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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闪烁着人性的光芒；孝，是我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

的道德品质，是提高国民素质的灵魂。千百年来，孝以它无与伦比的情怀滋养着我国风韵

的土壤，以它丰厚的精神世界营造和谐的家园，以它纯洁朴素的心灵感化和教育人们创建

美好的生活。

曾国藩曾说：“读尽天下书，无非是一个孝字。”著名学者黎鸣说过：“中国人最主要

的生活习俗是孝敬父母。”西方的学者也对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进行过充分的描

述，黑格尔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曾作过这样的分析：“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法结合上，

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教’，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

国家的儿女。”(《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中国》)马克斯•韦伯说过中国人“所有人际关系

都以‘孝’为原则”。可见，孝文化无所不在，已经深深影响到我们的家庭生活、社会关

系、经济发展和政治建设。

有一首歌谣这样描述孝道与家风的关系：尽孝道，讲传承，一辈做给一辈看，一辈讲

给一辈听，一辈跟着一辈学，一辈一辈传家风。人孝，才有家和，家和才能万事兴。家庭

美德乃是最原始最基本的道德实践，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必须要先加强家庭美德

建设。

前  言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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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广大市民及青少年学习孝道文化、品味孝文化经典、理解孝道精神、树立正

确的立孝观、养孝心、做孝人等一系列孝文化意识，让全民孝文化活动的开展，得人心、

合民意、走和谐，在全面推进社区建设中，通过孝文化教育和孝文化思想的重温，更好地

促进社区和谐发展，正确引导社区居民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领会“孝敬父

母，关爱他人，做可爱的沈阳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城市建设，构建和

谐社会，这本社区教育特色教材《尽孝为善——社区孝亲文化重建》应运而生。

本书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从历史的角度阐述孝文化内涵和发展沿革。在绵延不绝

的优秀传统文化长河中，孝文化是一种亘古不变、历久弥新的文化，始终植根于中华民族

的浓浓血脉和中华文化的深厚沃土之中。通过了解“什么是孝和孝文化”、“为什么提倡

孝文化”、“孝文化的历史发展”、“孝道文化中的精髓”，来感受孝文化历史的源远流

长和生生不息。

孝道文化的内涵，在伴随中国文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内容和特定的外

延，渐次积淀和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情感，成为一种永恒的人文精神、普遍的伦理道

德，熔铸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及传统文化之中，对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古老的“东方文明”。

第二部分，通过“孝文化的哲理探寻”、“经典孝文化故事赏析”、“弘扬孝文化的

意义”的了解，提升对孝文化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的理解。明确“行孝道，知感恩”、

行孝行善，爱老、敬老、养老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部分，提出新时期孝文化重建的途径与措施。大教育家陶行知说：“孩子是站在

父母肩膀上成长的。父母的高度决定了孩子未来的高度，自己能走多远，孩子才能走多

远。” 所以要培养青少年心地善良，孝敬父母和长辈，首先要培养孩子的孝心。学校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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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启蒙教育应该注重在孝文化教育。在这一部分，通过“启蒙教育中的孝文化”、

“德智教育里的孝文化”、“校园中孝文化的教育”、“社会上孝文化的提倡”等方面的

了解深化孝文化教育在学校、社会的主题性、德智性、示范性、规范性、实践性的理解。

最后一部分，将家庭建设与社会发展、居民与社区和谐统一结合在一起。孝文化与社

会发展，就像两个不同层次的“人”，既有连带关系又相互支撑。也就是说，孝文化与社

会发展共存。创新传承我们的孝文化，可以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正式渠道”，政府相

关部门、各类媒体以多种创新形式深入宣传孝文化；一个是“人文渠道”，即提高全民个

人素质。在这一部分中，通过“孝文化与素质提高”、“孝文化社会的延伸”、 “打造孝

文化的社区”、“创建孝文化的城市”、“构建孝文化的社会”强调孝文化与提高公民素

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强化人情文化与孝文化的和谐统一，理解“构建孝文化社会其实就

是文明社会、和谐社会”的道理。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和谐文化，是构建中华社会人伦和谐的产物。孝文化也是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世世代代的传承和延续，演绎着民族的兴旺发达，成长壮大。

“孝”是稍纵即逝的眷恋，“孝”是无法重现的幸福。“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往

事，“孝”是生命与生命交接处的链条，一旦断裂，永无连接。我们希望此书能为读者和

青少年朋友送上一份孝文化大餐，能为学校、家庭带来孝文化的阳光雨露。愿我们的社区

和城市更加和谐美好，愿我们的生活更加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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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孝文化史观

“孝”作为我国古代至关重要的伦理思想之一，小到个人素质提高，大到对维

护社会伦理关系和社会治理都是至关重要的。孝的最基本要素就是要养活老人。俗

语曰：“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人类生儿育女就是为了衰老时有人养活。孝文化

是指一切有关“孝”的物质、精神和制度的总和。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提倡孝文化就是让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美德代代传承。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是中国人的立身之本。

