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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一段时间在网上听了一节公开课,触动了我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部

位,感情的闸门一下子关不住了这节的题目是 «百善孝为先»,教

师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学生泣不成声地真情对白,课堂上洋溢着浓浓的

情义,感人肺腑,其中那句 “世界上最不能等待的事情就是孝敬父母”,

深深打动了我的心.听完课立即查询,“百善孝为先”这句大家耳熟能

详的话究竟出自哪位古代哲人? 原来也不太久远,出自清代,是一本与

«菜根谭»、 «小窗幽记»并称为处世三大奇书的 «围炉夜话».该书以

“安身立业”为总话题,分别从道德、修身、读书、教子、忠孝、勤俭

等方面,揭示了 “立德、立功、立言”的深刻含义,洋洋洒洒,方方面

面,谈的很全面,但紧要之处、经典之语还是在讲到孝的时候说的话 :

“清贫,乃读书人顺境.节俭,即种田人丰年.习读书之业,便当知读

书之乐.存为善之心,不必邀为善之名.”“常存仁孝心,则天下凡不可

为者,皆不忍为,所以孝居百行之先.”孝,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恐

怕就是那句对 “孝”的理解和阐释最为精到,最能体现五千年中华文明

的特质,一下子被人们牢牢地记住了,这个理念也一下子流行了起来.

中国历史上对孝的论述很多.孔子认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而孝就是 “为仁之本”.孟子认为,孔子把孝作为 “本”,就使得 “仁”

这个概念坐实了,也找到了 “平天下”的基石,故孟子说 “仁之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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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是也”,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孙中山提出 “四维八

纲”———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孝是排第一位的,他说: “讲到 ‘孝’

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所以 ‘孝’字更是不

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 ‘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

自然可以强盛.”毛泽东在１９４４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指

出:“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

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鲁迅说过:“二十四孝”的

故事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

可惜,中国在革命、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对传统文化采取全

盘否定的态度,甚至用 “污名化”的手段夸大其中的糟粕成分,以至于

很多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优秀文化精髓被从民族的脊柱和骨骼中

抽了去,使大众血脉里出现了严重的 “干细胞缺乏症”,导致人体造血

机能的退化.关于孝的历史传统与经典文化也是这样被淡出人们视野

的.

近年来,在社会上重新燃起了倡导孝文化的热情.有的中小学自发

进行了以孝道为主要教育内容的专门课程的教改实验取得良好效果.有

的大学给学生布置的假期作业是回家为爸爸妈妈洗一次脚受到家长的肯

定.有的媒体连续数年开展了评选演艺界明星中的 “孝星”,有的电视

台还以 “不孝能否做公务员”为题开展辩论比赛,赢得不少观众的好

评.有一些民间有识之士成立了专门研究和弘扬孝文化的组织,响应者

众多.有的地方组织人事部门还把是否孝敬父母作为对干部进行考核的

一项重要内容,丰富了对公共管理人员绩效评价中 “德”的内涵.中央

相关部门主持的几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都把 “孝老敬亲”作为五大类之

一,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评全国的十大孝子.这些活动不仅表达出对

现实信仰危机和亲情缺失的关切,也体现了社会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和对

人类文明的回归.

２

孝文化漫谈



由此可见,对传统文化采用简单化的一概否定的态度,是不足取

的.五四运动以来为了反封建而把孝精神判定为思想枷锁加以批判,一

棍子打死,就如同现在有人要全盘肯定所谓国学,并以此取代现代科技

知识的学习一样,都是不符合历史主义和科学发展观原则的,也都是违

背人民群众意愿的.

由此可见,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就是对未来美好事物、当下美好事物

与以往一切美好事物的有机融合,是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之上的发扬

与发展.宏耀中华孝文化,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正在向纵深发展,标志

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成熟.

由此可见,于浩渺如烟的历史长河中汲取甘露,以孝文化营养作为

时代的滋补品,加强孝心建设,复兴中华文化,共建精神家园,对于提

高个人的素养,增强家庭和社会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实现

民族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历史赋予当代人的重任.

孝,是一种心理活动,是心意、心地、心境、心态的集中体现,而

且可以上升为一种信仰,产生对祖先的敬仰和对活着的人的尊重,建构

对生命自身以及生命延续的崇拜和祈求.

孝,更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是将内在的孝心转化为实际孝行的

行为过程.孝不能仅以抽象的方式孤立地存在.一个人口口声声说自己

有孝心,却干出数典忘祖的丑事,那种口是心非乃是最大的不孝.

