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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曲阜孔庙有个诗
礼堂，孔子曾经在此教育
儿子孔鲤学诗经学礼记，
留下了“诗礼庭训”的佳
话，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
的肇始。

自南北朝以来，中国
出现了大量的家训，它们
不仅成为中国世俗生活不
可或缺的指南，更成为中
国文人不可剥落的精神内
核。

且不说 《颜氏家训》、
《诫子书》、《朱子家训》 等
成篇成册的典籍，单是院
落里门廊上的楹联、祠堂
里的言传就足以折射出家
训在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分
量。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在诸多的家训里，总

能看到对孝悌、慎学、交
友、节俭等关乎个人修养
层面的训诫和规范。这里
面蕴含着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思
维 ， 是 士 大 夫 所 推 崇 的

“内圣外王”理想的外化。
注重对自我约束的内省而
非外部律法的强制约束，
这种由家训而形成的自我
约束成为中国传统家庭无
形的道德底线，也成为宗族、乡里、国家良性运
转的稳定器。

即使今天，这些家训仍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
作用。一般，在现代家庭里，孩子三四岁的时
候，家长便会给他们立规矩——孝敬父母、尊重
老人、勤俭节约、诚实守信等，这些基本的修身
之道成为家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规矩也构建
起一个人基本的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观，成为其
工作生活中的无形约束，也成为社会正常运转的
基石。

今天，我们践行“三严三实”，进行党风廉政
建设，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单是对公
民、对党员、对官员的外部约束，目的还是希望
这些准则、条例、价值观成为人们的内在品格，
内化为自我的主动约束。在最近召开的中央纪委
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及领导干部家风建设
的重要性。纵观十八大以来的落马官员，相当一
部分是因为家风不正，道德底线崩塌。

当下我们重提家训，注重良好家风的建设和
传承，不单是党员干部廉政建设的需要，同时，
也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社会新风
的形成。家庭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无论在
古代还是现在都承载着最初的教育功能，关乎着
个体人格的成长，而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基本价
值理念对于社会共同价值理念的形成至关重要。

家训、家风就像奔涌着的生命的河床，承载
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内在气
质。将其发扬光大，是对文化之根的回归，也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传统家规的现代启示
本报记者 刘少华

传统家规的现代启示传统家规的现代启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少华刘少华

1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
次全会上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
位置。他说，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
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他还说，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

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传统的家规、家风、家训等，在今天这个时

代依然有其独特的价值。近几年来，中央纪委官
网连续推出“中国传统中的家规”系列专题，持
续关注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家
训
关
乎
党
风
政
风

尹
晓
宇

这里是山西灵石县的一片大宅院，走到近处
看，如一座城堡，错落有致，气势宏伟。许多人
到这里专门参观建筑，这个大宅院体现了明清时
代晋商文化的建筑技术发展和建筑艺术特色，是
明清民居建筑的集大成者。然而有的人慕名而
来，却是为了“王氏家训”。

自元代迁居以来，王氏家族在这里已有700年
历史，期间鼎盛八代，历时 400 余年。“规圆矩
方，准平绳直”等脍炙人口的家规家训，在灵石
县文联主席孟繁信看来，给了王家人久盛不衰的
法宝。

在王家大院里一块圆形青石上，还雕刻着朱
柏庐的 《先贤家训》，也就是著名的“朱子家
训”。这个被尊为“治家之经”的格言集，在清朝
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其中名
句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等，至今仍对人们的勤俭美德有指
导意义。

作为一种民间自我教化的工具，家规、家训
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钱氏家训》就是其中的代表，以儒家“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为框架，分成个人、家
庭、社会和国家四部分。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也许是钱氏家族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钱氏子孙
成就众多，仅近代，就有号称“科技三钱”的钱
学森、钱伟长和钱三强等赫赫有名
的大科学家。

家 规 并 不 总 是 这 么 “ 高 大
上”，许多家规所关注的都是细
节。比如清康熙年间海宁籍礼部尚
书许儒林制定的 《德星堂家订》，
就从宴会、着装、嫁娶、凶丧、安
葬、祭祀等日常生活方面，为子孙
后代及族人立下严格家规，其中所
提倡的简朴之风，为世人称赞。

打开一张中国地图，各个地方
都曾出现过有名的家规。

在山西，被《清史稿》评价为“清
勤”的陈廷敬，留下“皇城陈氏家
训”，把礼仪道德作为家规代代相
传；在浙江，“心学”创始人王阳明以
良知教育作为家规的核心，以家书

对整个家族进行谆谆教诲，提出殷切期望；在江苏，
颜之推以《颜氏家训》，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并
以之告诫子孙，全书七卷二十篇，被奉为我国最
早的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专著。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许
多人对 《三国演义》 这首主题曲词 《临江
仙》 很熟悉，而其作者杨慎，也留下了“四
重”“四足”的家训。杨慎一生所坚持的义利
观，至今仍影响着后人。

