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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国家和社会高度重视家风建设，尤其重视家庭、家教、家风等建设。注重家风建设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符合历史背景、顺应新时代发展的选择。老田吴氏重教兴学的家风孕育出了无数明贤志士，具有丰

富的家风渊源和时代意蕴。新时代继续发扬老田吴氏的优秀家风一方面能确保吴氏家风文化的持续传承，

另一方面能够丰富新时代的家风文化内涵，促进家风建设成为融入华夏儿女血液中的文化基因。 
 
关键词 

老田吴氏，重教兴学，家风渊源，时代意蕴 

 
 

The Family Style of Laotian Wu’s Emphasis 
on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 of the Times in the New Era 

Lei Wu, Xinyu Niu 
School of Marxism, Chizhou College, Chizhou Anhui 
 
Received: Mar. 22nd, 2024; accepted: Apr. 14th, 2024; published: Apr. 22nd, 2024  

  
 

 
Abstract 
Emphas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values is not a groundless idea, but a choice that conforms 
t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The family tradition 
of Laotian Wu’s emphasis on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has nurtured countless wise and ambitious 
individuals, with rich family tradition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Continuing to promote the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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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ent family tradition of the Wu family in the new era can ensure the continuous inheritance of 
the Wu family culture, and also enrich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new era’s family traditi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tradition to become a cultural gene integrated into the blood 
of Chines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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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教育是每个人的人生第一课，家庭的前

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可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通过家风规范约束后代的

行为，引导其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如此，就能建设好一个家庭，千千万万个好家庭聚集在一起，新时代

大国建设也就有了更多的动力。 

2. 老田吴氏重教兴学的家风渊源 

老田吴村是江南有名的千年古村，诗仙李白游九华途经此地时，吟诗赞道：“洪荒既已判，江天今

以图。未有九华图，先有老田吴。”吴氏始祖吴栋材为官清正廉洁，西汉神爵二年，其辞官归隐于此，

老田吴氏重视教育的家风自此正式揭开篇章。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与家庭联系密切。老田吴氏始祖吴栋材亦十分重视家庭以

及对子女的教育，因此重视教育的风气不断深化，深深烙印在吴氏后人的心中，又适逢兴办学堂的风气

盛行，众多的书院、义学在此建立。嘉靖七年，青阳知县祝增于在九华山化城寺创建了阳明书院；嘉靖

十二年，池州知府侯缄，在化城寺北建立甘泉书院；万历五年，知县苏万民于蓉城妙音寺建立蓉城书院，

聘请名师任教；万历十二年，石埭、毕心坡于九华山独资创办东壁书院；泰昌元年，本县学者施达于九

华天柱峰处建立天柱书院，亲自授徒讲学[1]。不断有官员在九华山兴办书院，可见，当地政府一直重视

九华山地区的教育事业，这也为老田吴氏的教育发展提供丰富的政策土壤，促使老田吴氏挖掘了更多优

秀的文化资源。 
此后，老田吴氏族人受到这些文化资源的熏陶，坚信大凡立志必图远大，而兴化端赖诗书，兴办学

堂之风盛行。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老田吴氏专门购置庄田，将田租用于教育支出，并创办了池阳书社，

免费收教村民子弟。池阳书社原名敦睦堂，坐北朝南，为两进三开间木结构建筑，第一进门楼，外墙设

“八”字墙，檐柱系整根花岗岩石制作而成；第二进两侧设天井，人字轩内五架梁、三架梁结构，硬山

顶；明间抬梁式屋架，次间靠墙穿斗式屋架。敦睦堂初为宗亲家庙，以敦厚族里、和睦相邻传递家学，

后更名为池阳书社，演变成吴氏后人免费受教学习之处。吴氏族人在池阳书社内开办训蒙教育，鼓励子

孙后代树立远大的志向，认真学习文化，传承先辈们的优秀品德。除此之外，池阳书社的右厢房墙下还

镶嵌了一块清代“池阳书社”记事碑，详细记载了吴姓家族在池州府城购置房屋作为赴府院考生的落脚

处以及捐助银钱等详细信息。由此可见，教育已经被老田吴氏族人看作成为了推动吴氏发展的磅礴力量，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4.12204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吴磊，牛欣雨 
 

