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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先秦的家庭教育袁 是阐扬中国 野家庭的精神冶 的伟大开篇遥 人尧 敬尧 行尧 和是先秦家庭教育哲
学的四要素袁 在先秦家庭教育逻辑结构层次中袁 人是家庭教育的主体袁 野生生不息冶 是家庭教育的本体形
态曰 敬是家庭教育的核心袁 野慈孝友悌冶 是家庭教育的实质内容曰 行是家庭教育的途径袁 野推类演绎冶 是家
庭教育的基本方法曰 和是家庭教育的指向袁 野欢欣和合冶 是家庭教育的至高理想遥 先秦的家世传承之道对当
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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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奠基时期袁 也是中国
文化精神的首个巅峰时期袁野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
时代冶遥 咱员暂(P94)在野能动冶的先秦时期袁学校教育较为
原始且为统治阶层所垄断袁学在官府袁因此袁就总
体而言袁家庭教育是先秦教育的主体形态遥先秦家
庭是一种原初质朴尧多元生动的生活样式袁家庭生
活紧密联系于家用日常袁 身在其中袁 生活就是教
育袁它始终以生活世界为关怀袁以家人过上更好的
生活为教育关切遥可以说袁生活哲学主导着先秦家
庭教育袁充满着对当下家庭生活的关心与追问遥不
论是在先秦已崭露头角的儒家礼义治世尧 道德修
身的入世哲学袁还是道家圣王治世尧小国寡民的生
活理想袁 或是法家规则治世尧 严刑峻法的社会构
建袁无不显示着先秦圣贤对野人应该过一种什么样
的生活冶的探究与叩问遥先秦家庭教育哲学的形成
与延展袁成为了传统中国家庭教育的思想源头袁其
家世传承之道对当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借鉴与警

示意义遥
一尧生生不息院先秦家庭教育本体

论

先秦有着鲜明的以人为本尧 以家为本的人文

主义色彩遥注重现实人生与尘世幸福袁主张尚生与
爱人袁这是先秦家庭生活的主旋律遥 在适应尧融入
乃至改造自然世界的过程中袁 先秦时期的人们逐
渐认识到自身生命的力量袁野惟天地万物之母袁惟
人万物之灵遥 冶咱2暂(P270)人能够成为万物之灵袁不仅是
由于有生命袁更是由于有情有义尧有礼有节袁野故最
为天下贵也冶遥 咱3暂(P80)先秦社会主体是农业社会中的
小农家庭袁 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与基本生活来
源袁并形成了以家为核心的定居文化遥由于经济上
的自足与自立袁 先秦家庭形成了自己的疆域意识
与独立意识袁 并孕育出珍爱生命与慎终追远的文
化传统遥 咱4暂(P122)在此基础上袁家庭成为先秦人们思
想行为的内在准则袁 即在个体之上有着一个超越
性的存在(即野家冶)袁从而避免使个体成为原子式尧
偶然性的存在渊即个体主义冤遥可以说袁家给予了个
体活着的根本依据和动力袁人为家而活着袁家是最
高的归宿袁使人不必去诉求虚幻的鬼神袁这就根除
了鬼神肆虐的土壤袁具有野上薄拜神教袁下防拜物
教冶的功效遥专注于家人生命尧俗世生活袁避免人存
在的虚无化袁 先秦这种以家为本的生活哲学使其
在面临战乱频仍尧王朝更替尧礼崩乐坏时袁社会主
体依然能够持续向前发展袁 在总体上仍然能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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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传尧文化赓续遥
就本体而言袁先秦家庭教育就是一种生命教

