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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子家训》作为以宣扬家庭伦理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仅用三百余字便阐明了为人处世、

修身齐家之道。《朱子家训》中的修身齐家思想不仅对当时个人品德形成、人际关系处理以及和谐家庭构

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尤其是对党员干部整体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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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家风家教建设，尤其是针对党员干部提

出一系列要求，要求党员干部在家风建设中作好表

率。以宣扬家庭伦理道德为主的《朱子家训》中包

含有丰富的“修身”“齐家”之道，这不仅在当时

对个人品德形成、人际关系处理以及和谐家庭构建

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当代社会对党员干部廉洁修

身、廉洁齐家、整体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一、《朱子家训》中修身齐家思想的具体体现
（一）关于“修身”

“修身”注重的是个人品德的养成，是对一个

人行为规范的要求。“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

身……修德，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1］《朱

子家训》贯彻“以德为本”的思想，对个人品德的

养成给予深刻阐释，以凸显对推崇个人道德修身的

高度重视。

第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一方面，在日常

生活中做到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自律，“勿损人而

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

害物命”，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不妒忌有贤能的人。不

恶言对待蛮不讲理的人，不违反正当事理随意伤及

生命。另一方面，要有一颗宽容的心，“人有小过，含

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对于别人的

小过失，要采用包容的心态去面对；对于大的过错，要

用道理来使之感悟。胸怀宽广是一种美德，“人有

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仇者以义解之，怨

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敢于释怀，显示出

个人肚量，才能成就大事。

第二，重情重义，济贫救困。“见老者，敬之”，对

于长辈，要以礼相待；“见幼者，爱之”，对于晚辈，要

亲之爱之。家训里并没有简单地以家庭准则或道德

秩序来机械地套用和谐与友爱，而是强调在实际的

人际交往中认知是非、吸取教训，以个人行动来调

整人际关系，把不和谐的因素转变为和谐。另外，家

训中还体现出扶危济困的思想，“患难不可不扶”，乐

于助人更是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要部分。

第三，家训中还明确指出：“有德者虽年下于

我，我必尊之；不肖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

为界定人际关系亲疏提供了重要标准，不以长幼来

选择，而是将道德品行的优劣作为参考标准。再者，对

于善恶的评定标准也有论述，家训中指出“勿以善

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提醒后人要严格恪

守善恶的标准，遵守做人的底线，崇善抑恶，方能

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

总之，《朱子家训》不仅为个人品德的养成提

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准，而且为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

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关于“齐家”

在《朱子家训》中，“齐家”思想内涵丰富，尤

其是在家庭关系、家庭教育等方面，也充分体现出

其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

第一，提倡家庭和睦，忠孝为先。家庭是社会

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的和谐发

展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朱熹有言：“父之

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这里传达的

是一种父慈子孝、家庭和睦的景象，家庭的和谐需

要共同努力。另外，《朱子家训》还强调兄弟之间

要互助友爱，“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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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关系要和睦，“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

也”。这不仅是对家庭成员的规诫，而且为构建家

庭和睦提供了方法，只有家庭生活安定，家庭成员

的满足感与幸福感才会真正实现。

第二，提倡读书知义，重视家庭教育。朱熹一

生都很重视教育，在总结继承、扬弃前人经验的基

础上，结合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逐渐形成了系统

丰富的教育思想，并将其融入家训之中。读书明理

是《朱子家训》中典型的思想之一。朱熹言：“诗

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只有饱读诗书，知

礼仪，个人修养才能得到提高，家庭才会和睦。家

训中还提及要高度重视子孙后代的教育，“子孙不

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只有充分发挥家庭教育

的作用，保证子孙品行端正，举止合理，才能使其

在今后健康成长。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

人者，无之。”要想“治国”，必先“齐家”。纵

观朱子一生，家庭教育是其关注的重点之一，重视

家庭礼仪规范，形成良好家风，对当今社会仍具有

重要意义。

二、《朱子家训》中修身齐家思想的当代启示
《朱子家训》中的修身齐家思想不仅对当时个人

品德形成、人际关系处理以及和谐家庭构建具有重要

作用，而且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尤

其是对党员干部整体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价值。

（一）以德为本，修身养性

《朱子家训》中提倡以德为本，重视个人品德

的养成，它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不断提高自身

修养，以身作则，以良好的个人形象来促进社会的

和谐进步。每个人在家庭、社会中都扮演着不同的

角色，我们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尽到自己的职责，坚

守住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底线。党员干部不仅要讲

私德，还要讲官德，即从政之德。

第一，遵循以人为本、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首

先，广大党员干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

键少数”，要始终将“为人民服务”放在首位，坚

守岗位，不计个人利益，以人民利益为重，时刻做

到为人民谋福利；其次，党员干部要做好人民的表

率，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

持为人民谋幸福。

第二，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方法作为我们“防身治病的有力武器”［2］绝对不

能被丢掉，“吾日三省吾身”，要时刻进行自我反省、

自我检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3］，回

顾工作中的成就与过失，时刻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实

现自我净化、自我革新，坚决遏制不良风气在社会

上蔓延。

第三，要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党员干部加强自

身修养最好的办法是加强学习，读书知理。要学好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

理论成果，研读经典，领悟其中的真谛；还要学习其

他各方面的知识，优化知识结构，不断开阔自己的眼

界。更为重要的是，要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起

来，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更新知识体系，促

进个人全面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二）注重家庭建设，培养良好家风

家庭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做好相应

的建设工作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领导干

部家风建设主流积极向上，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

些领导干部不注重家风建设，对家庭成员疏于管

教，导致其做出有悖伦理和法律的行为，更有甚者，个

人理想信念滑坡，贪污腐败，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了

恶劣影响。领导干部家风的优劣直接影响党和政府

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影响着党风、政风、民

风。因此，要注重家庭建设，培养良好家风。

首先，高度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家庭是人生

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4］354，父

母要做到言传身教，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引导孩

子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好人生第一颗扣

子，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下前行。另外，还要注重

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尊老爱幼、勤俭

持家等观念，并且能够积极践行，不断提高自身精

神世界，促进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其次，在对孩

子进行教育的同时，还必须管好家庭其他成员，“管

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履行好自己负责领域的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作斗争”［5］。

总之，党员干部要做好自我规制，带头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

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

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

尊法守法”［4］135。

结语
《朱子家训》中深入浅出的修身治家理念是值

得党员干部深入学习的。在当代，党员干部要学会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续发扬其中蕴含的丰富思

想，在紧跟当代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守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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