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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声音

在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施行后，党的
二十大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教家风建设”写入报告，
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家教家风建设的高度重视，凸显了家庭在国
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中的基石作用。

今天，我们很有必要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从
我国优秀的教育传统中汲取力量，从而提高我国家教文化的自信。

——编者
文化是民族的基因，是民族的身

份证。文化是人类留给自然界的痕迹；
文化是动态的，在变化中有张扬、有碰
撞、有博弈；文化是需要传播的。

梁晓声先生说：“文化就是根植
于内心的修养，无须提醒的自觉，以
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
良。”余秋雨先生说：“文化是历史对
后人的一种设计，留在我们自己的记
忆里，文化的灭亡从失去记忆开始，
而激活一种重大文化记忆足以挽救整
体生命。”王蒙先生说：“一个民族一
旦丧失对本民族的文化崇拜，就没有
了文化根基；一旦丧失对本民族的信
念崇拜，就没有了精神支柱；一旦丧
失了对本民族的英雄崇拜，就没有了
国家正义。”

当前在多元文化语境下，西方文
化对我国传统文化造成强大的冲击。
易中天先生就文化与世界对话有过一
段发人深思的描述，他说像《千万次
地问》那首歌。鸦片战争后，中国大
量引进西方科技、思想、制度，寻找
自强和现代化道路，那是“千万里我
追寻着你”；而西方并未等量引进中

国文化，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中国
之于西方，那是“可是你却并不在
意”；结果是我们的生活半盘西化，穿
西装、过美国母亲节、西方情人节、圣
诞节，送巧克力、玫瑰花，喝人头马、
看阿凡达、逛东南亚，没有了之乎者
也、长袍马褂，这是“我已经变得不再
是我”；但世界并没有因此变得像中
国，就叫“可是你却依然是你”。当前
社会上出现太多四不像的快餐文化和西
方节庆文化，一段时间甚至在诗书画等
传统高雅领域出现比丑、比乱、比无厘
头等恶俗、无底线的文化现象，腐蚀着
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我以为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最能体现国
家特色的就是文化，最不能也不应全球
化的就是文化。地球文明将趋向求同，
文化却从来也永远会是存异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定包含中华
文化的复兴，必须有中华文化的自觉。
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
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是我们这
代人的历史责任！习近平总书记说：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
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

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中华文化重家国情怀：家庭、家族、国
家；重人伦道德、社会责任、终身修
为。中华文化对我们的人生信念的深刻
影响也形成了中国人的特质。中共二十
大将“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

“推动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
化辉煌”的重要内容，凸显了家庭在国
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中的基石
作用。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既是家事，也是国事。

家是母亲的“文化场”，家是母亲
以文化人的“职业场”。共建社会主义
家庭文明新风尚推动千千万万家庭以好
家风支撑好社风，以小家促大家，形成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从而
提高公民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道
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传统节日庆典作为民族的集体文化
记忆，是中华文化生活的形态，是中华
民族精神家园的组成部分，既需要传承
保持民族性也需要创新体现时代性。推
动设立中华母亲节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应有之义，有利于中华孝亲美德
与感恩文化之独特优势的永久保留和传

播。设立中华母亲节有利于唤醒天下母
亲的教育担当，激活儿女的孝道之心，
引领青少年从小养成敬老孝亲美德，塑
造健全人格，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感。让我们共同崇尚母爱、母教、敬
母、孝亲；坚持倡导：感恩母亲重在
行动；传承好家风母亲有责；为母善
教子为国育良才；社会进步母亲先
行。坚持学孟母教子、学孟子做人，
在全社会营造感恩母亲、崇尚母爱、
重视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让更多的
家庭成为仁爱和谐之家、勤俭清廉之
家、礼义忠孝之家、学习健康之家。
希望更多的女性成为国家、社会、家
庭都需要的、有足够文化自信的合格

“慈母、孝女、贤妻”！
让我们一道为挖掘民族文化精髓倡

与议！为选择传承宏大的文化记忆践与
行！为给中国人一个自己的母亲节鼓与
呼！努力做到中国精神、中国形象、中
国文化、中国表达！

［注：该文为作者在孟子故里（邹
城）母亲文化节上的发言。作者系第九
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常
委，农工党十四届中央副主席］

家是母亲以“文”化“人”的“职业场”
汪纪戎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
本离不开母亲。母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
环。在数千年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历史积
淀中逐渐孕育形成的母教文化，对中国传
统家庭建设、家庭教育、家风养成产生了
深远影响，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辈出的大家
族，培育了无数崇德向善的中华儿女。传
承弘扬母教文化，对促进家庭教育具有重
要意义。

