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7-09-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14ZDB007）、黑龙江省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明清家法族规中的优秀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4E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威（1970-），男，哲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宇（1984-），

男，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8 年第 2 期 总第 200 期

CHANGBAIJOURNAL No.2 2018 Sum No.200

明代是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亦可将其视为家训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
传统家训日臻成熟，直至清代前期达到鼎盛之势。 从德育内容来说，明代家训在基于“忠孝礼信”
等道德规范教育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女子贞烈观念、个人气节以及民族信仰的教化；从德育路径

来说，在官私相结合的教育背景下，明代家训更加注重家庭和社会教化，试图将道德教育落实到

民间，强调道德教育的社会基础，宗子教育、社会养成、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等形式尤为突出；从

德育方法来说，明代家训多采用人伦日用语言，更加贴近大众生活的教化方式，并通过身体力行、
上行下效、因材施教等教育手段，将德育融入、内化进家庭生活之中，借以提升家庭成员的道德涵

养。总之，“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乃是中国人亘古不变的教育常态和永恒主题，也是中

国人不断追求的生活信念与目标。虽然明代家训并非“篇篇药石，言言龟鉴”（王钺：《读书丛残》），
但讲清楚明代家训中优秀德育思想的继承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当代家

庭德育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均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体现继承性：承续明代家训优秀德育思想的教育理念

众所周知，传统家训文化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承和延

续， 是因为它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其中的德育思想不但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

特征，还具有符合时代精神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正因如此，传统家训虽历经岁月的淘洗，
仍不失其时代价值。以明代家训为代表的传统家训既显示出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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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中国家庭道德教育延续性和继承性的集中体现。 明代学者方孝孺告诫后世子孙：“君子

之道，本于身，行诸家，而推于天下，则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 治之可无法乎？ ……作《宗仪》九

篇，以告宗人。 庶几贤者因言以趋善，不贤者畏义而远罪。 ”（《宗仪·序》）不言而喻，明代家训是将

修身立德、齐家平天下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将家庭成员的道德教育视为家庭的首要任务。
因此，承续与借鉴明代家训中的德育理念对于今天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第一，承续明代家训优秀德育思想的教育理念，要把握教育时机，遵循教育规律。家训能最为

直观地反映出家庭的教育时机和教育方式。 明人霍韬曰：“家之兴由子弟之贤， 子弟之贤由乎蒙

养。 蒙养以正，岂曰保家，亦以作圣。 ”（《家训·蒙规》）即是强调教育时机的重要性，也就是古人所

说“养正于蒙，学之至善也”（程颐：《伊川易传》）的道理。明人吕坤在《闺范·嘉言》中将胎教做到了

极致，足以见他对不同教育阶段的重视，以及善于总结和把握教育规律。 书中写道：“古者妇人妊

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 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 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 夜则

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过人矣。”方孝孺则认为，幼儿时期是道德习性养成

的最佳阶段，他在《幼仪杂箴》中从“坐立行”等方面督促子女行为规范的养成。他要求道：坐要“维

坐容，背欲直，貌端庄，手拱臆”；站要“其中也敬，而外也直。 不为物迁，进退可式”；行要“步履欲

重，容止欲舒，周旋迟速，与仁义俱”等。方孝孺还重视对教育时机的把握，要求子女在不同年龄段

学习不同的礼仪和技艺，他指出：“树木生有枝，子弟教及时；七年异男女，八岁分尊卑。 二五学书

计，逢人多礼仪。三五学射御，四五加冠矮。”（《勉学诗》）综观明代家训的教育理念不难发现，家训

是古人在教化过程中长辈与晚辈之间共同达成的“契约”范本，以此为基础能够使教育方式和教

育规律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并且， 明代家训对教育规律与时机的选择往往能因人而异且审时度

