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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家族制度已历数千年，其形成虽因时代更替不无变迁，但其以血缘关系为要素的聚

合结构、以敬宗收族为宗旨的礼俗习惯，以宗法精神为纽带的伦常观念，以传统文化为养分

的道德规范仍深入人心，经久不衰。尤其在江南一带，家族体系仍具有生命力。地处浙江中

西部的诸葛亮后裔集中聚集地——兰溪市诸葛镇，这种家族体系至今非常完整，族人的家族

观念十分浓厚，且具有强烈的家族归属感和向心力。族中世代相袭、长期进行的各类文化活

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现象。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研究、探讨诸葛亮后裔家族

文化现象，对于宏扬优秀民族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具有积极的借签意义和启迪作

用。 
一、家族文化概念、定义的界定 
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且文化概念本身尚无定论，对其定义的界定往往见

仁见智。较普遍流行的说话是：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曾经创造过、并且正在创

造的物质及精神财富的总和。这是广义的概念。从狭义上理解，文化即精神文化。但从具体

类型和内涵属性分析，文化又可分解为许多类型，而对具体文化类型概念与定义的界定，则

又极其复杂，且很难定论。家族文化这一概念，笔者曾在《诸葛亮后裔聚居地村落布局内涵

浅析》一文中提及过，因限于水平，对其定义未敢妄加界定。鉴于本文内容不可避免地需要

涉及到这一概念，因而在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对家族文化的定义作出必要的界定。 
家族文化虽然就其类型而言可纳入村落文化，区域文化范畴，就其内涵属性而言，也可归属

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范畴，但诸葛亮后裔家族在浙江中西部近千年的繁衍发展过程中形成

独具特色、至今仍十分活跃的文化现象，而且这种文化现象往往局限于以血缘关系为结合要

素的诸葛亮后裔家族中，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地缘村落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有明显的区别。因此，

将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称之为家族文化，也是可以成立的。 
笔者认为，所谓家族文化，是指以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为繁衍基因而产生的能够反映家族群

体人文意识的一种社会性区域文化。它是血缘家族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以血缘关系族人的价

值观为核心，以承载这些价值观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态为载体，包括家族的思想观念、聚落

环境、感情方式、审美情趣、族风村俗等带有文化色彩的各种内容。研究家族文化的重点应

当集中在家族文化的积极意义，剔除消极成分，从而使家族文化得到健康有益的发展，促进

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二、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的成因与特色 
人类一切文化现象的产生、演变、发展，即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有其自身的规

律性和相应的社会背景。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环境作

用。 
首先，诸葛亮的崇高威望对其后的影响力和世代相传的各种纪念活动，是诸葛氏家族文化形

成的基础。诸葛亮作为三国时蜀汉丞相，雄才大略、智慧超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功高

日月、名垂宇宙，其后裔对先祖的不朽英名与崇高威望当然倍感荣耀，引以为骄，并以特有

的崇敬之情时代敬奉，竭诚祭祀，以先祖的思想、品德为立身处事之典范，世代相传，恪守

不移。在家族发展过程中，以祖先为荣的家族观念不断加强，家族的各种纪念活动不断规范，

使之成为家族生活圈内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而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家族文化现象。 



其次，诸葛亮《诫子书》对其后裔潜移默化的作用力，影响并丰富了诸葛氏家族文化的内涵。

《诫子书》虽仅 86 字，但言简意赅、发人深省，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文中修身养德、

静学广才、淡泊名志、宁静致远、励精治性等警句精辟深刻、情真意切，是诸葛亮思想和人

格的高度概括。对诸葛亮后裔来说，这是先祖留下来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据《诸葛氏宗

谱》记载，历代后裔一直以《诫子书》为祖训，家族自觉遵奉、恪守不移；文中所昭示的思

想也成了后裔族人的精神支柱和奋斗目标；族中祭祖、家教、农耕、社交等活动，也均以此

为准绳。随着家族的繁衍，以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家族观念愈见强烈，恪守祖训成了族人的

自觉行动。从而使诸葛氏家族文化的内涵大大丰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 
第三、历代后裔中的权威者悉心经营，不断完善、充入，使家族文化逐步走上规范。五代唐

