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最基本的伦

理实体。作为一种伦理实体，家庭具有家庭伦理精

神。家庭传承家庭伦理精神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家庭

道德记忆。它是人类集体道德记忆的第一种形态，

在家庭伦理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存在价值应

该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家庭伦理与家庭道德

黑格尔曾经说过：“伦理是现实的或活的善，它

通过人的知识和行动得以体现出来，而成为现实的

或活的。反过来说，人的伦理性的意识，以善为其基

础、内容和目的。”[ 1 ]（P76）在黑格尔看来，伦理的实体

是善，其表现形式之一是人们的伦理观念；伦理观

念不仅具有实体性，而且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和永

恒性，它是指导个人生活的东西，但它对个人生活

的指导必须借助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等社会实体

来实现；人类伦理精神的发展经历了三个环节：直

接的伦理精神———家庭；分化的伦理精神———市民

社会；重新达到统一的伦理精神———国家。在黑格

尔的伦理学理论框架中，家庭是人类伦理精神发展

的第一环节，市民社会是中间环节，国家是最后一

个环节。黑格尔的伦理观正确地将家庭、市场社会

和国家明确界定为伦理精神实体，并且揭示了伦理

精神必须转化为人类道德知识和行为的事实，但它

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不足。例如，它仅仅将家庭视

为人类伦理精神的首要环节，并没有揭示“家”这一

概念的伦理精神性特征，因此，它所凸显的家庭伦

理观仅仅涵盖家庭生活领域。
我们认为，家庭伦理应该包含两个维度：一是

“家”的伦理意蕴；二是“家庭”的伦理意蕴。在汉语

中，“家”不能与“家庭”混为一谈。在英语中，“家”是
home，而“家庭”是 family，两者也不能张冠李戴。
“家”和“家庭”不仅是两个字面涵义不同的概念，而

且是两个具有不同伦理意蕴的概念。
家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指一个人长期居住

的地方或场所，它通常作为“房子”或“住房”的代名

词而存在；因此，“回家”是指一个人回到他长期居

住的地方、场所或房子，而“离开家”是指一个人离

开他长期居住的地方、场所或房子。“家”还与私有

权有关。一个能够被称为“家”的地方必定是私有

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一般不会将租赁的房子或暂

居的宾馆称为“家”。
家庭则是一个人际关系概念，它是以夫妻关系

为核心而构成的一种人际关系系统；因此，人们在

谈论家庭的时候，通常是从夫妻关系的角度来说

的。判断一个家庭是否完整的首要标准是看它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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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完整的夫妻关系。有妻无夫或有夫无妻的家庭

