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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家风家训传承现状与对策分析 

——以苏州市为例 

陈娅 潘婷 王芹 

家风家训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载体，新时代新形势下，却面临着传承难的尴尬局面。本团队以苏州地区为核心展开了家

风家训传承调研和家庭档案宣传的实践活动，就家风家训传承现状与对策展开了深入探讨与思考。 

调查显示，当前拥有明确家风家训传承的为数不多，人们对家风家训及其传承的重视程度不一，在新时代，家风家训内涵

呈现丰富，普通大众的家庭档案意识相对薄弱。本文从社会经济因素、人文环境因素、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等方面展开原因分

析，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以期助力引领优良家风建设、加强家风家训文化的宣传，促进良好社会风气形成与和谐社会发

展。 

一、调研的背景与方法 

优良家风传承对家庭关系维系、社会稳定、国家治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当代社会研究家风家训有其自身的

独特价值与意义。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对家风家训的研究风生水起，从对其现状的实证调查和思考，到对其在各个方面的意

义和作用的探究，都已经有了一定成果。国外的研究以日韩为代表，历史上日韩曾接受过我国的传统思想与文化，受我国的传

统道德内涵影响比较大，因此，存在一部分家风家训的研究，但是总体情况也不容乐观。欧美国家的文化中家风家训这方面的

概念不多，因此对其的研究较为罕见。 

苏州地区自古以来经济发达、名人辈出，分布着众多具有丰厚家学渊源的大氏族，如潘氏、吴氏等，坐落着星罗棋布的名

人故居，汇聚着政商文各界优秀人才，为优良家风家训的培育和传承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本团队在以苏州为出发点的基础

上，同时广泛辐射和考虑其他地区，针对各类人群展开了调查与访问，对家风家训的传承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探讨。 

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与全面性，我们综合运用了问卷调查法、观察法、访谈法与文献调查法，在一般性抽样调查之外，针

对一些领域的卓越人才进行了深度的访谈对话，广泛了解了各类人群家族中家风家训传承的情况，并运用 SPSS进行了数据分析。

在此基础上，通过严谨的讨论与思考，得出结论并提出对策。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200 余份，收集到来自十多个省市不同年

龄段、不同职业者的有效问卷 143 份；深度访谈对话了各行业卓越人士近十人左右；随机街访被调者近百人；探访名人故居十

余处。调研所得各项数据，为本项研究分析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二、家风家训传承的基本现状 

（一）拥有明确家风家训传承的家庭比重较小 

对于调查的第一个问题“您的家庭有传承独特的家风家训吗？”，36.3%的调查对象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能够明确地讲出

家族家风与家训。这主要是那些历史悠久、支族众多或是家学渊源深厚的大家族，其中多数拥有自己家族编写的家谱、族谱等

传承载体；但其余 63.7%的被调查者表示“没有家风家训的传承”或“该地区不重视家风家训、没有明确的传承和发扬”，推而

广之，可见家风家训的传承在目前阶段还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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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们对家风家训及其传承的重视程度不一 

主体的受教育程度、工作性质、家庭结构等因素，对其于家风家训重要性的认识有重要影响。通过对问卷和被调查者横向

分类，各类数据呈现出的信息显示：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与对家风家训的重视程度呈现正相关趋势，学历相对高的被调查者

更倾向于认为家风家训对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被传承和发扬。由于问卷受众群体的特殊性，70%左右的被调查者是学生，

其他已经就业的被调查者分别就职于事业单位、政府机构和私企等。其中就职于家族企业的人数较少但却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这类人对家风家训的重视程度较高，因为对于传承悠久的家族品牌，家风家训不仅是对于子孙的训诫和期望，更是企业精神传

承不息的内核，巩固内部团结和产品信誉的一大法宝。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就职者因其所处的环境和接受的教育与文化熏陶，

也相对重视家风家训的传承。 

我国古代“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以各种形式流传下来的家风家训可谓是汗牛充栋，例如周公旦的《训伯禽书》、诸葛亮

