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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田吴氏传统家风文化是在安徽九华山地区历经千年的传统家族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华优秀家风文

化在地域上的特殊显现，其中所蕴含的谦虚礼让、重教兴风、忠孝事亲、积善行德等家风文化，通过家

谱、祭祀和等形式为家风传承提供有力支撑，从而为新时代家风建设与文化自信贡献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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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e of Laotian Wu i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e in Jiuhua Mountain, Anhui Province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is also a special ma-
nifestation of the excellent Chinese family culture in the region, which contains the family styl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hs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4.122024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4.122024
https://www.hanspub.org/


吴磊，周辰 
 

 

DOI: 10.12677/ojhs.2024.122024 151 历史学研究 
 

culture such as modesty and courtesy, emphasis on teaching and rejuvenating the style,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and accumulation of good deeds and morality, which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inheritance of family style through genealogy and sacrifice, so as to contribute contemporary 
val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style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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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风是一个家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是在家庭实际生活中形成并传承的一种风尚，

以家规、家仪、家礼等形式作为载体，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家风文化。安徽老田吴氏家风文化既是地域

公序良俗的基础要素，也是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基于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立足

老田吴氏家风文化的内涵特质，充分发挥其地域优秀家风文化的榜样引领作用，从而为构建良好的新时

代社会风气提供支撑与实践作用。 

2. 老田吴氏家风文化的丰富内涵 

2.1. 谦虚礼让 

吴氏先祖泰伯让贤的事例家喻户晓，其后季札让位将谦虚礼让的家风继续发扬光大。老田吴氏作为

安徽九华山地区的名门望族，自古以来高度重视礼让的家风美德，秉持先辈的家风家训，其传家书籍提

到：“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1]，尊敬兄长，家庭和睦，可见，吴氏家族特别注重家

庭的治理和日常教化，认为礼让尊敬是家庭家族发展的基础。因此，老田吴氏高度重视培育族人的道德

修养，在个人层面，其提出了慎行、宽人、克服不良行为等道德要求；在社会层面，其以先祖谦虚美德

为榜样，强调礼让为美的社会公德。老田吴氏首推族人吴襄的事迹，吴襄少时与乡人徐念祖友善，会试

选拔贡生时，二人成绩不分伯仲，但名额仅限一人，襄念徐年长，遂主动退让。吴襄让学徐念祖的事迹

既继承了先祖泰伯、季札的美德，也反映了老田吴氏举贤让能的门风，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形成了老田

吴氏以让学为核心的礼让文化。 

2.2. 重教兴风 

老田吴氏的家规家训中特别注重诗书传承后人，强调教书育人的重要意义，给予宗族子女相应的教

育资源。其宗谱中明确指出：“家教之不振，由于不学，然弟子不学，父兄之失教也，或以延师为多费，

甘温饱而痴愚，或以习儒为难成，弃英姿而改业，盖自功利相夸诗书，日贱青箱可废弦诵无声，门第之

光大几无望。凡为父兄者应慎择名师极其尊敬，为子弟宜专攻学业志于大成。如果贫而好学不能自给者，

公祠助膏火以成就之。”[2]老田吴氏为了帮助族人求学，还分别建立云溪书舍、池阳书社、云波书院、

天籁轩等四个宗亲学堂，为贫苦而好学的吴氏宗亲提供读书科举的机会。可见，一方面，在科举取士的

时代，读书是进入仕途的必经之路，老田吴氏家风文化中也突显了江南文化以读书为重和科考功名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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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文化特点，体现出读书是怡情养性、明德修身的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老田吴氏注重教育，以重

教兴风的家族传统为吴氏宗族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家族日益兴盛，也正因为重视教育，吴氏家族

一直人才辈出。 

2.3. 忠孝事亲 

从古至今，老田吴氏始终将忠孝事亲的传统美德奉为重要的道德准则之一。其家风家训中也特别强

调忠孝事亲的重要性，以吴氏先人的典型事迹教育后世，告诫子孙后代要将忠孝牢记于心，外化于行，

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正如宗谱记载：“人之受父母养育之恩，虽竭力捐躯不能报其万一”[3]，吴氏家

