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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家风在新时代的价值意蕴及创新转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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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渊远流长，凝结了华夏几千年以来沉淀下来智慧。随着新时代得到来，中华优秀传统家风如何与新

时代中国发展碰撞出更加炫目的火花，以增强我们文化的软实力，在世界的大舞台上散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辉，我们不仅要挖

掘其精髓，不断传承，更要改造创新，凝结升华，以适应中国现代及未来的发展需求，并赋予其在新时代的价值取向，旺盛

的生命力，以为中华文明重新引领全球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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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秀传统家风之内涵 

1.1 中华优秀传统家风的含义 

纵古至今，中华民族向来高度崇尚家风文化，无数的经

典家风传承，在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与壮大的过程

中，为炎黄子孙所借鉴，是一种道德支柱和精神力量。无数

家庭，承继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在漫长的社会实践活动

中生长出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精神食粮，那就是优秀家风。家

庭成员最先接触的价值观就是家风文化，并在未来的时间里

规范着家庭每个成员的行为、举止、言谈。在华夏文明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优秀家风更是以其独特卓然的文化形式影响

着家庭、家族和华夏民族的兴旺与发达。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期积淀而成并传承数代的风

尚和作风,是家庭或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道德操

守、行为规范乃至人生发展的集中展现。家风文化影响着每

个家庭成员的安身立命、影响着家庭的兴衰发展,也影响社

会风气建构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千千

万万家庭的优良家风必然凝聚成全社会的一种好风气。由此

可见，优秀传统家风文化是当代家风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及

道德遵循。 

1.2 中华优秀传统家风的组成 

纵观中华传统家风文化，她主要体现在家训、家规、家

教、家族活动仪式、家族居所环境等方面。其中，家训、家

规一般体现在家族成员的做人做事的理念与行为规约；家族

活动仪式是通过家族活动使其成员逐步把家族的价值理念

和道德约定内化为自己的行为遵循；家族居所环境则体现的

是一种德性意愿,家族成员在环境中潜移默化地被浸润和熏

陶。 

中华优秀传统家风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她也是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良好家风建设的宝贵的

精神资源。因此，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方面，继承

和发扬优秀中华传统家风文化对于推动个人成长和构建家

国情怀极具价值。 

二．优秀传统家风之新时代价值意蕴 

2.1 一脉相承，同根同源 

传统与当代家风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家风是社会发展

历史中存在的一种重要精神文化形式，无论是历史还是现

实，家风都在其治家之道、教子之方、修身之法、处世之则

及家国情怀等核心内容上一脉相承，历代家风的价值内核、

道德取向、行为规范都有共通之处；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

家风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相同的根源。纵然山高路远，沧海

桑田，也阻挡不住炎黄子孙的血脉亲情。我们的家风都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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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华夏沃土，根植与伟大的母亲――祖国；因此，历来优秀

传统家风都具有一脉相承，同根同源的特征。 

这一特征不仅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共性的范本，也让

我们进一步夯实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根基，那就是瑰丽的

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家风的本源。基于中华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家风新时代的价值意蕴就彰显出来：一是传统

文化的精髓，是新时代的瑰宝，我们要承继那些从历史中积

累的优秀传统家风，传统家风的光芒在新时代依然熠熠生

辉。二是传统文化赋予新时代家风新的内涵，如家国情怀的

提升等。三是新时代多种方式地重拾优良家风，发挥优良家

风的作用。 

2.2 独特风韵，异彩纷呈 

在中华浩瀚而绚丽多姿的古代文化园林中，传统家风文

化就是蕴藏的阆苑奇葩，她流传久远，独具特色。家风教育

一直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着，包括格言、诗歌、散文、

书信等，也有独特的家书、家规、家诫等形式展现在我们面

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思想，这是古代先人留给华夏子孙的宝贵精神财富。

如岳母刺字、孟母三迁的故事，还有古今闻名的《颜氏家训》、

《朱氏家训》等。 

中国历代家风文化涉猎广泛，凝结华夏民族心理及道德

诸多方面。以孝、诚、廉、勤、谦、和为贵，培养子女以读

书做人为要，敦厚温和为本，追求崇高理想为目标。家风文

化富含哲理，并具有形象性和丰富性等情感色彩。 

在新时代背景下，家风不仅散发着她本身优良的教育芬

芳，而且融入了新时代的特征，异彩纷呈。改革开放，使国

人的视野拓宽了，家的外延扩大了，人们关注小家的振兴，

关注国家的强大，关注海峡两岸的团结，人们也放眼世界共

同体。家国情怀的内涵更丰富了，家风与政风、党风一起构

成了当下中国的社会风气。家风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越

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是弘扬传统文化主旋律的重要篇章。

焦裕禄“工作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件跟差的比”的家训、

谷文昌“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等是新时

代家风建设的表率。习总书记提出，“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

与，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

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在全社会掀起了崇尚好家风的

热潮。 

2.3 榜样引领，润物无声 

优秀传统家风传递着中国历代名人深厚的教子经验和

个人智慧的灵光，他们也以自己的优秀品质弥留给后代永无

止境的、无穷激励的标杆榜样力量。无论是他们生动形象的

警世诤言，还是他们身教重于言教的高尚行为规范，仿佛留

给了后人语重心长、循循善诱的嘱托，而且在怦然心动之间，

又随风入夜，润物无声。 

新时代，家风依然以其润物无声的特点影响着一代又一

代人。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新时代家风增添了

新的内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 

三．优秀传统家风之创新性转化策略 

3.1 融入核心价值理念，涵养心性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她必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