的《诫子书》、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朱伯庐的《朱子家训》等等，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一大瑰宝。但究其内涵，则摆脱不了儒

家道德礼义的范畴，而且由于时代的局限，部分传统家风家训中仍旧存在陈规陋习与歧视妇女等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

当代的家风家训则展现出更加多元开放的内涵。通过对被调查者的反馈进行关键词分析，可以看到，不仅存在“爱国报国”“勤

俭持家”“诚实守信”这类传统美德，更有着“开放包容”“敢为人先”“自由自立”这样富有时代创新气息的精神，此外，也有

受访者表示自身家庭的家风更为活泼新颖，脱离传统局限范围，如“撸起袖子加油干”等。这也使得我们有理由对家风家训在

新时代的传承前景保持乐观，家风家训自身也在衍生出一种更为轻松活泼、贴近生活的内涵，更容易为年轻一代所接受和传承。 

（三）普通大众的家庭档案意识相对薄弱 

家庭档案（诸如家庭影像档案、家书家谱、日记书信等）是传承家风家训的重要载体，此次实践调研中，当受访者被问及

“您是否有注意了解和保存家庭档案”这一问题时，多数人表示诧异，“档案”这一词汇也许大众仍觉陌生。但实际上日常生活

中，人总会与档案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户籍档案、学籍档案、人事档案等等，形形色色的档案伴随着一生的发展，家庭档案

亦然。调查显示，31%的受访对象了解并注意留存家庭档案，这类受访对象主要是工作中与档案有一定接触者；而 21%的受访对

象了解家庭档案，但并不留心保存；其他 48%的受访者则完全不了解家庭档案。近年来，档案界对于家庭档案的重视有所提高，

但大众家庭档案意识仍相对薄弱，有待进一步宣传和普及。 

三、影响因素分析 

总体来讲，社会大众对于家风家训的重要性普遍较为认同，但落实传承和弘扬优良传统依然任重道远。纵观家风家训的传

承历史和现状，其影响因素大致可从四个方面分析： 

（一）社会经济因素影响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良好的经济基础是精神和道德层面发展的基石。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国民的生活水

平有了极大提高，东部地区尤为明显。这使得大家在满足自身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之外，有了足够精力与经济能力关注精神

风尚。近年来，大量家族开始发起续编家谱工程，寻根溯源，亲近宗族，这亦是家风家训传承的优良载体。但导致大多数受访

者表示自己家族“没有”或“不清楚”家风家训的真正原因，其实在于家谱的“断代”和混乱，续修困难重重。 

（二）人文环境因素影响 

家风家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发展状态和当今社会的人文大环境息息相关。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以来，

社会各阶层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家庭是一个人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基础环境，是培育和涵养社会主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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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必不可少的部分，因而家风家训的重要性也逐渐为大众所认知；另一方面，在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尤其是国

学大热的今天，家风家训也是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一个家族的精神内核通过代代传递和完善发展，已经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

一种优良媒介。当然，在总体形势乐观的背景下，重物质、轻文化的落后观念也不容忽视，而这种观念正是造成家风家训传承

难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家风家训自身内在因素影响 

当前，在农村，大多数人对家风家训的概念模糊，认知呈现“平面化”和“碎片化”，而且家庭、学校和社会在家风家训建

设中存在一定的脱节甚至矛盾。很多家长忽视了家风家训中包含的家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处事方法等内涵。这种现象在外

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身上更为明显，他们游离于对户籍地和居住地的认同感之间，对家风家训的认知呈现更加明显的“碎片化”。 

家风家训既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是一种社会道德契约，对人们的行为有着一定的约束力；既有值得弘扬光大的中华民

族优良传统，也有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宜传承的消极内容。人们在认识和对待家风家训传承问题时，往往会片面强调它的负

面消极内容，或为了摆脱它的某些行为约束，而不予认可和传承。 

（四）西方思潮的外部因素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在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的同时，精神与文化领域也受到西方思潮一定程度冲击，西方的自由主义思