事实上，许多家规家训正是出自名人之
手。在中纪委网站专题中，张之洞、梁启
超、孔子、诸葛亮、纪晓岚、林则徐等历史
名人，都留下了影响至今的家规。

以梁启超为例。至今，在天津市中心的梁
启超故居，他教育子女们的故事，还在电视上
循环播放，吸引着游人驻足。梁启超的家规，主
要体现在书信中。据统计，梁启超一生写给孩
子们的书信，几乎占到了他著作量的十分之
一，其中不仅有儒家的克己求仁，还有墨家的
勤俭寡欲、吃苦耐劳，兼有老庄的虚无静观，其

最终目的是让孩子们成为真正健全的人。
而在离天津数千公里的福建，曾主持震惊

中外的“虎门销烟”的清代名臣林则徐为后人
留下了“十无益”等家规。林则徐第六世孙女林
祝光感慨，“他传给我们子孙的不是财产，而是
一些精神财富。”

著名书法家黄庭坚留下来的 《黄氏家
规》有20条，而他位于江西省修水县双井村的
故乡，黄氏家族人才辈出，仅宋代就出了 48位
进士，其中 4人官至尚书。大山深处的村落里，
严肃的家规为这样的繁盛打下了基础。

这些高水准的家规，让这些历史名人没
有成为昙花一现的现象。本报分析 30个知名
家规后发现，之所以这些家规流传至今，很
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后人不断继承，且其中不
乏有杰出成就者。

在朱柏庐的家乡江苏昆山，地方文化研究学者程
振旅还记得，小时候家长在吃饭之前要让子女背诵一
遍《朱子家训》，如果背不出，是不许吃饭的。

传统家规并非故纸堆中的文物，对于现代人来
说，它们仍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以 《朱子家训》 为
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居渊就认
为，作为当时中国人生活的指南与生存的理想途径，
这本家训对于今天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而在浙江，余姚中学立着“知行合一”的校训石
碑，以“童蒙养正”为核心的良知教育正日益成为当
地各中小学校开展道德素质教育的重要课题，以王阳
明廉政思想、家教家规理念、社会教育思想为重点的
学术研究和探索也在当地方兴未艾。

“梁启超一生，唯一不变的就是爱国。”《梁启超传》
作者解玺璋这样总结。事实上，梁启超的 9 个子女，个
个成才，报效祖国。无论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
思永，都留下了诸多遗产。而为“两弹一星”奉献终身的
梁思礼则动情地说：“每当在发射基地看到卫星升空，
那一刻的自豪感是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

而回顾“科技三钱”的人生，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
他们的景仰，既是出于对其科技成就的敬重，更多的还
是对其报国情怀的高度尊重。而这，正是《钱氏家训》和
家族教育的核心价值。今天，在浙江临安，《钱氏家训》
再次焕发生机，走进文化礼堂和中小学，与“好家风”活
动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不少家训，都来自曾为官之人，而他们对做官的
普遍共识“清廉”，更是在当下有着极高的价值。

以清末名臣张之洞为例，他祖上数代为官，虽然

职位并不显赫，但留下了“清介廉能”的好名声，而
作为封疆大吏，张之洞本人的清廉亦有口皆碑。他以

“齐家、报国、立业、修身”要求子孙，并在给孩子
的家书中，要求“自视为贫民，为贱卒”，日后成为

“国家干成之器、有用之才”。
山西闻喜县的裴氏家族，在历史上先后出过 59名

宰相和 59 位大将军，其中清官廉吏非常之多。千百年
来，裴氏族人代代相传《家训》《家戒》等，其中的“勤能
补拙，俭以养廉”等思想，直到今天仍不过时。

许儒林同样具有发言权，他为官30年，到辞官回
归故里时，康熙帝钦赐其“清慎勤”御匾以嘉奖，对
他为官清正廉明、政绩显著高度肯定。“清慎勤”三
字作为对官员的要求，首出南宋诗人、哲学家吕本中
的《官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
勤”，由于此三字富有哲理和警示作用，向来有“为
官者第一箴言”之称。

“一个人为人处世，总是要受一定价值观的影响
和支配，它就像航船的指南针，不可或缺。我们的家
族、社会和国家，也需要一种价值体系来维系和支
撑。”吴越钱氏第 34世后裔，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钱治安感慨说。“培育弘扬好家风，坚持从历史走向
未来，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
好今天的事业。”

一部好的家规，不只是其家族本身的精神食粮，
同样也是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一部部融入了千余年家族教育心得、经受住时代
变迁考验的家训、家规，正在新的时代里扮演着新的
角色，从而焕发出崭新的生机。

好家规遍布全国

传承千年不褪色

与时代精神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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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大院内的“规圆矩方”门匾。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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