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家庭。
有家的地方不一定有家庭，而有家庭的地方则

往往有家。一个人就可以拥有一个家，而一个家庭

必须至少由两个人才能组成。“家”和“家庭”可能是

分离的，也可能紧密结合。不过，从人类社会发展史

来看，追求家和家庭的紧密结合是人类从古至今孜

孜以求的目标。具体地说，人类历来追求这样一种

家庭生活理想：有家的地方就是有家庭的地方，有

家庭的地方也就是家所在的地方。
家和家庭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们的功能性

价值，更重要的在于它们的伦理意义。作为一个能

够稳固地为我们提供住所的地方，家为我们提供生

存的地理空间，同时为我们提供人之为人应有的安

全感、尊严感和高贵感。作为人类，我们不应该像非

人类存在者那样餐风露宿地生存，更不应该满足于

野蛮的动物式生活方式。人类就是人类，不能被等

同于非人类存在者。为了将自身与非人类存在者区

分开来，人类才发明了家，而家一旦产生，家庭就会

应运而生。家庭只不过是人类将自身的关系固定在

“家”这一地理空间的产物。家庭是以家作为存在条

件的。家庭一旦产生，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就会形

成。人类一旦结成家庭关系，我们就突破了作为孤

立个体存在的状态，转而变成关系性存在者。因此，

家庭是人类伦理关系的始发地，也是人类伦理精神

的出发点。只有在进入家庭生活方式之后，人类才

开始面对如何对待他人的伦理问题。
对于人类来说，“家”和“家庭”都具有伦理象征

意义。纵观人类发展史，它们既是人类文明的基本

标志，也是人类具有伦理尊严的基本标志。家和家

庭都具有实体性，但它们的实体性被深深地打上了

伦理特性。它们让我们成为人，同时也将我们纳入

了伦理的规约之中。一个人一旦有了家，回家或离

开家都不是随意的事情。同样，一个人一旦有了家

庭，他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放弃它。在人类社会，家的

建构和家庭的建立都是极其严肃的事情。一个人不

能随便与另外一个人建构一个家，也不能随便与另

外一个人组建家庭。这是人类自古以来一直严格遵

循的一个伦理原则。如果有人试图违背它，他就会

被指责为“乱伦”，并且会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在

任何一个文明社会，家和家庭所内含的伦理精神是

不容许遭到随意践踏的。

“家”和“家庭”所承载的伦理精神并不相同。
前者折射的主要是人与物的伦理关系，而后者反映

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家”的伦理意义

在于它的工具价值，而“家庭”的伦理意义在于家庭

成员之间的和谐，因此，如果说“家”和“家庭”都是

伦理精神实体，它们所内含的伦理精神都是“爱”，
但人类对家的爱是“爱物”，而人类对家庭的爱是

“爱人”。因此，家庭道德有两个基本内容，即“爱家”
和“爱亲人”。

家庭道德通常被称为家庭美德。由于它是以

“爱”为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称之为爱的美德。作为

人类，我们对家的爱很容易建立，因为家是我们安

身立命不可或缺的条件。事实上，家不仅是我们不

可缺少的生存条件，而且是我们获取安全感、尊严

感和高贵感的重要来源。我们对家庭的爱则具有不

同涵义。它反映的是我们作为家庭成员对待其他家

庭成员的情感态度。我们对家的爱或多或少具有

“占有”的伦理意蕴，而我们对家庭的爱则具有截然

不同的伦理性质。在现代家庭中，每一个家庭成员

都具有平等的独立人格，因此，人类的家庭之爱建

立在平等观念之上。
人类对家庭的爱具有三种主要表现形式：一是

恩爱；二是关爱；三是敬爱。
恩爱是夫妻之爱。它是家庭之爱的核心，也是

家庭之爱的支柱。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的婚姻

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伦理关系，它兼有法律性和伦理

性。在现代社会，夫妻关系是通过恋爱和婚姻的合

法性途径和合伦理性途径建立的，它是现代家庭得

以产生的基础，更是现代家庭之爱得以萌发的基

础。黑格尔曾经指出：“婚姻是一种伦理精神，男女

双方都能够意识到自己处于这个统一体中，从而也

就能相互恩爱、相互信任。”[ 1 ]（P76）作为一种伦理精

神，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绝对不等同于狭隘的性关

系，而是一种崇高的伦理关系。在婚姻关系中，性欲

的满足只是一种自然环节，它一旦满足就会消失，

但内含于婚姻关系中的伦理精神却不会消失，这是

人类婚姻关系能够得到持久维持的根本原因。夫妻

之间的恩爱之所以被人类自身描述为一种天长地

久的爱，是因为它本质上是纯洁的、稳固的、永恒

的，甚至是神圣的。正因为如此，婚姻在所有社会都

被视为非常神圣的事情；一个人步入婚姻殿堂的时

候，必须举行庄严、神圣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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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爱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原点。通过合法、
合伦理的婚姻，夫妻结合成一个家庭统一体，继而

才有生儿育女的家庭生活事实，也才能建构父母与

子女之间的家庭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家庭关系

也是通过爱的方式联结的，但这种爱不是夫妻之间

的恩爱，而是“关爱”。所谓“关爱”，是关心和爱护的

统一。
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与夫妻之间的恩爱是有区

别的。夫妻恩爱是爱情。爱情是人世间最高的情感

形式。它高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更高于朋友之

间的亲情，并且具有排他性。真正的爱情是圣洁的。
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也是一种极其崇高的人类情感，

