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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家庭道德文化的现代提升①

王丹宇
（湖南省社科联，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３）

摘　要：传统家庭道德文化中的精华对医治今天家庭道德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很好的功用和疗效。我们应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对百善孝为先、相敬如宾、崇德尚行、兄友弟恭、守望相助、勤俭持家等传统家庭道德文化进

行现代诠释和价值提升，促进今天的家庭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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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话题，是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它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的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通过

各种形式的教育和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家庭道德，是调整家庭和家庭

成员间、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创建美好家庭被

看做是普通人生活、奋斗的动力所在。《周易·家人》中说，“正家而天下定矣。”家庭道德是整个社会道

德的起点，《周易·序卦》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

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一切社会道德都是在家庭

道德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家庭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１　家庭道德研究文献综述
家庭道德研究一直是道德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４个方面。
一是对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研究。相关成果以著作居多，如罗国杰的著作《中国传统道德》、黄钊

的《中国道德文化》、王恒生的《家庭伦理道德》等。这些作品对传统的家庭道德进行了梳理和回顾，并

提出，传统家庭道德在当今仍有其现实基础和实践价值。

二是对传统家庭道德的某一方面的现代价值进行研究。如路丙辉的《中国传统孝文化在现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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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建设中的价值》、杜振吉的《儒家孝的思想与当代家庭道德建设》、洪彩华的《试论我国古代家训在

现代家庭道德建设中的价值》、朱贻庭的《现代家庭伦理与传统亲子、夫妻伦理的现代价值》等。作者们

认为，要对传统的孝文化、家训文化、亲子思想、夫妻伦理思想等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

分析和评价，传承和弘扬其精华，为当代家庭道德建设服务。

三是对社会转型时期家庭伦理道德的特点进行研究。如李春茹的《社会转型时期家庭伦理道德的

构建探析》、李桂梅《现代家庭伦理精神建构的思考》、王秀华的《转型时期中国的家庭伦理与社会伦

理》、陈琳瑛的《当代中国家庭道德建设研究》、于立红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家庭道德问题及对策研

究》、曾长秋、孙宇的合著《试论农村家庭道德建设的构成要素》等。

四是对家庭道德的某一领域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大致集中在４个方面：一是对婚姻道德研究。如
杨遂全的《婚姻本质是两性结合的伦理关系》、吕朝龙、刘静的《论爱情的道德本质》、李桂梅的《试论现

代中西离婚伦理的发展趋势》、周奋进的《应该重视对离婚进行道德评价》等。二是对性道德进行研究。

如邵顺康的《论性爱的伦理原则》、安云凤的《中国传统婚姻与性道德分析》、唐凯麟的《家庭伦理三题散

论》等作品。三是对代际道德的研究。如潘文岚的《家庭代际伦理的现实问题》、廖小平的《中国传统家

庭代际伦理的现代转型和重构》等。四是对未成年人的家教进行研究。如曾爱平的《未成年人家庭道

德责任教育研究》、林园的《当代中国未成年人家庭道德教育》、武赛男的《我国农村未成年人家庭道德

教育问题研究》等。

可见，当前我国关于家庭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丰富的，但研究中明显存在不足，一是现代家

庭伦理道德理论体系的构建缺乏系统性，现有的研究基本是针对家庭伦理道德的某一方面进行的，研究视

野有待拓宽、深入。二是对转型期道德领域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在理论上研究不深，解释缺乏说服力。如对

当前家庭道德中非道德主义趋势问题、家庭道德价值迷失问题、家庭道德教育边缘化问题、传统家庭道德

思想的现代诠释和价值提升问题等研究不深、不透。三是对转型时期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在理论上提升

不够。如各地孝道活动的开展中产生了许多好的做法、经验，但尚未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

２　我国家庭道德文化的变迁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家庭道德伦理文化，如父母子女道德、夫妻道德、

兄弟姐妹道德、姑嫂妯娌道德、祖孙道德、亲友道德、邻里道德等，而以父子、夫妻、兄弟之间的道德为基

础，其主要内容为：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睦亲齐家、勤俭持家、爱国忠君、

严以辅慈、敬以致孝、琴瑟和谐、同甘共苦、相敬如宾、励志勉学、进德修身、救难扶贫、团结乡邻、杜绝恶

习、宽厚忍让、诚实守信、慎择交游、近善远佞等许多光辉思想。这些光辉的思想，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

