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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训作为家庭教育的特殊形式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它是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之一。
本书从中国历代流传较广的数百种
家训著述中精选80余位名家的名篇佳作汇编成集。
内容按修身、治家、
睦亲、处世、教子、勉学、就业、交谊等日常生活主题分为八大篇。
各篇之
中又按相关内容分成若干小类，并冠以精要的导语。
所收选文多具有较
强的教育意义和实用价值，并附有疑难词语的注释。
书后附录家训作者
简介。
本书作为前人家庭教育的经验总结，不但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现代家庭进行子女教育的理想参考读
物，也可供广大家教工作者、文史爱好者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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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言
修身篇
一、修身乃人生之本
修身进德乃人生之本，本固则枝叶繁茂，“得其
本，则末随；趋其末，则本末俱废”。
因此，培养
美好的道德情操，是教育子女的关键所在，是
其他一切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二、立志为进德之基
人们最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与他当初立定
的志向大有关系 显然一个人若以道德完美
为目标，必须立志高远，因“志为进德之基’。
志
向远大，未必就能成为君子；胸无大志，则必定
碌碌无为
三、百行以道德为首
修身修什么？
在古人看来，修身包含着极为丰富
的内容，几乎囊括了一切道德伦理：孝敬、仁义
忠诚、友爱、善良、谦恭、勤奋、俭约、宽容、自省、
忍耐做一个有道君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
四、修行贵持之以恒
修身之途艰辛而遥远，但只要志虑纯净，淡泊自
甘，慎择师友，善察己过，言行一致，细品诗书
内方外圆，坚持不懈，必能“由有恒而至于善人
由善人而至于君子，由君子而至于圣人”
五、养性莫善于寡欲
贪欲是修身进德的最大障碍，因此，古人提倡清
心寡欲，知足常乐，认为“性明者欲简，嗜繁者气
昏”。
唯淡泊能明志，宁静可致远，“未有干名要
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
治家篇
一、传家两字，曰读与耕
应该留给子孙万贯家财，还是清白家风？
无论曾
为高官，或者一生清贫，古代的家训作者都有明
智的选择。
为官者以他人称其后代为“清白吏子
孙”为荣；贫穷者告诫子弟要保持气节，“若卑谄
于豪势之人，不独自坏门风，且徒取人厌，其实
无济于贫乏也”
二、家规身范，不可偏废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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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
统家庭中，家长具有统辖家庭成员的极大权力，
子弟凡事禀命而行，不可任意而为。
当然，家长
本身“当谨守礼法，不得妄为；至公无私，不得
偏向’
三、勤俭乃治生之道，不勤则寡入
不俭则妄费
“居家切要，在勤俭二字’。
勤劳致富，是大家都
能接受的道理；俭则不那么容易做到做好，因
为俭约往往与吝啬区分不清。
其实，两者是截然
不同的，“省所当省日俭，不宜省而省谓之
吝啬。
”
四、未雨绸缪，常保安宁；量入为出
不至乏用
当家要精于安排，凡事需预先谋划，如此，方能
有备无患，常保安宁。
自然 一家有一家的具体
情况，“富家有富家计，贫家有贫家计。
量入为
出，则不至乏用矣’根据收入决定支出，是家
庭理财的通用原则
五、营造温馨家庭，需从点滴做起
热心公益，奉公守法，礼貌待客，安贫乐道，不轻
举债，整洁卫生小心火烛，谨防盗贼家是
人们寄托身心的宁静港湾。
而一个温馨和美的
家，需要孜孜不倦地营求，在任何琐细的事情上
都容不得有丝毫的马虎
睦亲篇
一、福善之门莫美于和睦
传统大家庭人口众多，家庭成员性格各异，难免
有不和谐之处。
“人之至亲，莫过于父子兄弟，而
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于责善，兄弟或因
于争财”。
因此，相互体谅忍让，识大体，慎细节
重情义，轻财利，是处理家庭关系的总则
二、父慈子孝，父公子谅，家业才能
兴旺
在中国古代社会，父子关系是一切家庭关系的
核心和主干。
父子各尽其道，“为人父者能以他
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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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无
偏胜之患矣”
三、情同手足，兄弟当和好到老
兄弟本是同根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友爱的
兄弟关系不仅是兴家创业的先决条件，而且是
人生的至乐。
因此，“兄弟当和好到老，不可各积
私财，致起争端；不可因言语差错，小事差池，便
面红耳赤”
四、亲族邻里，皆当友善关爱
夫妇、妯娌、婆媳、姑嫂、叔侄推而广之，一
切亲属、亲戚关系及邻里关系都应当妥然处
理。
“处宗族、乡党、亲友，须言顺而气和，非意
相干，可以理遣，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心平气
和，忍让耐心，是处理这些关系的基本原则
处世篇
一、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
