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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丘，其优良家风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孔

氏家族几千年的发展，甚至辐射到孟氏、曾氏等家族。孔丘家风强调为人潜修身心，恪守礼制；处世

睿智开明，海纳百川；治学博约结合，精思贯通；执事恰当中庸，厚重虔敬。这些内容构成孔丘家风

的完整体系，其家风传承数千年而经久不绝，影响深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家风仍有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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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家风？《辞海》解释：“指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１］８６７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历史传统，是

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在世代繁衍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以及精神风貌的总和，

是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特质的具体表现。中国人重视家风的历史很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孕育了家

风文化，孔丘家风便是典型。孔丘后代绵延千载，能人辈出———有孔伋、孔安国、孔融、孔颖达等人在内

的众多经学大师，他们醉心儒学，名扬四海。这不仅使儒学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而且广泛地传播到海

内外。孔丘创建的文化家庭，以教育为 己任，以道德为旨归，以文化传承为导向，影响了整个孔氏家族

数千年的发展，甚至辐射到孟氏、曾氏等家族。孔丘家风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教

育意涵和实践价值。

一、为人：修身恪礼

为人是孔丘家风的核心内容。为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行“仁”，潜修身心，符合“仁”的道德规范；恪守

礼制，遵行“仁”的价值追求，是孔丘思想的核心，“是孔丘最高的理想境界”［２］１０。

（一）潜修身心

潜修身心，既是“仁”的具体要求，也是培养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和实践道德行动的前提。在家

庭关系上，孔丘阐“孝”的养亲关系，行“悌”的尊兄情谊，这是和谐家庭、树立家风的基础。

孔丘的“孝”观，在他的言语之间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归纳为养、敬、顺三个层次。养，是“孝”的第

一层次，也是基础，保障年迈双亲的基本生活，具体是指“今之孝者，是谓能养”［３］５６。竭尽全力去侍奉父

母———有事情，子女去做；有酒 食，父 母 享 用，这 都 是 对 年 迈 父 母 的 反 哺。但 是，不 能 如 同 饲 养 犬 马 一

般，仅仅保障父母的物 质 生 活，在 此 基 础 上 还 要 恭 恭 敬 敬，心 存 感 激。敬，是“孝”的 第 二 层 次，关 心 父

母，充实父母的精神生活，主要指“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４］１４，孔丘的家庭牢牢遵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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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孔丘闲居叹息，孔伋言“亟闻夫子之教”［３］７８而不懈，大恐成为不肖子孙，引得孔丘转哀为喜。顺，是

“孝”的第三层次，应该最大程度顺从父母，具体是指“事父母几谏”［５］１７３。双亲的认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与“仁”相悖，此时，应委婉地劝说，若碰钉子，不叛逆，不埋怨。对父母要学会转化角色，迁移情感，如同

照顾自己孩子一样，心怀忧虑。如若父辈去世了，应长期坚持父辈合乎“仁”的行为。这样，以行动实现

对父母的孝顺，并不断扩散这种风气，以实 现参与维持国家政治的目的。孔丘还特别引用《尚书》的逸

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加以说明。

孔丘的“悌”观，在他的行动中可以一览无余。他呼吁后生“出则悌”［４］４，痛恨那些放浪形骸不循礼

制的人物，即使是多年的老友。原壤坐着叉开双腿，甚是无礼，孔丘怒骂：“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