但它更多地体现为父母对子女的责任。父母对子女

的关爱也可能达到极高的程度，即完全无私的高

度。纵然这样，它也不能与夫妻之间那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恩爱相提并论。具体地说，恩爱夫妻会

将彼此当成自己的全部生命，而父母则通常将子女

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在一个家庭中，一旦作为子女存在的人又与家

庭之外的人组建新的家庭，并且生出自己的子女，

那么，整个家庭的格局就会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

原来居于子女身份的人升级到父母身份，而原来居

于父母身份的人也上升到爷爷奶奶的身份。这样一

来，父母和子女的家庭关系就进一步拓展为祖辈、
父辈与子辈的关系。当然，这种家庭关系还可能进

一步扩展为太祖辈、祖辈、父辈和子辈的复杂关系。
一旦出现这样的家庭关系格局，人类的家庭之爱就

会产生另一种形态，即晚辈对长辈的敬爱。
晚辈对长辈的敬爱就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倡

导的“孝”。低层次的孝是孝顺之意，意指晚辈对长

辈尽赡养的责任，并且满足长辈的需要。高层次的

孝是孝敬之意，意指晚辈对长辈不仅尽赡养的责

任，而且发自内心地敬重长辈。在家庭生活中，晚辈

对长辈的敬爱应该以“孝敬”为其精义的。敬爱长辈

重在真诚，贵在虔敬。
恩爱、关爱和敬爱是人类社会普遍倡导的三种

家庭美德。它们构成人类家庭之爱的主要内容，对

人类家庭生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伦理整合作用。对

于人类来说，家历来被喻为“爱的港湾”，因为那里

是充满家庭之爱的地方。“家庭”之所以被称为家

庭，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
晚辈与长辈之间的伦理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

夫妻恩爱之情、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之情以及晚辈对

长辈的敬爱之情得到发扬光大的场所。
勤俭持家也通常被视为一种家庭美德，但它不

是一种“爱人”的美德，而是一种“爱家”的美德。作

为一种人类共同体，家是需要管理的。在传统社会

里，家长就必须承担管理家的职责；如果家很庞大、
事务繁多，就必须有专门的管家。家的管理不同于

企业管理。它主要不是依靠制度来管理，而是主要

依靠道德规范来管理。另外，家是亲情弥漫的地方。
由于亲情时刻在场，并且时刻会发挥作用，家的管

理很容易受到它的干预。家的管理常常涉及家庭资

源分配，但大都是按照亲情分配的，其公正性无法

与社会分配正义相提并论。人类社会发展史警示我

们，一个家往往因为勤俭而兴盛，因为奢靡而衰败，

因此，勤俭持家自古被当成一种家庭美德而受到人

类的高度重视。
家庭伦理必须转化为人们的家庭美德，才能变

成活的或现实的东西。在人类社会，无论家庭的形

式怎么演变，它内含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精神不会发

生根本性改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家庭美德也必

定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一面。每一个时代的家庭

结构可能不尽相同，但人类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爱

完全可能是相同或相似的。家庭伦理与“家”和“家

庭”相伴相随，家庭道德则与家庭伦理相伴相随。只

要地球上还存在家和家庭，家庭伦理就存在，家庭

美德也就会作为家庭伦理的现实化形式而存在。

二、家训家风与家庭道德记忆

家庭伦理一旦形成，它就会在家和家庭里传承

传播，并成为家训家风的主要内容。家训往往以道

德训诫为主要内容，家风则主要指一个家庭的成员

践行家训的状况。好的家训家风成就好的家庭；好

的家庭往往有好的家训家风。
建立家训家风是传承家庭伦理和家庭美德的

主要手段。人类建立家和家庭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

获得暂时的安全感、尊严感和高贵感，而是为了实

现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人类人之为人的最高意

义和价值在于，我们能够超越自然生命的局限性，

实现精神生命的无限超越，因此，我们的生存必须

具有可持续性。作为我们生存的重要寓所，家和家

庭是人为建构的产物，也是我们人之为人的生命得

到延伸的产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追求家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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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兴旺发达是我们人之为人自古以来梦寐以