育袁旨在生生不息中实现人的不朽遥在先秦袁血脉
传承与教育是家庭的核心任务遥先秦并不存在后
世佛教所说的个体生死轮回的观念袁没有灵魂不
灭的概念袁但存在对生命绵延的向往袁相信人类
的生死轮回袁认为生命之河一直在流淌曰古人所
信奉的神尧仙袁其实质依然是对生的表达袁皆是人
之生的虚妄化的显在遥 孔子曾说野未知生袁焉知
死钥冶咱5暂(P146)故野子不语怪尧力尧乱尧神冶咱5暂(P92)遥先秦家庭
教育的一个重要仪式就是祭祀袁野祭祀的意义是
耶宣告爷生人与死者的社会关系袁被祭祀的死者即
存在于生人的社会网络中遥 冶咱6暂(P210)其中祭祖是家
庭进行生命教育的首要方式袁 祭祖的本质是祖宗
崇拜袁 祖宗崇拜的原动力在事实上推动与促进了
先秦家庭教育的发展遥 咱7暂(P144)从历史来看袁先秦家
庭文化的自觉性袁 是长期孕育并经历了超越神权
的精神解放而来的遥 在先秦早期袁人们不够开化袁
在精神生活上还受到原始性宗教的支配袁 人匍匐
在神的脚下曰到了商周时期袁则以天尧帝为至尊袁以
祖宗为中介人遥传统宗教的这种人学转向袁赋予了
祭祀以道德的意义袁 祭祖也就成为道德教育实践
的重要方式遥 咱8暂(P28)随着道德的人文精神觉醒袁人们
开始谋求对自己家庭生活的自主性遥至此袁中国古
人终于将目光从天上转到地上袁 将对天神的崇拜
创造性地转向为对祖宗的崇拜尧 转化为对人的关
注袁这就实现了古代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大转向遥事
实上袁宗教建立的根基袁乃在于人对于不确定性的
恐惧袁根源于对于生的未知与对死的恐惧曰而祖宗
是有谱可查尧有据可考的袁这使得人们能够明了生
的来处尧死的去处遥这种对于祖宗的崇敬与对血脉
不灭的信仰袁 解决了中国古人一直以来关于安身
立命的根基的纠葛袁 也回答了家庭动力学的基本
问题院为了家人的更好生活与血脉的延续袁个人的
苦难与牺牲都是值得的遥作为个体的人袁人是有死
的尧必死的袁死亡是必然事件曰但作为家庭这个共
同体中的一员袁 因其所奉献的血脉之力在子孙身
上流传袁因而又是不灭的尧不朽的遥 咱9暂(P71)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袁可以说野祖先崇拜是中国人民的真正宗
教遥 冶咱10暂(P77)既然通过祭祖已经铺通了人尧神之路袁
祖宗的生命与后世子孙联结在一起袁 并由后起者
继承与不断开显袁那么袁先秦家庭也就通过这种生

命意义上的家世相传的方式而达致不朽遥
总之袁 先秦家庭教育通过对家庭生活的附魅

与对祖宗法力的加持袁 使得人们深刻认识到人是
家庭的主体袁家庭既是血缘共同体袁更应是命运共
同体曰 也进一步塑造了先秦人们关于人的类存在
而非个体存在的生命观念袁人不但因家而生袁更因
家而能得永生袁野我家袁故我在遥 冶咱11暂(P411)

二尧慈孝友悌院先秦家庭教育实质
论

先秦是一个以家为本的伦理社会袁 先秦家庭
教育的实质就是进行伦理教育袁 其中以慈孝友悌
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教育构成了先秦家庭教育的主

体内容遥 对于个体而言袁家庭是人伦关系的基点袁
是个体德性生成与伦理生活的自然场域遥在先秦袁
人都是野家冶中的人袁人们的日常行为与关系往往
受到并服从于亲情伦理的支配曰 离开家庭而存在
的原子式的个人袁是难以想象的遥 对此袁钱穆评价
说院野中国文化袁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冶遥 咱12暂(P51)

黑格尔也曾将中国的民族精神称作一种 野家庭的
精神冶,认为中国野终古无变的宪法的耶精神爷噎噎
就是耶家庭的精神爷冶遥 咱13暂(P232)先秦的家庭教育袁就是
阐扬中国野家庭的精神冶的伟大开篇遥

先秦中国的伦理格局大体可以概括为以血缘

纵轴为核心尧以亲缘横轴为补充的差序格局遥 野差
序格局冶的概念为费孝通所首创袁他认为野我们社
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

圆波纹的性质噎噎以耶己爷为中心袁像石子一般投
入水中袁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袁不像团体中
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袁 而是像水的
波纹一般袁 一圈圈推出去袁 愈推愈远袁 也愈推愈
薄遥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
了遥 冶咱14暂(P30)这种社会同心圆内圈的纵轴是由血脉相
连的父渊母冤要要要子渊女冤构成袁他们之间理想的伦
理关系是父渊母冤慈要要要子渊女冤孝曰同心圆内圈的
横轴是由血脉相近的兄渊姐冤要要要弟渊妹冤构成袁他
们之间理想的伦理关系是兄渊姐冤友要要要弟渊妹冤
悌遥 同心圆内圈的家庭人伦关系是元伦理关系袁人
的其他伦理关系都是以此为起点遥 家庭伦理的构
成规定了家庭教育的内容袁因此袁先秦家庭教育的
核心就是对家庭元伦理关系的传承与发扬袁 注重
探究慈孝之道尧友悌之门袁以期达到墨子所言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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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人于乡人袁爱我亲于我家人袁爱我身于我亲冶咱15暂(P256)