势。 正如明人王樵所言：“陶器初染之气，终于不去；童幼初闻之语，毕世难忘。 ”（《铎书》）以此为

鉴，当代家庭德育就要重视教育时机的合理性，注重教育规律的科学性，这也是提高家庭德育效

果最为切实可行的途径之一。
第二， 承续明代家训的教育理念， 要拓展教育资源， 重拾经典读物。 明代家训强调读书为

本、 诗礼传家的教育理念， 注重阅读和背诵经典古籍。 在众多明代家训文献中不但记录着鼓励

家庭成员多读史、 读经典的至理名言， 还详实地制定了学习计划或学习方法。 譬如， 明人徐云

村在《许氏贻谋四则》中要求子女：“初读蒙训，日四句至六句，次读古文孝经，日二行至三行，次读

古小学， 朱子小学， 日三行至四行， 看读背读通读如后法， 乃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集注， 渐增

至千字止， 自孝经以下， 读过书， 日带温， 倍不辍。”徐云村在家训中记录的读书方法强调由浅

入深、由易到难，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和系统的学习体系。明代文臣杨继盛要求子女“多记多作

四书本经记文一千篇，读论一百篇，策一百问，表五十道，判语八十条，其余功惟熟读‘五经’、《周

礼》《左传》。 好古文读一二百篇，每日作文一篇，每月作论三篇，策二问。 ”（《杨忠愍公遗笔》）由此

可见， 传统家庭治学严谨且教育严格的学习之风可以逐渐演变成优良的家庭门风， 使得古代书

香门第或是文臣显宦等家族的文化气质和文学素养绵延不绝， 影响后世。另外，明代家训中教育

子女的名言警句同样比比皆是，这在传统家庭教育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譬如，明人吕坤用

育儿诗教导后辈道：“要甜先苦，要逸先劳。 须屈得下，才跳得高。 白日所为，夜来省己。 ”（《续小儿

语》）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教育读物不但种类繁多且流传甚广，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开蒙要训》
《童蒙须知》《增广贤文》等，这些蒙学读物将德育内容表述得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且寓教于乐。 对

于当代家庭而言， 古代家训中的治学箴言在今日亦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诸如明代家训

中的《了凡四训》《庞氏家训》《幼仪杂箴》以及其他朝代的《颜氏家训》《朱柏庐治家格言》《曾国藩

家书》 等许多家训名篇之中无不彰显出优秀家风、 家教的德育精神， 并且成为后世学习、 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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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范。
第三，承续明代家训的教育理念，要优化教育环境，营造教育氛围。荀子曾强调君子对生活环

境的要求，认为“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荀子·劝学》）颜之推更加形

象生动地描述了家庭环境的重要作用，说道：“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
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颜氏家训·慕贤》）毋庸置疑，古人十分重视生活环境对教育效果

的间接影响。 关于这一点，明代家训中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 譬如杨继盛认为，与读书人为友，自

然也成为正人君子，“拣着老成忠厚，肯读书，肯学好的人，你就与他肝胆相交，语言必相逐，日与

他相处，你自然成个好人，不入下流也”。（《杨忠愍公遗笔》）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战国

策·齐策三》）姚舜牧同样认为，若与恶人相交并受其影响，小则倾尽家产，大则丧身性命，“交与宜

亲正人，若比之匪人，小则诱之佚游以荡其家业，大则唆之交构以戕其本支，甚则导之淫欲以丧其

身命，可畏哉”。（《药言》）由此可知，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以及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不仅需

要家人正面的谆谆教导，更需要在生活环境的熏陶下日渐生成。 从古至今，道德教育的现实基础

就是生活，离开具体的生活实践，道德教育亦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讲求择善而从、兼收并蓄

的教育理念，乃是继承明代家训优秀德育思想的集中体现。 以明代家训为借鉴，当代家庭德育的

立足点应在继承优秀家训文化资源的基础上， 挖掘其中丰富的教育理念———不但要利用教育时

机，把握教育规律来促进家庭成员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转变，还要优化和营造家庭教育氛围，
强调德育目的和教育环境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以期达到当代家庭道德教育的目标，并取得令人满

意的成效。

二、注重民族性：挖掘明代家训优秀德育思想的精神价值

以明代家训为代表的传统家训文化集中体现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所固有的精神内核与气质

秉性。这种精神内核在我国家庭发展与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民族性遗传”的效果，而气质秉性则在