我国母教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历
久弥新。母教文化的源远流长，得益于古
人对母亲这一特殊身份的认识。《周易·
家人·彖》 记载：“女正位乎内，男正位
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孝经》
中记载：“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
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因为分工不
同，母亲更多是扮演家庭内部教育的重要
角色，教育子女明大义人伦，懂亲爱之
情。母教文化的源远流长，得益于母亲慈
善形象的生动体现。《列女传》 中记载了
105位女性的典型事迹，著者刘向专门把
《母仪传》 放在首卷，足见其对母亲这一
特殊身份的认同。《列女传》 将母仪阐释
为“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
渐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业”，生动形
象地概括了母亲在母教中的重要作用。而
且，《母仪传》中有19位母亲，从生母到
继母再到寡母等各种母亲形象，无不彰显
着母亲的伟大。特别是为大家熟知的作为
寡母的孟母，三迁教子、断机教子的故事
家喻户晓，刘向称颂其“教化列分，处子
择艺，使从大伦，子学不进，断机示焉，
子遂成德，为当世冠。”从汉代 《母仪
传》，再到后来欧母、岳母、陶母，许多伟
大的母亲因其慈善育儿的生动事迹，让母
教文化广为流传，影响至今。有学者研究
表明，孟母教子故事，在家庭、家风建设
上创了三个第一：孟母是传统家庭家风建
设的第一个奠基人；孟母是第一个母教典
范；孟母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家训。
学术界一般认为真正的“家训”是在东汉
才产生的。但在孟母教子故事中，孟母对
儿子的训导，其实就是一篇最早、最好的
家训。中华第一篇家训，应是孟母对孟子
的五次训导，例如：“学以立名，问则广
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将入门，问
孰存……将上堂，声必扬”等劝学、励
志、修身的话，都是因事明理、情深意
长，是教子与家风建设的名言。

弘扬传统母教文化，有效推进家庭教育。以孟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母教文
化的核心内容，大体可概括为：重视外在学习成长环境。孟母为孟子三次搬
家，从坟地旁到闹市旁再到学校旁，才将“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变成了“真
可以居吾子矣”；注重言传身教。少年孟子贪玩厌学，孟母为使其专心向学，
苦心规劝，剪断织线，才让孟子明白“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无以离于祸
患也”的道理。中年孟子因妻子无礼而想休妻，孟母晓之以理，注重教子以
德。孟母“买肉啖子”，从小就注重对孟子的诚信教育。“岳母刺字”家喻户
晓，使岳飞成为著名的抗金英雄。注重君子人格培养。孟母一切都是围绕培养
孟子的君子人格而展开，“择邻”——“断织”——“明信”——“阻子休
妻”——“释子之忧”，在“孟母教子”故事中，孟母的各种教育选择，本身
就含有一种价值期许，即要培养孟子的君子人格。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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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孟母为代表的母教文化，在经
久不息的传承中，生动地彰显了母亲的伟大与慈善，体现了古代母亲教儿育子
的智慧结晶，在今天依然有其重要的启发价值：

一要重视养成教育。一方面母亲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孝廉出于寒
门，圣贤多在母教”“惟母若仪，贤圣有智”，母亲自身的文化素养影响决定着对
孩子的教育认识，为子女树立典范。在传统母教文化中，许多优秀的母亲都是慈
爱敦厚、通晓义理，擅长诗文的典型代表，恰恰是自身有着文化知识的熏陶学
习，才能明白“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难能可贵，进而更加关注教育子女的
培养。

二要做到以身示范。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教者必先正己”，母亲做好榜样，作出表率，才能对子女成长产生影响。
母亲要严格要求自己，在言行举止中做好榜样，当子女出现问题，要能够“行
有不得，反求诸己”，多从自身找原因，多去思考自己是否先做到。

三要注重品德教育。“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孟子立志学礼从文，岳
飞立志精忠报国，皆来自其母亲的教育引导。要教育子女明礼崇善。“不学
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在耕读传家、诗礼传家的传统社会，古代贤
母注重用礼乐教化帮助子女明人伦，知孝悌，晓礼仪，立人格，才影响培养了
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谦谦君子。在当下家庭教育中，传统母教文化有许多值得借
鉴的教育方法，如宽严相济，有理有责，尊重子女，平等沟通，循循善诱，启
发引导等。

（作者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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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庭教育处于重大历史转型
发展期，推动家庭教育由传统模式向
现代模式蝶变，立足以家为本的家文
化，推动中华传统优秀家文化创新性
发展，既是家庭教育的文化使命，也
是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本质
要求。

姓氏是家文化的原初体现

中国自古以来注重家庭伦理，这
与中国古代家庭（家族）起源于氏族
有关。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不同于西
方，西方是由私有制进入国家的，而
中国则是由氏族演变而成的，所以中
国家文化与生俱来的家国一体特性，
决定了家庭人伦关系行为准则可以直
接演变为社会人际关系和国家政治制
度的道德准则。

