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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
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在中国漫
长的历史里，《礼记·大学》的这句话，深刻地影响了
中国的社会心理结构。

所谓“修齐治平”，是一个逐层递进的同心圆结
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差
序格局，以家庭为中心，像水的波纹般逐渐向外扩
散。而隐藏在这一结构中的，是“家国同构”的思维
逻辑：家、国、天下的结构是类似的，要治理国家，
就得先治理家庭；家庭治理得好，才有治理好国家的
可能——毕竟，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

血浓于水，很少有其他的社会关系能超越家庭的
血缘关系。也正因此，说“关系”、说“裙带”，首先
说的是家庭关系。在中国的俗语谚语中，“一人得
道、鸡犬升天”也好，“龙生龙，凤生凤”也好，“虎
父无犬子”也好，说的都是家庭，尤其是有权力、有
实力的家庭对子女的影响。

因此，也才会有“家风”一说。毕竟，父母是父
母，子女是子女，其中的好习惯、优良传统是不会天
然地随着基因遗传的，正所谓“性相近、习相远”，

后天的教育和培养，才是子女能否成才的决定性因
素。

家是温暖的港湾，也是铁石心肠者最容易被攻陷
的“柔软角落”。在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落马官员中，
违反党纪国法，利用职权为家里人谋利的例子数不胜
数——有的是插手土地、矿山内幕交易，有的是“一
家两制”，家里人收钱，台上人办事；有的是没有禁
住“枕边风”和子女的欲望；有的则是从直系亲属到
沾亲带故者，皆从中受益，形成腐败利益共同体。

之所以有这样的局面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官
员对家庭约束不力、教育不力。既有上梁不正下梁歪
的例子，也有意志软弱、被家庭成员裹挟的例子。总
之，就是在“其身不正”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其
家不正”。

在许多中国人的家门口，都会挂这样一幅对联：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中国的古人很早就认识
到，金银财宝、高官厚禄都不是让子孙后代享福受用
的事物，只有优良的品德、读书的传统，才是让一个
人行正于世、俯仰无愧的真正财富。

从诸葛亮的 《诫子书》，到颜之推的 《颜氏家

训》；从司马光的《温公家范》，到曾国藩“八本三致
祥”，每一部流传至今的前人家训中，都有告诫子孙
为官先思报国、莫贪钱财、勤俭节约、敦厚品德的内
容。这是他们的人生经验总结，也是对子孙的谆谆教
诲，更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体认践行。

不用追溯太久，老一辈革命家已经给我们做出了
典范。毛泽东的亲属请求其为儿子安排工作，他拒绝
道：“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
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周恩来总理制
订的“十条家规”，每一条都在谈论不以权谋私，比
如“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我的关系”、“晚辈不能
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
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我代
付”；朱德教育子孙时常说，“你们要接班，不要接
官”。

知易行难，笃行致远。共产党员不是生活在真空
中，也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是圣人。但每个人都可能是
父母，为自身计，为子女计，为家庭计，就会真正明
白，党纪的严要求，才是真正的爱——让每个党员干
部都行得正、走得远的爱。

古代名人如何古代名人如何““廉洁齐家廉洁齐家””
陈振凯陈振凯 刘轶轩刘轶轩

日前日前，，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以下简称以下简称《《准则准则》）。》）。

《《准则准则》》如同如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洁明了简洁明了，，全全
文文 281281 字字，，核心内容是核心内容是 44 个必须个必须、、88 条规范条规范。。88 条规范条规范
中中，，前前44条针对全体党员条针对全体党员，，后后44条针对党员领导干部条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其其
中第中第88条为条为：：廉洁齐家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这是这是

““齐家齐家””首次被列入党的规章中首次被列入党的规章中，，领导干部家风受到空前领导干部家风受到空前
关注关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领导干部的家风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不是个

人小事人小事、、家庭私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中中
央深改组第十次会议强调央深改组第十次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各级党委（（党组党组））要重视领要重视领
导干部家风建设导干部家风建设，，把它作为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把它作为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
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定期检查有关情况定期检查有关情况。。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来都讲德法相依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来都讲德法相依、、德治礼序德治礼序，，
家规族规家规族规、、乡规民约传承着中华文化的乡规民约传承着中华文化的DNADNA。”。”1010月月2323
日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发表署名文章解读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发表署名文章解读《《准则准则》。》。

而践行准则而践行准则，，不妨从中华文化中寻找不妨从中华文化中寻找DNADNA，，看看中看看中
国古人是如何国古人是如何““廉洁齐家廉洁齐家””的的。。

重视家庭，是中华民族一大特点。“国”
与“家”互不可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一个递进进阶，治国先治家，治家必有家
规。

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专
题中，第一个被推出的家规是《郑氏规范》。

《郑氏规范》，是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钦赐“江南
第一家”的郑氏一族的家规。“江南第一家”，即郑义
门，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郑宅镇，家族素有好学的
风尚和孝义的名声。

浦江县博物馆副馆长张智强发现，从宋、元到明、
清，郑义门约有173人为官，尤其是明代，出仕者达47
人，官位最高者位居礼部尚书。令人惊叹的是，郑氏子
孙中，竟没有一人因贪墨而罢官者。

秘诀何在？张智强介绍，《郑氏规范》 168 条家规
中，86、87、88三条涉及到为政廉洁方面，是针对出仕
当官的人规定的。

如 86条：“既仕，须奉公勤政，毋踏贪黩，以忝家
法。任满交代，不可过于留恋；亦不宜恃贵自尊，以骄
宗族。仍用一遵家范，违者以不孝论。”家规中，对子
孙出仕为官、任满离职等有明确规范性要求，违者被视
为不孝。

