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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世范》是一部具有深远意义的家训著作，

其作者袁采出于“厚人伦而美习俗”的目的，在任乐

清县令时所著。此书原名《俗训》，后更名为《袁氏世

范》。清朝时，《四库全书》收录此书，并加按语云：

“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复详尽”“大要明白切要，

使揽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
（《袁氏世范·前言》），足见其价值之高。

一、以德为本、强调仁爱的处世哲学

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占据主导地

位的意识形态，其所倡导的是血亲人伦、现世事功、
修身存养、道德理性的思想。其中心思想是孝、悌、
忠、信、礼、义、廉、耻，核心是“仁”。而南宋，则是中

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即理学思想诞生的时

代，受其影响，历代家训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中的

道德教育思想，强调修身进德，力行仁义道德〔1〕。然

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且又是个人成长的基础，人

的道德素质首先在家庭中形成，只有在家庭中受到

了正确的教育，养成良好的素质，才能成为社会的

好成员〔2〕。作为南宋地方官的袁采，结合自己的生

活经验，对于家庭的子弟的道德教育更有自己深刻

的见解。《袁氏世范》就是他强调儒学家庭道德教育

的读本，遍阅《袁氏世范》全文，可以看到儒家“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在这里体现为生活

中的道德实践。而袁采依据儒家的道德规矩，结合

现实社会，对于处理家庭内外的人际关系提出了建

设性的意见。
（一）以孝为本的父子关系

关于父子关系，袁采遵循固有的传统，坚守父

慈子孝的道德观，认为：“人当婴孺之时，爱恋父母

至切。父母于其子婴孺之时，爱念尤厚，抚育无所不

至……父母方求尽其慈，子方求尽其孝。”（《袁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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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睦亲》）。强烈地表达了父母应该关爱和抚育子