化的。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家风既是家庭的精神引领，也体

现了社会发展的痕迹。封建社会的忠、信、孝、悌、礼、义、

廉、耻，能折射出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家风与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是互相影响的。那么，在当今社会主义新时代，

家风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依然是有机统一的。因此，在优秀传

统家风创新性转化时首先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这

样才能更好地涵养人们的心性。 

融入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落地生根的过程。无论是“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十

大人物”还是“全国文明家庭”，乃至身边的无名英雄，他

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彰显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良好

的家德家风，有爱国的典范，有敬业的典范，有诚信的典范

等等。只有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风才更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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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在每个人的心中种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建设目

标，种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期待，种下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基本道德规范。这就是新时代家风的精

神气质，也是涵养良好家风的土壤。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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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要采取多种方式，让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 

3.2 拓宽传统家国维度，凝结情怀 

历史上，不同的时代，家国情怀有着不同的表现。近代

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的历史方

位呈现新的格局。新的格局是全国人民都在奋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的格局是世界的多极化、经济的全

球化、社会的信息化。 

因此，新时代家国情怀的维度拓宽了。培育家国情怀首

先要清晰家国新的维度。 

（１）家国的联结更紧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家与

国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了，“国家共同体”让我

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比如，当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

国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国家的一系列举措，尽

显人民生命至上，为每一位小家尽责；每一个小家时刻与党

的领导保持一致，严格按政府要求防疫，使我们抗疫战斗不

断取得胜利。 

（２）家国的维度更宽阔。新时代“红色家风”的诞生

和发展丰富了传统家风的内容。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为我们留下了红色的种子，是宝贵的家国情感。同

时，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已经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彰显了大国的情怀。由家庭到

国家再到世界，这也是新时代的家国情怀，她使传统家国情

怀的维度更宽阔了。只有休戚与共，才能够赢得未来。 

（３）凝结责任与担当的家国情怀。家国维度的变化，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作为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人有责。我们要把自己的

成长与祖国的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勇担“强国有我”的

伟大使命，突出从家到国，从国到家，家兴国旺，国旺家兴

的家国情怀教育。 

3.3 改造传统家风规约，扬弃传承 

（１）汲取思想精髓，适合时代发展的价值规约 

毋庸讳言，传统家风从总体上看，精华多于糟粕、瑕疵

难掩美玉、进步胜于落后。因此，要遵从适应时代发展的价

值导向，把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融入到传统家风的

改良与建设中来，批判继承，赋予传统家风规约新的时代特

色。 

例如：“愚忠愚孝”、“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万般皆

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等，都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我们应认真地加以剔除，并对

中华传统家风进行再生再塑，继承治学与修身的统一，塑造

理想人格、言传身教等传统家风的优点的同时，结合新时代

发展要求，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营造出一个公平正

义的社会氛围。 

（２）着眼现实社会,开拓家庭教育新的篇章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随着改革开

放，国民经济不断提高，社会关系不断变化，家情、国情、

世界情都变得复杂化，作为社会细胞单位的家庭教育如何在

变化的家庭结构中发挥她的先导作用，对于培育新时代家风

有重要意义。那么在“四二一”家庭模式下，发挥家庭教育

的作用必须坚持德育为先的原则。这就要处理好两种关系:

一是坚持爱子与教子的关系。爱子与教子是两种行为，爱子

要追求严慈相济的原则,并非非理性的狎爱与溺爱。当下，

很多家庭对孩子过于怜惜溺爱,导致孩子坚强独立的意志品

质难以养成。甚至,有的家长对子女的错误还要纵容，影响

孩子健康成长。所以，“四二一”家庭要有一致的教育原则，

要有一致的教育方向。二是坚持言传与身教的关系。家长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教育要做到以身作则、身先示



 
文化研究 

 34 

文学研究 
第 2 期◆2022 年 2 月 

 
范，身教言传、率先垂范。不能只有言传，没有身教。当下，

很多家庭经济条件都很好，不惜为孩子花钱买学习资料，请

老师辅导，而自己却不以身示范，导致孩子厌学等心理。所

以在新时代我们更强调家长要既有言传也有身教，肩负家庭

教育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 

（３）坚持知行统一,践行熏陶品行情操 

优化当代家风环境资源与内涵延展，奏响中华崛起时代

强音。我们生长于一个伟大的时代，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和

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我们每个人都要珍爱优秀的传统文化，

学习并传承优秀的家风。重走长征路，筑牢理想信念,凝聚

民族意志；自觉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抵御各种不良思潮；挖

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家风,增强文化自信。 

作为青年人我们要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把个人的

成长与国家的发展融为一体。我们来自一个个家庭，我们要

承担家庭的责任，又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家

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让我

们立足本职，自强不息、努力奋斗，让家国情怀在每个人的

心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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