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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家训与高校思政课融通构建初探

郑英明

（集美大学文学院，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古代家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内容非常广泛， 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

“仁义礼智信， 忠恕孝悌俭” １０ 个字， 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一脉相承， 或意义相近， 或主旨相通。 将

二者有机地结合融通， 批判性地进行改革， 以增强思政课程的思想性、 理论性、 感染性、 亲和力和针对性，
从而构建出当代高校思政课的丰富而新颖的教学内容和体系， 应该是思政课教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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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 《求是》 杂志刊登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文章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课程”， 文章强调指出： “思政课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思政课作用不可

替代。” “要教育引导学生多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典籍等。 要开出书单、 指出重点， 让学生正

确理解经典著作， 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 感知中华

文化魅力。” ［１］ 总书记的文章高屋建瓴， 内涵极为

丰富， 可以说为高校思政课的建设指出了不二法

门。 正缘于此， 笔者想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

籍” 中的古代家训与高校思政课融通构建做些初

步探讨， 以期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提

高高校思政课的建设做点添砖加瓦的努力。 探讨二

者融通的结合点分析二者融通的建构路径。

一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古代家训文化绵延传承并发展至今， 已经成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有着丰富多

彩的文化艺术特色， 它的内容非常广泛， 可以用

“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来概括。 古代家训的别称

较多， 有家令、 家法、 家约、 家规、 家戒、 家范、
家仪、 家则、 庭训、 庭诰、 内训等， 但都有一个共

同的含义， 就是指一个家庭中长者要求、 训诫子弟

立身处世的行为规范。 总结人生经验， 传授人生智

慧， 以真情实感启迪后生小子， 乃是古代家训的突

出特征， 其强制性、 训诫性的特点非常明显［１ － ２］。
也有学人这样定义家训： “父祖对子孙、 家长对家

人、 族长对族人的直接训示、 亲自教诲， 也包括兄

长对弟妹的劝勉， 夫妻之间的嘱托。” ［３］

我国古代家训首重德育， 德育即思想品德教

育。 《礼记·大学》 有一段著名的文字阐释：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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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诚其

意者， 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致，
知致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

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

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

治者， 否矣”。
这就是所谓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的儒家教育理论。 在这一理论中， 修身是基础， 是

根本。 所谓修身， 即修养身心， 亦即努力培养优良

的道德品质。 如果没有优良的品德， 何谈齐家、 治

国、 平天下！ 《礼记·大学》 曾言： “富润屋， 德

润身。” 孔颖达 《疏》 云： “谓德能沾润其身， 使

身有光荣见于外也。” 财富能使屋宇生辉， 而道德

则能滋润身心， 增加人的风度气质。 所以， 修身是

立身之本。 古人非常重视培养子孙后人的优秀人格

及道德素质， 十分强调品学兼优， 古代家训往往把

德育置于首要、 核心的地位。 孔子在 《论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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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知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 视

“知、 仁、 勇” 为君子应该具备的三种品德， 孟子

也提出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的理想人格境界追求。 诸葛亮 《诫子书》 有名言：
“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 凡此论述，
说明在古代传统家庭教育中， 培养优秀的道德品质