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影响深远。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我国开始被动地走向现代化。随后，近代中国的革
命运动风起云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家庭道德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如在新

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在西方个性解放思想、女权主义思潮影响下，一些妇女开始追求男女平等、追求经济

独立、追求象男子一样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追求自由恋爱，新型家庭模式开始出现。但总体来说，自

１８４０年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一百多年来，虽然我国传统的家庭道德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
种变化只是局部的、小范围、缓慢的变化，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家庭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文化领域的开放也不断向着纵深方向

发展，家庭发生着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急剧变化，传统道德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大踏步地向现

代化转变。变化主要表现为：家庭形式发生了极大变化，以一夫一妻及其未婚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数大

大增加，几代同堂或同代人中若干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越来越少，单身家庭和单亲家庭增多，丁

克家庭增加；家庭中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以父子为中心的关系转向为以夫妻为中心的关系，

家庭重心向下移动，幼者本位代替了长者本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趋向于平等，夫妻之间的关

系也由传统的紧密依赖型转为相对松散型；宗族势力被削弱、家庭势力变弱等等。

与家庭形式的变化相对应，传统的家庭道德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表现为，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进入到了家庭，带动了家庭道德价值取向

的积极变化，如追求男女平等、夫妻平等、长幼平等；自由恋爱，追求爱情幸福，注重婚姻质量，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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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多子多福的观念逐渐被少生优生的观念所取代；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宽容谦让逐渐被认同

接纳。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也带来了相当多的道德问题：婚姻道德丧失，婚外恋、婚外情日

益增多，非婚生子女增多；家庭功能异化或退化，如情感慰藉功能大大减弱，家庭成员间金钱、财产纠纷

日益增多，教育功能相对弱化，重智育，轻德育；强调个人意识，忽视责任担当；代际道德失衡，轻老重幼；

邻里关系趋淡，形同陌路等等。

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家庭道德的失范，会引起相当多的社会道德问题，增加社会

不稳定因素，加大社会管理成本，因此，当前加强家庭道德建设很重要、也很紧迫。

３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庭道德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道德准则上的规定，是立足公民个人层面提出的要求。它

涵盖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是整个社会伦

理道德的基础，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是在家庭美德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培育家庭美德是

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培育家庭美德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思想领域

日趋多元、多样、多变，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种观念交相杂陈，不同价值取向同时并存。在这种情况下，

要找到全体社会成员在价值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在具体利益矛盾、各种思想差异之上最广泛地形成价

值共识，急切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有效整合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想意识，形成团结奋斗的

强大精神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以数千年来人类文明史积淀

的共同价值追求作为其核心内容，它所蕴含的理论精神，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社会进步的渴望、

对幸福生活向往的普遍追求在社会主义制度内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反映了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领域公民的利益诉求，反映社会发展的理想

追求［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全体人民团结一致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引领人民群众进行和

谐社会建设的一面旗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开展家庭道德建设，能帮助人们澄清价值选择

中的困惑，树立正确的家庭道德观，促进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建设。

４　当前应大力弘扬的家庭道德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爱国、敬业、和谐、重德、诚信、宽容、友善、

自强等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２］。当前，家庭道德建设具有了与过去

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弘扬和借鉴传统道德文化中与现代精神契合

的思想，抛弃与现代精神不相契合的糟粕。通过对传统家庭道德的现代诠释和价值提升，建立符合中国

国情和民族心理的现代家庭伦理体系。

４．１　弘扬孝道，促进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当前，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赡养老年人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提倡孝道很有现实

意义。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章》）有子云：“君子务本，本立而

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顺是一个人首要、重要和根本

的事情，孝是人伦之公理，百行之先，是仁义之本；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出发点；不仅如

此，孝还被扩展为普遍的行为准则，成为维护社会伦理关系和政治统治的基本手段。孝的内涵极为丰

富，除了赡养父母这层基本意思以外，还包括无违于礼、必养且敬、养体、微谏、养志等意思。

由于我国传统社会奉行 “父为子纲”原则，因此传统家庭中，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严重不平等的。而

当今的父子关系，是建立在父子人格平等前提下的。今天的孝道，是在父母子女人格关系平等的情况

下，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当前孝顺父母，一是要在物质上自觉赡养父母，二是在精神上给父母以慰

