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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清白家风不染尘

编者按：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纵观
古今，世代沿袭的名门望族一般都有良好的家风，而好的家风可以福荫子孙，泽被后世。古有
仁义礼智信，今有勤孝谦和思，时代变迁，家风传承仍在延续。时至今日，优秀家风依然是社
会的道德要求和价值坚守。而家庭作为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理应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家风纯
正，滋润万物；家风若破，污秽皆来。如今我们提倡家风，既是为了继承传统、启迪当下，更
是为了崇德向善，走向未来。

“清白家风不染尘”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②

题目即论点，引
用诗句，增强诗
意，副标题强调
家风之重要。

①电视系列剧《家道颖颖》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小火车
列车长刘承光拿着鸡毛掸子，认真细致地擦拭客厅里悬挂着的家训——
“肩头担道义精忠报国，手中勤巧作耕读持家”。对家风的珍视，在小
心翼翼的拂拭中得到淋漓展现。

以热播电视系
列剧中的一个
细节引出“家
风”话题。

②“清白家风不染尘，冰霜气骨玉精神。”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
内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的，“家庭不
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今天我们对待家风，同
样需要像刘承光那样高悬心中、时时拂拭。珍视传统优秀家风、红色家
风和当代好家风的宝贵精神财富，让家家户户的“清白家风”焕发感染
力和生命力，就能为千千万万家庭带去和谐幸福，为国家发展、社会进
步提供坚实支撑。

紧承上文，指出
“家风”是一个
家庭的精神内
核。引出下文对
传统优秀家风、
红色家风和当
代好家风意义
的阐述。

③从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到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
养德”，从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到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
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家风建设，注重在家庭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中塑
造子女的人生观与敬畏心。虽然时代在不断变迁，但社会的道德要求与
价值坚守未变，传统家庭美德不应成为束之高阁的冰冷道理，让其潜移
默化更多心灵，全社会都会充盈风清气正、和谐美好的正能量。

重要性分析。分
论点一：中国人
自古以来重视
家风建设。

④家风关系党风和政风。继承和弘扬红色家风，向来是共产党人的
坚定选择。去年，94 岁的老革命周智夫临终前，执意上交 12 万元的“特
别”党费，笃定信仰令无数人钦佩，而他“不留金、不留银，只给后代
留精神”的纯正家风，同样让人称赞。为避免和同患心脏病的大女儿混
用药品，他让女儿在药瓶上贴上名签，因为他的药是公费保障的，不能
“一人公费医疗，全家免费吃药”；得知外孙要到美国读书，他再三叮
嘱“学成后一定要报效国家”。爱党爱国、严守纪律、勤奋节俭，如此
家风，不仅山高水长、光照后人，也让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更加丰沛。
红色家风的精神富矿，为我们修身齐家指引清晰方向。

现实性分析。分
论点二：以老革
命周智夫临终
前的举动为例，
阐释家风关系
党风和政风。

⑤德润人心，相沿成俗。优良家风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遥远，发生
在身边的家风善行，触动着社会风尚的共情。前段时间，扶贫干部杨骅
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父亲鼓励他在农村“好好干”、提醒他“严守党纪
国法”的微信聊天记录，让人们感受到共产党人家风的朴实无华。多年
前救起小悦悦的拾荒阿婆近日接受采访，谈到她平时教育孙儿，“见到
路上的老婆婆老公公，要牵别人过马路，如果有人跌倒，就马上扶起来”。
感人的言行，彰显出家风传承的魅力。以当代优秀家风为榜样，让崇德
向善成为每个家庭的时尚，必能让更多人在好家风的滋养中收获心灵的
支撑、行为的引领。

现实性分析。分
论点三：以扶贫
干部杨骅和拾
荒阿婆的事例
强调优良家风
触动着社会风
尚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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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多亏你培养了我这样的性格，才能让我越发坚强”“您让我别
灰心，让我注意身体，让我努力训练”“尽管你们忙于生意，也会教导
我和兄长要珍惜当下”……近日，某网络平台发起“一封家书”节目，
来自影视明星、奥运冠军、消防指战员等人的真挚家书，记录下对父母
教诲的眷恋与感恩。重视家风建设，促进家庭和睦，新时代的家庭文明
新风尚，必将为国家兴旺、民族复兴输入更多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号召勉励，展望
未来。

来源：2019-02-28 人民日报评论 作者：张凡

【时代警语】

珍视传统优秀家风、红色家风和当代好家风的宝贵精神财富，让家家户户的“清白家风”
焕发感染力和生命力，就能为千千万万家庭带去和谐幸福，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提供坚实支
撑。

