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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四书”与中华家风

杨朝明

摘 要：儒家“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在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浸润之下，造就了具有中

华文明特色的中华家风。中华家风非仅是一家一户之门风，由个体而家庭而国族天下，家国一体的思想与组

织结构，使得家风作为勾连个体与国家的中间环节而具有重要的地位，家风决定着国风。家国一体奠定了家

风建设的最终方向。家风建设的具体抓手，是以“礼”为中心的关于成人与成长的教育。“礼”强调与规范人的

社会性存在，进而立人成人，以致成就大人君子。家风建设的精神支柱，以孝与悌为基底，从而认识人的价值，

进而走向广泛普遍的爱与敬。家风建设的基本立足点，是从个体的正心修心开始，使得功夫真正落于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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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建设以孝悌为中心，孝悌之道是中华

家文化的灵魂，是中华圣道的中心，儒家“四书”

注重家风，充分阐发了中华孝道。儒家把孝悌

看作做人的基础，儒家学说也就围绕孝悌而展

开。人类社会不可须臾离开的是“爱”与“敬”，孔

子极重亲亲之爱、尊长之敬，说“立爱自亲始”“立

敬自长始”［1］3439，把“孝”“悌”看成“人之本”，把

“爱”“敬”看作“政之本”。孟子说“学问之道无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1］5988，人都本源于“家”而要

“不忘其初”，儒家哲学简直就是“回家”的哲学。

一、家国一体：家风建设的方向性

在世界多姿多彩的文明中，中华文明绵延

5000多年从未中断，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近

代中国落后挨打，中华文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也遭到中华民族自身的质疑。然而，随着

中国的崛起，世界越来越关注并探究这一伟大

的文明奇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对近代中国作出过

这样的评论：近 200年的中国或许只是历史上一

个短暂的意外，这并不是常情。如果今后中国

要回到属于她的位置并不意外。在他看来，西

方“国家”的建立，往往总有一个开端，但在中国

似乎并不存在这个概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中国”随时都是一个起点，每当建立起大一

统盛世的时候，总是不认为这是创造，而是复

兴，是重新回到巅峰，似乎那个巅峰的中国早在

黄帝之前就已存在。我们认为，这恰是问题的

症结所在，我们有必要设问：孔子为什么那么崇

尚先王？孔子何以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孔子为什么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时至今日，我们再也不能看不到疑古思潮给中

国带来的极大危害，再也不能不理解走在学术

前沿的学者为什么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重

新估价中国的古代文明”①。

英国著名汉学家马丁·雅克也有类似的观

点，他认为，纵观世界史我们会发现，西方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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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产生了很多的大帝国、强国，但是，这些强大

帝国在衰弱后基本上都灰飞烟灭，后世再难有

崛起的可能，即使所谓“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

国”似乎也同样如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古代东方几千年出现的几乎所有强大帝国都来

自中国，而且古代中国衰弱后会不断重新崛起

和复兴，包括现在也是如此。近代 100 多年衰

弱，到现在重又走向复兴，这在世界范围内可谓

是独一无二②。

马丁教授的疑惑是：为什么西方帝国总是

在昙花一现之后就灰飞烟灭了，而中国却能得

以不断传承？他解释说，中国其实是一个文明

但是他却“伪装”成了一个国家的存在。在他看

来，也许只有这样，才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帝国

衰败后就再无崛起的可能而中国总是能不断复

兴，这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文明！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确是一个文明的

存在，就像“中国”两字最初出现的时候本身就

是一个文化概念一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中华民族不断调整充实、因革损益，逐渐形成了

自己的文明特征。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明特

征就是思考人性和人的价值。人是一个自然的

人，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所生，人在父母和家庭成

员的关爱下，慢慢长大成人；人又是一个社会的

人，但他首先属于家庭和家族，后由家庭而走向

社会。于是，中国人把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政

治伦理打通，把父母对于子女的自然情感社会

化，或者进行社会化的应用与理解，这就产生了

中国人的家国一体观念。

近年来，国家特别强调明道修德，习近平总

书记特别谈到“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这直

接而积极地回答了两个相互关联且具有根本意

义的问题：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道德？人为什

么要有道德地生活？国家无德难以兴旺，个人

无德难以立身。看起来这只是说国家和个人，

实际却包含了由大而小、从整体到个体的许多

方面，涵括了诸如“企无德不盛”“家无德不旺”

