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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家道传承中的女性: 母亲·女儿·女生

王连森

( 山东女子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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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工作的落实都需要特定的抓手与工具———家庭建设要有规律可循，家庭教育要有素材可授，家风

传承要有“因子”可积。而这实质上都指向同一事物———家道。“家道”就是基于家庭运行规律而提出的家人规

矩与家事规则。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孕育出广为传扬的普适性的“共性”家道，值得好好传承，这是培养好子女的需

要、建设好家庭的需要、涵育好家风的需要、实现中国梦的需要。女性在中华家道传承中有着两个极其重要的角

色，一是作为“传者”的“母亲”———传授中华家道，二是作为“承者”的“女儿”———接受中华家道。女生既是当下

的女儿，又是未来的母亲( 妻子、儿媳) ，对其进行家道教育意义重大，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应积极承担这

一重任。

关键词: 家道; 家庭; 家教; 家风; 母亲; 女儿; 女生

中图分类号: G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 2018) 05－0046－0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也

是最长久的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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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何工 作 的 落 实 都 需 要 特 定 的 抓 手 与 工

具———家庭建设要有规律可循，家庭教育要有素

材可授，家风传承要有“因子”可积。而这实质上

都指向同一事物———家道。
一、何谓家道

“家道”即“居家之道”“立家之道”“治家之

道”“齐家之道”。
何谓“道”? 道，“所行道也”，“道者人所行”

( 《说文解字》) ，可见“道”最基本的含义是道路

( 途径) ，其“基本功用在于人由之而通达”［2］，由

此引申为方法、手段，再引申为规矩、规则，最后

引申为规律。“家道”就是基于家庭运行规律而

提出的家人规矩与家事规则( “提出”，既可以由

事实归纳而来，也可以基于未来予以构想) 。如

《易·家人》中“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

家道正”( 父子兄弟夫妇应各自恪守本分，各守其

位，各尽其责，各守其道，各循其礼，也就是在家

里做人处事，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

子的样子……这才是正统的“家人规矩”与“家事

规则”，所谓“家道尚正”) 即是此意。“家人规

矩”，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与

肩挑贸易，毋占便宜; 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兄

弟叔侄，需分多润寡; 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等

等( 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 ，指向人，属于“伦

理道德”范畴。“家事规则”，如“黎明即起，洒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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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除，要内外整洁; 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

检点”“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器具质而

洁，瓦缶胜金玉; 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等等

( 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 ，则指向事，属于“技

术方法”范畴。
当然，家道另有“家业”“家境”“家庭的命

运”之意，如“家道中落”( 家业衰败，境况没有从

前富裕) 、“家道从容”( 家庭生活条件充裕) 、“家

道小康”( 家庭经济比较宽裕) 的说法，但此义不

在本论范畴。
“家道”与“家训”“家风”意思相近，并与“家

教”紧密相连，但又与它们有着较大区别。“家

训”( 也作“家令”“家戒”，是对父母教诲的敬称。
包括家规、家范、家礼、家约、示范、教子诗、示儿

诗、家书等) 即治家教子的训诫，是家道传承的文

字化有形载体( 尽管家训是家道重要的载体，但

其内容却不限于家道，几乎涉及社会生活中启蒙

明理、安身立命、求学成人、天地阴阳、育儿闺训、
谋事和人、忠孝仁爱、男女力戒等等从修身齐家

到治国平天下的方方面面) ，也是家庭教育的重

要素材及手段; 家风即家庭风尚，是家庭( 家族)