重视家风建设，促进家庭和睦，新时代的家庭文明新风尚，必将为国家兴旺、民族复兴输
入更多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思维串联】

【考点精炼】

1.下列在文中横线处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
从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到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从岳母刺字激励精忠
报国，到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家风建设，注重在家庭的言传身教、
耳濡目染中塑造子女的人生观与敬畏心。虽然时代在不断变迁，但社会的道德要求与价值坚守
未变，传统家庭美德不应成为束之高阁的冰冷道理，让其潜移默化更多心灵，全社会都会充盈
风清气正、和谐美好的正能量。
A.一句句家风箴言、一个个家训故事，承载着祖辈对后代的希望与嘱托，也蕴含着丰富的人生
智慧与美德。
B.一句句家风箴言、一个个家训故事，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与美德，也承载着祖辈对后代的
希望与嘱托。
C.一个个家训故事、一句句家风箴言，承载着祖辈对后代的希望与嘱托，也蕴含着丰富的人生
智慧与美德。
D.一个个家训故事、一句句家风箴言，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与美德，也承载着祖辈对后代的
希望与嘱托。
2.读写一体化探究题
“清白家风不染尘，冰霜气骨玉精神。”南宋词人张道洽用诗赞誉清白传世家风，千百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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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无数有识之士的心声与共鸣。请从本文所谈珍视家风的角度，结合你的读书体验和个人
经历，谈谈你对这句话的认识。300 字即可。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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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解析老师：河南省巩义市高中 张珊珊）

【相关链接】

家风传统是干事创业之基
——谈谈领导干部的家风②

这是一种能够穿越时空的牵挂，哪怕只是几间寒舍、一缕炊烟，家的存在，总是能引起天
涯海角的驻足回望。回家，是亲人团聚、阖家团圆，更意味着对家庭传承的触摸、向家风传统
的回归。

家，不仅是一种情感牵挂，更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修身立德的精神起点。家风犹如家庭成
员的精神纽带，是道德品质的世代积累，是嘉言懿行的代际沉淀，流风余韵，代代不绝，成为
一个人精神成长的母体。可以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而家风家教则是价值观养成的“第
一粒扣子”。

对领导干部而言，家风更是砥砺品行、干事创业不可或缺的精神指针。成长于克勤克俭、
崇俭抑奢的家风环境，自会多一份厉行节俭、反对浪费的主动；沐浴着谦虚谨慎、律己以严的
家教熏陶，也会多一些手握戒尺、心存敬畏的自觉。相反，如果家风不正、家教不严，或是急
功近利，或是没规没矩，或是爱慕虚荣，很难想象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人会严以用权、实以谋
事、动遵法度。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追求，也就会有什么
样的事业成就。

穿越治乱兴替的历史风烟，多少盛世繁华只留下“而今安在哉”的感慨，而家风传统却延
绵不衰，给予一代代仁人志士建功立业的精神动力。浙江钱家自五代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开始，
一个家族绵延 1000 多年，尤其在近代涌现出钱学森、钱三强、钱钟书等众多精英人物，见证
着家风传承的力量。晚清曾国藩被誉为清代“中兴第一名臣”，生活简朴、勤政自律，得益于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的家教熏陶。“有好家才能走得远”，好
的家风如同无声的教诲，助人立德立言、成人成才，让人铭刻在心、受益终生。

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没有好的家风家教，既难以
清白做人，也无法专心做事。刘铁男教儿子“做人要学会走捷径”，当儿子开始弄权敛财，他
自己怎么可能秉公用权？苏荣纵容家庭成为“权钱交易所”，他自己如何独善其身、专心做事？
而像个别“官二代”“富二代”表现出的精神空虚、盲目炫富，莫不与家风不正、家教不严有
关。由此可见，家风纯正是干事创业源源不断的正能量，家风腐化则是为人处世难以承受的负
资产。

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身体力行、作出表率。毛泽东同志要求子女树立平民
思想：“靠毛泽东不行，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去努力、去奋斗。”习仲勋同志始终对群众赤诚相
待，“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为后人树立了榜样。红色基因哺
育的良好家风，既能惠及一个家庭，更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

有人曾探讨，四大古文明为何只有中国文明绵延至今？结论是“可能中国人特别重视家
教”。中国人的家，是《静夜思》里的中天明月、《枫桥夜泊》时的夜半钟声，更是孔鲤过庭
的声声教诲、岳母刺字的泣血箴言。美满的家庭、严格的家教、良好的家风，成就更好的个体，
亦能汇聚成更好的国家。

（来源：2016-01-25 《人民日报》作者：李 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