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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理想信念是世界观的核心，是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凝炼。因此，理想信

念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一所高校必须把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当

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全体教育教学工作者应该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的传播，帮

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不懈地用科学的理论武装

大学生的头脑，积极探索寻找有效的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载体和方式方法。

我院自 2004 年即推出“四想四对照”主题教育活动，通过算经济账、写家书、

成才演讲等多种生动活泼的方式，使广大学生从感恩中激发学习自觉，从学习

中练好本领，立志成才，报效祖国，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界定在物质性与精神性的高度统一上，人活着首先必须

“吃喝住穿”，但人的需求层次必定会跃迁，人生之境界也终究要升华，人最

终要把自己的心灵安放在“活生生”的精神家园里。“四想四对照”主题教育

活动从学生身边人，微小的事入手，杜绝了以往理想教育中普遍存在的空洞说

教、不着边际的弊病，真正做到了入耳、入脑、入心，创新了大学生理想信念

的教育方法，受到学生、家长及社会的一致好评。实践证明“四想四对照”主

题教育活动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载体，她为大学生精神家园的构建找

到了可行的路径。 

为了对该活动进行概括和总结，使其上升至理论的高度，以期更好地指导

和帮助大学生成长成才，我们以党的十八精神为指导，从哲学、社会学、人本

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理论层面阐释孝敬感恩、励志成才、提徳强能和报效国

家等的内涵及相互联系，组织编写了《以孝励志  成才报国——“四想四对照”

主题教育读本》一书。 

全书分四篇，共十二章，基本构架采用“主体+附录”的体例。 

本书由许华春、贾恭惠提出编撰设想，思政教研室负责具体实施。最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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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华春主编、贾恭惠副主编统稿、审定。本书各章的撰写人员分别为：第一章、

第三章：颜新长；第二章：潘宇；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韦陈锦；第七章、

第八章、第九章：何斌、卢红军；第十章、第十一章：赵振国；第十二章：张

文绍。 

在本书的策划、编写过程中，学院领导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学院的有关

教授、专家给予了热情指导。在此，一并谨致谢意。在编写过程中，本书还参

考和吸收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深表谢忱。 

由于编者的学识和水平所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定有不少错误或不足之

处，恳请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 

 

 

 

 

编  者 

                                                    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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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兴文，富邦尚德。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政府和民间的普遍

重视。2014 年 2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和

把握中华文化在当代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国人的

基本遵循，才能在全球多元多样文化思潮风云激荡的当今世界，从根本上增强当代中国的文

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大学是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的基本场所，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阵地。自觉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高校有效开展立德

树人教育实践活动的内在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在高校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关键意义，也是我院组织开展“四想四对照”主题教育活动的

思想根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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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孝敬感恩文化源远流长 

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中凝聚、积淀、总结了许多优秀、精辟、独特的思想精华，已经

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为一代代中华儿女所认知、学习、传承。中华文化是中华

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的源泉。 
孝是中华传统伦理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华传统伦理体系的始基与诸德之首，也就是俗

语所言称的“百善孝为先”。中国文化从产生的时候起，就推崇慈孝，倡导感恩。仁孝为

本，恩恩相报，这就是我们祖先的信念。我们先贤推崇的偶像的共同特点就是仁慈孝亲，

福惠万民。无论是盘古、女娲，还是伏羲、神农，或是黄帝、尧、舜，他们的功德就是创

造文明，孕育文化，兴利除害，教化众生。 

第一节  孝敬感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 

孝亲，亦即孝敬。《国语·齐语》云：“於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慈孝於父母，

聪慧质仁，发闻於乡里者，有则以告。”北齐颜之推 《颜氏家训·教子》曰：“父子之严，

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黑格尔在谈到中国“孝

敬”问题时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这是说传统中国社会，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孝道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与

首要道德，曾经对传统中国社会与民众生活发挥过持久与深远的影响，在 20 世纪的中国，

它在一段时间受到轻视、否定和批判。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民族文

化的自信心进一步增强，从官方到民间，对传统孝道都是非常重视的，大家深切感到，当

代中国文化建设既要顺应当代公民社会的特点、倡导平等与责任，也要积极汲取我国传统

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与合理因素，弘扬孝敬与感恩，这样才会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复兴中