的教育功效遥
敬是慈孝友悌的实质内核袁 它是一种双向的

亲爱袁也是道德的突出体现遥 野敬袁德之聚也遥能敬
必有德遥 冶咱16暂(P477)在先秦袁家庭伦理所指向的家人关
系都是对待的尧相互的遥 家庭若要内平外成袁就需
要做到野父义尧母慈尧兄友尧弟共尧子孝冶咱16暂(P580)袁并认
为这是家庭之福遥家内的道德义务都是双向的袁双
方互为道德主体遥如袁春秋时期的五伦中对于家庭
伦理的具体要求是野父慈而教袁子孝而箴曰兄爱而
友袁弟敬而顺曰夫和而义袁妻柔而正曰姑慈而从袁妇
听而婉遥 冶咱16暂(P1479)由此可看出袁父子尧兄弟尧夫妻袁在
人伦道义上具有平等性遥可以说袁先秦家庭伦理主
张的是长幼有序袁家内关系是相敬互亲的袁而非单
方的道德强制遥 这样一种互敬的家庭关系与后世
传统社会中所强调的野三纲五常冶有着根本区别院
先秦重视家庭人际中的有序有别袁 同样强调权利
与义务的对等袁体现出一种惟道是从的精神遥先秦
的家庭教育正是在家人这种相亲相爱尧 相辅相成
的过程中达成教育目标遥

以孝的教育为例袁孝是家庭教育的灵魂遥 野夫
孝袁德之本也袁教之所由生也遥 冶咱17暂(P3)在先秦袁孝的
实际状况和本质袁是子女基于一种基本的人性自
觉而奉养父母袁而非父母以强力来压迫尧以权力
来统治子女曰孝的根本目的袁不是服从袁而是亲
爱遥 野立爱自亲始袁教民和睦也遥 冶咱18暂(P1320)孝的这种
现实性和自我约束性袁终究造就中国传统社会倡
行大孝天下的社会道德风俗遥孝的教育逻辑是进
行推类演绎袁具体如下院野其为人也孝弟袁而好犯
上者袁鲜矣曰不好犯上袁而好作乱者袁未之有也遥君
子务本袁本立而道生遥 孝悌也者袁其为仁之本也
与浴 冶咱5暂(P93)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袁孝的本质就是善事
父母遥 野事孰为大钥事亲为大遥 冶咱19暂(P206)天大地大袁人
之孝最大遥 不过袁仅是侍奉父母是不够的袁更重要
的是还要有敬爱之心袁尊亲为上遥孔子说院野今之孝
者袁是谓能养遥至于犬马袁皆能有养遥不敬袁何以别
乎钥 冶咱5暂(P3)人若不是怀着恭敬之心袁赡养父母与饲
养动物有什么区别?曾子历来以孝著称袁孝顺父母
主要体现在敬尧养尧色尧思等方面袁即尊敬父母尧奉
养父母尧取悦父母尧思念父母等遥 野孝子之至袁莫大
乎尊于亲遥 冶咱19暂(P253)野敬其所尊袁爱其所亲遥 冶咱18暂(P1439)

敬尧尊尧爱尧亲袁才是孝的正确姿态袁也是家庭教育

的关键遥 父母对于子女的亲爱与子女对父母的尊
敬袁 就是在家庭这一教育场域中相互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来切实诠释野亲亲冶与野尊尊冶的内涵遥
三尧推类演绎院先秦家庭教育方法

论

就先秦家庭生活架构而言袁 其价值体系主要
有三个层次院上层是以孔尧孟尧老尧荀尧墨尧曾等为代
表的诸子对于家庭文化的哲学构想袁 包括天人道
德尧家庭人伦等思想学说曰中层是制度化尧规范化
的家庭伦理体系袁包括各种典章礼仪尧宗法族规尧
乡规民约等曰下层是具体的家庭日常生活与实践袁
包括亲子关系尧家常琐事等遥 在一定程度上袁上层
次的文化道德体系可谓是先秦家庭文化生活的大