这本书就是通过一系列前贤和今人的案例,以及新旧２４孝、名人

论孝１００句等,讲述教孝、劝孝、怀孝、尽孝、献孝的生动故事,梳理

古往今来孝文化脉络,挖掘传统孝文化的当代价值,力求做到寓心于

行,寓教于乐.愿本书的出版为孝行天下、孝治天下做出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高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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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孝文化的当代意义

传统孝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孝文化,是以孝观念

为核心、体现在家庭生活中子女对父母、晚辈对前辈的尊敬、爱戴和赡

养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实践的复合文化.在几千年来的孝伦理的实践过程

中,孝观念积淀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体现在几千年来中国人

的行为规范、道德生活乃至礼仪、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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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

讲话)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孝道和孝文化与封建社会的封建制度的维系

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把它作为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与封建文化给予批

判.然而,孝的伦理观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文化内核之一,是

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核之一.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不可割断历史,孝文化

作为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和社会建

设,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与意义.

一、孝的历史功能

“孝”为传统社会中子女敬养父母的道德要求. «尚书尧典»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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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谐以孝.”«尔雅»说: “善父母为孝.” «礼记祭统»说: “孝者,

畜也.顺于道;不逆伦,是之谓畜.”这些说法不一,但精神不二,所

表达的都是对父母的尊从与奉养.我国现存的甲骨文,虽没有 “孝”

宇,但有 “老”与 “考”字.据古文字学考证,“老”与 “考”和 “孝’

字的涵义大体相同,都表示后代对父母及祖先的赡养与尊敬.在传统社

会,孝观念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传统社会是一个农耕文明的社会,农

耕文明的经济生活特征是以家庭为单位.长辈家长不仅是生育与养育的

亲人,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与依靠.一个家庭在家长的带

领下,从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经济生产活动.农耕经济活动是一种

以经验性的传、帮、带为主的经济活动,家长在一个家庭中,不仅是血

缘意义上的长者,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参与者,在

这样一种经济活动条件下,家长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家长的这种权威不

仅是因为他们是血缘意义上的长者,更重要的是一个家庭经济的支柱.

在这样一种家庭的共同生活和共同进行的经济活动中,对于长者的尊敬

与爱戴的情感也就自然产生.孝的情感又反过来对家庭情感与经济共同

体的维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工业文明取代了传统的农业文明,传统家庭

所负有的生产功能已经被集体性的工业大生产所取代.不过,我们要看

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只要家庭还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作为社

会成员私生活的基本社会单位,那么,维系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就是任何

一个社会的基本需要.这是因为,只有家庭内部和谐了,社会成员的生

存与维系的家庭给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安宁与幸福,那么,这个社会也就

是稳定与和谐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要求是 “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修身是指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和道德培养,而道德培养的第一

个外在目标就是家.所谓 “齐”,意为整治,齐家即以孝道来整治家里

的秩序和人心.家庭的秩序与人心齐了,那么,进而外推,也就是社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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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秩序和谐.而齐家也就要求以孝德为核心.在现代社会,由于以家庭

为社会基本单位这一社会学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因而,传统孝观念所要

求的整治家庭的功能仍然有着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一个家庭内部关系

的和谐,重要方面就是代际关系的和谐;如果没有孝德,也就不可能实

现代际关系的和谐.试想一个家庭内部子女不尊重父母,或父母得不到

应有的尊重,必然使得代际之间的关系产生矛盾和紧张.在中国传统道

德看来,更为严重的是,一个人在家如果不尊重父母,那么,很有可能

在社会上就会犯上作乱.这一推理的基点是,生养自己的父母应当得到

应有的敬重 (孝),如果得不到,这样的子女就缺乏最基本的道德.一

个缺乏最基本的道德的人,在政治上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基础.正因

为如此,«围炉夜话»说:“百善孝为先”,即所有人的善或社会之善的

基点在 “孝”.

二、孝是情感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和家庭的生产功能的消退,长辈家长作为经验

性的行家里手的现象几乎不复存在,从而影响到家长的权威地位.不仅

如此,现代社会出现不同年龄层次的心理文化上的差别,即所谓 “代

沟”.在代沟的影响下,老年人在青年人心目中不仅没有地位,而且得

不到年轻人的理解.因此,现代社会不能以家长的权威为理由来重新提

倡孝道.实际上,我们不仅要从客观的经济层面来看待老年人在传统社

会所受到的敬重,而且应当从道德情感层面来进行分析.在现代社会条

件下继承孝道和弘扬传统孝道中的优良因素和价值,主要不是从权威意

义上讲,而是从道德情感意义上讲.

