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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典范于成龙的家风文化与时代价值清廉典范于成龙的家风文化与时代价值
□ 闫卫星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清官廉吏的形象总是熠熠生辉，成为后人敬仰的楷模。清代名臣于成龙，以其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风范，成为一
代廉吏的代表。本文旨在探讨于成龙的家风文化，分析其时代价值，并探讨如何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光大。

于成龙的家风文化，始于其家族对于“勤耕读”的深厚信
仰。在《于氏族规家训》中，“勤耕读”被置于首位，这不仅是家族
成员的行为准则，也是其精神追求的体现。于成龙的一生，正是
这一家训的生动实践。他自幼饱读诗书，勤奋学习，不仅在学术
上有所成就，更将知识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智慧，成为一位受人尊
敬的政治家。

“勤耕读”的家训，在于成龙的家族中代代相传，成为家族兴
旺的基石。它强调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即在勤劳耕
作的同时，不忘读书学习，以知识充实自己，以文化涵养心灵。
这种耕读结合的生活方式，不仅培养了家族成员的勤劳品质，也
提升了他们的文化素养。

在当今社会，这一家训依然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随着科
技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精神
文化的追求不应被忽视。“勤耕读”鼓励我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
同时，更加注重精神文化的培养和传承，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
提升个人素质，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

“勤耕读”作为于成龙家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丰富，
意义深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深刻理解和践行这一家
训，将其融入现代生活，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于成龙的一生，是对节俭美德的不懈追求和身体力行。在《于
氏族规家训》中，“尚节俭”不仅是一句简单的训诫，更是一种生活哲
学，一种对资源的尊重和对未来的负责。于成龙本人，无论是在个
人生活还是为官施政中，都以身作则，展现了节俭的高尚品德。

在当今社会，这一家训的现实意义愈发凸显。面对全球性
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节俭已不再是个人层面的小事，而
是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大计。节俭的生活态度，能够引导人
们形成合理消费的习惯，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和浪费，从而减
轻对环境的压力。

节俭不仅体现在物质消费上，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和艺术。它
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精打细算，合理安排，避免奢侈和过度消
费。在食物选择上，倡导“光盘行动”，减少食物浪费；在能源使用
上，提倡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生活用品上，鼓励重复使
用和循环利用，减少一次性产品的使用。

在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节俭的家风文化具有重
要的引导作用。通过教育和宣传，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节俭的重
要性，形成全社会的节俭共识，共同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加绿
色、更加可持续的生活环境。

于成龙的家风文化中，“循法礼”占据着核心地位。这一家
训不仅要求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遵守法律法规，更强调在社会交
往中遵循礼仪规范，体现了对于法治精神和文明礼仪的尊重与
维护。于成龙本人在为官期间，以身作则，严格依法行政，公正
无私，赢得了“于青天”的美誉。

在现代社会，法治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石。
“循法礼”的家训提醒我们，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变化，法律的权威
不容挑战，法律的尊严必须维护。每个人都应当成为法治的遵
守者和捍卫者，通过自己的行为，为构建法治社会贡献力量。

礼仪则是社会文明的体现，它涵盖了尊重他人、礼貌待人等
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在人际交往中，遵循礼仪能够促进相互
理解和和谐相处，减少冲突和矛盾。于成龙的家风文化通过强
调“循法礼”，倡导一种文明、有序的社会生活方式。此外，“循法
礼”还与个人品德和修养紧密相关。它要求个人在遵守法律的
同时，也要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做到内外兼修。这种品德
修养不仅能够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也能够为社会的和谐稳定
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土
壤中，“孝乡里”不仅是一种道
德规范，更是一种深厚的文化
传统。于成龙的家风文化，将这一
传统美德融入日常生活，使之成为
家族成员的行为准则和精神追求。

“孝乡里”的精神，首先体现在
对长辈的孝顺上。于成龙本人，无
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中，都以
身作则，展现了深厚的孝道情怀。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孝顺不仅是对
父母的尊敬和照顾，更是一种对家
庭责任的承担和对长辈智慧的继
承。

其次，“孝乡里”的精神也体现

在对邻里的关爱上。于成龙在任官
期间，不仅关心自己家族的福祉，更
将关爱之心扩展到乡里百姓，通过
自己的实际行动，促进了社会的和
谐与进步。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鼓励我们在
个人发展的同时，不忘对邻里的关
心和帮助，共同营造一个温馨和谐
的社区环境。

在现代社会，“孝乡里”的精神
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和集体荣誉感的
体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

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
化，但“孝乡里”的精神依然能
够引导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

