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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晚清时期慈母家训对于家庭中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分析晚清时期的慈母家训内容，主要包

括做人准则、学习精神以及读书目的，以尚俭自立、通达革新、奉公报国为价值取向。在当今家庭教育

中，仍应以“修身”为首要任务，培植与时俱进的学习意识，陶冶“心怀天下”的家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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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mily instruction of loving mother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growth of childr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the family instruction of loving moth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ainly including the code of conduct, the spirit of learning and the purpose of read-
ing. In today’s child discipline, we should still take “Self-cultivation” as the primary task, cultivate 
a sense of learning with the times, and cultivate the national spirit of “Cherishing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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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慈母家训是指中国古代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对子孙所做出的某种训诫和教诲，是我国古代女性进行家

庭教育的重要载体。晚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国家处于新旧交替、动荡不安之中，此时期家训体

现了母亲对于孩子未来的期待。在教育过程中，母亲对教育内容或教育主题的选择上所关注的焦点或呈

现出与时代相关的倾向性。当今，时代快速发展，母亲作为重要的家庭成员，对孩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

响。晚清时期女性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耀或者是子孙奋发图强所采取的教育措施，对我国当今家庭教育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晚清慈母家训的沿革 

晚清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不仅对清政府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

一历史时期中，传统家庭中的母亲对于家中子嗣的教育表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鸦片战争前的教育是封

建教育的延续，鸦片战争之后的教育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原本具有约束规范家族子弟的家法家规

在那个风雨飘摇、求变求新的时代也随之失去其效力，家训的需求及所起到的作用大大不如前代。一些

有识之士顺应时代的潮流，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开始抨击封建旧教育中的糟粕。传统家训中一些不符

合时代需求的内容自然会被丢弃。 
这一时期的慈母家训不是伦理纲常的说教，而是随着中西方观念的碰撞，一些接受过新思想教育的

女性，能够深刻的认识到旧教育的缺点，及时给予子嗣顺应时代的、新思想新规范的家庭教育。从教育

孩子读书求功名，到教育孩子读书救国，心怀国家；从教育孩子学习书本知识，到学习实用知识、生活

技能，强调读书与世事历练的结合；从女性只学习德行到女子也要学习新式的知识以与时俱进，跟上时

代的步伐。唯一不变的是强调家中子弟自立自强、严谨朴素的生活作风。 
晚清慈母家训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在朝廷取得功名的官员的母亲，如：杨鸿度、黎培敬、谭嗣同、曾

广钧等。慈母家训主要以言谈身教为主，原因是她们与孩子接触时间相较于父亲来说久一些。虽然没有

长篇大论的书面文字予以劝诫，但是内容却十分有特色。她们在混乱时代中教育子女的内容既传承了中

国传统家训中优秀的道德品质，又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予以发展和创新。 

3. 晚清慈母家训的内容 

纵观晚清慈母家训，内容十分广泛。尽管受到时代局限，些许母亲只认为读书做官是正途，偏重于

追求功名利禄，但也有劝诫孩子学习实用技能、心怀天下的母亲。总的来说，家训内容的共性确实十分

突出的。具体来说，晚清慈母家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 提倡严整朴实、自立自强的做人准则 
《易经》中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做人要像天地一样，愤

发图强、严谨刚毅、增厚美德、以身作则。这一传统美德至晚清时，仍在沿用。“在官而纷糜之习足以

夺其志趣也”[1]谭嗣同的母亲言传身教，以使得“嗣同兄弟所遇即益华腆，终不敢弛于慆淫非辟”。除

了有言语的劝诫外，还规定了具体的做法，曾富厚堂中提出“人人自立一账簿，写算不错”[2]谭嗣同的

母亲教导儿子“倔疆能自立”，与他之后以死殉法，用自己的牺牲同封建势力做最后一次反抗有着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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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 
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节俭败由奢[3]。当孩子取得成就忘乎所以时，母亲就会出现提醒孩子，终身

安于清贫，一生立志做事并不是为了享受生活。刘揆一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位居高职，赴公宴时有奢侈

浪费的情况，母亲张氏就会告诫他“读书所以学为人也，徒猎取富贵何益？”[4]，读书不是为了骄奢的

生活，要坚持朴实的生活作风。 
(二) 倡导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学习精神 
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对子女的教育，自古以来没有哪个家庭是完全放任自流、置之度外的。

晚清经世致用的观点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所传播，一些颇有家学的女性将此观点加入自己的育儿理念之中。

