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肯定家风文化，很

大程度是在纠偏

今天的家早已迥异于古代
的家，不再是家族式生活，整个
家族居住于一个庭院。我们的生
活方式和习惯也悄然变化，见长
辈不再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但万
变之中，仍有些古代家族中丝丝
缕缕的痕迹。近代以来，不断遭
遇挫折与屈辱的中国人对自己
的家文化也产生质疑，进行批
评。古代的家文化是怎样的？家
又是遭遇怎样的批判呢？今天是
否还有留存？

干春松：中国古代的家肯定
区别于现代，传统家庭形成家
风，背后跟家这样的组织有关。
儒家常讲，如果连家人、亲戚朋
友都不关心，怎么可能关心别人
或者怎么可能关心社会？所以，
儒家特别强调要亲亲、仁民、爱
物，推己及人，先从自己身边的
事做起。

家还是文化的共同体，所谓
文化共同体，就是因为这个家庭
的成员在共同的生产、劳动、教
育过程中，会形成一些价值，这
些价值会被家庭所接受。儒家强
调要珍视父母，尤其是父亲的技
艺，看中家族文化创造的成果的
继承和发扬。比如近代刘师培，
他们家一直研究《左传》，孩子继
承父亲的志愿，在一代一代的传
承中，研究成果不断累积，就会
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就是我们
说的家风。

王钧林：从秦汉到明清，古
代的家，有一个家族践行的核心
价值观，我概括为6个字：耕读勤
俭忠孝。

在现代社会，家族的作用减
弱了。家庭成员的社会身份变化
大，家庭成员不居住在一起，家
庭的家风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就
很难维系。

为什么说在传统社会家族
是家风的养成所、承载者和产生
者？在传统社会，家的结构分家
庭和家族两级结构。家族在农业
社会里，经济基础就是以农立
家，有非常大的稳定性。很多家
庭是耕读传家，一边农耕一边读
书，通过科举考试，他的子弟出
去做官。但所有这样的家庭都有
一个分工，在家长或者族长的支
持之下，一定要留一个子弟在家
务农，固守祖业，不是所有子弟
都走科举考试的道路。

我们发现所有通过科举考
试出去做官的人，到了退休的时
候，一定会告老还乡。因为在外
边有了丰富的阅历和很好的学
问，成为家族的榜样，再督促家
族的子弟读书学习。这样一种家
族，就能把家风维系下来。这样
来看，传统的家风一定是以家族
为基础、为单位而形成的。

干春松：但近代以来，家文
化遭到批评。新文化运动就把批
判的对象下落到家。新文化运动
大多数人物都是搞文学的，比较
擅长做具体的批评，批评国家、
政府需要抽象的东西，家庭最核
心的东西是血缘的传递、感情的
维系，这些都是感觉性的，易被
发挥，所以家就成为最核心的批
评对象。

从五四运动到“文革”，中国
的20世纪，严格来说，是一个否
定家的价值的世纪，以致我们现
在就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传统家庭有那么丰富的遗产，经
过20世纪的毁坏，这样的一个文
化几乎被荡灭。对家文化的肯
定，很大程度上是纠偏，但不是
要完完全全回到古代。

认为有一种美好的制度非
要马上就实现，这是特别可怕的
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20世纪的
乌托邦给我们带来的很严重的
后果，这不仅是制度上的大跃
进，也是道德上的大跃进。

任何一种家训和家

风，都和社会道德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视察
曲阜后，全国兴起传统文化热。
遭遇百年曲折的中国在经济不
断发展的同时，对本民族文化重
新重视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曾经
在英国接受西方教育的哈里·李
回到新加坡后变成了李光耀，而
儒家文化也是李光耀在新加坡
大力倡导的。

但面对居住环境的变化、城
市化以及互联网世界，传统文化
中重要一环的家风又该如何进
行现代化转化？如何在无数个家
庭中扎根发芽又累代相习呢？

干春松：借用北大一个教授
“抽象继承法”的说法，不是要恢
复到原来的家庭状况，而是家风
和家训实现凝聚，这是一个社会
大的道德的凝聚。任何一种家训
和家风，都和整个社会大的道德
一致。

跟大的传统道德相比，家风
和家训的内容更具体、更有针对
性，所以，这样的道德原则，大家
接受起来更方便。

我们知道，这个社会是有变
化的，但变化背后其实有不变的
东西。不变的东西就是那些很基
本的道德，比如尊老爱幼等等，
这些道德到了什么社会、什么时
代都是有用的。所以，我认为传
统的家风和家训是一个突破口。

王志民：20世纪以来，传统
家风发生了很大变化。习近平总
书记讲了，优秀文化传统是每一
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根本，抛弃了这个优秀的文化
传统，就是割断了一个民族的精
神命脉。怎么使优秀的齐鲁家风
成为新兴家风的丰富营养？

第一点，要吸取优秀传统家
风中的精神追求。不要看形式，
要吸取精神追求。

第二点，是责任意识。什么
是责任意识？应该学习古人修
身、齐家。如果连一室都治不好，
怎么为国家做大贡献？古人赋予
每一个家庭成员家风建设的责
任，每个人都有担当。今天的人
们对孩子不负责，对父母不负
责，责任意识去哪了？这一点要
学贤人，担负起你应当担负起的
责任。如果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这
样，这个社会就好了。

