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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风    本书还有一个寄望，就是透过家

风这个命题，剖析我们传统文化中属

“道”的根源，以及“道”贯彻于整个

中华文化体系的大一统、大作用、大信

仰。探寻、归复那一颗“因过度西化教

育”而久已遗落的“中国心”。心明则

理就，自然会重道崇德，寻根向善，国

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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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道德传千古，家风抵万金。

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幸福，幸福是每一个人的渴望，或者更直观地

说，无论人在做什么、人想做什么，其实心底想要求取的，都是一种

幸福。

那好了，通向幸福的路有千万条，但那是针对所有人说的，如

果就每一特定个体，通向幸福的路只有一条，人却未必找得到。我们

总以为某一条正在跋涉的道路是正确的，是朝向幸福的，但很遗憾的

是，我们往往走上岔道—

这是一本写家风的书，却想探寻幸福的密码。以至于一开始这序

言的标题本来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为每一个家庭添上幸福的砝码。”（确实，家庭命运决

定了很多人的幸福）

一直有个心愿，从我们浩瀚渊宏、繁衍了五千年的独特文明中，

抽提出关于幸福的文化基因，全摊在眼前，任人拣选。

除了“的地得”，这本书出现最多的字应该就是“道”和“家”

了。没想到最后还是像以前一样，写成了一本讨论“道”的书；没想

到中国的“家”文化把我又一次震撼了；没想到古人把家中之道早就

解析得清清楚楚—家就是道，家中有道；道就是家，得道就如回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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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家一样的温暖与幸福。

谁，不想回家？

家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意象，通过它与自己的祖国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国同构，天下一家。

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而中国人则以家庭为本位。“家国同

构”“天下一家”是中国文化最鲜明的特点，因而“齐家治国平天

下”自古就是每一个中国文人光宗耀祖兴家报国的梦想。家是中国人

安身立命之所，给家庭成员带来了温馨、祥和、安全、抚慰和支撑，

也带来了保家的责任和使命，甚至兴家的动力和勇气。这就是中国的

“家文化”，它突出的是家，还有家维系着的血缘亲情，它让人在相

互之间关系的认知互动中完成个体真正的成熟。而不是西方文化更注

重的自我个体单独的感觉。这是由于远古自然环境生存困境，造成中

国人先天就重视“社会团体属性”的特质。这也造就了中国文化充满

人文情怀，对人情世故充满理解、非常通透，最擅长处理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鲜明特点……这是人类“早熟的文化”。它有着强大的生命

力，是人类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精神财富。

即便在中国这样注重家庭亲情的国度，有家就有幸福吗？未必。

越往深里探究越会发现，家风，作为一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风

貌、价值取向的总和，对于每个家庭成员状态的影响太大了。同时，

整个家庭的风气、氛围，更是一个人性格形成和命运走向的决定因

素。

毫不夸张地说，家风是人生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第一老师；是

人文的摇篮，文明传承的土壤。好的家风是宗族和谐，福德绵延，世

代相传的法宝。而坏的家风呢，书中虽有例证，抵不过大量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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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证明。

家风作为一种文明传承的力量，在中国一直都有讲究—

“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

传家，不过三代”。

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更是为家风的塑造注入了深厚

的底蕴—像道家《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龙马精

神”等所代表的“勤奋”；《老子》“吾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

敢为天下先”中所倡导的“俭朴”，凝结成了“勤俭持家”这一中国

人特有的美德家风。再如儒家的仁爱之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以

及读书育人等等教导，孕育的“仁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都是最

经典的家风传承。

良好的家风对社会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最坚实的道德力量。而对

于我们共同热爱的这个大“家”—国家而言，传承了几千年中国人自

己特有的“普世价值”—仁爱、和谐、包容、公义……其实也就是它

的道德家风。

“道德传千古，家风抵万金”—如果每个家庭都能传承良好的家

风，中国人的良好品德自然就会于中树立，并且因此而铸就民族凝聚

力的强大基石。民风、社风、政风、国风，都会随之转变，充满正能

量，成为和谐社会的春风、雨露和阳光。

不多说了，这《家风》写得出乎意料。中国文化最重“整体

观”，切莫分割，任何一处一时的观点冲突都不要紧，搁置争议，整

体地看下来，您会理解笔者“关于幸福”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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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承力—�家风是中华民族血液里隐在的文
化基因