一、什么是孝和孝文化 / 003

二、为什么提倡孝文化 / 007

三、孝文化的历史发展 / 008

四、孝道文化中的精髓 / 012

第二部分  孝文化哲理

孝道文化的内涵，在伴随着中国文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内容和

特定的外延，渐次积淀和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情感，成为一种永恒的人文精神、

普遍的伦理道德，熔铸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及传统文化之中，以至于对后来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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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古老的“东方文明”。我国孝道

文化包括敬养父母、生育后代、推恩及人、忠孝两全、缅怀先祖等，是一个由个体

到整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延展攀高的多元文化体系。

一、孝文化的哲理探寻 / 017

二、经典孝文化故事赏析 / 021

三、弘扬孝文化的意义 / 036

第三部分  孝文化教育

启蒙教育常用的方法，是用一些被启蒙者已知的类似常识来说明道理，而不是

讲述科学证明过程。启蒙教育中的孝文化，在学校和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孝，

在学校、家庭教育中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不仅因为家庭是培养教育孩子

的摇篮，还因为家庭承担着中国的千秋大业，后继有人的责任和义务。父母是孩子

的第一任教师或者说是启蒙老师，教师是孩子最直接信赖的人。培养孩子的孝心孝

行，若不从家庭教育开始，很难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

一、启蒙教育中的孝文化 / 041

二、德智教育里的孝文化 / 047

三、校园中孝文化的教育 /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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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上孝文化的提倡 / 063

第四部分  孝文化与社会发展

王海弘（辽宁大学商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沈阳市孔学会会员）曾说过：为何

孝？孝，没有为什么，应该是人性的本能，就像人们都会爱自己的子女一样。我们

的传统文化不是“丁”字文化，而是“十”字文化，既向下传承，又向上反哺。如

何创新传承我们的孝文化？可以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正式渠道”，政府相关部

门、各类媒体以多种创新形式深入宣传孝文化；一个是“人文渠道”，即提高全民

个人素质。

一、孝文化与素质提高 / 073

二、孝文化社会的延伸 / 082

三、打造孝文化的社区 / 091

四、创建孝文化的城市 / 096

五、构建孝文化的社会 / 097



“孝”是我国古代至关重要的伦理思想之一。孝的最基本要素就是要养活老人。俗语曰：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人类生儿育女就是为了衰老时有人养活。孝文化是指一切有关

“孝”的物质、精神和制度等总和。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提倡孝文化就是让中国传

统的文化和传统美德代代传承。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人的立身之本。

第一部分
孝文化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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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孝和孝文化

 

1.什么是孝

什么是孝？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

乎？”意思是说：“今天许多人把孝单纯地理解为赡养父母，狗和马不也有人养吗？如果

不尊敬父母，与养狗养马还有什么不同呢？”孔子的话告诉我们，对待长辈，不但要孝，

还要敬，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汉语词汇里的“孝敬”。孝的最基本要素就是要养活老人。

百善孝为先

孝是至德，是无以复加的德，是精要之道。统治者以道治国，整个上下民众和睦，

国泰民安！这个孝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它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所以叫“百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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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为先”。古圣先王，尧舜之道，无非孝悌而已。“孝”是子女对父母的道德心理和规

范。

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下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孝”作

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西周。中国孝道文化的经典著作《孝经》，是“儒家十三

经”之一 。孔子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就是说孝是天上永恒

的规律，地上不变的道理，是人们必须遵循的。经过孟子的发展，“孝”成为中国传统人

际关系“五伦”的核心，成为德性的最高表现。曾参以孝道闻名于世，他以孝为核心，开

创了儒家的孝治派。孝在孔子那里仅是一种对父母敬爱的伦理意识，而曾子将孝发展成为

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使其成为道德的总和，天经地义的原则。曾子认为孝

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将孝置于至尊的地位。

孔子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于所‘兴’而可‘观’，其

‘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

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意思是：

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这种伦理道德规范表现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秩序，也就是“礼”。从根本上来说，就应该从“孝悌”开端。

悌：悌是会意字，一个“心”字，跟一个弟弟的“弟”，心在弟旁，表示哥哥对

弟弟妹妹的关心；心中有弟，就是兄弟间彼此诚心友爱。而弟又有“次第”的意思，

即弟弟对哥哥要尊敬顺从，而哥哥对弟弟要爱护。兄弟之间如能各尽其道，自然和睦

友爱。兄弟者，手足也。兄弟之间要相互关心友爱，彼此息息相通，因为兄弟之间有

直接的血缘关系，如同树木一样，同根连枝。做兄长的要友爱、关心弟弟，做弟弟的

要恭敬、尊重兄长。“悌”，就是顺的意思。“顺”就是孝顺。懂得孝顺，才能明白

做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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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路，春秋末鲁国人。在孔子的弟子中以政事著称。尤其以勇敢闻名。但子路

