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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性:习近平家庭文明建设重要论述的真谛

张红艳,查明会1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人民性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高度凝炼和集中体现,也是习近平关于家庭文明建设系列重要论述的

真谛。 从主体维度看,人民是习近平倡导的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的承载者、守护者和创新者。 从目标维度看,加强新时代家

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分别是: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人民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

感,提升人们的清净感、信任感、亲情感。 从价值维角度看,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础、民族复兴的价值理想和社会和谐的价

值标准,可以实现人民性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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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最大特点是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立足点和出发点,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两者相互配合、协调

发展。 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精神文明和物

质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一个民族要实现复

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

量。 ……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物质文明

建设的同时,必须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精神文明

建设。” [1]139 家庭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注重家庭、家
教、家风,以此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 习近

平关于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而辩证

地回答了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重大理论和现实问

题,处处彰显着习近平把实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美

好生活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人民情怀。

一　 人民是家庭文明建设的承载者、守护者和创

新者

2016 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

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

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

陈出新。” [2]340 他要求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
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

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源自

于国家和民族,源自于每个家庭。 家庭是人类社会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一文谈到:家庭是历史的产物,是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制度解体而逐步产生的。 美

国人类史学家摩尔根说:“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
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

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

式。” [3]即由最初的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①、对偶

家庭②发展到一夫一妻家庭。 恩格斯还谈到:“个体

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就

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

本质。” [4]78 在这一基础上,恩格斯根据唯物主义观

点,分析了历史中的决定因素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

再生产,人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始终是最活跃的

主体,是家庭文明的承载者、守护者、创新者。
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家庭是社会

生产、生活的基层组织形式,是社会文明教养、德行

培养和文化传承的第一驿站,是社会文明的缩影。
作为社会文明主体的人,是以家庭成员为表现形式



而存在的。 人类所具有的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等

主体属性,赋存于婚姻和家庭伦理关系中。 人不仅

具有社会属性,还具有家庭属性。 从人类文明的起

源看,人们为了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在实践中不断

提升自己的主体性,不仅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社会的

主人,还成为家庭和自身的主人。 人们在改造自然、
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生活过程中,慢慢形成了家庭

文化,经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逐步演进为家庭文

明。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范围的扩大,家庭文

明互相吸收借鉴,逐步扩展为社会文明,又在社会文

明的基础上构建了国家文明。 从家庭文明到社会文

明再到国家文明,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从中

可以看出,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和国家文明的发源

地,没有家庭文明,就不可能形成社会文明和国家文

明。 黑格尔把家庭文明、社会文明和国家文明的关

系颠倒过来,认为国家文明决定社会文明和家庭文

明,家庭文明和社会文明是国家文明的派生物。 黑

格尔的文明观是本末倒置的。 马克思认为是家庭和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和家

庭。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是缩小的国家,国家是扩大

的家庭。 中国古代所谓的“家国同构”,在一定意义

上反映了家庭文明与国家文明的内在联系。 既然家

庭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缩影,家庭文明就包含着社会

文明的一切要素,如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以及生态文明等文明要素。 这些要素确证

家庭文明是以血缘关系为自然基础,以一定的物质

生产方式为社会基础,以家庭责任和家庭文化为核

心而形成家庭道德、家庭制度、家庭作风、家庭教养

等价值规范和道德伦理的概括,集中体现为家庭成

员的文明素养和文明程度。 正是基于对家庭文明价

值的认知,习近平多次谈到了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

的缩影和窗口,也是文明程度的标志,要尊重人、理
解人、发展人,发挥人在家庭文明建设中的主体

作用。

二　 人民性:习近平家庭文明建设重要论述的着

力点

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谈

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

在家庭之中。 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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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 [2]353 这段话

深刻阐释了现实人的依托所在,蕴含了习近平治国

理政的核心理念,即人民是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是
党的执政之基。 总之,习近平关于家庭文明建设的

重要论述是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为着力点的。
(一)重视家庭物质文明建设,提升人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人由生物人到社会人,不断在追求美好的生活。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多样和多层次的,但最初

的需要是生存的需要,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论述的吃穿住行的需要。 恩格斯在《家庭、
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根据唯物主义的观

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

产和再生产。 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 一方面是

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

的生产;另外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

衍。” [4]15-16 恩格斯所谈到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人类从

事其他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 习

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
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强调要以增进民生

福祉为根本目的建设好家庭文明。 他说:“民生是

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着点。” [1]157 “意识在

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

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5] 在新时代,人们的

现实生活过程中“本质规定性由人的内在需要、人
民的生活理想以及生活样式三个方面构成,它既是

个体内在需要的直观表达,也是一种上升到人民全

体高度的生活理想,更是新时代致力于实现的生活

样式” [6]。 习近平认识到现实生活样式就是人们不

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过程。 他从人民期盼更美好的

生活、更有尊严地活着、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破题,
深入家庭、社区实地考察,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 重视现实人的婚姻、住房、隐私、合同……从制

