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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易《家人》卦看中国古代家风之道

赵晓翠

( 山东建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1)

［摘要］ 重家庭、重家风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家风之道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

义。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中蕴含了丰富的关于家风家德等方面的智慧，其

中《家人》卦可以说是专门讨论家风之道的卦。本文立足历代思想家对《家人》卦爻辞的阐

发，将中国古代家风之道概括为“严明家规，家道齐肃; 女子贞固，巽顺为常; 明于家道，天下化

之”。同时，透过《家人》卦的六爻逻辑层进关系，可略窥得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核心思想

和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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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重视家教，重视家风的培育和弘扬，究其原因，家庭不仅是人伦的根本，还是社

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同时也是形成良好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基础。中国的家训文化最早萌芽于五帝时代，

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①几千年来，受农耕文明的影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及以宗族为中心的宗法制

度成为“家国同构”的主要社会模式。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②也就是说，中国

伦理观念的塑形是由个体领域到群体领域，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延伸，故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

说。因此，中国的家风文化在影响社会风气、价值观念、国家治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而言，

中国古代家风的形成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的长辈，将其人生体验、学术思想等寓于家训、家礼、家规等文献

中，或以实践理性的样态渗透在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中，通过血亲伦常关系对晚辈进行约束，起到“助人君，

明教化”的目的，其更为深远的意义是“轨物范世”“遗泽后昆”。当这种稳定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文化氛

围等能够浸润子孙，世代相传，就成为“家风”。概言之，它是家族内部共识性的道德观念，是“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的道德准则，其思想精华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吾中国社

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形式虽废，其精

神犹存也。”③直至今日，围绕着家庭建立起来的伦理体系依然是中国人的精神寄托，甚至体现着价值追求。

《周易》乃“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国哲学及文化的总源头，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中华民族的

生活方式、情感态度、精神品质、价值观念、人生信仰等。《周易》从探索大自然而形成的八卦出发，画出一套

模拟自然的符号系统，后经文王系辞，孔子及门人作《易传》，将这套符号系统的意义从天道贯通到人道，发

挥出人伦道德含义，实现人心通达万物之情。家庭，既是人生活的基本场域，也是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存

在之域，也就当然成为《周易》作者思考的重要对象。毫无疑问，《周易》思想中蕴含了丰富的关于家风家德

的哲思智慧，其中《下经》第三十七卦———《家人》卦，可以说是专门讨论家风之道的卦。本文通过分析《家

人》卦中有益资粮，以期有助于涵养新时代的良好家风，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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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家人”? 朱熹注曰: “‘家人’者，一家之人。”①孔颖达曰: “明家内之道，正一家之人，故谓之家

人。”②《杂卦传》曰:“家人，内也。”于此种种，皆是说，《家人》卦讲的是家庭内各成员之间的相处之道，即家

庭秩序。将每位家庭成员扩展至家族、民族、国家，乃至天下，就引申为天下秩序。《家人》卦的卦象为外巽

内离，《说卦传》曰:“巽为风; 离为火。”意为风自火出，火炽热则风生，风生助火燃，火自内出，得风而盛，遂有

由家及外之象。同时，离又为明; 巽为白，可引申为洁齐③，意思是说每个家庭成员内心光明，且主体及主体

间具有了“应然”的逻辑及价值意义。本文立足历代思想家对《家人》卦爻辞的阐发，将中国古代家风之道概

括为如下三端:

一、严明家规，家道齐肃

《家人》卦认为，治家之始，首先要列法度规章，以备防患于未然，消除忧虑悔恨。该法度规章并非一定

是家规家训的文字载体，言传身教的传承、耳提面命的教育等都是法度。法度使大家的行为有所依傍、价值

有所趋赴。倘若没有法度规章存在，势必害于人情肆意，失却长幼之序，扰乱男女之别，伤及亲情恩义，损败

伦理纲常，最终导致悔吝忧伤。如初九曰: “闲有家，悔亡。”《象》曰: “闲有家，志未变也。”马融注: “闲，阑

也，防也。”④古时门中有木，即门闩，本意为栏杆，引申为防备、防闲、防范之义。从卦象看，此卦由《遁》卦来，

《遁》初四易位成《家人》，上卦为巽，巽为木，初九应六四，《遁》下卦为艮，艮为门，为门中之木，艮又为止，故

有防戒、防备等之义。《象传》讲“志未变”犹如不忘初心，即初九心志还没有偏邪改变的时候就要用心防范。

正如程颐曰:“闲谓防闲法度也。”⑤孔颖达也有类似说法: “治家之道，在初即须严正，立法防闲。若黩乱之

后，方始治之，则有悔矣。”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家风必然重家教，重家教势必齐家规，家规好比纲领，