规将父母养育恩情视为人世间最深厚的情感，需竭尽以孝顺父母。同时，其还从忠孝能够振兴门风的高

度强调人不可不孝，提出忠孝节义人伦之序。可见，忠孝事亲作为吴氏家风的重要内容，不仅为其家族

孝悌提供了理论渊源，也引导其子孙后代提升品行修养。吴世烨夫妇至忠至孝，舍小家为大家，将宗族

兴盛作为奋斗目标的感人事迹就是老田吴氏优良家风熏陶的明证。 

2.4. 积德行善 

老田吴氏家训中对于家庭的治理和子弟的品德教育积极倡导乐善好施、积德行善，强调为了家族的

长远发展应当置办义田、设立义仓、兴办义学。特别是唐开元年间，吴用之留金乔觉居水口石壁庙，恳

切挽留其度化山民，进而使九华山转向中国佛教名山，造就了老田吴人丁兴旺、枝繁叶茂的景象，成就

了“未有九华图，先有老田吴”[4]的历史文化典故，使得九华山和老田吴氏解下了不解之缘。千百年来，

老田吴氏族人一直秉承先祖的遗风，乐善好施，互助互爱，和睦相亲，以实际行动传承弘扬了老田吴氏

行善积德的良好风尚，诠释了仁爱慈善的丰富内涵，体现了老田吴氏的家风风范。 

3. 老田吴氏家风文化的传承路径 

老田吴氏的历代先辈，在历史的进程中，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物质财富，传承发扬更是

子孙后人的义务所在、责任所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给发扬优秀

传统文化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以此为大好时机，承前启后，把发扬老田吴氏家风文化推向新的阶段。 

3.1. 开展场馆建设 

老田吴氏的历代先辈，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家风家训等精神财富，这些家风

家训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体现，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有形载体，也是研究和挖掘老田吴氏家风文

化的关键切入点。 
老田吴氏进入新时代后，成立老田古村落保护协会，打造家风文化阵地，让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与新

时代文化融合。2019 年，恢复建成吴氏宗祠恢复建成后，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老田古村落保护协会立

即着手场馆方面的建设，为确保馆展内容的系统完整性，和池州学院展开合作，数月谋划，完成了历史、

人文、家训、家规等方面资料的搜集、整理、编撰，建立了吴氏家风馆，并在场馆内进行系列展示，重

点体现老田吴氏的家风文化。同时，先后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廉政教育基地”、“乡村干部实

训基地”在此落户挂牌，馆展、基地与宗祠融为一体，成为党政机关、社会各界的参观践习之地，传承

了老田吴氏优秀家风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2. 构建家谱体系 

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从而构成了宗族内在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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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谱系制度。《老田吴氏宗谱》承载着老田吴氏家族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内容主要包括谱序、

渊源、迁徙过程、世系名录、功绩仕宦录、堂号、家规、派行字辈、艺文、歌颂本家族居住地的十景诗

等[5]。可见，《老田吴氏宗谱》是老田吴氏家族文化之大全，是其后代学习、继承、传扬祖先、先祖开

拓进取精神和传统美德的文化典籍，也是外迁宗亲寻根祭祖、追本求源、敦睦宗亲、联谊交往、和谐相

处的神圣之物。因此，历代族人倍加重视、保护、珍藏、续修，代代相传，至今世系未断。老田吴氏宗

谱从家族 23 世先祖吴器高于唐代贞观至永徽年间创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 1996 年，其间 1360 多

年共创修 7 次。从第一次约 12 卷到第七次增至 44 卷，并在与时俱进中不断进行完善和丰富，其目的在

于构建家谱承载的家族精神理论制度，以此传承优良的家风文化。 

3.3. 举办祠祭盛典 

民间家族祭祀大多是在重要的节气节日如重大活动或事件时祭拜祖先，其祭祀文也体现了不同形式

祭祖的立意。每当家族中有子弟中举，便会祭拜祖先，一方面，族长将考取功名的事情敬告祖先，表示

中举考生所取得的成绩与祖先德行、家风家教关联。另一方面，中举考生以祭祀形式告诫受教育的后生

努力学习，光宗耀祖。新时代以来，老田吴氏现今以祭祀形式供奉祖宗牌位，延续家族香火，每年清明

节各地宗亲云集这里，祖传十三道香案祠祭盛典，隆重祭祀老田吴氏列祖列宗，春节、重阳、冬至等节

日小祭，其目的在于以祭祀形式构建家族实践层面的聚集交流，从而达到认祖归宗、凝聚人心的作用。

新时代九华山老田古村落保护发展协会延续传统，每年举办清明节民俗文化大型活动，省内外全体吴氏

宗亲代表以及吴氏村民汇聚老田吴氏大宗祠隆重祭祀，共同见证老田吴氏后裔缅怀先祖，传承发展优秀

的老田吴氏家风文化。 

4. 新时代老田吴氏家风文化的时代价值 

4.1.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6]优秀的家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新时代家风建设，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弘扬和推广，有助于增强国家文化自信。 
老田吴氏家族的家风文化之所以被后人奉为圭皋，广为传颂，主要在于它的内涵丰富，涵盖了个人、

