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礼仪之邦，五千年的文化传承至今，深深铭

刻在中国人的心中。俗话说得好：无规矩不成方圆。每个

家，都有家训、家规、家风。从孟母三迁到岳母刺字，好的

家训、家规、家风不仅承载了祖祖辈辈对后代的希望和

鞭策，也体现了优良的民族之风。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

理的名人家风家训小故事，希望您读之受益。 ———编者

司马光教子有方

司马光，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司马光

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

识。他写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

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

废没落的教训后，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

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

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

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吉鸿昌不忘父训

吉鸿昌，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

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党军

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1920年，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

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廉正，多为天下穷人着

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

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

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

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

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

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廉正，处处为民众。当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

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

牲时年仅 39岁。

钱基博严格教育子女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

亲。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被痛打

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

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

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

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

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

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

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

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

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

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

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乃是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梁启超教出全能儿女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

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

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

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

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

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

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

平等的态度展开。

在写给儿女的信中，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

1927年 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爹爹是最富

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

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

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

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

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

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

“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丰子恺，让孩子享受应有的快乐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

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在生活中，丰子恺

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

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

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

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

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

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

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

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

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

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

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

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

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

务”。

有人说，上慈下孝，孝老爱亲者最美；有人

说，胸怀大爱，热心公益者最美；有人说，友爱

无间，邻里互助者最美；有人说，一身正气，德

艺双馨者最美。我们说，平凡的家庭虽然做着

平凡的事，但平凡的事却也时时能折射出人性

的光芒。这样的家庭也可称得上是“最美”。

在 2017 年河南省“最美家庭”评选中，我

市的张玉梅、李玉兴夫妇，入选了“最美家庭”。

三年前，张玉梅的身份是汝州市乐达公司

董事长，管理着年销售额上亿的家电企业，现

在的身份是汝州市孝德书院副院长，同时也是

身兼妻子、妈妈、婆婆、岳母多重角色的家庭妇

女。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她会

在家族企业蒸蒸日上的关键时候，急流勇退

呢？回归家庭，相夫教子的背后，有什么重大变

故呢？今年 54岁的张玉梅和记者分享了她的

治家之道。

人生到底需要什么

张玉梅和丈夫李玉兴都没有显赫的家世，

她娘家在山区焦村镇东沟村，李玉兴家在焦村

镇李楼村，他们父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建

国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尤其是李玉兴，他

的爷爷是地主家的佃户，给人家看家护院。当

炮手的时候，从寨墙上摔伤，在病床上躺了近

100天后撒手而去。之后，一家人逃荒要饭，要

饭途中，饿死了两个人，建国后虽然生活有些

改观，但也是普通人家，节衣缩食也仅够维持

柴米油盐。张玉梅说，我们能走上致富道路，最

感谢的是党的好政策。1986年，她和李玉兴结

婚，婚后的第二年，来到了汝州城区做家电生

意，从最早的夫妻小店，到今天拥有 100 名员

工，两家大型公司的汝州市知名品牌企业，这

30年来，他们靠信誉打天下，生意像滚雪球越

做越大，坚守的信念就是四个字“立德诚信”。

当初张玉梅、李玉兴夫妇来到城里做生意，最

大的愿望是挣够 1万块钱就收手不干，继续回

家当农民。夫妇俩设计的梦想是盖一座像样的

房子，买个能够坐人带运输的拖拉机，忙时种

种地，闲的时候能够开着拖拉机走走亲戚，伺

候着父母颐养天年，再把孩子教育成人，就算

完成了人生大事。没想到，正当生意刚有好转

的时候，一场大火，毁掉了他们所有的梦想。

1995年 1月 17日，张玉梅、李玉兴夫妇的

家电门市起火，烧掉了将近 30万元的货物，这

对他们来说是灭顶之灾，他们的全部家当加在

一块，也抵不上这些货物的零头。当时保险公

司核定损失后，怕 10万元以上定性为重大火

灾，就坚持仅包赔 10万元以下的损失。靠信誉

赊销的货款没有能力偿还，李玉兴四处奔走反

映情况，甚至给人跪在地上哀求，结果还是难

尽人意。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有贷款去偿还

货款。张玉梅、李玉兴夫妇的态度是人不能倒

在信誉上，砸锅卖铁也要对得起那些信任你的

家电企业。五年时间，他们省吃俭用，风餐露

宿，出去进货，一天只吃一顿饭。为了省下住宿

的费用，很多时候他们是在货车上睡觉，等到

把银行贷款还完后，张玉梅落了一身的毛病，

最严重的是胃病，疼起来浑身是汗。皇天不负

有心人，五年后，张玉梅、李玉兴夫妇事业也发

展壮大了，不光还清所有的欠款，还有了盈余，

到了五年头起，保险公司的官司也有了结果，

又赔付了他们 5万块钱。这时候，张玉梅、李玉

兴夫妇的观念也转变了，李玉兴深有感悟地

说：“一把火更坚定了我们发展事业的决心，如

果没有那把火，也许就没有乐达今天，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苦难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随着企业的发展，张玉梅、李玉兴夫妇过