潮、“以个人为中心”的观念等，对现代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方社会思潮含有大量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对我

国思想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一段时间以来，有些人单纯追求时髦或经济效益，对西方社会思潮不加选择地广为传播，

有时则盲目崇拜、生搬硬套、把糟粕当精华，在思想领域造成了不良的社会效果，一度曾将家风家训等传统文化视为过时的老

古董，而对西方的文化则趋之若鹜。 

近代以来，家族传统观念往往被看成是一种桎梏，加之受西方思潮冲击，家训遇冷，特别是在“文革”“破四旧”中被视为

“毒草”而受到批判与摒弃。而现代家庭结构中也有一部分人脱离家族保持独居，社会上的“利己主义”盛行，“听长者言”逐

渐为“绝对自由主义”与“叛逆标签”所替代。 

以上种种均对家风家训在现代的传承形成了重重障碍。 

四、新时代优良家风家训传承的对策思考 

（一）宣传家风家训，从思想上重视 

因为家风家训而约定俗成，形成社会公德力量，进而补充和发展国家法制，这种相辅相成的模式，是无可置疑的。要传承

和发扬优良家风家训，首先应当从公众思想上引起重视，从而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其中。从社会整体角度来讲，需要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引领，加强优良家风家训的挖掘整合与宣传，以名人家风家训带动社会公众更多投身自身家庭的优良家风建设。

在家庭伦理、行为准则等方面，要充分发挥舆论宣传的影响作用。从个体的家庭角度来讲，家风家训作为维持一个家庭乃至家

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应该更多地融入日常行为教导，特别是父母的言传身教之中，而不再是空中楼阁。 

（二）构建家庭档案，从政策上扶持 

家风家训的代代传承离不开家庭档案的管理，而要做好家庭档案管理工作，社会与政府的重视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扶持不

可或缺。首先，政府应当积极发挥引导作用，为家庭档案构建、服务模式、平台建设和教育推广等提供大力支持，通过政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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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群众落实、典型示范等方式，唤醒和贯彻优良家训传承，发扬家风魅力。其次，家庭档案作为家风家训的重要传承载体，

有赖于政府与大众媒介、学术界共同携手，助力家庭档案的观念养成、家庭档案的构建以及基础保护与管理。 

（三）开发多种载体，从技术上加持 

信息时代，新型载体形式的家谱与家庭档案已然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家风家训传承载体。传统纸质家谱作为一种历史悠久

的基本传承载体，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家族兴衰变迁和较为明确的家风家训。而近年来兴起的电子书形式的家庭档案与家谱，则

很好地顺应了时代潮流，其便捷性、易扩充性与开放共享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形式的弥补与优化。而随着家庭生活与家风

内涵的日趋多样化，家庭档案的形式也更加丰富，这就要求提供多元的档案载体，如口述档案、影像档案、电子家谱，与传统

形式并进才能使得家风家训在信息时代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传承不息。 

（四）弘扬优秀文化，从素质上提升 

家风家训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不可少的精神依托，更是法律之外的道德准则，增强文化自信的必要媒介。以优秀

传统文化滋养优良家风家训，同时以家风家训反哺当代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特色文化建设，这不仅要求家风家训为大众提供行

为上的准则与指引，更要注重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从点滴教育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大众的人文素养。 

（五）自体与时俱进，从内涵上更新 

新时代弘扬良好家风、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就要与时俱进，融入时代元素。在良好的家风家训培育过程中就应该积极引导，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进去，才能更好地体现时代精神。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维、价值观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出现了不少新的社会问题，现代的家风家训，也应当不

断推陈出新，提升自身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开放的体系，既吸收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涵盖了时代精神，

是继承传统和与时俱进的系统科学，能够成为当今社会构建新家风的价值源泉。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把

社会倡导的精神追求以及对公民的普遍性要求，通过每个人渗透到新家风的塑造和培育过程中。唯有与时俱进，才能使优良家

风家训绵延不息，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