 

DOI: 10.12677/cnc.2024.122049 305 国学 
 

重视教育的家风也已经深深植入到了每个老田吴氏族人心中。 

3. 老田吴氏重教兴学的科学内涵 

3.1. 兴办义学 

老田吴氏重教兴学的家风孕育了众多明贤志士，为吴氏一族带来了繁荣兴旺。“正家，而天下定矣”，

古时那些子孙多贤达，功业多卓著的名门，无不与其良好家风的传承息息相关[2]。老田吴氏传约 80 世，

名贤辈出。据吴氏族谱记载，老田吴氏文有八桂堂武有十二家，出了吴文梓和吴襄两位明清朝廷重臣，

自西汉至清末，老田吴氏中举入仕的有 73 人，官至州刺史、刑部主事的有 4 人，兵马指挥史、将军的有

2 人，太常寺少卿 1 人，监察御史 1 人，内阁学士兼礼部尚书署御史 1 人，知府 6 人，知县 11 人，社会

名流贤达 7 人。其中清朝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吴襄，参加了康熙皇帝举办的“千叟宴”，参与了《明史》、

《治河方略》、《八旗通志》等书籍的纂修。他创作的《百梅诗》在中国文学殿堂里独树一帜，雍正皇

帝评为“文章归大雅，学术在纯金”，并赐赠“老成端谅”四字[3]。由此可见，教育文化的沉淀确实为

老田吴氏带来了深远影响，吴氏一族众多明贤志士，名望享誉江南，且能够传承八十余代屹立不倒的关

键，便在于良好家风的持续传承。 
“以兴义学，以昌门闾”的家训之所以成为后人奋起读书、继续兴办义学的动力，正是因为吴氏一

族的兴旺发展完美诠释了重视教育的价值所在。继池阳书社之后，江自珊独资捐建了江氏义学，县民陈

馨族人、曹期怀、张廷弼、陈辅清、陈邦彦、徐辉祖等，亦先后捐资兴办义学、义馆。这些书社义学不

仅培养了后代的卓然才华，还教导后人知书达理、明辨是非，因此，老田吴氏族人也具有敦厚友善、乐

善好施的高尚品质。吴氏始祖吴栋材为官时一心为民，清廉正直，冒着触怒朝廷的风险直言进谏，被贬

也在所不惜，在日常生活中他乐善好施，时常帮助他人，倡导和谐有爱的氛围，教导子女与人为善，读

书明理。吴永晟，德行高尚且低调不夸耀，以义施人，不贪图回报，端正有礼，以公道存乎心，不以贵

贱规乎利，年弥高而德弥厚。在池阳书社就读过的吴永晟受到先辈们以及老田吴氏家风的感染和熏陶，

继续传递着善心，施惠于乡，造福邻里。这些事迹表明，老田吴氏族人这份善良的精神没有被历史发展

浪潮淹没，而是由后人持续传承，成为深深烙印在每一个老田吴氏子孙心中的印记。 

3.2. 言传身教 

新时代以来，党的教育方针十分明确，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做人的第一步是培养自己的品德修养，一个人只

有借助高尚的品德指引发展的方向，才能成人成才。老田吴氏利用家规约束家族成员的行为，引领子孙

后代重德修身，建立健全个人价值观，帮助他们形成端正的态度和高尚的品德，对于违反家规的行为，

也明确规定了处罚方式，以此警醒族人。由此可见，老田吴氏也秉承着成才先成人的理念，对后代进行

教导，将立德修身融入家规之中，注重培养后代高尚的道德情操。 
明代崇祯年间，吴日光主持制定了老田吴氏家规，希望以老田吴氏家规促进老田吴氏的发展。家风

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家规内容主张友善可以化解所有的

祸端争执，“亲善产生幸福，文明带来和谐”，因此老田吴氏家规多有培养后代恭孝仁善之心的作用。

孝是一切美德的源头，每个家庭成员只有形成“入则孝，出则悌”[4]的品性，整个家庭的氛围才能和谐

融洽。父母之德如天之广大，虽竭力捐躯不能报其万一。百善孝为先，父母的恩情深重，成人的第一步

就是要遵守孝道，孝敬父母。除此之外，家规还教导后代与人为善，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帮助他人，

