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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莫氏家族于北宋初期，因始祖莫恭万被朝廷
派往海南，落籍定安，成为海南莫氏的开创者。作为
海南本地的望族，凭借忠诚、勤勉、廉洁的家风世代相
传，其家训所涵盖的德行教化与为官清正，深刻影响
了家族成员的成长与仕途表现，并在海南的历史发展
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展现这一望族清廉家风的延
续和实践，对今天的家训建设和社会治理仍具有重要
启示。

以武戍边
忠诚家风的开端

定安莫氏家族的家风，从始祖莫恭万起便深植于
忠诚与清廉之中。据《莫氏族谱》记载，莫恭万在北宋
时期因军功而世袭千户官职，镇守海南的定安。当时
的定安地理位置特殊，西通澄迈，南控黎母山，常年有
匪盗出没，社会动荡不安。莫恭万凭借智勇双全，平定
叛乱，确保了地方的安定与百姓的安居乐业，被封为

“掌善伐恶大将军”，千户之职，世袭罔替。
在莫恭万的影响下，莫氏家族的后代不仅承袭了

武职，更继承了恭万公的忠诚精神和廉洁为本的家训。
莫恭万的后代在海南繁衍生息，世袭武职先后达

十一代，成为定安一带有名的武职家族。每一代莫氏
家族成员都深受家训的影响，将忠诚与清廉作为为官
从政的准则，确保家族声誉和社会责任得以延续。特
别是第八代孙莫喜和第九代孙莫执中，均以武职治乱
安民，凭借忠诚和清廉的精神受到了朝廷的重用与
褒奖。

家族中的忠诚家风，最为突出的体现是在元末
明初时期的莫宣宝身上。莫宣宝是莫恭万的十世
孙，曾经平定了南建州（今定安）的叛乱，恢复了地方
的安宁。然而，当明朝取代元朝时，莫宣宝坚决辞官
隐退，拒绝为明朝效力。他以“义不仕二姓”的态度，
诠释了莫氏家风中的忠诚精神。莫宣宝的义举，使
得莫氏家族的优良家风得以流传，并为后代子孙树
立了榜样。

从武至文
诗书传家与清廉家训的强化

随着历史的变迁，莫氏家族从世袭武职逐渐转向
重视诗书传家。进入明代之后，莫氏家族不再世袭武
职，而是注重通过读书科举来辅佐国家。及至清代，在
定安县，莫氏有着“一里三进士”的美誉，其中包括莫魁
文、莫陶和莫绍德三位进士。

莫魁文是定城镇排坡村人，康熙年间考中进士，
成为清代定安首位进士。他担任庆云知县期间，严守
家训中的清廉原则，不畏权贵，关心百姓疾苦。面对
黄河水患，他亲自治理，消除隐患，为百姓谋福祉。
《庆云县志》对莫魁文的政绩有详细记载，称他为“清
廉治官”。

莫陶与莫魁文同为排坡村人，雍正五年中进士，担
任四川重庆府铜梁县知县。他继承了家族的清廉家
风，勤政为民，不畏贪腐，始终以清廉和勤勉为官，深受
百姓爱戴。

莫绍德于嘉庆年间考中进士，任职内阁中书，曾在
琼台书院担任掌教。他重视学生的道德修养和廉洁品
质，以“先德行，后文章”的教育理念影响了一代学子。

这些莫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不仅在官场上严守清
廉，还通过诗书传家的方式，将家风中的德行教育与文
化传承结合在一起。莫氏家族的进士们通过清廉为
官、重视教育，为家族树立了新的典范。

这一时期，莫氏家训的核心价值不仅限于个人道
德修养，更强调家族文化传承和社会责任。通过教育
和文化的力量，莫氏家族在海南地方上进一步巩固了
其名门望族的地位，并以家训的方式，将清廉、忠诚、德
行与才学的理念代代相传。

清廉为政
莫谟的家训践行

莫谟是定安莫氏家族在清代中后期的杰出代表，
其仕途展现了莫氏家训中“清廉为本，勤勉为政”的核
心精神。《广东通志》《滦州志》《琼州府志》《定安县志》
皆记载其宦迹。

