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点2016年10月19日 星期三2 ■ 本版编辑/一品泓 ■ 美编/潘洁

京西 视角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热盼您的参与

热盼您的赐稿

投稿办法
邮箱：redy118@163.com

电话：69847961
联系人：张红

“视点”专版征稿启事

视点

下期话题

防治雾霾

■ 张栓柱

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首先是弘扬先贤
和祖辈勤劳质朴、尊老爱幼、崇尚知识、奋发向上优良传
统的民族，是珍视和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史
文化的民族。但是，在现代化、科技化、信息化乃至利益

“最大化”的今天，还有多少人关注“家风”？“家风”在“中
国特色”的家庭文化建设中又具有何种作用？确实值得
反思探讨。

“家风”指什么？简言之是指一个家庭在日常生活
（吃喝穿戴、文化学识、接人待物、礼仪品德等）与社会活
动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风气习俗。如，近年很多社区组
织开展的“五好家庭”评选，一定意义上就是对崇尚尊老
爱幼、勤俭节约、热爱读书、居家清洁等良好家风的褒奖
和赞誉。再如，人们经常谈到家庭宴请招待客人时，长辈
和客人不落座，不动碗筷，家人尤其晚辈不应抢先上桌动碗
筷现象，也是家风的例子。因为，良好的家风，将凸显一个
家庭（成员）所具有的美德礼教、高尚品行；而恶习陋俗，则
会损坏家庭名声，甚至影响家庭和谐稳定、家业发展。

家风，无大事，也无小事。所谓无大事，是说家风基
本上反映在吃喝穿戴、坐卧立行、礼仪习俗这类“不起眼”
的言行举止上。所谓无小事，则是说许多“不起眼”的言
行举止，不仅反映一个家庭（成员）的习俗嗜好，往往还反
映整个家庭（成员）的学识品行、道德修养。就如“为人
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
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呼中”（《三字经》），

“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知足常足，终身不
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增广贤文》）等寓意深刻的常

识，既需长者身体力行，孜孜教诲，也需晚辈躬身敏学，深
思笃行。否则，就会败坏家规家风，玷污家庭家族声誉，
甚至危害社会。

家风，彰显家庭精、气、神，关乎家庭福祉、关乎家庭
文化盛衰清浊。古往今来，无论是富庶家族，还是贫贱门
户，成也家风、败也家风的案例不一而足。说明什么？家
风正则家庭祥和安泰，家风清则琅嬛福地。古语说：“欲
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在物质生活愈加
殷实，精神文化趋向多元，家庭（人口）结构处在老龄与留
守（老年人与儿童）并存的今天，更需弘扬勤俭持家、尊老
爱幼、礼贤下士、助人为乐的优良传统，更需涵养朴实诚
信、进取奉献、奋发向上的高尚品德。

家风，事实上就是家庭文化的最好展示，是家庭和谐
幸福的重要基石。一个文化氛围淳朴浓郁的家庭，展现
给社会的一定是勤劳朴实、明礼诚信、孝老爱亲这样一幅
画卷，让亲友同事、邻里乡亲感受到乐观向上的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有人以为，家风清明的家庭，没有柴米
油盐之忧愁，没有疾患病痛之烦恼。其实不然。俗话说，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只是文化淳朴的家庭（成员）在烦恼
忧愁、矛盾纠葛面前，看重的往往是理解、尊重、忍让、责
任，是淡然、乐观、宽容、关爱；而不是伤悲、责备、怨怼、亵
渎。换句话说，就是工作上注重弘扬爱岗敬业、创新进
取、拼搏奉献精神；学习中善于培养崇尚知识、博学精研、
学用结合态度；生活里努力秉持尊敬宽容、谦和淡泊、勤
劳节俭理念。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身居何处、人
在何方，有一个地方总能让你凝神伫立、
驻足回望；有一个方向总是让你夜不能
寐、魂牵梦绕。这，就是家。几声蛙鸣、
一缕炊烟、寒舍三两间，乡愁裹挟着对故
园的记忆，一路伴随游子漂泊的一生；门
楣上的对联、祠堂里的家谱、家人双亲的
叮咛，家风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流淌在
我们的血液里，彰显在日常的言行中，成
为每个人的精神母体、每个家庭的精神
纽带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曾有一位老教师这样告诉我，看一
个孩子是怎样的，就能知道他的家庭和
父母是怎样的。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
校，家风是每个个体价值观形成的“第一
颗扣子”。人生在世，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都无不印刻着原生家庭的烙印，一个人的
家风、家教，会无时无刻不体现在个人的
言谈举止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人特质。

