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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传统乡贤家风家训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潘敏芳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每一个人的第一所学校，更是中华传统

伦理道德文化的起点。家道正，则天下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讲到了家庭建设和家风家训建设，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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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家风家教。重视家风家训建设，

弘扬传统文化，发扬道德传统，对于今天我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都有重要的意

义。因此，对文化之乡的桐乡乡贤家风家训进行梳理，深度挖掘其价值意蕴，探讨其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作用和理论意义。

一、桐乡乡贤家风家训的特点及其价值意蕴

桐乡自古以来人杰地灵，文人名士辈出，而这些名人乡贤所留下的家风家训无疑是桐乡文化的一块瑰宝，至今还影响教育

着儒雅的桐乡人。通过对桐乡乡贤家风家训的梳理，其特点和价值意蕴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

（一）桐乡乡贤家风家训文化的特点

一是彰显天下情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而在中国儒家文化中存在着家国同构的思想框架，

甚至于更加注重集体性的传统文化，推崇修、齐、治、平的目标是落在平天下，是要铁肩担道义，以天下为己任的，因此有“穷

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说。桐乡的历代乡贤也有此种风骨与气节，从其遗存的家风家训上可见一斑。如桐乡濮院镇岳

氏作为岳飞的后人一直秉承着“精忠报国”的遗训，以孝悌齐家，以精忠报国，彰显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

忧其君”的天下情怀。桐乡早期的共产党员茅盾先生的父亲沈永锡一生崇尚实业救国，经常勉励茅盾“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

茅盾先生更是毕生投人到共产主义事业之中，“午夜短檠忧国是”，先生心系天下，忧国忧民，为其文学和政治梦奋斗一生，

其“先立乎其大者”的家训诠释了个人的奋斗与梦想要有家国情怀。此外，毛谈虎以“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为家训，表

白了自己的襟怀，并以此教育子女要心念苍生，心怀祖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在民族危亡之际“献身祖国驰千里”。此些

乡贤家风家训巾彰显的以国为家的天下情怀，展示出了桐乡乡贤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节与襟怀，此类家风家训的传承与发扬，使

得家国危机来临的时候，民族的脊梁能够挺得起来。

二是注重睦亲治家。中国的家庭实则是联系个人与国家的中枢，个体修身立德是为济平天下，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则需要

通过齐家、治家来进行预演和操练。能够使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则家稳业定，和谐安宁。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

万家，能齐得了家，方能治得了国。所以，在中国古代文人贤士的思想架构中是用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来齐家的，故而体现在家

风家训中的治家思想和理念是浩如烟海的。桐乡自古又是一风雅之地，故而桐乡乡贤家风家训文化体现在睦亲治家方面则更加

注重书香传家。桐乡洲泉吴氏家训“财帛传家，三世而夭；书香传家，百代不绝。”明确指出了读书在治家、传家中的重要性，

家财万贯，难传三世，唯有知识文化的传承方能百代不绝。桐乡柞溪沈氏也提出以“耕读传家，勤俭立业；志节坚贞，不苟俗

流”为家训，同样强调“读”在治家传家中的重要性，亦唯有多读，才能使子女家人“不苟俗流”；另外如乌镇严氏的家训亦

指出“由商而儒，簪缨不绝”。所以桐乡乡贤家风家训体现出重学的倾向，主张书香治家传世，这也是桐乡文人贤士辈出的重

要原因。在治家方面桐乡乡贤则强调要克勤克俭，勤俭持家，如柞溪沈氏立“勤俭立业”的家训，程氏家训亦指出要“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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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节约，坚持朴素的生活作风是桐乡家风家训文化中持家治家的很重要的部分。在家庭中和睦的家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桐

乡乡贤家训中程氏家训教育子女要“孝顺、互助”，对待长辈孝顺，兄弟姐妹之间要相互帮助，要以“孝悌齐家”。

三是倡导修身养德。传统文化的熏染与浸润使得古人往往怀抱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理想，此种人生理想的普遍存在

便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习惯，那就是依据自己为人、处事、为官的相关经验来教导和督促家人子弟加强自身品行道德的锤炼。因

此，许多家训的内容是体现如何修身养德，以忠、孝、礼、义、廉、耻、信来约束提升子女家人道德品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修身是第一位的，身修而后才有家齐。桐乡乡贤家风家训在修身养德方面亦是多有体现。张履祥为教育子弟特别编撰了《训

子语》一书，指出立身之道在于“爱敬勤俭”，“勤以养德，俭以养身”。勤，不只是为了做事，更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品德，

俭，不但可以养德，还可以养身。乌镇赵氏家训要求家人子弟“知书明礼，勤劳节俭”，要崇文尚学，重视教育，处事接物以

“礼”待之。乌镇陆氏以“重德敬学，言信行果”为家训，勉励家人子弟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重视读书学习，积极培

养良好品德。丰子恺坚持“先器识，后文艺”的家教理念，教导子女要先学做人，“正直为人”，然后方可谈学问、讲艺术。

在处世方面，丰子恺家训强调“宽厚待人”，待人以宽厚的基础需得自身有容人之德，有爱人之心。倡导修身养德的乡贤家风

家训为培养个人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筑牢了第一道防线，有利于个人的身心和谐，家庭的平和安定。

（二）桐乡乡贤家风家训的价值意蕴

乡贤家风家训能够塑造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家风家训记载了代际传承的家族问题，集中体现了一个家庭或家族遵循

的道德理念、生活方式和文化风范，积淀了特色鲜明的民风民俗，蕴含其中的价值观不仅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精神根脉，也体

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精神追求。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相连成民风，民风相融汇国风。家风家训对家庭和家族的凝