莫谟出生于定安排坡村，字次典，号乳泉，于乾隆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家训作
为一种传承家族伦理和道德的
载体，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
不仅是一姓一族内部的行为准
则，也是维系家族兴旺的精神支
柱。海南定安莫氏，肇始于宋
代，挺立于元季，扬名于明清，诞
生了“一里三进士、十八举人、一
千二百五十个秀才”，走出了多
位政绩斐然的清官廉吏，成为科
举年代名副其实的阀阅世家。
查阅其家族谱牒和墓志铭文，后
人可知定安莫氏的文功武德自
有其立家立族之根基，而绝非一
蹴而就的奇迹。

【编者按】

莫谟画像。 定安排坡莫氏宗祠供图

11月1日，农历十月初一，是我国
传统节日寒衣节，只是这一节日如今已
鲜有人知。

关于寒衣节的由来和故事，历代的
传说不少。

一说寒衣节起源于周代，也被称
为“授衣节”，因为从寒衣节开始，天
气就开始变得寒冷了，这个时候需
要开始给家里人准备过冬的棉衣，
还要把家里的过冬被褥拿出来晾晒
一下。

一说寒衣节源于孟姜女千里送寒
衣。相传，秦时江南松江府孟、姜两家，
种葫芦而得女，取名孟姜女，配夫范杞
良。后来，范杞良被抓去修筑北疆长
城，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寻到长城
脚下，不想丈夫已死，被埋筑在城墙
里。孟姜女悲愤交加，向长城昼夜痛
哭，终于感天动地，哭倒长城，露出丈夫
尸骨。千百年来，这段忠贞的爱情故事
广为流传。

孟姜女哭倒长城八百里后，与秦始
皇面对面地抗争，为夫报仇，替己出气，
最后怀抱丈夫遗骨，纵身跳海殉夫。就
在跳海的刹那间，海上波涛澎湃，缓缓

拱起两块礁石，成为孟姜女的葬身之
所。据说海上的孟姜女坟，海潮再大也
不曾没顶。

由于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的故
事，长城内外便将农历十月初一这天，
称作“寒衣节”。“十月初一烧寒衣”，也
成为凭吊已故亲人的民俗。

从北宋时期开始，寒衣节主要有两

大习俗，即授衣和烧衣。授衣，即皇帝
向文武官员赏赐棉衣，以示关怀；而烧
衣就是要给那些逝去的亲人焚烧冥衣，
寄托自己的相思之情。因此，寒衣节也
就成了在家寄托相思、传承孝道的节
日。

朱元璋“授衣”的传说流传甚是久
远。农历十月在古代是一个重要的月

份，此时正是稻谷收获进仓之际，“是月
也，天子始裘”（《礼记·月令》），天子以
穿冬衣的仪式，昭告庶民：冬天已经来
临。据传明初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为
了显示顺应天时，在十月初一这天早
朝，举行“授衣”之礼，并把刚收获的赤
豆、糯米做成热羹赐给群臣尝新。因
此，南京民谚有云：“十月朝，穿棉袄；吃
豆羹，御寒冷。”人们还在加衣避寒的同
时，也将冬衣捎给远在外地戍边、经商、
求学的游子，以示牵挂和关怀。

在我国北方，寒衣节有两大食俗。
一是吃饺子。饺子是华夏民族的

传统美食之一，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都
能见到饺子的身影。寒衣节的时候，在
很多地方都有吃饺子的习俗，饺子象征
着团圆，除了在家吃之外，祭拜先人的
时候也会端上一碗饺子。

一是吃面条。寒衣节的时候，天气
已经逐渐变冷，这时候大家都想吃点暖
胃的东西，因此，很多地方还有吃面的
习俗。热气腾腾的汤面，吃完浑身暖暖
的，相对于其他美食，面条更容易消化，
而且面条还具有长寿的美好寓意。

