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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前 人 講 故事

鄭濂碎梨

明朝初年，在浙江浦江縣有一鄭姓的大戶人家，主人叫做鄭

濂。鄭濂為人恭謹善良，樂善好施，秉承祖訓一家七代同堂，

一千多人住在一起。家裡大門上，掛著書寫「天下第一家」的匾額。

明太祖朱元璋聽聞了此事，馬皇后在旁即說應將其拘捕，主

張以欺君叛逆的罪名處死。不數日，鄭濂被提解到京，皇帝親自

在金鑾殿上責詢：「你何德何能，敢掛『天下第一家』？」

鄭濂答曰：「啟奏皇上，臣家自先祖到現在，已經有八、九

代沒有分居，當地鄉紳們以為臣家的門風可以激勵風俗，所以送

來了匾額，並無他意。」

皇帝又問道：「這麼久沒有分居，的確難能可貴，那麼你家

現在總共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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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濂答：「回皇上，總共有一千多人。」

皇帝聽了，也覺得這麼多人不分家，著實不容易，便問曰：

「你是以何種齊家修身的方法，教化後代子孫，讓他們都聽你

的？」鄭濂答曰：「只有不聽婦人家的言語罷了。」

帝聽畢，甚喜而悟，覺得很有道理，遂不聽馬皇后之意，下

旨賞賜鄭濂兩個梨子。鄭濂受了梨子後回家，皇帝命校尉暗地裡

跟去，要看看一千多人如何分食兩個梨。

哪曉得，鄭濂回到家中，就召集了全家的一千多人，一齊出

來謝恩，再搬來兩個裝滿水的大水缸，把梨子打碎混在水缸裡，

跟大家說：「來，每個人喝一碗水！」

皇帝曉得了這一回事，非常歡喜，讚歎：「真是齊家修身好

榜樣。」

治家最忌情感上存有偏見，而導致家人骨肉之間形同陌路，

這都是自身修行不圓滿造成。古有明訓：「家和萬事興」，自有

其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