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EATURE 专题

8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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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不同场合多次

强调家风家教。此次以“家道”为主题的文化大展，把视角放在对家庭建设的重视和

对家庭幸福的期许上，当选的“最美家庭”和论坛嘉宾的发言启示我们，向善的力

量，是对道德的坚守、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亲人他人的关爱，也诠释着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浦东探索政府支持、引入社会力量助推家庭建设，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也

希望借活动呼吁更多的社会组织、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家庭建设中来，通过政、

社、企多方的努力，营造家庭建设更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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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天舒

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

乎社会的和谐。如何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

的关系，这需要“家道”，“家道”即家庭伦理。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道”中最

重要的观念。《孝经·三才章》中有孔子的一

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

也。”这是说“孝”是“天道”之常规；是“地

道”有利于万物的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

规矩。“孝”有这样大的意义，我认为，这与

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我国古代社会基本

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

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

庭中的长幼、尊卑的秩序，要使其家族得以

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适应当时社会稳定

的家族伦理规范，而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

是一套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适用的伦理规

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孝”既然为我国古代社会所需要，成为

一种家庭伦理规范，此伦理规范又通过各种

礼仪，而成为社会应遵守的伦理制度，这种

伦理规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礼仪制度必有

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

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

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是故小人乱天

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伦顺天德。”理顺君

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小

人违背常规行事是逆“天”的根本道理的，君

子以“天道”之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

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儒家认为，

“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儒学讲的

“孝”是“人伦”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我认

为，“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

孔子的“仁学”。《论语·学而》中有孔子弟子

有子的一段话：“……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

与！”在《孝经》的《序》中也有一段类似的话：

“孝者德之本欤！”这是说，“孝”是“仁”（或

“德”）的根本出发点，是家庭伦理的核心观

念，但并不是“仁”（或“德”，“德”即是“仁德”）

的全部意义，因“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必须

扩大到社会伦理。《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

有一句话：“道始于情”（此处“道”是指“人

道”，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理）。意思是说

“人道”是从人先天所固有的情感始有的，我

认为这正是孔子“仁学”理论的根基所在。

“孝”不是一凝固的教条，而是基于孔

子“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孝经·
圣治》中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只有在家