华民族文化，共建民族精神家园。因此，激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孝敬感恩道德，找

回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正当其时。 

一、要深刻领悟基于血缘亲情的孝敬感恩意蕴 

“孝”是指晚辈对长辈的赡养与尊敬。“孝”与“敬”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

文化背景，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道德标准和家庭教育的基础。只要家庭存

在，“慈孝”这一基本的人伦道德便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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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慈孝之道永存 

慈孝文化也是永恒的话题，因为它有着多维的非常坚实的、而且永远不可回避和抹去

的基础。首先，从生命和血缘的角度来看，慈孝文化展示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源性关系。

在社会生活中，人作为万物之灵，他的生命，这样一种传承性，通过慈与孝生动地反映出

来。所以这是人类永恒的基础，是永远不可颠覆的。只要人类存在，这样一种血缘关系就

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古往今来，父母对子女的慈爱纯粹出于一种无私的天性，《淮南子·缪称训》曰：“慈

父之爱子非为报也，不可内解于心……三月婴，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爱谕焉者，情也。”

古人也强调父母对子女应爱之有道，如果一味地溺爱，便不是真正的爱子女，而是害子女

了。司马光说：“天爱之，当教之以成人，爱之而使陷于危辱乱亡，乌在其能爱子也？”。《内

训》曰：“导之以德义，养之于廉逊，率之于勤俭，本之于慈爱，临之于严格，以立其身，

以成其德”；《孝经》曰：“君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

其严”。 

（二）孝敬之义在尊 

在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中，孝敬的基本含义主要包含有三个方面：第一，“善事父母”。

这是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孝的解释，也得到了后世的认同，成为孝的核心含义之一。

如何才算是“善事父母”？从伦理精神实质上讲，就是要对父母做到如下四个字：“爱”

“敬”“忠”“顺”。或者说，孝道主要是由爱心、敬意、忠德、顺行构成的。爱为体，

忠为用，敬为德，顺为行。第二，尊祖敬宗。孝在西周乃至春秋之前，其初始义是尊祖敬

宗。孝是从尊祖祭祖的宗教情怀中发展而来的。施孝的方式主要是祭祀。尊祖祀祖的伦理

精神在于：报本返始，慎终追远，继志述事。第三，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孝是保障人口

绵延的一套规则，要求每个社会成员要把组织家庭、生育子女当作义不容辞的义务。 

可以看出，孝道的上述含义把中国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连贯起来了。尊祖敬宗是对

祖先和生命之源的尊重。“数典忘祖”被中国人看作是最大的缺德。尊祖敬宗构成了中国

人厚重的历史感。这也是四大古代文明传统唯有中国文明得以延绵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感恩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主题 

在我国的家庭和社会伦理中，“孝道”与“慈爱”不可分，“孝敬”与“感恩”紧相依。

感恩生发于孝道，广博于社会，已成为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被看作是高度珍视

的品质之一。《说文》中曰：“恩，惠也，次心，因声”。从本体论角度看，感恩应是：“对

自然、社会和他人给自己的恩惠和方便由衷认可，并真诚回报的一种认识、情感和行为。”

显然，感恩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主题，是一个人思想感情的外显与流露。“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羊跪乳，鸭反哺”等佳句流芳千古，至今仍然沐

浴人间。在实践中，个人对于亲人的养育，对于他人、社会和自然给予的恩惠和方便心存

感恩理属必然。然而，实际生活中仍有不少人不懂感恩、不会感恩、薄情寡义甚至忘恩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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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自我意识膨胀。因此，注重慈孝感恩教育，不仅是人性的需要和回归，也是现代文化

与传统文化的对接和传承的需要。 

（四）感恩教育的哲学、心理学维度解读 

感恩是一种基于孝亲观念的积极的、正能量行为。从“感”到“恩”的转化是体现于

人的知、情、意、行中的相统一的心理活动过程。概括来说，包括三个层次：认知层次、

情感层次和实践层次。这三个层次相辅相成、统一一体。认知的明晰、情感的导抒、意识

的形成和行为的自觉，构成了一副知礼明理、重义笃行的意境图景。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忠

