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3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QQ：486720458

版

悦
读

2024年10月28日 星期一
甲辰年九月廿六

责 编：郭兴荣
版 式：纪 蕾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向
来重视家教。

家风、家规又称家训。古人更是把
家训作为族人、家人为人处世、正风修身
之宝典和齐家守业之准则，作为一个家
族兴旺发达、延续生存的根本。许多家
训一度曾引领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国家的
兴亡。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训家规的
首要功能是“齐家”，即对家庭进行有序
治理，重视其规范功能。我曾阅读过
《中国历代名人家训精粹》，此书收录了
从汉代到清代各个朝代的 76 篇家训。
比如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家训，大部
分都通俗易懂。特别是明清两代的家
训文字，半文半白，更易于理解，为我们
打开了窥视古人家训的窗口，也为今人
教育子女立身处世、创业守业提供了借
鉴。

我国古代的家训文化起源甚早，如
《尚书》中的《无逸》就是周公对其侄子成
王的告诫之辞。成王当政后，周公恐其
贪图享乐、荒废政务，故作此文告诫他不
要逸乐。孔子看见经过庭院的儿子孔
鲤，问他“学诗乎”“学礼乎”，并告诚他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后世
把孔子在庭院中对儿子的教训称为庭
训，也可以说是家训。这两个例子历来
被认为是古代家训的源头。

中国第一部家训是周公的《诚伯禽
书》。周成王亲政后，将鲁地封给周公之
子伯禽。周公告诫儿子，德行宽裕却恭
敬待人，就会得到荣耀;土地广大却克勤
克俭，就没有危险;位尊盛却谦卑自守，
就能常保富贵;人众兵强却心怀敬畏，就
能常胜不败;聪明睿智却总认为自己愚
钝无知，就是明哲之士;博闻强记却自觉
浅陋，那是真正的聪明。这六点都是谦
虚谨慎的美德。

在儒家传统中，修身是齐家的基
础，齐家又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周
易》的《家人》卦说“正家而天下定矣”。
一个人不能治家也就难以治国。家训
家规的另一个重点是“修身”，不仅提供
行为规范重视约束，更强调道德修身、
德性养成。

汉代流行的诫子书，亦可看作家训
的形式。如书中最著名的当推三国时期
政治家诸葛亮晚年的《诫子书》，书中倡
导“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这些句子，强调修身养德，为后来的家训
家规树立了典范，是教育子女勤学、修
身、养德、惜时、勤劳、节俭的，现在还常
被人引用和背诵，作为教化育人的经典
名言。

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可称为
古代家训中的经典之作。《颜氏家训》共

20篇，制定家训的宗旨是“整齐门内，提
撕子孙”。整齐门内就是齐家治家，提撕
子孙就是道德训导。其中最出名的当数

“勉学篇”，该篇中强调“礼为教本”，这就
是所有家训中关于道德教育的基本出发
点。训诫不是以家庭某个成员为对象，
而是以家庭整体为对象，分修身、治家、
处世、为学4个部分，被后人称为家训之
祖。

家规在唐宋时代已经多见，如唐代
韩愈强调“为子孙者尤当善守家规，翼翼
以诚身”。但家训文本在南北朝和隋唐
时期并不多，至北宋开始大量增加，代表
者如司马光的《家范》等。当然也有简约
的家训，只用一句话表达，如唐朝人说

“以忠贞为仕模，以勤俭为家训”。他们
的后代繁衍久长，这些家训的社会影响
也十分久远。

清代曾国藩在《家训》中警示人们：
家亡，一定有嫖和赌；家富，一定有勤和
俭；家贫，一定有懒和惰；家安，一定有忍
和让；家败，一定有暴和凶；家兴，一定有
忍和让；家和，一定有情和爱；宠溺后代，
一定后患无穷；家风不正，一定祸患不
远；家庭不和，一定有灾殃。清代张英的
《聪训斋语》写得情深意切，文中的座右
铭:“立品，读书，养身，择友。”四纲:“戒
嬉戏、慎威仪、谨言语。温经书、精举止、
学楷字。谨起居、慎寒暑、节用度。谢酬

应、省宴集、寡交游。”如今读来也不乏现
实意义和教化作用。

我国古代刊印的家训家规有上百
种，虽然各起于不同作者的生活经验和
文化感受，但主题内容大体相近。古代
家训家规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尊祖宗、孝
父母、和兄弟、严夫妇、训子弟、睦宗族、
厚邻里、勉读书、崇勤俭、尚廉洁;以家庭
伦理为主体，以勤俭持家为根本，重视齐
家善邻和修身成德。我国古代家训都强
调道德规范，如苏氏家规中的“和善心
正，语言必谨，举动必端，处事必公，为官
必廉，事君必忠，费用必俭，睦人必善，乡
里必和”，这“八必”是通行的道德规范，
并不限于家族内部。可见，家训家规是
中华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官员治
家修德的重要资源，也是以儒家为代表
的社会主流价值实现大众化、深入社会
基层的重要渠道。