指导和规训家族成员的生活行为，并且承担着道德教育功能。可见，家规并非只是外在的条框约束，更是诚

于内心，外化为家庭成员自己善意的分寸和尺度，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

其次，除了列法度规章之外，治家严厉也是必不可少。如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厉吉; 妇子嘻嘻，终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嗃嗃”，候果注曰: “严也。”⑦郑玄作“熇熇”。⑧

《尔雅》云:“盛烈也。”《说文》云:“严酷貌。”⑨由此可知，此爻意为治家严厉，家人愁怨叫嚷，虽有悔恨危险之

事，有所遗憾，但最终吉祥。从卦象看，九三阳居阳位，乾德刚健，其道威严。三爻处下卦之极，象征一家之

主，且不中，过于刚，故有“嗃嗃”严厉之象。与之相反“嘻嘻”，候果注曰: “笑也。”⑩郑玄曰: “骄佚自笑之

意。”瑏瑡意为妇女和孩子一起嘻嘻哈哈，有失家教礼节，不成体统。另外，此处嘻嘻并非仅为“笑”之义，引申

为沉溺于享乐、骄满的状态，长此以往，定有灾祸。《家人》卦认为，治家之道，要正伦理，守情义，也就是笃恩

义而不失伦理。《朱子语类》记载，“问，《易传》云，治家之道，在于正伦理，笃恩义。今欲正伦理，则有伤恩

义。欲笃恩义，又有乖于伦理，如何? 曰: 须是于正伦理处笃恩义，笃恩义而不失伦理方可。”瑏瑢朱熹弟子问，

治家之道，要正伦理，守情义。但是想要端正伦理，难免会伤及情义; 想要守情义，难免又害伦理，那该怎么办

呢? 朱熹说，守恩义、正伦理不可偏废最好。这也从侧面说明，治家之道在于一家之主要以严正为要，但仁爱

之情也必不可少。换言之，尽管儒家强调各种家规的规范性作用，但也非常重视这些仪则背后的精神和情感

之爱，这是中国人惯以来“亲亲”仁爱的家庭伦理，因此，笃恩义而不失伦理为家风的最佳状态。但现实中倘

若不能两全，应该怎么办呢? 胡炳文曰:“嗃嗃，以义胜情，虽悔厉而吉。嘻嘻，以情胜义，终吝。”瑏瑣胡氏之义

强调，从长远来看，家庭教育宁严勿宽。孟子曾曰: “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

矣。”意为施教者要用正确的方法，然而现实中，倘若正确的方法行不通，施教者就开始发怒，怒则伤及感情

了。由此观之，倘若治家过严，就有可能使身体受伤，也可能使人情受伤，然无论如何，家长念于骨肉恩情，会

有悔吝之意，但从长远来看，法度立，人伦正，家道齐，终会吉祥，这才是一家之主对家庭成员最大的恩义。因

此，与其家规漫散，不如恭敬; 与其亵渎，不如严格。倘若治家过慈，缺少严格家训，情义虽盛，然正义被掩盖，

家之礼法不足，骄纵悖理滋生，长此以往，家道乱，祸患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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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子贞固，巽顺为常

《家人》卦认为，治家之道，首重女正，女正则家道正。卦辞有明确论述: “家人，利女贞。”意为《家人》

卦，利于女子持守正道。“贞”在《周易》文本中，一般有两种含义: 一为占问，一为正固。此处应为正固之义，

即心意既正且固，引申为内心既坚守光明，又主持公平正义。从卦象看，虞翻注“利女贞”曰:“遁之四也。女

谓离巽，二四得正，故利女贞。”①他认为，《家人》卦由《遁》卦九四与初六互换而来，上卦为巽，谓长女，六四

阴居阴位，得正; 下卦为离，谓中女，六二阴居阴位，得正，故有利女贞之说。值得注意的是，《家人》卦为何言

“利女贞”，而非言“利男贞”，抑或其他? 其实，此处不宜理解为对女子的苛刻要求，抑或贬低女子地位，而指

女子在一家庭之中，由于其特有的身心特点、生育及哺乳功能，决定其在增进家庭和睦、科学养育后代、促进

社会和谐、树立良好家风等方面具有其他社会群体无法比拟的独特作用。《家人·彖》曰: “家人，女正位乎

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

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从卦象上看，“女正乎内”是指六二，六二在内卦，位中正，柔爻为女，意为女子

