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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家风建设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理路
张李冯

（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吉林 130000）

摘要：家风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

说家庭伦理文化是孕育中国传统文化脉络源头。家风随着时代的

不断变迁，家风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发展，具备了相应的时代特色。

新时代、新方位、新格局，弄清家风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挖掘

家风和现代化建设一致性意蕴，建设现代家风，发挥其推动国家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助推作用是建设现代家风的要求也是实现国家

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忍忽视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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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风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

在回答家风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中，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

是家风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首先，家风是中国传统文化，

这是中国家庭衍生出来的独特文化，不能割裂，甚至是中国文化

脉络的源头。其次，家风文化中的“家国情怀”等思想在中国历

史上发挥着治理国家的积极作用。再次，家风内涵随着时代不断

丰富发展，家风文化也会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现代化建设中发挥

其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

（一）承认家风文化

要了解中过家风文化，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家庭。西方的思想

家，雅斯贝斯、帕森斯等认为，世界上的不同统系的文明都曾经

经历过一个剧烈的转折阶段，也就是说不同统系文明都在自己的

发展过程中几乎自觉地切断了与古代文明的联系，被称为“轴心

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中国的文明始终保持着

连续性。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在没有完全剪断原始的宗法血缘脐带

下进入文明社会。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度，宗法制衍生出维系

宗法制的组织——家族。家族承担着维系家庭伦理关系职能，这

种职能慢慢延申到社会。也就是说家族担任了家庭道德教育和社

会道德教育的职能，而正是这种家庭伦理文化是家国同构的模式

产生的原始环境。为了使家庭伦理文化更持久传递下去出现了家

规、家法等载体。这种家庭伦理文化的精神磁场就是家风文化。

可见，在步入文明社会之时，中国的家风文化已经孕育而生，是

历史上之所以延续下去的根本原因，也是现在无法割裂、无法摒

弃文化。

（二）家风文化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积极作用

家庭伦理的衍生了“家国同构”体制的环境，“家国同构”

体制又衍生家国情怀，而家国情怀也正是家风精神的核心部分。

因此，中华民族的“家”与“国”从根源上就联系在一起，“家”

与“国”从一开始就注入了中华民族传统家风的血液。儒家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有统治地位，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理念也正是因为符合家国同构模式，符合当下中国的实际，

而被推崇。家风文化除了包含治国治家的思想，不少家庭文化的

书籍记留了治国治家的方法，推动着社会进步文化的发展发挥积

极作用。 

（三）现代家风时代内涵有助于时代发展

家传统家庭伦理纲常化、刻板化衍生的家风文化有其弊端，

但家风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会赋予新的时代特色，并适应时代发

展发挥其辅助治理社会的的功能。汉初为了发展生产增收赋税，

推行小家庭制度客观上锻炼了后辈的独立谋生能力，但小家庭容

易亲情疏远礼法丧失，汉后期调整为大家庭，对社会稳定有很大

帮助。宋朝以文治天下，将孝道纳入政绩考察的范围，宋朝时期

家风文化孝义更为明显。家风是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家风的内涵

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调整、丰富、完善，与时俱进。当

下我国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设现代家风，有益于社会意

识形态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滋养。

二、现代家风建设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家风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回答了，家风与国家治理

治理体系的二者并不矛盾，且家风能够成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有力推手。那现代家风建设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

意蕴就是回答家风怎么样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表现在：

首先，家风内涵随着时代不断丰富，传统家风向现代家风的转换，

这种过程增添了现代意义是再次进行家风建设的有利基础；其

次，家风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一致性；最后，家风

中的家庭道德教育等功能承担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性助推作用。

（一）传统家风向现代家风转变过程中不断吸收现代观念

突出表现古代向近代转变的时期，中国近代经历思想解放运

动，吸收了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进步思想。

近代向现代转变时期，国家引导，公众广泛接受教育，素质不断

提高，家庭成员平等意识、独立意识、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值得

一提的是家庭与国家的命运相连，“家国情怀”为国家建设提供

养分。家风在社会进步中汲取进步的成分，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

赋予了现代化的内涵，完成了自身的发展。

（二）家风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致性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二者社会伦理目的性一致。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

了实现社会稳定、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上幸福，家风建设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提升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促进社

会公德形成，更好地服务社会，二者都是为让家庭成员符合社会

伦理要求，发挥自身在社会上的价值。二是，二者在法制目标一

致性。传统社会的缺乏法治意识，但是现在家庭教育增加了公共

区域观念、遵守规则观念与现在社会倡导的法治观念具有统一性。

（三）现代家风中独特家庭教育承担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

性助推作用

家庭的道德教育包括个人品德和社会公德教育为社会治理提

供优良的环境和人才。另外传统社会家风有“家规”本身具有“规

矩”含义，辅助“规则观念”传播，有利于制度实行，推进国家

治理能现代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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