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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36分）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家风扮演着重要角色。新时代培育优良家风，推动党风、
政风、民风、社风建设，树立现代家庭文明新风尚，应该充分重视中华民族优良家风的传承。

家风是一个家庭（族）代代传承的价值信念、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体现着一个家庭的精

神信仰、道德风貌、整体气质。中华民族优良家风传统在绵延赓续中，形成了非常突出的家风

特质。中国人自古就认识到，“家事”“国事”“天下事”紧密相关，“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起
点。被称为“天下第一家族”的孔氏，传至第64代孙孔尚贤，在颁布族规《孔氏祖训箴规》时，
把“践行忠孝，家国同构”归结为孔氏家风的终极追求，体现出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优良家风，涉及立身、治家、为人处世、言行举止等方方面面，崇德
向善、见贤思齐成为家风内容的价值取向，如孝顺父母、尊老爱幼、尊师重教、重礼谦逊、和

睦宗族、礼让乡邻、勤奋读书、勤俭节约等等。正可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优良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信仰和性格特征，是众多家庭成员的精神寄托。优良
家风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当然有一种刚性的规范、制约作用，但更为主要的是一种柔性的调适

与引导，是一种通过家庭成员的情感沟通、身体力行，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过程。

优良家风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需要一个家庭的数代甚至世代传承。优良家风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凝结，传承优良家风主要传承的是价值观念、精神信仰。优良家风的传承，是华

夏文明源远流长的彰显，是中华民族文明传承与弘扬的另一种轨迹。“亲亲”是中国传统社会结
构的一条主线，“尊祖”“敬宗”成为一个家庭确立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的主要方式。祖先祭祀的
各种仪节、活动，也是传承家风的一种标识。由此，祖先作为一种文化象征，使家庭成员获得

一种文化认同；祖先作为一种精神动力，不断激励家庭成员获得幸福与功德。曾子云：“慎终
追远，民德归厚矣。”这种信念使优良家风的传承获得了一种超越的价值依据。优良家风更需
要向下传续，需要家庭主要成员的率先垂范以及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左传》襄公二十四

年，范宣子与穆叔在讨论家风“不朽”的命题时，范宣子提出世卿世禄为不朽，穆叔则提
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从此，“立德”“立
功”“立言”影响了无数士大夫的家风传承，“不朽”的价值观念成为优良家风的终极追求。习jin平
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当今中国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建设新

时代优良家风，既应传承中华民族优良家风，更要契合新时代的变化。建设新时代优良家风，

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功能，传承中华民族优良家风中的“家国情怀”，要充分
认识到家庭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与担当

和家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新时代家风建设，涉及千千万万个家庭。新时代家风既是亲情的凝

聚力，也是道德的润滑剂，还应是法治的载体。各级领导干部要过好亲情关、亲属关，共chan
党人当然要讲亲情，但当亲情与党纪国法发生冲突时，要坚持“纪法大于亲情”的原则。

（摘编自《传承中华民族优良家风》，《光明日报》2022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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