庭的实践和社会的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

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我想，

这样来了解“孝”大概是孔子儒学的理想，

或者说是我们对它的一种新的诠释。

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

也会随之有所变化，“孝”的内涵也必定会

有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

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消失而失去意义。

保障家庭的良好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

保障体系来承担。但作为我国传统“孝”的

“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

当今的社会生活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

家庭伦理？费孝通先生认为，当今家庭的

作用主要应体现在“尊敬祖先和培育优秀

的后代”。“尊敬祖先”对家庭来说，就是对

长辈要尊敬。“培育优秀的后代”，就是对子

孙进行良好的教育。

□邓伟志

文化是家庭的灵魂。现在许多家庭内

部的矛盾、家庭与社会的矛盾往往是由于

家庭文化的缺失和文化冲突造成的。文化，

简单地讲，是理念的总和。理念、信仰的落

后，带来家庭暴力的增多，带来不文明行为

的孳生。比如，我们爱讲“棒头底下出孝

子”，于是就带来了成天打孩子。打孩子是

没有本事教育孩子的表现。有学问，会教育

的，—句谚语，一段故事，就能让不听话的

孩子，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要知道，挨打

的人也容易打别人，这就加剧了不文明，助

长了野蛮。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文

化是文明的基础。没有进步文化的发展就

不会有文明的发展。

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积累的

过程。积累就是学习。学习就要读书。在有

些人眼里，看手机就是学习，这是误区。手

机里有知识，可那是一挥而就、草率形成的

知识，其中有不少是经不起推敲的知识，科

学的含量较低。而书则不同，一本书出来

前，要反复校对，差错微乎其微。因此，我们

要努力从书中吸收知识、吸收文化、吸收文

明，要把千家万户建设成为“书香家庭”。中

国自古就有“门对千杆竹，家藏万卷书”的

家训。文明的中国人绝对不是“口袋鼓鼓

的，脑袋空空的”的人。好书能拨动人的心

弦，能触及人的灵魂。我们要争做“万卷

户”。从万卷中吸收进步文化，逐步抛弃陈

旧的理念，提升家庭的文明度，进一步提升

全社会的文明度。

要建设书香家庭，对政府来讲，要办好

教育，尽量多办些不收费、少收费的学校，多

办不同类型的学校，适应人们多种多样的需

要。从娃娃抓起，开展全民教育，还要提倡终

身教育，活到老，学到老。尤其要注意对有越

轨、失范行为的孩子的教育。对他们不要歧

视，不要当另类。很多人破罐子破摔，是受歧

视后产生的逆反心理和逆反行为。

要建设书香家庭，这里还要提出一个

问题，那就是有些学者、名人，有些教育家、

有些大领导，他们能带好博士，能治理好一

个地区，却治理不好自己的家庭。不能说他

们读的书不多吧！但是为什么缺少家庭文

明呢？是不是书香家庭的提法错了呢？不

是！是他们读书少了—个角，他们数、理、化

读得多，行政管理方面的书读得多，却没有

读家庭学。家庭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一

门文化低的人学了不觉深，文化高的人学

了不觉浅的大学问。读了家庭学才能懂得

家庭的功能、家庭的结构、家庭的关系、家

庭的类型，甚至懂一点家庭演化的历史，也

有助于开阔视野，不要一天到晚盯住眼皮

底下的那两个钱，不要心中只有自己那个

小家庭。发达国家一人犯罪一人当，很少有

一端就端出一家一窝的。中国则不一样，请

看近来接受审查的那些“老虎”，几乎都是

一端就是端全家。这就告诉我们，要下决心

改进我们的遗产继承制，改变我们的血缘

观念。鲁迅讲过：“知识是不能靠性交传播

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多元的，有血缘、地

缘、业缘，现在还有人加了个网缘。这几个

“缘”都要处理好。在家庭关系上，要有浓有

淡，当浓则浓，当淡则淡。在家庭成员干违

法、缺德的事情时，就要与其保持距离，不

要抱团。这些都是家庭学告诉我的。

现在中国的离婚率，特别是大城市的

离婚率已在超俄赶美。这也是没读透中国

家庭学的缘故。从理论上说，有两句话：一

句是，不许离婚是有害的；再一句是，离婚

率过高也是同样有害的，至少有一条：不利

于子女成长。“家和万事兴”。假如不和呢？

自然难以兴了。

书香家庭不可不藏、不可不读家庭学

方面的好书。

□陆天一

去冬今春，当我们和一些德艺双馨的

沪上知名艺术家一起走近浦东的最美家

庭，生动、具体地感受到他们坚定的政治

信仰，家国命运的自觉担当，超越血缘的

诚挚大爱，不离不弃的生命守望，无不接

受了一次精神文化的洗礼。同时，也会发

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

他们大多是一些最普通的家庭，没有显赫

的地位和过亿的财富。第二，他们都是特

别懂得感恩的人，即便是在遭遇残酷的命

运时，他们也会发现雨后的彩虹。第三，

他们中每一户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当然

肯定也有一位伟大的男性）。

这一位位伟大的女性，在幸福家庭营

造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让她们的家庭与

幸福有个美丽的约会。

第一，是伴侣，不是附属。夫妻关系

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家庭关系中最坚韧

的纽带不是孩子，不是金钱，而是精神上

的共同成长。中国有句俗话“看孩子，先

看娘”。在浦东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家族就

是居住在浦东川沙“内史第”的宋氏家

族。在那个封建年代，坚持不缠小脚、自

由恋爱的倪桂珍是一位具有刚强意志的

女性，她对自己丈夫的事业竭力支持，对

家庭与对孩子们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她

对儿女们的关心和照顾倾注着一位母亲

的深深之爱。宋霭龄、宋庆龄与其弟妹们

都经常说：“我们的母亲，即使是在最困难

的时候仍给我们以快乐而舒适的生活。”