而不死。”［４］１５７尊敬兄长，也要恰当处理好各种家事。正是抱着一份对兄长的敬爱，孔丘慎重对待侄女的

婚姻大事。他将哥哥 孟 皮 的 女 儿，许 配 给 弟 子 南 宫 括。“南 宫 括 字 子 容”［６］１７５１，说 话 行 事 谨 慎，注 重 细

节，主动吟诵《诗经·大雅》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足以彰显性格。这样的侄女

婿不仅懂得诗歌欣赏，德性高洁，还通晓历史沉浮，从“禹稷躬稼而有天下”［５］７４２得出结论———尚武不得

善终，崇德必拥天下。由此可见，南容也是一位才子，学诗通史，德性修养一点也不比孔丘的乘龙快婿

公冶长差。

（二）恪守礼制

恪守礼制，源于时代纷繁，为了存活乱世，不得不保守行事。这些具体体现在孔丘的家庭生活中。

孔鲤起名恪守礼制。孔丘１９岁那年，和宋国人亓官氏喜结连理，婚后一年，幸得一子。在他出生之

际，鲁国国君昭公得到这条消息，因孔丘先世为宋国贵族，按照礼制，送来一尾鲤鱼，以示庆贺，孔丘承

蒙恩泽，恪守礼制，“荣君之贶”［７］２９，因此给孩子起名为鲤。

孔鲤在母亲去世后恪守礼制。孔鲤母亲亓官氏去世了，伯鱼过度哀伤，即便过了丧期，他还是时常

哭泣，思念母亲。一天，孔丘听到哭声，不禁询问谁在哭泣。孔丘门人回答道：“是孔鲤哀伤师母呀。”孔

丘因伯鱼逾越礼制，呵斥：“嘻！其甚也！”［８］４２７孔鲤听到此话，方知自己哭母循人情而逾礼制，只有把悲

伤留给内心，恪守礼制。

孔鲤丧葬，孔子恪守礼制。孔鲤饱受周游列国之苦，仅仅活到５０岁就与世长辞。对一位年近七旬

的老人来说，是何等煎熬！但孔丘还是有条不紊地完成儿子丧事，一切按照礼制行事。这种礼制，在颜

渊丧葬的过程中，得到直接和间接的体现。孔鲤的 丧 葬，“有 棺 而 无 椁”［４］１１０，这 直 接 反 映 其 平 民 身 份。

孔丘门人厚葬颜渊，孔丘悲叹：“予不得视犹子也！”［４］１１１这 种 悲 叹 发 自 肺 腑，也 间 接 反 映 了 孔 鲤 简 葬 的

事实。

孔伋祭嫂恪守礼制。文献当中没有直接地记载孔伋的兄嫂，只是在曾子的话语中———“子思之 哭

嫂也为位，妇人倡踊”［９］２０４，这里无意透露了孔伋严格按照丧葬礼制的要求，葬礼中站在恰当的位置。

二、处世：开明包容

孔丘的家风注重开明包容的处世观。家庭的存在，是幸福的摇篮，也是沉重的负担。在真实的生

活情境中，孔丘家风为后人创立了开明包容的典范。

（一）睿智开明

孔丘的一生，不是孤独的一生，打交道最多的还是弟子。弟子如同家人，与众人相处，需要开明练

达的态度。

一方面，孔丘教育弟子坚持有教无类。沈灌群先生曾经认为“教育应为大多数人服务，人们受教育

的权利，不应受出身、成分、年龄、地区的限制”［１０］１５。所以，孔丘的学生们，有的人出身鄙贱，有的人身陷

囹圄，有的人父子同学，有的人来自夷狄。这种种限制，不应成为人们虚心求学的阻碍，也不应成为师

生交往的阻碍。人应该 超 脱 条 条 框 框 的 限 制，追 求“仁”的 理 想，坚 守“仁”的 理 想，甚 至 奉 献 自 己 的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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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逝者如斯，三代损益，世间万物变化无常，只有“仁”的理想，才能实现人的价值；只有“仁”的理想，才

能实现人的和谐。

另一方面，孔丘开明接受弟子的离去。不论是学成离去，还是生命离去。他坚持人应该超脱生死，

以实行“仁”为最大的愉悦和满足。虽然孔丘有过情绪的激荡，但是他还是肯定天命，相信天为主宰，天

命长存。天命决定人的生死，也决定世事变迁；人只有在顺应天命的同时，积极进取，专注自己的事业，

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人不必过分担心去留。

（二）海纳百川

对于家庭的琐事和问题，孔丘家风在礼制的规范中，蕴含包容。以孔丘儿媳改嫁为例，孔丘仅有一

子———孔鲤，其年止半百，先孔丘去世。从《礼记·檀弓上》中“子思之母死于卫”［９］２０５的记载和柳若规劝

子思慎重祭祀的言语，可以大胆地推测，孔鲤妻子有改嫁的事实。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究竟是谁同