定民法总则到审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到正式实施,
“民法典时代”迎着朝阳走来。 回应社会关切,修改

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出台土壤污染防治

法,解决“心肺之痛”,助力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 特别是对家庭文明建设重要内容之一的脱贫攻

坚,习近平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施策、扶贫先扶智

的工作思路,紧紧扭住了教育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
切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个人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

育,获得发展自己、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把人民的生命和健

康放在第一位,当机立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防控和

防治疫情的措施,举全国之力取得了疫情防控的人

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胜利,无数家庭因为习近

平以人为本的决策获得重生。 正是习近平关于人民

性的核心理念,才使得改革开放的红利在这次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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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够惠及到每个家庭,人民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

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生活样态。 家庭的文明程

度随着物质的不断丰富、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而得

到提升,家庭环境日益改善,家庭更加和睦,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
(二)重视家庭精神文明建设,增强人民的归属

感、认同感和荣誉感

习近平深知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实现人生价值

和生活意义由“外”向“内”的精神生活向度,即精神

文明建设。 所谓精神文明“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创造

的精神文化的总和,代表着人类精神文化的进步状

态。 精神文明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科学知识,其价值

取向是 ‘求真’;二是道德伦理,其价值取向是求

‘善’;三是艺术文化,其价值取向是‘求美’。” [7]127

家庭文明是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家庭

精神文明是社会精神文明的晴雨表,其总体价值取

向是“真善美”。 就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而言,“人
之精神世界的充盈实则存在着两个密切关联的实践

领域,一个是个人精神世界的自我提升实践,另一个

则是整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实践与精神生产实

践” [6]。 精神文化生活从来都是个体维度与民族维

度的统一体,整个民族精神文化生活呈现丰富性、多
样性,同样也彰显个体精神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如果“没有集体性质的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就难

以维系整个社会的共识,难以形成一个良善的物质

生活、精神生活与社会秩序” [6]。 习近平特别重视

文化事业和以文化涵养心性,提升文明程度和水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中的第六条提到了“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六个目标之一,即“社会文

明程度得到新提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

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

素质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

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文化影

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8]。
这段话,在更高层面上反映了习近平对人民精神素

质提高的愿景。 习近平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充分把握住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战略,即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把深化改革进行到

底,坚定不移地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全面加

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千方百计地使两者相互

配合、互相促进和协调发展,把家庭精神文明建设融

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个大局。
何以能把家庭精神文明建设融入到我国伟大事

业中,实现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荣

誉感? 习近平说:“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
是人们心灵的归宿。” [2]355 要重视家庭家教和家风。
要在家庭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家庭成员爱

国爱家,“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
家观、文化观。 ……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

知识,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抵制腐朽

落后文化侵蚀。 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
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 [9] 这在

更高层面上阐述了要加强家庭思想道德建设,发展

家庭教育科学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庭美德的

内容、路径和方法以及完全人格培养的目标指向。
通过上述理念的教育,路径和方法的践行,把真善美

的种子播种在人们心灵,形成全社会向上向善的力

量,从而凝聚起全民族的合力,助推社会文明风尚明

显好转,使人民不断地享受着精神文明发展获得的

自由平台和发展空间,收获更大的利益,增强人民对

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荣誉感。
(三)重视家庭政治文明建设,强化人民的清净

感、信任感、亲情感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

存在于宏观的社会结构之中,也存在于微观的家庭

肌体里。 家庭政治文明缘起于家庭的治理方式,由
最初的长辈型、高龄型家长制发展到今天的能力型

家长制,人们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政治

价值观、政治信念和政治情感不断在家庭中得到丰

富与发展,最终辐射到社会,这也有力地驳斥了家庭

没有政治的错误观点。 在一个家庭中,其成员的政

治观、政治信仰和政治忠诚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和

文化发展的风向标。 正如《大学》有云:“古之欲明

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
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

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

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明确了为

人的第一要义是修身。 社会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
时时处处应考虑自己的社会性,不论身份高低,都应

把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律己修身,遵守公共道德,
承担公共责任,这正是儒家所主张的“天下为公”。
孔子讲的“修己以安人”,提高自身的修养,使人民

安乐,正是突出了“修身”的价值与意义。 由个人到

家,再到国;由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具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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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政治逻辑性。
这种内在的政治逻辑性体现在自古以来的

“忠”与“孝”的政治关联中。 在家对父母和长辈尽

孝道,伴随家庭中的个体对于家庭责任意识的增强,
进而将此品质自觉地扩展到社会和国家中就是对国

家尽忠。 因此,习近平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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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