她和丈夫形成了“慈父严母”的家庭教育

黄金搭档，在她严加爱的管教之下，培养

了性格迥异的宋氏三姐妹。

第二，是付出，不是牺牲。家庭中的

另一个主要关系就是亲子关系。当影视

艺术家赵静在走进浦东最美家庭卢伟栋

时，她告诉我们，“我一直在想象这样一户

照顾了3位没有血缘关系的高龄老人的家

庭究竟是怎样的，见到后发现和我想的一

样，他们一家就应该都是这样慈眉善目的

人。”卢伟栋和王晓梅从不觉得他们照顾

老人是一种牺牲和负担，他们认为通过这

样的付出，他们收获到了快乐和家庭的幸

福美满。全国自强模范金婉的母亲侯雪

莲曾经告诉我们：“我现在真是后悔当初

没有跟着金婉一起学习书画，不然现在就

可以帮助她分担更多。”正是这样一位从6
岁开始背着金婉一路求学到华师大的母

亲，她从来不觉得为女儿是一种牺牲，她

只知道付出，她在付出中也收获到快乐和

自尊。

第三，是大爱，不是小爱。家庭是社会

的家庭，一个家庭不可能脱离社会存在。

在我们寻找到的浦东最美家庭中，有些家

庭是有缺憾的家庭。说到底，世界上其实

也根本就没有完美的家庭。如果抱残守

缺，就永远也找不到幸福。潍坊街道贺济

七兄妹家庭和三林镇杨龙海家庭，面对现

在动辄价值百万元的动迁分配时，以手足

亲情诠释了大家庭的家风，婆媳、妯娌、姑

嫂之间的感情让人唏嘘不已。陆梅芳与丈

夫在独女离世之后，从伤痛中走出来，把爱

倾注在志愿服务上，投身到社区这个更大

的家庭中来。“雪龙号”船长的妻子凌莉，小

家与国家，她与丈夫使命共同承担，以守护

好家庭这艘小船，为“雪龙号”保驾护航。

这就是幸福家庭的另一个秘诀，就是从小

家，到大家，到邻家，再到国家。一个有大

爱情怀的家庭，一定是充满幸福感的家庭。

女性，正是以一种在夫妻关系、亲子

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温柔力量，在幸福家

庭的营造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

种力量，不仅让自己好，而且能够让下一

代、一代又一代更健康。

□张守富

一、家文化知与行的关系

要点一：家，与其他事物一样，要树立

正确的家观念，观念决定命运；要点二：正

确的家与家庭观，决定正确科学的家行

为。知家、懂家才能真正的爱家、兴家，得

家福。知中华之家的起源与演变，知家发

展的规律与本质；要点三：懂家的哲学与思

维，树家正确观念——明道。

二、小家与大家的关系，即家庭与姓

族、宗族、民族、国家的关系

要点一：家是国的家，国是家的国，互为

基础；要点二：有一个个小家的和谐兴旺，会

支撑发展姓族、宗族、民族和国家和谐、兴

旺。一个个小家好了，国家也会好，国家好

又助推万家和兴；要点三：体会到习总书记

重视家庭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性。

三、家文化与家庭文化的关系，即宏观

家文化与微观家庭文化的关系

要点：家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文化体系，

综合文化体系中，家庭文化是重要组成部

分。家庭文化发展，丰富和推进家文化的

发展。宏观微观一体化不可分割。

四、新家与老家的关系

要点一：前辈（长辈）祖上，故里是家，是

家族繁衍的沃土基础，基础牢则家兴旺，传承

久远，是族名门旺之基；要点二：是爱孝接力

的根与源；要点三：老家是新家发展的地气。

五、家庭与邻居、亲朋的关系

要点一：小家不是孤立存在的，均有居

住存在的不同环境。无论乡村、城市、中

国、外国，均存在人群生存环境现实；要点

二：不要认为家都是自己的。你家的地是

我家的天，我家的地是他家的天……隔壁、

对门、楼上楼下、单元、小区的相关性；要点

三：远亲、近邻一样亲；要点四：从小家延伸

到园院、街居、乡镇、区域与国家。

六、爱、孝、和、能与家兴、家福的关系

要点一：家和万事兴是中华民族和谐

品格和崇尚的情操；要点二：家兴（万事兴）

的爱、孝、和、能，四要素是家道家兴理论研

究的重要课题。提倡“家兴”全概念。

七、家文化与家物质、家兴、家福的关系

要点一：家有文化重千斤。有文化才可

能有正确的家的价值观，文化统领物质；要

点二：家兴，一个家不富裕不是好家庭，正如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样的道理。但讲兴旺

与幸福，要摆正物质、富足与文化关系。幸

福不能让金钱控股；要点三：一个家的核心

价值是“幸福”，千家万户均如此。

八、东方家庭与西方家庭文化差异与

关系

要点一：国家民族人们居住环境、生产、

生活、文化样式，没有谁最好，谁最对；要点

二：认知差异，尊重差异，取长补短，丰富家

文化；要点三：东、西交流的人类文化意义。

九、人类之家与动物（兽、禽、鸟、昆

虫……）之家的关系

要点一：都是动物，人类是高级动物。

人类以外动物存在的合理合法性；要点二：

人类应有动物好朋友；要点三：与动物共

存，爱护动物就是爱环境、爱人类。人的家

与动物的家同样重要，建造大千世界大家

庭。反对野蛮杀生、餐食，帮助另类建家，

护他类之家，建设美好世界。

以上关系是我要探研的重要课题，在

学习中体验，在大家的助推中提高。和大

家一起分享家道幸福。

最美家庭凝聚向善力量

家道家风抒写美丽浦东
如何建设书香家庭 女性在家庭中的力量

浅探家文化九大关系（要点）

孝之道

浦东居民在“中国四亿三千万家庭的幸福梦”书法长卷上签名。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徐网林

浦东书香家庭营造浓厚读书氛围。 居民高唱家庭美德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