中国自古注重家风的培养和传承。
曾国藩以“勤俭”为家风第一要义，写下
十六字箴言“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
则俭，永不贫贱”；郑板桥爱竹，教育子女
做人要像竹子一样虚心有节、刚正不阿；
享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美誉的《颜氏
家训》将“德行、书翰、文章、学识”作为历
代传承不衰的家风。正所谓“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家庭作为社会的细
胞，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宋代理学家
朱熹认为，家亦是“大政”，一国有公家之
政、私家之政，家风就是私家之政。家风
的传承与赓续体现的不仅是每个家族嘉
言懿行的世代积累和代际沉淀，更是建
立在中华文化之根上的集体认同。我国
南方很多地方非常注重祠堂文化，祠堂
不仅是敬奉祖先的圣地，也是存放乡愁
的陈列馆，更是守候灵魂的栖息地。当

我们默立于祖先的训诫前，我们才能静
心探究我们究竟从哪里来、又将最终到
哪里去的终极人生命题；我们才能更深
刻地感受到生生不息、赓续不断的血脉
与文化的力量。

每当山东曲阜举办祭孔大典，总有
来自全球各地的孔氏后人不远万里赶
来，无论是两鬓斑白的老华侨还是牙牙
学语的孩童，寻根的心始终虔诚，慎终追
远的情怀从未泯灭；浙江钱家自五代吴
越国开国君主钱镠开始，整个家族绵延
1000 多年，在近代涌现出钱学森、钱三
强、钱钟书等众多精英人物，其学养其家
风均令人称颂；老一辈革命家格外注重
家风传承，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周恩来
给子女立下“十条家规”，习仲勋以“雪中
送炭惟吾愿”示子女，焦裕禄立下家规

“工作上向先进看齐生活上和差的比”，
成为其子女诚心秉持一生的信条……

家风不仅是砥砺品行的精神源泉，
更是干事创业的精神指针。尤其对于广
大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传承优良传统家
风，是拒腐防变，将规矩挺在前面的重要
举措。只有家风正、家教严，才能手握戒
尺、心存敬畏，自觉抵制歪风邪气的入
侵。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家是最小国，国
是千万家”。爱家，就是爱国；家风正，才
能政风清、国本固。

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
善之家，必有余殃。”就像一抹乡愁会永
远流淌在血液中，家风对人的影响也会
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一个
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走向。“家风好，
传家宝。”延续好家风、传承好家风、践行
好家风，让好家风不仅让自家人看到，更
让更多人看到；让好家风不仅福泽一辈
人，更福泽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

一提到家风、家训，首先想到的是
一本名为《曾国藩家训》的书。

曾国藩关于治国治家的故事有很
多，广为人知的“八本堂”、“八宝饭”理论
让曾氏家族兴盛百年，人才辈出。

曾国藩的治家理论大概可以概括
为这么三方面：家庭是人生的根据地
——人都是要立足于家庭才能有更好
的前途；和以治家——家和万事兴，只
有家庭和睦才能成其大事；勤以持家
——家族里的每个人都要勤，家长必须
以身作则。

其实，家风、家训不仅仅是名人名
家的专利，也不是什么玄妙的科学理
论，它是一种家庭氛围，一个家庭的规
矩、习惯，甚至可以说就是家长传授给
孩子的一种待人处事的理念。