纷繁复杂的家庭变迁史中演绎着民族基因彼此整合、衍生和演化的内在运作形式。二者的共同合

力才使得家训中优秀德育思想的文化基因延续至今。也正是由于这种“遗传性的民族精神”，我们

才能将明代家训融会贯通，并运用到当代家庭德育的模式之中，从而彰显传统家训别具一格的精

神魅力。
第一，挖掘明代家训中优秀德育思想的精神价值，要以以德立身为先，注重人格养成。在传统

社会，家庭成员的品行修养与家庭德育密切相关。而传统家训不但在家庭德育中占据至关重要的

地位，同时还对家庭成员的道德品行起到规范和监督的作用。 古语有云：“才者，德之资也；德者，
才之帅也。 ”（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一》）意即成人、成才都要以“德”为根本，以“德”为首位。 孔

子也强调：“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颜渊》）明代家训因受儒家思想影响，
十分重视人格培养，并将立志树德、修身养性以及培育君子人格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遍览

明代家训，其中有关道德品质与志向理想的教育内容不胜枚举。 例如，明人袁衷将立德与立志并

重，他说：“士之品有三：志于道德者为上，志于功名者次之，志于富贵者为下。”（《庭帏杂录》）袁衷

还指出了德行修为与学习的重要关系，“志欲大而心欲小，学欲博而业欲专，识欲高而气欲下，量

欲宏而守欲洁”。 （《庭帏杂录》）明代家训中还用浓重的笔墨强调立德为先与治学之道的关系。 譬

如，王阳明认为立志与学习的关系在于：“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

溉，劳苦无成。”（《示弟立志说》）此外，明代家训还将立德修身与齐家治国紧密地联系起来。譬如，
方孝孺在教育子女时讲道：“圣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诚其念虑，以正其心，然后推之修身；身既修

矣，然后推之齐家；家既可齐，而不忧于为国与天下者无有也”。（《逊志斋集·家人箴》）常言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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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居贤德善俗。 ”（《周易·渐·象传》）“德育为先”“德教在家”自古便是我国德育的优良传统。 即

便在今日，以德立身，教子做人依然是当代家庭德育的根本任务。正因如此，我们更应正确对待明

代家训中的优秀德育思想，勿忘先祖赋予中国人的精神食粮。
第二， 挖掘明代家训中优秀德育思想的精神价值， 要提倡治家有道， 勤俭持家。 明代家训

中的治家要略除了对家庭成员、 家庭事务和财政收入进行有效地管理之外， 还有两个显著的特

点： 其一， 事无巨细， 事必躬行。 与以往各时期的家训不同， 明代家训所记录的事项更加细致

具体， 这其中既包涵家国存亡的大事， 也兼顾生活起居的小事， 亦即共性的约定规范与个性的

经验教导并存， 在对生活现象的描述中又夹杂着对事物本质的深层剖析。 一言以蔽之， 但凡家

务之事， 详略得当， 面面俱到。 譬如，《孙简肃公家训》对子女衣食住行要求严格，其中记载道：
“常服，葛苎紬布，非公服不衣纨绮；常食，早晚菜粥，午膳一肴，非宾、祭、老、病，不举酒、不重肉。”
明人支大纶在《谱牒·立统纪》中对家庭事务的管理做出了翔实的规定：“一家产业赀财总造一册，
以次相传：田若干，无大故不得轻售；米谷若干；器具若干。长子曰家督，无所不统……”诸如此类，
不一一列举。 其二， 俭以养德， 勤俭持家。 古人把节俭视为道德的基点， 把奢侈视为最大的恶

行， 即“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隐公十一年》）从外在形式上来看，节俭与奢侈是关

于如何对待金钱利益与物质享乐的态度，而究其根本则关系到人的品德和本性。明代生产力水平

相对落后，以家庭或家族为生产单位的情况下，就必须提倡勤俭持家。对此，明代家训讲得十分明

白。明人吴麟徵曰：“治家舍节俭，别无可经营。 ”（《家诫要言》）明人庞尚鹏认为：“家累千金，毋忘

饘粥；虽有千仓，毋轻半寂。 ”（《庞氏家训》）可见，“勤俭”是诸多明代家训中一以贯之的重要治家

思想。
第三，挖掘明代家训中优秀德育思想的精神价值，要弘扬民族精神，继承传统美德。 我们知

道，民族精神就是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诸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