地球上曾出现过二十几种文明，大多灭亡或者消失在其他文化

里。唯有一种完整的文明自古承传，生生不息，还在不断地融合新的

血液，化生新的生机。在这个矛盾复杂多极化、强势文化掠夺、意

识形态倾轧的世界，以它自己上善若水、柔以克刚的姿态，慢慢地包

容、调整、谐和，继续传承、传承、传承……

这里面蕴涵着一种无形的力量，断然是有一种规律，一种总是能

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漫长调整，与周遭世界渐渐达成“生态、心态

与物态平衡”的文明。仿佛在它表面的混沌甚至杂乱里，有着内在天

然的秩序；在一次次翻天覆地的历史更迭中，藏着隐秘的和谐。

是的，中华民族为什么能繁衍兴盛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为什

么屡遭磨难甚至外族洗劫占领，而最终把它们同化、调和？都是因为

传承着这样一种包容。而包容，是因为中国人找到了人世间的某种规

律，那规律自带着“平衡与秩序”，那“衡序”创生和谐。

就是这样，这是一种属性和谐的文化，在本书的后面，您将确知

那应该最准确地被称呼以什么文明。而中国人，就是仰赖这种文明的

神圣族群。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都流淌着这样的血液，如今，它不管

你是汉族、苗族、壮族、满族，还是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任

何民族，只要你受过这种文化的养育，甚至只是接受过这种文化的熏

陶，你的内心就会被部分的唤醒，直至有一天完全地醒来，接通“天



第一章　� ◎家风是一种传承力，好的家风将美满与幸福传给后人◎

003

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血脉。因为，那样的天性、那样的赋

予，本就来自于我们的内心。

那是一种基因，血液里的基因，与西方世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

的基因。它是来自于这片土地的特质。那就像一个外国朋友如果不是

从小生长在这里，无论他怎么学习，他唱出来的京剧都是出洋相。那

也像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歌手，你就是再模仿，唱出来的RNB让黑

人兄弟听起来也是怪怪的。是的，不同的血脉与土壤里就这样先天孕

育携带着各自的文化基因。我们独特的基因里，蕴藏着我们自己的荣

耀、自己的尊严、自己的风范。不但不欠缺，而且已经并将继续验证

它彪炳千秋的无穷魅力与活的泉源。

那么，我们的风范来自哪里？正来自于每一个家庭—家风。它

完全影响、塑造于每一个从小到大潜移默化的家庭。文化不同，国情

各异，这在西方还没我们明显。因为在他们的文化认知里，始终强调

的是“个体性”，孩子到了十八岁就被请出家门。而中国不一样，中

国有一个“家”的文化，甚至这个社会也始终围绕一个个家庭构建，

有一个大“家”的概念—被称为国家。越往深里研究，越知道其实

中国文化的本质里，家国是一体的。国家，国家—家国同构。

这不能简简单单地理解为中国人最重人情，而是这本身就是圣人

们按照“天道规律—大自然的运行法则”完善的适合神州这片土地

的“顶层设计”“社会建制”。其中蕴涵着人类最伟大的智慧，那些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智慧，让人类社会真正

“可持续发展”的智慧。

中华民族古老灿烂的文明也正是因为它，历经几千年的沧桑，跨

越千难万险，传承至今，并不朽于世，日益绽放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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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注：严格意义上说，犹太文明亦自古承传下来，有其伟

大之处，但就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类社会可持续

发展这个角度，和今日中东战火频仍之现实，毫无疑问，中华文明

和平和谐和睦的相处之道是得天独厚的。）

2 　家风不同，截然两样

细化到每一个小家，家风不同，传承的内涵不一样的话，家庭的

命运完全不同。犹如个人的性格决定命运，一个家庭也有性格，家风

就是一家人性格气质、精神风貌的体现，是一家子的风气。它通过言

谈举止、共同的价值取向反映出来。有的一看就书香门第，有的一看

就忠厚老实，有的热情好客，但也有的心术不正、偷鸡摸狗……是千

姿百态，千奇百怪。

老百姓都知道，这家风一旦败坏，一家人的思想品德都会跟

着变坏，这一家就再也难以培养优秀的后代了。这个坏名声会一下

子在街坊邻里间传开，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没有人愿意和这家

人交往。这时候再想改，就来不及了。相反，好的门风则打小给孩

子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生就会走得顺畅。

所以说家风是非常重要的，它看似无形，却决定世代家业的凋敝与

兴隆。要么荫庇子孙，福佑千古；要么“上梁不正底梁歪”，贻害 

无穷。

自古官场就是最大的名利场，也是最好的试炼场，素有“官场现

形记”之说。在权势与财富的交攻诱惑下，这里成了最让人原形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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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人的清廉和贪欲，都有机会被放大，也就正可以观察家风不

同对一家人的影响，引以为鉴—

“郑培民，原湖南省委副书记。曾以三件遗物和一句遗言让无数

人为之感动。这三件遗物是一个防腐账本，一本廉政记录和几十本日

记。他最后的遗言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不要闯红灯”。这平平常

常的五个字，正是郑培民一生官风人格最好的总结和诠释。为官数十

载，他从未用权力谋过半点私利，不搞特殊化，不做违规事，没有一件

放不到桌面上的东西。两袖清风做了几十年官，光明磊落做了一辈子

人。

“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他践行着自己的誓言，树立了一

个共产党人的品德风范，是真正做到了一个忠心耿耿的人民公仆。

这时代是眼球经济，这时代流行官样文章，见得多了，每当看到

又在宣传某个“道德楷模”的时候，我们都会下意识地怀疑。于是我

更愿意去了解一些被宣传者朴素的家风，以及他平常的为人。我知道

这“一家之主”要是为人清正，不但自己“藏不住”，家里的风气也

必然会从其他家庭成员身上的点点滴滴反映出来。这才发现郑培民令

人信服的是，他不仅是一个高官，他像一介平民，他是一个深爱妻子

和儿女的普通男人。一些细节感人至深—

郑培民在工作的几十年中职位一直在变动，而他妻子的单位只随

他调动搬家变动过一次，职务仍然是一名普通职工。妻子不会骑自行

车，多年来一直走路上下班。郑培民托人为她买鞋，指明买那种柔软

的、平底粘胶的鞋子，他要让妻子在风吹雨打的路上，走得舒服些。

但这个有情有义的丈夫却从不让妻子搭他的顺路车。

妻子也敬重郑培民的为人，更注重维护丈夫的形象。郑培民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