等许多意涵。国有治理之道，家有兴家之道，家

道兴盛基于家庭成员个人的修养与境界。

儒家“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经典。

在“四书”中，家国一体观念得到了充分的论

述。家与国相连，家风建设与国家社会息息相

通。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与

家庭美德是统一的。作为社会管理学说，儒家

关注家齐、国治、天下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

必须有一大批知是非、明荣辱、能担当、敢引领

的“君子”，有一批有格局、有气象的“大人”。《大

学》所阐发的大学之道，就是君子之道，就是大

人之道。“齐家”之道与之紧密相连，包含其中。

修身才能齐家，“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大学之道”由修身出发，对于“齐家”的意义，及

如何“齐家”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论述。

家国一体使得中华家风具有了方向的规定

性。良好家风的底色是道德，这个道德基于正

确的价值追求和高尚的行为方式，与社会国家

的需要相适应、相协调。《中庸》所说的“五达

道”，其中的父子、夫妻、兄弟之道，都是家和的

关节点，都是关于家风问题的最基本论述。《论

语》还有许多如何治理“邦家”的论述，如孔子

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

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5476无论是

家还是国，公平公正、安宁安定、和谐和睦都是

永恒的追求。国家和谐、家庭和顺，都可以从中

得到有益的启示。

二、“家”与人的“类存在”思维

中国儒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也就是研究

人性和人的价值。这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是我国上古时期数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

文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儒家思考人的本

质属性，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及“人之所以

异于禽兽者”，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思考人的更

高层次和境界。在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这样的

问题时，人们自然关注“人情”“人义”的关系问

题。曾国藩的信条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

问收获，但问耕耘”，这鼓舞了后来的很多人。

礼是人类有别于禽兽的标志，欲为圣贤，必先成

人；人先成人，才能达到人生的更高境界，才能

成就“大人”“君子”品格。从实质意义上讲，中

国的家庭教育，中国的家风建设，说到底是关于

成人与成长的教育。

（一）礼要人具有“社会性”

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后，人们“家”

儒家“四书”与中华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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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越来越强。中国的三代时期，文化得到

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例如《尚书》的《大禹谟》

就有“克勤于邦，克俭于家”［1］285的说法，《汤诰》

也有“宁尔邦家”［1］343的说法等。在中国早期的

典籍中，有许多类似希望家邦兴旺，避免家庭败

落之类的论述。

中国礼文化是为调整人际关系而产生的，

形成很早，考古学家发现并明确指出，在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应该已经产生了礼制，夏

商时期同样各有礼制，周礼就是在继承夏、商两

代的基础上损益因革而成。孔子尊崇周礼，尊

敬周公，就是因为周公制礼作乐。在周代，礼乐

文化高度成熟与发达。

礼是调整人际和社会关系的规章与原则，

人类社会的进步就在于彼此之间的协作和协

调。《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

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2］164人的

社会性存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

不论是谁，也不管其是否关心社会，人其实总是

一个社会性的存在。人们既然生活在一起，就

必须有彼此和谐、和睦相处的基本遵循。因此，

人的素质，人的素养，人的格局，就体现在对于

这个“社会性”的理解和遵循上。

就像孔子仿佛就是为“道”而生，孔子一生

都希望“道”能实现。孔子创立的儒学也是如

此，用《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儒家于道为最

高”［3］1728。孔子的社会理想是“大道之行，天下

为公”，这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贯追求。

所谓“天下为公”，就是希望天下有道，世人遵道

而行，循理而动。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背

私为公”，“公”应该就是人的社会性存在，是公

共意识和公德意识。家庭要有好的家风，家庭

成员必须首先具有这种公共意识。

（二）礼要求人必须“成人”