孝的培育是施从亲始的道德情感的培育.在传统孝道看来,孝是人

生的一个自然生发的亲情情感.任何个人都因其父母而来到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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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并且,人的幼年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的幼年如果没有亲人的抚育,

可能就不能渡过他或她的幼年期.一匹马或一头羊,一生下来,只要风

把它的皮毛一吹干,就可以在草原上奔跑起来.而人的生命是如此脆

弱,只有亲人无时无刻的关照,才可渡过其婴儿期.正是因为父母无私

的爱,才使得人得以成人.在子女年幼时,父母为子女尽心操心,是父

母的责任与本份.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人爱自己的

生命,因而爱生养他的亲人.父母与子女的爱是自然生发的,而不是外

力强加的,因而是无条件的道德情感.相反,不践行孝道是不道德的.

在人的孩提时代,当我们觉察到自己的存在时,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有

了双亲.基于对父母的爱和尊重之上的孝起初是孩子天性和爱心的觉

醒,经过强化和培养,会逐渐成就孝道,然后进一步,成为超越任何个

人私利的人格.

孝的培育又在于父母对子女的天然情感和关照为前提.子女为父母

尽孝,是在子女成长懂事之后才有的.前面已述,父母则在我们还不知

这个世界为何物时,已经为了我们而尽职尽力.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蕴含

着父母养育子女、女子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关系既不是契约协定,也

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交换,而是人性的自然产物.因而,这里有着不可推

卸的道德责任.所以作为普遍的出发点,孝应该放在一个持续的相互关

系中加以考察.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有一个基本的移情现象,它使得

父母特别理会到孩子的需要,而孩子则尤其亲近父母.两者相互都有亲

近感,达到爱的统一.子女尽孝也就是爱的体现,这样一种爱,也是人

对父母之外的他人的爱的起点.如果没有人对父母的爱,也就没有最基

本的爱的情感.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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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孝道外推

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不仅仅强调齐家,也强调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

下,也就是把孝道弘扬光大,达到孝治天下.中国孝文化把对国家的爱

以及对君王的忠诚看成是孝道的扩展和提升:“移孝作忠”.儒家伦理的

核心是仁的概念,而仁的核心则是 “孝悌”.在孔子那里,他以 “仁”

为最高道德要求,而 “孝悌”则是仁的基础.他说: “弟子入则孝,出

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

而»)并且明确地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 (同上)儒家的基

本教育,是道德教育,而道德教育中,孝的教育尤为重要.这里还需要

指出一点,即儒家往往 “孝悌”并用,孝是指对父母的德性要求,而悌

则是指兄弟之间的相互尊重,但前者更为根本.

孟子也明确谈到 “孝悌”作为基本的道德要求,并且把它看成是传

统的社会伦理的核心地位,这也是儒家的基本观点.孟子在见到梁惠王

时说:“王若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收,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

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

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在这里,孟子不仅把 “孝悌”看作是

基本的德性,而且提出了 “移孝作忠”的思想.汉代的董仲舒,不仅提

出了对两千多年社会生活影响巨大的 “三纲”原则,同样也把 “孝悌”

看作是基本的德性要求.他说: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

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

相为手足,合以成本,为可一无也.” («春秋繁露立无神»)又说:

“无孝悌则无所以成也.”(同上)所谓 “无所以成”,是指无孝悌则不成

礼乐,也不配做人,那也更无从谈起政治上的公忠.当代社会由于传统

的断裂,对于孝与公忠两者的关系已经看不到基本的联系.并且,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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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所强调的是公忠而不是孝,两者的位置基本颠倒.这是因为,政治

道德得到强化,而家庭伦理则退居社会伦理之后成为人们的私人道德.

政治道德得到强化,固然有着现实历史的原因,即多年来我们把政治上

的公忠摆在第一位,而忽视了家庭伦理的重要性.我们重新回顾传统孝

文化,首先应当看到家庭伦理尤其是孝德的重要.孝德是人类自然生发

的第一个个人对他人的爱和敬重的情感.正如 «孝经»所说的, “百善

孝为先”,因此,应当把它作为一切人的道德品性生长发生的基点来看

待,由此我们可以谈政治上的忠诚.我们多年来脱离个人的私德来讲政

治,实践表明这样的政治人是靠不住的,私德不好必然影响政治实践.

