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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四）

典出：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周易·文言》

本期集中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和家风有关的思想，选取了习近平总书记常用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
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典故来切入主题。全文从重视家庭、重视家教，讲到重视家风，凸显
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建设的重视，阐释了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注重言传身教，身体
力行，成为子女的表率；家风好坏，关乎家庭的兴衰荣辱，家风连着党风政风等内容，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的论述，是对我国传
统文化精华的吸收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引用：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

年春节团拜会上所讲。

“天下之本在国，国
之本在家。”

——《孟子》

经典释义：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

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常言都说，天下、国、家的根
本在于每一个家庭，而每一个家
庭的根本在于我们每个人自身。
每一个人都应当以敬畏的态度努
力做一个好人，做好自己，然后才
能够建设和谐美满的家庭，而家
庭和谐美满了，那么国家才能够
做到秩序井然，天下才能够太平。

良好的家风培育人，它培育
美好的种子，人从家里边把这颗
种子又带到了更广阔的领域，影
响到更多的人，从而营造出来一
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会风气。
这就是“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

有家庭就一定有家风。家和
万事兴，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
好，民族才能好。那么在重视家
庭建设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说
过两个方面：第一，家庭的前途命
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
相连。也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
情不能够仅仅是盯着自己这个小
家，还要关注国家这个大家。古
往今来，有许多的榜样和楷模，值
得我们后人去学习、去景仰。打
开我们的历史，有无数古圣先贤，
他们秉持“家齐而后国治，正己始
可修身”的信念，心怀“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

怀，自觉地把个人、家庭的命运与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为我们谱写出了一曲曲感
天动地、感人肺腑的不朽诗篇。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硝烟弥
漫，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上，也曾
经涌现出了无数“母亲教儿打东
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些感人的
可歌可泣的故事。最后的一块布
做了军装，最后一口饭做了军粮，
最后一块门板做了担架，最后一
个儿子送上了战场。那是保家卫
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
怀的精美呈现。

第二，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
族梦之中。

中国梦不是遥不可及的，不
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不是高高
在上的，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中
国梦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每
一个人的心中。

只有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梦才
能实现，才能梦想成真。千家万
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
好。所以，对千百万个家庭来说，
我们要自觉地把爱家与爱国紧密
联系起来，把实现家庭梦融入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之中。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
我们 4亿多家庭，13亿多中国人的
智慧和热情凝聚起来，化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引用：
“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

之也。”
——2016年 12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接见第

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所讲。

经典释义：
“爱子，教之以义方。”出自《左传》，“方”是

道，“义方”是道义，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真的爱
自己的孩子，那就应当用道义来引导他。

“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如果你不
用道义来引导孩子，不用道义来爱孩子，那不
是爱孩子，反而是害了他。

从《左 传》到《资 治 通 鉴》，中 间 隔 了 约
1500 年，这两句话一正一反说的是同一件事：
我们应当怎样爱孩子，什么样的爱才是真正对
孩子有好处的父母之爱。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家庭教育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

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
样的家庭教育就会成就什么样的儿女。所以
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要把好的品德、习惯
传递给孩子，给孩子以正确的引导，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咱们每一个
孩子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开始，就不断地
接受来自家庭的教育和熏陶，就不断地潜移

默化、耳濡目染地受着父母的影响。《三字
经》 上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
义。”那么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应该成为孩子
的榜样和楷模、表率，要言传身教、身体力
行，教育好孩子，为自己的孩子扣好人生的
第一颗纽扣，迈好人生的第一步台阶，走好
人生的第一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家长应该担负起教育后代的责任。
做父母的应该教育孩子，“养不教，父之过”在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在咱们中国的历史
上，有许许多多的严格家教的案例。我们今天
熟知的孟母三迁、陶母退鱼、岳母刺字、画荻教
子，这些都是古人严格家教的案例、典型。古
人说的严父出孝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
的是品德教育。

因此，我们做父母的都应该把好的道德品
质传递给孩子，把满满的正能量传递给孩子。
好家风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影响着子孙后代。

经典释义：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出自《周易·文言》：常常做好事的人家一定会福泽深
厚，常常做坏事的人家一定会遭到祸殃。积善、积不
善，重点都在于“积”字，即量变会促成质变。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这“余庆”究竟是
什么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这个余庆就是，往上
说、往大里说，家庭要为国家培育栋梁。那么往一
般的普通人家说，那就是这个“余庆”首先是家庭
里涵养出来的和睦之气。而这个和睦之气能够让孩
子健康成长，让老人安心地颐养天年。这是“积善
之家，必有余庆”。

那么“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个“余殃”又指
的是什么呢？往大处说，历史上的悲剧不少。杀父弑
君，家庭不睦的；父子成仇，兄弟阋墙，妻离子散的。
那么再往小处说，那种小的矛盾积累在一个家庭里，
它会让生活在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愉快。让生

活在这个家庭的每一个人很可能就会愁眉苦脸地度
过这一生。而我们知道，其实生命来得多么宝贵，家
庭教育是潜移默化的，但它也是最基础和最坚固的，
它奠定了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底色。正直、善良、有
崇高追求的父母会培养出来积极上进的好孩子；而那
些好吃懒做，惯于偷奸取巧的父母就没有理由责怪孩
子没有上进心。家风之可贵是我们怎样强调都不过
分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
美满。从历史上看，那些传承久远的世家大族，他们
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家风、家训，清白做人、诗书传家、
纯真质朴、拼搏进取等等方面，具有了超越地域和时
空的永恒的价值。那么这些家风、家训，让他们的儿
孙像接力棒一样，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

那么说到家风，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中国
共产党人的家风。他鼓励我们，要向杨善洲、焦裕禄、
谷文昌等同志学习，树立良好的家风，做家风的楷模。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
殃。”

——2016年 12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
接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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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爱子，教之以义方。”——《左传》
“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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