贵 重 ，一 身 正 气 。 民 国 时 任 闾 长 ，解 放 后 任 队
长，虽是村里的干部，却不懂得多吃多占，从不
贪图集体一分钱的便宜。由于他身正为范，做
事 理 直 气 壮 ，他 说 的 话 一 句 顶 一 句 ，是 十 里 八
乡 有 名 的“ 公 道 人 ”。 他 的 妻 子 继 承 郭 氏 一 族
优秀的文化底蕴，重予礼仪行，勤予衣食足，劳
作是她的本色，忙地里是一种风光，勤劳能干、
重 义 轻 财 、乐 善 好 施 ，有 行 孝 仗 义 的 禀 性 。 人
们都羡慕马家的勤勉家风，称赞马家是礼仪周
全的榜样。

孔 孟 之 道 ，一 言 以 蔽 之 ，即“ 仁
道 ”，是 人 在 天 地 之 间 的 生 存 之 道 ，
为 人 之 道 ，构 成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思 想
坐 标 和 道 德 高 地 。 纵 观 马 氏 家 族 的
发 展 历 程 ，有 一 条 明 显 的 红 线 贯 穿 ，
即 要 求 人 格 平 等 ，倡 导 行 善 积 德 。
这 种 思 想 缘 于 马 家 的 布 衣 平 民 意
识 ，体 现 了 对 于 弱 势 群 体 的 崇 高 人
道 关 怀 。

马 学 潜 是 一 位 仁 者 之 心 的 倡 导
者和践行者。在马学潜看来，仁道即
人 道 ，在 于 仁 、在 于 善 ，从 善 行 、行 善
事 、做 善 人 。 马 学 潜 生 性 刚 直 ，为 人
正派，由于深受孔孟学说仁义教化的
影 响 ，一 生 以 助 困 、助 贫 、助 残 、助 学
为 己 任 ，常 为 周 边 十 里 八 村 修 桥 补
路 、捐 银 捐 物 ，因 此 善 人 名 声 传 遍 乡
野，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绅士。马纪
光的人生道路显然受到父辈的影响，
他继承了先辈淳朴诚实、患难相助的
道德品质，对边缘弱势群体富有真挚
的 同 情 ，对 邻 里 乡 亲 乐 善 好 施 、扶 贫
济困。郭金兰也是大户人家出身，识
大体、顾大局，深明大义，从不以穷富
论 人 ，心 里 最 惦 记 不 如 她 、生 活 有 困
难 的 亲 朋 ，穷 人 残 疾 人 都 是 她 的 朋
友 。 这 不 是 表 演 ，不 是 作 秀 ，而 是 刻
印在骨子里的家风传承，是一种自觉
的高尚情操。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些为乡村社
会建设贡献力量的乡绅人士，被称为“乡贤”，
集中体现在谋划桑梓、建设乡村、改善民生等
方面的故乡情怀。马学潜一生操办社事，任职
社首超过了三十个年头，特别是长期致力于乡
村治理，明确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原则，即社
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责任先于权利、义
务先于自由。

乡村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
苦。在汾阳、孝义为数不多的河流中，虢义河虽不
如汾河名望盛重，但也是花繁果盛、五谷丰稔的丰
腴之地。对东部平川农人而言，以农为本，水利为
大，马学潜一生与水为朋，诸多善业与虢义河有
缘。他协调沿途村庄，开沟凿渠，修堤筑坝，引汹
涌河水滋润农田家园，大多数村庄的平地由旱地
变成了水地，获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戴。过去的农
村，村民没有什么文化，素质不高，所以邻里吵架、
赌博偷盗、打架斗殴时有发生。为此，马学潜自愿
捐资，与其兄兴办学堂，其堂舍建设、经费开支、办
学设备、聘师薪酬都由他一人负担。时至今日，
马学潜倡导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依然有着
不小影响。马纪光子承父业、以文勋绩，年青时
专心治理虢义河，变水患为水利，他带领一班
人，赤脚劳作于河沟底部，挖掘搬运河泥至地
表。农人平整后的麦田，水面光滑，田土如玉，
产量翻番。一个村也是一个小天下，大到房产
纠纷、小到夫妻矛盾以及邻里摩擦，成为乡村不
安定的主要因素。马纪光把“纾民忧，帮民困，
解民难”体现在行动上，他坚持“为人要正、待人

要诚、手足要勤、办事要公”的原则，用儒家伦
理，用人情世故，用族规民约去调解说和，有的
放矢地开展心理疏导和问题的解决，化干戈为
玉帛。有人劝他，别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但
他一直乐此不疲。直到老年时，村里的年轻人
有了问题，他都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很多人
闹纠纷，都会主动找他，一番循循善诱，他能让
脸红脖子粗吵着进来的村民笑哈哈的走出去。

