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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内家”几个意思
□黄宗海

丽州漫谈

近日，搭公交车去农贸市场，车

上挤满了人，许多人都站着。我上车

刚站稳，身边一姑娘对我说：“阿公，

我让你坐。”说着，她已站起来。旁边

一中年男子说，现在，经常在公交车

上看见年轻人给老人让座现象，这些

年轻人素质真好。

近几年，素质这个词使用频率相

当高。经常听到有人说，这人素质不

错，这人太没素质了。学校还把素质

教育当作重要教育内容来抓。

《现代汉语词典》对素质的解释

是：指事物本来性质，心理学指人的

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

点。现在，随着人们对这个词语运用

的增多，其涵盖的含义也在增多。笔

者根据人们对素质的理解，认为素质

一是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内在品质，

也可以说是人的天赋；二是指一个人

对事物的感悟能力；三是指一个人改

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因此，不论是

谁，在言行里或多或少都能反映自身

素质。如某某驾着汽车在陌生路段

冒雨前行，发现前面路中间有大面积

积水，如何对待道路中间的积水，可

以反映驾驶员某方面的素质。有的

驾驶员会认为前面低洼路段积水很

浅，车子可以开过去。而有的驾驶员

比较谨慎，就会停下来，等熟悉该路

段的车辆先过去，自己再走。如没车

辆经过，他就下车去探积水深浅，再

决定自己的车是否过去。如果积水

路段有塌方，那么两个驾驶员不同的

过路方法，就有不同的后果。

可见，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能反

映出一个人的素质。素质好的，遇事

善于思考、鉴别、权衡利弊；受到刺激

时，能冷静对待、克制冲动；遇到反常

事件，能换位思考。

现实生活中，有人会问，为什么

一些学历、素质相对高的人，要给一

些只有初中或小学文化的企业负责

人打工呢？笔者认为，这仍是人的综

合素质问题。学历高的人可能素质

会高些，但承担风险的勇敢精神，适

时抓住市场机遇的本领可能不如有

的初中或小学文化的企业负责人，在

决策大事上过分求稳而错过了良

机。另外，这个学历高的人可能喜欢

搞技术工作，不愿当企业负责人。

可见，人的素质包含着许多奥

妙，同时蕴藏着变化因素。因此，一

个人的素质是可以提高和完善的。

不论是谁想要具备良好的素质，唯一

的办法是多学习、多思考、多感悟、多

实践、多观察，紧跟时代步伐，才能将

自己的命运之舟推向理想的彼岸。

素质小议
□柯高军

永康方言为什么称妻子为“内

家”？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

曾经一度令我这个来自江西的新永

康人百思不得其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硬”到总

让人觉得像在吵架的永康话也能听

个八九不离十了，更爱上了这片孕育

“事功思想”的生机勃勃的热土。通

过阅读《永康县志》和徐天送、林克成

著《品味永康话》等书籍；不时请教项

瑞英、徐天送等“永康通”，我对“内

家”文化及其对陈亮女权思想的影响

有了些许了解，在此不揣鄙陋说上几

句外行话，不当之处还望各位方家批

评指正。

一声“内家”，尽显文化的传承与

影响。称妻子为“内人”“贱内”“内子”

古已有之。“内人”是书面语中读书人

最爱用的对妻子的昵称，意为“屋内之

人”，“贱内”是口语中人们对妻子的谦

称。“内子”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僖公

二十四年》“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屛

括、楼婴。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馀

辞。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

逆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

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

隗为内子而己下之。”是卿大夫对正妻

的称呼。“内家”历史和文化内涵也很

丰富，AI 智能回答：皇宫、宫廷，如王

建《宫词》句“尽送春毬出内家”；宫女，

如薛能《吴姬》句“内家丛里独分明”；

太监，如李敬方《太和公主还宫》句“孰

识内家稀”；良家妇女，如《初刻拍案惊

奇》句“自然内家气象”；世俗人家，如

《初刻拍案惊奇》句“内家装扮了，又道

黄夫人待他许多好处”；内家拳，如《英

雄儿女传》中提到的“内家拳”。可用

“内家”指称妻子，永康方言独此一份。

一声“内家”，体现了男女分工的

不同。在农耕文化对强劳力的需求，

明清以降的礼教导致的男女权力的不

对等，以及无节制的生育等诸多因素

作用下，逐渐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

分工方式，使得女子进入“相夫教子”

的主内模式。“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

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王

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家人》）永

康方言“内家”称呼中体现的这种男女

平等意识，及俗语“妇女能顶半边天”

都与之完全契合。可见妇女在持家上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声“内家”，道尽“行担人”的辛