中国家文化，是从古代氏族发展
到家庭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家
文化与姓氏文化有关，也与婚姻制度
演变有关。中华姓氏始于母系社会，
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信仰，始源于原
始氏族的图腾崇拜。在原始部落中，
姓与图腾作为同一氏族全体成员所共
有的标识和族号，常与各自的祖先名
是一致的。尽管部落不断发展、迁
徙，但姓氏永远与群体同在，至今仍
然如此。中华民族最先融合于炎黄，
而中国人的姓氏发展于西周，这种古
老而朴素的“寻根归宗”的姓氏世系
文化认同，是世界上仅有的一种完美
意义上的民族文化认同。

中华姓氏是传统文化中生命力最
旺、凝聚力最强、感召力最大的人文
情结，也是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
基石。中华姓氏是一种特有的家文
化，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生命本源的崇
拜和亲子血缘关系的敬畏。对姓氏的
崇高敬畏，凝聚、形成、发展成牢不
可破的中华民族精神。

姓氏与家庭伦理关系密切，对人
口繁衍具有积极意义。据文献记载，
姓的最初使用，目的是“别婚姻”

“明世系”“别种族”。西周时期建立
了同姓之间不许通婚的婚姻制度，其
原因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数
千年来，姓氏制度几经变革，但同宗
不婚的原则基本不变。坚守异姓通婚
制度，保证人口繁衍的权威性和严谨
性，是中华民族世代繁衍不息的文化
根基所在。

儒家伦理学说是中国传统
家文化的根本

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
儒家继承了周公注重“人道”精神，
创造性地阐释了宗法制度下的家庭人
伦关系结构，将个人、家庭与国家有
机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伦理体系中。在
孔子看来，家庭（家族）是最具温情
的生活依托和人生价值依托，具有支
持个体生活和价值实现的功能。家庭
不仅能为个体提供最原初的情感即

“亲其所亲”“尊其所尊”，而且能为
家庭成员提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人生价值实现途径。后世儒家
学派把尊亲、忠孝、仁爱、礼义等人
伦道德内容，概括为人伦五常（忠、
孝、悌、忍、善）和三纲五常（仁、
义、礼、智、信），这些内涵都是基
于家庭人伦关系 （夫妻、父子、兄

弟、朋友等）中家庭成员的不同社会角
色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确立的。

王国维在 《殷商制度论》 中，以
“亲亲”与“尊尊”来概括殷周之际的
大变迁，以生活中最富亲情的家庭人伦
关系“亲其所亲”与“尊其所尊”作为
周代以降中国文化传统的两大根本原
则。这两大根本原则，正是春秋时期儒
家学派阐发的人伦道德学说的逻辑起
点。坚持两大根本原则，是中国文化主
体精神由崇尚“神道”“天道”转向崇
尚现实社会的“人道”的重要前提。

儒家“亲其所亲”“尊其所尊”的
家庭伦理学说揭示了人性本质。孔子
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
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
理。”以爱亲为本质的家庭伦理是古代
社会文明的基础，筑牢人伦道德秩序是
构建社会秩序的起点和落脚点。孔子由

“泛爱众而亲民”演绎出“天下为公”
的大同思想，也构建了“天下一家”的
仁政学说；由“亲其所亲”情感积淀的

“孝”，可移作对君主之忠。“忠孝”同
质化，为构建高度融合的“政教合一”
与“修齐治平”政治道德学说铺平了道
路。儒家学说完成了基于家庭而超越家
庭的完整而高尚的生存价值体系构建，
奠定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的基础。

在古代社会，家庭结构始终处于不
断变化和进步中，因此不断调节家庭人
伦关系成了家庭伦理体系建设的重要任
务。秦汉隋唐时期士族大家庭占主导地
位，唐末士族势力退出历史舞台，发展
到宋代大宗族制让位于小宗制，家庭人
口结构不断趋于小化。为调节家庭伦理
关系和行为规范，司马光撰写了 《家
范》，对家庭人伦关系的亲疏系别和各
种人伦角色，包括夫、妻、子、女、
兄、弟、爷、孙等人伦规范作了新解，
被宋元明清奉为家庭伦理和家庭教育的
圭臬。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道理，千条万
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即按照儒家
伦理道德规范，教人在各种人伦关系中
认清自己的不同角色，履行自己应尽的
角色责任和义务，先做一个合格的家庭
成员，然后成为一个有益于他人、社
会、国家的有德君子。其实，人生发展
过程就是人伦角色不断成长、发展、转
换的过程，所谓“明人伦”之教，就是
教人按照人伦角色规定做人的教育。

