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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家训家风的时代价值阐述
张 静

当下中华民族的家庭组成仍然是
以个人、 家庭、 社会三位一体的模式
去进行发展的， 因此我国应结合个人
家庭与社会国家的合力去培育和践行
当代的优秀家训家风， 来彰显家训家
风真正的时代价值， 将其做到当代的
创新与转化， 保留着中华传统文化当
中家风家训的核心内核 ， 摒弃糟粕 ，
将其与时代的价值特征做以融合， 创
新发掘时代价值当中的融合路径， 增
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彰显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一、 家风家训的内容架构分析
家风家训在中国古代最早可出现

于大多数研究家书家训古籍的文章当
中 ， 最早的家训有如 《颜氏家训 》 ，
《朱子家训》、 《曾国藩家书》 也是中
国传统家训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
分。 家风作为一个家庭在时代发展与
历史传承当中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精神
文化财产 ， 它由家族精神演变而来 ，
蕴含着家族独特的价值观念、 行为习
惯、 处事方式、 精神风貌。 家训最早
起源于书香门第以及士绅阶层， 但随
着其广泛的传播与发展， 最终被广大
民众所接受 ， 融入普通人的生活当
中。 它的存在蕴含着其自身的历史文
化逻辑。 《朱子家训》 即是家庭教育
在中国人家庭当中广泛普及的一本家
风家训文集 。 今天再重读 《朱子家
训 》， 仍然会看到口口相传的经典名
句，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为艰” 等等， 尽管社会
在不断地发展 ， 人类也在不断地进
步， 但是经典奥义仍然不会被历史磨

灭。
二、 优秀传统家训家风彰显路径

分析
（一 ） 深入挖掘家训家风优秀内

容
优秀的传统家训家风是涵养当代

社会正气的一道涓涓细流， 同时也是
抵制当代不良风气的中流砥柱。 我们
应当从传承和发掘优秀家风家训来普
及当下家庭生活理念和为人处事的方
式。 目前一些优秀的家风家训文化资
源流失和断层的现象已经愈演愈烈 ，
传统文化当中， 家训家风的优秀成分
并未被大多数家庭所利用， 因此有必
要对家训家风做一场文化遗产级别的
深度挖掘， 来向全社会宣传。 传统家
风家训当中包含着劝人向善、 以和为
贵、 正大光明、 包容善良等诸多中华
民族的良好品德， 它是当下中国人及
中国家庭为人处事的安身立命之道 。
我们应挖掘到符合当代时代发展与社
会进步的理念， 将其做到推陈出新并
且集国家与社会之力量， 将其演变成
一种普遍化的社会道德， 加强当代国
人的理想信念教育， 避免其在伴随着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洪流中受到多元价
值观碰撞时的恶性冲击。

（二 ） 注重优秀家训家风的当代
价值转化

传统的中华家训家风中不可避免
的还有一些文化糟粕， 若要对传统家
训家风做以改善， 让其适应新时代的
发展需求， 则必须要在当代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统筹把握之下来进行有
筛选地继承。 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应

符合当代时代发展理念， 即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 它作为当代中华民族
的精髓所在， 传统的家训家风必须按
照其引领的方向来进行筛选。 优秀的
家训家风是民族凝聚力的一道重要源
泉， 也是维系我国民族发展的重要纽
带， 作为当代治国安邦、 社会稳定的
一大精神支柱 ， 必须要做到取其精
华、 去其糟粕。 这并不是对优秀传统
文化的全盘否定， 而是一种辩证思维
下的扬弃， 是在时代和实践的基础上
来赋予家风家训以时代性与科学性 ，
新时代的人往往会排斥过去， 认为其
会妨碍现代的发展， 然而将新的理念
与方法融入过去的旧事物当中， 会焕
发出新的活力与创造力。 批判地继承
传统文化， 其重点在于反对封建主义
文化， 因为它带有历史的局限性， 中
华文化由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形
成 ， 不可避免会带有封建主义的烙
印， 因此一定要在传统的家风家训吸
取过程当中摒弃其落后腐朽的元素。