同等内容的思想精华，也可以说是对儒家所倡导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凝练与升华。而传统家训中所

强调的核心价值观，即是儒家思想通常所说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及儒家思想所

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育方式。将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和民族精神融入到明代家

训之中则体现在学习、生活、处世等诸多领域，包含了诸如孝悌、睦亲、友善、诚信及贵和等各个方

面。例如，明人薛瑄在《诫子书》中就对伦理关系作出了解释，他说：“何谓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

友五者之伦序是也。 何谓理？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

也。 ”姚舜牧则认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字是八个柱子，有八柱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

人。 ”而在孝悌方面，他认为：“圣贤开口便说孝弟，孝弟是人之本，不孝不弟便不成人了”。 （《药

言》）明人曹端则认为孝道最为重要，“孝乃百行之原，万善之首。 上足以感天，下足以感地……所

以古之君子自生至死顷步而不敢忘孝”。（《夜行烛》）在讲求交友之道方面，温璜之母说：“汝与朋

友相与，只取其长，弗计其短”。（《温氏母训》）许相卿在《许云邨贻谋》中说道：“勿以小嫌而疏至

亲，毋以新怨而忘旧恩。”关于诚信之道，杨继盛曰：“与人相处之道，第一要谦下诚实。 ”（《杨忠愍

公遗笔》）讲求贵和方面，仁孝文皇后曰：“内和而外和，一家和而一国和，一国和而天下和矣，可不

重哉！”（《内训》）纵观明代家训中的传统美德，即便在当代社会，这些优秀品质依然是家庭德育的

主要内容。 有鉴于此，挖掘明代家训中优秀德育思想的精神价值，传承明代家训优秀德育思想的

精神内涵，弘扬以德先行、修身养性、重视孝道、家庭和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具有民族认同感

的价值理念，方能彰显家训独特的文化优势及其民族魅力。 更进一步讲，这种源于中华民族千千

万万家庭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也能够反作用并应用到当代家庭德育与家庭伦理的建构之中，从

而使家训中的优秀德育思想及其精神品质得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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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彰显时代性：培育社会主义家庭道德文明新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

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

直的价值标准。”[2]传统家训中世代传承的道德观念及价值体系，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华民族

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成为涵养当代社会道德规范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将

明代家训中的优秀德育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 形成符合时代主题和时代精神的当

代家庭文明新风尚，不仅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同时也能在一定程

度上为当代家庭道德文明建设和发展提供丰富的理论滋养。
第一，培育家庭道德文明新风尚，要转变家庭德育观念，赋予传统家训以新的时代内涵。近现

代社会家庭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对家庭德育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 与此相应，赋予传统家训以新

的时代内涵进而使之符合当代家庭德育的需求，我们认为至少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其一，借

鉴明代家训的教育形式，要注重情感性与自律性相结合，把握“言教”和“身教”的平衡点，即“慈

者，上所以抚下也，上慈而不懈，则下顺而益亲。”（仁孝文皇后：《内训·慈幼章》）同时，还要做到严

宽有度，要在尊重家庭成员人格和个性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独立的沟通交流，做到“教之者导之以

美德、养之以廉逊、率之以勤俭、本之以慈爱、临之以严格，以立其身，以成其德”。（仁孝文皇后：
《内训·母仪章》）其二，在德育过程中转变教育原则，注重明代家训的现实意义，将传统道德规范

要求与主流价值和时代精神相结合，将和谐民主之风融入到家庭氛围中，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自

由、尊重与宽容等。在强化权利与义务双向关系的同时，建立和睦、亲善、友爱的家庭人伦关系。其

三，合理开发与利用明代家训中有关读书明理、勤俭持家、自省慎独、与人为善等反映中华民族优

秀品质与崇高民族气节的传统美德，通过当代家庭的德育践行，将这些美德植根于普通民众的日

常生活中，进而实现传统家训的借鉴与转化。
第二，培育家庭道德文明新风尚，要重塑家庭伦理，推动家庭文明建设。明人姚儒曰：“古君子

修身以教家，故民彝立而家道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以修身而治国、平天下，则是教家之推。”
（《教家要略·序》）可见，古代家国同构的道德格局将人伦纲常从家庭扩展至社会和国家，形成关