小的时候家里很穷，长年靠吃粗粮野菜等度日。有一次，年老的父母想吃米饭，可是家里

一点儿米也没有，怎么办？子路想到要是翻过几道山到亲戚家借点儿米，不就可以满足父

母的这点儿要求了吗？于是，小小的子路翻山越岭走了十几里路，从亲戚家背回一小袋

米，看到父母吃上香喷喷的米饭，子路忘记了疲劳。邻居们都夸子路是一个勇敢孝顺的好

孩子。

“孝悌”的引申意义，还应该说是和气。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和气在家庭中乃

至社会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家上自老下至小，邻上自亲下至远。如果说能形成一团和

气，家有家样，邻有邻规。那么每天面对的便是欢声笑语，艳阳高照。否则，就是阴雨

连绵，死气沉沉。家和邻和，社会才安宁，国家才有生机。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

人之本事。”以孝悌为本的生活正是中国人向往的团结和气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必然是

愉色。

2．什么是孝文化

文化是人化之物、人化之知、人化之行。孝文化是指一切有关“孝”的物质、精神和

制度的总和。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当代，我们不能对孝和孝文化作简单的分析，而要从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孝

的当代价值。

孝文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推崇孝文化，表

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德，反映了父慈子孝、尊老爱幼的科学精神。二、孝文化是中国人民的

民间文化。渗透到民间的各个角落，于国于家，须臾难离。三、孝文化是中国民间的民俗

文化。节日活动、婚丧嫁娶、民间风情、文艺演出、文艺作品、乡规民约等，无不渗透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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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影响，无不刻上孝文化的印记。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黑格尔曾说过：“中国

纯粹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西周王朝的统治者不仅

治国有方，而且大力推崇孝道。认为孝道是治国之礼，建国之仪，他要求社会每个成员

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长幼之道。在家孝顺父母，至亲至爱；在社会上尊老敬老，选贤

举能；在国家则忠于君王，报效朝廷。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要定期举

行养老礼仪，周代的养老礼仪包括朝廷和地方两个层次，在地方，每年定期举行乡饮酒

礼，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享有特殊的礼遇。春秋战国时期，孝文化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

思想体系、伦理道德观念和基本的规范。文化开创者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

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也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

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

的一个阶段，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它把孝作为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

础……

提倡孝文化就要将孝和孝敬联系在一起，“孝敬”合在一起就是爱和尊敬。爱，在我

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大爱到祖国，小爱到父母。无爱的人是冷漠的，也是令人唾弃的。

有些儿女以为给父母足够的物质财富和足够的金钱上的享受，就是孝，就是敬。其实不

然，父母越到老的时候，越发感到孤独寂寞。他们知道，每一天的到来，都是离开儿女

的顺延。过一天，那一天的日子就近一天。所以，父母最多的时候是希望儿女能常回家

看看，陪着唠唠家常，说说心里话。可是这样懂得父母心思的儿女又有多少？又有多少

人愿意倾听父母的唠叨？倾听父母的那颗牵挂跳动的心？哪怕有一句“爸爸妈妈你们还

好吗？”可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儿女们都不愿意说。总是为自己寻找不回家的理



第一部分
孝文化史观

007

由，还说，给你们钱，给你们买好吃好穿，怎么还不满意呢？在父母眼里，那些吃的穿的

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儿女的孝心。孝是爱，孝是亲，亲是敬。孝、亲、敬，需要的是一种

行动。

二、为什么提倡孝文化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为百行首。夫孝，德之本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应包

括孝文化教育。21世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中国传统固有的小家庭模式开始走向世

界。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人际关系等都将产生巨大的变化。许多传统的文化正面

临严峻的挑战。但不管如何，孝文化的实质内涵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孝文化对中国

历史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孝道乃是中

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正如曾国藩所说：

“读尽天下书，无非是一个孝字。”著名学者黎鸣说：“中国人最主要的生活习俗是孝

敬父母。”

提倡孝文化就是让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美德代代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

讲话中多次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弘扬包括孝文化合理价

值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

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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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孝道和孝亲的时候，很多人总会认为：孝针对社会而言，它是完美的；对自己

而言，却是随从或者敬而远之。更有甚者认为：孝与不孝，由自己本身决定。其实这种想

法就是“消极怠工”。提倡孝亲孝道既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又是提高国民整体素质，

促进社会、家庭和谐稳定的需要。既然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就有责任和义务尽孝、善孝和

守孝。

社会是个大家庭，作为这个家庭的成员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遵守道德秩序，遵守该遵

守的一切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保证人民生活的幸福平安。

现代人曾经冷淡、冷冻了孝道与《孝经》，然而孝之道永远不会消逝殆尽、灭迹无踪，因

为孝的根子就扎在每个人心的最深处、情感最原始的生发地。尽管有的人的心灵已经荒

芜，但是一旦触动，便会如一道闪电照亮那个地方。我们需要从这种道德的根本上去浇

灌、去培土、去养育，并将孝行弘扬，使中国孝文化中的《孝经》深得人心。

提倡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时代，强调子女尊敬和赡养老年父母具有同样重要

的作用；对个人来讲报国敬业，处理好家庭和事业两者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

三、孝文化的历史发展

 

“孝”观念的起源与人们对待鬼神的态度有着直接关联，它随着人们对于鬼神态度的

变化而产生。《礼记·表记》中记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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