成员一致且一贯的思想及行为方式的集中表现，

可形成于家道的教授与传承。如果细细体会这

样一句话———“通过‘家教’( 特别是以‘家训’为

手段) 传授‘家道’，可渐成‘家风’”———即可明

了“家道”与“家训”“家风”“家教”之间的联系与

区别。
尽管人人有个性，户户有家道，但历经数千

年的纵向传递、横向交流，中华民族孕育出了广

为传扬的普适性的“共性”家道———“中华好家

道”，如“家人规矩”方面的“进德修身”“温良恭

让”“父慈子孝”“夫妻和睦”“互敬互爱”“兄友弟

恭”“爱众亲仁”“好生爱物”等［3］，“家事规则”方

面的“勤劳”“节俭”“和顺”“睦亲”“友邻”“重

教”等。这些中华好家道集中反映在像唐代李世

民的《帝范》、柳繣的《柳氏家训》，北宋司马光的

《家范》、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朱熹的《朱子

家训》，元代郑太和的《郑氏规范》，明代庞尚鹏的

《庞氏家训》、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清代康

熙的《庭训格言》、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规》《孝友

堂家训》、陈确的《丛桂堂家约》、曾国藩的《家

训》，近代《傅雷家书》等专门的“家训”里; 也零

星出现于《尚书》( 特别是其中的《康诰》《酒诰》
《召诰》) 《周易》《诗经》《论语》《礼记》《弟子规》
等一般典籍中。

二、缘何传承

家庭作为安身立命、休养生息的场所，对人

的生存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人收

获亲情、舒适、幸福的“栖息地”; 是一个人寻求温

暖、慰藉、安全的“庇护所”。不仅如此，家庭还是

社会的细胞，是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经济组

织、社会组织。“通过协调家庭关系，进而协调社

会关系，以至于使国家社会生活形成和谐稳定的

格局，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视的一个思想

传统。”［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时

期，随着西方家庭伦理思潮的传入与中国转型期

消极因素的滋生，居民家庭伦理关系发生重大变

化，非婚同居、娇惯后代、奢侈腐化、弃老啃老等

现象愈发严重，家庭亲情不断受到伤害，传统家

庭伦理日渐式微，直击我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底

线，引起了社会各界和中央高层的关注［5］。1996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

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的任务。
2001 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

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

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就家风建设发表

了系列讲话，总书记提出的“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

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

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

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

点”的重要思想，为新时期的家风建设指明了方

向。在相关系列讲话中，总书记特别强调了妇女

在家风建设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要求发挥妇女

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

独特作用。
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

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

·74·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8 年第 5 期



万事兴、家齐国安宁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

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

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从某种

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根本在于家道的

传承发展。选择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

家道，实是正道，适逢其时。特别是“在当今丰富

多彩又动荡喧嚣的现实世界，人们渴望有片宁静

的港湾，渴望从容安放心灵的家园。家的繁文缛

节消失，宗教旨趣升华，家被看作精神家园和意

义世界”。［6］

首先，传承中华家道是培养好子女所必需。
家庭是人类最早、也是最永久的教育场所，一个

人一生中的思想行为受家庭的熏陶最多。“人性

从来就不被视为是个体的‘自然属性’，而是从家

庭调教中出来的‘群体德性’。”［7］有道是“孔子

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 所以然者，生而善

教也”( 明代苏士潜《苏氏家语》) 。历代家训名

篇基本都包含对子弟特别是对儿女的训导、教

诲———倡导他们清白做人、谨慎处世、自立自重、
宽厚待人、淡泊名利、读书亲贤、孝亲敬长、诚实

守信、勤劳节俭等等。像《颜氏家训》中的“风操

篇”“慕贤篇”，就要求子孙礼义谦恭，将贤德之人

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家道教育应该尽早，“当

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

为，使止则止”( 颜之推《颜氏家训》) 。《朱子治

家格言》的核心也是要让人成为一个知书明理、
生活严谨、作风优良、宽容善良、正大光明、理想

崇高、气 质 高 雅 的 人，这 也 是 中 华 文 化 的 一 贯

追求。
其次，传承中华家道是建设好家庭所必需。

家庭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在物质与精神两

个方面给予生活以保障、支持。“家代表着责任、
依恋、关爱和奉献，是血脉、亲情构筑的温馨港

湾。”［8］“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

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

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

作用都不可替代。”［9］只有引导家庭成员人人遵

守家庭道德行为规范，才能形成父慈子孝、兄友

弟恭、和睦友善的良好家庭关系; 只有倡导、指引

家庭成员人人遵守科学合理的家事规则，才能创

造富足、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千家万户都如

此，家庭就会“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

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9］。
再次，传承中华家道是涵育好家风所必需。

“家风也叫门风，是一个家庭在世代繁衍过程中

逐步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习惯和道

德风尚。”［10］“风俗之厚薄，不惟其巨，其端恒起

于一身一家。”( 张师载《课子随笔·序》) “家风

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9］，良好的家风“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基因，是中华民族优秀