乎家族生存、社会生活乃至国家兴衰的“三位一体”。 然而，时移俗易，世事变迁，当代家庭道德观

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因而，当代家庭德育的功能与定位应该立足于家庭伦理的重塑与

再造，具体而言：其一，当代家庭伦理应具有社会适应性和相对独立性。 众所周知，家庭不能脱离

社会而存在，同样，家庭伦理也是由社会性质决定并与社会相适应的。 如果说在古代宗法社会中

的家庭伦理同社会伦理表现出同构性，那么，今天的家庭伦理不但要具有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特

点和功能来实现人的社会化职能， 还要具有独立选择的能力来符合各个独立家庭的特点和生活

习惯。其二，当代家庭伦理应具有开放性、平等性和民主性。网络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关系突破了传

统人伦关系的“熟人圈子”，将家庭伦理引向开放性的公共范畴。与此同时，家庭的生活方式，伦理

道德都不可逆转地融入到信息化、科技化的现代生活之中，这使得传统伦理视阈下的性别、年龄、
血缘、位次等秩序关系进一步弱化，其结果是自由、平等、民主等具有社会公民性质的道德规范被

人们普遍遵守。 其三，当代家庭伦理应在理性中兼顾人情关怀。 家庭成员可以通过合理诉求来保

障人格独立和合法权益，强化权利和义务双向性，注重感情性和自律性相统一。 在人伦关系层面

重视夫妻平等、共同赡养老人和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并通过理性方式来规范人情运作，进而实

现人伦之情与道德礼法的和谐统一。
第三，培育家庭道德文明新风尚，要对接当代文化精髓，唱响醇正家风主旋律。何为家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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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风也，教也。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3](P18)优秀家风不仅能监督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还能维系

家庭和谐、促进社会稳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

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 ”[1]为此，弘扬当代家风主旋律就要求我们做到：一方面，善于凝练优秀家

风，形成与时俱进的德育观念。 在传统道德观念受到重视与认同的大趋势下，抛弃传统中盲目崇

古和封闭的德育模式，提炼出切合当今时代家庭自身实际的家风与家教形式。 并且，在结合传统

优秀家训、家风德育内容的同时，将当下多元教育因素融入到家庭德育之中，强调家庭德育方式

和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另一方面，营造书香氛围，打造书香家庭，形成以读书为核心的家风、
学风。 通过持久、醇正的家风熏染，使每一代人的优良德行都能够绵延不绝，进而“在全社会形成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4](P192)，使好家风薪火相传。 至于评判优秀家风的标

准，我们认为，大体要符合以下三个方面要求：其一，好家风所承载的文化样态要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脉相承，并且能够与当代社会主义文化有效对接；其二，好家风要具有真理性的特点，要符合普

遍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评判标准；其三，好家风要适合社会的时代发展需要，并有利于推动现

代家庭道德文明建设。 毋庸置疑，当代家庭德育建设还要以良好的家风为基础，构建新型家庭德

育模式势必要以汲取传统家训中的德育资源为前提和保障。 只有将传统家训资源和家庭德育建

设结合起来，才能使当代家庭道德教育具有现实意义，才能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到家庭文明建设

中来，进而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自身。 ”（《孟子·

离娄上》）孟子所言道出了千百年来传统家训所传承的主导精神，亦道出中国家庭德育生生不息

的文化理念。 只有讲清楚了以明代家训为代表的传统家训的继承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才能充分

运用其中的优秀德育资源，形成与时俱进且紧跟时代步伐的德育范本，才能与不断发展和求新的

家庭德育体系相适应、相匹配。 “服民以道德，渐民以教化”，（欧阳修：《三皇设言民不违论》）重视

家庭文明建设，正确对待包括明代家训在内的传统家训中的优秀德育思想，才能为构建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好家庭、文明好风尚”助推一臂之力。总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只有推

动形成积善成德、崇德向善的家庭文明氛围，唤醒中华四亿多个家庭的道德自觉，我国家庭的整

体德育水平才能得到显著提升，国家和民族才会不断走向繁荣与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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