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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视对幼儿的启蒙教育和养成教育，强调“家训”和培育良好家风，为“治国”、“平天下”打好必
要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道德文化中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
。
古人已经认识到，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家庭教育处於初始与基础的重要地位，一切道德教育和品质培
养，如果能够在一个人的“幼稚之时”．就对其训诫诱导，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那麽，在
他们成人之後，就能对应当履行的道德规范，自觉地予以遵守，不会有所谓“扦格不胜”之患。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之所以重视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从无数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
的一个重要道德教育规律。
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着极其亲密的血缘关系，父母对子女的了解与关爱，子女对父母的信任与依赖，
贯穿着一种特殊的联系。
这就是中国古人所特别强调的“亲情”。
在中国古代长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关系中，这种“亲情”关系，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正因为这样，中国古代的“家训”，也就成为独具特色的一种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其内容之丰富、
涉面之广博、影响之深刻，是世界各国文化中所没有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化，家庭的作用、组成和功能也将不断地变化、发
展，这是必然的；但是，作为社会的组成细胞——家庭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具有的亲情联系和
生养、教育子女的功能，仍将得到延续和发展。
社会愈发展愈进步，就愈加需要赋予“家庭”这个细胞以新的职能和新的活力。
社会在物质文明方面的急速进步，更要求社会的精神文明的相应提高，而家庭教育和良好家风的形成
，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没有良好的家庭美德，没有对子女的适应时代的素质教育，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安定。
当前西方国家中一些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的日趋严重，青少年犯罪现像的不断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的上升乃至发生危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忽视家庭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正在从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巨而伟大的事业。
在道德建设上，我们必须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
、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在大力提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同时，更需要重视尊老爱幼、
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加强和培育“家庭”在新社会中各个方面的
作用，重视对子女的关心和教育。

    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和“家训”，都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孕育、发展和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受到
封建社会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尊卑观念的制约，受到维护封建“家庭”和“氏族”延续的思想的局限
，受到封建的“尊亲”、“忠君”和轻视妇女等观念的影响，随着封建社会的孕育、发生、发展和走
向没落，这种等级尊卑思想和轻视妇女的观念，不断地日渐凸现，突出地表现在所谓“三纲”的至高
无上和绝对要求中。
汉代以後，特别是宋明以降，随着封建道德的日渐强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
愚忠愚孝”、“三从四德”等教条，也贯穿於中国家训的各个方面。
因此，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家训”中，往往是既有其积极方面，又有消极因素；既有精华，又有糟
粕。

    此书并不是一般地阐述和摘录有关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思想，而是从家训教化实践的视角，遴选了
从先秦到清末几千年中二百多位典型人物，将他们训育女子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基本原则、具体
方法等，进行分类归纳，理出其历史演进线索，揭示其间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
本书对中国传统家训从萌芽、产生、成型、成熟、繁荣以及由盛至衰过程的清晰勾画，对每个时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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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的特点和重点的提炼论证，对家训中的许多重要概念的历史考察，对家训发展规律的探索，以及认
为整个传统家训贯穿着以道德训诫为中心的主线，其根本宗旨是塑造高尚的人格，使子弟成为国之用
材，等等，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
本书对于传统家训缺陷的分析批判，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批判继承的原则。

    本书的出版，不仅拓宽与加深了中国教育思想史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领域，而且对于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家庭美德建设、公民道德建设，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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