求的道德理想。
家训家风是家庭道德记忆的主要内容和主要

表现形式。家庭伦理必须转化为家庭道德才能成为

活的或现实的，但它的生命力不仅仅局限于于此，

而是更多地通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来凸显。这

就为家训家风的形成提供了理由，同时为家庭道德

记忆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家训家风一旦形成，它们

就会作为家庭道德记忆的形式而存在，并且在家和

家庭里代代相传。家训家风本质上就是可以在家和

家庭里传承和传播的家庭道德记忆。
家训家风是一个家庭伦理智慧的结晶。一个家

庭的成员长期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共同体中，不仅

容易形成命运与共、同甘共苦的家庭道德价值观

念，而且容易对家庭生活的伦理价值形成比较一致

的看法。好的家庭会对他们达成共识的家庭道德价

值观念归纳为家训，并要求家庭成员世代遵守，从

而形成良好家风。一个崇尚家训和家风建设的家庭

往往是具有家庭伦理智慧的家庭。他们以要求所有

家庭成员热爱、向往和践行家庭美德为荣，以家庭

成员败坏家庭美德为耻。
家庭道德记忆是家庭兴旺发达的伦理基础。一

个家庭不是依靠物质财富或权势实现兴旺发达的，

而是主要依靠家庭道德记忆兴旺发达的。中国有句

古语说得好：“富不过三代。”其意指，一个家庭可以

富甲一方或盛极一时，但如果它没有以良好家训家

风承载的家庭道德记忆，它就很容易衰败。相反，那

些注重家训家风或家庭道德记忆建设的家庭更容

易长久不衰。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家盛和家衰的

历史都印证了这一点。
在我国，有很多著名家训。《颜氏家训》是我国

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甚至堪

称一部学术著作。该家训的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时

期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主要因为《颜氏家训》而享

誉后世。当然，《颜氏家训》更是因为颜氏家族对家

训本身的坚守而著名。正如《颜氏家训》所说：“吾家

风教，素为整密。”[ 2 ]（P68）由于严守家训，颜氏家族不

仅人丁兴旺，而且出了很多以道德操守与才学著名

的人士。仅在唐朝，该家族就拥有注解《汉书》的颜

师古、在书法方面自成一派的颜真卿、以身殉国的

颜杲卿等名人。可见，《颜氏家训》在培养颜氏家族

的道德操守和颜家家风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颜氏家训》的核心内容是讲述治家之道和为

人处世之道。在其治家之道中，尤其以教子思想能

够为后世提供启示。例如，它认为父子关系应该是

严肃、庄重的，但又不能失去应有的亲情性。它强调：

“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 2 ]（P70）

其意指，父子之间的关系应该保持严肃性和庄重

性，但父子之间的骨肉亲情也不能疏离。另外，它强

调父母对子女的爱也应该体现公正性，而不是厚此

薄彼。它指出：“人之爱子，罕以能均，自古及今，此

弊多矣。”[ 2 ]（P71）其意指，如果父母对子女的爱不公

正，子女也难以形成公正美德。
《颜氏家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以史为鉴

的方式来强调家训的重要性。它非常重视总结古代

社会的治家经验教训。一方面，它强调“圣贤之书”
的道德教化作用，认为“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

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 2 ]（P68）另一方面，它

呼吁人们效法古人对子女从小进行家训教育的传

统，主张实行“胎教”，即“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

怀子三月，出宫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以礼节

之。”[ 2 ]（P69）显而易见，《颜氏家训》不仅承载着颜氏

家族的家庭道德记忆，而且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家庭

道德记忆。
重视家训家风建设是古代中国家庭的优良传

统，因而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家庭道德记忆。基

于家训家风而建构的家庭道德记忆是每一个家庭

的历史根基。与个人的成长状况一样，每一个家庭

的发展都需要有一个历史维度作为支撑，否则，它

的子孙后代就不知道自己的来源。一个没有历史的

个人是无根的个人。一个没有历史的家庭也是无根

的家庭。家庭的历史是通过其历史记忆刻写的。家

庭道德记忆是家庭历史记忆的最重要表现形式。
现代家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家庭道德记

