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41 

传承红色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刘思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006) 

摘要：红色家风是指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好家庭风气，是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家庭风气的话语
阐述，是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中国共产党人家庭中的良好风气。本文立足红色家风传承的主要内容及价值意蕴，寻找红色
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契合之处，最终以探究如何在红色家风的传承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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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脉，用党的奋

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

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奋进”[]。在传承红色家风中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的落细、落小、落实，不仅有助于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而且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征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红色家风传承的主要内容及价值意蕴 
红色家风是对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共产党员看不

见、摸不着的良好家庭风气的话语阐述，是红色基因、红色血脉在

家庭这个场域中的生动体现。 

（一）红色家风传承的主要内容 

传承红色家风，重点在于传承红色家风中的处世智慧，包括三

个层面的内容，个人发展层面、人际关系层面、社会和谐层面。 

1.个人发展层面：在实践中学习和锻炼自身 

一是传承红色家风中的鲜明实践品格。红色家风不仅注重对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学习与转化，还强调在实践中不断锻炼与修养自

身。朱德肯定了儿子朱琦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强调只有深入

群众才能真正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要打破旧的条条

框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勇于创造。二是传承红色家风中的崇高

道德品质。在红色家风中，崇高的道德品质首先表现为自身对父母

长辈要恭敬孝顺，重视“孝老爱亲、追求进步、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信念坚定、自强不息、见义勇为”等良好品德的养成；其次表

现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最后表现为勇于追求真理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 

2.人际关系层面：既坚持原则又不失人情味 

一是传承红色家风中的尊重他人。毛泽东在教育子女时，尊重

其意愿，不干涉子女做出的决定。刘少奇循循善诱教导儿子刘允若

做人处事应注意三点，其中有一点是就是要尊重他人意见。陈云在

鼓励女儿陈伟华坚持学习以及注意学习的方式方法的同时，对“学

什么、怎么学”给出了几点建议，体现了陈云对女儿选择的尊重。

二是传承红色家风中的坚持原则。毛泽东给堂弟毛泽连、侄子毛远

悌的家书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处理问题时坚持原则，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尽力帮助但不利用职位之便为其谋取私利，鼓励亲戚自食

其力、勤俭节约，积极响应政府“精简节约、反对浪费”政策的号

召。 

3.社会和谐层面：为民谋福祉、为国谋发展 

一是传承红色家风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革命与战争年代，坚定

的理想信念是支撑革命先辈们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拼搏的

精神动力；建设与改革时期，虽然没有了生与死的考验，但坚定的

理想信念仍是激励一代又一代子孙后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澎湃立志变革社会，几经求索、坚定信

念，用一把火烧毁了田契，却点燃了农民运动的高潮。二是传承红

色家风中的深厚家国情怀。毛泽东在教育子女认真学习时，总是不

忘告诫他们“学成为国效力”“为人民服务”。刘少奇叮嘱女儿刘爱

琴从苏联学成后要归国报效祖国，为人民作贡献，反哺人民。 

（二）传承红色家风的价值意蕴 

传承红色家风，不仅推动了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的形成，

为崇德向善的民风社风、党风政风的形成提供了良好氛围，还促进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进一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和第二个百年目标凝聚起了人民的力量。 

1.推动了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社风的形成 

家风连接着民风社风和党风政风。一是家风和，则党风正、政

风清。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是其作风的重要表现
[2]。传承红色家风，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齐家、治家能力，提高其

应对风险与考验的能力，对于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加强全党

的党风廉政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而言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二是家

风和，则民风淳、社风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千千万万个具体

家庭的良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3]。传承好红色家风，有助

于推动良好党风政风、民风社风的形成。 

2.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在红色家风的传承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有效举措，能提高公众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

传承红色家风，为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的形成与发展指明了前

进方向，为崇德向善的党政政风、民风社风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氛

围。运用好红色家风这一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实现红色家风传承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良性互动，赓续了红色血脉，

筑牢了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3.凝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力量 

传承红色家风，关键在于传承红色家风的核心价值理念，而红

色家风的核心价值理念，一经人们所认同、传承，将反过来推动个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激发人们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红

色家风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就是主动将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与社

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

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忠

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推动红色家风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凝聚起实现中国梦的人民力量。 

