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家训，相当于一部为人处世宝典。

从涵义上解释，家训是指家庭或家族内部父祖辈对子孙后代的

垂诫、训示，更是儒家知识分子在立身、处世、为学等方面教育后辈

的家庭教育读物。

从古至今，家训都是一部家庭教育、培养子女、完善人格、接受

传统文化的模范之作。综一生之学养写成、完全秉承古圣先贤教

诲，有时候虽只有寥寥数百字，可是通篇读下来，却觉蕴含丰富、深

意绵长。其精辟的语言涉及的生活领域相当广泛，深入到了生活以

及处世的各个细节。 张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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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撰写家训的风气更

浓盛，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

既有一般的家训，也有专门

训诫商贾的家训；作者既有帝王

显宦、学究宿儒，也有普通百姓；

形式上既有长篇鸿作，也有箴

言、歌诀、训词、铭文、碑刻；方式

上既有循循善诱的说理激励，也

有家规族法的惩罚条文，共有60

余种。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庞尚鹏的

《庞氏家训》、袁黄的《训子言》、《朱

柏庐治家格言》等。此外，郑板桥、

林则徐等人写的家训在历史上更

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清代后期家训文化开始衰

落，但洋务派的曾国藩、左宗棠、李

鸿章、张之洞等人接受了西方资本

主义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也表

现在对子弟家人的教育指导上，从

而为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带来一股

“新风”。

千古家训之首
——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

既备受关注也备受争议的人物。他

被称为“晚清中兴名臣之首”，又被

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后的理学大师

与一代大儒。

曾国藩既为孙中山、章太炎、范

文澜等人所不齿，但也拥有毛泽东、

蒋介石、梁启超、冯友兰这样的铁杆

粉丝。除却政治上功过是非的争议

不谈，曾国藩有一点却是被极为推

崇的，这就是他的家训智慧。

“耕读传家”可以算作《曾国藩

家训》的首训。因为它是祖上所传，

也是曾国藩一生所实践的行为。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年轻时

游手好闲，后来因为无知被人耻笑，

于是痛定思痛，发愤图强。他发下

宏 愿 ：我 曾 家 此 后 要“ 耕 读 传

家”——不仅要保持种地的农民传

统，还要培养出读书人来。作为爷

爷亲手培养出来的读书人，曾国藩

在教育他的儿子和孙子时，最重要

的家训纲领就是他爷爷说过的——

“耕读传家”。

曾国藩一辈子还守住了一个

“穷”字。

在父亲曾国藩的教育下，曾纪泽

和曾纪鸿也都是极其勤俭节约的人。

曾纪泽在任驻英法外交官的时

候，一直过着很俭朴的生活。他的

弟弟曾纪鸿也是如此，在北京做一

个低级官吏，生活非常拮据。

有一次，曾纪鸿生了一场大病，

看了病之后连买药的钱都没有了。

想向哥哥要点钱，但想到哥哥也家

无余财，只好作罢。

这是曾国藩去世没多久的事，

如果留下来了很多遗产，也不会困

顿至此。

后来，左宗棠听说这个事，十分感

动并慷慨解囊，为曾纪鸿雪中送炭。

在曾国藩看来，“穷”是保身之

道。因为你肯穷，因为你不贪，就说

明你没有太大的野心和欲望，也不

会有落人口实的把柄。所以曾国藩

经常自我标榜的一句话就是：“不怕

死，不爱钱。”

