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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代家庭建设提供根本遵循

·编者按·

记录女性与建筑相遇的美好风景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的论述，高度强

调家庭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的基石作用

和在人民幸福生活中

的港湾作用，科学回

答了新时代家庭建设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体现了党对家庭建

设的战略性思考和规

律性认识，是马克思

主义关于家庭的理论

逻辑、中国传统优秀

家庭文化的历史逻辑

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实践逻辑的

辩证统一，为新时代

家庭建设提供了根本

遵循。

·阅读提示·

——“她建筑：世界著名女建筑师传奇”展览暨学术沙龙举办

——学习《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论述摘编》

■ 尹旦萍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承载着经济发展、情
感交流、人口生产、教育感化、生活照料等多重强
大的社会功能。家庭的地位和功能决定了它一方
面牵涉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另一方面关系到国
家民族的盛衰治乱。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家庭建
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
论述，高度强调家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基
石作用和在人民幸福生活中的港湾作用，为新时
代家庭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家庭理论中国化的最新
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们在创立其思想体系
时，就将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马克思、
恩格斯指出，人类的生存受到四个前提的制约，
即物的生产、需要的产生、人的生产和由前三者
而来的社会关系的制约，其中人的生产指“每日
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
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
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也就是说，人的
历史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建立与发展，都离不开家
庭。恩格斯晚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更是从家庭的演变揭示人类文明社会的内在
矛盾及本质。通过这些阐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家庭理论。

中国共产党具有推进马克思主义家庭理论中
国化的理论自觉。建党初期，蔡和森用中国的话
语体系转述并再阐发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的核心观点，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人则运用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提出了建构现代家庭的理
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
通过与时俱进创制修订婚姻法、持续评定嘉奖“五

好家庭”等形式，形塑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
意识形态，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建设的行
为准则。

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
高度，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为指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探索中，作出了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一
系列指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家庭建设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家庭理论的开
放体系添加了新时代中国的新元素，是马克思
主义家庭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
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治国理
政的高度，从不同视角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注重家
庭家教家风的重要论述。一是从人民群众对家庭
幸福的新期盼新需求的视角，强调“国家富强，民
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
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针对家庭领域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要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
一项长期任务抓实抓好。二是从国家发展、民族
进步、社会和谐的视角，强调“家是最小国，国是千
万家”，家庭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紧密相
系，即“千家万户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提
出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家庭梦融入
中国梦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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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从教育
的视角，强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应该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传
递给孩子，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的每一粒扣子，长大
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四是从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强调广大家庭都要弘扬
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

会的好风气；社会各界要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
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
风尚。五是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视角，要求领导干
部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
家；严格要求亲属子女，引导他们坚决听党话、跟
党走。

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论
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饱含深情，语
言平实，既从治国理政的理论高度，聚焦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凸显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党和国家
事业、人民幸福中的重要地位；又从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的独特视角，探求治国理政的新着力点，从家
庭建设切口提出了民族复兴、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新举措。这些论述体现了党对家庭建设的战略性
思考和规律性认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家庭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
新时代家庭建设的理论指南。

中国优秀传统家庭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家国同构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家国同构
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家国在组织结构上都具有等
级关系。家是一个宗法共同体，内部有辈份、性别
等级关系；国是宗法共同体的集合体，有君臣、上
下等级关系。等级是家国的基本秩序。二是家国
在伦理关系上具有相通性。与等级秩序相应，无
论家还是国，伦理规则都以维持等级秩序为基本
导向，都以统治/服从的权力关系为共同本质。国
家伦理移位到家庭场域，则为家庭伦理；家庭伦理
的延伸扩展至国家，则形成国家伦理。在“王道之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官方意
识形态中，“一纲”属于国家场域，“两纲”属于家庭
场域；忠孝并举也是各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指标。
三是家国在治理上具有递升关系。在“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规划中，治理视阈从个体、家
庭，扩展到国家、天下，“齐家”是实现经世致用抱
负的必经环节，所谓“治家如治国，治国如治
家”。正是因为家庭在传统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历代统治者用礼法并用的方式，开展家庭
建设，强化家庭伦理秩序，形成了精深的家庭文
化。历代帝王、士大夫用以规训后辈、整肃家风
的家训甚至发展成为一种蔚为大观、流传至今的
文化形态。

虽然传统家庭文化中有一些附着于农业经济
土壤的糟粕，如长幼之序、男女之别、愚孝愚节等，
但其中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的价值取向、传递真善
美的内容，都是跨越时空的历时性精华，理应成为
新时代推进家庭建设的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
非常注重从优秀传统家庭文化中汲取智慧。他
说，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尊老爱幼、妻贤夫安，
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
理、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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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注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论述正是传统优秀家庭文
化基因的当代延续，是传统优秀家庭文化在新的
时空背景中的俱进转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
庭文化的鲜明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论
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的理论逻辑、中国传统
优秀家庭文化的历史逻辑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指导新时代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的根本遵循。

（作者为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70年
党的妇女工作的历史与经验总结”（19BDJ063）阶
段性成果。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近日，“她建筑——世界著名女建筑师传奇”展
览在北京建筑大学开展。展览由北京建筑大学文
化发展研究院、北京建筑大学女教授协会和中国妇
女报《新女学》周刊联合主办，选取38位曾经或依
然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女建筑师，展出其创作作品
及个人风采，邀请人们发现和重新认识女建筑师，
激励更多女性进入建筑领域。