传统曰 下层次的世俗生活实践可谓是先秦家庭文
化生活的小传统曰中层次的道德制度尧礼仪规范则
是沟通前二者的桥梁袁 可谓是先秦家庭文化生活
的中传统曰这三大传统相辅相成袁共同构成家庭生
活的价值链院 大传统从小传统中吸取鲜活的民间
治家智慧袁又将其生活哲学通过中传统反哺民众袁
对小传统进行宏观指引遥因此袁先秦家庭教育就是
要打通三大传统的壁垒袁 其教育总体路径是由内
而外尧由下而上的袁先秦家庭经由家内教育将自身
打造为坚固堡垒的同时袁 又充满着对家外生活的
现实关切遥

推类演绎是先秦家庭教育的基本方法袁 推己
及人是常用的家庭教育方式遥 这既与先秦文化心
理相关袁也与古人的思维习惯相关遥中国古人思考
问题往往着眼于现实事例尧具体现象袁习惯于从对
事物和现象的观察尧 审视中求得其他相似事物发
展的野道冶袁然后由野道冶导出野理冶遥 咱20暂(P2)这种推类逻
辑的基本机理是野扶义而动袁推理而行冶袁即寻找
野事冶与野理冶之间共同的野义冶袁借助野喻冶的形式袁进
而由野言事冶过渡到野言道冶袁由野事冶理过渡到野道冶
理遥 咱21暂(P43)诸如此类的推类演绎实例在先秦家庭教
育中比比皆是遥例如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水具
有弱的品质袁但弱水能克万物尧弱能胜强遥因此袁人
们主张将水德运用于个体德性修养中遥 在家庭生
活中袁 人们教育子女对长辈要谦恭尧 对平辈要谦
让袁与他人有冲突时要处下尧不争袁野为而不恃袁长
而不宰冶遥 他们还进一步教育子女袁在社会生活中
野将欲夺之袁必固予之冶袁以退为进袁将野弱冶的生活

肖绍聪院家世传承之道院先秦家庭教育哲学探究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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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运用到极致遥 咱9暂(P142)先秦古人通常不会像后世
之人那样运用生硬直接的道德说教来教育子女袁
而往往是灵活运用推己及人尧推物及人袁同时将处
世哲学蕴藏其中遥在先秦家庭教育中袁人们往往以
家比国袁以家庭野私德冶推论国家野公德冶袁由野亲亲冶
推出野尊尊冶袁最终达到野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袁视人
之家若视其家袁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冶咱15暂(P72)的理想
境界遥

行是家庭教育的起点与归宿袁 行教是先秦家
庭教育的总体方法和不二法门遥 先秦家庭教育的
推类演绎不是从普遍原则出发袁 而是从个体亲身
经验的示范与传授做起遥 野教者何谓也钥 教者袁效
也袁上为之袁下效之遥 冶咱22暂(P127)先秦家庭的教育袁就是
一种行教袁 是在家庭生活实践中以自身的行为进
行潜移默化的影响遥 行教主要是父母长辈以自身
行为实践进行示范袁 子女晚辈则从中感悟其人生
经验袁学习其处世之道袁习染其道德情操袁幼学壮
行遥老子说院野人之所教袁我亦教之遥强梁者不得其
死袁吾将以为教父遥 冶咱23暂(P117)他所主张的家庭教育方
法就是以道传道袁前人如何教我袁我就照样传之于
后人袁绝不强迫歪曲遥叶诗经曳中形象地记载了一位
老父耳提面命教子的情形院野於乎小子浴未知臧否遥
匪手携之袁言示之事遥匪面命之袁言提其耳遥冶咱24暂(P174)

父亲对于儿子的教育方式是手把手教 渊野手携
之冶冤袁面对面讲渊野面命之冶冤袁苦口婆心地示范渊野言
示之冶冤遥

在家庭的行教中袁自己是中心袁是示范,是源
头遥野圣人处无为之事袁行不言之教袁万物作焉而不
辞袁生而不有袁为而不恃冶咱23暂(P5)袁主张身教无言袁不
要总是唠叨别人要如何做曰自己做出良好的榜样袁
胜过千言万语遥 野其身正袁不令而行曰其身不正袁虽
令不从冶遥 咱5暂(P17)曾子就曾经杀猪以教妻尧子言出必
行尧言行一致的道理遥子女往往是从父母的言行中
来推类判断道理是否可靠尧是否可行袁这就对父母
自身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遥 先秦史书中还有过一段
关于孟子与公孙丑讨论何人有资格教子的有趣记