所谓“成人”，首先是一个年龄概念，但又不

仅是一个年龄概念。人生而幼，不可谓成人。

幼而学，学而长，人的学习与成长，应是社会道

德内涵不断扩充的过程。早期儒家强调“人与

禽兽”的区别，无非是说人具有社会性和道德。

人不能只有灵性，还要有德性。孔子弟子

子路、颜回向孔子请教“成人”和“成人之行”的

问题，孔子认为必须“文之以礼乐”［1］5455“加之以

仁义礼乐”［4］225。《论语》《孟子》都有“人”的“类

存在”思维的论述。比如孔子谈孝道，认为人应

当与犬马有别，应当对父母有内在的“敬”的情

感，否则“何以别乎”［1］5347？孟子则谈到“人之所

以异于禽兽者”［1］5931，从“人禽之辨”的逻辑出

发，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者”。人来到世界上，最

初都是一个纯粹的人，但是，在外部世界的影响

下，人就产生了好恶，人如果“好恶无节”，外部

世界又“感人无穷”［1］3314，一直诱导人们，人若

“不能反躬”，就会违背天理。就是在这样的逻

辑上，早期儒家讨论“人化”与“化人”的问题，讨

论“成人”的话题，进一步思考如何成就作为社

会引领者、担当者的“大人”问题。

中华先人思想创造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

“礼”。用《礼记·礼器》的说法，这个礼是“合于

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1］3098的那

个“理”；用《礼记·丧服四制》的说法，礼具有“体

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1］3680的特性。礼

可以“决嫌疑”，有“济变”“弥争”的功能。礼经

天纬地，顺从自然法则，确立了人生与社会的基

本原则，规定规范了人间秩序。据《左传·隐公

十一年》，春秋前期业已提“礼，经国家、定社稷、

序民人、利后嗣者也”［1］3770的观点。

基于“利后嗣”这样的功能，从天下到国家、

从家庭到个人，都需要人们遵道而行、循礼而

动。既然礼对于社会国家秩序具有明确的规定

性，这样的规定性又源自人们对于“人心”与“道

心”、“人情”与“人义”、“天理”与“人欲”的思考，

因此，礼的传承与教育也就成为社会与家庭教

育主要的、基本的内容。

（三）引人向善，成就“大人”

传统中国从长养人情的社会性出发，形成

了一整套的教育体系。孔子说：“少成若性也，

习惯若自然也。”［4］447中国的教育着眼于人性的

引领，明其明德，以改良世道人心，引人向善。

古代的蒙学特别重视“礼”的教育。此即

《易经》所说的“蒙以养正，圣功也”［1］36。后人作

《养正遗规》，说“养正莫先于礼”［5］78，也是看到

了礼的极端重要性，看到了礼的方向规定性。

传统教育同样特别注重礼。依朱子所言，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

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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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

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

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

己、治人之道。《大戴礼记·保傅》把这样的教育

分别称之为“小艺”“小节”和“大艺”“大节”。这

里所说学校之教的大、小节之分，关注的是孩子

的成长，一步也离不开礼。

人而为人，在于有教。《中庸》说：“天命之谓

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3527人天生具有

的即为“性”或“天性”，引导性情发展的方向即

为“道”，修行此道的过程或方式即为“教”。“天

命”可以理解为上天的旨意和安排。但要注意

的是，在儒家的观念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

为桀亡”。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

论”，好像针锋相对，细读《孟子》《荀子》就会发

现，虽然他们关注点不同，但在对人性怀有信心

和耐心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中庸》开端最重要的是这个“率”字，它有

“遵循”“顺应”的意思，也有“引导”“率领”的意

思，如“率兽食人”“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等

皆是此意。如果解释为顺应天性，那就也包括

顺应人的自然属性。我们认为，这里的“率性”

意为“引导”自己的天性，这就如同大禹治水，既

不是压抑，更不是放任，而是调和自身的自然性

与社会性，发挥各自优势，这才是正“道”。这是

对“人道”和“天理”的遵守，对“人义”的遵循。

既然人性之中先天就有善恶，就需要在后

天增进善性，去除恶性。具体如何做？儒家强

调不能固执己见，闭门造车，而是借鉴前人的经

验，不断习得，修养自身，达到这种正道的过程，

就是“教”，“教”可以翻译为教化、教育、教导等。

（四）“丧家”必先“去其礼”