此次展览共分女建筑师先驱、普利兹克建筑
奖获得者、卓越的欧美国家女建筑师、卓越的亚非
国家女建筑师、知名华人、华裔建筑师和新生代代
表性女建筑师六个模块展出，持续到5月底。展
览期间，还举办了“那些让石头舞蹈的女建筑师”
学术沙龙。

建筑行业中女性缘何缺席？

建筑一直是男性的主导领域，女建筑师往往处
于边缘，更鲜少有家喻户晓的女建筑师垂名建筑
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建筑学院学习的女
性越来越多，但建筑设计领域女性从业者人数并未
随之增加，且越在高层次的建筑专业人才队伍中，
女性的身影越少，女性更难以获得建筑师职业领域
的重要奖项和荣誉。

北京建筑大学秦红岭教授多年深耕建筑伦理

领域，发现建筑史是男性主宰的历史，进而致力于
发掘“女建筑师的历史”。近年来，她持续关注女建
筑师群体及其创作，并于2018年起受中国妇女报
《新女学》周刊之邀，为专栏“世界著名女建筑师传
奇”撰稿，介绍国内外优秀女建筑师的创作生涯与

代表作品。在她看来，尽管当下，有越来越多女性
进入建筑行业，但女建筑师职业发展中仍面临“玻
璃天花板”效应，其专业能力和成就往往被轻视，仍
存在很多隐性的性别限制。

北京中联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建筑师赵敏
则表示，建筑领域中女建筑师的缺席，在学生时代
就开始了，建筑学专业的女学生在毕业时常被迫分
流到媒体和教师等行业。此外，女建筑师面临更
多职业晋升瓶颈，大多集中于建筑设计行业的中
层岗位，缺少顶尖的女性设计师。一些大型国家
级工程项目中，女建筑师带领的团队时常会面临
类似“女性精力达不到”“体力不行”“不够专业”
等偏见。社会普遍更相信男性的专业技术和能
力，对女性的能力存在低估，这是个普遍的社会观
念问题，并不只出现在建筑设计领域。此外，同所
有女性一样，女建筑师也面临着艰难的家庭-职
业平衡问题，迫切需要社会支持。在赵敏看来，女
建筑师正在逐步克服这些困难，在建筑领域发挥
聪明才智，比如，著名女性设计师扎哈·哈迪德就

是一个重要典范，她不仅是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更
成为建筑设计领域的“顶流”模范，其榜样作用会
激励更多女性前进。

北京金恒丰城市更新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设计主管赵长海认为女建筑师正在越来越多地打

破建筑行业“玻璃天花板”。在他所在的工作室，女
建筑师数量多于男建筑师。在其建筑学习历程中，
他也发现班上表现优异的很多都是女性。但，他同
时也提出，建筑行业中仍存在严重的求职性别歧
视，很多单位对女生存在偏见，一些单位或工作室
在招聘时会“只要男生”。事实上，女性建筑师群体
力量庞大，鼓励更多女性建筑师加入建筑行业，才
能让建筑设计更加多样化。

充分发挥女建筑师潜能

2021年，女建筑师安妮·拉卡顿与其搭档让-
菲利普·瓦萨尔获得普利兹克奖。而在2020年，获
得普利兹克奖的则是来自爱尔兰的伊冯娜·法雷尔
和雪莱·麦克纳马拉，这也是该奖历史上首次出现
两位女性获奖人。女建筑师在建筑领域取得的卓
越成就，使得这一群体受到更多关注。事实上，在
建筑设计的众多方面，女建筑师都有巨大潜能与独
特魅力。

秦红岭援引清华大学庄惟敏院士观点提出，越
是贴近生活的创作，女建筑师越能施展其才华。在
建筑设计行业女性拥有独特优势，让她印象深刻的
是日本著名女建筑师妹岛和世的成名作是一个工
厂的女子宿舍，妹岛和世在其中特别强调了对女性
需求的重视。此外，女建筑师对整体空间的感受力
非常敏锐，特别重视公共空间的设计，而不仅仅是
外观宏大、壮丽，其设计风格更具备人文关怀与本
土特色。

赵敏认为女建筑师在住宅设计、文化遗产修
复和保护以及室内建筑设计等方面有突出优势。
在住宅方面，女设计师更能够因地制宜，比如在房
价高企的大都市，住宅设计更讲究对每一寸空间
的合理利用，女建筑师在这方面更讲究细节的完
美，表现优异；在文化遗产修复和保护的相关设计
中，女性也拥有更为丰富的感知力，比如张锦秋院
士对西安古文化建筑保护的设计，包括大唐芙蓉
园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都体现出非凡的想象力和
感知力；在室内设计领域，女性在建筑材料选取方
面拥有独到之处，比如，当下很多有特色的网红民
宿，都出自女建筑师之手，这种设计需要室内室外
的一体化构想，为女建筑师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
的巨大空间。

赵长海认为女性在建筑设计领域的优势还
表现为其拥有出众的领导能力，女性更具同理
心、拥有强大的沟通和协调能力。此外，女性执
行、落实能力很强，性格更加积极乐观、面对挫折
更为坚韧。这些都可以成为女性在建筑领域脱
颖而出的资本。男性设计视角下，往往更加青睐
于宏大、坚硬、“阳刚”的设计风格，而从女性视
角出发的建筑，则更加多彩、更加富有关怀、更加
贴近生活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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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建筑——世界著名女建筑师传奇”展览
现场。左图展柜中展陈了刊载“世界著名女建
筑师传奇＂专栏的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