诚”“慈孝”都是感恩意识的表达形式。“孝”是以血缘关系表达的感恩意识，“忠”是“孝”

的扩大，则是以社会关系表达的感恩意识。感恩的内在动机存在于主体的主观意识中，主

要由认知、情感、信念和意志等要素组成。感恩教育就是要通过有效方法和路径促进主体

由感恩意向往感恩自觉转化。感恩的外在因素在于能够推动主体感恩活动的社会风尚和舆

论氛围等。因此，良好的社会风尚、优秀的家风家教都会对人的感恩行为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 
感恩教育则首倡感恩父母。《诗经·小雅》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

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对父母的感恩是儒家思想的

基本要求，也是一种心理情感的“君子”境界。从基于自然性的血缘亲情情感，进而赋予

“孝文化”的丰富而具体的内涵和意蕴。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爱”。而仁爱本身就浸透着

感恩的情愫。克己修身，提升自我，离不开感恩的情怀和行为。 
要言之，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中蕴含了丰富的感恩和人文思想。这些思想有助于我们

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在家要秉持孝道，而且要对社会、团体、人民、国家敬忠、持诚、尽责。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感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实际上就是人的存在和本质问题。马

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在创造自己哲学之时，虽然批判了黑格尔把自我和自我意识看作是脱离人体而独立

的精神实体的唯心主义错误，但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很显然，

在感恩的问题上，人的自我意识起了很大作用。人需要感恩亲情，感恩他人，感恩社会，

感恩自然界。这一切足以证明：实现人的本质，实现人的价值，须以感恩理念，去善待他

人，关爱社会。 

二、要认真理解基于家国一体的孝恩文化传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文性、道德性的“德”性文化。这一文化特点在文化的经典原

创就已经表现出来，并在文脉传承的长河中得以延续。它执著地探求着人间世俗之道，凸

显了对以氏族血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的思考；它更多地关注着现实人生问题，比如人伦关

系问题、社会治理之道问题、个体修身养性及修齐治平问题等，体现了对以价值规范为核

心的家国责任的思考。 

（一）家国一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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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家国一体为特征的使命体己文化。每个时代的中国人，都会将

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同国家的整体命运联系在一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展现的是无

比宏大同时又十分细腻的“家国情怀”，并延绵千年，成为国人的崇高理想。从历史上看，

我国古代社会是一种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中国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并未抛

弃原始社会的血缘纽带，而是把它与政治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和

伦理政治模式。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社会主要由家与国构成，而其中的第三领

域或狭义的“社会”并不发达。在周代封邦建国的政治体制中，宗主与受封者的关系，是

一种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统一。孝德在周代产生之初，就是亲情与政治的合一，尊祖敬

宗的目的就是和睦宗族，加强政治统治效力。台湾学者杨国枢在其《中国人之孝道的概念

分析》中指出：“传统的中国不仅是以农立国，而且是以孝立国。”中国人在家孝亲，在

朝忠君，而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因此，说孝是中国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的精神基础是

符合历史真实的。 

在全民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弘扬之际，重新审视孝敬感恩传统与中华文化的关

系，对于增强民族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传统“孝敬感恩文化”

的文化密码，就是血缘亲情、“亲子之爱”以及内在于其中的亲情“双向交往”伦理关系

的心理机制。“孝敬感恩文化”是父母与子女血缘真情（“本”）与道德规范（“末”）

的统一；不要“弃其本而适其末”，而应“崇本以举其末”。要建设“和谐家庭”，生活

在现代社会的为人父母和为人子女都应该自觉于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人类“亲情”之爱，

和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真情的“双向交往”机制的亲情关系。 

（二）家国一体体现着孝恩道德智慧 

家国一体的孝敬感恩文化，在中国人心中也是一种道德智慧。孟子曾说：“天下之本

在国，国之本在家。”这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

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意识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