二、红色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性 
红色家风在文化根基、基本内涵、价值目标三方面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相契合，即二者的文化根基具有同源性、基本内涵具有

交叉性、价值目标具有同向性。 

（一）文化根基具有同源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的“勤俭节约、睦邻友好、清正廉洁、

忧民忧国”等思想观念，不仅是红色家风赖以形成、发展和不断完

善的文化根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红色家风的孕育、形成和发展，

也是优秀传统家风文化适应特殊历史条件的创新发展。关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三个来源”（刘建

军，2015），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

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4]；二是“四个来源”（王学安，2014），

即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我国改革

开放的伟大实践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和价值共识[5]。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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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两种说法都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来源。可以看出，红色家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文化

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基本内涵具有交叉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所倡导的价值目标，是共产主

义远大目标的理想前景，是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奋斗目标，在红

色家风中表现为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所倡导价值追求，是具有中国

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价值理念，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的科学

理念，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红色家风

中表现为对光明的新世界的向往，是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在家庭

中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所倡导基本规

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话语表达，在红色家风中具体表现

为始终以民族复兴为己任，重视对家庭成员敬业、诚信、友善等基

本品质的教育，在为人处世方面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有度。因而，红

色家风中蕴含的核心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相通之

处。 

（三）价值目标具有同向性 

传承红色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所需解

决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做好人们的思想工作，培育起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

大军，二者只是发力点不同。传承红色家风，侧重于发挥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在育人方面的特有优势和独特作用，旨在为培育时代新人

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侧重

于发挥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旨在为培育时代新人提供营造良好的社

会环境。在红色家风的传承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

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引导家庭成员

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培育时代新人提供强有

力的家庭支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大

军。 

三、传承红色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文以红色家风的传承为着眼点，从明确奋斗目标、汲取精神

力量、凝聚价值共识、营造良好氛围四方面对在传承红色家风中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一）明确奋斗目标：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人生目标的选择与确定决定着一个人的前进方向，同时也是激

励其奋勇前行的精神动力。“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6]。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责任，更离不开每一个

中国人的奋力拼搏、砥砺前行。中国青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先锋力量[7]，其家庭中的长辈亲属，应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

起，在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引导其树

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青年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间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小使其养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同时，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以红色家风的传

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的培育和践行，加强领导干部的家

风建设、作风建设，推动良好党风政风、民风社风的形成。 

（二）汲取精神力量：传承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 

家庭美德建设对于个人、家庭以及社会而言不可或缺，不仅是

个体完成社会化的首要条件，为个体社会化的完成提供了良好的环

境；也是家庭情感满足功能实现的源泉保障，能够满足人们的情感

需要；更是社会精神文明进步发展的基础，对社会整体文明的发展

具有促进作用。[8]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妻贤夫安、尊老爱幼、自

强不息、勤俭节约、举案齐眉、相敬如宾、邻里和睦等，是经过历

史证明的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的凝练表达。因此，全方位、多元

化地传承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推动其适应时代发展变化实现守

正创新，让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焕发时代的光芒，从中汲取新时

代家庭美德构建的精神力量，筑牢红色家风传承的深厚文化根基，

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三）凝聚价值共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庭文明

建设”[9]。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红色家风的传承，既有助于

在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中进一步凝聚起社会公众的价值共识，又推动

着红色家风传承的与时俱进。坚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价值观

的引领，在红色家风传承中培育家国情怀，增强民主意识，营造文

明、和谐的家庭氛围。坚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观的引领，

在红色家风传承中引导其树立正确的自由观、平等观、公正观以及

法治观，有助于人们更加客观、公正地看待社会问题。坚持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引领，激励家庭成员以民族复兴为己任，

树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在处理复杂人际关系时坚守诚信原则，友

善待人。 

（四）营造良好氛围：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

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

庭文明新风尚”[10]。其中，“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

共享”[11]的凝练表达，为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提供了参考标准。传

承红色家风，首先，学会处理好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

彼此间要相互尊重、各尽其责，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其次，拓宽

红色家风传承的宣传渠道，推动红色家风所蕴含的优良传统、高尚

情操、以及处事之道的代代相传，发挥红色家风独具特色的育人功

能，在红色家风的熏陶中坚定理想信念、涵养爱国情怀、保持艰苦

奋斗精神、锤炼高尚人格；最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庭

文明建设中，将对党忠诚教育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为实现民

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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