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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自古以来就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家族成员的教育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活动。传

统家训是中国古人开展家庭教育的一种较为普遍、极富特色的方式，家训文化在传统社会的家庭教化

中形成、发展，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范畴。“训”，说文解字解释为“说教也，从言川声”，有教

育、教导、教诲的意思，亦有典式、法则之意。从周公的《诫伯禽书》、诸葛亮的《诫子书》到大家熟知的

《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经典家训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家训萌芽、产生以及成熟的过程。也正是在

这一过程中，家训文化得以传承、发展。传统家训之于传统社会的道德传承与道德教化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其中很多内容对于现代社会道德建设仍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传统家训与家训文化

家训，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中的长辈对子女或者族人的教诲、训诫。广义上的家训还包含有夫妻

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劝告。家训一方面是行为规范意义上的训令规则，另一方面是实践活动意义上

的家庭训导。传统家训在家庭、家族发展中得以代代相传，成为家庭、家族成员需要遵循的重要“法

则”，并作为家庭、家族的核心精神影响着家庭、家族的成员，自身也形成了鲜明的家庭教化特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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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家训抱持一种反感、抗拒的态度，甚至认为家训是封建宗法的东西，传统家训

文化不断被批判、否定。同时，有些人认为其教育的形式是严肃的、刻板的、居高临下的，也不适用。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传统家训既有家庭“法则”的严厉性，也有对子女或族人成长的关爱之

情。近年来，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开始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社会开始对传统家训的起源、历史

地位及时代价值进行深刻反思，注意到优秀的传统家训浓缩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认识到家风家训

在家庭美德发展及社会良好风尚形成中的积极作用。家训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

家庭成员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在家训的发展与传承中，体现传统儒家思想文化

要求和家庭生活实际需要的家训文化得以形成。

谈及传统家训，人们便会想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颜氏家训》是我国家风家训的经典著作，是

现存较早的，较为系统、完善的家训。颜之推在其家训的第一篇就表达出要通过自身的经验去教育族

人的目的，“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1]。《颜氏家训》的系统性，

加之其被刊印流传，使其获得诸多美誉。清朝学者王三聘在其《古今事物考》一书中提出“古今家训，

以此为祖”的观点。当然，这种观点只能理解为是对《颜氏家训》的一种肯定和赞美。传统家训的产生

有着更早的历史。徐少锦、陈延斌在其著作《中国家训史》中主张家训的产生发展经历了六个阶段。

他们认为，家训的出现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周公的家训初步构建了传统家训的基本框架。在两汉三

国时期家训得以成型，这一时期的家训开始以文献形式出现。《女戒》等系统的家训著作也已出现。从

魏晋到隋唐时期是古代家训的兴盛时期，《颜氏家训》便是这一时期家训发展突出的代表作。此外，李

世民的《帝范》也是有较大影响的帝王家训。宋元时期则是家训的繁荣时期，家训著作大量涌现并在

民间得以广泛传播。明清时期，家训则经历了鼎盛到逐渐衰落的过程[2]。

传统家训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从个人层面看，家训是家庭成员成长发展的需

要。家训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形式，制定者首先考虑的便是如何助推家庭成员的成长发展。家训中

对于子女或后辈在修身立德上的要求，则是对家庭成员最根本的要求。家庭连接了个人与社会，家庭

成员的社会化发展促进了家训的产生。其次，从家庭、家族层面看，家训也是处理家务矛盾，使家庭、

家族发展强大的需要。传统家训在“齐家”上的要求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顺等。传统的家

庭、家族中，成员众多，个性特征各异，价值取向不同。传统家训在此种情形下则可以发挥协调内部利

益、解决内部矛盾的作用。家庭、家族各种事务的内部分工，家庭、家族财产的经营管理都需要一定的

家庭“法则”发挥作用。此外，家训也是家族在社会上解决生存竞争问题的需要。许多典范式的家训

总是与影响深远的家族联系在一起的。 最后，从国家层面看，家训的产生发展也是统治者治理国家

的需要。“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使“家”与“国”紧密结合起来。从“父父子子”到“君君臣臣”的秩

序维持，实质上都发挥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作用。所以，家训的存在发展也是

统治者维系其统治所需要的。而家训的制定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由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可以推及

国家中的君臣关系。所以，传统家训重视养德、立身、齐家教育，最终也能在客观上实现忠君的效果，

为统治者治理国家发挥积极作用。

二、传统家训的道德传承

传统家训的突出特点是崇德。周公《诫伯禽书》中有言：“德行广而守以恭者，荣”[3]，这里强调了德

[1]颜之推：《颜氏家训》，檀作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页。

[2]参见陈延斌：《中国传统家训研究述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06年第9期。

[3]陈才俊主编：《中国家训精粹》，〔北京〕海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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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重要。《颜氏家训》中指出：“君子当守道崇德”[1]，也强调要尊崇道德规范。朱熹《朱子家训》也提

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2]，也即尊敬有德之人，不必考虑年龄问题。古人主张“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实现这些目标都离不开道德的积极作用。传统家训的流传和发展发挥了道德传承