女，子女应该孝顺父母的观念。然而自古以来孝顺

父母表现在对父母的绝对服从之上，忽视子女的个

性自由和权利。而袁采在这里所提倡的则是一种换

位思考下的子女对父母的遵从，他认为：“为人父

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

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

无偏胜之患矣。至于兄弟、夫妇，亦各能以他人之不

及者喻之，则何患不友、恭、正、顺者哉！”（《袁氏世

范·睦亲》）。即每个人如果都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去

看待自己的行为，那么何患不友、不恭、不正、不顺？

如果袁采说换位思考下的子女对父母的遵从是孝

德体现的一大特色，那么对父母“谏”的行为以及要

求父母自我反省，则是袁采孝德思想的又一特色，

他强调：“若父兄言行之失，显然不可掩，子弟止可

和言几谏。若以曲理而加之子弟尤当顺受，而不当

辩。为父兄者又当自省。”（《袁氏世范·睦亲》）。在

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里，家长有绝对的权威，但是

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袁采，反而能从人道的角度赋

予家长和子女之间的双向约束，较之单纯的强调父

权权威，更具有民主的色彩〔3〕。
（二）以爱为要的兄弟关系

兄弟被看作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古代的传统思

想认为虽然兄弟是彼此分开的，但血气是相通的，

正如《谕俗文）中也强调：“兄弟之爱，同气连枝，古

来取喻，名为手足，人无兄弟，如无四肢”〔4〕。在《袁

氏世范》中有大量篇幅论述兄弟之情，但处处可见

其围绕着一个“爱”的中心来展开。袁采主张兄弟贵

相爱，友爱侄子和兄弟教子善等等。但在现实社会

中，总有一些兄弟不睦的情景，而他认为此“多因妇

女之言激怒其夫及同辈”及父母“妄憎之爱”（《袁氏

世范·睦亲》）所致。所以袁采认为要想兄弟和睦相

处，首先要管好自己的妻子，不轻信她们的离间之

言，要以诚相待。父母对子女的爱要公平，分割财产

要均匀。虽然我们所看到的袁采对于兄弟不睦的原

因大都是主观的，但是他的以爱为要的兄弟之情体

现得淋漓尽致。
（三）以忠为本的君臣关系

在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里，家是国的缩影，国

是家的扩展。所以萌发于血缘之情的孝悌之德，不

仅具有“事亲”的效用，而且具有“事君”的效用，事

君，强调尽忠〔5〕。袁采认为孝敬父母的最高境界是

为国尽忠。在《袁氏世范》中袁采反复强调子弟为国

尽忠的表现是从自己力所能及的活动中来实现，

“赋税宜预办”，并且“早纳为上。”他称：“凡家有产，

必有赋税，须是先截留输纳之资，却将赢余分给日

用。”“纳税虽有省限，须先纳为安。”（《袁氏世范·睦

亲》）。这样，既有贤德之美称，还不至于破家，岂不

是两全齐美！

二、量入为出、勤俭为要的持家之道

对于当时社会上形成的从达官贵人到普通百

姓无不讲排场、比阔气的奢靡之风，袁采表现出了

极大的忧虑，他提出持家要量入为出、勤俭为要的

思想，认为家成于忧惧，破于怠忽。在日常生活中要

量入为出、勤俭为要。他说：“丰俭随其财力则不为

之费；不量财力而为之，或虽财力可办而过于侈靡，

近于不急，皆妄费也。”（《袁氏世范·处己》）。然而，

在公益事业方面，袁采认为要积极参与，不要吝惜

财物，“乡人有纠率钱物以造桥、修路及打造渡船

者，宜随力助之，不可谓舍财不见获福而不为。”
（《袁氏世范·治家》）。众享池塘、阪湖、河土隶溉田

之利者，要求田主出食，佃人出力，共同修筑，以御

旱涝之灾，如此才无伤农之忧。袁采提出量入为出、
勤俭为要的持家思想，一方面与南宋时期形成的奢

靡的社会风气有关，另一方面，有着深刻的历史根

源，宋代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的匮乏

型经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只能使人们在大力倡导

节俭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生计，一旦家庭入不敷出，

除了靠典卖家产之外，别无他法，而且借贷利息之

高，人们往往不具备偿还的能力，所以提倡量入为

出的思想〔6〕。

三、救难怜贫、博施济众的人道思想

许多家训的作者都把救难怜贫、博施济众的人

道精神放在了为人处世的首要地位，认为：“世间第

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7〕。这种人道思想不仅体现

在大的方面，如积极参加造桥修路、兴修水利等公

共事业，也体现在小的方面，即在日常的家庭事务

中，用仁爱之心对待佃仆以及爱护自然界中的飞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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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兽等等。《袁氏世范》的特色在于将仁爱之心付诸

于实践。
古代社会中，主佃和主仆关系也是很多家庭关

系的一部分，并成为家庭关系中时有冲突发生的关

键，在对待佃仆问题上，始终要本着仁慈、诚信、忠
心的原则，道德和法律则是调节其关系的手段〔8〕。
深受这种思想熏陶的袁采，始终强调将仁爱之心落

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出门在外，家长应关心他

们的衣食冷暖，体谅他们的辛苦。“婢仆欲其出力办

事，其所以御饥寒之具。为家长者不可不留意，衣须

令其温，食须令其饱。”（《袁氏世范·治家》）。在生活

中，教之以生活技能，耕织的技巧，使其自食其力，

此乃为富者的大德。正如袁采所言：“为富家者能推

恻隐之心，蓄养婢仆，乃以其力还养其身，其德至大

矣。而此辈既得温饱，虽苦役之，彼亦甘心焉。”平常

要“待婢仆当宽恕”，因为袁采认为：“奴仆小人……
天资多愚，作事乖舛背违，不曾有便当省力之处。
……又性多忘，嘱之以事，全不记忆；又性多执，所

见不是，自以为是；又性多很，轻于应对，不识分

守。”（《袁氏世范·治家》）。所以做家长的要“多其教

诲，省其嗔怒”。另外，袁采还强调婢仆在雇期满之

后，应当送还其父母或家人，“以人之妻为婢，年满

而送还其夫；以人之女为婢，年满而送还其父母；以

他乡之人为婢，年满而送归其乡。”（《袁氏世范·治

家》）。如无家可归者，则该为其养老。
袁采将他的博施济众的人道思想推而广之，包

括飞禽走兽，花草虫鱼等等。他认为世间万物都该

爱惜，并常常教育子弟们要爱惜生命，爱惜万物。他

称：“飞禽走兽之与人，形性虽殊，而喜聚恶散，贪生

畏死，其情则与人同。故离群则向人悲鸣，临庖则向

人哀号。”因而“物之有望于人，犹人之有望于天

也。”（《袁氏世范·治家》）。所以袁采要求子弟遇到

天气寒冷时，经常去检查一下牛、马、猪、羊、鸡、狗
和鸭的圈窝是否能够抵挡寒冷，此乃“仁人之用心，

见物我为一理也。”（《袁氏世范·治家》）。袁采的爱

物惜命的思想，在这里得到深刻的体现。

四、切近实际、使之有业的教子理念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乃

至一个社会的兴衰存亡，无不系于对下一代甚至几

代人的教育和培养上，教育培养他们立身成人，担

当起兴家立业，光宗耀祖的任务〔9〕。很多古代家庭

教育思想中，对于子女的教育一直是以“蒙以养正”
为理念的，注重子女习惯的养成，《袁氏世范》则是

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见解。
袁采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提倡子弟不可废学，