都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这
句话非常明显地强调了家庭环境对人
成长的意义和重要性，也是为什么曾国
藩一定要坚持家长要以身作则的目
的。前几个月，微博上有一段外国人拍
摄的点击率很高的视频，画面主要呈现
了一个家长在前面干什么，他的孩子就
在后面学什么。家长乱扔垃圾，孩子也

会照着做，家长脏话连篇，大吵大嚷，孩
子也就喜欢乱吼乱叫，没有礼貌……用
一种很直观的方式，让人们看到，你什
么样，你的孩子就什么样。中心思想与
中国那句“虎父无犬子、老鼠的儿子会
打洞”的老话不谋而合。

可见，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无论达
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家教是一个人最
先接触到的教育，家训是一个人最先接
受的舆论导向，家风是一个人最先养成
的做事风格。

今年上半年，我到世纪坛参观了主
题为和合家风的展览。展览中展示了
很多不同时期、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家
风”故事，通过图片、文字、家谱树形图
的方式全面快速地展示了这些家庭中
不平凡的往事，让更多的人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展览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样
一个家庭：父母都是医生，生了7个孩子，
分别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取名，长
大成人后全部在医疗事业上有所建树，
有的是专修中医，有的主攻西医，有的潜
心研究中西医结合疗法，他们秉承着医
者仁心的家族传统，救治了很多的患者，

也不同程度地在医疗研究上获得成就。
无论是名人大家，还是普通家庭，

都有自己家的风格和秉承的传统。就
拿我的家庭来说，我的父母很注重培养
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尽可能地创造机
会让孩子参与家庭事件的抉择，建立平
等、自由、和谐的家庭氛围。用言传身
教、书籍伴读、借古喻今的方式让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学习与人相处的技巧、学
习处事之道……

尽管我没有成为什么名人巨匠，也
没有位居高位，但是有一些合得来的朋
友，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经营好自己
的小家庭，可以用有限的时间和金钱去
努力将平凡的日子过得精彩就是一件
很开心的事儿。我能够在面对负面情
绪的时候有开解自我的能力，我能够在
面对荣誉的时候懂得不能骄傲自满，我
能够在复杂的社会中保留心中那美好
的坚持，都是我的家庭所给予我的支
持，也是我的父母带给我的影响。我也
会继续把这样一种岁月静好、恬淡从容
的处事风格带给我的孩子，让他拥有一
个快乐、美好、充满幸福感的人生！

李琳/文

孝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道德观念
之一，新时代的孝行标准和表达方式与
古代有很大区别，但是孝心及孝文化的
内涵没有变，孝顺父母，尊老爱幼与古
人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异曲同工。我们不仅
要孝敬父母，更应该尊长爱幼，形成以
孝文化为全社会的淳厚民风。

古语说：“百善孝为先。”意思是说，
孝敬在各种美德中是占第一位的，最
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孝敬父母。一个
人如果都不知道孝敬父母，就很难想
象他会热爱工作、热爱祖国和人民。
国庆节期间，我曾去朋友家拜访长辈，
这是一个长寿的家庭，老奶奶今年101
岁，姑爷87岁，女儿也80多岁了。老奶
奶耳聪目明，身体健壮，还亲自下厨为
我准备一席饭菜。给我的感觉，这是非
常勤奋乐观的一家人。老奶奶告诉我，
他之所以感到幸福快乐，除了感谢国家
好，儿女们对她的孝顺让她很开心、很
幸福。

孝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道德观念
之一。孝敬自己的父母，尊敬别人的老
人，爱护年幼的孩子，人人互相尊重，这
是围绕孝展开的一个人应该有的道德

风范。试想，一个对父母长辈出言不
逊、举止不雅的人，能称得上爱国成才、
奉献力量的人物吗？

古今往来的名人贤士，有不胜枚举
的忠孝双全故事，历史上更有许许多多
值得称道的杰出人物。纵观现实，由于
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孝文化的教育及宣
传推广偏弱，造成了不少人只知索取，
不知回报的心态。以孝为特征的行为
标准未形成新风尚，中小学教育在高考