上小康生活。1998年 9月，为了进一步提高管

理水平，张玉梅、李玉兴夫妇双双赴清华大学

经管学院学习深造。一流学府的文化氛围，渊

博学者的谆谆教诲，让他们豁然开朗，受益匪

浅。2014年，他们也改变了人生价值取向：人活

在世上，不单单是为了挣钱，还有许多更值得

追求的东西。张玉梅、李玉兴夫妇渐渐地爱上

了国学，学会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修

身养性，陶冶情操。通读《黄帝内经》，让他们学

会了善待身体，平衡心态；研读《易经》，让他们

学会了身心清净，智慧倍增；而投身汝州的国

学文化推广，更是让他们乐此不疲。2010年，张

玉梅又一次踏进清华大门专心研修国学，中华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使她的心灵再次得到升

华，也坚定了她在家乡普及传统文化的信心。

2011年张玉梅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姐妹发起成

立汝州市传统文化传播平台———孝德书院，并

担任孝德书院副院长，每月 20日为集中授课

日，张玉梅自费聘请知名国学教授在乐达公司

讲课，让市民免费听课。同时她还把所学的国

学文化传授给公司及周围的亲朋好友。乐达公

司员工人手一册《论语》，定期组织员工学习交

流。

2014年 4 月，张玉梅到曲阜学习，在孔府

看到了翁同龢写的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行

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个对联让张玉梅

陷入了沉思，她开始反思“赚钱为什么，为什么

赚钱”这个问题，企业发展了，目的是什么？张

玉梅开始剖析自己的家庭。儿子李韶桦在 18

岁的时候，张玉梅、李玉兴夫妇就把他送到了

部队当兵，整体素质是相当好的，大女儿李懿

琼受过高等教育，管理企业也是没有问题，但

前些年忙于事业，对孩子的言传身教是不是达

到了真正的期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现在条件好了，更应该注重对家风的培养。于

是，张玉梅、李玉兴夫妇商议，张玉梅辞去乐达

公司董事长职务，一心一意转入相夫教子的家

庭事业上，这个变动，为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

限的乐趣。

不忘初心 勇于担当

回归家庭是张玉梅的初衷。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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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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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书记的话对张玉梅影响深远，在商海里