郭筠在富厚堂掌政期间，制定的富厚堂日程六则中“手艺”“出门之才识”等都是具有实用技能的知识。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晚清时期国门开放，女子的教育内容局限于传统的道德品行，

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女性应该接受新式教育。传统的德行与节操“不求自治之精神，不讲自养之能力”，

不能凸显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从而在家庭中“反对翁姑丈夫、耿耿父母兄弟”。只有男女双方都

接受新式教育，家庭教育中的阻力相对大大减少，女性也会“遇事敢为，当仁不让，男女抱负均矣”[5]。 
(三) 推崇兴家强国、心怀天下的读书目的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国之根基在于良好的家风。“家为国之本，施

于家，然后可以施于国”“家昌而国盛矣”[6]，晚清时期，一些母亲认为读书是孩子最重要的事情，可

能有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认知，她们不会让入学的子孙做任何与读书无关的事情。“诸子

既长，就学，家事从委，不使知。曰：‘无以纷其心’”[7]，孩子们去偷看家中堂兄玩游戏，会得到训

斥。但是，随着时局发展，一些洞悉世事的母亲则是从以前教导孩子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转变为

教导他们关心国家大事，读书的目的也成了“勉为完人”。 
“侠义成性，不要行为有亏”、“至公无私的心肠”[8]以及“所赖富者，为其能急人之所困也。徒

自封殖而已，何贵有此富乎？”[9]曾广汉的母亲刘鉴说，对于国家的事情，不能产生为自己谋私利的想

法，不能对公益事业存有推诿之心。而要“在在皆公，义所当尽”。在改革结果未知的时候，教导孩子

对于改革不要以害怕失去生命为由放弃，劝诫孩子能够认识到“若言改革，则炎黄之裔，皆当有事”[10]。 

4. 晚清慈母家训的教育价值取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晚清慈母教育子女时融合了儒家的意识形态与现实需要，是一种传统美德和

创新发展的新家庭儒学，它是以修身、治学、报国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总体指向于“社会本位”。具体

表现为以下三种价值取向。 
(一) 尚俭自立的伦理观 
“俭”是中华传统伦理范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11]。尚俭是中国传统家训中的重要思想，厉行节俭既

是对个人欲望的约束和控制，也是涵养性情和陶冶情操的有效手段。家族的兴衰成败与家族内部人员的

做人作风联系十分紧密。李商隐的“历代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广为传颂，也是著名家训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教育内容。《颜氏家训》中要求子弟“施而不奢，俭而不吝”[12]；诸葛亮《诫子书》中

“俭以养德”；《朱子家训》中“居身勿期俭朴”“自奉必须俭约”以及“勿营华屋”等，这些都有异

曲同工之妙，都阐释了俭约自守，力戒奢华。 
自立自强也是中华民族的“成人”的标准。“三十而立”并不是指年龄的立，而是指人格的自立自

强在三十岁要成为个体鲜明的特色。《老子》讲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战胜自己的弱点才是真

正的强大；吴之英以“忠孝传家，自贵自强”的家风影响子孙；范仲淹在《家训百字铭》和《训子弟语》

中反复训诫后辈要“自食其力，自立于世”等，这些都说明了自立者强，自强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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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达革新的学习观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出自晋代袁宏的《三国名臣序赞》：形器不存，方寸海纳[13]。此句并非只

说容人的胸怀和气度，还体现在面对新兴事物的接纳程度。晚清时期，西方的新式教育内容涌入中国，

封建教育内容遭受冲击，一些知识分子倡导“经世致用”，一些提出“中体西用”，还有一些完全排斥

西方的科学技术，认为他们属于“奇技淫巧”。但那些保守的人忘记了《礼记·大学》中“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意思是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启示我们不能只守着之前

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模式，应该及时的革新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不落后于他人。 
(三) 奉公报国的政治观 
“克己奉公”是中国传统君子的基本精神风貌。范晔《后汉书·祭遵传》中“遵为人廉约小心，克

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14]。子曰“克己复礼”，指君子要克制自己的私欲，言行举止合

乎礼节，克制自己的私欲是达到内心的自律，以使自己达到“仁”的境界，“奉公”成为君子的行为准

则。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一种为天下人赴汤蹈火的责任感。为达到“奉公”的

目的，修身便是家庭教育的起点。“报国”的“忠君”的最高表现形式，自古有很多以身殉国，以身劝

谏的士大夫用自己的方式实现“忠君报国”的理想。慈母家训中都十分重视报国的思想，要求个人私欲

服从与集体的利益，个人的情感泯灭于家国大义。用“报国”来维系封建王朝统治所需要的“忠臣贤士”，

在家训和社会的训导下，读书做官者自然把奉公报国视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5. 晚清慈母家训的启示 