“指挥棒”的作用下，注重学业成绩，而
忽视了生命教育和情感教育。当今年
轻人，享受着最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
受到家庭的溺爱和迁就，丢失了“孔融
让梨”那种以孝为内涵的启蒙式的品行
教育。因此，有必要结合时代特征从娃
娃抓起，重新归纳新时代的孝行标准，
推广孝文化。

“常回家看看”已为如今社会及家
庭广为认同的生活时尚词句。其中，最
实际的就是回家和老人聊聊天、时常给
父母打个电话，教父母学学上网，带父
母出去活动，等等，事情虽小但可行。

快节奏的社会生活绝不是忽视孝
文化的理由，孝的形式会随社会发展而
变化。但是无论对待自己的父母，还是

对待进入老龄社会的老人们，崇尚尊老
爱幼的社会伦理不变。当人们出行时，
爱老扶幼，关心和照顾老人是一种社会
新风尚。当走入家庭，父母得到晚辈的
关心和关怀是一种幸福。孝与不孝体
现在一点一滴，一举一动及一颦一笑的
各个方面。和谐社会孝的不可或缺的
许多实例告诉我们，人人付出一点爱，
这个社会才更加美好。

孝是每个人都要承担一份孝的责
任。孝行有责要成为一种理念而非推
行所能。《礼记》有云，理想的大同社会应
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
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建立这种基本
生活权利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以孝为
导向的稳定的社会“安全阀”，同时也体
现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价值取向。

孝是一种文化。其实，当人们关注
文化建设时，文化建设之一就体现在如
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对待自己所处
的自然环境。由此可见，孝文化需要社
会多方互动，需要有能容纳孝的环境，
孝行天下离不开社会管理者的积极作
为和有力保障，更要社会广泛认同并形
成社会风尚。

飞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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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家风成了热门话题，引发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所谓家风，就是一个家
庭的风尚，也可以说是家规和门风。它是由
家长的个人形象、道德品质、爱好追求，以及
家庭教育观等构成的，它会形成个性极强、千
姿百态的家庭思想体系和行为规范。

家风从细微之处熏陶影响着下一代人成
长，同时也影响着社会进步。无数个家庭组
合起来就是一个国家，每个家庭的家风汇总
起来就是一个国家的国风。家庭的文明进步
关系到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的文
明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公民的思想
道德水平的高低。优秀的家风，能够引导人
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
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注重家风家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
主张，党中央始终把家庭建设作为干部作风
涵养的重要举措，常抓不懈。2016年初，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
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家
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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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培养优良家风
方面，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毛泽东同志曾经
把处理亲情问题归纳为“恋亲不为亲徇私、念
旧不为旧谋私、济亲不为亲撑腰”的“三条原
则”。周恩来同志十分反感任人唯亲的腐朽

作风，认为新社会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
并为此专门召集了一个家庭会议，定下了著
名的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车等“十条家
规”。贺龙同志要求子女和普通百姓一样老
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不搞特殊化。儿
子贺鹏飞上初中时，一次踢足球腿部骨折。
按理说，父母心疼都来不及。可是一星期后，
他就让打着石膏的儿子去学校，且不许用他
的公车，在街上包一辆人力三轮车每天负责
接送……一大批革命先辈严以律己、不循私
情的家风，为后来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先后落
马的“老虎”和“苍蝇”们，这些人的家族里上演
的大多是大贪护小贪、小贪助大贪、一人腐引
来全家腐的丑剧。比如周永康、令计划等
等。正反两方面的鲜活事例，生动地告诉我
们，家风与党风，相互制约连动。良好的家
风，是抵御腐败无形的“防火墙”。家风败坏，
往往“祸起萧墙”，引起连锁反应。据报载：
2015年被查处的34名中管干部中，超六成违纪
涉及亲属，无异于“火烧连营”。由此可见，不
正家风如“毒瘤”，侵蚀党的肌体，祸国殃民。