时，诸葛氏十四世孙诸葛利“臣游山阴，以寿昌令终”，其家迁浙定居。北宋明道年间，其

子诸葛青自寿昌迁居兰溪乡砚山脚下，此后即在兰溪西乡繁衍，论今已近千年。尽管聚居村

落几度迁扩，但后裔以血缘关系为结合要素的聚居习惯未变，且一直谨遵祖训。信守家规，

完全承袭祖上相传的宁静淡泊、静学广才习惯和家族特有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诸葛氏廿七世

孙诸葛大狮于宋末元初举家迁至高隆岗(今诸葛村)“聚祖于斯”后，亲自设计村落布局，兴

建祭祖宗祠，强化家族观念，恪守祖训，定期祭祀，制定家规，严于管束，逐步繁衍成庞然

大族，成为周边诸葛氏血缘村落参与家族活动的中心，从而使世代相传的诸葛氏家族文化逐

步形成体系，走上规范。 
从诸葛亮后裔家族的繁衍发展史轨迹中可以看出，诸葛氏家族世代相袭的各类纪念活动，使

其家族文化形成了以诸葛亮精神意志为核心，以弘扬祖德、启迪后人的教育形式为主体，以

凝聚家族、明志致远为目标，以修身养德、研精治性为准则的鲜明特色。这一特色在{宗谱)
的记载中，（家规）的条文中，历代辈行诗中和诸葛氏后裔的祭祖，修谱、族会、私塾等文

化活动和生活习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是和血缘族人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紧密相连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包含

着家族成员“祭先报本”的家族观念，“敬宗收族”的聚会意识，饮食起居的文化色彩，又

包含着族人家庭生活方式的林林总总，因而其构成闪容方面有明显的多元性，而其表现形式

则带有适当的包容性。具体地说，它以诸葛亮文化为主调，以传统社会文化为补充，既有家

族制度的威严又有民族意识的渗透，既有上层文化的色彩，又有民俗文化的成少，既有农耕

文化的灵魂，又有市井文化的痕迹。这种综合性的文化形态不仅别具一格，而且至今充满活

力。可以说，产生这种丰富、多彩、规范、完整，且长期承袭，逐步形成体系的家族文化现

象。在我国广大农村，无论是血缘村落还是地缘村落，都是极为罕见的。 
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表现形式也极有特色，兹择其要表述如下： 
其一，建祠立庙。诸葛村拥有众多的祠堂家庙各房派，族人住宅以“祖屋”为核心组成田块，

诸多团快再组成整个村落，又以全祖共有的大公堂、丞相祠堂为全村 重要的礼钥中心，形

成严谨的家族宗祠制度，以不忘“祭先报本”、“敬宗收族”。诸葛村的宗祠制度非常严密，

从元代中叶起，即建有大宗祠。随着族支繁衍，宗祠也越建越多。如《宗谱》所载的清代中

叶《高隆族居图》中，注明堂名的祠堂就有 45 座，至今仍有十余座保存完好。按照浙江中

西部的习惯，大宗祠才称为祠堂，族中支派和下面旁派的小宗祠称为“众厅”，房派以下的

称为“私己厅”，再下则是“香火厅”。宗祠主管祭祀，修谱、兴学、养老、济贫、祈年、调

解、纠分等族内事务。祠堂建筑的家族文化色彩非常浓厚，且有许多共同特点如除大公堂，

崇信堂外，其他祠堂一律不建戏台，宗祠前大多有池塘，但与周边外族村落讲究对应关系有

明显区别，一般对应关系不紧密，祠堂前一般隔有围墙，大多数祠堂后靠高地，前临明堂，

环境幽雅，结构精巧。众多的大小祠堂对村落结构起到很大的作用，即围绕宗祠形成团快。

高低错落有致，巷道有机相连，体现了村落布局的整体规划性。对于各类祠堂，族中规定各



支派，房派须经常维修，且“率由旧制，不改一弦”，表现出家族宗族制度的权威性，也暴

露出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保守性。 
其二、祭祖敬宗。这是渚葛氏家族文化中 具特色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祭祖是家族组织 重

