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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父母是儿女人生第一位老师，而做母亲的由于在抚育儿女方面具有独特的本能，在家庭教育中扮
演了特殊的角色，因此人们往往受母亲的影响最大最深。
慈母的恩德，儿女终身难以忘怀。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名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慈母的言传身教，其事例是不少见的。
　　然而，传统的封建礼教决定了广大妇女地位的低下。
她们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学堂接受文化教育，在封建社会无权参与社会，也无法接触外边的事务。
所以，她们很少有人留下形诸文字的家训方面的著作；她们的家训言论也很少得到人们的重视而长久
保存下来。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经过多方查找，节录选编了有关的慈母家训（包括事例和直接家训言语）方面的
内容，作为本书的主要部分。
这些文字反映了历代妇女的若干传统美德，尤其是近现代革命女性留下的家训文字，反映了新女性的
觉醒，具有积极意义，读来更是感人。
同时，也把几位皇后“内训”和“家训”之类的文字收录进去，加以编译评析，供读者评判。
我们之所以收录这类文字，主要是考虑到皇后具有国母的身份，她们的训诫之词既是针对自己儿女的
，同时也适合于天下百姓。
此外，本书还有约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历代家庭教育学家专给妇女写的《女鉴》《女训》《女诫》等文
章中的文字。
这类资料中原本有不少封建糟粕，我们这里所节录的一部分内容，一方面可让今天的读者了解一下传
统女学的点滴面貌及其对于女性的束缚，一方面重点评析其优长劣短，引导人们批判地借鉴其有价值
的东西。
全书有的篇章内容本来就已经通俗易懂，所以未作翻译；而有的篇章“训主简介”或“撰主简介”因
缺乏材料，故介绍从略。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日渐增多，不少父母为独生子女教育问题感到头痛，
而望子成龙的心情又异常迫切，在对这一代没有吃过苦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紧跟时代暖流的独生子
女进行道德、前途、理想教育的过程中，很有必要借鉴吸取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某些成分来丰富独生
子女教育的内涵。
我们认为，古人反复指出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四者缺一不可，主张将其有机
结合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言传身教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父母亲的一言一行对子女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很自然地伴生着新的社会问题。
尽管社会问题多种多样，但其最主要、最关键的是人的问题。
这就是说，如何解决好人的问题，是一个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而在有关人的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长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值得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不少人误以为青少年教育问题是学校的事情，而将家庭教育看成是无关
轻重或者可有可无的。
尽管现今男女平等，许多做母亲的人成为知识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但有的母亲因自身工作忙很
少顾及子女的教育问题；有的母亲认为教育子女是学校的事情，只关注子女学习成绩，忽略对子女人
格的培养和塑造；有的母亲一味溺爱子女，不知道鸟儿要长大就需要出窝自食其力的必然性。
如此等等，诚为导致现今青少年教育中出现问题的根源之一。
鉴于这一客观现实，重庆出版社决定再版《慈母家训》。
作为该书主编，我深为重庆出版社这一举措所感动，在修订增补该书的过程中，丝毫不敢懈怠。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学识有限，所以本书从内容的选取到文字的编译、评析，都难免存在着
错误，敬乞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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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父母是儿女人生第一位老师，而做母亲的由于在抚育儿女方面具有独特的本能，在家庭教育中扮
演了特殊的角色，因此人们往往受母亲的影响最大最深。
慈母的恩德，儿女终身难以忘怀。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名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慈母的言传身教，其事例是不少见的。
　　《慈母家训》选编了中国历史上70多位名人的母亲或女性的家训文章（包括事例和直接家训言语
）方面的内容，作为《慈母家训》的主要部分。
这些文字反映了历代妇女的若干传统美德，尤其是近现代革命女性留下的家训文字，反映了新女性的
觉醒，具有积极意义，读来更是感人。
同时，也把几位皇后“内训”和“家训”之类的文字收录进去，加以编译评析，供读者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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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成晓军，1953年8月生，湖南湘乡人，现任惠州学院政法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惠州学院粤
东地方史研究中心主任。
自1976年以来先后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江海学刊》等海内外多家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参与主持整理《曾国藩全集》，并独著、合著、主编出版《帝王家训》《名臣家训》《曾国藩的幕