莫把家风等闲视。家风正，则民风淳;家
风正，则政风清;家风正，则党风端。让我们从
孩子抓起，常温祖训、常抓家教、涵养家风，助
推良好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建设，凝聚起振
兴中华的强大正能量，这既是下一代人健康
成长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同时还是
治党兴党、治国兴国之大计！

海涛/文

说起家风家训，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
的家庭教育。

前段时间和一位搞教育工作的朋友聊
天，说起了家庭教育的事情。他问我5+2等于
什么，我随口说等于7呀。他笑着说，你理解
错了，这是流传在我们教育学上的一句话，很
多人认为5+2＝0。我有些迷惑地看着他，接
下来他说：“5”是指一个学生在学校受到的 5
天良好教育，“2”是孩子周六日两天在家庭里
受到的不良教育，5天的良好教育遇到2天的
不良就全部抵消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由此
可见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经常这样鼓励孩子好好学习，争取
考个优质学校，或者为了孩子能进一个优质
的学校，求爷爷告奶奶地不惜重金为孩子择
校，还让孩子参加其他的课外各种兴趣班，我
们所做的努力就是为了孩子的将来，有个出
人头地的机会，其实我们忽视了自己的家庭
教育的重要性。

美国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罗斯福，出生
在一个富豪家庭。他的父亲比他母亲大 26
岁，他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欢乐，但在教育他
的事情上，父母都非常的严格。一次，母亲答
应他第二天去郊外踏青，恰遇第二天下雨，尽
管这样，母亲还是带着他来到了郊外。那天，
他们在雨中撑着伞散步，他们玩得很开心，聊
了很多话。回去后母亲就病了，踏青时受了
风寒。家中的佣人说，完全可以改变日期
的。但她的母亲说，做人要守时、守约，有诚
信。一件小事教育了罗斯福，做人要守时、守
约、讲诚信，以致后来的他常常以这件小事提
醒自己。可见家长的行为是多么的重要。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家喻户晓，然而对于
他撒谎受罚的事情却鲜为人知。司马光出生
在一个官宦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
育。他的父亲当时任兵部郎中，父亲不仅关

心他的学业，更关心他做人。在他五六岁的
时候，一天他想吃核桃，让姐姐给砸开核桃皮
儿，姐姐就去找锤子。这时家中侍女走了进
来，拿起核桃放在门缝上一挤，核桃皮就碎
了。侍女挤核桃时被父亲看在眼里，姐姐找来
锤子，问他核桃怎么弄开的，司马光说，我自己
用门挤开的。姐姐夸她聪明。这话被父亲听
到后，对他严厉训斥道，你这么小的年纪怎么
敢撒谎？父亲毫不留情地让他面壁思过去。
事情虽小，但对司马光的印象极深，从那以后
在做人做事上，他变得十分诚实，从不弄虚做
假。他将这种品质带到了著书立说上，使他能
公正客观地完成巨著《资治通鉴》，给我们后人
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晚清重臣曾国藩，非常重视家庭教育，所
写下的家风家训对后人的影响更为深远，他
的后人有为官的有搞教育的，但都秉承了曾
国藩所撰写的家风家训。现在你随便到一家
新华书店，都有曾国藩的书在卖，难道读这些
书不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现代作家冰心在她回忆少年时期的生活
时写道，我感谢我的母亲，早早地教会了我认
字，以至于我拿着文字的这把钥匙，打开了书
库的大门。由此可以看出良好的家庭教育是
非常重要的。

很多古今中外的家庭教育例子举不胜
举，大量的事例说明，家庭教育对一个人成长
过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教育
都无法替代的，它能影响孩子的一生，要知道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打铁还得自身硬，做家
长的就得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树立良好的
家风家训，以身作则，以正能量影响教育孩
子，才能保证未来的家庭幸福，家族兴旺，往
大了说，我们也肩负着国家未来的昌盛，为此
我们应该尽职尽责。

温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