视的礼俗，其意义主要在于报本返始、教忠教学、聚合宗族、辨彰血统，与一般村落只祭近

祖不同，诸葛村以祭祀先祖诸葛亮为主，祭祖活动在大公堂和丞相祠堂进行。大公堂每年分

春秋两大祭，即四月十四日和八习廿八日。每次祭祀延续五至八天。祭品皆用“一晶物”，

即“猪一口，羊一羟，鱼醢、肉醢、范菜共五品，米面食共五晶，果子五晶，香一柱，烛一

对，帛一段，酒二瓶，行三献礼如仪”。祭礼由孟、仲、季三个房头的各三位主事共同主持。

春祭一般重于秋祭，春祭时大公堂里须演三天戏。丞相祠堂后进寝室供奉诸葛亮神主位，中

庭为祭祀所，两厢分列族中贤良牌位，除族中重要活动，平时不 祠堂门。祭祀活动安排在

冬至日，称为祭冬，这是诸葛村 隆重 高层次的仪式，其规格依诸葛亮的丞相身份，主祭

人由三个房头 50 岁以上的主事轮流担任，祭品与大公堂春秋两祭相同，另由主祭者自备一

些印糕、馒头之类的礼品，祭后分送参祭者。此外还有陪祭、执事等，且须献乐、献歌，行

三献礼。整个祭祀仪式有 18 道程序，场面壮观，庄重肃穆。 主要的程序是“示祖训”，“读

祭章”。祭祀仪式的具体程序在《家谱》中全文记载，可见这种仪式是世代相传的。至于祭

近祖，则由支派、房派祠堂自行组织，但也有严密的程序，体现出家族文化的承继性和权威

性。 
其三，修谱祥源。编修宗谱是中国家族制度 明显的特色，其目的是严姓氏而祥源流，以家

族而知亲疏，别长幼?辩彰血统，报本返始。谱牒之风兴于魏晋南北朝，其时注重门第，达

官贵族和名门望族皆重修谱。 早的《诸葛氏普》成书于西晋时期（公元 280—300 年间），

仅记载诸葛亮三代止。据史料载，南北朝中期此谱还发现过，后来失传，一直未续编。诸葛

亮后裔迁浙后，逐渐繁衍成名门望族，其时修谱也盛于民间，故诸葛氏从北宋起即编有《宗

谱》。家族扩大后，分居各村的各支派后裔也自行编修过《宗谱》。在各派宗谱中，《高隆诸

葛氏宗谱》 完善，从诸葛亮远祖诸葛丰 始一直往下排列，源流分明，衔接清晰，先后共

修过 36 次。此谱始修于南宋初年，第二次由高隆始祖诸葛大狮主持。 后一次于 1940 年编

修。修谱是诸葛家族中的一大盛事，也是其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诸葛氏对修谱十分认

真，必须核实入谱者名分，以辩彰血统，对入谱族人及子孙的名字排行、配偶、生育、行业、

成就、死后葬地等都予以简明注述。 后一次修谱由各地诸葛氏后裔合修，在诸葛村进行。

修谱发起于抗战前夕，因战事不断，各地后裔资料难集，至 1941 年才动工，历时 6 年始成。

这部 20 卷 39 本的大型宗谱编就后，放在大公堂印刷，请来一谱匠专刻字板。据当事人回忆，

此谱从刻板、印刷、整理、装订先后化了三年时间，而且仅印 16 部，其中一部为草谱(核对

稿)，统一制作标有“大公堂”字祥和编号的谱箱装放，编号按{千字文)中“海咸河淡、鳞

潜羽翔、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字句顺序排列，分送各房派后裔珍藏。宗谱完成后，在丞相

祠堂和大公堂举行隆重的 光仪式和祭祖仪式，各房派按接谱队伍参加仪式，房派主事按谱

后有村中十响(锣，鼓、号等)队送出大公堂。金华白竹、龙游、寿昌等地的后裔接谱队须自

带居地特产作为祭品，祭祖后要在大公堂住一晚，离 时由十响队敲锣打鼓送下高隆岗。由

于历经劫难，目前该谱只有诸葛“人”字号和白竹“官”字号尚存完整，其余均以毁损。 
其四、教忠教学。诸葛氏家族十分重视兴教育才，《宗谱·家规》规定。“凡子弟资性聪敏者，

舞勺时当择师友课读书，长辈稍加优待，其有家计不足而志趣向上者，至亲宜资给以成就之。”

故村中学风蔚盛。初时以家教为主，且在大公堂太师壁书有{诫子书)供族人研读，后族中高

文化者兴办学塾施教。入学者首先要习诵{诫于书》，须熟记不忘，因而族人子弟自幼即受良

好教育，继承诸葛亮广学成才宁静淡泊的志趣。尽管村中族人读书用功，科名成绩十分显著，

明清两代有 5 位进士，重 2 名举人，30 多名乡贡，但多数高文化者不求闻达，其中不少人

学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诗、词、书、画、史学方面留下大量著作。他们无意于科举取