儒 学 不 是 固 时 旧 制 ，也 是 与 时 俱 进 之
道。较之半封闭的盆地文化，马家有着较为
开放动态求变的文化心理和不拘旧俗的文化
性 格 ，能 很 快 适 应 各 种 复 杂 的 环 境 ，抓 住 机
会，相机行事，发展自己。

高 级 社 时 ，马 纪 光 已 年 迈 ，六 个 孩 子 还
没 有 劳 动 能 力 ，但 纪 光 老 两 口 信 心 不 倒 ，
日 出 而 作 ，日 落 而 息 ，从 不 放 弃 多 赚 一 个
工 分 的 机 会 ，但 苦 于 分 红 太 低 ，成 了 典 型
的 欠 款 户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回大地，全国拨乱

反正，农村实行土地下户改革。马纪光有胆有
识，思想超前，首先读懂了政策，看出了改革开
放的大形势，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在第一年
分到土地。土地下户后，马纪光两口精心经营
自留地和承包地，施肥不能减少份量，耕锄不
能减少次数，把庄稼服伺的好好的，当年粮食
就解决了温饱，摘掉了欠款户的帽子。全村人
看见马家没有任何麻烦，才在第二年要求分到
了土地。目前，正在深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
革，马家后人至今都引以为自豪，乡邻们更是
称赞马家的远见卓识。

“数百年治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
读书”。这是马氏家族的遗训，也是马家人崇
拜文化的真实写照。

千百年来，“学为君子儒”成为我国始终奉
行的人格培养目标。长年拼搏于商海的马家，
承袭大户人家的书香习气，从未忽视过对后代
的教育和培养，尽管他们的教育目标是为商业
培养人才，重礼仪、学珠算、精书法。马家到

“纪”字辈叔伯兄弟六人，分别取名为“良、融、
忠、光、曾、冉”，“光”即取意于儒家三圣之一司
马光。马纪光从小就聪慧好学，虽逢战乱，家
境衰落，还是在家族熏陶下接受了良好的家教
和四书五经教育。可以说，耕读传家的本色，
是流淌在马家人的血液中，烙印在马家人的骨
子里。

望子成龙，马纪光比别人更看重有文化的
人，因为没有知识，就不可能有做事的本领。
马成仓是长女，纪光不重男轻女，全力供养大
女儿上学，给兄弟姐妹做典范。成仓在司马上
学，下了大雪，挡了道路，纪光用木锹一路铲雪，
送女儿去学校，在当地传为佳话。小儿子上初中

时，纪光已近古稀，但绝不放弃对儿子的鼓励和
供养直至小儿子大学毕业。马家人在家中的墙
上贴的都是孩子的奖状，既是对孩子的一种激
励，也是家长的一种荣耀。在那个糊口度日十分
艰难的情况下，在马纪光看来，家庭的生计在田
里，而家庭的希望在书本里。光阴承载了艰辛，
苦难孕育了希望，如今全家孙子辈中，有研究生
五人，大学生八人，在周边传为美谈。

忠孝文化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在传
颂和宣扬的精神，更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忠
孝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和相通性，“唯忠
是孝”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气节。马纪光
是有名的孝子，他从十八岁起就接过父亲照
顾一家子重担，既负责百亩地的经营管理，
还负责大家庭的吃穿用度，处处以赤城之心
孝顺父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是
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的篇章，是人民共和国
最辉煌的前奏。面对参军参战的政府召唤，
面对年迈的父母，在家与国的关系上，马纪
光选择了承担，决心以身报国。纪光三十岁
时参军，由于作战勇敢，危险时刻冲在前，冲
锋陷阵闯在前，加之粗通文秘，部队一直想
提拔他当干部，但他不放心年迈的父母。在
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后，毅然解甲归田，为

在世的父母全力做好孝养之事，在不耽误下
地劳动的同时，每天给父母端水送饭，喂药
洗脚。纪光孝顺父母最大的帮手是妻子，天
天 家 常 便 饭 ，粗 细 搭 配 ，少 荤 多 素 ，精 心 照
顾。人常说“家有三门穷亲不算富，家有三
门 富 亲 不 算 穷 ”。 纪 光 的 三 个 姐 妹 命 运 不
济，均是中年守寡，纪光对两位姐姐长年接
济，尤其是三姐一辈子都由他养活，她的两
个儿子结婚成家也由纪光操办。

马纪光两口用自己的行动诠释孝道的
真谛和内涵，孩子们也从中体现孝心，磨炼
孝心，感悟人生，传承了父母注重感情，将钱
财视为身外之物的遗风，兄友弟恭，妯娌和
谐，互帮互助互提携，互让互谅互理解，哥哥
姐姐帮弟弟成家，弟弟帮哥哥盖房。良好的
家风如接力棒似的传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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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以待民

“自立”以处事 “修身“以为人

“开放”以求变

“尽瘁”以公务

“读书”以奋发

“忠孝”以传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