古代家训不只强调以五伦为中心的
规范规矩，同时也强调道德修养，推崇忠
孝节义、尊尚礼义廉耻。我国古人的家
教特别重视道德养成和价值观引导，尤
其突出传统美德教育，这些都是值得重
视的经验，应当继承发扬。当然，由于历
史的局限，有些家训家规的内容已经过
时。对待古代家训家规，我们应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传统家
训家规文化。

家训乃正风修身之宝典
□ 葛国顺

“我现在失去劳动能力了，去工厂上班都没人要！”说
话的是申请人李某，两年前，他因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九级
伤残。

“我也没有钱，本身自己也是贫困户。”张某是这起终
本案件的被执行人。他在这起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后因
该起事故被诉至法院，经判决，张某一次性赔偿李某19万
元。因张某家庭条件困难，这笔赔偿款迟迟未支付。

10月21日下午3点，在送桥镇“网格法庭”内，一起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的终本执行案件正在调解，申请人李某与
被执行人张某意见分歧较大。

家境困难、履行不能，案件终本不终止

这是一起终本执行案件，2023年 10月，李某向高邮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干警通过对被执行人张某的账户
冻结、扣划，向申请人李某发还了27000余元执行款，但后

续因张某名下确无财产可供执行，该案以终本方式结案。
虽然案件进行了“终本”，但“终本”不终止，该案交由

终本团队进行管理。依据《高邮市关于开展执行案件“终
本清仓”专项攻坚行动实施方案》，高邮法院对处于“休
眠”状态的终本案件进行了梳理和排摸，这起案件就在

“清仓”名单中，对该案重新予以启动。终本团队执行干
警战沿辰对被执行人张某财产进行再次查控，发现其账
户中存有小额资金，并对其账户进行冻结。

“法官，我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急需要这笔钱看病生
活。”得知自己的账户被冻结后，被执行人张某第一时间打
来电话。“双方当事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好，并且均家庭条件
困难，很难一次性执行到全部标的，通过和解的方式更为
可行。”想到这，战沿辰便向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王健汇
报案件情况。

“终本清仓”专项行动实施以来，高邮法院与各乡镇园
区建立协作机制，通过将一批长期难以解决的终本案件划
分到各乡镇园区，与各地方党委政府共同研判化解纠纷，
该案正是划分至送桥镇的583件案件之一。王健随即与
送桥镇政府沟通协调，共同化解矛盾纠纷。

依靠党委、政府支持，联动化解执行难案

10月9日，寒露节气刚刚过去，在送桥镇某村村委会，
执行局局长王健与送桥镇社会治理办主任郑东权共同对
案件进行调解，但被执行人张某一直以身体残疾、没有履
行能力为由拒绝偿还。在经过耐心释法明理后，张某也仅
表示需要分期偿还，且仅能凑齐4万元，余款无力偿还，要
求申请人放弃剩余款项，但这与赔偿标的差距较大，申请
人不同意，双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被执行人还款能力较弱，申请人也急需用钱，如果矛
盾不能化解，将会愈演愈烈。”为了促成双方和解，10月21

日，由属地政府牵头，社会治理办、执行局再次组织双方当
事人进行调解，这就有了文章开头调解的一幕。

“考虑到你们的特殊情况，我们跟当地党委政府积极
沟通，努力帮助你们化解矛盾。”面对争吵的申请人与被执
行人，执行局局长王健向双方当事人耐心释法明理，分析
利弊得失。

“遭遇事故确实不幸，你们的困难我们也很关心，今天
正是为了帮助你们解决问题，才把大家聚在一起，商讨问
题怎么解决，找到利益的平衡点。”送桥镇政法委员朱伟说
道。

参与前期调解的送桥镇社会治理办主任郑东权，同时
也是送桥镇“网格法庭”的庭务主任，他提出可以通过贫困
户帮扶政策以及提供公益性岗位的方式，帮助当事人渡过
难关。

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沟通协商，双方达成执行和解，
约定由申请人放弃部分赔偿金额，被执行人当场履行4万
元，余款分一年半偿还完毕。

从白天调解至傍晚，屋外也下起了绵绵细雨，双方当
事人从走进“网格法庭”时的眉头紧锁，到走出后的会心
一笑，一起原本难以调和的涉民生终本执行案件至此化
解。

法院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那么终本案件便是这条路上的难点、堵点，高邮法院始
终坚持在党委领导下，依托党支部领办“网格法庭”“网
格+执行”等联动机制，加速推进终本案件有序出清，提
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

党委领导 法院主办 部门联动

这起涉民生终本案件这起涉民生终本案件““出清出清””
□ 通讯员 邮法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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