如果观察中国历代的家训、族规，会发现无

不重视孝悌，孝悌是立家之要。不难理解，孝悌

是淳化社会风气的需要，“大人”更是家族健康

发展的需要，曾国藩曾告诫家人：“吾细思凡天

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

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

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

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

代。”［6］151可见，孝友之家形成了孝敬父母、友爱

兄弟的良好家风，才能绵延久长。何以如此？

以孝友为家庭中礼之大者。《孔子家语·礼运》

说：“破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4］380一个

国家，一个家庭，一个人，如果离开了礼，不遵守

礼，距离败亡就不远了。

出于对邦家永固的考虑和治国、平天下的

追求，早期儒家对“礼”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深刻

论述，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学说。在某种意义

上，年轻人的成长就在于对礼的理解及自觉遵

循。家风的培育，就是关于礼的教育。“四书”中

丰富的儒家教育思想和观念，包括《论语》所记

载的孔子对儿子“学诗”“学礼”的教育，无一不

属于这样的范畴。

三、孝悌：是出发点，不是终点

中国传统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尊尊”和“亲

亲”。尊尊，敬也；亲亲，爱也。人们期待被人

敬、被人爱，社会就要“立敬”“立爱”。这就不难

理解何以中国特别重视孝悌，这里的关键，在于

孝悌是起点，而不是终点。

（一）“法先王”与“绍家世”

就像儒家谈“齐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一样，儒家重视家风也是为了国家、社会的风

气、风尚，要形成尊道德、崇道德的社会风尚，道

德建设还必须从家庭开始。历代有不少人“训

家”，虽然在主观上未必是为了“轨物范世”，而

是为“提撕子孙”［7］2，但像颜之推写作《颜氏家

训》那样，毕竟是本于“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

业”的初心。

在大约 100年前的中国，许多有志之士思考

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柳诒徵先生深刻研究中国

文化，对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有明确的表

述，认为“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并说：“今日社

会国家重要问题，不在信孔子不信孔子，而在成

人不成人，凡彼败坏社会国家者，皆不成人者之

所为也。苟欲一反其所为，而建设新社会新国

家焉，则必须先使人人知所以为人，而讲明为人

之道，莫孔子之教若矣。”［8］在柳诒徵看来，让每

人“知所以为人”是社会国家最为重要的问题。

于是，让人们知道如何做人，就成为儒学的核心

话题。

孔子崇尚先王，儒家则以先王之道“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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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有格局的“大人”唤醒人性，引导善性，以

明德引领风尚。据研究，在甲骨文金文中就出

现了“儒”字，其最初的意思与“濡”相通，可能是

上“雨”下“而”结构的一个会意字，像一个人沐

浴濡身。在较早的时候，“儒”或“濡”（或“需”）

指的很可能就是礼仪活动的主持人员或相礼

者，由于特殊的身份，在具体的礼仪活动中要沐

浴濡身，这或者就是“儒”的本来意义。到了周

代，尤其儒学创立以后，“儒”所表达的则是以先

王之道能濡其身。“儒”不但要洗干净身体，还要

洗干净心灵，要引领社会，改良世道人心。所以

孔子对弟子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意

思是希望弟子关注社会，关注人心。

（二）孝悌与“人禽之辨”

西方有学者看到：中国的价值观和西方民

族国家有本质区别。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

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

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在中国人的心

目中，一个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德望，一个家

庭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积善”。儒家文化奠定了

中华文明的底色，在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人们

思考社会合理运行、和谐发展的内在机制，从相

信天命、借助鬼神到看重人本身，这是一个历史

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最终将关注的

目光落在了人的道德上，落在了人的礼义上。

人既然是人，就应当具有人的特性，就应该

区别于禽兽。在孔子看来，人与犬马无别，则人

何以为人，所以孔子格外强调“别”。孟子关注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着眼点在于“异”。无

论是孔子的“别”还是孟子的“异”，都是对人的

“类存在”意义的关注。于是，中国思想家关注

“人之初”的问题。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来到

这个世界上，最关心自己的就是父母，除了父母

就是自己的兄长，因此，孝悌就成为“为人子”

“为人弟”所必须做到的。

在家庭中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样的层面

上，儒家展开了全面系统的论说。例如在对待

父母方面，要讲究尽心养亲，爱敬至上，而且要

顺亲、谏亲，还要丧亲尊礼，一丝不苟。

（三）从“孝”“悌”到“爱”“敬”

然而，儒家谈孝悌，绝对不是为孝悌而孝

悌，儒家将孝悌作为起点，以培养爱和敬的情

感。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爱与敬并不止步于家

庭，而是把这种情感推广开来，让世界充满爱

和敬。

人被视为万物之灵，人们共同生活在天地

之间，依靠什么才能更加安定和谐，怎样才能更

幸福美好地生活在一起？孔子基于对世道人心

的深切体察，认为最紧要的其实就两个字——

“爱”与“敬”。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人道孰为大”