忆缺失。绝大多数现代家庭不重视发掘和整理本家

族的家训家风，致使它的现实性和历史性是断裂

的。由于缺乏家训家风传承，在现代家庭中成长的

小孩不仅因为不知道自己家族的发展历史而没有

必要的家庭道德记忆，而且因为缺乏家庭道德记忆

而对自己所在的家庭缺乏应有的道德情感。事实

上，家庭道德记忆缺失是现代人与家庭的关系变得

越来越疏离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类的家庭观念在不断变化。进入现代之后，

由于公共生活空间日益扩大，人类对家庭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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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巨大冲击，越来越多人必须过着与家人聚少离

多的日子。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家训家风建设是否

已经变得多余？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来看，答案是

否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与文明时代相适应

并随之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

专偶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

位的个体家庭。”[ 3 ]（P195）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的角

度揭示了家庭在文明社会的存在形式。在文明时

代，由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3 ]（P195），家庭的重

要性因此而被严重削弱，但这既不意味着家庭已经

完全失去存在价值，更不意味着家庭应有的伦理精

神可以受到忽略。现代社会发展的大量事实向我们

证明，现代社会之所以显得混乱不堪，其根源恰恰

在家庭。
在现代家庭中，由于没有受到良好家训家风的

熏陶，很多小孩是在没有接受良好道德教育的情形

下就被送入了社会。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没有培养应

有的家庭美德，在进入社会之后往往很容易陷入道

德迷茫之中。我们不难想象，一个不能在家里以合

乎家庭伦理的方式对待自己父母、兄弟姐妹的人肯

定难以适应社会对他提出的众多道德要求。家庭是

人类成长的摇篮，更是人类培养道德操守的摇篮。
家不仅仅是人类长期居住的地方，家庭也不仅仅是

人类群居的地方。它们是人类生存或生活的起点。
在这个起点上，人类需要做很多必要的准备才能投

身于复杂社会生活，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备

工作是我们必须成为具有家庭道德修养的人。

三、家庭道德记忆与家庭道德教育

家庭有大小、贫富、运行方式的差异，但所有家

庭的本质内涵是相同的。所有家庭都是由具有血缘

关系的人构成的一种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

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但它主要是一种伦理共同

体。作为一种伦理共同体，家庭对伦理精神的强调

远远强于对经济利益的强调。家庭之中也可能出现

经济利益纠纷，但绝大多数家庭经济利益矛盾是通

过伦理手段得到解决的。正因为如此，家庭往往是

人类向往和依恋的精神港湾。
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庭道德记忆。这不仅

指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训家风，而且指每一个

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庭道德文化传统。家庭道德文化

传统既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颜氏家族

拥有的《颜氏家训》不仅以成文的方式存在，而且在

颜氏家族中代代相传，这就是显性的家庭道德文化

传统。有些家庭并没有成文的家训，但它们中的长

辈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对晚辈产生了潜移默化

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内含隐性的家庭道德文化传

统。无论一种家庭道德文化传统是显性的还是隐性

的，它都是基于家庭道德记忆建构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富裕的家庭才会有意识

地建构它们的家庭道德记忆。其理由是，富裕的家

庭不仅拥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大都拥有文

化素养较高的家庭成员；最重要的是，富裕家庭往

往特别关注家庭的长久兴旺，而为了实现这一目

的，它们不得不对家庭成员进行更加严格的伦理规

约。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非不可辩驳。
历史地看，富裕家庭道德败坏的事情在人类社会发

