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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家风家训实效化路径的研究

——基于浙江省临安市实地调研

李巧苗 陶俊生

（浙江农林大学 暨阳学院，浙江 诸暨 311800）

【摘 要】：在“生态家风家训”调研活动中，可以发现：一方面，传统家风家训的建设较为普遍，但是家风家

训对村民的认可度与约束力却不显著，另一方面，生态家风家训的建设较为稀缺，但是村民对生态家风家训的认同

与增设期待却具有积极态度。因此，加强对生态家风家训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提出了构建生态家风家训实效

化路径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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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家庭风气，家训，社会伦理思想中的微观反映，两者共同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传承

社会伦理规范、弘扬道德文化作用的“自律”文化。其后，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家风家训的潜在影响力日益重要，

家风家训中隐藏着的生态伦理理念也随之挖掘出，从而对生态家风家训有创新性的思考。

1 生态家风家训调研的提出

调研背景：“自律”与“他律”促进环境善治

改革开放以来，环境破坏问题已成为普遍现象。同时，随着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生态环境的需求与期望也不断增

强，改善环境与治理环境的任务也正为当前工作的重点。而当前我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治理机制的健全和治理手段的创新，

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当前关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立法体系中，已初步形成了环境治理的“他律”性规定。但是 “他律”性

的规定一般适用于违反当前环境法律法规体系时的惩罚性措施，对环境治理的规范具有限制性。因此，在继续注重发挥法律“他

律”作用的同时，也要积极发挥软规则的“自律”作用，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自律行为，以家庭传承的形式，使环境治理与环

境保护真正成为民众的自觉行为。

具体而言，家风家训作为软规则的核心要素，具有深刻伦理教化作用，具有自觉性的价值导向、道德教化的重要功能。基

于此，探索将生态保护的理念融入家训的建设中，挖掘其中有利于时代进步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基因，推动其向实践转化，对于

美丽中国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调研对象

有关于生态家风家训的实地调研，笔者所在团队将调研地点定于杭州市 5 个家风家训推广较好村，分别为：上田村、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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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伍村村、杨溪村、指南村。选择此 5 个村落为调研地点的缘由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家风家训推广村，确保调研资源的丰富。上田村等人文村家风家训推广建设工作成效卓著。以指南村为例，2014 年积极响

应“好家风”建设，使“好家风”向“好社风”转变，成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载体。因此，立足于临安家风家训的建

设实践，能够获取丰富的一手资源，为调研活动奠定厚实的历史人文基础。

扎根浙江经济文化基础，保障调研的便利性。一方面，调研村落均分布在临安市郊区，与笔者所在团队距离较近，能够为

来回调研提供距离上的便利；另一方面，临安市作为南宋古都，具有厚实的文化基础。

1.3 调研目的与方法

调研目的在于，探索增强家风家训实效的路径。由此，调研的主要内容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家风家训的实际效果如何；

家风家训推广中存在的问题；上述村庄是否将环境保护理念融入家风家训建设、实际效果如何。

为了实现上述的调研目的，实地调研项目分为村民访谈与问卷调查两部分。调研过程中，对五个村分别抽取 60 名村民，在

确保男女比例均衡、年龄分布合理等公平的情况下，总计访谈 300 余位各村村民，回收有效问卷 240 份。在实地调研完成后，

笔者团队进行后期的数据整理与分析，形成系统性的调研报告。

2 生态家风家训的内涵与渊源

2.1 生态家风家训的内涵

家风，学术界对其内涵有不同的理解，但在认识上具有认同的共性：一是认为家风是以家庭为文化载体；二是以习惯道德、

处世之道等思想为文化内容；三是以口耳相传为文化传承方式。因此，笔者认为，家风是以家庭为单位，通过祖辈或者长辈言

传身教，向子孙后代传承约束行为规范的思想道德观念，是一个家庭思想意识方面的传统。综上所述，家风的形式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家训，具有硬性的约束力；另一种是普通家庭父辈（或祖辈）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具有软性的影响力。这种硬性约束

力与软性影响力的融合，是传统家风家训的重要特征之一。

基于上述对家风家训的理解，生态家风家训的内涵不言而喻，即在家庭之间形成的包含环境保护等生态理念的传承并形成

的家庭风气以及家庭内对子孙教导或者劝诫的有关于生态保护的话语。

2.2 生态家风家训的历史渊源

生态家风家训是传统家风家训的一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早在诸子百家之期，传统的家风家训中就蕴含着自然