的作用，延续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不管是已成典籍的名篇，还是流

传已久的名言名句，都是良好道德风尚的体现。传统家训的这种道德传承突出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家训特别关注修身养德问题。所谓“修身”就是指利用传统的道德规范来陶冶自己的

性情，打造自己的道德人格。“修身”是自我完善、家族治理、邻里和睦以及其他家庭行为之本。很多传

统家训中都突出了修身的内容。汉代蔡邕在《女训》中提出：“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

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修善，则邪恶入之。”[3]这里就强调了品德修养的重要，提出了修容莫忘修

心的要求。诸葛亮《诫子书》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以及“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等思想影响深远，字

里行间强调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这些思想流传至今，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激励人们注重道德修

养。明朝王阳明的《示宪儿》内容为：“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弟；学谦恭，循礼义；节饮食，戒游

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

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吾教汝，全在是。汝谛听，勿

轻弃。”[4]不足百字的内容对子女阐述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和要求，突出强调了“心地好”的道德要求，这

也是阳明心学在家训家教方面大智慧的体现。

第二，传统家训强调培育良好的家庭道德。传统家训强调对家庭、家族成员的人际关系的协调，

以实现“睦亲”的任务。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强调子女应当尽孝道。“人当婴孺之时，爱恋父母至

切，……然人于既长之后，分稍严而情稍疏，父母方求尽其慈，子女方求尽其孝”[5]。明朝姚舜牧在《药

言》中强调要遵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不孝不悌，便不成人了。……一孝立，万善从，是为肖子，是为

完人。”[6]清代白云山在《白公家训》中也强调：“事亲以孝，孝之端多矣，总在体字上用心。亲言当始终

遵守，亲在堂时，竭力善事，如已辞世，又当想像亲心未毕之事而续成之。既无愧于生前，又无悔于身

后。尽力勉强，问心若安，则孝近矣。莫谓大孝完人，非圣人不能也。”[7]除了强调孝道，传统家训也强

调兄弟之间的友好相处、夫妇之间的同甘共苦。

第三，传统家训注重教育后辈遵循优秀的道德规范。传统家训强调了家庭成员、族人要坚守勤俭

节约、讲求诚信等优秀道德规范。宋代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勤俭节约，特别写作《训俭示康》，通过列

举历史上节俭、奢侈两类例子，教育后代要传承俭朴的家风。明朝周怡《与子书》提出：“由俭入奢易，

由奢入俭难。饮食衣服，若思得之艰难，不敢轻易费用。”[8]晋代羊祜曾提出：“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愿

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无口许人以财，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9]

总之，传统家训的道德教育包括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承载了

人们对于道德理想的追求，反映了传统道德的传承发展。

[1]颜之推：《颜氏家训》，檀作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7页。

[2]朱熹：《朱子家训》，朱杰人编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3]陈才俊主编：《中国家训精粹》，谷淑梅注译，〔北京〕海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4]《王阳明全集》（中），吴光、钱明、董平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25页。

[5][7][8]褚当阳、刘爽选编：《中国历代家训集萃》，〔长春〕吉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29-432页，第436-437页，

第389页。

[6]陈明主编：《中华家训经典全书》，张舒、丛伟注释，〔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412页。

[9]陈明编：《家训》，〔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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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家训的道德教化特点

传统家训作为家庭教育的特殊方式，发挥了家庭道德教育的作用，表现出道德教化的功能。相关

人士制定家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训导、劝导、教育家庭成员或者族人，并使家庭成员或者族人把各种道

德准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传统家训的修身、睦亲、治家、处世等内容都具有强烈的道德教化色彩，

在家庭成员或者族人的道德人格培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传统家训的道德教化在教化方式、教化原

则、教化内容、教化评价上都有特殊表现。

首先，在教化方式上，传统家训的道德教化强调自省这一道德修养方法。南宋袁采提出：“人之父

子，或不思各尽其道，而互相责备者，尤启不和之渐也。若各能反思，则无事矣。”[1]这强调了“自我反

思，则无往而不善”的要求。明朝唐顺之提出：“此后读书做人，须苦切点检自家病痛。盖所恶人许多

病痛，若真知反己，则色色有之也。”[2]这是注重反躬自省的要求。这都是传统儒家“三省吾身”“反求诸

己”等严于律己精神在家训中的反映。

其次，在教化原则上，传统家训强调严格教化、爱教结合。清朝纪昀在与其妻探讨如何教育子女

的《寄内子》中提出了“四戒”“四宜”的原则，其中“四戒”为戒晏起、戒懒惰、戒奢华、戒骄傲；“四宜”为

宜勤读、宜敬师、宜爱众、宜慎食。这八条教化原则所涉及的问题是子女成就事业的基础，其“戒”和

“宜”则是严格教化的表现。司马光强调：“自古知爱子不知教，使至于危辱乱亡者，可胜数哉！”[3]这表达

了教育子女应该坚持实现爱与教有机统一的原则。

再次，在教化内容上，传统家训除了家庭道德、个人品德外也涉及生态伦理等内容。具有儒家特

点的传统家训进行了生态伦理的教化，教化的内容包括：“取用有度，珍惜资源；爱惜物命，乐善好生；

随顺自然，不违自然之法。”[4]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中特别安排“崇俭”一篇，强调：“夫圣世之君，在乎