深层。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道德、倡孝亲敬长的根本原因。

在家国同构的宗法观念的规范下，个人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因此特别重视家庭成员之

间的人伦关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这种人伦关系的实质是对家庭各个成员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加以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育的责任，子女对父母有奉养的义务。这就

是儒家所倡导的“人道亲亲”。由“亲亲”的观念出发，引申出对君臣、夫妻、长幼、朋

友等关系的整套处理原则。诚然，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残害人性、盲从盲信、极不

平等为特征的“愚忠”“愚孝”，我们应该批判、剔除之；但是，孝敬父母、尊敬长者的

基本思想，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调整、和谐家庭关系所积累起来的伦理规范，是历代人们

所认同的传统文化精神，在今天仍需继承和发扬。这是因为，孝敬父母不但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它不但可以促进家庭的和睦、团结，也有助于社会

与国家的稳定，使社会正气上升。 
将这种孝亲敬长的精神推而广之、传承弘扬，用以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

系，其基本的道德原则就是“能近取譬”，即以自身作譬喻，来考虑如何对待别人，古人

叫做“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用孟子的话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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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意思是，敬爱自己的长辈，进而推广到敬爱别人的长辈；疼爱

自己的孩子，进而扩大到疼爱别人的子女。这样，要治理天下，也就要以孝为先，以孝治

天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文化，也就能起到维持社会安定的作用。 

（三）孝敬感恩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首要之题 

与文明不同，文化专注的是人，是思想，是精神。孝敬感恩文化之所以能千年流传，

活在我们的基因里，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是因为它在当代中国仍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仍然被中国广大老百姓看作是最重要的道德。找寻孝敬感恩的文化源头，回望其激浊扬清

的传承历程，深深感到孝恩文化那纯真自然的情怀底色。在古往中国的生产力状况下，在

以家庭、家族为基本的社会生产、生活单位的状况下，人们要生存下去，必须采取代际反

哺互养的方式，这也是人类互相珍视、保护生命和繁衍存续的合理方式。这种代际养育间

涌流的亲密关系，会自然形成子辈对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的爱戴尊敬之情，但怯于这种感

情会随着时间弥久受到各种干扰而被丢弃，因而提倡孝恩文化，规范亲情道德，以维护人

类这种美好的感情，并启示鼓励人们将这种善良情感和伦理义务不断地扩于宗族、乡里、

民族、国家、社会以及整个自然界。父母是自己生命所由，亲子关系也是一切人际关系中

最自然、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因此很难想象一个人连给予自己生命的父母或者养育自己的

亲人都不爱不敬、不知感恩，他怎能生发出对他人、国家、社会的爱呢？怎么会有健全的

人格结构和良好的品质呢？因此，孝敬父母亲人、哺惠感恩他人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传

承的题中之首义。 

三、要悉心把握基于当代社会特征的孝敬感恩风尚取向 

（一）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传统文化的革旧鼎新 

近代以来，工业文明进步使人们从传统农业文明的圈域中走了出来，人们以主体性的

视觉，客观地对根源于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理念、道德规范要求进行了审思和创新。20 世

纪初发生于中国故土的新文化运动，鞭挞了君权道德功能的虚伪性，宣扬了法律及公共伦

理制度伦理建设的合理性。但是，近百年社会的发展，使我们也看到：市场经济虽然解放

了人们长期受压抑的欲望，促进了人们的自主性、独立性和个性。但是工具理性和功利意

识的过度张扬，导致了当代社会关系紧张、道德荒凉、精神孤独、身心疲惫。市场经济不

仅使社会上人与人、人与社会间出现诸多问题，而且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也酿成一系列关乎

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危机。事实证明，只有实现对市场经济进行理性驾驭，弘扬优秀传统

道德文化，才能实现社会真正的文明和进步。 

（二）孝敬于当代应赋予新内容、提出新要求 

当下，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和

全球化信息资源共享，社会已由过去比较单一的结构向复杂的结构转变，利益主体更加多

元，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利益需求更加多样。在这种多变的情势下，人们原来所熟悉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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