聚力和价值观追求汇聚成全体中华儿女价值观念的同心圆，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集体乡愁，对中华大家庭民族精神的塑造起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家风家训所蕴藏的深刻文化内涵和价值共识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通俗易懂，接近家庭，贴近

社会，传承家风家训文化实为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形式，是增长和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

乡贤家风家训能够强化文化滋养，教育引导幸福和谐社会构建。习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要重视家风家训建设，倡导

家庭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从桐乡乡贤家风家训的内容特点上看，乡贤家风家训

彰显家国情怀，强调要以天下为己任，注重克俭克勤、睦亲治家，倡导修身养德，其价值共识和价值追求是向上向善的，承载

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和伦理品质。因此以文化人，通过乡贤家风家训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能够强化传统优秀文化的滋

养，建设好家风家训，就能形成良好民风，融汇成社会好风气。同时家风家训作为家庭教育的核心，能够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

引导教育子女“何可为”，“何不为”，形成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力，助力幸福和谐社会的构建。

乡贤家风家训能够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家风家训从伦理学角度讲其

实质是一种自我管理，从总体上看，乡贤家风家训类似于“条例”、“准则”、“行为规范”，其为个体设置了一个框架，为

个人明确了做人的目标，给出了处事的路径，设定了为人处事的各种原则，督促个体实现较好的自我管理。这对于构建政府治

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基础社会治理体系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当前在全国受到广泛关注的桐乡的“三治合

一”建设就充分发挥了家规家风家训的引导和规诫作用。

二、家风传承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一）家风传承通过对个人道德品格的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良好的家风有利于个体道德品格的塑造。在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两种形式的家风，一种是家训、家规，主要针对大家族，另

一种是普通家庭父辈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俗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国的缩影，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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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治国有内在的共通性。个体在践行家训、家规的过程中，得以养成道德品格，家风也由此形成和传承。

桐乡历史上就有濮院岳氏以“精忠报国”为家训，乌镇辅氏以“明辨是非，坚守正义”为家训，乌镇孔氏以“崇儒重道，

好礼尚德”为家训、梧桐冯氏以“乐善好施”为家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公正”、“诚信”、“友善”

有内在的一致性。良好的道德品格是个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基础。道德品格不属于先天基因，主要是个体在接受

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属于后天性因素，表现为正直善良、克己奉公、见义勇为、勤俭节约、自强不息、诚实守信等等，正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因此，良好家风传承能为个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良好氛围。

（二）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同根性能强化个体认同感

家风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社会伦理道德得以传承的载体，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文化同根性。“富强”即国富民强，

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和谐”是当代

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同社会，这就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提倡的“和谐”有内在的一致性。“爱国”、“公正”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倡导“忠”、“义”有

文化的同根性，其中“忠”是指忠于国家忠于百姓，体现的就是一种家国的情怀；“义”是人们判断是非、辨别善恶的准则。

桐乡曾有洲泉金氏以“道义当守，忠信当行，名节当惜”为家训，将道德和义气，忠诚和信誉放在一起，养成了金氏一族刚正

不阿、倔强正直的性格，也培育了他们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情感，和现代意义上的“爱国”、“公正”一脉相承。“诚信”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为人之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是做人的根本要求。传统家风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文化同根性，良好的家风传承能强化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三、以家风家训文化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路径

（一）传承和弘扬家风家训文化促进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外化于行

通过传承和弘扬家风家训文化可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在家庭、家族层面落细、落小、落实，进而带动整个社会自

觉践行。在传承和弘扬家风家训文化的实践中，要积极利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等手段进行宣传，为乡贤家风家训文化蕴含的道

德规范进人家庭建设创设载体。要充分借助农村文化礼堂这一平台，通过设立“家风榜”、“家训长廊”等形式推进家风家训

建设；要认真推进文明家庭、最美家庭创建，要深人开展家庭文化活动，营造重家庭、重家教、重家风的氛围。通过全面推进

家庭建设，由家庭而社会，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外化于行。

（二）深度挖掘和传播乡贤家风家训文化的道德意蕴，促使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

传统乡贤家风家训文化内涵中蕴含着深刻的伦理品质和道德准则，如节俭、勤奋、诚信、孝悌、廉洁、忠勇等，具有一定

的道德约束力。而且，蕴含在家风家训之中的道德准则不但更贴近于家庭、接近于生活，往往还附带着生动鲜活的家教故事、

人物、实践等，具有较为形象化的教育特征。而且家风家训文化中所蕴含的道德准则及其实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

道德准则是一脉相承的。故而，深度挖掘乡贤

家风家训文化的道德意蕴，勾连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通之处，使核心价值观倡导的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具体化、

形象化起来，在历史的图景中能找到合适的“人、物、事”，将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能入脑、人心。

（三）建设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家风家训文化，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共鸣

新的时代，我国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化，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利益格局的重大转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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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个体意识的逐渐增强，主观幸福感的缺失，要求我们在传承家风家训文化的同时亦要作出更多贴近现

实的深刻思考。一方面，要批判继承传统家风家训文化的合理精神追求和伦理品质，充分挖掘传统家风家训文化的深刻内涵和

道德意蕴，并加以传播和弘扬。如开展家风家训征集，评创好家风好家庭等活动来学习和弘扬本土名人家风。另一方面，要在

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主题和精神为引领，结合当下建设的需求与特点，进行贴合实际、与时俱进

的创新，构建新时代新型的家风家训文化。可以通过专家、学者、地方名人的示范与引导来帮助社会和家庭因时制宜、因人制

宜，树立良好家规，撰写家训，传播优秀家教。如此构建起来的家风家训文化接地气，又能在家庭建设中获得价值支撑和道义

支持，有助于涵养家庭成员美德，进而能够通过新型家风家训文化的浸润和熏陶来提升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共鸣，

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家庭而社会的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