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5]。明朝吕坤在

《宗约歌》中提出禁戒五十四条，包含了戒杀生、戒食牛等问题。在今天看来，不杀生、不吃牛肉等相关

的禁戒规则难以成为普遍要求，但是表达出的保护动物资源的朴素观念值得肯定。

最后，在教化评价上，传统家训注重奖惩并举。颜之推在《颜氏家训》的“治家”篇中主张治家类似

于治国，也需要赏罚分明，这样，家事才能井井有条。“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

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6]明朝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中也强调对子孙要严以约束，对于违

反家训的情况也会严格处理。“子孙故违家训，会众拘到祠堂，告于祖宗，重加责治，谕其省改。若抗拒

不服，及累犯不悛，是自贼其身也。”[7]

四、发挥家训作用，加强家庭伦理建设

传统家训在家庭或家族的健康发展中及社会生活的秩序稳定上都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现代

以来，传统家训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逐渐弱化。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由传统向现代演

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价值观念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家庭的社会功能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背景

[1]褚当阳、刘爽选编：《中国历代家训集萃》，〔长春〕吉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426页。

[2][7]张艳国编著：《家训辑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第64页。

[3][5]陈明主编：《中华家训经典全书》，张舒、丛伟注释，〔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209页，第144页。

[4]陈延斌、孟凡拼：《儒家传统家训中的生态伦理教化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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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们的家庭伦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人因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不顾家庭伦理道德的约束，

子女不尽赡养老人义务，婚外情现象不断增多。一些家庭只顾挣钱却忽视对子女的道德教育，甚至发

生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相残的悲剧。新时期，对适应社会转型要求的家庭伦理道德体系的重建，

应该充分发挥优秀家训的教化作用，加强家庭伦理建设。

第一，吸收传统家训精华，营造新时期良好家风。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文明家庭

代表时强调指出，家庭的生活依托、社会功能及文明作用等都是不可替代的，所以要注重家庭、家教、

家风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好家风的形成将会推动社会好风气的产生。传统家训是传统文化的重要

资源，其积极进步的内容今日仍有极强的价值。但是，传统家训在封建社会的生产生活中产生，有些

内容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了。所以，在加强新时期家训建设工作中，我们应该辨别传统家训的

内容，找出精华，去除糟粕，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抛弃不合时宜的封建内容。我们应该学习借鉴优秀传

统家训中反映民族精神、体现优秀传统道德的内容，推进家风建设，实现现代家庭伦理的重构。

第二，发挥家训教化作用，推动青少年德性养成。德性养成是指对未成年人开展一定的教育活

动，使其具备一定的道德品性的过程。传统家训在对青少年的道德教化中注重了立志、礼仪、家政及

人伦等方面的教育。在立志方面要求勤勉治学、自强自立；在礼仪方面讲求起居有节、力戒恶习；在家

政方面注重勤俭持家、救济困苦；在人伦方面则强调爱亲敬长、爱国爱民[1]。传统家训中丰富的家庭道

德教育资源对当今社会青少年道德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家庭应注重子女的道德教育，家长应

以身示范，在家庭生活和实践中帮助子女提升道德认知，帮助子女逐渐形成稳定的道德人格，使传统

家训在子女的德性养成培育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重视“蒙养”的作用，提升家庭道德教育效果。传统家训重视“蒙以养正”。颜之推在《颜氏

家训·教子》中谈到古代圣贤的君王非常注重胎教，而孩子出生后很快就开展孝、仁、礼、义等道德教

育，强调了对子女的道德教育要从小抓起。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对子女从小开

展道德教育，从源头抓起，就容易取得更好的道德教育效果。

第四，加强新时期孝道教育，形成良好的家庭伦理氛围。传统家训都很注重孝道教育，有的主张

孝德为立身之本；有的要求子孝父慈，父辈也要以身示范；也有的提出敬为孝之本[2]。这些主张在新时

期孝道文化建设中都有重要价值。排除孝道教育中“愚孝”的内容，传统家训中孝道的教化内容、教化

方式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在培养目的上，注重学习传统家训中“孝为立身之本”“百善孝为

先”等观念；在培养内容上，可以吸取传统家训中“敬为孝先”“慈孝相应”等规范；在培养途径上，借鉴

传统家训中“以身立教、注重践履、家风陶冶”的做法[3]。

总之，继承和弘扬优秀家训文化，应根据今天的社会现实，寻找传统家训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契合点，对传统家训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比较，寻找传统家训与现代道德建设的结合点，通过优秀家训

文化的传承、借鉴，使得家风家训成为积淀道德品质、建设道德文明的“古为今用”的价值体现。

〔责任编辑：洪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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