民风的 展 现，是 中 华 民 族 精 神 构 建 的 重 要 路

径”［11］。家风正，国风清。“广大家庭都要弘扬

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

会的好风气。”［9］好家风的形成，离不开长辈对优

良家道的吸纳、倡导及身体力行，也离不开后辈

子弟的领悟、接受及践行。
最后，传承中华家道是实现中国梦所必需。

“天下 之 本 在 国，国 之 本 在 家”( 《孟 子·离 娄

上》) 。“正家而天下定”( 《易·家人》) 。“家庭

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

明则社会文明。”［9］传承中华家道，创建出一个个

好家庭，涵育出一户户好家风，社会就安定团结，

社会就风清气正，国富民强就有了坚实基础和可

靠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就为

期不远、指日可待。
三、中华家道传承中的母亲

“传承”者，“传而受之也”( 辞海) 。它内含

两层意义: 一是“传”———传递、传授、传播，方向

往后; 二是“承”———承接、承受、承袭，方向向前。
女性在连绵不断的中华家道传承中有着两个极

其重要的角色: 一是作为“传者”的“母亲”; 二是

作为“承者”的“女儿”。
家道“传者”多系长辈，如父母、祖父母、外祖

父母、公婆、叔婶等人。一般说来，在此家道传承

之列，母亲具有极高的地位、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这是由其特定的生理因素( 孩童生育、抚养多靠

母亲，母亲与孩子接触多) 、厚重的情感因素( 母

子情深，“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般的恩情) ，

以及作为母亲普遍具备的伟大品质( “生而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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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大宽容”“慈、俭、不争”“静德”［12］) 决定的。
清人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中就讲道，“……子

与母最近，子之所为，母无不知，遇事训诲，母教

尤易。若母为护短，父安能尽知，至少成习惯，父

始惩之于后，必无及矣。”于此，“母教”的独特优

势可见一斑。
“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 孙奇逢《孝友

堂家训》) 。为人母者，“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

则下莫不化也”( 《易·家人》) 。华夏民族自古

如是，且不说在“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

族公社时期，就是进入父系氏族公社之后仍是如

此。中国历史上涌现了许多如孟母三迁、陶母退

鱼、欧母画荻、岳母刺字的母教佳话以及大量的

母训文集，也是明证。习近平主席 2016 年 12 月

12 日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发表讲话

时回忆道:“我从小就看我妈妈给我买的小人书

《岳飞传》，有十几本，其中一本就是讲‘岳母刺

字’，精忠报国在我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很深。”可

见深明大义、品德高尚的母亲对他一生的巨大影

响。站在世界文学的最高领奖台上，莫言坦露心

声:“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
可见，母亲的形象在他心中是多么高大，母亲对

他的影响是多么深沉重大。
古语道，“爱子，教之以义方”( 左丘明《左

传·隐公三年》) ，“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
( 司马光《资治通鉴》) 。“大抵人家，皆有男女。
年已长成，教之有序。训诲之权，亦在人母”( 《女

论语·训男女章第八》) 。母亲应在生育、养育、
教育子女的各个阶段，与父亲作好配合，通过言

传身教、谆谆教诲，将居家处世、为人做事的规

矩、规则教授给子女，“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

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把美好的道

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

节和骨气，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

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9］。
“夫为人母者，明其礼也。和之以恩爱，示之

以严 毅。动 而 合 礼，言 必 有 经”( 郑 氏《女 孝

经·母仪章第十七》) 。“教之者，导之以德义，养

之以廉逊，率之以勤俭，本之以慈爱，临之以严

格，以立其身，以成其德。慈爱不至姑息，严格不

至伤恩”( 仁孝文皇后《内训·母仪章第十六》) 。
如此精于家道传承的母亲，不是自然长成的，也

需要有意识地进行学习、培养，加强自身修炼，并

在日常生活中率先垂范，做出表率，发挥榜样的

力量，春风化雨式、潜移默化地熏陶启迪儿女成

长成才。
当然，强调母亲在家道传承、儿女教育上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否认父亲在这一方面的不