资源与环境保护的现代生态建设理念。

“天人合一”的道家学说影响生态家风家训的形成。老子而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一切人事应

顺其自然。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传统家庭的行为规范也由此改变。如在《聪训斋语》一书中，张英则向往“以田为本，不废

耕耘”的园林生活，以此忠告后辈应当遵循自然规律，顺乎自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儒家促进生态家风家训的发展。

《礼记·王制》作为皇室家训，曾记载道：“天子狩猎不合围，诸侯狩猎不掩群”，其通俗化表述就是天子与诸侯在狩猎时不

把动物全部杀死，要留有生路，以保障动物资源得以繁衍。

可见，不管是“天人合一”还是“取用有度”的思想，都具有深刻的生态伦理教化作用，两者深含于中国传统家风家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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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成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生态理念的滥觞。

3 生态家风家训的调研现状

家风家训的历史传承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为了深入对家风家训传承现状的研究，笔者团队以调研的方式，通过对典型家风

村进行实地考察，以充实的调研数据以及调研结果展现了如今家风家训的发展现状。

3.1 家风家训存在的常态

调研数据显示，调研地区的 300 余户家庭中，有 80% 的家庭存在家训文化。因此，我们可知，在这五个村具有家风家训文

化传承的历史传统，为生态家风家训研究的提供重要的资源前提。

在对家风家训认可度调查中，可以得出村民对家风家训认可度不高的结论。仅有 25% 家庭认为家风家训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实践中，发现调研村庄的家训很多是在基层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的推动下确立的，有的村民对自家的家训内容不甚了解，家

训缺乏传承性。

3.2 生态家风家训的现状

由“家风家训”内容分布情况可知，“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占了大部分的比重，只有 8% 的家训中包含有保护环境

的内容。因此，在调研村中，虽然家风家训比其他村丰富，但是涉及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生态家风家训部分还是略显苍白。

在上述基础上，还就各村对“生态家风家训”的增设的各方面进行了考察。调研村各家庭对生态家风家训的增设具有积极

的态度，接近半数家庭表示，生态家风家训的增设对当前解决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五个村的大部分家庭也主张应当在

现有家风家训中增加有关于环境保护的生态理念，借以生态伦理的教化影响家庭的成员以及未来的子孙后代。但是也有多数家

庭对此持观望态度，认为增加生态家风家训可能未必发挥真正的社会效果。

4 构建生态家风家训实效性路径的思考

基于有关于生态家风家训的调研，显而易见的是，当前生态家风家训面临着实际效能偏低的困境，而如何提高生态家风家

训对家庭、对社会的影响力，从而促进生态家风家训实效性路径的构建，是生态文明蓝图下的时代命题。

4.1 实现传统家风家训的生态性转化

为了构建生态家风家训的实效性路径，首先应当促进传统家风家训向生态家风家训的转化。具体转化进程分为：第一，创

造全社会生态文化氛围。这就需要把现代中的生态理念融于全社会的行为规范与规章制度；第二，结合现代社会伦理关系。现

代社会伦理关系是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的集合体，而传统社会则是单纯的熟人社会，因此要想实现传统家风家训的生态化转

化，就必须依托社会的伦理关系，将传统的封闭社会观念与现代熟人社会的开放思想结合一起，设计出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生

态家风家训。

4.2 继承传统家风家训中的生态理念

对待传统家风家训，应当秉承一分为二的辩证立场，将传统家风家训中有关于实现“天人合一”、强调“取用有度”的思

想结晶汲取出来，从而融于现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发挥传统文化伦理教化、精神熏陶的重要作用。同时，还应当借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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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家训的道德教化的方法，如“家庭聚谈”、“写功过格”，将其运用于生态伦理教化中，能够高效地实现个人环境保护意

识的反省与纠正，从而加快生态理念的落地。

4.3 发挥家长等家庭成员的引导作用

家庭成员的模范行为对于其他家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思想、行为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在生态家风家训实效化的

过程中，发挥以长辈为核心的家庭成员的言传身教的作用，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能够高效地促进生态理念在家庭成员之间消

化吸收，也能够带动其他家庭成员主动将生态家风家训运用于生活实处。

当然，生态家风家训的形成与推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立足于当前家风家训的背景，应当认清现实，从家风家训的源

头出发，从“小家”到“大家”，最终实现生态家风家训实效性路径的逐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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