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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素以重视家教闻名世界。
我国有着数千年来延续、积淀而成的重视家庭教育的优秀传统，积累了丰富的家庭教育资料。
我国浩瀚而又绚烂多彩的古文化丛林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家训。
这些家训不仅凝结了我国历代家庭教育的经验，也是我国历代家长智慧的结晶和教子方法的荟萃。
在每位父母都希望孩子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全社会都关心下一代成长的今天，搜集、整理、研究这一
重要的珍贵文化遗产，合理地汲取我国古代文化中丰富宝贵的家教经验，对于培养一代优秀人才，对
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促进全社会的精神文明，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有句古语：“知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纵观人类文化发展史，当曾经与中国古代文化一起闻名于世的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和古希腊文
化，都一一宣告解体，当这些曾放射着耀眼光芒、星汉璀璨的古老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相继衰落或消失
之后，唯有我们中华文化以其源远流长的传统，历经五千年从未中断地延续下来。
这种不曾中断的文化传统，有着传统形成的强大的文化凝聚力。
这就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
在我们这个受着几千年儒教教化的国度里，无论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局部的家庭，还是作为其整体的
国家，我们的祖先们多把仁德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和准则，并以此作为人
生的追求和道德境界中最理想的人格，且以“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准备和
前提。
正因如此，我国古代非常重视家教。
为了让儿女立足国家，早日成才，做父母的很早就在家庭中对孩子开始了训练。
中国历代家训内容涉及人生的各个方面，凝聚、积淀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诸多方面。
诸如：以立德为本，注重光明高尚的道德人格；树立远大的志向，提倡刻苦的学习精神；以读书做人
为要，注重读书做人的一致；培养清廉宽厚、尊老爱幼的待人态度；训练勤勉俭朴的持家作风；重视
积极正确的教子形式、方法及所应达到的精神境界；关心社会现实的入世精神；追求人际关系之和睦
，寻求心态的平和；讲求诚实谨慎的交友接物和为人处世之道；等等。
与此同时，中国历代家训中还提出了家庭教育中许多应当注意并值得引以为鉴的东西，诸如：教子不
得过于溺爱、偏爱、纵容骄惰；不得对个别孩子要求过严，而要一视同仁；不得重才轻德，而要重视
德才兼备；不得言而无信，必须以身作则；等等，均系古人指示给我们的家教之要。
　　中国家训，是古人向后代传播修身齐家、为人处世道理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我们古代长期延续
下来的家长教育儿女的最基本的形式。
我国古代重视身教，教育后代，自己先要做出榜样。
因此这些家训不仅是生活实践经验之谈，也是先哲先贤以自己的行为给后人留下的榜样，极富形象性
、哲理性、针对性和丰富感人的情感色彩。
它切实浅近，形象生动，感人至深。
有许多家书，就是从他们的心里流出来的，能使人触摸到做父母兄长的那颗灼热的心。
他们多是有感而发，针对性极强，其中不乏千古传诵的格言名句。
这些人生的哲理、处世的德行，不仅陶冶了我们民族的性格，也形成了我们独特的民族传统，是我们
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正是从这种意义出发，鲁迅先生说：“倘有人作一个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为
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
”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家训中有许多封建性的糟粕，我们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用现代人的意识和历史的眼光去认识、去分析，将精华继承并发扬光大。
　　为了全面挖掘这一珍贵文化遗产，正确地汲取和借鉴我们祖先的这一笔家教财富，我们组织了长
期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文学及古汉语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经数年搜集、整
理，从我们灿烂的中国历代家训园地精选、撷取了近两百篇光彩耀眼的奇葩，并将它编纂成《中国人
的教育智慧·经典家训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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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篇纵贯古今，篇目多系名人名作，内容涉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言、立功、
读书作文、婚姻家庭、待人接物等社会人生的许多方面。
它们体现着中国历代一百余位有成就的出色的家长与历史名人智慧的灵光和丰富的教子经验。
考虑到文化发展的连贯性和教育的相似性，在近现代篇目中，我们还选编了家训之外的一些论述家庭
教育的篇章。
为了有助于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阅读，我们特按照作者简介、内容提要、原文、注释、译文的体例编
写成书。
考虑到明清时期文言文已趋浅易，为避免叠床架屋，我们省略了译文。
本书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它除了传授教子方法之外，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
的政治、文化、教育、伦理、道德，对于传授知识和进行传统的道德教育也将具有重要价值。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参阅了一些先贤的著作和有关资料，限于篇幅，不一一说明。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编写过程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望各界人士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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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全面挖掘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并正确地汲取和借鉴我们祖先的家教财富所编写的。
本书选篇纵贯古今，篇目多系名人名作，内容涉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言、立功、
读书作文、婚姻家庭、待人接物等社会人生的许多方面。
它们体现着中国历代一百余位有成就的出色的家长与历史名人智慧的灵光和丰富的教子经验。
该书对于传授知识和进行传统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本书组织了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文学及古汉语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学者，
从我们灿烂的中国历代家训园地精选、撷取了近两百篇光彩耀眼的奇葩汇编成本书。
该书按照作者简介、内容提要、原文、注释、译文的体例所编写，其内容涉及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立德、立言等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
另外，书中还选编了家训之外的一些论述家庭教育的篇章。
该书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教育、伦理、道德，传授知识和进行传统的道德教育具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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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江端友　家训（节录）　　【作者简介】　　江端友，字子我，宋代陈留（今属河南）人。
宋钦宗靖康初赐进士出身，充诸王官教授，因上书遭贬斥。
渡江后寓居桐庐，后为太常少卿，著有《自然庵集》。
他的诗属江西诗派，诗集已经失传。
　　【内容提要】　　这篇家训主要是说物力艰难，来之不易，很多人虽然终年辛苦，可还要挨饿。
无功坐食者，要知满足，不可过分奢求。
人生短促，要学道做人，如果只贪口腹，就是白做了一世人。
此外还谈到了交友必须谨慎等。
　　语言平易朴实，说出人的物质欲望与为学之间的关系，认为如果每天只去求满足口腹之欲，为学
和做人就必然放松。
嬉笑无节的人，易流于自轻自贱。
生活中经常可见到这样的人，故作者要子孙引以为戒。
　　【原文】　　凡饮食知所从来，五谷则人牛稼穑之艰难，天地风雨之顺成，变生作熟，皆不容易
。
肉味则杀生断命，其苦难言，思之令人自不欲食，况过择好恶，又生嗔恚乎？
一饱之后，八珍草莱，同为臭腐。
随家丰俭，得以充饥，便自足矣。
门外穷人无数，有尽力辛勤而不得一饱者，有终日饥而不能得食者。
吾无功坐食，安可更有所择！
若能如此，不惟少欲易足，亦进学之一助也。
吾尝谓欲学道当以攻苦食淡为先，人生直得上寿，亦无几何，况逡巡之间，便乃隔世。
不以此时学道，复性反本，而区区惟事口腹，豢养此身，可谓虚作一世人也。
食已无事，经史文典慢读一二篇，皆有益于人，胜别用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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