换言之,我们应当回过头来像传统孝文化那样,看待私人德性与政治德

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全面考察个人品德.这也是传统孝文化对当代政治

文化的启发.

实际上,把孝的感情与社会性的道德要求联系起来,仍然可以从道

德情感意义来论证.爱父母的情感作为一种天然的亲情,首先在于父母

对于子女的无私的爱.而父母对于子女的无私之爱,也必然培育子女对

父母等亲人的爱,这种爱也必然从对父母的爱进而发展到对社会其他一

般成员的爱以及对民族和祖国的爱.传统孝道认为为父母尽孝是一切教

化之本,由亲亲施始,亲亲启蒙,人情陶治,进而道德的升华.试想,

谁相信一个连 “亲亲”德性或情感都没有的人,会真心诚意地热爱他

人,热爱祖国呢? 把孝与公忠联系起来,其起点就在于教.这也就是孟

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施从亲

始的爱,其根本精神在于更多的远离对自我利益的关切,而把爱心更多

放在社会和他人那里,从而养成一种关怀他人、关怀社会的胸怀和情

怀.在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尤其应当提倡这种由近及

远,由己及人的孝道文化,有了这样一种 “大孝”精神,我们能够正确

处理好物质利益与精神需求的关系,自觉抵制拜金主义和金钱至上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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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彩娱亲

惑,诚信为本,合法经营,关键时刻能够为了国家利益挺身而出,为民

族为国家而尽职尽力.１９９８年的抗洪抢险,２００８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涌

现的英雄群体,都生动说明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美

德.

四、孝道与养老

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传统孝道的积极意义还在于,我们

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据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统计,载至

２０１３年底,中国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突破２亿.据预测,到２０５０

年,这一数字将接近５亿,人口老龄化也将由目前的１４８％逐年增加

到本世纪中叶的３５％左右.中国已经迎来了 “银发社会”,养老问题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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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急迫问题.当然,养老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然而,

以如此急促、如此大量的人口进入老年社会所带来的养老问题,却是前

所未有.

在传统社会,养老问题基本上是在家庭内部消化.由于传统孝文化

的作用,老年人在家庭内得到了后辈或晚辈应有的尊重,从而家庭养老

成为养老的基本模式.在现代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正在以社会化的

模式进行,各地敬老院都承担了社会养老的责任.然而,从比例上看,

由于传统上老年人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家里渡过人生的最后阶段,因

此,敬老院养老并非是多数老年人的首选,只有在家庭内条件不够具备

条件如膝下无子女者不得不住进养老院.当然还有条件更好些的高档敬

老院,有经济能力的老年人能够住入.因此,目前中国养老模式还难以

说将发生重大改变,家庭养老仍然是主要模式.就道德精神层面而言,

由于老年人所具有的传统权威的衰落,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尤其是农村中

的老年人的地位和处境不容乐观.经常可以看到老年人为自己的子女而

流落街头的报道.一方面是老年人不愿意去敬老院,另一方面是老年人

在家里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从而造成了老年人的生存困境.在目前养

老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需要政府关注的当下社会,弘扬传统孝道,

提倡孝文化,培育后代尊重和尊敬老年人的意识,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社

会意义.

在养老方面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随着独生子女步入成年,独生子女

成家之后,独生子女承担着两个家庭的老人关照的责任.另外,现代社

会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年轻人工作的压力使得他们没有多少时间来关

照家中的老年人.“养儿防老”这一传统的养老模式,已经经不起家庭

结构的现代变化的冲击.现实的问题必然使得更多一些老年人不得不选

择敬老院来渡过自己的最后一段人生历程.因此,敬老院或社会养老的

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在这样一种现代社会背景下,深入传播和弘扬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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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就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并且,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为孝文化的弘扬

带来了新的课题和任务,即如何使得老年人在敬老院里所受的待遇如归

至家中、如同受到自己亲人对待那样和蔼可亲.这就要求敬老院的一切

护理人员,都要具有一颗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的孝心来对待每一位

非亲老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

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２０１３

年８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再提传统文化)传统孝道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现代条件背景条件虽然发生了变化,文化传统的资源作用不可低估.面

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对道德生活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孝道的爱心来制衡

物质化的利益趋动;面对家庭结构的变化,我们需要培育孝道的爱心来

孰化家风家俗.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需要继承与弘扬孝道来营

造一个使得老年人感到温馨的社会.

(龚群、薛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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