载院公孙丑曰院野君子之不教子袁何也钥冶孟子曰院野势
不行也遥教者必以正袁以正不行袁继之以怒遥继之以
怒袁则反夷矣遥耶夫子教我以正袁夫子未出于正也遥爷
则是父子相夷也曰父子相夷袁则恶矣遥 古者易子而
教之遥 冶咱19暂(P205)在这里袁孟子提出了野教者必以正冶的
家庭教育原则袁即正面教育原则袁坚持以正道教育

子女曰若是父亲自身做不到正大光明袁就会受到儿
子野夫子教我以正袁夫子未出于正也冶式的指责遥正
人须先正己袁否则就只有像孟子所说的实行野易子
而教冶这一无奈的教育选择了遥
四尧欢欣和合院先秦家庭教育目的

论

家和万事兴袁 这是中国古代家庭生活的理想
追求遥 在先秦古人的理解中袁野和冶 的本质在于
野生冶袁即所谓野和实生物袁同则不继冶袁野和冶被认为
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本源曰野和冶 就是事物内部不同
要素之间尧不同事物之间的平衡适当袁所谓野天地
絪缊袁万物化醇袁男女构精袁万物化生遥 冶咱25暂(P310)指的
就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和合才能产生新的生命袁突
出野和冶与野生冶的本质关系袁荀子所说的野万物各得
其和以生冶咱3暂(P169)大致也就是这个意思遥 孔子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野允执厥中冶的思想袁以达致野中
和冶为人生理想遥 野和生冶与野中和冶的融合袁构成了
中国传统野和冶哲学的基本面貌遥 咱26暂(P130)当世界观的
野和冶被推类运用于价值观的野和冶袁当自然万物有
序的野和谐冶被演绎指涉人际伦理之间的野和顺冶尧
野和睦冶袁野和冶也就自然地走入千家万户袁成为先秦
家庭教育的追求目标与价值理念遥

野欢欣和合冶 是先秦家庭生活的理想境界袁也
是家庭教育努力的方向遥 野欢欣和合冶源出于叶荀
子窑礼论曳袁指的是欢心喜悦尧和睦同心的状态遥 先
秦家庭教育的基本任务袁 首先就是教人如何过好
家庭生活曰自觉维护好家庭生活的努力袁正是家庭
教育的不竭动力遥 古人对于家庭生活的基本想象
是野家要像个家冶尧野家人要有家人的样子冶遥家何以
成为家钥理想的家庭应该是一个温情脉脉尧相亲相
爱的血缘共同体尧 命运共同体曰 理想的家人是什
么样子钥家庭角色需要正名袁每个家庭成员都要扮
演好自己的家庭角色尧 履行好自己的义务袁 正所
谓野父父尧子子尧兄兄尧弟弟尧夫夫尧妇妇袁而家道
正遥 冶咱25暂(P158)人并非天生就能过好家庭生活袁人需要
在家庭长辈的教育尧引导下习得与熟悉为人之道尧
处世之法袁养成家庭生活习惯化袁实现自身角色家
庭化遥