仕，喜好在村中建书轩、书院，读书自娱，吟诗自乐，间或给族人讲学。早在明正德年间，

诸葛族人即建有“西轩”，“甫阳书院”，其中“南阳书院”“花竹绕庭除，图书万卷余”，可

见规模不小，当时即列为“高隆八景”之一。此后又有“环绿园书轩”、“笔云轩”、“藏书楼”

等建成，各家藏书则更多。笔云轩是清末废科举兴学时所建的义塾，共有 8 间课室，学子攻

读前都要从事农业劳动，以示继承诸葛亮在甫阳布衣躬耕的传统。族中高文化者宁静淡泊，

不求闻达的心境与先祖诸葛亮的心境是一脉相承的，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则是格格

不入的。但他们又十分重学育才，奖掖后进广学成才。据（家谱）载乾隆年，诸葛族人兴办

“登瀛文会，奖励读书，族中“月数聚士予课制艺，优者给以膏火之资，乡会试赠以宾兴之

资，从无间断”。此风在现代仍盛行不辍，据族人回忆，每年春节前，丞相祠堂皆按人头分

馒头，—般族人分一双，对读书学生则优待，按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不同程度以

倍数递增，至今该村仍设有高额分级奖学金，从中可见诸葛氏家族文化的承继性和独特性。 
其五、药业传家。兰溪中医药业一向发达，宋元时期即与安徽绩溪、浙江慈溪合称“三溪”，

活跃江南中药业市场七百多年。而兰溪中药业则以诸葛村经营为主，明清时期，诸葛族人即

在扛苏、上海、广州、香港等地 设几十家药店，在本省杭州、宁波、绍兴、温州、金华、

兰溪等地 设的药店更多、规模更大，其中天一堂如《家谱》载“驰名浙东、历百余年生理

勿衰”。仅在诸葛本村就有葆仁堂、九和堂等六家药店。据考查，清末诸葛族人在全国各地

经营中药业的有 300 多家。其时，即有“徽州人识宝，诸葛人识草”之誉，村中家家习药成

风，医药经典熟读成诵。据《宗谱》载，族中有“不为良相、宁为良医”的祖训，诸葛中药

业发达，无疑与祖训有关。中药业的炮制过程复杂，须有较高文化水平，方能研读药书，掌

握技术，这就促使族人努力读书以承继中药业。在给拳头中药命名上也罩上诸葛家族文化色

彩，如“诸葛行军散，诸葛避瘟丹”等。由于中药业的发达，使大多数族人在经营中积蓄了

钱财，然后在农村中建造十分讲究的住宅，并在装饰上体现了较高的文化层次，把民族文化

的山水情怀和田园雅趣溶化进日常生活。由于从事中药业者增多，原先的农辨局面得到改变。

经营中药业使市井文化融入家族生活，丰富了家族文化的内容，同时，族人仍较遵守祖训族

规，从中可见诸葛氏家族文化的影响力。 
其六、民风民俗。诸葛村民风淳朴，民俗独特，这与家族文的世代熏陶有关。诸葛村的民风

民俗是其家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上层文化、农耕文化、市井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混合物，这

也反映出诸葛氏家族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一是：田园农耕意识浓厚，富有文化色彩。诸葛村栖息在一片低矮的丘陵上，地形起伏不平。