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2]353 他提

出:“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

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

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 ……倡导忠诚、责
任、亲情、学习、公益的理念,” [2]355 倡导在家庭教育

中,以身作则,教育子女德智并行、忠诚与担当,特别

是对于党员领导干部家庭,习近平提出要廉洁修身、
廉洁治家,念好家庭政治这部经;倡导在家庭生活

中,将清廉立为做人行事的标准,养成“粉身碎骨浑

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高尚品质,在名利面前懂

得谦让,形成纯厚的家风,筑牢思想防线,保持家庭

政治纯洁,从而促进党内政治廉洁,净化党内政治生

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倡导在日常的行为交往中,
注重小节,以纯洁的同志关系、政商关系换取生存的

自由空间和真正的友情,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清净感、
信任感、亲情感。

三　 人民性:习近平家庭文明建设重要论述的价值

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家庭文明建设取得了长

足进步,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在全球化、网络化、市
场化的背景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趋势,不
同程度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道德的选择。 一些

人是非、善恶、美丑不分,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

利己、损公肥私;一些人造假欺诈、不讲信用;一些

人突破公序良俗底线、妨害人民幸福生活、伤害国

家尊严和民族感情等等,这些伦理道德失范现象

严重影响了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以及人民的

生活质量。 基于此,习近平从价值基础、价值理想

和价值标准等维度阐明了家庭文明建设价值取向

的人民性。
(一)价值基础:以人为本

所谓“以人为本”,从本质上讲,就是以人民根

本利益为本。 在习近平看来,“以人为本”是家庭文

明建设的核心,家庭文明建设着力培养家庭成员健

全的人格、成才成人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爱家爱党爱

国的家国情怀。 人是社会发展的最活跃因素,既是

文明的起点又是文明的结果,尊重人现实交往的人

伦关系,提升人的道德素养,使其成为自由而全面发

展的人,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必要前提。
在家庭文明建设中,无论是夫妻关系还是父母

子女、兄弟姐妹关系,都是一种最亲密的亲情关系。
“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

宿。” [2]355 这就告诉我们家庭是人们情感认知和寄

托的最私密港湾,“是最初的人伦关系发源地,尔后

延伸至社会。 家庭的人伦关系依靠‘爱’而相守和

续展,而其连接点则是权利和义务” [7]103。 也就是

说,家庭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其责任或义务

是家庭文明建设的核心。 因为“婚姻的缔结意味着

一种契约关系的建立,这一契约关系不仅是法律意

义上的,还是道德意义上的。” [10]这就在客观意义上

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应当遵循一定的要求,即由他们

的社会关系所规定的生活准则以及维系这些准则的

道德法则。 习近平深悟家庭的生活准则以及维系这

些准则的道德法则与社风、民风、党风、政风的关联

性,要求重视家庭的家风家教。 他说:“家风好,就
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

社会,” [2]355“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

家,必有余殃”③。 以此教导人们重视家庭建设,实
现家庭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

展。 同时,习近平在更高层面对领导干部的家庭建

设提出了特别要求,他说:“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

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 [2]356 这意味

着领导干部的家风淳则民风正。 因为每一位领导干

部都是党治国理政的形象代言人,是关切群众利益

最直接的代表,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务必“廉洁修

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
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家里那点事有时不经意可

能就溜过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
干部子弟也要遵纪守法,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弟就谁

都奈何不了。 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处理,而且要从

严处理,做给老百姓看” [2]165-166。 这就从关心人、尊
重人、理解人的人本哲理中诚戒党员领导干部遵循

人伦关系的生活准则和道德法则,实现家庭和顺美

满,事业兴旺发达。
(二)价值理想:民族复兴

家庭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强基固本的基础。 回望人类发展

史,唯有中华民族把家庭建设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

工程,在家庭文明建设中孕育出人民当家作主、积极

向上、爱国爱家、承担民族复兴的人才。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三种社会形态是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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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社会,少数

富有的贵族昂首前行,而平民尾随其后。 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的分析,揭示了其是虚假

的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社会,人民真真切切是社会的

主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中华儿女不断

追求的梦想,也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梦想,习近平强

调要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团结、动员、教育家庭成员。 用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团结、动员、教育家

庭成员,是建设好家庭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应有之意。 中国梦是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

的具体的、生动的体现。 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每
个小家庭都有自己的梦想,但这些细小的梦想都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梦想联结在一起,只有保持

每个家庭及其成员的梦想同国家梦、民族梦的统一

性,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最终实现个人幸福

美满的家庭梦。
习近平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

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 [2]323。 我

们要在全党全社会持续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中国梦

的宣传教育,高扬主旋律,唱响正气歌。 “把精神文

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渗透社

会生活各方面,紧密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

围” [2]324。 这充分说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领导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的团