的家长教诲子弟的核心内容， 受到了教育者和受教

育者的高度重视和普遍认同。
修身的重要途径即读书， 古代家训非常重视对

后生小子的学习教育， 认为学习不仅能够长知识、
明事理， 更是一个修身养性、 陶冶情操的方法和必

要过程。 在古代家训中， 如何教育子弟及选择教育

子弟读书学习的内容， 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这一

方面的训诫颇有借鉴价值。 耕读传家是古代一些知

识分子的重要生活方式， 也自然成为古代家长们教

育培养孩子的基本理念和宗旨， 因此， 教育孩子读

书学习是每一位家长都乐而为之的重要事情， 是人

生至要。 南宋家颐 《教子语》 有言： “人生至乐，
无如读书； 至要， 无如教子。” 有谚语曰： “遗子

黄金满籯， 不如教子一经。” 《魏氏春秋》 载诸葛

亮 “作八务、 七识、 六怒、 五惧， 皆有条章， 诫

励诸子”， 这一记载与他在 《诫子》 中告诫儿子

“夫学须静也， 才须学也， 非学无以广才， 非志无

以成学” 的家训完全一致。 陆游 《放翁家训》 则

更进一步指出， 不管家庭如何贫困， 也要想方设法

教育孩子读书学习， “子孙才分有限， 无如之何，
然不可不使读书”。 王人恩先生指出： “书中自有

黄金屋， 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乃是

古人信奉的名言， 因此说， 教子读书乃 ‘人生至

乐’。” ［２］１３

习近平总书记在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中精辟地指出： “人的成长、
成熟、 成才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 就跟人的生理发育一样， 所以要把这几个阶段

都铺陈好。” 的确如此， 人之修身正是一个艰难而

漫长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关键是要有恒

心， 树立远大的志向。 习近平总书记进而引用朱熹

“为学须先立志。 志既立， 则学问可次第着力。 立

志不定， 终不济事” 的名言名句， 论证 “要成为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党和国家

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与古代家训中的一

些观点是相通的， 如嵇康 《家诫》 云： “人无志，

非人也。” 郑玄 《戒子益恩书》 云： “德行立于己

志。” 立志是通向修身的桥梁， 《礼记·中庸》 载

孔子说： “知、 仁、 勇三者， 天下之达德也”， “故
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我们看到， 身陷囹圄、 自思

必死的杨继盛在临死前写了 《给子应尾、 应箕书》
告诫儿子 “要立志”， “若初时不先立下一个志向，
则中无定向， 便无所不为， 便为天下之小人， 众人

皆贱恶你。 ……故吾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气来”。 朱

熹的 《与长子受之》 给在外求学的儿子提醒要立

下高尚之志， 担心儿子 “志趋卑凡， 不能克己从

善， ……自趋小人之域”。 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千

古不朽的 《史记》， 原因是多方面的， 而其中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他秉承父教， 立下远大的志向， 忍受

腐刑的凌辱和打击， “发愤著书”， 终于 “扬名于

后世， 以显父母”。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

上讲话阐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内在联系， 正是来源于 《礼记·大学》 的

“修齐治平” 观点： “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从某种角度

看， 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 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

求， 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 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

面的要求。” ［４］ 这充分说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家训中所蕴含的 “修齐治平”
理论可以为当代高校思政课构建起新的教育内涵，
高校思政课的中心环节就是立德树人， “修齐治

平” 理论首重修身， 亦即培养优秀的道德品质，
因此， 思政课的建设理应从古代优秀家训文化中汲

取养料来充实和强大自身， 以培养出品学兼优的

学子。

二

古代家训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 “仁义礼智

信， 忠恕孝悌俭” １０ 个字， 它们都属于道德范畴。
弘扬传统家训文化， 阅读古代家训经典， 对今人为

人处世、 待人接物、 读书治学、 立身成材、 和睦亲

邻、 理家聚财、 为官仕宦、 经邦济世、 选择职业、
婚丧嫁娶等都会有不可低估的借鉴作用。 不难发

现， 古代家训的核心内容与 ２４ 字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之内涵

或一脉相承， 或意义相近， 或主旨相通， 将二者有

机地结合融通， 批判性地进行改革， 以增强思政课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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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思想性、 理论性、 感染性、 亲和力和针对性，
从而构建出当代高校思政课的丰富而新颖的教学内