研究者发现，作为郑氏家族管家治家的法宝，《郑氏
规范》精华有三：一是厚人伦，崇尚孝顺父母、兄弟恭让、

勤劳俭朴的持家原则；二是美教化，开办东明书院，注重教育，且教子有
方；三是讲廉洁，从家庭角度制约为官者“奉公勤政，毋蹈贪黩”。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毛醒策对《郑氏规范》有极高评价。在
他看来，中国的家训制度，大约有三个历程。第一个是 《颜氏家训》，
第二个是宋代司马光的 《家仪》，这两者理论性较强。而第三个里程
碑，《郑氏规范》最大的特点是比较注重家规的操作性，把儒学的追求
转化为可操作的细节。“这个家族能够三百年繁荣昌盛，跟可操作性强

的家规有密切的关系。”
让我们将视野转向陕西潼关县，在那里，

杨震“四知拒金”的故事千古流传，无人不
知。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郡 （今陕西省潼

关县安乐镇水峪口杨坡村） 人，官至太尉。曾有人劝杨震为
子孙考虑，置办产业，他拒绝，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
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从此，“清白吏”家风在杨家代代相传。从杨震起，家
族有四代人连续担任“三公”职务，个个清廉。杨震也被公
认为杨氏家族发脉始祖，杨氏后人，都以“清白传家”、“四
知家风”作为祖训。以“四知”典故命名的“四知堂”、“清
白堂”，遍布海内外。

拥有良好家风的家族，不胜枚举。在福州市鼓楼区鼓西
街道文北路 （文藻山），民族英雄林则徐家规入仕篇有言：

“夫人务必嘱咐二儿须千万警慎，切勿仰仗乃父的势力，和
官府妄相往来，更不可干预地方事务。”他让夫人一定叮嘱
儿子们，清白做人，谨慎做事。

山西晋城陈氏家族的陈氏家训说：“爷事儿知，浊富非
吾志，宁怀一念私！享浊富徇利亡身，怀私心违天害理。”
教育后代不要贪图不正当的钱财。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则在给其弟的信中自
勉和告诫：“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贻之福自我一人享尽，
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
自概耳。”“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

从从““江南第一家江南第一家””到到““四知堂四知堂””

以上列举的名门家规，虽各有侧重点，却都突出“清廉”二字。
在优良家风的指引下，这些家族可谓才人辈出，且守正清廉。

除上文举例的郑氏一族，有 173 人为官，官位最高者为礼部尚
书，无一个因贪墨而罢官者外，山西晋城陈氏家族，则在历史上出过
9位进士，其中 6位翰林，并培养出了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理学
家、清康熙朝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

此外，山西省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的裴氏家族，自古为三晋望
族，历史上先后出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正史立传与载列者600
余人，名垂后世者不下千余人，《裴氏世谱》 等记载，“自秦汉以来，
历六朝而盛，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以后，余芳犹存”。

重要原因之一是 《河东裴氏族训》 造福后世：推诚为应物之先，
强学为立身之本。节俭为持家之基，清廉为从政之道……

同样是官居高位，与这些家族相比，以徐才厚、周本顺等为典型
的当代落马高官，则是在治家之道上出了大问题。治家不严，“家族
式贪腐”，是当下一些贪腐案件中的常见现象。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

大；原河北省委书
记 周 本 顺 收 受 礼
金、礼品，为其子
经 营 活 动 谋 取 利
益，家风败坏、对
配 偶 子 女 放 任 纵
容；广东韶关市公
安局原局长叶树养
受 贿 的 “ 宏 伟 目
标 ”， 是 给 儿 子
2000 万、给女儿女
婿2000万……

世人谁不爱子孙？“天下第一家”郑氏一族等家族，为子孙后代制定家
规家训，看似严苛，实则是出于对后代的爱护；落马官员以违法乱纪形式，
拼命为配偶子女敛财保驾护航，看似也是一种“爱”。不同的是，前者纯
净，泽被后世，后者畸形，贻害无穷。

治家不严治家不严，，必有后患必有后患

习近平说，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
价值缩影。良好家风和家庭美德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
实生活中的直观体现。

对于廉洁齐家，他以身作则。人物特稿 《“人民群众是我
们力量的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一文中写到，
受父母耳濡目染影响，习近平秉承家风，对家人要求也非常严格。他担任领导
干部后，每到一处工作，都会告诫亲朋好友：“不能在我工作的地方从事任何
商业活动，不能打我的旗号办任何事，否则别怪我六亲不认”。无论在福建、
浙江还是在上海工作，他都在干部大会上公开郑重表态：不允许任何人打他的
旗号谋私利，并欢迎大家监督。

2月17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华民
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
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
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

习近平对干部廉洁齐家极为重视。“郡县治，天下安”，县委书记在中国官
员队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1月12日，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
谈会上，习近平强调，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我经常讲，鱼和

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要始
终严格要求自己，把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
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要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要
求他们守德、守纪、守法。

“四知遗训家声远，三相流芳世泽长”。渭南师范学院教授梁建邦认为，
良好家风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后代在家庭生活中继承先祖的优良品德
和传统起着积极而有效的约束和激励作用。

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齐家，不仅能影响后代，还能赢得民心，引导社会
风尚。王岐山在署名文章中指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
中，中国共产党只有从严要求自己，才能肩负起历史使命，赢得人民的信任
和信心，战胜13亿人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领导
干部任重道远。 （本文参考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相关素材）

廉洁齐家，干部带头廉洁齐家廉洁齐家，，干部带头干部带头

““修齐治平修齐治平””

今天依然适用今天依然适用
申孟哲申孟哲

对照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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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福州党员自觉学习新修订的《准则》和《条例》。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严字当头 赵乃育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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