的问题，孔子表现得有一些感动。作为鲁国的

一国之君，哀公能询问这样深入的问题，孔子

“愀然作色”，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对哀公说：

您能谈到这个问题，真是鲁国百姓的恩惠了，我

哪能不认真作答。于是把自己的想法翔实禀报。

哀公问到了关键处，孔子的回答也发人深

省。孔子认为，人道最重要的是“政”。孔子论

述说：古人治政，有仁德、有爱心最为重要；有仁

德，有爱心，却必须遵守礼制；遵守礼制，必须有

庄敬的态度；最高的庄敬，表现在天子、诸侯等

的婚姻中。天子、诸侯娶亲时，身穿礼服亲自迎

接，是为了对新妇表示庄敬。庄敬则是为了表

示亲情，放弃庄敬就是遗弃亲情，如果没有亲

情，没有庄敬，哪里还有什么尊重？可见，“爱”

与“敬”的内涵关涉极大。

婚姻是人伦之本，君主是百姓的表率，君主

婚姻中赋予“爱”与“敬”的意义，是治理政事的

根本。《易传》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

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

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1］200-201夫妇之道联

结人伦，关涉政治，难怪“三代明王必敬妻子”［4］29！

中国历史上，人们都强调夫妇婚姻为“人道大

伦”。在婚姻意义上，有“男女亲”才有“父子

亲”，婚姻中“爱”与“敬”的深层意义，奠定了社

会人伦大道的基础，有爱有敬，才能君仁臣忠、

父慈子孝、夫义妇听、长惠幼顺，故汉代人说“夫

妇正则父子亲，人伦定矣”［3］356，还说“夫妇，人伦

大纲，夭寿之萌也”［3］3064，“夫妇之道，参配阴阳，

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

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睢》之义”［5］108。古代教

育的实质就是关于爱与敬的教育。

这样，孔子说“爱与敬，其政之本”意义就很

清楚了。孔子是说为政者要正人，要使社会“归

于正”，让人心“思无邪”，就不能没有“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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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为用，有机统一。如

果将孔子斯言简单地理解为执政者要爱戴人

民，尊敬人民，其实是把孔子思想简单化了，也

把孔子思想的价值降低了。儒家的孝悌思想密

切联系着社会治理，联结着社会的风气，这也是

家风建设的意义所在。

有对终点的关注，才能起好步，踏实前行。

家风建设就要放开眼界，打开思路。所谓“东海

西海，心同理同”，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精神”与

“敬畏观念”、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神圣观

念”，其实不都是“爱”与“敬”的体现吗？中国儒

家极重“孝悌”，恰如孔子所说“立爱自亲始”“立

敬自长始”。三国时期刘邵认为《孝经》“以爱为

至德”“以敬为要道”，在《人物志》中说“人道之

极，莫过爱敬”［9］18，说明他把握了儒家学说的

精髓。

四、家风建设要从“心”开始

人而为人，就有为人之“义”，即孔子所说与

“人情”相对的“人义”。人要明白并敬畏自己的

社会角色，正其名，安其分，尽其力，这就对家庭

成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就是要用“心”。

家风建设就是家庭美德的养成，而家庭美

德则基于家庭成员的个人品德。儒家的工夫

论、修养论对于养成个人品德、培育家庭美德具

有根本性的意义。《大学》说：“孝者，所以事君

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

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

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1］3634离开了心，离开

了从内而外的那种诚敬，个人品德修养，优良家

风建设，也就会失去根本。

古代圣贤强调“修己”，也树立了“正身”的

榜样。家风建设需要效法圣贤，敬畏并遵从圣

贤之道，追求成圣成贤。孔子说君子要“畏天

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5479，王阳明说人要努

力“读书做圣人”，曾国藩说看一个家庭或家族

能否兴旺，要看他家的孩子是否读圣贤书，说的

都是人生方向问题。所以人要“就有道而正

焉”，人应“好学”而“志于道”，接受教育或修炼

自己“思无邪”。

正身在于修己，修己的关键在于正心。《大

学》的“絜矩之道”、《中庸》的“君子之道”以及

《孔子家语》的“三恕之本”都给人指出了具体的

方式和方法。人要立志向学，言忠信，行笃敬；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一个人理解了自己的角色，就知