容和体系， 力争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扣好人生的

第一粒扣子就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必要的。 这是

总书记赋予我们高校教师的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事

业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当前高校思政课的内容中孝老爱亲和勤俭节约

不能缺失。 “孝”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中华

民族人伦道德的基石， 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传世瑰

宝。 古人有言云： “鸦有反哺之义， 羊有跪乳之

恩”。 “孝” 是构建于血缘关系上的一种特殊的情

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是非常独特的存在， 在全

球文化范围中， 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像中国传统

文化这样重视、 推崇和弘扬孝。 早在 《论语》 中

孔子就多方面、 多角度地论述了 “孝” 的丰富内

涵和深刻思想， 此后， 历朝历代的史学家、 文学

家、 诗人等先哲圣贤也都论述过 “孝” 字。 正如

晚清曾国藩所说： “读尽天下书， 无非是一个孝

字”。 “二十四孝” 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妇孺皆

知。 古代家训中的 “孝” 从来不缺席， 几乎每一

部家规家训都把孝老爱亲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不厌

其烦地谆谆告诫后生小子。 《韩诗外传》 里所载皋

鱼所谓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的

故事， 后人津津乐道， 耳熟能详。 “万恶淫为首，
百善孝为先”， 更是不可或缺的家训要义。 毋庸讳

言， 近几十年来， 孝老爱亲的美德流失得比较严

重， 不孝顺长者、 不爱敬亲人的事例屡见于各种媒

体， 甚至有一些灭绝人性的事例令人扼腕， 令人惋

惜。 古人云： 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 一个不孝的

人， 决不能成为一个忠臣； 一个不孝的人， 怎敢奢

望他能成为爱国志士？ 试读唐代一女子名卢氏写的

《训子崔玄暐书》， 训诫儿子居官不可贪财， 这才

是真正的孝子。
吾见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驭云： “儿子从宦者，

有人来云贫乏不能存， 此是好消息。 若闻赀货充

足， 衣马轻肥， 此恶消息。” 吾常重此言， 以为确

论。 比见亲表中仕宦者， 多将钱物上其父母， 父母

但知喜悦， 竟不问此物从何而来。 必是禄俸余资，
诚亦善事。 如其非理所得， 此与盗贼何别？ 纵无大

咎， 独不内愧于心？ 孟母不受鱼鲊之馈， 盖为此

也。 汝今坐食禄俸， 荣幸已多， 若其不能忠清， 何

以戴天履地？ 孔子云： “虽日杀三牲之养， 犹为不

孝。” 又曰： “父母惟其疾之忧。” 特宜修身洁己，

勿累吾此意也［５］。
卢氏将 “孝” 的内涵扩大到了居官清廉， 崔

玄暐正是由孝子而成为清宫， 如此含义丰赡的家训

引入思政课岂不是非常有益吗？ 我们看到， 《新时

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中强调： “要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家庭美德， 倡导现代家庭文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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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美德在家庭中生根、
在亲情中升华。” ［６］

勤俭节约、 勤俭办一切事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国语·周语下》 载： “史佚有言曰： ‘动莫

如敬， 居莫若俭。’” 李商隐 《咏史》 诗句高度概

括出了节俭之益和奢侈之害： “历览前贤家与国，
成由勤俭败由奢。” 因此我们可以古代家训中有关

勤俭持家的训诫非常之多。 著名篇目如司马光的

《训俭示康》 既引述大量材料展示了 “以俭立名，
以侈自败” 的普遍性和真理性， 又现身说法教育

儿子司马康 “身当服行”， 还 “当以训汝子孙”。
要治理好一个家庭， 家长必须率先垂范， 严格要求

每一个家庭成员， 朱柏庐 《治家格言》 有言： “一
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

艰”； “勤与俭， 治生之道也。 不勤则寡入， 不俭

则妄费”。 勤俭的天敌是奢侈， 勤俭可以兴家、 助

廉， 奢侈可以破家、 败身。 倪思 《经锄堂杂志》
云： “俭则足用， 俭则可以立身， 俭则可以传子

孙。 奢则用不给， 奢则贪求， 奢则掩身， 奢则破

家， 奢则不可以训子孙。” 奢侈和贪欲是孪生兄

弟， 它们往往互为因果， 致人败身破家。 人如果嗜

欲无穷， 则必有贪鄙悖乱之心， 淫佚奸诈之事。 陆

游 《放翁家训》 即言： “世之贪夫， 溪壑无厌固不

足责。 至若常人之情， 见他人服玩， 不能不动， 亦

是一病。 大抵人情慕其所无， 厌其所有， 但念此物

若我有之， 意亦何用， 使人歆艳， 于我何补， 如是

思之， 贪求自息。” 就值得后人玩味不已！ 同样不

必讳言， 前些年高校学生浪费粮食饭菜、 攀比豪华

穿戴的形象比较严重， 口中念着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的名诗而将半盒米饭半个馒头、 没