（据北京市平谷区图书馆官网）

反
映
寒
衣
节
民
俗
的
陕
西
神
木
剪
纸
艺
术
。

资
料
图

被
遗
忘
的
寒
衣
节

莫氏好家风

清廉治家
仁政爱民

■ 管仲乐

庚辰年考中举人。他历任直隶安肃县知县、静海县知
县、沧州知州、通州知州、河间府同知、广平府通判、永
平府知府和直隶赵州知州等重要职务，无论在何地任
职，他都以清正廉洁、爱民如子的政绩，赢得了朝廷的
嘉奖和百姓的爱戴。

在安肃县任职时，莫谟面对贪腐，不畏权贵，秉公
执法。他审案公正、迅速，百姓称其“断狱如神，民无隐
情”。这既反映了他出色的执法能力，更体现了他始终
遵守家训中“廉洁自守”的精神。滦州任上，莫谟又展
现了他的“勤勉为政”作风。仅用半年时间便将二百余
件陈年积案件处理完毕，体现了家训中的“尽职尽责，
勤勉不懈”。

除了清廉执政，莫谟还深刻践行了家训中“仁政爱
民”的价值观。在静海县任职期间，遇到饥荒危机，他
亲自踏查灾情，开仓赈粮，确保百姓能够渡过难关。在
河间府通判任上，他更是修筑堤坝，保障了百姓的生命
财产安全。莫谟甚至自掏腰包设立粥厂，救济贫苦百
姓，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他关怀百姓、为民请命的仁爱之
心。每当莫谟离任时，百姓们都会夹道相送。

此外，莫氏仕宦生涯中，始终重视文化教育，认为
教育不仅仅是培养人才的途径，更是培养德行的重要
手段。这一理念体现了家训中“德行优先、才学并重”
的价值观。莫谟在滦州知州任上时，捐建了海阳书院，
提出“先德行，次文章”的教学理念，强调学术才能必须
建立在德行之上。

莫氏家训的核心在于清廉治家和仁政爱民，这两
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一理念在莫谟的生涯中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也为莫氏家族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道德基础。

家风传承
家族成员的角色与作用

在中国传统家族中，家族长辈的典范在家风家训
的传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莫氏家族的女性成员，尤
其是莫谟的母亲和妻子，对家族家训的延续和实践起
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莫谟的母亲和祖母不仅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
还通过教育影响莫谟，使他在仕途上展现出高尚的道
德品质。莫谟的墓志铭中提到，莫谟的母亲“柔嘉维
则，宣训词于朝夕”，莫谟少年时，有一次家中收到亲戚
送来的一匹上好丝绸。对于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这
无疑是一份贵重的礼物。然而，母亲并没有收下，而是
坚决退回去，并对莫谟说：我们家世代清廉，不能因为
一匹丝绸而毁了家族的原则。这件小事深深影响了莫
谟，他从那时起便明白了廉洁的重要性。

莫谟的妻子林氏则是家风家训的另一重要传承
者。她“善体公意，克俭克勤”，不仅在家庭中承担了重
要的管理职责，还通过勤俭持家、孝顺恭谨的品德影响
子女。

莫氏家族的女性，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将
家训中的核心价值观念——清廉自守、勤勉持家——
融入家庭教育中。这种无声的教育，成为家族延续良
好家风的重要力量。

定安莫氏通过世代的家风传承，将忠诚、清廉、勤
勉治家的家训深植于每一位家族成员的心中。从莫恭
万的武职守边到莫谟的文职施政，再到家庭中的廉洁
教育，莫氏的故事生动诠释了家风在家族和社会中的
重要性。家风的力量不仅塑造了个人，也成就了家族
的兴旺与社会的安定。这些故事不仅是历史的记录，
也是当代社会的镜鉴。

画家合创画作留后世
■ 缪士毅

闲暇之时，翻阅一些画家画集，或阅览
画家传记，发现在画坛上，有些画家携手创
作，共同完成一幅书画作品，其中不乏传世
佳作。画家联手创作的形式较多，有的是一
人作画，另一人在画上题诗；有的是两位或
两位以上画家合画一幅画。