物耳
贫富、贵贱、穷通、得失、恩怨我们应该以什
么心态处之？
披阅古人的家训，扬弃“命”、“运’
之类的陈腐解说，我们面对的是恒久不衰的生
活哲理
二、谦以持身，恕以接物；严于律己，
宽于待人
“处世”的首要内容是“处人”。
处家人，处朋友，
处亲戚，处常人，处上司，处下级，处长辈，处后
生，处好人，处恶人我们发现，明智的古人
有一颗“谦以持身，恕以接物”，既不卑躬屈膝
也不盛气凌人的平常心
三、谦退忍让能化解无穷之灾悔
我们所承传的是一个崇尚虚心、谦退、谨慎、忍
让的文化传统，所谓“言语忌说尽，聪明忌露
尽，好事忌占尽”；所谓“终身让路，不枉百步，
终身让畔，不失一段’。
这些教训虽与近世现实
不尽吻合，但自有其值得借鉴的合理内核
教子篇
一、有田亩便当尽力开垦，有子孙
便当尽力教诲
“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
有子不
教，为父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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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上至君王，下及百姓，都把教
育子女当作大事来做。
皇室贵官固然有严格的
教导措施，普通家庭也“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
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
二、养子弟如养芝兰，既积学以培植
之，又积善以滋润之
教育子女，不仅在于教导他们读书做官，更关键
的在于培养他们品性高尚，志向远大，胸怀开
阔 要“导其性，广其志，养其才，鼓其气，攻其
病，废一不可”要知道，养子弟如养兰花，既要
积学以培植之，又要积善以滋润之
三、从小施教，从严施教，既不娇宠
也勿体罚
教育子女，要从小做起，因为“少成若天性，习惯
如自然”；家长和教师对晚辈要从严要求，不可
娇宠，“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师傅严者，异日多贤；
宽者，多至不孝”但过多的体罚也不会带来好
的结果
勉学篇
一、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道
读书学习，能使人获得知识和力量，成为有用之
才。
一个人若学问渊粹，见识高远，“则其达也必
能卓然有立，以示百僚之准式；其穷也亦将介然
自重，以为一乡之表仪”。
否则，即使“不流入流
俗人，则着衣吃饭一呆子弟矣”
二、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
秋登其实
我们总认为，古人读书的唯一目的在于求科第，
致富贵。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解。
家训作
者告诉我们，学问的首要目的在于明道理，做好
人，在于追求上达之路，“求科第犹第二事”也
三、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
尽管有晚学成大器的事例，但一般情况下，学习
要从小开始，并且必须“严立课程，不可一日放
慢”；要有严师督促，“不可一日无师傅”；须精博
结合，学行并重循序渐进，持之以恒 至于读
书、作文、写字、应试等等，都有有效的实用
方法
四、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握锥悬梁，囊萤照雪，是古人力学的佳话；勤可
补拙，怠致荒疏，乃千年不易之至理“大凡世
间一技一艺，其始学也不胜其难，似万不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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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置而不学，则终无成立”。
因此，必须有坚
定不移之心，勇猛精进之志，勤学苦练 才能学
有所成
就业篇
一、人当求职敬业
人须有业，有恒业才能有恒心。
“贫贱而有业，则
不至于饥寒；富贵而有业，则不至于为非’。
游手
好闲，必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最后辱身败家，累
及家人和祖先 切宜深戒
二、择业务需谨慎
可供古人选择的职业范围是很狭窄的，最受古
人重视的是读书（做官），其次是务农，所谓“耕
读传世久”，所谓“恪守农士家风”。
士大夫子弟
若读书无成，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
技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 皆可
为也”
三、仕宦最重清廉
传统农业社会的职业一般比较简单，但仕宦是
一种特殊的职业，它对从业人员有较严格的要
求。
古人认为，当官最重要的品格是清廉、谨
慎、勤勉 爱民若子，切忌贪暴，不忘本色
这些教训在今天读来仍使人感到意味深长
交谊篇
一、要与高尚之士结交，勿与奸邪
小人往来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与恶人居，
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
友伴对人生的意义如
此重大，因此，古人谆谆告诫子弟：“与人交游，
宜择端雅之士。
若杂交，终必有悔 且久而与之
俱化，终身欲为善士不可得矣。
”
二、游道虽广，交义为长
交友和全交之道，首在以义相合，而不是以利相
结；朋友虽然亲密，但当心存敬意；朋友有长处，
须加赞扬，有短处，须加掩饰；人无完人，对朋友
不可求全责备，而当注重大节，容忍其缺点，“使
亲不可亵，疏不可间”，终身友善
附 录 本书所录家训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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