中国文化具有家国一体的特质，培
育了中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中国家文
化体现了家和国利益的一致性，也造就
了中国社会人情关系网的品质。社会是
由千千万万个家庭组织而成的，社会人
际关系是家庭人伦关系的展开，在社
会、国家公德与家庭私德之间，虽有大
小轻重之别，但义利原则是一致的，所
以无论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
育，凡是教人认识和履行人伦角色责任
义务教育都是品德教育。建立和谐友善
的人际关系，是立德成才的基础，也是
民族兴旺、国家富强的根本。孔子说：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
政，是亦为政。”国家政治依赖于明人
伦之教，无论何时，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都对促进社会道德秩序和国家政治
秩序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新家庭教育的文化使命

近百年来，我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
处境中变迁剧烈，人民饱受磨难，文化

自信被破坏，尤其是传统家庭伦理遭西
式个性自由价值观解构，家庭责任义务
被契约化，动摇了家庭观、婚姻观、伦
理观和生育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人民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
新中国扫荡了旧社会旧思想旧文化的污
泥浊水，收回了文化教育主权，开启社
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新纪元。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废除了私有
制，推翻三纲五常统治，注重恋爱自
由，夫妻平等，保护妇女儿童权益，

“五爱”成了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随
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发展不
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
是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和现代科技在家
庭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城乡家庭结构和
生活方式发生了新变化，也加剧了我国
家文化的深刻变革。

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进步和
文化改造的重要力量。马克思指出：

“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
首要条件之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
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
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
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
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开始的，它贯穿
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国城镇化，在改变人们原有生产
和生活方式、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
促进了人口流动和人户分离，引发了家
庭观念、伦理观念、生育观念的变革，
滋生出家庭人口小型化和人伦关系简单
化、结婚率下降和离婚率上升、少子化
和老龄化等多重矛盾迭代性并发问题。
我国传统家庭教育跟不上公民道德建设
步伐，满足不了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需
要的事实说明，我国传统家文化的解构
与家庭伦理的重塑已经成了后城镇化时
代家庭文明建设的突出问题。要解决这
些问题，非新家庭教育不可。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
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无论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
活在家庭中。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
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
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这一重要

论断，指明了新时代家庭教育的文化
使命。

天下之本在家，家庭立足家风建
设。家风是家文化的精神内核，是调整
维系家庭成员之间情感关系和利益关系
的道德行为规范。家风所体现的是父母
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的榜样示范，是长
辈对晚辈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育人氛
围，是为子孙后代立身处世、言谈举止
的准则。家风是一种隐性的文化形态，
一种有情感、有智慧的内心关照，存在
于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内化为家庭成
员的人生观、价值观、家庭观和行为习
惯。家风是无言之教。良好家风，既是
砥砺品行的磨刀石，也是家和万事兴的
治家法宝。家风正则民风淳、政风清、
社风美。因此，推动千千万万个家庭建
设好家风，是新家庭教育的文化使命
之一。

使命之二，搞好新时代家庭伦理建
设。要引领家庭文明向善向上发展，激
活家文化的生命力原创力，领导干部家
庭必须发挥示范作用。

中国家文化的根是以血缘亲子关系
为基础的人伦亲情。中华民族历来重真
情、尚大义。“感人深者，莫先乎情”。
厚植亲情、纯洁爱情，是维系家庭稳定
的基础，也是家庭教育立德树人的基
础。一个家庭亲情厚薄纯正与否，决定
了家人的亲密度、幸福感和孩子身心健
康发展水平。我国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其实是伦理问题的表现。亲情伦理是人
之常情常理，而亲子之教是有原则的。

“爱子，教之以义方”，家长要担负起家
庭教育的责任，为家人树规立矩，率领
家人奉公守法。

自古以来，代表先进文化的精英阶
层就是推动家庭伦理变革的主导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
高级干部：“从近年查处的案件看，出
问题的干部普遍家风不正，家教不
严。”官员丧伦失德，是社风不正的根
源，注重私德修养、注重家庭文化建设
必须从领导干部做起。

（作者系家庭教育专家，曾任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全国校长发展
学校常务副校长）

家庭教育要扎根“家文化”
毕 诚

●书讯

《新家庭教育导论》一书日
前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该书基于作者指导多个综合
教育改革试验区进行家庭教育改
革的经验，根据我国家庭教育的
新变化、新特征、新要求、新任
务，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探讨
了新时代我国家庭教育的性质、
特征、作用与意义，该书是国家
社科基金“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学校家庭
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研究”的科研
成果，从新时代我国家庭教育的
背景、时代特征以及家庭教育的
必修课和模式探索入手，阐释了
家庭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办
法，旨在为新时代家庭教育提供
理论引领和实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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