僚们》《曾国藩家族》等近20本图书，其中大量论点多次被学者或研究人员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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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孙贾母家训　　【训主简介】　　王孙贾本是春秋卫国的大夫，曾仕于齐。
在齐期间，适值楚人淖齿在齐为相并发动叛乱，齐滑王出走，王孙贾同齐王失去联系，找不到齐王的
去向，因而受到母亲的责难，并严厉敦促他讨贼立功。
王孙贾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于是“入市中，呼市人，诛淖齿而归”。
　　王母深明大义，她的这篇责难儿子的训诫，是一篇很好的文字，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今特加以整理介绍，使读者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理应讨贼立功　　【原文】　　汝朝出而晚来[1]，则吾倚门而望[2]；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间
而望[3]。
汝今事王[4]，壬出走，汝不知其处[5]，汝尚何归?⋯⋯　　——节录自《战国策·齐六》　　【注释
】　　[1]汝：你。
　　[2]倚门而望：言盼望子女归来的殷切心情。
　　[3]倚间而望：意同上。
间：里巷的大门。
　　[4]事王：侍奉君王。
　　[5]处：去向。
　　【译文】　　你早晨出去晚上回来，我这个做母亲的则倚门而望；你晚上出去不回来，我这个做
母亲的则倚闾而望。
你今侍奉齐王，齐王出走，你却不知道齐王的去向，你还回来干什么?⋯⋯　　【评析】　　在此篇中
，王母一面向儿子表述做母亲的盼望儿女归来的殷切心情，一面又教子对君王尽忠，激励儿子讨贼立
功。
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对君王尽忠比对双亲尽孝更重要。
这个道理引申至现实而言，为人处世应当有责任心；家人、家事重要，但更应对国家、民族、社会和
他人负责。
　　田稷母家训　　【训主简介】　　田稷，战国时期齐国人，相宣王，有政绩。
田稷之母既贤且义，不仅在田稷少时多循循善诱，而且在田稷做了大官以后仍然屡屡“干预”田稷的
举动。
正因为田母的“善诱”和“干预”，才使得田稷成了齐国的贤相。
　　“不义之财，非吾财也”[1]　　【原文】　　吾闻士修身洁己[2]，不为苟得[3]。
竭情尽实[4]，不为诈行[5]。
非义之念，不萌于心。
非礼之利，不入于家。
故言行若一，而情貌相副同。
今君设官以待子[7]，厚禄以养子，而子若是，去忠远矣。
不义之财，非吾财也。
不忠之子，非吾子也。
　　——节录自《女学》卷四第三十章　　【注释】　　[1]“不义之财，非吾财也”：战国时，齐相
田稷受下吏之金一百镒（古代重量单位，一说二十两为一镒，一说二十四两为一镒），交给了母亲。
母亲问：此金何来?田稷以实告。
母亲深感问题严重，对儿子进行了批评教育，指出：　“不义之财，非吾财也。
”田稷羞愧而出，还其金。
齐王闻之，大赏其母之义。
　　[2]修身：修养身心。
洁己：犹言自正其身。
　　[3]苟得：苟且求得；不当得而得。
　　[4]竭情尽实：内心正大光明，坦荡无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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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诈行：欺骗行为。
　　[6]副：相称；符合。
　　[7]子：古代对男子的美称或通称。
作“你”解。
　　【译文】　　我听说读书士子修养身心、自正其身，不做苟且求得之事。
内心正大光明，坦荡无欺，不搞欺骗之事。
不义的念头，不萌发于心；不符合礼义的财利，不进自己的家。
所以言行一致，情貌完全相符合。
如今君王设官定职待你，给予丰厚俸禄供养你，而你如果是这样做（指受下吏之金一百镒），距离尽
忠就远了。
用不合乎道德的方法得到的财物，不是我的财物；不知忠君的子弟，不是我的儿子。
　　【评析】　　在此篇中，田母抓住儿子田稷受下吏之金一百镒这件事，一方面严肃地批评儿子的
行为不符合“非义之念，不萌于心。
非礼之利，不入于家”的古训原则；另一方面，又心平气和地同儿子讲清了要当好官，就必须做到义
和忠相结合的道理。
从而叫儿子羞愧难当，不仅还其金，而且主动向君王请罪，以后大事小事处处叫母亲放心，最终成了
齐国的贤相。
现今一些贪官之所以置党纪国法不顾，除了自身原因外，其妻子儿女甚至老母不仅不予规劝，反而参
与其中，如收受贿金，或暗中索取钱财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修身齐家仍有必要作为当官者的日常功课加以重视。
　　孟母家训　　【训主简介】　　孟母，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孟轲的母亲仉氏。
孟母教子，有两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一是“三迁”。
相传孟轲幼年时，邻里环境不利于孟轲学习，孟母便三次迁居，使儿子得到比较好的学习环境。
二是“断织”。
相传孟轲少时废学回家，孟母正在织布，于是引刀断其机织进行引导。
孟轲因此勤奋自学，师事子思，遂成大儒。
在封建社会中，孟母被推崇为贤母的典范。
　　荒废学业犹如割断机织　　【原文】　　子之废学[1]，若吾断斯织也[2]。
夫君子学以立名[3]，问则广智[4]，是以居则安宁[5]，动则远害[6]。
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7]，而无以离于祸患也。
　　——节录自《女学》卷三第九十四章　　【注释】　　[1]子：你。
　　[2]斯：此；这。
　　[3]君子：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
立名：树立名声，获得功名地位。
　　[4]问则广智：勤问就能增长智慧。
　　[5]居则安宁：隐居则求得安定宁静。
　　[6]动则远害：出仕做官则求得远避祸害。
　　[7]厮役：干粗杂活的奴隶。
后来泛指为人驱使的奴隶。
　　【译文】　　你中途荒废学业，就像我割断这个机织一样呀。
大凡君子求学是为了树立名声，获得功名和地位，勤问才能增长自己的才干和智慧，于是他们隐居就
想求得安定宁静，出仕做官就想求得避开祸患。
现在你中途放弃学业，这样免不了要做一个受人驱使的奴隶，而无法远离祸害了。
　　【评析】　　孟母为了让儿子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而三迁其居，为了让儿子明白废学的危害
而用刀断机织。
孟轲在母亲的谆谆教诲下成了大儒，而孟母教子也成了流传千古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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