在家中有中正地位。“男正乎外”，指九五，九五在外卦，位中正，刚爻为男，意为男子在家外有中正地位。可

见，彖辞作者认为，家庭男女的主要分工是女主内，男主外，这符合天地之道。此说原因为何? 其实，除了古

代由农耕社会形成的传统生活方式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即朱熹所说: “欲先正乎内也，内正则无不正

矣。”②内正就是强调女人在家中贞固的重要意义。同时，治家之道还在于各正其位，即父亲要尽责做个好父

亲，合乎父之道; 孩子要尽心做个孝顺孩子，合乎为子之道; 哥哥要做好表率，合乎为兄之道; 弟弟要做个好弟

弟，合乎为弟之道; 丈夫要受义持家做个好丈夫，合乎为夫之道; 妻子要相夫教子做个好妻子，合乎为妻之道。

前一个“父”“子”“兄”“弟”“夫”“妇”是实然，后一个则是应然，由实然到应然，须遵照礼制行事，这样才能

端正合宜，产生良好的家庭关系。

其次，坤道有顺从之美。如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象》曰: 六二之吉，顺以巽也。“遂”为成，

引申为随心所欲，无所管束。《春秋公羊传》桓公八年: “遂者何? 生事也。大夫无遂事。”何休注: “专事之

辞。”③由此观之，此爻喻为家中妇人不会随心所欲，无端惹祸生事，有顺从之美。荀爽曰:“有应有实，阴道之

至美者也。坤道顺从，故无所得遂。”④从卦象看，六二在内卦中位，内卦为家，柔爻为女，正是彖辞讲的“女正

乎内，男正乎外”，故六二指家中主妇或母亲。因六二在离中，离为丽，故有美丽、附丽之义。又六二有中正

之德，故有谦虚之美。同时六二还与九五正应，九五即为一家之长或父亲，故此爻引申为家中有一美、柔、谦、

正的贤惠妇人。《说文·食部》:“馈，饷也。”从卦象看，六二既在下卦离中，又在二三四互体坎中，火在下，水

在上，故有烹饪之象，在此引申为酒食，也即厨房饮食之事。从爻辞和象辞的解释来看，此爻整体描述了坤阴

的柔顺中正之德，即家中妇人以耐心细致、温柔体贴的态度做好全家人的饮食保障工作，通过饮食这种意境，

塑造每一位成员的意识境遇，使家人在团聚饮食的过程中获得喜乐与满足，由此形成的其乐融融的状态即为

家庭成员心意安顿的港湾，这也是妇女在协调家庭关系中所起到的积极效果。因此，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

平下，这种角色分工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最后，女子有帮扶之力。如六四曰:“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富”为动词，解释为

使其富有、富裕。从卦象看，惠栋注曰: “三动体坤，坤为富者。《礼运》曰: ‘天生时而地生财。’六四以阴居

四，故得位。应在初，上承五而在三上，故云应初顺五乘三。初、三、五皆阳，故比据三阳，阳称大、称吉，故大

吉也。”⑤三爻变，二三四爻互体为坤，坤为富有。又因六四阴居阴位，得位，其与初六正应，上承九五，下乘九

三。初九、九三、九五皆为阳爻，比据三阳，故有富家且大吉之象。因此，女子能够帮扶男人事业，对发家致富

有利，究其原因，应是女子在家中是男人意识发动交流的首要对象，她的意识能够很好地塑造和帮助男人，加

上女子的顺承及对男性心灵的呵护可以让男人更加有力，以此帮助男人达到发家致富的理想状态。因此，

《家人》卦倡导家中妇人温柔贤淑，聪惠持家，顺承一家之主完成创始大业，但含蓄而不显耀，也不居功自傲。

从这一点上来看，妇女确实在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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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于家道，天下化之