中，保持对家庭的关爱和对社区的
参与。通过参与社区服务、邻里互
助等活动，我们不仅能够帮助他人，
也能够丰富自己的生活体验，提升
自我价值。

“孝乡里”作为于成龙家风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对个人品
德 的 要 求 ，也 是 对 社 会 和 谐 的 追
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
深刻理解和践行这一精神，将其融
入现代生活，为实现城乡的和谐与
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在中国古代，清廉被视为官员的美德，而于成龙正是这
一美德的杰出代表。他的家风文化中，“廉仕吏”不仅是对
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更是一种政治清明的体现。于成龙
本人的清廉形象，成为后世官员的楷模，他的一生，是对“廉
仕吏”精神的最好诠释。

“廉仕吏”的精神，首先体现在对公权力的敬畏和自律
上。于成龙在任期间，始终坚持公正无私，不徇私情，不滥
用职权。他的清廉，不仅赢得了人民的尊敬，也为社会树立
了正义的标杆。在今天，这一精神对于构建清廉政府、预防
和打击腐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廉仕吏”的精神还体现在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上。于成龙深知，作为公职人员，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
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因此，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为社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种以身作则
的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它要求公职人员
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正廉洁，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的信
任。

“廉仕吏”作为于成龙家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
仅是对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也是政治清明和社会进步
的重要保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深刻理解和
践行这一精神，将其融入现代政治生活，为实现政治清明
和社会正义贡献力量。

于成龙的家风文化中，“存仁德”是其核心精
神之一，它倡导的是一种以仁爱和德行为核心的
人文关怀。这种精神不仅贯穿于他的个人生活，
也体现在他的政治理念和行为上。于成龙以仁德
为先，关心民众疾苦，努力为民造福，赢得了“仁
政”的美誉。

在现代社会，“存仁德”的精神依然具有深远
的意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
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更应注重精神层面的
充实和提升。“存仁德”鼓励我们在个人发展的同
时，不忘对社会的贡献，对他人的关爱，体现出深
厚的人文关怀。

“存仁德”的精神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
仁爱之心对待每一个人，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陌
生人。它倡导的是一种互助互爱的社会风尚，通
过我们的善行和美德，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共同
营造一个和谐温馨的社会环境。

“存仁德”作为于成龙家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是对个人品德的要求，也是对社会和谐的
追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深刻理解和
践行这一精神，将其融入现代生活，为实现社会的
和谐与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家风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于成龙的家风
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
代 价 值 ，成 为 我 们 宝 贵 的 文 化 遗
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承与创
新家风文化，不仅是对传统的尊重，
更是对时代的回应。

首先，传承家风文化意味着要
深刻理解和领会其核心价值。于
成龙的家风文化，以“勤耕读、尚节
俭、循法礼、孝乡里、廉仕吏、存仁
德”为精髓，这些价值观在今天依

然具有指导意义。我们需要通过
教育、文化活动等方式，让这些价
值观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行为的自
觉遵循。

其次，创新家风文化则要求我
们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对其进行
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例如，利用现
代传媒手段，如电影、电视剧、网络
等，将家风文化的故事和精神以更

加生动、贴近现代生活的方式
呈现出来。通过这些媒介，可
以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学习于

成龙的家风文化，从而激发他们对
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家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一个
持续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
和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要
保持对传统的敬畏，又要有勇于创
新的精神，使家风文化在新时代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为促进社会和谐
与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家风文化作为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追求和
价值导向上有着天然的契合。于成
龙的家风文化，以其深刻的道德内
涵和时代价值，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丰富的资
源。

首先，于成龙家风文化中的“勤
耕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

“敬业”相呼应。它倡导的终身学习
和勤奋工作的精神，正是现代社会
所需要的职业态度和职业素养。

其次，“尚节俭”与“勤俭节约”
的价值观相契合。在资源日益紧张

的今天，节俭不仅是个人品德的体
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弘
扬节俭精神，可以促进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再者，“循法礼”与“法治”和“公
正”的价值观相一致。于成龙的家
风文化强调遵守法律和礼仪，这与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不谋
而合。

“孝乡里”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的“和谐”相呼应。它强调的是对
家庭的关爱和对社区的参与，这有助
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社区环境。

“廉仕吏”与“清正廉
洁”的价值观相契合，强调
公职人员的道德自律和职

业操守，对于建设廉洁政治具有重
要意义。

最后，“存仁德”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的“友善”和“诚信”相一
致。它倡导的仁爱和德行，是构建
和谐社会的重要道德基础。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征途上，于成龙的家风文化是我
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携手努
力，深入挖掘和传承于成龙家风文化
中的积极因素，将其融入现代社会生
活，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勤耕读：家族兴旺的基石

二、尚节俭：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哲学

三、循法礼：社会和谐的保障

四、孝乡里：德孝精神的体现

五、廉仕吏：政治清明的基石 六、存仁德：人文关怀的实践

七、家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八、家风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