第三点，应吸取治家之道或
治家之方。治家之道，就是躬身
示范，要教育好孩子，先做好自
己。成功的世家都是这么干的。

希望今天在座听讲的各
位，从自身做起，把我们的家风
建设成一个好的家风，适应新
时代，又传承传统美德。我们社
会整个风气就会为之一振。

颜炳罡：每一个时代都有对
家风的不同理解，时代是最好的
过滤器，所有人都不要忧虑，所
有人都会明白，在实践中知道应
该怎么做。实践是传统家风面对
现代化的最好回答。

有些可以现代化，但是有些
永远无法现代化。爹就是爹，儿
子就是儿子，所以像这样的意义
来讲，父慈子孝就有意义。

干春松：传承家风和家训最
主要的一点，还是要正本清源，
就是要正面肯定传统家风家训
的价值，要对过去我们对家风家
训的破坏和毁灭做一个全盘的
反思，这样也为我们建立一个新
的家的精神做出贡献。

朱松美：一个社会、一个国
家的心理民俗变迁、文化变迁、
精神变迁，是相对艰难的。很多
精神都是长时间积淀下来，我们
潜移默化，成为一种集体无意
识，或者叫潜意识。树立好的家
风、树立好的民风和国风是一个
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
把它从今往后作为一个社会常
态。台湾有位学者说：文化的传

承是一个和风细雨的过程，而不
是急风暴雨。最近，习近平总书
记提到要建设一个新常态，这应
该是新常态。

用 好 齐 鲁 文 化 优

势，阐发中国优秀传统

“孟母三迁”的故事家喻户
晓，像这则故事一样，发祥于齐
鲁的孔孟之道影响了中国两千
多年。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是不
可忽视的存在，家风正是以儒风
为核心的。齐鲁家风在中国家风
建设中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王志民：齐鲁家风是中国家
风的优秀代表。首先说文化世
家，应该是最早或者大多数是
从齐鲁兴起的。春秋战国以前，
世家大族是世情世禄，也就是
贵族，世世代代世袭，春秋战国
时期将这个模式打破。真正文
化世家是从汉代开始的，文化
世家在汉代兴起，和经学联系
在一起。汉代文化世家其实就
是经学世家，也就是说传播五
经一代一代传承，成为文化大
家族。汉代特别注重经师，就是
传播五经的大师，那些博士，给
他高官厚禄，这样有的家庭成
为士，几代人传播，比如春秋、
礼、易等等。所以最早的文化世
家，应该是和经学的家传有直
接关系的。

朱松美：我是研究孟氏家族
的。孟母教子，教育孩子诚实守
信。再一个就是要持之以恒，要
有坚韧的毅力和优良的品格。所
谓断机教子，《三字经》里说“子
不教，断机杼”，就是教育孩子要
有坚定的毅力，要有这样的品
格。所以在德与才里面，最重要、
最基础的还是德教。有了高尚的
品德，有了坚韧的毅力，有了良
好的素养，还担心人不会成才
吗？孟母这些观念影响到后代无
数个家庭，一直到今天。

中国传统的家教都是重德
的。所谓德，就是孩子的道德品
质和道德素养、品格的养成。为
什么是这样？因为会做人才能做
事，做人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
的基本点，连做人都不会，何谈
做事？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传统
文化值得继承的精髓。

王志民：汉代经学主要的经
学大师是山东人。钱穆有个统
计，汉代中期以前，12个经学大
师中有10个是山东人。在《汉书·
儒林传》里写了八大经师，有6个
是山东人。这与孔子生于山东是
有关系的，孔子的弟子大多是山
东人，传播五经的人大体上以山
东人为骨干。所以从这样的角
度，优秀家风主要凝练、体现、传
承在文化世家，而山东是文化世
家首兴之域。齐鲁家风，我们从
时间上来讲，是中国传统优秀家
风的代表。

汉代以后，孔子成为圣人，
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骨干，山东
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家风的
形成和发展以儒风为主，是以孔
子为代表的儒家风气来传承家
庭，成为建设的标准。

结合当下中央提出的对传
统文化进行继承，我觉得要用好
齐鲁文化资源优势，深入挖掘和
阐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落实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我
们今天对待传统优秀家风的一
个指针。

干春松：今年我来山东七
八次了，多数去的是曲阜。我写
过一篇文章叫《为什么我们要
来曲阜》，曲阜是我的精神思想
的重要来源。看到齐鲁文化世
家的颁牌仪式，我感到很震撼。
文化的传承，看起来是一件类
似大江大河的事情，但事实上，
每一个文化家族在传承文化的
过程中都发挥着特别大的作
用。这28个世家，是我们伟大民
族、伟大文明传承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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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风风传传承承需需要要和和风风细细雨雨

在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干
春松教授眼中，孔孟之乡的齐鲁家风是
中国家风的优秀代表。而在颜氏后人代
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
炳罡看来，如何培养家风则是一种实
践。

2014年12月28日，围绕家风如何在
现代发挥作用，干春松，颜炳罡，山东省
政协原副主席、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院长王志民，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研
究员王钧林以及济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松美展开演讲与讨论。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王志民

干春松

朱松美

王钧林

颜炳罡

深读


	B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