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家国同构”“家国一体”是典型的社会政治特征，这一特征表现在《家人》卦上

就是认为治国之道乃治家之道至正至善的最高表现，一言以蔽之，家齐才能国正。《家人》卦前四爻着眼于

如何明于家道，然及至九五尊位，则扩展为“家国一体同构”。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

假有家’，交相爱也。”程颐注曰:“五君位，故以王言; 假，至也，极乎有家之道也。”①九五为君位，处尊而中正

之位，故以君王言之; 假为至，国之道犹如家之道。朱熹云:“‘假’至也。‘有家’，犹言有国也。”②此说与程

颐义同，意为从家庭治起，将治家之道推广到治国之道，古代称为“家天下”。《尚书·尧典》曰:“曰若稽古，

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意为考察古代圣人，帝

尧名叫放勋，他处事谨慎贤明，温和宽容，信实恭谨谦让，光辉普照四方，他以至诚感化上下，发扬才智美德，

使家族亲密和睦。由此观之，“假”当训为至诚感化。龚焕有类似解释: “假与格同。初之闲有家，是以法度

防闲之; 至王假有家，则躬行有以感化之矣。”③意为以身垂范，用实际行动感化其家，使得父慈子孝、兄弟有

恭、夫妇得正，各归其所，家庭和睦，故家正而天下正。所以此爻引申为君王用自己的诚意感格众人然后保有

其家，大家相亲相爱，和睦相处，不必忧虑，吉祥。从卦象看，《家人》自《遁》来，《遁》上卦为乾，乾为仁，为

爱，三爻变，初二三互体成震，震为交，又九五六二正应，六四初九正应，有交相爱之象，也即内外同德。正如

程颐曰:“自古圣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则不忧劳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

于外，二正家于内，内外同德，可谓至矣。”④意为自古圣王，没有不以正家为本的，家道正，则不用忧劳天下之

治，最终吉祥。由此观之，君王的示范意义不可小觑，若其家庭能做到仁爱和睦，就会让民众感觉到光明，带

给社会更多的公平正义，那么，大家思想上同心同德，行动上同心同向，则天下治矣。说明古人认为各家家道

端正了，天下就安定了。此说通于《大学》之道: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先治其国者，先齐其

家; 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故“圣人之教，先从家始。家正则天下化之也”。可见，《家人》彖辞“正家而天下

定矣”的核心要义是通过各正其位的道德原则产生一种责任伦理关系的诉求，让私人语境的家训与代表社

会公共领域话语的主流意识形态达到高度契合，成为实现“家国同构”的关键⑤。

其次，《家人》卦对于如何明于家国之道，化成天下，做了具体规定。如上九曰:“有孚威如，终吉。”《象》

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孚”为诚信，“威”为威严，“反身”谓反躬自省。意为在治家之时能始终维持

威严庄重的姿态，让家人心悦诚服，最终收获吉祥，这是因为君长( 上九) 时常反躬自省、严格自律的缘故。

王弼曰:“家道可终，唯信与威。”⑥从卦象看，“三已变，与上易位成坎”⑦。意为九三变，与上九易位，四五六

爻互为坎。又因《坎》卦卦辞有“习坎有孚”的说法，故曰“有孚”。《遁》上为乾，乾为君，君德威严，故曰“威

如”。值得注意的是此处“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则人畏服之矣。”⑧意思是并非作出威严之貌，而是反躬自

身，让人信服。正如孟子说:“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上九为卦爻之终，为家国之道所成，强调两个方

面的含义:

其一，诚为本，严为用。王申子曰:“家人之终，家道成也，故极言齐家久远之道。齐家之道，以诚为本，

以严为用。不诚则上下相欺，众事不立。不严则礼法不存，渎慢易生，如此而家道齐者，未之有也。故家人之

终，以孚威二者言之。是二者，保家道之终吉也。”⑨王氏认为，齐家要以诚为本，以严辅用。若不诚则上下欺

瞒，家事难立。若家规不严则礼法不存，亵渎漫待滋生，如此家道难齐。所以，《家人》卦之终要落到诚信威

严上，以此保家国之道终吉。“诚”的表浅含义是待人诚实无伪，实则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大学》言:“诚者，

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意为“诚”是由天赋予，践履“诚”，乃是人之道，精诚之至与诚于内心是一以贯之、