家庭、社会、国家的四个层面，从始祖栋材公的刚正不阿、一心为民到用之公的积善行德、以义当先，

从泰伯让贤、季札让位到吴襄让学等事例，无一例外都集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它以

“礼让”为准则，以乐济忠孝为美德，以诗书传家为根本，以修身、齐家、治国为理想，体现了家国一

体的情怀和忠孝礼义的伦理道德。由此可见，老田吴氏的家风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有一致性

和契合性，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永恒的魅力。老田吴氏家族的家风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家族家风文

化的杰出代表，主要在于家训家规的内容为我们当下的家庭教育、道德教育、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提供

了学习借鉴的样本。例如，老田吴氏的谦让文化，对于克服当今社会的一些不良现象极具教育意义，它

鼓励人们之间互相谦让、彼此关爱，对于调节人际关系、营造温情和谐的社会关系，对于传递社会正能

量，弘扬真善美，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新时代社会能够把老田吴氏家族的优秀家风文化继承并发扬光

大，必将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2.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家风作为家族代代相传的道德风范和家庭教育观念，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基于国家层面、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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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公民个人层面提出的价值观，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更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 
家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传承者。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风是家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良好的家风可以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礼仪、和谐等。通

过家庭的传承和发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代相传，成为全社会价值追求的基础。良好家风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的重要环节，老田吴氏家风文化便是很好的例子，它的家风内涵丰富，其中积善行

德更是对友善这一价值观的丰富，从而体现了老田吴氏家风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结合，从而进一步培育

和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良好的老田吴氏家风培育了吴氏子女的良好价值观念，习近平同

志也提到：“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少年儿童中培育起来，家庭、学校、少先队组织和全社会都有责

任”[7]，可见，家庭家风引导儿童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从而为新时代老田吴氏家风

的传承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良好的老田吴氏家风无论从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强调要谦

让和忠孝，有力地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本价值观念，是社会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所以，老田吴氏家风也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才

能真正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承。 

4.3.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老田吴氏通过家谱和祭祀这两种形式，从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构建了个人、家族、国家的稳定制

度化体系。 
家谱形式上，《老田吴氏家谱》一方面记录了家族渊源、迁徙过程等重要信息，这些资料可以了解

吴氏家族的历史和发展，代表了家族的传承与延续。另一方面，《老田吴氏家谱》记录了吴氏家族成员

之间的血缘关系，可以帮助家族成员加强联系，传承家族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念，从而家谱也成为了家

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帮助家族成员了解和传承家族文化，构建了稳定和谐的吴氏家族关系，增强了

长幼有序的家族道德观念，更为整个新时代和谐社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新时代和谐社会风建设，重在

弘扬传统家风，培养家庭成员的良好品德和道德观念，为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做出贡献。祭祀形式上，九

华山老田古村落保护发展协会延续传统，每年举办清明节民俗文化大型活动，省内外全体吴氏宗亲代表

以及吴氏村民汇聚老田吴氏大宗祠隆重祭祀，共同见证老田吴氏后裔缅怀先祖、不忘祖训。可见，老田

十三道香案祭祀礼仪之隆重，既是对子孙后代起到了良好的文明教育示范作用，又是对社会秩序起到了

稳定和谐的促进作用。 

5. 结语 

安徽老田吴氏的家风文化影响深远，是吴氏先祖留下给后世子孙的宝贵遗产，亦是吴氏后人的人生

行动指南。千百年来，老田吴氏子孙不忘先祖的淳淳教诲，认真践行着先祖遗训，造就了吴氏人脉兴旺、

人才辈出的盛况。家风是流淌在家族血脉中的因子，是先人从一代又一代的生产生活的社会实践中总结

出来的家族风尚，当下，新时代建设仍可借鉴老田吴氏家族正心修德、修平天下的方法加强个人修养，

借鉴其绵绵千年的仁爱礼让、诗书传家的思想建设幸福家庭，借鉴其家国天下、兼爱众生的理想建构和

谐社会。习近平同志强调：“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

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8]，可见，每个家庭都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老田吴氏家风所蕴含的道

理和处事原则同样也具有独特性，闪耀着理性的光芒，透发出厚重的人文精神，因此，新时代应当结

合以及传承老田吴氏家风，营造文明有序的社会风气，坚定文化自信，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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