意她可以改嫁的呢？一个没有固定经济收入的已婚妇女，在局势动乱、交通不便的春秋时代，怎么能够

轻易到达距离鲁国数百公里之外的卫国呢？所以，可以判断：孔丘接受了儿媳妇改嫁的事实，也资助了

她一定的钱财。这样做，符合当时礼制吗？当然不合礼制的规范。但是，五十学《易》的孔丘，当时虽年

近古稀，他一定很熟悉“恒”卦的卦象和卦辞———“女人贞吉，从一而终也”［８］２７；可是孔丘还是以“仁”为

纲，选择了宽容。

后来，孔伋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伤心地哭于孔庙门前，不顾自己的地位和形象，最终决定前

往卫国祭祀母亲。虽然孔伋年幼遭到生母抛弃，多年少受母爱，但是，他还是原谅了母亲的过往，出于

对母亲的尊重，坚持用合适的礼度，在恰 当的时间里花费了相当的钱财，对母亲实行了祭祀，体现了孔

家一向的宽容。

三、治学：博学精思

治学是孔丘家风的典型特点和重要内容。孔丘家风在治学上沿袭了儒家私学教育的一贯传统，始

终坚持博学精思、学思结合的基本原则。

（一）博学于文

孔丘十分重视家庭学习。《孔子集语》记载了孔丘教育儿子的话语：“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

不饰。”［７］３８王肃注释的《孔丘家语》当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吾闻可以与人终日不倦者，其唯学焉。”［７］５从

两本书中可见，孔丘家风的传承离不开家庭学习，直到孙子孔伋，依然强调家庭学习的重要性，《说苑》

中记载“子思曰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益刃也”［７］１７３。

那么，应该如何促进家庭学习呢？他的弟子陈亢总结了一条重要原则：“君子之远其子也。”［５］８８７远，

不是疏远，而是对待家人和弟子一视同仁，不私厚亲人。家庭学习应从寻常的文化知识和礼仪规范开

始，这些都是领悟社会大道真知的前提。明确志向，以学风带动家风，持之以恒，传承家风。

那么，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通过比较孔丘的诸多语录，《诗》是学习的基础；《礼》是学习的根本；

《乐》是学习的背景。孔丘尤为重视诗教，他对儿子伯鱼两次谈到学《诗》，一次问伯鱼：“学诗乎？”另一次

更加具体，问伯鱼：“女为周南、召南矣乎？”［５］９１５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孔丘早就明确指出：“不学诗，无以

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也就是说，学好了《诗》，上可以侍奉君父，

下可以联系群众；认识上可以了解万物，观察万事；情感上可以激扬志气，发泄怨气，讽刺时政。纵观这

些好处，如若不学《诗》，仿佛面壁而立，寸步难行。后来子思在《中庸》中的一段话，多处引用“风雅颂”的

内容，也充分说明孔家对《诗》的重视。《礼》是学习的根本。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为了安身

立命的，无论说话还是做事，有张有弛，以礼为范，才能站住脚跟，“伋 闻夫子之诏，正俗化民之政，莫善

于礼乐也。”［９］２１３不能把《礼》简单地看成是奴隶制社会的规范，以僵化的眼光，加以严苛批判。应该佩服

孔丘在乱世中坚持礼的气节，他令子学礼、嫁女行礼、授徒循礼、参政复礼等等。这在动荡不安、礼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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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春秋末年，是何等难得！

那么，学习的方法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多闻多见、综合创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

识之”［４］７２，拒绝不懂装懂、凭空捏造的小人。多闻多见，不彰善恶，择善而学，纠恶而改；不别古今，为我

所用；不弃夷狄，贤人四移。这样，方能避免过犹不及，杜绝“意、必、固、我”，最终奠定综合创新的基础。

（二）精思贯通

既然学习应该多闻多见，那么如何把握缤纷的现象呢？孔丘坚持用心，用心透过现象的外表看到

本质；用心透过现象的假象看到真实；用心推测现象发展的可能性；用心穷究现象变化的规律。最终，

“用心导耳目”，遇事达到神圣明察，做事实现周全慎重。

同时，他还提倡“九思”，一以贯之，融会贯通，最终实现举一反三。他的思考包含很多家庭生活的

准则———尽心互助、劳心负责和己欲施人。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与人忠’‘言忠信’都是原始意义的

忠，指尽心帮助别人。”［１１］这在家庭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也会促进家庭成员的和睦交往。爱护家庭，应

