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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的社会意义

马凤芝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春节团拜会上发

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

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

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

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

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

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

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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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书记的讲话，深刻阐明了家庭在国家和民族

发展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开展最美家庭评选活

动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

重要基础性作用。

家庭建设是社会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家

庭是人类社会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回应人的

需求而出现和存在的，是人类社会的个体单位，

对于人类个体和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地位。

有关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发现都强调，家庭

作为由血缘亲情而建立起来的集体生活单位，

满足了人类联结与关爱的天性需求。和谐美满

的家庭，加深着人们彼此间的关系，使人们相

互完美，是人生幸福的重要源泉。由家庭而串

联延伸起来的社会网络及其关系在人类历史长

河中，是社会发展的牢固基石，在社会建设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家庭在建立精神安宁，巩固文化和社会关

系，以及培育后代成长中，都具有重要基础性

影响。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认为：家庭作为社

会生活单位，可以保护青少年和未来的社会成

员免遭社会不良现象的腐蚀，为社会培育健康

社会成员。为唤起国际社会对家庭的重视，

1989 年联合国将 1994 年定为国际家庭年，

1993 年决定将每年 5 月 15 日定为国际家庭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Families），以此提高各

国政府和公众对于家庭的认识，促进家庭的和

睦、幸福和进步。

中华民族向来重视家庭，视家庭为民族“繁

衍”和“生息”的重要社会单元。家庭的样貌

决定着国家社会的样貌，家庭美，则社稷安，

因而极其重视家庭建设。最美家庭评选的意义

不在于“评选”，而在于“参与”，要通过

千千万万家庭的参与塑造起当代中国家庭的精

神风貌。各地所“晒出”的家庭“最美时刻”，

凝聚了中国家庭生活的传统与现代，处处体现

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呈现出中华民族千

年厚重的家庭文化积淀、价值取向和生活智慧，

凝聚了中华民族传统与现代家庭价值观的精

华，主要体现在：

第一，“家和”美。家庭是人们社会生活

的共同体，是个人一生成长的重要场所。从出

生到婚嫁另组家庭，“家”是生命的延续、个

人身心调和、价值观念养成的场所。家庭生活

的和谐与血缘亲情密切相关。血缘亲情具有极

强的凝聚力，将血脉相连的人们连结而成一个

群体。因此，家庭不仅是最重要、基本、核心

的社会基本细胞和组织，是最重要、核心的经

济组织，还是人们最重要、基本、核心的心理

共同体，精神家园。“家”是情感的联结，心

灵的港湾，幸福感的来源；“家和”则家庭成

员关系和睦，身心健康。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

是和谐家庭建设，家庭成员和睦相处、“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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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睦”，实现的是“人和”，才能最终促进和

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和谐”是中国家庭

能够存在和生生不息的价值核心所在，是家庭

生活中至真、至善和至美的，构成国家社会和

谐、安定团结的基础，是国家社稷安定的力量

来源，体现了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二，“家风”美。家风是家和的基石。

家风是一种道德教化，优良的家庭教育孕育着

优秀的子孙，与整个社会文化及其价值取向相

关联，影响着社会风气，意义重大。好家风是

好社会风气的基础支撑。家风正则民风淳，民

风淳则社风清，社风清则国强民安。传承与发

展优秀家风，以良好的家风家教促进未成年家

庭成员健康成长，社会才能拥有身心健康的社

会成员。可见，好家风关乎着国家民族的社稷

兴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国家、社会和个

人价值构成。习近平总书记说：“家风是一个

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

良好家风和家庭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现实生活中的直观体现。好家风“续家兴业”，

普泽后世；家庭有了好家风，社会就会和谐安

定。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千千万万个家庭的

家风好，社会风气才会好；千千万万个家庭和

谐，才能实现全社会的和谐”。 好的家风才

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家庭代代传承下来的

良好家风，是家庭生活幸福和谐的载体，而最

美家庭则是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文明、和谐、友

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三，“家兴”美。“家庭和、家业兴”。

良好家风形成的家和所带来家庭健康的可持续

发展是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家和”

加上良好家风，家庭才能延续兴盛。对于中国

社会和中国人来讲，“家”除了是生存单位外，

还是独特的社会保障单位，当人生遭遇失利和

风险时，家是个人最好的避风救险的港湾。中

华民族家庭所具有的人伦双向关怀的传统，大

家庭模式，使老年人生活在亲子家庭中，这对

老人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亲情关爱方面都有积

极的社会意义，形成了强大的家庭凝聚力；人

伦双向关怀对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社会问

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社会能够成功

转型，有赖家庭成员困难时刻的相互扶持。家

庭团结延续着血脉，凝聚了家庭力量，成为社

会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把家庭和谐作为社会

和谐的基础，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建

立在亲情伦理基础上，是中国家庭文化中宝贵

的财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家兴”

所产出的对个人和家庭所具有的福利效应构成

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本，对整体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影响。

第四，“家国情”美。家道正，天下定矣。

“家庭”这一社会结构基本细胞在弘扬和创新

发展中华传统美德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作

用。“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好家风汇

聚起好国风，家庭团结所具有的家庭支持等福

利功能，在培育起家庭责任感的同时，也培育

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对他人、对集体和对国

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带来了社会的团结

和社会的和谐。人们在建好自己“小家”的同

时，积极向社会奉献爱心、服务好“大家”，

反映出现代中国人家庭生活的面貌，彰显了时

代特征，凝结了“家国结合，社稷为重”的家

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国和能兴邦聚

力。我们追求和赞美最美家庭，就是以家庭和

睦促邻里和善，达社区和美、社会和谐。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国家富强安定，须以家庭和睦家风仁

厚纯朴为基础。最美家庭所体现的每个家庭成

员个体的道德品质修养是社会道德的基础；有

和谐的家庭才有和谐的社会；家庭是国家繁荣

兴盛的基础；家国辅成，关系着个人幸福、社

会和谐。共圆家庭幸福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需要有美丽中国人，

需要建设幸福和谐文明的美丽中国家庭。

      （作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工

作专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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