穿几次的衣服鞋袜随手丢进垃圾桶乃司空见惯之

事， 实在令人痛心。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 指出要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 强调要切实培养节约习惯， 在全社会营造浪

费可耻、 节约为荣的氛围。 因此， 把古代家训中勤

俭节约的内容及时融入高校思政课则已是责无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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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刻不容缓之事。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郑重指出：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

样的人、 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

题。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 把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

育人， 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

面。” ［７］即此而论， 在思政课的融通构建中， 只有

不断将传统美德的内容有机融入教学之中， 才能让

学生在思政课学习中提升政治认知、 道德素养， 才

能真正实现以文化人、 以德育人。

三

习近平总书记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课程” 的报告中博大精深， 高屋建瓴、
细大不捐地指出了办好思政课的重要意义和途径方

法， 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指导意义， 他认为： “办
好思政课的关键在教师。 调动思政课教师的积极

性、 主动性、 创造性， 必须增强教师的职业认同

感、 荣誉感、 责任感。 必须旗帜鲜明讲清楚： 讲好

思政课不仅有 ‘术’， 也有 ‘学’， 更有 ‘道’。
思政课的政治性、 思想性、 学术性、 专业性是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 其学术深度广度和学术含金量不亚

于任何一门哲学社会科学！”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办好思政课的关键在教

师” 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并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因为 “传道授业解惑” 是教师的天职， 不断提高

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亦即 “学”， 是上好思政课的

关键所在。 一个对知识一知半解、 长时间不认真读

书、 几年内没有科研成果、 “身在曹营心在汉” 的

老师是讲不好任何课程的， 这样的教师不应该继续

留在思政课教师队伍之中。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子
不教、 父之过， 教不严、 师之惰” 的观念， 这充

分说明了教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

位。 打铁先得自身硬， 教师的业务素养的不断提高

就显得尤为重要。 就古代家训与思政课的融通构建

而言， 我们在讲爱国主义精神时尽量少举那些人人

皆知、 耳熟能详的例证， 而要从古代家训中寻找典

型的例证， 例如明代任环的 《寄子书》：
“我儿絮絮叨叨， 千言万语， 只是要我回衙，

何风云气少， 儿女情多耶！ 倭贼流毒， 多少百姓不

得安宁？ 尔老子领兵， 不能除讨， 嚼毡裹革， 此其

时也。 岂学楚囚对儿辈相泣帏榻耶？ 后来事未知若

何， 幸而承平， 则父子享太平之福； 不幸而有意外

之变， 但臣死忠， 妻死节， 子死孝， 咬定牙关， 大

家成就一个 “是” 而已。 汝母前只可以此言告之，
不必多语。”

“儿辈莫晓， 人生自有定数， 恶滋味也常有受

用处， 苦海中未必不是极乐国也。 读书孝亲， 毋贻

父母之忧， 便是长聚首， 亦奚必一堂哉？” ［８］

这是一封以家书形式写就的家训。 作者任环

（１５１９—１５５８）， 是嘉靖年间著名抗倭英雄， 屡建

战功。 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 每当有外族

侵略者犯我边疆、 掳我财物、 杀我百姓之时， 总会

有一批披肝沥胆、 奋起反抗、 舍生取义、 慷慨赴死

的民族英雄脱颖而出。 任环是其中杰出的一员。 他

在苏州任同知时， 负责苏州、 淞江一带的抗倭防

务， 守太仓时， 《明史·任环传》 载 “尝与贼短兵

接， 身被三创”， 差点儿丢掉性命； “环在行间，
与士卒同寝食， 所得赐予， 悉分给之。 军事急， 终

夜露宿， 或数日绝餐。 尝书姓名于肢体， 曰： ‘战
死， 分也， 先人遗体， 他日或收葬。’ 将士皆感

激， 故所向有功”。 这封家信写得通俗易懂， 激昂

慷慨。 面对倭寇的 “流毒”， 作者决心以国家、 民

族利益为重， 认为这是献身国家与民族、 啮雪吞

毡、 马革裹尸的大好时机。 再如文天祥的 《狱中

家书》、 夏完淳的 《狱中上母书》、 林则徐的 《复
郑夫人书》 等， 都是极好的例证。 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 “要注重引导学生传承民族气节、 崇尚