道了自己的“名”，人一定要使自己“名正言顺”，

所以孔子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5445应该用

儒家的正名、修己思想指导我们的人生。

正心，要求人们要有内在的自觉，有慎独的

自律，要踏踏实实地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孔

子希望人们能“正其衣冠，尊其瞻视”［1］5509，曾子

也说：“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

矣。”［1］5400其实，无论是谁，都必须在做人与做事

上解决“心”之所属问题，由“心正”而“身正”。

心正，就要有“一”的思维，有“中道”思维。比如

在家庭中处理父子、夫妻、兄弟等关系，要学会

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

能做到这一点，就会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

恭、弟悌。

正如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密切

关联着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家庭的管

理、家风的建设也与此密切相关。在与家庭直

接相关的六项“人义”中，父慈、子孝与兄恭、弟

悌很容易被理解、被接受，但“夫义”和“妇听”两

项，很容易被错解、被误读，很容易发生纠葛。

但如果把它放在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中，很多

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

人的成长就是一个修心的过程，在这一点

上，孔子本人的论述以及他施教的过程也是明

证。孔子当年教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

无以立”的“诗礼庭训”对后世影响极大，它不仅

成为孔子后裔世代相传的家风，也成为中华民

族大家庭许多家训族规的灵魂，成就了不知多

少个人与家庭。《论语·泰伯》记孔子之言说：“兴

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5400在孔子时代，士人

是社会精英群体，而士人的培养离不开诗、书、

礼、乐。《礼记·王制》说：“乐正……顺先王诗、

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

诗、书。”［1］2905这应该是西周春秋时期的普遍情

形。诗、书、礼、乐为“先王”之书，为士人必须修

习的内容。王官之教衰落之后，孔子继承王官

儒家“四书”与中华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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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学的传统，举起私学的旗帜，开始收徒授学。

孔子教授弟子十分重视诗、书、礼、乐之教。《孔

子家语》记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曰：“吾闻孔子

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

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4］132可见，

孔子的教学以诗书礼乐为中心，从“心”的熏育

着手，让仁义礼乐在心中扎根，孔子儒家的教育

目标正是成就人的“文德”。

孔子“学诗”“学礼”的过庭之训，影响了孔

子后裔，也影响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许多

家庭和家族。历史上，家训和家风的核心是子

女教育。和谐传家训，诗书承家风，像“诗书继

世长，忠厚传家远”“诗书经世文章，孝悌传家根

本”“读书足贯古今事，忠孝不迷天地心”之类，

成为中华民族众多家训家风的主旋律，许多的

家训、家书甚至楹联、中堂，都注意告诫子孙立

志读书，他们讲论读书的顺序、方法及其意义，

一般都会要求首先攻读儒家“诗”“书”“礼”等经

典以及“四书”，这有助于“开心明目”“修身利

行”，“读书明理”“读书亲贤”是为“做得一个

人”，如果“道理不明”，则难以立身处世，可能会

在不知不觉中“堕于小人之类”。

儒家强调“求其放心”，以为“学问之道”，仅

此而已，是因为人们需要唤醒良知良能，从而安

顿自己的心灵。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

趣。人有这些，不论与他人同行，还是独自行

走，一路上总会有暗香随行。人们往往偏执、忿

懥而不能平和中正，有的是因为看不清自己坐

在哪条船上。可人们不都在一艘大船里吗？看

起来船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事实却是船里的每

一个人共同决定船的命运。家道兴盛、家风建

设，道理同样如此。

注释

①参见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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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The Four Books”and Chinese Family Style

Yang Chaoming

Abstract: “The four books” of Confucianism is the co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infiltration of
Confucianism represented by “The four books”, it has created the Chinese family style with Chinese civ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ese family style is not just one family style. The thought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integration of family and state make the family styl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s a link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untry. The family style determines the national style. The integration of family and country has laid the ultimate
direction of family style construction. The specific focus of family style construction is the education of adults and
growth centered on“etiquette”.“Etiquette” emphasize and regulate the social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make
human beings grow up, so as to achieve an gentlemen. The spiritual pillar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style is based
on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ity, and people’s value is recognized, and then love and respect are widespread. The basic
foothold of family style construction is to start from the individual’s heart cultivation and make the Kung Fu really fall
on the ground.

Key words: The four books; family style; integration of family and country;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etiqu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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