展史上并不少见，而贫困家庭道德昌隆的事情也十

分常见。另外，期盼家庭长久兴旺发达是所有家庭

的共同愿望，要求家庭成员接受家庭伦理的规约也

是普遍现象。
贫穷家庭也有它们的家庭道德记忆。这样的家

庭都必须把生计作为家庭生活的首要问题来加以

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受贫困困扰的家庭就一定缺

乏家庭道德修养。在中国历史上，孟母三迁的故事

就广为流传。据历史记载，孟子的父亲离世早，丢下

孟母和孟子在人世间艰难维持生计。孟母没有改

嫁，克勤克俭，勤俭持家，含辛茹苦抚育孟子，要求

孟子笃志、勤学、敦品、学礼，但因孟子小时候十分

调皮，孟母为了给他提供适宜的道德生活环境，三

次搬家，最终成就了大哲学家孟子的伟业，并为后

世的母亲教育子女证提供了历史经验，她本人则成

为名垂千秋万世的模范母亲。在美国，出生在一贫

如洗家庭的林肯凭着坚忍不拔的精神艰苦奋斗，最

终登上了美国总统宝座。试想，如果没有受到父母

的道德影响，林肯何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人生成

就？

无论一个家庭多么贫寒，它的成员都可能具有

令人称赞的家庭美德。贫寒家庭的父母往往具有

“人穷志不短”的道德气节。他们深处家庭困境，但

并不一定缺乏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道德精神。更

重要的是，他们身上的道德精神很容易对他们的子

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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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孩子早当家。”贫穷会带给人们生活困难，同时

也能够磨炼人们的生存意志。在历史和现实中，很

多人是在贫穷的家庭环境中锻炼了百折不挠的道

德意志，并且凭借它在人生道路上取得了辉煌成

就。
相反，富裕家庭不一定留下为世人称道的家庭

道德记忆。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因为奢侈而败家

的故事。据说，刘邦在汉朝开国的时候分封了一百

多位功臣，赐予他们大量土地、房屋，但这一百多人

的家产百年之后几乎消耗殆尽，有些人的子孙甚至

沦落街头以乞讨为生，只有不到十个人的家族还保

持兴旺。在被刘邦分封的大臣中，只有萧何在接受

分封的时候，没有竭力争取皇城附近的土地，而是

选择了一些贫瘠土地。萧何的选择看似荒唐，实则

彰显了伦理智慧。他的用意很明显：争抢肥沃土地

的大臣表面上看占了便宜，但实际上不利于培养子

孙后代的艰苦奋斗精神，这会为家庭衰落留下祸

根；而选择贫瘠土地的情况则不同，它迫使子孙后

代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历史证明萧何的选择是正

确的。由于他的后代保持了勤俭持家的道德传统，

他的家族百年之后仍旧没有衰落。
家庭道德记忆既可能是个体性的，也可能是集

体性的。个体性家庭道德记忆是一个家庭的个体成

员所具有的道德记忆，而集体性家庭道德记忆是一

个家庭的成员所构成的整体所具有的道德记忆。这

两种家庭道德记忆并不是截然不同的，而是相互贯

通甚至相互重叠的。
需要指出的是，家庭道德记忆往往是家庭道德

教育的思想资源。家庭道德教育通常基于家庭道德

记忆而开展。这在家庭道德记忆深厚的家庭里尤其

如此。如果一个家庭里曾经出现过道德上的圣贤，

那么，它的家庭道德教育往往会要求子孙后代以他

们作为道德楷模。这种做法具有历史依据，也很有

效。在现实中，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会以自己家庭

中出现的道德楷模为荣，也容易向他们学习。
贫困家庭的家庭道德教育情况会有所不同。这

样的家庭也有自己的家庭道德记忆，但生活于其中

的人往往倾向于忽略它。原因很简单。生活在贫困

家庭中的人大都没有显赫社会地位，他们的道德影

响力也很有限。生活于贫困家庭中的人完全可能是

道德极其高尚的人，但他们的子孙后代并不一定会

以崇敬的态度敬重他们。在人类社会，人们往往将

眼光更多地投向那些社会地位显赫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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