藉。因为当前城市中许多老人自己有足够的经济收入，不需要子女赡养。但他们比较孤独，在这种情况

下，做子女的要体贴父母的心情，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尊重，做到“养则致其乐”。

４．２　借鉴“相敬如宾”等观念来维系夫妻关系
当前，在自由、平等思潮的影响下，夫妻关系越来越平等，但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性解放思想、唯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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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思想严重地影响着夫妻关系。传统文化中夫妻关系和谐、夫妻应互相忠实于对方、夫妻应共同担负起

对家庭责任、相互敬重的思想和做法，对今天的人处理爱情婚姻关系有积极意义。

一是伉俪和谐。孔子主张的夫妻关系是“妻子好合，如鼓琴瑟”。传统文化中，夫唱妇随、男耕女

织、相敬如宾、琴瑟和谐是夫妻关系的准则。传统文化非常肯定夫妻间忠贞的爱情，而斥责那些忘恩负

义的薄癰之徒。二是夫妻要同甘共苦，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传统文化认为，夫妻间应相亲相爱，相互

理解、关心、帮助和支持。具体表现就是同甘共苦，有了幸福，夫妻共同分享；有了痛苦，夫妻共同承担，

共同渡过；有了困难，夫妻共同克服，互相扶持。夫妻间同甘共苦还表现为共同赡养老人，抚养子女，把

家庭支撑起来。三是夫妻间要相敬如宾。要协调好夫妻关系，夫妻双方应相互尊重、忠诚，肩负起对另

一方的道德责任，而不能富贵则傲慢，贫贱就轻贱，更不能遗弃。当代的“相敬如宾”与传统的“夫为妻

纲”现在的婚姻关系中，夫妻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财产，各有各的行为习惯和社会关系是两个独立

的、相互平等的行为主体。因此，夫妻双方在人格上要相互尊重，允许和承认对方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

的自由权利。

４．３　重视家庭德育，推进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
当前，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与家长过于重智育轻德育密不可分，传统家庭教育注重

子女的德育教育、注重道德实践的思想和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从孔子开始，我国古代家庭就以教育孩

子做人为教育的根本，且认为道德的实质在于行，而不在于知。孔子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他

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看来，做人是人生一

切事业的根本，而学习知识，主要是为了“去蔽”，如去除愚蠢、去除狂妄等（参见《论语·阳货》）。儒家

认为，道德包含着知与行两个方面，是知与行的矛盾对立统一。如朱熹认为，获得道德知识固然重要，但

知而不能行，即算不得真知，行是第一位的，知是第二位的。“书固不可不读，但比之行，实差缓

耳。”［３］１２３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进一步指出，“以在人之知行言之，闻见之知，不如心之所喻；心之所喻，不

如身之所亲行焉。”［４］２１２可见，学得再多，不能见之于行，不能称为有德。

４．４　运用兄友弟恭、长幼有序等原则来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当前我国以独生子女家庭为主。常听到独生子女们感叹，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好孤单。外面的人

很多，但不知怎么和他们相处。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古人处理这种问题的智慧了。“兄友弟恭”“长幼有

序”是古人处理兄弟和朋友关系的原则。兄友弟恭是指在家庭中，哥哥友爱弟弟，弟弟敬爱哥哥。长幼

有序是兄友弟恭关系的扩大，是指在乡党社会中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按照年龄这一先赋条件来确

定尊卑位置，年长的尊为兄，年幼的为弟，比照家庭中的兄友弟恭的关系处理彼此间的关系。当年，孔子

的学生司马牛向子夏诉说他没有兄弟的苦恼时，子夏说：“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

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论语·颜渊》）既然“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就应该将兄弟关系和对待兄弟

的方法，推及到他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会像兄弟一样和睦。根据“长幼有序”的原则，社会生活

中，年幼者敬重年长者，年长者帮助、扶持年幼者。长幼有序以年龄为标准处理人际关系，给人一种平

等、亲和的感觉，是一种简便易行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

４．５　运用和睦相处原则处理邻里关系
针对当前邻里关系冷漠的情况，许多有识之士呼吁要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

