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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孝道礼义文化 促进社会文明建设
渊代前言冤

王廷信

孝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袁 也是中国各学派共同倡导
的优秀传统文化遥不同的学派对孝文化都有各自的认知和理解袁特别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主体要要要儒学对孝文化做了深刻而广泛的论述和推广袁 潜移默
化袁影响深远袁成为构建中华伦理道德的精髓遥 野人之行袁莫大于孝冶尧野百善孝
为先冶尧野孝为百行之首冶等名句已经深入人心袁孝道成了文明社会的一个永
恒主题遥礼义和孝道是密不可分的袁礼是道德规范袁也是礼仪制度遥野义冶是合
适尧恰当尧公平尧正义袁一个野义冶字把野孝道冶尧野仁道冶表现得恰到好处遥 孝道尧
礼义是通过一定的礼仪形式表现出来的遥由孝道礼义文化扩大到具体形式袁
就是礼仪文化遥 孝道礼义文化袁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在
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遥

当前袁我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袁全国
各族人民正以饱满的热情尧昂扬的斗志尧坚定的信心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袁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胜利前进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尧毛泽东
思想尧邓小平理论和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指导下袁全面研究中国优秀的传统
文化袁特别是认真细致地研究至今仍有重要影响的儒学孝道礼义文化袁深入
探讨其精神实质和当代价值袁对于解决当前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道德滑坡尧孝
道尧礼仪淡薄等问题袁进一步发挥孝道礼义文化的社会作用袁建设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袁进而促进社会和谐袁推动社会发展袁是我们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遥

正是基于对儒家孝道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袁河南省儒学文化促进会从
2010 年 1月 1 日成立之后袁 便把孝道文化作为年度研究和弘扬的主题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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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8月 21日至 22日袁在新乡市河南跑马岭地质公园举办了孝道文化
学术研讨会袁各位专家尧学者和与会同志袁经过认真讨论袁深入交流袁共同提
高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遥 之后袁对会议收到的论文进一步修改袁选定了其中
的 27 篇袁以野孝道文化与社会和谐冶为题成书袁由大象出版社公开出版发
行遥 2011年袁又把孝道礼义文化作为研究和弘扬的主题遥 按照这一研究主
题袁在洛阳市嵩县白河镇召开了野中华孝道礼义文化学术研讨会冶遥 经过大
家潜心钻研袁共同努力袁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袁为开好学术研讨会创
造了条件遥

促进会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出版委员会在野中华孝道礼义文化学术研讨
会冶后袁从学术研讨会各位作者提交的论文中选出了优秀论文 32篇袁以野孝
道与礼义文化冶为题结集公开出版发行遥 我对入编的论文有三点看法院

第一袁充分发挥了河南省儒学文化促进会人才荟萃的优势袁这批论文
的作者既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资深教授尧专家袁又有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
青年讲师尧硕士尧博士等袁既有各级党校的教师袁还有工作在基层单位的负
责同志袁他们针对孝道和礼义文化的内容袁多角度尧多层面地进行深入研
究遥 也就是说袁既研究儒家关于孝道礼义的理解袁又研究其他不同学派诸如
佛学尧道学关于孝道礼义文化的论述曰既从宏观上全面地尧历史地尧辩证地
研究孝道礼义文化袁又从微观上对各个历史阶段尧各个层面尧各个具体问题
的孝道礼义文化进行研究袁目的在于科学地把握孝道礼义文化的精神实质
和社会价值袁弘扬优秀的孝道礼义文化袁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事业遥

第二袁论文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袁把对孝道礼义文化的研究与
当前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袁把孝道礼义文化的践行放在首要地位遥 针对当
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孝道礼义文化方面的薄弱环节袁通过我们对孝道礼义
文化的研究和弘扬袁协助党和政府逐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遥 虽然我们的学
术研究是以研究为主袁但是任何的理论研究都有一个方向问题袁理论研究
的目的在于应用遥 从会议提交的论文看袁大部分论文都能把孝道礼义文化
与社会现实结合袁注重中华孝道礼义文化当代价值的分析遥 大部分论文对
孝道礼义文化的社会意义袁特别是当代价值多有论述袁如从中小学对青少
年的感恩教育袁新农村孝道礼义文化的构建袁城市社区建设孝道礼义文化
与和谐社区袁孝悌文化与社会野善治冶渊社会管理冤等都有很好的论述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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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袁对弘扬孝道礼义文化尧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遥 通过我们的
不懈努力袁使孝道礼义文化的研究之花袁结出现代社会和谐之果袁为构建和
谐中原袁促进河南经济和文化发展袁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做出贡献遥