不避劳苦，以负责任的态度勤劳持家。围 绕思想体系的核心———“仁”，孔 丘又主张家庭关系应做到己

欲施人，具体说就是“己 欲 立 而 立 人，己 欲 达 而 达 人”［４］６４，从 身 边 最 近 的 家 人 做 起，才 能 真 正 普 遍 实 施

“仁”的方法。

（三）学思结合

学习和思考相互结合，嵌入孔丘家风的里外。“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６］６１是流传千年的至

理名言。只有学思结合，才能从家风传统中提炼精髓，将家风的精髓化为新的传统。子思说过，“慈父

能食子，不能使知味”［１２］４４，父亲一定会想方设法养活孩子，却不能够一定提升孩子的品位，品位只能靠

孩子在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中逐步地提高。

四、执事：中庸笃敬

为人好坏，处人多寡，治学博约，都会在执事当中得到体现。执事须要中庸，中，内心中正，处世平

和，决策不偏不倚；庸，事事平常，时时冷静。这样，才能执事恰到好处，避免过犹不及。孔丘说：“中庸之

为德也，其至矣乎。”［４］６３中庸不是折中取巧，也不是左右逢迎。执事应该符合道德的约束，保持人际关

系的平衡，“尊贤以崇德，举善以劝民”［７］５２８。《孔从子》记载了孔伋一件事，他因为生活窘迫，两位朋友分

别送来小米和酒肉前来接济，然而，孔伋只 接受一位朋友送来的小米，拒绝另一位朋友的酒肉，这使人

惑之不解，孔伋回答，小米是周济贫困的；酒肉是宴饮享受的，我现在缺乏食物，却享用美酒香肉，这是

不符合道义的。唐代马总的《意林》记载了 孔伋执事的态度，他反对频繁寻乐和满口道义；他蔑视不可

一世和唯唯诺诺，只有情绪平稳、德行一致和不卑不亢的人，才是他真正欣赏的。从中可以看到———孔

家已经将中庸的思想内化了，以中庸自我约束、自我监督。

执事须要笃敬。笃，表示厚实；敬，表示虔敬。执事应该心实严肃，因为“一心可得百人”［１２］４５；不可

张狂虚妄，“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１２］４６－４９。例如，孔丘的管家是学生原宪，字子思。孔

丘可以不付任何报酬，但是，他还是赠给原宪俸米九百，表示对他辛劳的认可和感谢，这里可见孔丘为

师厚道。原宪辞谢孔丘善意，意为弟子侍奉师长，天经地义。孔丘严肃口气，让原宪收下，如有多余，可

以分给邻里乡党。这里可见孔丘为人虔 敬、尊重他人劳动的优良品质。再如，孔丘高足子夏，是“孔门

十哲”之一，他到莒父当差，询问如何理政？孔丘说：“无欲速，无见小利。”［４］１３７放缓速度，充实巩固，循序

渐进；严防小利，蒙蔽真知，妨碍大事，笃敬之意尽是执事理政的要义。

五、结语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风反映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与道德观。在传统中国，家风既是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的基本内容。家风和家教是紧密相连的，家风本身就是一种润物无声、耳

濡目染式的家教；家教既是家风的传承方式，本身也是一种家风。家风尽管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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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的功能作用却大致相同。好的家风既是 家族成员养成良好德行、素质的基础，又是一代又一代人健

康成长的保证；好的家风不仅为家庭成员 确立了理想的人格范型，而且以实践理性的样态渗透在家庭

成员的日常行为中；好 的 家 风 还 是 推 动 社 会 文 明 进 步 的 正 能 量。倘 若 每 一 个 家 庭 都 有 良 好 的 家 风 传

承，那么，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将获得无尽的能量。虽然，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但家与国的联系不会

改变。怎样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家风？怎样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社会主义新

家风建设结合起来？一般认为，必须让 人们充分认识到家风家教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血肉联系，

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 养教育为重点，完善青少年儿童的道德品质，培养健全人格，

使学生达到真善美［１３］。其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无疑与好的家风家

教的内容有相契合的地方。只要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家风，由家风促国风，从小家到大家，整个社会就一

定会处处开文明之花，遍地结精神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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