摸爬跌打几十年，也确实需要静下来好好规划

经营自己的家庭了。张玉梅、李玉兴夫妇家现

在 10口人，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孙子、外孙

坐在一块儿，一大桌子，闲下来的时候，他们全

家经常围绕企业如何经营，家风如何传承这些

话题沟通交流。

张玉梅、李玉兴夫妇的企业在最难的时

候，是一大批信任的客户帮助了他们，门店失

火以后，第二天张玉梅、李玉兴夫妇在店门口

摆了个竹床，库房里的家电摆出后，前来购买

的客户们络绎不绝，客户们并没有因为张玉

梅、李玉兴夫妇没了门店远离而去，而是一如

既往地信任他们。这么多年，张玉梅、李玉兴夫

妇一直带着感恩之心去经营，只要有机会，就

最大限度地回馈客户，并把这种经营理念传给

孩子们。

张玉梅退下来之后，儿子李韶桦担任乐达

公司总经理，女儿李懿琼担任新创办企业河南

新乐电器的法人代表。张玉梅、李玉兴夫妇对

孩子们说，“乐达”创办时的初衷就是“乐人者

自发达”，这种理念，要成为李家的家风家训，

一定要传承。

“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

知难不难”。从 2014年开始，回报社会的公益

事业不再是张玉梅、李玉兴夫妇两个人去做，

而是全家共同去完成。2014年，汝州有个小姑

娘考上了大学，张玉梅、李玉兴夫妇听说孩子

交不起学费，就带着全家来到小姑娘所在的夏

店镇。进了家后看到孩子的处境，张玉梅的眼

泪止不住地流，这个叫李素利的姑娘是残疾孩

子，家徒四壁，上三年高中就没在学校吃过饭，

一星期从家里背 9 个馍，周三的时候，她妈妈

再送一回，就靠馒头读完了三年高中。当时张

玉梅、李玉兴夫妇全家不约而同地掏完身上所

有的钱送给这个姑娘。他们全家当即商定，由

全家出资供李素利上完大学。正好汝州另一位

企业家孟武也主动提出要帮助李素利，张玉

梅、李玉兴夫妇和孟武两家一道给李素利送去

了学费，张玉梅还把李素利的银行卡号记了下

来，准备随时资助她。如今，李素利已读完了大

学，前几天还给张玉梅打电话，说正在找工作。

张玉梅、李玉兴夫妇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们

商量，如果这个孩子因为残疾找不来工作，就

招聘到他们的企业，为她提供就业门路。

这些年，张玉梅、李玉兴夫妇用于公益事

业的捐款已经达到 300余万元。最近几年，张

玉梅、李玉兴夫妇开始让儿子和女儿去主导公

益事业，企业捐助由他们批钱。张玉梅、李玉兴

夫妇发现，孩子们在公益事业上非常踊跃，张

玉梅、李玉兴夫妇设立了家族助学基金，每年

用于奖励亲属的资金都不低于 3万元。

社会上只要有资助求助，他们从来没有拒

绝，每年都资助贫困生。家乡李楼村重建村委

会时，张玉梅、李玉兴夫妇捐助 10万元。家乡

修建长善公园，他们又捐助 10万元。2014年，

他们为汝州一高捐助 658台电风扇和 7台海尔

全自动洗衣机。2015年，为全市抗战老战士赠

送洗衣机 20台，为敬老院孤寡老人赠送电取

暖桌 27台。每次捐助后他们就像过节一样开

心，他们全家人都知道，帮贫济困，修桥铺路，

为社会做点好事，是份内的事，也是全家人的

责任。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家国天下”的情怀，深入张玉梅、李

玉兴夫妇家庭每个人的骨髓。建好了“小

家”，守好“大家”，他们用不懈的努力，浇灌

家庭的幸福之花，释放出更为强大的正能

量。

厉行节约 勤俭治家

父母是儿女最好的老师，现在张玉梅、李

玉兴夫妇也算是功成名就，儿孙满堂了。越

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越是觉得肩上的担子

更重，更应该给儿女做好表率。张玉梅与李

玉兴结婚没多久，婆婆就不幸去世，张玉梅

无怨无悔地承担起照顾公公的重任，从洗衣

做饭到换洗被褥，张玉梅以一个儿媳妇的细

心，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公公的衣食住行。因

担心公公失去老伴伤心，她就每天想办法哄

老人开心，变着法为公公做好吃的饭菜。甚

至在那饥寒未尽的年代，张玉梅还省吃俭用

攒下几百元为老人买了一件皮袄。虽然李玉

兴有兄弟姐妹四个，但 20 年来，公公却一直

住在张玉梅、李玉兴夫妇家。2000 年，公公跌

倒住院，张玉梅天天守在身边，为公公洗脸

喂饭，擦屎倒尿，俨然是他的亲闺女。2010

年，公公临终时拉着张玉梅的手说：“咱家有

你在，我就放心了。”

张玉梅确实没有让公公失望，张玉梅、李

玉兴夫妇家现在是夫妻同心、儿女和睦，父敬

子爱，其乐融融。每逢周六晚上家庭读书会时

间，一家人都围坐一起学习国学，分享感悟，汲

取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智慧。

2017年春节，张玉梅、李玉兴夫妇家吃团

圆饭前，全家学习了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的

讲话，儿子、儿媳、女儿、孙子给他们磕头拜年，

和其他家庭不同，张玉梅、李玉兴夫妇不是给

孩子们发红包，而是孩子们给他们红包：向他

们讲述新年计划。张玉梅、李玉兴夫妇最大的

希望是孩子们能清清白白做人，做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一言一行、一

举一动都非同小可，张玉梅、李玉兴夫妇都

喜欢从家庭做起，以家风建设助力家庭涵

养，以勤俭持家引领家庭和谐。在他们家中，

最反对铺张浪费，小到一粒花生米、一张纸、

一滴水都不浪费，在这方面，李玉兴做得最

好，他每次吃完饭后，喜欢在碗里兑点开水，

美其名曰“开胃水”，一口喝完，从不浪费。张

玉梅、李玉兴夫妇家没有剩菜的习惯，刷碗

的水浇花；垃圾分类，能够做肥料的，沤制后

种菜用；能利用的收集打理，送给收破烂的

小贩。每次上超市，张玉梅、李玉兴夫妇都带

上袋子，尽量减少垃圾污染，家里几乎不产

生废物垃圾。他们老家有五亩耕地，种有花

生、芝麻等，一有空闲，全家都去田间劳动，

孩子们从耕种中体验到快乐。现在，连他们

的小孙子都知道家里有花生、芝麻，天天喊

着要去薅草、扒花生。

张玉梅、李玉兴夫妇的家庭是平凡的人

家，生活虽平平淡淡，却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他们崇尚简单质朴的生活，传承着华夏民族

优良的品质，并在不知不觉中延续着这样的

家风：家德是尊老爱幼、宽容博爱、善待他

人、重礼谦让；家规是站坐有姿、互敬互爱、

勤俭持家等；家训是诚实守信、见义勇为、清

白做人、爱岗敬业。没有惊天动地故事，30 年

来，张玉梅、李玉兴夫妇一直带着感恩活着。

张玉梅说：“是社会的帮助，成就了我们的事

业，也是社会的帮助，让我们懂得‘以德立

家，以德治家’的真正含义，良好的家风对社

会而言，就是一种道德的力量。我希望我家

的家训、家规、家风能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有

朝一日，实现幸福的四大目标：和谐、文明、健

康、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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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家庭的平凡故事
———河南省“最美家庭”获得者张玉梅、李玉兴夫妇的治家之道

记者 赵彦锋 梁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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