家人之间慈孝友悌尧相亲相敬袁这是家庭野欢
欣和合冶的集中体现遥野父子笃袁兄弟睦袁夫妇和袁家
之肥也遥冶咱18暂(P711)和袁是家庭幸福与稳定的基础遥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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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窑小雅曳中说野妻子好合袁如鼓瑟琴遥兄弟既翕袁和
乐且耽遥宜尔室家袁乐尔妻帑遥 冶咱18暂(P1433)这描述了一
幅家庭欢欣和合的幸福景象袁 夫妇同心尧 兄弟和
乐尧家人和睦袁尽享天伦之乐遥 将家人自然尧愉快
地整合在一起尧成为一个共同体的粘合剂是亲情袁
它是维系家庭成为一个存在单位的首要情感遥 亲
情既是生理的尧又是心理的袁既是先天的尧又是后
天的袁亲情既依托于先天的血脉相连袁更是在后天
共同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遥亲情的多少袁是衡
量家庭正常与否的重要指标遥亲情淡泊时袁各人只
顾各自私利袁家人在精神情感上的联系较少袁这样
一盘散沙的家庭就有破败的风险袁野内之父子兄弟
作怨雠袁皆有离散之心袁不能相和合遥 冶咱16暂(P1479)空有
家的外壳袁是不配称为野家冶的曰亲情浓厚时袁家人
间的精神情感一体化较彻底袁 彼此视对方为生命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家人都有着一种相互的家庭依
赖性袁这样一个其乐融融尧一致对外的野家冶才是人
足以安身立命的坚固堡垒遥 这种亲情还可以依据
差序格局不断外推尧演绎袁将亲情由亲人外推扩大
到亲戚尧邻人尧同乡尧同胞袁将家庭和睦之道演绎为
社会团结尧民族认同的文化构建袁不断延展家庭亲
情的道德谱系遥 在家庭教育中袁古人通常遵循野晓
之以情袁动之以理冶的教育原则袁以情达理袁以生活
情理替代纯粹逻辑遥 当家庭中出现野公说公有理袁
婆说婆有理冶的僵局时袁古人多是依据情理来野执
中冶遥 甚至在明知家人有过错时袁人们往往不是检
举揭发袁而是亲亲相隐袁孔子就曾公开说院野父为子
隐袁子为父隐袁直在其中矣遥 冶咱5暂(P87)在先秦亲情观
下袁父为子隐袁乃是父慈的表现曰子为父隐袁就是大
孝的直观体现曰 亲亲相隐袁 是家庭人伦和顺的大
道袁是野直冶的表征遥

实现野欢欣和合冶家庭生活目标的主要途径袁
是在家庭中实行必要的礼教尧乐教遥 野乐者天地之
和也袁礼者天地之序也遥 冶咱18暂(P1090)礼主分袁乐主和袁
礼尧乐的家庭教育既维持一定的人伦秩序袁又使得
人能够明分而安群袁有利于维护家庭的和谐统一遥
野礼之用袁和为贵遥 冶咱5暂(P177)和是相对于礼的袁通过和
的教育袁使得各安其位尧各得其所袁尊卑上下袁和谐
有序遥 在家庭中袁父亲尽到父亲的职责袁子女做好
自己的本分袁各自谨记自己的身份与行为袁各得其
宜袁和谐而不僭越袁即野君子和而不同冶咱5暂(P10)遥 孔子
就曾教训儿子孔鲤野不学礼袁无以立冶咱5暂(P179)袁不好

好掌握伦理规范袁就会失去立身之本遥如何实现与
维持家庭的欢欣和合呢钥 荀子给出了一个细致答
复院野请问为人父钥 曰院宽惠而有礼遥 请问为人子钥
曰院敬爱而致文遥请问为人兄钥曰院慈爱而见友遥请
问为人弟钥曰院敬诎而不苟遥请问为人夫钥曰院致功
而不流袁致临而有辨遥请问为人妻钥曰院夫有礼则柔
从听侍袁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遥 此道也袁偏立而
乱袁俱立而治袁其足以稽矣遥 冶咱3暂(P123)家庭和睦之道
就在于各守其礼尧各尽其责袁为父的要宽厚袁为子
的要敬爱袁为兄的要友爱袁为弟的要恭敬袁为夫的
要正派袁 为妻的要和顺要要要这也是对家庭中慈孝

友悌的进一步解释与说明遥 总之袁通过家庭的礼尧
乐教育袁 实现个人自身的和谐尧 个人与家庭的和
谐尧人际关系的和谐袁家庭成为一个和谐的共同体遥
五尧盛世余音院先秦家庭教育哲学

的当代启示

自新时期以来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场
合强调院野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袁 不论生活格局
发生多大变化袁 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袁 注重家
庭尧注重家教尧注重家风冶遥咱27暂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指
示及其相伴的家庭文化建设实践袁 将当代家庭教
育问题推向了至高层面遥事实上袁在进入新世纪以
后袁我国众多地区尤其是广大乡村袁自发兴起了修
家谱尧建祠堂尧寻宗亲的文化建设活动袁自觉接续
千百年来的家庭记忆遥 不论是从追根溯源还是从
继往开来的教育立意来看袁 先秦的家庭教育都为
当代中国提供了有益的教育启示院