曾国藩看重“穷”字的第二个原

因是，不论是不是在官场，“穷”都是

“善身”之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但凡把钱看得重于一切的人，他

个人的品质一定有问题。对于这一

点，在曾国藩的家训中尤有体现。

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时去世，曾

家从金陵两江总督府搬回湖南老家

的遗物，基本上全部是书。由此可

知，曾国藩安贫乐道，一生不虚。

家训史：为人处世的教育宝典

司马光《家范》

孟母三迁

先秦家训大体上包括帝王

家训、贵族家训和自由民家训。

先秦家训是中国家训的

“原点”，处于产生阶段，有些方

面还没有展开，如对子女的教

育等。

但周初王室家训，首开了

帝王家训与仕宦家训的先河。

周成王曾与小弟一起站在

树下，他拿了一片桐叶给小弟

说：“我封你。”周公听见了，便

拜见成王说：“大王封弟，甚

善。”成王说：“我不过是与他开

个玩笑而已。”周公严肃地说：

“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

之必行之。”意思是，君王的言

行举止不应有过失，不应有开

玩笑的话，说过的话一定要做

到。于是，成王封小弟为应侯。

这件事使成王没齿难忘，

直到老死都“不敢有戏言，言必

行之”。这就是著名的典故“桐

叶封弟”。可见，周公把训诫子

侄提到“王家”兴衰存亡的高度

来认识，他也成为中国传统家

训的开创者。

先秦家训是“原点”

说到家训，不能不提孔子

和孟子。

孔子创办私学，招生授徒，

建立了儒家学派，并以诗礼名

扬四方。孔子曾两次在庭中教

育儿子孔鲤既要学《诗》又要学

《礼》，因此后人称父亲的教诲

为庭训。“不学诗无以言”和“不

学礼无以立”则成了古代早期

家训的典型内容。孔门家训也

由此开始形成。

孟子能成为“亚圣”，成为

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体系中

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人，多得益

于他的母亲。

孟子的母亲因教子成名儒，

在中国乃至世界家训史上也享

有盛誉。孟母训子始于胎教，她

说，“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

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意思是

说，“我在怀孩子时，席子不正都

不坐，肉切不方正也不吃，就是

要对孩子实行胎教。”而《三字

经》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

断机杼”，讲的就是孟母为教子

而三次搬家，看到孟子不努力学

习，就生气地剪断正在纺织的

布，以此教育孟子好好学习。

孔、孟家的训诫之道

秦汉以后，大量有关家训

的文本文献开始出现。家训中

的许多基本概念也产生了，仕

宦家训开始形成体系，《颜氏家

训》就是仕宦家训的集大成者。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北齐思

想家、教育家、文学家颜之推的

传世代表作。他结合自己的人

生经历、处世哲学，写成《颜氏

家训》一书告诫子孙。

《颜氏家训》尤其注重对

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

文学、历史、文字、民俗、社会、

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

的见解。

在《颜氏家训》之后，家训

之说盛行。像司马光的《家

范》、李世民的《帝范》等，虽然

不是以家训为名，却都是标准

的家训作品。

《颜氏家训》是仕宦家训的集大成者

宋代家训是家训发展史上的

重要阶段，不仅数量增多、形式多

样，而且内容更加丰富，涉及到伦

理道德、教育、经济、法律、宗教等

方面。

从所搜集的资料来看，有关宋

代的家训，专著加上单篇计百余

种，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这些

家训根据撰述者的身份，可分为宋

代帝王家训、宗室家训、士大夫家

训、百姓家训等类型。其中士大夫

家训最多。如范仲淹《义庄规矩》、

包拯《家训》、陆游《放翁家训》等。

宋代家训继承了传统家训的

散文、诗歌、条规等体裁。也有将

散文与诗歌融合于一体，首先是

散文体的叙事，然后以诗阐发大

意。宋代家训体裁上的另一大发

展则是辑录体家训的大量出现。

辑录体家训就是将宋及宋前历代

的训家教子的成文文献或者相关

的家庭规范的活动汇集在一起，

以历史上的人、事为榜样和范例

教育子弟。

宋代注重道德教育，倡导父

慈、子孝、兄友、弟悌、夫正、妇顺，

即通过对家庭生活成员的言行举

止的规范，将儒家思想贯彻其中。

这些内容在司马光的《家范》、《涑

水家仪》和陆九韶《居家正本》中尤

多。除了道德教育外，宋人还重视

参加科举考试以入仕的教育及其

他知识教育，以提高子孙的素质。

有的宋代家训如范氏的《义庄

规矩》及后续规矩还曾得到朝廷的

许可，取得朝廷的支持。而朝廷也

会给家族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和法

律上的保护。

士大夫家训在宋代数量最多

清代后期开始衰落

放翁家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