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很多父亲具有的

刚毅果断、强健有力、不拘小节、注重理性的品格

与性情，能与母亲形成互补。父母配合，协同发

力，才能修成家教正果。古人有言“养不教，父之

过”，现有比喻“如果说母亲是海，父亲就是山，海

抚慰人心，山给人依靠; 如果说母亲是火，父亲就

是灯，火带来温暖，灯照亮方向”，都提示了父亲

在家道传承、儿女教育上应担负的重要责任。
四、中华家道传承中的女儿

由于生理心理特点以及承担责任的不同，对

女孩的教育应有别于男孩。我国自古以来就有

女教传统，譬如中国的女性教育在先秦时就已颇

为完整系统地蕴含在“礼教”中，这些礼教从形而

上到形而下，对“女子 /女性”这个对象有相当具

体的研究、阐述与规范。前汉的刘向、后汉的班

昭在集前人女教教义之大成的基础上，分别编写

了《列女传》与《女诫》。这两本书是中国最先出

现的专门化、正统化、主流化的女教教材。其后，

唐代有太宗长孙皇后著《女则》三十卷，陈邈妻郑

氏著《女孝经》十八章，宋若华著《女论语》。明代

则有吕坤的《闺范》、温璜母陆氏的《温氏母训》。
至清代，女教教材的编写愈发系统而全面，如蓝

鼎元的《女学》、李晚芳的《女学言行录》、陈弘谋

的《教女遗规》、王相母亲的《女范捷录》。后来王

相将母亲的《女范捷录》与《女诫》《女论语》《内

训》合订( 谓“女四书”) ，成为女教的经典必读教

材［13］。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新时代对女孩的教

育，从内容到形式，绝不能照搬照抄过去的“女

教”模式，现代的女性教育必须建立在男女平等

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对古代的女教传统进行去伪

存真、去粗取精的“创造性转化”，从而找到适应

并体现新时代要求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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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女性地位不断上升，在社会生

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彰显。但女性在家

庭生活中仍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人生的

教育始于家庭，家教应由家庭里的父母或其他长

辈来及早地实施。一些家道典籍，如《礼记·内

则》《列女传》《女诫》《内训》《闺范》《温氏母训》
《女学》《教女遗规》《女范捷录》《新妇谱》等，都

蕴含着丰厚的女性教育资源。尽管这些典籍里

存有一些封建礼教和唯心主义的糟粕，但也不乏

正面、积极的影响，如劝导妇女加强“廉正以方”
“诚信勇敢”“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敬重爹娘”，

对公婆要“如同父母”，以及生活中要“惟勤惟俭”
等等［14］，“五常”( 仁、义、礼、智、信) “八德”( 孝、
悌、忠、信、礼、义、廉、耻) 也常见其中。家长可据

此并结合自家家道对女儿进行为女以及将来为

妻、为媳、为母的家道教育。
一般说来，“为女”的教育，在要求做到诸如

弟子规所讲的对男女两性共同适用的“入则孝”
“出则弟”“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

文”之外，应特别注重教育女性们树立并养成“自

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自精神，有道是

“不骄，不矜，勤工，好学，才是好女子”。
五、学校的作为: 面向女生的中华家道传承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道昌明，则国