农田基本在村外，丞相祠堂南面的不漏塘外就是一片广阔的水田，乡民有句俗话称“诸葛好

村坊，不漏塘下好田庄”，说明诸葛的农耕条件不错，在明清时代，传统的自耕自足田园生

活也极富乐趣。族人继承先祖躬耕甫阳的传统，过着淡泊宁静的农耕自给生活。诸葛村主要

农作物是稻和麦，经济作物则以大青豆为主，西瓜、白菜也很有名气。由于诸葛村人文化较

高，对田园山水和耕读生活充满感情，给农作物特产命名时也带；有浓郁的家族文化色彩，

如“诸葛大青豆”、“渚葛白(菜)”“诸葛瓜”等，诸葛瓜、瓤黄子黑，爽甜可口，在浙江中

西部颇有名气。明代时，“高隆八景”中还有“西坂农耕”、“清溪夜碓”等，“荷笠锄翻三月

雨，披蓑犁破一春烟”，“一饭不劳饮巳足，野怀真兴更何求”，这些诗句充分表达了诸葛村

人热爱田园、自耕自足的情怀。此外，对一些日常用品的命名也很有特色，如草鞋称“诸葛

行军鞋”，咸菜称“诸葛行军菜”等，表现了崇尚祖先，不忘租德的情操。这种自耕自足的

田园之乐，后来因家族的繁衍，人口的增多，中医药的发展而受到制约，但村中农耕文化的

色彩至今仍然浓厚。 
二是族中普遍重视耕读文化的同时，又接受了市井文化的影响。从明代中叶起，诸葛村受当

时资本主义萌芽影响，按“不为良相，宁为良医”的祖训， 始从事中药业，并发展到习药

成风。尽管族中高文化的正统文人对此颇有微词，但经商发展后的族人回村构建了一批高品



位文化色彩的住宅、花园等，改善了村落景观，且带动了族中经济发展，则又得到正统文化

的默许，认为此举也是遵守族训之果。因而村中自明末初起，店铺遍布，商贾云集，初一十

五，每月两市，热闹非凡。据《宗谱》载，村中街市有 200 余家店铺，不亚于一座小城，足

见其繁荣程度。 
三是民间活动丰富多彩，且很有特色。每年的祭祖活动，周边前来经商者如云。俗称赶庙会，

期间安排演戏、说书、弹唱、灯会等，内容多与诸葛亮有关，热闹非凡，呈现出浓厚的乡村

文化色彩。从清代中叶起，每年农历正月，村中安排两期灯会：第一期由宗族组织，元宵夜

举行。村中三个房头各出一条板龙灯、两对青白布龙，组成庞大队伍，从丞相祠堂出发，环

村游迎，直至凌晨，第二期由商界组织，正月二十举行，有板龙灯两条、布龙灯五对，在村

中街市绕店铺巡行，同时各店铺门前悬挂象征本店营业特色的各类花灯。其盛况胜过第一期。

每年春祭时在大公堂演戏习俗一直沿袭，称为酬神敬祖。戏台搭在门屋，面向中、后厅，为

让祖先和神方便看戏。观众席严格分男女两部分，设置栏杆相隔，并有族中老者巡视，不得

相互偷窥。倘有越轨，一经发现则严加责罚。但外族人则不受这种规矩束缚，故向来有“要

看大姑娘，四月十四大公堂”的俗语。 
四是住宅装饰、门对楹联反映出家族文化特色。诸葛村多数人家有花园，住宅也极注重装饰，

这不仅是经济繁荣的表现，更是文化素养的表现。住宅装饰文化采用传统的“诗书礼乐”、

“渔樵拼读”、“琴棋书画”等，或者以此类偶意的人物故事为题材，体现传统文化气息，有

以钱串子为题材的雕饰，如聚宝盘、古老钱、钱串、刘海戏金蟾(谐音钱)等，具有浓厚的市

井文化色彩，有季节性实物装饰，如滑明节门上挂柳枝，端午节挂艾叶，门楣帖黄符，上画，

八卦图。夏收、秋收季节则在门上挂麦穗、稻穗，以谢丰年，反映了农耕文化意识。宗祠的

门对、楹联主要体现祭祖尊宗、正本溯源、不忘祖德，如“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

高”之类，楹联如“田十五顷，桑树八百株，完其淡泊、永垂百代清廉典范，雄文廿四篇，

珠玑数万字，教我子孙、宜享万年俎豆馨香”之类，充分体现家族文化的色彩，普通住宅门

联也有三类内容，一类是纪念先祖、反映后裔生活的，如“丞相子孙多彦俊，高隆声誉满寰

区”，“丞相子孙聪慧种，高隆辈出读书人”等，含有优越越和自豪感，一类是传统的，如：

“不须着意求佳境，日有奇迹应早类是炫财祈富的，如“春到百花香满地。财来万事喜盈门”，

“户纳东西南北财，门迎春夏秋冬福”等。 
五是民风淳朴，热情好客。由于长期的家族文化的影响，诸葛村形成敦厚淳朴的民风，族人

知书达理，重伦理，敦乡谊，敬老爱幼，和睦相处，社会风气端正，据说村里族人违规犯法

者历来微乎其微。住宅虽有安全防盗功能，村中却素有“夜不户闭、道不拾遗”之誉。据老

者言，村中有“点天灯”习俗，即在路边石鼓上树一木柱，上端安小木闸，白天柱上挂草鞋、

斗笠，供路人无偿取用，晚上匣内点烛，为赶夜路者照明。传说“天灯”谐音“添丁”，灯

内有“添丁老爷”，谁人出资点天灯，家里即会添子添孙，故村中道路天灯比比皆是。诸葛

民风民俗中除了讲究祭祀祖先的仪式，明清时也建有一些寺庙，如隆丰禅院、徐偃王庙、关

帝庙、幽居庵、翠峰寺、杨柳寺等。隆丰禅院建于明代，也称高隆殿，规模宏大，虽也有关

公塑像，也有祀拜者，但诸葛族人以敬祖为重，禅院不涉及任何宗教信仰，明时就有“论文

夜音宿禅关”之说，可见院里客房是供村里文人长住读书用的。徐偃王庙也建于明弋，供奉

兰溪徐氏初六迎徐王游街道及居民区，而且仪式十分隆重队伍庞大，俗称“迎会”。二月二

十日徐王生日时，诸葛村民则集资演戏。巡行和生日期间，还组织灯会、花会。诸葛寺庙建

筑虽与祖先诸葛亮无关但因属诸葛民风民俗内容，所以也是诸葛氏家族文化的物质条件之 
四、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的积极作用和借鉴意义。 
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是在其家族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是诸葛氏家族特有的文化

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虽然其结构较松散，内容较复杂，且带有不少陈