英雄气概， 引导学生学习英雄、 铭记英雄， 自觉反

对那些数典忘祖、 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

虚无主义， 自觉提升境界、 涵养气概、 激励担

当。” 只要思政课教师勤于读书、 潜心备课， 增强

思政课的感染力、 亲和力是可期的。
如何读书， 读好书， 读有益于人生的书， 是专

业课、 思政课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方面古代家训中

记述非常多。 袁枚 《黄生借书说》 主张 “书， 非

借不能读也”， 这是一种看法而已； 清人孙枝蔚的

《示儿燕》 则有他的见解：
“初读古书， 切莫惜书。 惜书之甚， 必至高

阁。 便须动圈点为是， 看坏一本， 不妨更买一本。
盖惜书是有力之家藏书者所为， 吾贫人未遑效此

也。 如茶杯、 饭碗， 明知是旧窑， 当珍惜； 然贫家

止有 此 器， 将 忍 渴 忍 饥 作 珍 藏 计 乎？ 儿 当 知

之。” ［９］

这是从 “惟多读书可以使人敬， 惟至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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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感， 惟耕田可以不求人” 的角度提出 “初读

古书， 切莫惜书” 的建议， 只要能多学习各方面

知识， 让书籍充分发挥其作用， 那么 “看坏一本，
不妨更买一本”， 这样做显然比置书不读、 附庸风

雅的所谓藏书家有意义得多！ 孙枝蔚的确是儿子的

良师益友， 他的这一观点在印刷业高度发达、 购书

藏书越发容易的今天， 尤为值得深思！ 这样的论证

既新颖独特， 又通俗易懂， 若引入思政课定会得到

学生的喜欢， 也能充分提升学生对读书和读好书的

认知。
讲好思政课不仅要有 “学” 即充实科学的内

容， 还要有 “术” 即教学方法， 更要有 “道” 即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三者不可或缺， 也不能偏

废， 如何将三者能有机融合而臻于政治性、 思想

性、 学术性和专业性科学统一的境地， 是思政课教

师努力的方向， 也是思政课教师应当重点思考的问

题之一［１０］。 在教学内容上， 思政课可以充分发掘

并吸收古代优秀家训中的养分； 在教学方法上， 我

们可以借鉴古人提出的因材施教、 循循善诱、 举一

反三、 不愤不启等成熟优秀的方法， 不断创新教学

方法； 同时要根据专业特点和课程目标， 规划思政

教学的要点和重心， 并体现在教学大纲、 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上， 让思政课成为教师乐上、 学生爱听

的金课， 使思政课教师成为信仰坚定、 学识渊博、
理论功底深厚的教书育人者。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指高校对学生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所选择利用的、 能承载和传

递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信息的、 有利于实现思想政

治教育目的各种要素的总和［１１］。 高校思政课非常

有必要深入细致地发掘并研究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中

的教学素材资源和教育方法资源， 最大限度地拓展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体系， 而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不仅

是文化传统和传统家庭美德的结晶， 也是警世育人

的重要教材， 我们相信， 将古代家训文化合理科学

地融入高校思政课之中， 既可以丰富并发展壮大新

时代高校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资源， 也能为高校思

政课提供育人原则、 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等诸多方

面的知古鉴今之效， 以便更好地拓展高校思政课的

实践路径， 从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

性。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形式多样， 异彩纷呈。
２０１４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

座谈会中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命脉， 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

泉， 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

基。” 古代家训文化仅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的

一小部分， 诗词、 曲赋、 古文、 民族戏剧、 曲艺、
书法、 国画、 对联等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我们同样应当从诗词、 曲赋、 民族戏

剧、 书法、 国画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教学素

材资源以拓展并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体系， 真正

做到坚定文化自信， 坚守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要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

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实现全员全程全方

位育人。 既要有 “惊涛拍岸” 的声势， 也要有

“润物无声” 的效果， 这是教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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