不二有别的。《大学》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又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正心”“诚意”皆是“修己”的工夫，因此，君子当有“真”且“诚”的初心，不

自欺欺人，不为外界好恶所动，才能真正展现“至诚”的内心。这并非掩其不善，而是去恶存善，以显露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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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具的至真至诚之心。故诚意正心，乃修身规矩准绳也，所谓先自治也; 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治人也。君子

当先诚意正心修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先自治而后治人也。在治人过程中，前文已言，当把控好严的尺

度。朱熹曰:“身修则家治矣。”①由此得出，君子当以诚信为本，由本达末，原始反终，这也是“修齐治平”的

一以贯之之道。

其二，反求诸己。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反求诸己，通过自我反省与修养而获得信任。“身得人敬而敬于

人，明知身敬于人人亦敬己，反之于身则知施之于人，故曰反身之谓也。”②意为自己得别人敬信，自己也要敬

信别人，由于自己敬信别人，别人由此敬信自己，知道这样的道理，所以要时常自省内心，施敬于人。孔子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自身行得正，不下达命令事情也能实行; 自身不正，虽下达命令，

百姓也不会听从。又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不能自正其身，如何端正别人呢? 这也是儒家修己安仁

的内圣外王之道，即施教者要知行合一，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如何做，自己要率先做到，是以身作则之义。正

是通过这种行为实践，家风的培育才能不断地展现为现实生活当中活泼生动的存在。

可见，正是由于家风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教化，这种血亲关系决定着家族成员之间影响的高度关联

性，因此，家长或君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对家族成员产生重要影响。从另一个侧面看，《周易》之教，从

根本上说是动机论，而不是后果论。其动机当以天地自然之善为最核心的原发端点，坚守正心诚意，树立精

神权威，强调诚信为治家基石，才能在家人和百姓中建立威信，享有威望。所以，上九爻引申为“威如之吉”

别无它法，只有反身内修之路可行。

通过对《家人》卦爻辞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先民的智慧结晶。几千年前，《周易》作者就给我们

描绘了一幅家训不倦、父义母慈、母贤妻惠、严格教诲、诚信做人、言传身教、德善恒传、家庭和合的美好家风

图景。解读《家人》卦更为深层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可概括为如下两端: 首先，一个家庭的良好延续要通过血

缘天性的涵育，缘情制礼。如果说“情”是“亲亲”的家庭伦理，那么“礼”则是治家严明、家道肃齐的法度和

规章。当这种“亲亲”之家庭伦理被不断深化、扩张和延伸，就变成社会活动之“情理”。该思想可从《家人》

卦六爻的逻辑排列顺序获知，前四爻主要论述治家之道，及至五爻君位，将治家之道进一步延伸，起心动念感

动家人，心中有家，这样的人才可以保有国家，这是治国之道的家道根基。此时，家风家德已经超出了宗族而

呈现出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最终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换言之，当以伦理来组织社会，个人、家

庭、国家、社会就不是割裂的，而组成一个共同体，进而消融个人与其他群体两端。其次，家风伦理的本始在

于“修身”。《家人》卦及至上九爻，上为终，强调“有孚威如”。因此，在儒家看来，家道之成或天下之治的道

德根本在于修身有诚，即从正心诚意出发，不断完善个人道德品质，让这种价值观念成为每个人内在信仰的

载体，这样代代相传，就成为一个家庭的性格特征，最终演变成对家族子弟具有浸濡意义的良好家风。可见，

儒家倡导的家风之道以日常生活为身心修炼之本，它不仅是内化于心的道德精神的凝聚，还是外化于行的道

德实践。由此形成的家风既符合家庭、家族的实际需要，同时还化民成俗，奠定民众的道德基础，进而影响社

会风气，国家气象。

总之，自古迄今，《家人》卦体现的家国智慧一线相承。虽然社会飞速发展，家庭成员和结构在发生变

化，但是家庭的基本要素几乎没变，那么家德家风的深层智慧就不会改变。优良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重

要的、无以替代的精神财富，它影响到每一位家庭成员，是支撑家庭进步与发展的力量所在，也是构建社会和

谐，天下大同的文化命脉。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富有生命力的内容，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含英咀华、

借鉴吸收。我们若能从《家人》卦中汲取有益价值，无疑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启迪和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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