子弟须使有业。出于扩大统治基础的目的，南宋的

统治者对于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采取“寒门入仕”
的政策，增加了科举取士的名额，在社会各阶层形

成了“学而优则仕”之风〔10〕。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

人们读书学习的目的只为做官，对于知识的选择往

往局限于科举考试的范围，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实

用性的内容。袁采深深地意识到：“富贵之家教子弟

读书，欲其取科第及深究圣贤言行之精微。”（《袁氏

世范·睦亲》）。他认为子弟知书能够在科举考试中

得中，固然是好事，但却不能成为唯一的目的。除了

应科举外，读书不光可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更

重要的是可以为实际的生产、生活做准备，为以后

的生计做准备。袁采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提出了

实用的教子理念，作为士大夫的他，能够突破封建

社会固有的观念，敢于挑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的思想，能够站在实用的角度上提出他的职业

观，具有深远的意义。

五、同情女性、提倡女教的女子教育主张

袁采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当时的一些社

会现象，并对女子接受教育及女子持家能力的培养

给予一定的肯定，表达了对女性的理解与同情，这

是《袁氏世范》家庭教育思想的又一特色。
（一）女性对于家庭和睦的重要性

在父权模式下的社会里，理论上丈夫在家庭中

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日常生活中妻子对于家庭的和

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采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一

点，他认为：“人家不和，多因妇女以言激怒其夫及

同辈。”（《袁氏世范·睦亲》）。为防患于未然，袁采强

调培养女性的贤淑品德，为此，对于女性的行为规

范作出了一系列严格的要求：首先，在言语上，要做

到不说刻薄的话，并且“背后之言不可听”，在衣着

打扮上，“居于乡曲，舆马衣服不可鲜华”，且“衣服

不可侈异。”（《袁氏世范·处己》）。因为“且如十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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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处，而一人衣饰独异，众目所指，其行坐能自安

否？”（《袁氏世范·处己》）。在行为上，袁采尤其强调

禁止赌博，“赌博非闺门所宜有。”（《袁氏世范·治

家》）。因为“士大夫之家，夜间男女群居呼卢至于达

旦。”除了有失清静贤淑之外，对于安全也是不得不

考虑的问题〔11〕。
（二）强调女性治理家庭能力的培养

袁采既强调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又积

极强调女性必须具有的治家能力。在“夫与子既贤”
的情况下，女性自然可以“不必预外事”，然而“父与

子不肖”，导致破家，“妇女欲求外事何意也？”（《袁

氏世范·睦亲》）。可以看出，袁采对于男权统治下的

女性地位，给予了深深的无奈与同情！同时，袁采

称：“妇人有以其父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

入，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

致破家当产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

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也。”（《袁

氏世范·睦亲》）。可见，袁采眼中的女性不光要有端

庄娴静的品质，还要有持家理财的能力，势必要受

到良好的教育，否则，怎能达到他所谓的“教养幼

子，计算钱谷出入”的目标呢？

（三）女性的婚育观

至于婚嫁理念，在我国古人及南宋时期人们的

观念中，结婚是家庭和家族的事，称为结两“姓”之
好〔12〕。只要双方的门第相当，家道殷实，生计上互有

往来，双方就可以互为婚姻。《袁氏世范》一书对于

女性婚姻这一方面论述得比较全面，主要从子女幸

福的角度以及家庭和睦的视角去看待女性的婚育

问题。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不问其女之贤否，今

之世俗，将娶妇惟问资装之厚薄”这种现象〔13〕，作为

地方官多年的袁采，熟知这一现象产生的种种弊

端，对此，他坚决主张嫁娶不能取决于对方的财富

及门第，主要看男女双方是否般配。
值得一提的是，袁采对于女性丧夫再嫁的问

题，则保持缄默以对的观点，完全是站在了女性的

视角去看待的，这一点难能可贵。因为袁采所处的

时代，是程朱理学成立的时代，理学家们大肆宣扬

妇女守节之风之时，袁采势必知晓，但有见寡妇治

生之难，守节不易，又无能为力，只好缄默以对，表

现出了袁采对于女性的理解与同情，难怪陈东原称

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女性同情论者”〔14〕。
整体而言，《袁氏世范》涉及的家庭教育的内容

广泛而具体，一反前代家训著作意求典正的宗旨，

突出体现了“厚人伦而美习俗”的特点。其中以德为

本的处世哲学，对于处理各种关系，维系家庭和睦

有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救怜济贫、博施济众的人

道思想将袁采的仁爱思想推及自然万物，对于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考价值，而切

近实际、使子女有业的教育理念，在当时社会中突

破了重农轻商的藩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我

国家庭教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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