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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中华，礼仪之邦，数千年文明厚重丰富。其中，良好的

家训族规堪称国粹中的珍珠，攸关整个家族的盛衰，是祖祖辈辈

赖以兴旺发达的秘诀，也是整个民族的灵魂，在历史的长河中熠

熠生辉。

良好的家训能潜移默化世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惠

泽于每一个家庭成员。良好的家风需要家人之间相互濡染并不断

践行才能形成，是几代甚至数十代人智慧的结晶，最终为普罗大

众 和 整 个 社 会 所 心 仪 、 效 仿 和 仰 望 。 许 多 家 训 中 的 精 华 流 传 至

今 ， 如 岳 母 刺字“精忠报国”，“忠”为岳家之家训；林则徐曰

“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增其过”，因此“崇俭”为

林家家训之精髓。

奉化民间文艺家协会经过近一年时间，把散落在奉化民间的家

训族规进行搜集、整理并编撰成书，十分不易。这对培育和践行新

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书中所编家训族规，展示

了奉化深厚的人文底蕴，既闪烁着奉化先辈的智慧光芒，又展现了

当代奉化家庭的精神追求。从书中不难看出，优良的家风已成为新

时期奉化人的精神追求和需要，而良好的家训和族规则是引领家庭

或家族走向辉煌的一盏明灯。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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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们需要赋予家庭这个“细胞”新的活力，把良好的家训族规

作为家庭美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把我们老祖宗的这一传家宝发扬光

大。希望奉化的每个家庭都能构建起具有自家特色的优良家风，责

无旁贷地成为传统道德素养的传承者和传播者，为小康奉化建设贡

献力量。我想，这也是江圣彪先生和民间文艺家协会编撰这本书的

初衷吧。是为序。

中共原奉化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行波

二○一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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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家训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特有的训教子嗣的箴言，是对子孙后代立

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族规则是旧时宗族为约束族人行为而制定

的道德规范。二者虽然只关乎以血缘、伦理为纽带的家庭管理和教育，

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十分丰富。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5 年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

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

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

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

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

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

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三个注重”充分说明了家训的重

要性。而族规随着封建宗族制度的解体，虽然已失去存在的基石，但

其涵括着前人智慧的传统美德，至今依然像闪烁的明灯，具有积极的

社会引导意义。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转型期难免遇到道德滑坡、礼仪缺失之类的问

题，今天的中国也未能幸免。举国焦虑，全民忧心，从主席到平民都

在呼唤具有普世价值的家训类“教材”，来推动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

德的苏醒和传承。《奉化家训族规》就是为响应这样的号召和呼吁而

编撰的。我们从各种文集、档案、家谱中精心挑选若干家训族规，并

加以诠释，去芜存精，使它既符合新时期价值观的多元化特征，同时

又符合传统精神文明，鼓励人们追求美德，在丰富家族文化宝库的同

时，让每个注重自身品格修炼的人都能从中得到启迪，从而对推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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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教育产生积极的意义。同时希望此抛砖引玉之举能引起更多有识之

士的关注参与。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古代家训族规因其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

地存在一些不合时宜的封建思想糟粕，故请在阅读过程中加以识别

和扬弃。

新修家谱中的训规还处在“百家争鸣”的阶段，我们选编此书的

目的，就是希望有识之士能在修谱时能认真加以筛选、取舍，使新修

家谱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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