旧的甚至封建的应淘汰的不合理成分，但毕竟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家族特



色，在家族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且鉴于诸葛亮后裔居住地的特殊意义，在今后仍

将表现出相当多的活跃成分，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这种文化现象多少能给人们带来

启示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第一，诸葛氏家族文化的教化性和激励性有利于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稳定社会秩序。诸

葛氏家族文化以先祖诸葛亮的精神、品德为核心内容，通过各种形式灌输《诫子书》的内容，

对族人进行教育感化，激励族人以祖训为道德规范，族人接受这种教化，并受到家族行为的

规范，使自己与家族的要求相适应，道德观、价值观发生潜移默化，从而自觉约束自巳的不

良行为，养成良好的道德规范。这种激励感化作用不仅对培养社会合格人才，提高文化素养

很有启示，而且对于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稳定社会秩序来说，其借鉴作用也是显而易见

的。 
第二，诸葛氏家族文化的承继性和发展性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推动社会进步。诸葛氏家族文

化继承并弘扬了诸葛亮的精神、品德以及诸葛亮文化的精髓，通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家族文化形态，族人在这种文化活动中无时不感到先祖诸葛亮品德的高尚，人格的伟

大，无时不感到身为诸葛亮后裔，在为祖先自豪的同时，也应谨遵祖训，弘扬传统，为祖先

争气。如果全社会人们在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薰陶中净化了心灵，陶冶了情操，提

高了境界，规范了行为，那么，不仅能使传统民族文化得到弘扬，社会进步的程度也必将大

大提高。 
第三，诸葛氏家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有利于坚持改革 放加速社会现代化进程。渚葛氏

家族文化的内容及表现形式是丰富多采的，而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扬弃并主动吸纳

家族以外的各种新鲜的文化内容，以充实自我、丰富自我。尽管这种转化过程比较缓慢，但

毕竟已经转化并逐步完善自我了。在改革 放逐步深入的今天，我们应当坚持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扬弃继承并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有选择地吸纳国外的先进经验，实现经济基础与

上层建筑变革的对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诸

葛氏家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能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第四，诸葛氏家族文化的娱乐性和趣味性有利于丰富精神生活愉悦身心，陶冶情操。诸葛氏

家族文化虽然包含着许多庄重严肃的成分，但娱乐性和趣味性的活动内容比较突出，家族群

体的人文意识浓烈，寓健康教育于文化活动中，丰富了族人的精神生活，满足了求知增智、

身心愉悦、生活舒适的要求。这就启示我们，在物质条件日益改善的今天，应当注重发展喜

闻乐见、丰富多采且具有一定晶位的各类文化活动，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使余暇时

间变得更充实，籍以调整情绪、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净化思想，从而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

发掘自身潜力，为社会创造新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

献。 
此外，研究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现象，在倡导广学成才、纯正人际关系、村落布局结构、挖

掘人文景观、 发旅游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也具有积极意义和借鉴作用。总之，诸葛

亮后裔家族文化现象是值得研究和挖掘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随

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这种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现象应当作为特殊的文化旅游资源加

以 发利用，使其在保持特色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内涵，强化自身存在的条件，从而在社会精

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出积极的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