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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聚焦于家风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并以池州家风馆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对池州家风馆的

深入分析，阐述了家风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生成逻辑，以此来分析池州家风文化馆在基层社会治理

中的价值引领作用、文化传承功能、教育引导意义。池州家风馆作为家风文化的传播平台，通过展览、

教育活动等形式，有效地将家风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为化解基层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给出了颇具价值的思路与方法。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家风文化就在当下的基层社会治理中给予

我们一些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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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ole of family tradition culture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takes 
Chizhou Family Tradition Museum as the specific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Chizhou Family Tradition Museum, it expounds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family tradition cultu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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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value leading role, cultural inheritance func-
tion, and educational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Chizhou Family Tradition Museum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s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of family tradition culture, Chizhou Family Tradition Mu-
seum effectively integrates family tradition culture into the practice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forms such as exhibitions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providing useful ideas and methods 
for solving grassroots social problems a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and s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family tradition culture has given us some practical inspiration 
in the current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s 
and lessons for further exerting the positive role of family tradition culture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
ernanc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tradition culture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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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域中，家风文化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精神文化引领作用。它不仅是家庭内部传承

的精神财富，更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紧密相连为构建和谐、稳定、文明的社会基础发挥着重要作

用。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到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

理中的重要作用[1]。这也标志着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应当找准方向，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融入家风文化，

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升治理水平。 

2. 家风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逻辑生成 

家风文化是指一个家庭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它是社会文化的

重要构成要素，对基层的社会治理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从价

值引领看，其传承的道德规范与社会责任意识，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正确导向。行为示范方面，家庭的

言传身教塑造出良好行为模式和社会交往规范，成为基层社会的榜样。而在文化传承上，家风承载历史

积淀，增强居民文化认同，同时不断创新适应现代需求，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活力，共同构建和谐稳定

的基层社会环境。 
1) 价值引领逻辑 
良好的家风蕴含正确的价值观，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价值引领。在道德规范方面，家风中传承的尊

老爱幼、诚实守信、勤劳善良等道德品质，在基层社会中起到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人们在家庭中所接

受的来自家庭成员的道德教育，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其在社会中的行为表现。例如，在家庭中尽职尽责、

安分守己的人，在社会中大体也能表现出同样的素养[2]。同样在家庭中养成尊敬长辈习惯的人，在社区

中也更有可能尊重老人，为营造和谐的社区氛围贡献力量。这些道德规范有助于减少矛盾纠纷，促进基

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大家都遵循共同的道德准则时，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基层社会治理的难度也

相应减小。 
在社会责任意识上，许多家庭更强调对社会的责任和奉献。家庭培养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成员，他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088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施雯 
 

 

DOI: 10.12677/ass.2024.1310889 21 社会科学前沿 
 

们会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关心社区事务，为改善社区环境、提升社区服务水平而努力。这种社会责

任意识的传承，使得基层社会治理不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而是每个社会成员共同的使命，形成了全社

会共同参与治理的良好局面。 
2) 行为示范逻辑 
在家庭中，长辈们对于家庭成员的言传身教能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行为示范。父母的行为方式、处

世态度会被子女模仿和学习，潜移默化地影响她们。如果家庭中注重文明礼貌、团结互助，子女在社会

中也会表现出类似的行为。这种家庭行为模式的传承，为社会治理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如一个家庭经常

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受到影响，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从而

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不仅如此，在社会交往中，家风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内部，还深刻地影

响着家庭成员的社会交往规范。一个注重礼仪、处处尊重他人的家庭，会在潜移默化中将这些优秀的品

质传递给每一位成员。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社会交往中也必然会遵循这些规范。他们

以礼待人，尊重不同的观点和选择，从而能够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种良好的社会交往规范具有

重大意义，它有助于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和谐相处。当大家都秉持着尊重和礼仪进行交往时，矛盾和冲

突会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理解与包容。这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凝聚力，使社区成为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同时，也为基层社会治理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3. 池州家风文化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池州市家风资源像一部厚重的史书，卷帙浩繁，记录着世代传承的优良传统展现出丰富多彩的精神

内涵，充满着生机勃勃的文化气息。其中，家风文化馆作为家风资源的载体，承担着多种功能。池州市

目前家风文化教育场馆有数十个，囊括了池州学院池州家风文化馆、东至周氏家风馆、乌沙纪氏家风馆、

茅坦杜氏家风馆、南山刘氏家风馆、峡川柯氏家风馆、灌口胡氏家风馆、老田吴氏家风馆、观前包氏家

风馆、青阳杨田镇家风馆等[3]。众多的家风文化馆为池州市的社会治理探索了新的治理思路，不仅有助

于我们探索家风文化更深层次的价值引领作用，也让我们通过家风文化馆保护和传承了地方文化，更有

利于在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中找到新的突破口。 
1) 价值引领作用 
良好的家风家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滋养，又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和