结一致,是我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胜利的强大力量,也
是团结广大家庭成员的最深层最广泛的思想政治基

础。 为理想信念和伟大梦想而奋斗,是我们每个家

庭及个人利益实实在在的保证和使之得以顺利发展

的先决条件。 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国家好,民族

好,家庭才能好。” [2]3542019 年 2 月 3 日,习近平在

春节团拜会上再次谈到国家的繁荣发展与家庭幸福

美满的辩证关系,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要求每个人

正确认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

史方位上,家庭依然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

谐的重要基点,是每个人梦想起航的地方,正确处理

家庭及个人利益与国家这个大家及集体利益之间的

矛盾,将家庭及个人的理想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
奋斗目标紧密结合起来,把家庭个人梦想与国家民

族梦想结合起来,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坚定四个自信,不断提高家庭及其成员的思想

道德修养、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治观念,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三)价值标准: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人们安居乐业,实现更好生活的前

提,而这个前提的基础是家庭文明。 在人类社会历

史发展的进程中,家庭、社会、国家构成一个完整且

辩证统一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内的各构成要素相

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向前发

展。 而家庭是这一系统里最活跃的元素,是社会和

谐的重要基点。 家庭和谐,邻里团结和睦,社会则文

明安定。 正所谓“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

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 [2]353-354 这段话

蕴涵了家庭文明建设的价值标准。 我们要实现伟大

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家庭文明的基础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中写道:“统筹发展和安全,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
权益保障通道。” [8] 这些都深刻表达了平安中国建

设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群众的诉求表达与利益的协

调,诉求表达与利益的协调能否达成一致,很大程度

上决定家庭文明建设情况。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只有一个个家庭和顺

美满,邻里和睦相处,形成一个整体,大家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才能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
这也是“和谐”二字涵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

中的要义所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基

本内容,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共同理想目标、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个人行为规范和社会心理等都给出了

明确的价值原则与价值判断,具有不可替代的高度

凝聚力。” [11]习近平提出“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

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

觉行动” [12]164,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

实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道德

规范和行为准则。 他还提出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
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12]163 运用到实

践中就是弘扬家庭美德,引导家庭成员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引导“广大家庭重言传、重身教,教知

识、育品德” [2]355,用正确的价值观、民族观、国家观、
历史观塑造孩子的美好心灵。 教育广大青少年要自

觉传承中华孝道,感念父母养育之恩、感念长辈关爱

之情,养成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良好品质,“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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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理念,推动人们在为

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的过程中

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 [2]355。 形成“相亲相

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

尚” [2]356。 即正确处理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家庭成员

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用社会主义道德约束自己,
养成爱国爱家、自强自律的良好品德,克服自私自利

的丑恶品行,实现全体家庭成员的幸福美满、全体社

会成员和谐与共的价值标准。
总之,习近平家庭文明建设重要论述内涵丰富,

人民性是其真谛,突出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的人民

性,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理论的原创性

贡献。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牢固把握“人民性”真

谛,才能真正领会习近平家庭文明建设重要论述的

精神实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动新时代家庭文

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注释:
①“普那路亚家庭”由美国民族学家 L. H. 摩尔根命名,

并把它作为群婚家庭的典型。 “普那路亚” 系夏威夷语

punalua 的音译,意即“亲密的朋友”或“亲密的伙伴”。 普那

路亚家庭的特点是,若干同胞的、旁系的或血统较远的一群

姐妹,与其他集团的一群男子互相集体通婚,丈夫们互称

“普那路亚”;同样,若干同胞的、旁系的或血统较远的一群

兄弟,与其他集团的一群女子互相集体通婚,妻子们也互称

“普那路亚”。 由这种婚姻关系产生的家庭形式,称为普那

路亚家庭。 (详见人民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

卷,第 49-57 页)
②对偶家庭是指一男一女在长或短的时间内保持相对

稳定的偶居生活的婚姻形式。 它是群婚制向一夫一妻的个

体婚制转变的过渡形态或中间环节,产生于原始社会蒙昧阶

段时期和野蛮时期的交替阶段,盛行于野蛮时代,即原始社

会晚期。
③参见《周易. 坤. 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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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ffinity to the People: the Essence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ussion on
Family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Zhang Hong-yan, Cha Ming-hu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affinity to the people is a highly condensed and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the development thought of “people-
centered”. It is the essence of Xi Jinpings series of important discuss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subject, the people are the bearers, guardians and innovators of the family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dvocated by Xi Jinp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rget dimension, the goal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re respectively to improve peoples sense of gai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enhance peoples sense of
belonging, sense of identity and sense of honor, and enhance peoples sense of purity, trust and affi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dimension, adhering to the value basis of people-oriented, the value ideal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value standard of social har-
mony can realize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affinity to the people.

Key words:　 people;　 family civilization;　 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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