其一袁家庭是教育的天然场所袁家庭教育是家
庭生活的自然延展遥纵观先秦家庭教育史可看出袁
家庭的教育化尧教育的家庭化袁是家庭教育展开的
自然逻辑袁也是家庭教育的一体两面遥 在家庭中袁
教育引领与生活养成密切结合在一起袁 生存技能
与知识传授皆融汇于日常家庭生活过程之中遥 在
此意义上袁家庭教育袁乃是一切知识尧情感尧道德教
育的基础尧扩展与升华遥 咱28暂(P103)任何试图剥离教育
与家庭生活先天联系的行为与尝试袁 都是对教育
的曲解与对家庭的伤害遥反观当代社会袁家庭在教
育中的权威性不断被侵蚀袁 孩子的教育与家庭日
常生活逐渐失去联系袁 导致孩子的健康成长尤其
是其道德的培养失去了先天的基础遥 随着家庭与
教育的亲在关系的破坏袁 孤军奋战的学校教育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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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资源与力量以支撑起学生全面发展所需

的广阔空间遥 因此袁 充分挖掘与发挥当代家庭生
活独特的教育力量袁 将对学校教育功效有着重要
助益遥

其二袁家庭教育的实质是生命教育袁也是个体
发展早期把握生命存在价值与意义的重要契机遥
先秦家庭以生命延续尧家世相传为根本任务袁以生
命教育为切入点袁在打通孝死渊祖宗崇拜冤与孝生
渊孝敬父母冤生命联结的基础上袁将家庭打造成了
性命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袁 个体在家庭教育中寻获
到自身在家族生命谱系中的确切位序并进而获得

存在感尧安全感遥 这样一种存在感尧安全感在变动
不居尧发展迅速的当代社会中显得更加难能可贵遥
随着当代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生活独立性的增强袁
人们的血缘尧亲缘意识与感受在不断淡化袁这将不
可避免地削弱孩子对于生命体验与感悟的深度和

丰厚袁 甚至于产生一种生命的无常感与存在的虚
无感遥 因此袁 当代家庭有必要跨越核心家庭的阈
限袁 引导孩子站在人类生命的绵延长河中来思考
与体悟野我是谁冶尧野我因何而存在冶等重要人生终
极问题袁从而为孩子妥善解决人生观尧价值观的核
心问题而奠定坚实的基础遥

其三袁家庭教育的核心是亲情伦理袁知识教育

不应成为家庭教育的中心任务遥 先秦家庭以伦理
规范来指导家庭日常生活袁 将孩子的成人放在家
庭教育的首位袁通过敬尧尊尧爱尧亲的双向亲情交
往袁 以实现家和万事兴的教育目标袁 并将本能的
野孝行冶推向文化的野孝道冶的高度袁力图使个体由
自然的存在跃升为道德的存在尧伦理的存在尧文化
的存在遥 这样一种依托亲情伦理的成人教育对于
以成才为旨归的当代教育也是有所裨益的遥 当代
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发生了一定的错位袁 通常
为学校所擅长的知识教育因其所能带来的现实功

利而对家庭生活强势入侵并成为家庭教育的重

心袁家庭有着成为学校教育的附庸的危险遥这种家
庭学校化的态势将容易使家庭蜕变为一个利益共

同体曰 当家庭成为社会的一个普通机构而非生命
集合时袁 整个社会都可能被沙化袁 家庭也将随时
面临着因内在利益冲突而解体的风险遥 因此袁 即
使当代家庭关系的重心发生了重大变化尧 平等而
非敬爱成为家庭人伦主题词袁 当代家庭依然可以
借鉴先秦家庭野家因人而在袁人为家而活冶的基本
理念袁 在维持家庭必要的礼节秩序与亲情交流的
基础上袁 以亲情这一天然粘合剂将家庭打造为一
个坚固的生命堡垒袁 增强家庭有效抵御外在风险
的能力遥

82



第 4期

Analysis on Philosophy System of Family Education in Pre-Qin Period
XIAO Shao-cong

渊School of Education,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爷an 343009,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Family educa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is the great opening of China爷 s 野family spirit冶 . The
four main elements of Pre-Qin family education include human, respect, conduct, and harmony. In the logic
structure of pre-Qin family education, human education is the subject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野Life and
Growth冶 i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respect is the core value, and family harmony is the essence; conduct
is the path and reasoning deduction is the basic method; harmony is the aim, joy and the highest ideal. The
philosophy of family education in the pre -Qin peri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family education; pre-Qi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fam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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