有效载体[4]。家风文化馆作为家风文化的介质，就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直观、生动的学习平台。通过展示

丰富的家族故事、家训家规以及优秀家庭的范例，为探索家风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提供思路。如东至县

周氏家风馆，挖掘并展示了周氏家族百年的家族传承脉络和家风家训，周氏家族自周馥开始的家族历代

杰出人物，19 世纪初从蓬门小户发展为文商并举大家族，连续六代人才辈出。且一直以“崇儒尚德、培

心正业、清慎开明、勤俭乐济”作为家族的教育理念。周世家族的后人在时代变迁中仍然坚守家族的道

德规范和行为模式。 
不仅如此，家风文化馆中所展现的家风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相互融合。如池州

的刘街刘氏家风馆，该馆主要展示的是以刘瑞芬为代表的刘氏晚清官臣世家，自元末明初迁入刘街后，

凭借良好的家风、家训，引领全族勤奋耕种读书、和睦邻里、兴旺商业，致使家族人才辈出。刘氏家风中

主要强调的忠诚、孝顺、礼义、仁爱的品德修养以及要求族人在为官、从商或日常生活中保持清正廉洁

的作风，不贪不占，正直为人的劝诫。这些都与新时代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理念不谋

而合。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合理地借助当地家风文化馆的教化功能，这不仅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走深走实提供坚实基础，也强化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两者相互交融，为基层社会治理打牢

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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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传承功能 
家风文化馆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家风文化馆通过展示地方家族的发展脉络和传承故事，生动呈现了地方文化的深厚底蕴。如老田吴氏家

风馆展示着吴氏家族中有“始祖栋材公的刚正不阿、一心为民，到用之公的高义济众、积德行善”等事

迹。在现代老田吴氏家族中，仍有族人在生活中坚持正直做人，更有族人积极参与到社会慈善活动中，

帮助贫困学生、行善积德，传承高义济众的品德。在池阳书社就读过的吴永晟受到先辈们以及老田吴氏

家风的感染和熏陶，继续传递着善心，施惠于乡，造福邻里[5]。这种品德正是我们所要弘扬的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 
此外，作为一处以古徽派建筑风格为主的家风文化场馆——青阳杨田镇家风馆，其建筑布局采用传

统的徽派建筑风格，如四合院或三进式院落，和徽派的标志性建筑特征——马头墙、天井等。这种布局

体现了家族的团结和秩序，也与家风传承的理念相契合。馆内主要展示的是展示青阳施氏、下王王氏、

梅溪陈氏等家族的家训和家风故事，鼓励人们主动学习身边优秀榜样。是一所集聚家风家训传承基地、

廉政文化宣传基地、新时代家风展示基地等综合一体型文化场所。不仅充分借助了徽派的建筑风格，传

承和弘扬地方文化，而且让游客在欣赏建筑之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地方文化的深厚内涵。总之，家风

文化馆以其独特的方式和丰富的内容，成为传承文化的重要阵地，对于推动优良家风家训的传承以及挖

掘家风文化的当代价值意义重大。它让地方文化在岁月的长河中得以延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也为池州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动力。 
3) 教育引导意义 
家风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传承，是家庭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总和。而家风文化馆则是将这种抽象的家

风变成具象化、可视化的场所，这种场所为社会基层群众起到重要的教育意义，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 。 
作为池州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基地的池州学院家风文化馆，对学生的品德培养和价值观塑造起到重要

的教育作用。家风馆除了接待校内师生，也向校外团体开放，如：政府部门、社区组织，以及社会公众。

在当今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有时会让人们忽略家庭的重要性，那么在参观家风文化馆会让更多人重新审

视家庭的意义，明白家庭是个人成长的摇篮，从而培养大家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归属感。比如，了解池州

周氏、刘氏等家族成员之间相互扶持、关爱的故事，会让社会基层群众更加珍惜自己的家庭。同时，家

风文化馆中的一个个实例能更加直观地向参观的群众传递正确的道德观念，例如，看到古代贤士如何以

高尚的品德影响家族成员，大家也会受到启发，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除此之外，馆内还陈列了如

毛泽东、邓小平、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其家风浓缩着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风

范，能够给予新时代青年“照镜子正衣冠”的教育示范，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不仅如