明代书画家沈周，与文徵明、唐寅、仇英
并称“明四家”，为吴门画派的创始人，他不
仅绘画技法全面，功力浑厚，且在书法方面
书风“遒劲奇崛”，造诣深厚。张宏为明代绘
画大师，是明末吴门画坛中的中坚人物。

无锡博物院收藏的《沈周书端阳词·张
宏补蜀葵图》，此图先由沈周书写《端阳词》，
再由张宏补蜀葵等花草而成。从画面来看，
上方为沈周行书《鹧鸪天·端阳词》，字体遒
劲奇崛，生动流畅；下方为张宏的配图，但见
一斜坡上的乱石旁，蜀葵身材高挑，花放锦
绣；菖蒲叶如剑状，生机盎然。张宏以没骨
法写花、叶，用焦墨勾叶脉，通过浓淡干湿表
现花卉的阴阳向背。纵观整个画面，沈周的
书法与张宏的绘画相互映衬，书风与画格相
融合，使两者合创之作更具诗情画意。

清代画家恽寿平，与王时敏、王鉴、王
翚、王原祁、吴历合称“四王吴恽”，亦称

“清初六家”，所画花鸟禽鱼，主要以色直
接点染，追求天机物趣，其画法对后世花鸟
画的影响极大。清代画家唐炗，与王翚、恽
寿平等友善，以笔墨灵秀、工于渲染而为人
所称道。

恽寿平、唐炗合绘的《红莲图》轴，是他
们两人联手为祝友人王翚四十寿诞所作。
从《红莲图》轴画面看，恽寿平笔下的荇藻，
以花青色为主调，笔法轻快疏秀，充分体现
了以没骨法点染物象的独特魅力。而唐炗
所绘的荷花仰俯有致，展现了迎风摇曳的娇
媚之姿，尤其是那淡雅明丽的设色，显现出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神韵。《红莲图》轴虽
为两位画家合绘，但给人以如出一人之手的
感觉，堪称珠联玉映。

清代画家石涛，擅画山水、兰竹、花果，
兼工人物，笔意恣纵，自成一家；而王原祁，
也为清代画家，工于山水，喜用干笔焦墨，层
层皴擦，其用笔沉着，自称笔端有“金刚
杵”。有趣的是，石涛与王原祁曾合画一幅
《兰竹图》，先由石涛画兰竹，再由王原祁补
画石头。画面右侧题款“麓台补坡石”中的

“麓台”，即是王原祁的号。从画面看，石涛
所画的竹，竹竿瘦直，竹节凸出，叶片疏密有
致，且通过墨色浓淡，来突出竹叶远近处色
泽深浅，更使竹子风姿绰约；所画的兰花，叶
片翻转舒展，花形饱满，姿态优美。而王原
祁所绘的石头，皴擦相宜，点染细腻，体现了
他绘画善于运用皴擦的特点。虽然两人风
格不同，但是组合起来，相得益彰，搭配自
然，融为一体，富有神韵。

著名画家张大千与其二哥张善孖都是
画虎大家，兄弟俩为使所画的虎形神兼备，
曾亲自养虎，观摩老虎的一举一动，流露出
对画虎艺术的孜孜以求。有趣的是，一年端
午节，张大千多喝了几杯酒，一时只感到似
醉非醉。于是，借着酒劲，一气呵成，画了一
幅六尺中堂的《虎啸图》，从画面看，笔墨酣
畅，虎虎生威，狂野豪放，形神兼备。此时，
在旁的张善孖见之大喜，并即刻在此《虎啸
图》上补景题诗，对其弟张大千的这幅画大
加赞赏。于是，《虎啸图》成了张氏兄弟合作
画虎的旷世名作。尔后，求张大千画虎者络
绎不绝，其中有财大气粗的求画者曲意奉承
张大千，称张大千的虎画已远远超过了其二
哥张善孖，并以十倍于张善孖的润笔求购虎
画。一直对二哥张善孖极其尊重的张大千
闻此，不禁怒不可遏，并发誓再不画虎，并在
门上贴出“大千愿受贫和苦，黄金千两不画
虎”的条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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