运隆盛。家道传承，不是家庭小事，而是国家大

事。不仅亿万家庭要担承中华家道传承的重要

责任，全社会都应参与其中，以人才培养、文化传

承为己任的各级各类学校更是责无旁贷。特别

是因为，学校里的女生既是当下的女儿———接受

着中华家道，更是未来的母亲———将传授中华

家道。
对高校而言，这一责任更为重大。因为女大

学生绝大多数已年满十八岁，不仅作为女儿的角

色开始被成人化，在不久的将来，还将为人妻、为
人媳，开始担负更多、更重要的家庭角色，特别是

即将为人母，除职场生活外，还要同丈夫一起张

罗家庭事务、处理家庭关系并担承生育培养儿女

的重任。然而，前已述及，“为人母”这一重任并

非自然而然就能担得起的，必须施以系统化的专

门教 育。在 清 朝 晚 期 梁 启 超 曾 提 出 过“妇

学”———“治天下之大本二: 曰正人心，广人才。
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 蒙养之本，必从母教

始; 母教之本，必从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

强弱之大原也。”［15］应该说这对我国现代女性教

育具有启蒙作用。
高校办学“以学生为中心”，不仅应着眼于

“好工作”，对大学生进行专业教育，还应着眼于

“好家庭”，对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进行包含于

通识教育中的家道教育———“好工作好家庭一个

也不能少”“事业家庭双丰收”。为此，一方面，高

校应开设专门的“第一课堂”，如“女性学”“婚姻

与家庭”课，教授女生首先做一个有独立思考能

力的女性，并在此基础上学习作为女儿、作为妻

子、作为儿媳应知应会的“家人规范”与“家事规

则”; 如“家庭家教家风”课，传授作为母亲如何传

承家道、如何教儿育女。另一方面，应开展广泛

丰富的“第二课堂”，如校园活动、专题讲座、社会

调查等，让女大学生感知、体验、领悟为女、为妻、
为媳，特别是为母之道，在当下特别是在未来履

行好家庭角色，担负起家庭职责。从全社会的角

度看，这些举措也响应了党和国家的号召———
“要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

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这关系到家庭和

睦，关系到社会和谐，关系到下一代健康成长”
( 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10 月 31 日在中南海同全

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 。
建于 1952 年，以“坤德女大、行知女大、优雅

女大、绿色女大、幸福女大”为发展目标的山东女

子学院，秉承“坤德含弘，至善尚美”的校训，高度

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经常性地开展“四自”
(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教育、审美教育、爱心教

育、勤俭教育等，通过举办“清照讲堂”文化素质

教育讲座，特别是开设“女性学导论”“女性与婚

姻家庭”“母亲素养与家庭教育”“未来好家庭

( 家庭家教家风) ”等课程，渗透“中华好家道”传

统文化，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服务于女

大学生做“幸福女人”、建“美好家庭”、成“优秀

母亲”的成长与发展目标，为中华家道的传承发

·05·

王连森: 中华家道传承中的女性: 母亲·女儿·女生



展，为建设和谐幸福家庭，用家庭梦托举中国梦

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①。

注释:

① 山东女子学院党委书记郭翠芬对本文写作提出了指

导性意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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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Ｒole in the Inheritance of Jiadao: Mother，Daughter，and Female Students
WANG Lian－sen

(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Jinan 250300，China)

Abstract: We ought to pay much attention to family construction and lay emphasis on family，family
education as well as family atmosphere regardless of drastic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life patterns． The imple-
mentation of any work requires certain starting points and methods: family construction should be completed
with certain regulations to conform to; family educ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 appropriate materials to
teach and family atmosphere should be inherited with“influential factors”to accumulate． Virtually all is di-
rected to one subject———Jiadao．“Jiadao”refers to rules that family member can obey and regulations that
family affairs can follow in running the family． The“universal”Jiadao that generated over the past thousands
of year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widely spread among the ordinary people with general applicability is well wor-
thy of being kept，which is the demand of children cultivation，family construction，building of family atmos-
phere and realization of Chinese dream． Women play two crucial roles in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Jiadao，

acting as“the mother”of“the initiator”to pass on Chinese Jiadao on the one hand and“the daughter”of
“the inheritor”to take in Chinese Jiadao on the other hand． Female students are both daughters in the present
and mothers ( wives，daughter－in－laws) in the future，therefore，it’s significant to educate them with respect
to Jiadao． Schools of various kinds at different levels，specially 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should actively
carry on the important task．
Key words: Jiadao; family; family education; family atmosphere; mother; daughter; female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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