此，还对其他群体的个人成长、家庭风气、社会风气等改善提供多方位的引导。而且众多优秀的家风事

迹能够激发人们向上向善的力量，带动整个社会形成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的良好氛围。通过以上各

方面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发展进步。 

4. 家风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现实启示 

家风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家庭传承下来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规范的集合，

体现了家族的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社会责任。进入新时代，家风文化的良好传承和发扬，不仅关乎个

体家庭的发展，更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1) 加强家庭教育，提升社会道德水平 
家庭是一定时代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家风总是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6]。

而家风文化馆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桥梁作用。家风文化馆作为集中展示优秀家风的重要场所，能让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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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了解不同时代的家风故事和价值理念。在这里，人们可以深刻感受到良好家风对个人成长和家庭

幸福的重要意义。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当家

庭成员在良好的家风熏陶下长大，他们自然会将这些德行理念和行为方式带入社会，而家风文化馆可以

进一步强化这种影响。通过组织参观、举办讲座等活动，家风文化馆能够加深人们对良好家风的理解和

认同，促使更多的家庭重视家风建设。这种行为会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共识和一致性的道德

认知模式，进而有力地推动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显著提升。因此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积极鼓励家庭参

与社会教育，多多开展家风宣传教育活动，而家风文化馆可以成为这些活动的重要阵地，促进家庭与社

会的良性互动。 
2) 构建和谐社区，增强社会凝聚力 
良好的家风文化有助于促进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而家风文化馆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集中感受和

学习优秀家风文化的平台。在这里，社区群众可以看到不同家庭的优良传统和感人故事，深刻体会到良

好家风对家庭和谐的重要性。家庭的和谐与稳定能够带动社区的健康发展，反之，家庭矛盾也会影响社

区的稳定。家风文化馆通过展示因拥有良好家风而幸福美满的家庭案例，以及因不良家风导致矛盾的反

面教材，让居民们更加珍惜家庭和谐，自觉避免家庭矛盾。因此，基层治理应通过弘扬优秀的家风文化，

例如利用家风文化馆组织社区活动开展家风文化交流等，来增强社区凝聚力。居民们在家风文化馆的活

动中分享自己的家庭故事和家风感悟，促进家庭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增进邻里关怀，实现社区自治，

构建和谐社会。 
3) 推动法治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 
家风文化强调诚信、责任和社会公德。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培养和增强居民的法治观念和社会责任

感尤为重要。其中，家风文化馆可以作为展示家风文化与法治融合的重要阵地，通过陈列与诚信、责任

相关的家风故事以及法治案例，让居民直观地感受到两者结合的力量。家风文化的宣传与普及，可以与

法治教育相结合，而家风文化馆正是实现这一结合的良好平台。在这里，可以组织各种活动，如邀请法

律专家进行讲座，同时结合家风故事讲解法律对家庭和社会的保障作用，鼓励家庭成员遵守法律法规，

增强自我管理意识。通过家风文化与法治教育在家风文化馆的结合，不仅能够提升居民的法律意识，还

有助于社会的自我监管。居民在参观和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受到良好家风和法治精神的双重熏陶，从而

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4) 利用家风文化资源，促进社会治理创新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家风文化可以成为创新治理模式的重要资源。通过挖掘本地优秀的家风文化，

结合现代治理理念，创造出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治理模式。例如，可以结合家风文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鼓励家庭成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形成“以家带户”的良好局面。这样的结合不仅丰富了社会治理的手

段，还提高了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家风文化可以成为创新治理模式的重要资源。家风文化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的推动作用。家风文化馆为挖掘本地优秀家风文化提供了一个集中展示和深入研究的平台。通过在

馆内展示各个时期、各个家族的优秀家风事迹，可以系统地梳理和总结出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家风文化

精髓。结合现代治理理念，家风文化馆可以成为创新治理模式的灵感源泉。例如，可以在馆内举办研讨

会，邀请专家学者和社区工作者共同探讨如何将家风文化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创造出适应当地实际

情况的治理模式。同时，家风文化馆还可以作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基地，结合家风文化，鼓励家庭成

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在这里，可以组织各种志愿服务培训和活动，让居民在参与中感受到家风文化的

力量和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形成 “以家带户” 的良好局面。这样的结合不仅丰富了社会治理的手段，

还提高了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家风文化馆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教育功能，为基层社会治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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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新的活力。 

5. 结语 

通过对池州家风馆的深入研究，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家风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家风文化不仅是一种道德传承，更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有效力量。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要充分发挥家

风文化的作用，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应加强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应积极参与，家庭自身更

要重视家风的培育和传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家风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为构

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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