（三 ） 形成社会合力 ， 焕发家风
家训育人功能

家风家训究其本质而言， 是家庭
对个人的一场教化， 优秀的家风家训
可以使人的教化向善来达到育人作
用， 家庭的育人作用是在整个社会功
能体系当中不可替代的， 它是连接学
校与社会之间的一个纽带， 它提供了
日后人们在生产生活工作当中的价值
基本遵循， 人们在实践当中最常感受
到领悟到的即是家庭赋予的一种价值
观念。 因此有必要形成社会合力来集
中力量培育当下优秀传统的家风家

训， 以助力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和人类
的现代文明进步。 家风家训的培育是
需要家庭、 学校、 社会等多方面来一
同合作的， 这是一种持续性传承的过
程， 对家庭而言， 不仅要梳理家族世
代传承的优秀精神遗产， 更要对精神
遗产做深入地挖掘与反思， 以构成自
身家庭文化的原生态特色； 对于学校
而言， 更要注重与家风家训的典型融
合， 如推选书香家庭代表、 走访当地
典型家庭等来扩展家风家训的影响和
传播范围， 将当代的校园文化建设与
家风家训建设有机结合， 使其扎根于
学生深处； 对于社会而言， 更要形成
一种全社会范围内的弘扬优秀家风家
训的优良风尚， 要注重家风家训的宣
传工作， 以形成一定的社会重视度。

综上所述 ， 中华民族拥有 5000
年文明历史沉淀下来的优秀传统家风
家训文化， 如何将其作为当代社会进
步和经济发展的基石是当代社会需要
处理和解决的问题。 优秀的家风家训
传承应该兼有传统的核心与时代的价
值特征， 将其落实为最体现我国当代
发展特色的文化形态， 以提升当代中
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培育出民族的自
我特色， 唤醒每个社会成员内心当中
的文化自觉。 传统的家风家训中的优
秀基因将会使中华文化重新焕发生
机， 也会促进我国整个社会风气的提
升， 能够助力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
提升， 为我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贡献不朽的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系淮南市田家庵区第
二十一小学）

中国女排全胜卫冕
队史第九次摘得亚运金牌

新华社杭州 10 月 7 日电 （记者
卢星吉 王镜宇 殷晓圣） 中国女排 7
日在杭州亚运会女排决赛中以 3:0 击败
日本队， 以六战全胜卫冕亚运会冠军。
这也是中国女排历史上第九次摘得亚
运金牌。

本场比赛中国队的进攻得分率超
过 50%， 并且在 40 次拦网尝试中得到
11 分， 全面碾压以国家队二线阵容出
战的日本队。

第一局开场阶段日本队一度领先 3
分， 但随后中国队连得 10 分。 尽管日
本队凭借岛村春世的得分度过发球轮，
但后续仍难以突破中国队拦网。 同时，
中国队的边攻和快攻依旧火力强劲 ，
持续扩大分差， 以 25:15 先下一城。

双方在第二局开始后短暂相持 ，
随后李盈莹连攻带拦砍下 3 分 ， 王媛
媛也通过拦网贡献 1 分 ， 中国队得以
扩大优势 。 日本队在本局中段一度将
分差缩小到 2 分 ， 中国队随即暂停 ，

做出换人调整 。 局末 ， 袁心玥连续打
中两个快攻拿下局点 ， 李盈莹强攻得
分以 25:21 锁定胜局。

中国队和日本队在第三局一路缠
斗到 9:9。 在中国队的拦网压力下， 日
本队进攻连续失误 ， 王云蕗和袁心玥
则联手得到 3 分 ， 中国队扩大领先优
势 。 但日本队十分顽强 ， 本局末段一
度追到只差 1 分 ， 不过中国女排很快
回敬一波攻势稳住局面 。 最终吴梦洁
把第三局比分锁定在 25:21， 终结全场
比赛。

“我觉得队员们的努力得到了回
报 ， 我们也完全有这个实力打好 （亚
运会 ）。” 中国队主教练蔡斌说 ， “这
次亚运会从第一场直到最后一场 ， 队
员们的心态起伏其实很小 。 把心态放
得更平 ， 把每个过程做好 ， 这个结果
就是自然而然的。”