晚清慈母家训中确实存在一些封建陈腐的思想，如“轻视劳动人民”“绝对顺从”“光宗耀祖”等，

但是作为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肯定也存在着历久弥新的精神瑰宝。正因为它是教子经

验的精要总结，所以对当今家庭教育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一) 家庭教育仍应以“修身”作为首要任务 
当今，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人们生活也越来越便捷。丰富的物质生活很

容易使人忘记对自我精神的滋养。这种自我精神的缺乏反映在家庭教育中则体现为父母只注重孩子学习

成绩的分数，忽视道德精神方面的塑造；溺爱孩子，人格发展不健全；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学业和德育

等。这些都会使得孩子失去了健康发展心理的环境，使得孩子出现心理脆弱、不能忍受挫折、自私狭隘、

求全责备、难以融入群体生活等表现。由此可见，当今家庭教育要以“修身”为第一要务。 
晚清慈母家训以母亲的视角呈现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关注点，虽然关注生活中的琐事，但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修身”教育体现在平时的一言一行，勤俭自立等基本品质的培养，更要牢记“弃纷糜

之习”和“自立者人恒立之”。这些训言在今天同样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也为当今家庭教育指明了方向。

如果家庭教育中没有“学会生存、学会求知、学会共处、学会做事”，在全球化的今天，就不能使子女

更好地面对未来的不确定。 
(二) 家庭教育仍应提倡“鼎新”的开放胸怀 
今天的教育内容和教育结构和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教育内容越来越细，教育结构层

级分明，个人的学习不仅只有学校围墙之内的知识，更要以一种开放的胸怀和气度，理解接受其他领域

的知识，以不断地扩充自己丰富自己，用内心的丰盈对抗焦虑以及生活中的未知。由于人们时间和精力

的有限，广泛的学习似乎是不可能的，生活的压力更加重了人们去获取知识的难度。同时，生活节奏加

快、家庭及工作的负担使得家长只注重物质环境的创设，未充分注意到心理环境的重要性。家庭成员虽

然齐聚一室，但家长并没有给予孩子高质量的教育交流。 
“鼎新”是变通趋时，行动与时代一起进步。现在是全新的快速发展时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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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认为，世界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知识与学

习是革新和转型的基础。家庭教育中，尤要剔除保守、僵化的思想，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其他领域的

专业知识，跟上信息化时代的步伐。随着教育观念由“铁饭碗”到“终身学习”的转变，不仅是孩子，

家长的生活状态也要有所改变。 
(三) 家庭教育仍应倡导“兼济”的人文情操 
家庭教育只是家长对于自己孩子的个别教育，个体只享有自己家庭的教育资源，属于“营私”的教

育。但是，家庭并不是一座孤岛，并不与社会生活隔绝，它理应迎合社会的需求，追求“大公无私”的

境界。只有怀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社会才能够和谐进步。此外，家庭是国家的细胞，具

有社会的缩影，千千万万的家庭教育密切联系着国家的兴衰。因此，提倡家庭成员具有“兼济”的家国

情怀，应成为当今家庭教育的重要任务。 
现在的家庭教育，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生成的过程中，不少家长向子女传达成名

出道、发家致富等思想，诱发青少年个人主义、重利轻义、拜金主义等倾向；有些家长甚至会给孩子灌

输“适者生存”“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有当明星才是人生的理想”等不当言论。对于国家的政治

大事、民族的复兴大任则冷漠对待、关注甚少，更不用谈立志存高远、为国家的强盛而努力等理想教育

是怎样的缺失了。 
“有志不在年高”意为只要有志向，不在乎年纪，即使岁数大了也可以干出一番事业。但是人的记

忆力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尽早拥有高远的志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周恩来在少年

时代就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伟志向，表现了其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

了达到这个理想，不仅需要博览群书、全面发展充实自己，还需要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实践自己，同时

努力增强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家庭教育要以我们的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之林为教育目标。 
晚清慈母家训虽然字数简要，但内容丰富，思想价值精深。“读史使人明智”，关注、研究家训，

并且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有选择地实践，那么中国的家庭教育就能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汲取更多有益的

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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