一份看似微小的善意可能会给被帮助者带来巨大的帮助和改变。广大家庭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

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靠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5]。教育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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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不是单纯地对孩子进行理论知识方面的教育，而是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与理论教导相结合。 
由此可见，吴日光制定的老田吴氏家规约束着后代的行为，从更细致的层面上看，吴日光自身的优

秀品质起到了言传身教作用，子孙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并内化于心，家风也就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得到传

承。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当每个家庭都充满着与人为善的和谐氛围时，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能

置身于和谐友善的环境中，国家也就会朝着更加文明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老田吴氏先辈倡导和谐友善

的氛围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理念不谋而同。 
老田吴氏对教育的重视展现了族人的前瞻性，为老田吴氏的后续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新时代之下，

科学技术的作用日益突出，已然成为第一生产力，进一步来说，科学技术来自于人，来自于人才。因此，

对于青少年群体，需要加强其理想信念教育，深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远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闪亮。古往今来，

人才一直都是富国之本。人才在社会发展发挥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基地，抓住

了对青年的教育就等于把握了引领社会进步的动力。 

4. 老田吴氏家风的时代意蕴 

4.1. 对后代的教育意义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家长要时时处处给孩子做榜样，用正确行动、

正确思想、正确方法教育引导孩子。由长辈们自身优秀品德转化而成的家风，更是对后辈们起着榜样示

范的作用，影响着子孙后代为人处世、工作择业、婚配择偶、生活态度等大大小小的各方面。 
老田吴氏所蕴含的重视教育、谦虚谨慎、公平正义、上善若水、敦厚和睦等家风内涵也为新时代的

家风建设提供了思想源泉。老田吴氏“重教兴学，崇尚耕读”，当今中国重视教育的力量，投入大量的

教育经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

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吴氏始祖吴栋材具有刚

正不阿及一心为民的高尚品德与中国大力反腐，倡导党风廉洁的政策相一致，与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不谋而合；老田吴氏对后代“敦厚友善，与人为善”的教导，正符合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友善”的要求；老田吴氏家风家训中所提倡的家庭氛围，正是中国对当代家庭的深刻期许，也是

促进良好社会风气建设的中坚力量。 

4.2. 对新时代教育内涵的丰富意义 

老田吴氏“重教兴学，崇尚耕读”的家风家训与科教兴国战略的本质内涵相一致。少年时期是每个

人的必经时期，要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祖国的未来是由一代又一代

的少年开创的[6]。由此可见，教育是祖国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来源，是促进时代发展的不竭

动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时代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

潮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随之带来的也有西方文化对我国人民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冲击、风

险和挑战不断涌现。以后的发展进程中，可能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风险，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才是有效化

解风险的应对之策。文化强国的内涵是让人民明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中推动国家进步的重要作用，

燃起华夏儿女心中文化自信的火苗，树立起每个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感和民族自豪感。 
新时代应该发扬家风的教化功能，鼓励青年一辈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心怀报国之志，积极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为国家孕育建设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7]。
家庭是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个人最初的价值观首先在家庭中形成。随着所受教育、所处环境的变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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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发生转变，但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家风的影响根深蒂固、不可磨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重视家

风建设，有了好家风等于有了好的家庭教育，民族发展也就有了好开端。 

5. 结语 

最初的那一句句教诲、一条条家规、一间间书院顺应着历史发展的进程，成就了老田吴氏的明贤辈

出，带来了老田吴氏的兴旺发展。正是由于老田吴氏族人对家风的重视和传承，才使得老田吴氏家风不

断进步、历久弥新，在新时代之下依然具有璀璨的时代意蕴。开启新征程，不忘来时路。老田吴氏家风

的深远影响不应止步于此，而应该与新时代碰撞、互相交融，将这些优良家风转化成引领发展的磅礴力

量。新时代传承老田吴氏优良家风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教化功能，为祖国建设孕育人才，为

时代进步注入活力；另一方面，老田吴氏家风能够促进家风建设成为中华儿女融入在血液中的文化基因，

以这种凝结力来应对新时代未知的挑战，促进社会的和谐安定和国家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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