当天的铜牌争夺战中， 泰国队 3:0
战胜越南队。

长假出行平安 交警保驾护航
中秋国庆八天长假，面对全国探亲

流、旅游流叠加的大交通流，全国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未接报重
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针对长假期间群众出行需求集中释
放，秋收农忙、物流运输繁忙，客货流量
明显增长等交通形势， 公安部提前部
署，各级公安交管部门全警动员、全力
以赴，切实防范群死群伤交通事故和严
重交通拥堵，全力为群众假日出行创造
安全顺畅的道路交通环境。

———提前部署，科学研判。
公安部交管局分析近五年中秋、国

庆假期交通出行和事故规律特点，提前
发布“双节”出行提示，对车流高峰时间
点、 行车安全规范等作出科学预警、暖

心提醒。
节前， 各地交管部门力求 “治未

病”，切实消除一批源头安全隐患。 福建
交警共排查高风险企业 40 家、 重点施
工路段 210 处； 四川交警多次排查、整
改 260 处隐患， 梳理重点车辆人员信
息，提前推送各地，实现精准查缉。 北京
市交管部门针对酒驾醉驾等开展大规
模夜查， 三天查获酒驾司机 127 人，查
处非法改装、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
近 8700 起。

———“智慧交管”赋能交通安全。
各地交管部门创新应用大数据 、

“互联网+”等技术，实现“一屏观全域、
一网管全城”，科学研判、精确指挥、快
速反应，显著提升道路通行效能。

安徽交警 24 小时不间断监控调度

路网通行情况，提前精准指挥处置大流
量苗头性拥堵和交通事故影响道路通
行警情。 透过智慧路网，福建交警提前
预警缓行 380 起，及时启动应急管控措
施 121 次， 全省高速公路平均缓行时
长、距离同比分别下降 5.2%、9.7%，保障
高速公路主动脉畅通。

变“见堵就疏”为“未堵先疏”，热门
旅游目的地四川成都依托智慧交管平
台，实时巡查、精准疏导景点周边车流；
在极易发生拥堵的道路，设置匀速驾驶
下连续绿灯的“绿波路段”，即时疏解车
流。

———多部门协同共治。
有序分担责任、 协同应对风险、共

享文明交通的创新做法不断涌现。 公安
交管部门与交通运输等多部门协调联

动，省际、市际区域协同配合，加强重点
地区、重点路段、重要节点的疏导管控，
对预防和压降交通事故发挥重要作用。

公安部交管局密切与气象部门会
商，每日通报假期天气情况，根据天气情
况及时发布出行提示。针对今年第 14 号
台风“小犬”，相关省份交管部门提前发
布台风动向、路线信息和交通安全提醒。

为保障群众出游安全，防止景区拥
堵，很多地方的交管、旅游等部门，多管
齐下、综合施策，采取门票限售、预约进
场、单向通行、增设泊位、公交换乘等措
施，优化热门景区交通组织。

熙攘的人潮里、 穿梭的车流中，广
大交警时刻相随，守护一路平安。

（新华社北京 10月 7日电
记者 任沁沁）

六部门联合印发《城市标准化行动方案》
新华社北京 10 月 7 日电 （记者

赵文君）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
工业和信息化部 、 民政 部 、 生 态 环
境部 、 住房城乡建设 部 、 应 急 管 理
部六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 《城 市 标 准
化 行 动 方 案 》 。 方 案 提 出 ， 我 国 到
2027 年基本建成城市高质量发展 标
准体系 。

方案提出 ， 到 2027 年 ，城市高质
量发展标准体系基本建成 ，在城市可
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建 设 、智慧城
市 、公共服务 、城市治理 、应急管理 、
绿色低碳 、生态环境 、文化服务 、基础

设施等领域制修订国家标准 、行业标
准 150 项以上 。

方案部署了 16 项重点任务 ， 聚
焦加快建设城市高质 量 发 展 标 准 体
系 ， 明确了城市可持续发展 、 区域协
调发展 、 智慧城市 、 基本公共服务 、
城市安全风险应急保障 、 生态环境等
12 个领域的标准制修订重点任务 。

此 外 ， 方 案 还 部 署 了 深 入 开 展
城市标准化试点建设 、 城 市 标 准 化
国际合作 、 打造城市标 准 化 经 验 交
流合作平台 、 探索开 展 重 点 领 域 标
准化专项行动等标准化重点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