酸与期盼。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

人”，可“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永康，不

仅可耕土地少，而且瘠弱不堪，一度

却养活不了这片土地上勤劳的儿女，

逼得永康无数男儿不得不带上“内

家”几乎倾尽家中所有准备好的干粮

——梅干菜、小麦饼，条件稍微好一

点的可能还有几个肉麦饼，挑起行担

走四方。永康学派“事功思想”的创

立者状元公陈亮对这些持家治家、以

心待人的“半边天”高度赞誉道：“道

德性命，施于女美。曰父而舅，曰母

而姑。承颜顺志，上恬下愉。”（邓广

铭点校 陈亮著《陈亮集·祭徐子宜内

子宋氏恭人文》）正是有这些宜家宜

子的妇女承担起打理家事的重担，男

人们才能安心地在外闯荡。他们风

餐露宿，垒石起灶，可“羹饭一时熟，

不知贻阿谁”。为了排遣寂寞，太监、

宫女尚有“对食”，而他们却只能捧着

香喷喷的铜罐饭久久难以下咽。他

们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

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只为赚

点碎银贴补家用，书写了“府府县县

不离康”的商业传奇。而那个遥远的

“ 家 ”，只 能 交 给 苦 苦 坚 守 着 家 的

“她”。

一声“内家”，抹过多少离人泪。

都说永康女人强势，可永康女人的强

势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古人云：男为

阳，女为阴。女主水，水性柔。《红楼

梦》中痴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永康女人也是血肉之躯，而不

是铁打的。她们的强势既是男人长

期不在家的一种自我保护的需要，也

是一种积习成势。男人的长期不在

家，她们不得不外通内迖，督子约亲，

侍奉公婆。“为妇之道，分义之利，先

人后己，以事舅姑。”（《女孝经·庶人

章》）她们“一来整齐家政，辅助夫君；

二来还能分君之犹，卸君之担”（方如

金《试论陈亮的妇女思想》）。“嫁你这

样的男人有啥子用，连窝个脚都不

行。”多少个寒冷的冬夜，女人在声声

嗔怪中转辗难眠，正想把那“窗花”细

数时，却又担忧起他来，不知今夜他

是否找到了屋檐落脚。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和生生

不息的纽带。“方言，俗称地方话，在

中国传统中，历来指的是通行在一定

地域的话。”（李如龙《汉语方言学》）

对妻子的称呼，全国不下于百种，如

“婆姨”“堂客”“娘们儿”等，永康方言

称“内家”，是独特的永康地域文化的

“活化石”。800 多年前的陈亮能在

宗法伦理信条日臻森严的形式下撇

开性别歧视，充分肯定妇女的过人之

处、家庭贡献和社会作用，“曾岁月之

几何，掩风波之交迸”（邓广铭点校

陈亮著《陈亮集·祭郑景元母夫人

文》），与这声“内家”的文化传承不无

关系。

初识方立天是在 2011 年，当时，我与项

瑞英、徐天送两位老师一起编写《浙江省永康

中学史》。知晓中国佛学研究泰斗级人物方

立天是永康中学1949年的初中毕业生，我给

他写了一封信，邀他为该书写个序言。不久，

我就收到文章和他向校史馆赠送的一部文集

以及从教50周年纪念邮票。

时任校长陈子文专程到北京看望过方先

生，邀请他回母校走走看看。由于身体等原

因，方先生并没有出现在2012年的百年庆典

上。2014 年 7 月，我们惊闻方先生逝世的消

息。

2024年初，我忽然有了阅读这位前辈的

兴趣，从网上买了《方立天文集》，做出一年的

阅读计划。到了年底，这个计划没有实现预

定目标。而在阅读中，我越发佩服方立天先

生的治学精神。

方立天的学术生涯是从 1956 年考入北

京大学哲学系开始的。面对浩瀚的图书资

源，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广泛涉猎文史哲书

籍。1961年，他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研究佛教便

成为影响他终身的学术选择。他曾在多篇文

章里提到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他在《总序》

里写道：“我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是深感佛教

哲学内涵丰富，与中国文化、哲学的关系密

切；二是受传统佛教信仰的影响，对佛教有自

然的亲和感；三是在治学取向上，个人偏爱冷

门，好攻难点，不畏艰苦。”

他非常重视文献研究，认为在文献阅读

时，要把握文献的文字、结构、内涵、实质，重

视资料的积累与整理，致力文献的标点、校

勘、注释、今译工作。他注重佛教文化的中国

化研究，将佛教文化的中国化界定为民族化、

本土化与时代化。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方立天提倡将个

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交

叉结合、互动互补，让学问从点、线、面而立体

起来。清代散文家姚鼐说，“天下学问之事，

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方立天认为

自己所做的就是探索义理之路。

他总结自己的治学宗旨、态度与方法，认

为最主要有三条：

一是立志求真。垦荒者寥寥，就更需要

有人去攻克那些坚固的堡垒。治学要有自信

心，更需要有克服困难的坚毅。治学要有一

腔求真的热情和韧性，一贯坚持。

二是业精于勤。在学术研究上没有捷径

可走，要不断充实自身的知识结构，静心、专

一。要钻图书馆。只有大量的矿石，才能炼

出宝贵的金矿。

三要巧于结合。研究者要将学习、思考

和写作相结合，作为教育工作者特别要将“补

课”与备课、撰述相结合。学然后知不足，教

然后知困，教师只有不断丰满自己，才能不断

完善自己。

他认为治学之道归根到底在于创新，选

择一条符合自己兴趣以及适应时代需要的道

路。他还谈到学术与人生的密切相关性。中

华传统文化可以让人们终身受用，使日常生

活富有人文精神，使生命质量有了提高，使人

生追求更有意义。

他在谈到自己 50 年“仰望崇高”时，用

20 个字总结治学心得体会，那就是“树立志

向，不畏困难，勤奋不怠，好学深思，独立思

考”。我也将这作为治学的座右铭。

方立天的治学
□杨铁金

《方立天文集》（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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