意识到邻里关系的重要性，在处理邻里关系上有许多成功的实践，也留下了大量关于处理邻里关系的经

典论述。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孟子·滕文公上》）的思想。宋人李邦献在

《省心杂录》中说“在外与人和睦，做事才容易成功”，强调与邻里和睦相处的重要性。古代还有不少家

训中就与邻里和睦相处作了具体规定，如明代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在《忠宪公家训》说：“临事让人一步，

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５］６２对待其他乡邻，古人也反复强调要扶贫济困。郑太和在《郑氏

规范》中用大量篇幅告诫家人，要体恤穷人疾苦，讲究礼仪仁道，要千方百计帮助邻里乡人，曾国藩在家

书中也多次强调对待邻里要“酒饭宜松，礼貌宜恭”［６］４７。当然，传统的邻里关系是在宗法制度下，在农

业社会形成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现代则更多的是一种陌生人社会，人们所处的环境已发

生了根本变化，但古人强调邻里互助、善待和宽待邻里、扶贫济困的思想仍然非常值得今人学习。

４．６　发扬和传承勤俭持家的好传统
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既是一个重要的治国方略，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７］。墨子说：“俭节则昌，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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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则亡。”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李商隐在《咏史》中说“历览前贤国与

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历代的家训、家规中，崇尚节俭而力戒奢侈的论述很多。北宋杰出的史学家、文

学家司马光，为了使儿子认识崇尚俭朴的重要，专门写了家训《训俭示康》。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

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就出自有名的《朱子家训》，足见古人对勤俭

的高度重视。勤俭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虽然我们现在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我国仍有

为数不少的贫困人口，而且今天我们正在建设节约型社会，因此勤俭节约的美德是万万不能丢的。

５　践行传统家庭道德的方法
家庭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等多方面合力推进。

首先从社会和学校的角度讲，应营造培育良好家庭道德风气的好环境。

一是创作一些群众喜闻乐见、易于传播的作品，在基层开展的各类文化活动中推广、演出这些作品。

演出的地方可设在城市社区文化广场、农村的文化综合站或在其它文化公共设施内。另外还要加大理

论研究的力度，并由社科联等群团组织邀请国内特别是省内知名的在家庭伦理道德研究方面有造诣的

学者到基层宣讲。也可由妇联、共青团等组织邀请身边的道德模范到基层现身说法。

二是编写一些通俗易懂、便于记忆的歌谣、格言对大众进行家庭道德的教育。传统道德规范之所以

能积淀为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品质、人格，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运用格言、警句、诗词、歌谣等大众易于

接受的形式，对人们进行长期潜移默化的熏陶。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家庭道德的内

容以格言、警句、诗词、歌谣等通俗易懂、好记好背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利用各种媒体积极在全社会推广。

三是广泛宣传身边的家庭道德模范，如助人为乐的模范、诚实守信的模范、自强不息的模范、孝老爱

亲的模范等等，利用他们的优秀事迹对社会成员进行教育引导。

四是利用学校阵地，进行系统的家庭道德教育。其一，支持中小学校开设家庭道德教育课程，制定

中小学家庭道德教育大纲，编制针对性强的材料，将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勤俭持家、清正廉洁、邻里团结

等内容纳入中小学德育课程；其二，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道德教育中的功能，将诗词、家训等

内容列入教学内容。

其次，从家庭角度看，可采取两大措施。

有条件的家庭，可建立定期的“家庭民主生活会”制度，如《庞氏家训》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五两天召

开家庭会议，合家老小都要参加。在家庭会议上，各人都要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反省自身，抑恶扬善，提

高道德修养水平，收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效果，这种做法，完全可以为现代家庭道德建设借鉴［８］。

倡导开展良好家风建设。家风建设对人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历史上很多志士仁人、民族英雄，都是

在良好的家风中培养出来的，如孟子、岳飞、包拯等。这些人，在良好的家风熏陶下，从小就形成了一种

向往崇高、追求理想的浩然之气，培育了自觉抵制社会腐朽风气的定力，无论环境怎么变化，他们都能坚

持操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我们应该学习古人以家训的的形式开展家风建设的方

法。我国传统家规、家训中有许多为官清正的训诫，包拯在短短几十个字的家训中，不但要求自己为官

清廉，也要求为官的子孙不得贪赃枉法：“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

于大茔之中。”当前，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可将含有廉洁自律字样的家训誊写好，悬挂于自家客厅

中，早晚看看、念念，这对于树立良好家风，从家庭这个源头上防止领导干部腐败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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