第三袁论文主题鲜明尧内容丰富袁汇集多家之言遥 一是对儒学孝道尧孝文
化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论证遥其中包括对孝道尧孝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新
的概括总结曰对孝道尧孝文化的内容进行新的理论分析袁如孝文化的权利义
务观念袁孝文化理念下的生命关怀袁对孝道尧孝文化作具体的历史分析论述
及不同历史时期孝道文化理念的演化遥 二是对孝文化的礼仪形态做了新的
分析论证遥与孝文化有密切联系的就是礼义文化遥任何孝行为都有礼仪袁一
切社会的孝道尧仁义行为都有礼仪袁形成了一种礼仪文化遥 这批论文的最大
突破就是把孝道文化与礼义文化结合起来袁 扩展到孝的礼仪形态遥 部分论
文对孝道的礼仪形态进行了新的论述袁如古代尊老礼仪与社会礼仪袁各个历
史时期的尊老礼仪与社会礼仪袁当代礼仪文化的转换和发展袁礼义文化及其
社会意义等方面都有新的论述和发挥遥 三是佛尧道对孝文化的理解和诠释遥
佛家传入中国后袁对儒学孝道文化进行吸收和融合袁形成了佛家对孝文化的
认识和理解遥 老庄的野自然孝道冶袁虽然不同于儒家对孝文化的阐释与弘扬袁
但是与儒学的孝道文化也相辅相成袁相得益彰遥

主题鲜明尧内容丰富尧各派贯通尧古今融汇尧现实性强成为这些论文的主
要特点袁也构成了中原儒学文化系列丛书之三叶孝道与礼义文化曳一书的重
要特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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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郭金彪

孔子思想一经产生袁就以它无与伦比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中国社会遥在
长达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袁尽管社会形态几经转变袁但孔子的思想却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绵延不断袁甚至成为历代官方的意识形态袁维护着大
一统的社会政治局面遥 在孔子庞大的理论体系中袁野仁冶是其思想的核心范
畴遥由于其在儒学中的崇高地位和它在后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巨大影响袁许
多人都将眼光聚集在野仁冶上袁而忽视了野道冶这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的
特殊地位遥 其实袁野道冶也是儒家思想尤其是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遥

孔子在叶论语曳中曾毫不含糊地说道院野朝闻道袁夕死可矣遥 冶渊叶论语窑里
仁曳冤由此可见袁孔子十分看重野道冶袁将野道冶摆在了一个至高无上尧可以为之
奉献一生的位置遥 贯穿叶论语曳始末的野道冶相互联系袁从多方面展现了孔
子的思想本质遥从对天地之道的探索中寻求客观规律袁把握当下人生之道袁
然后通过提升个人修养之野道冶以奠定人生基础袁最后通过采用正确的路径
之野道冶以实现人生的理想遥 由此看来袁这些所谓的野道冶既是孔子思想的本
质内涵袁也是孔子思想的外在表现遥 只有深刻理解孔子之野道冶袁才能把握孔
子思想的实质袁才能在实际生活中以此约束自身袁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
想袁使自身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载体袁同时促使社会保持良好的运行
态势遥

一尧探索天地之野道冶袁寻求人生道路
任何一种成形的哲学思想体系袁都必有一个出发点遥孔子继承了西周以

来关于野天冶的观念袁认为世间自有野天道冶袁使万物按照一定的秩序运动变
化遥 然而孔子却在言论中较少提及野天道冶袁子贡曾说院野夫子之文章袁可得而
闻也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袁不可得而闻也遥 冶渊叶论语窑公冶长曳冤但在叶论语曳中
为数不多论及野天冶的言语中袁孔子说到野唯天为大冶渊叶论语窑泰伯曳冤袁可见孔
子是十分敬重野天冶的遥 叶论语窑阳货曳篇载院野子曰院耶予欲无言遥 爷子贡曰院耶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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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袁则小子何述焉钥 爷子曰院耶天何言哉钥四时行焉袁百物生焉袁天何言哉钥 爷冶
这段话的意思是袁孔子说院野我想不说话了遥 冶子贡道院野您假若不说话袁那我们
传述什么呢钥 冶孔子道院野天说了什么呢钥 四季照样运行袁百物照样生长袁天说
了什么呢钥 冶这就是说袁世间自有天地之野道冶袁万物正是遵循这一天地之
野道冶袁从而有序地运动发展遥 孔子认为袁天地自然的秩序袁就是最完美的秩
序袁所以孔子提倡要效法天遥 叶礼记窑哀公问曳院野公曰院耶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
也钥爷孔子对曰院耶贵其不已袁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袁是天道也遥不闭其久袁
是天道也遥 无为而物成袁是天道也遥 已成而名袁是天道也遥 爷冶孔子认为袁只要
人之所行合乎天地之野道冶袁就能实现无为而治袁社会就能有序运行遥

那么袁何为天地之野道冶呢钥孔子为何认为仁者尧君子都应顺野天道冶而为钥
叶周易窑系辞上曳中说院野一阴一阳之谓道遥 冶由此看来袁野道冶应是一阴一阳这两
种截然相反的势力的相互作用遥 野天道冶就是自然界中阴尧阳两种相互对立力
量的此消彼长袁从而维持自然界动态平衡的规定性袁也即自然界运行变化的
规律遥 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皆遵循着这种规律袁才得以维持自身的稳定袁如
各种植物的春生夏长尧秋收冬藏等遥 作为自然界长期演化而形成的人袁虽然
有最高的智慧袁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适应和改造自然界袁但是却总是忽视自
然界中存在的野道冶遥往往在主观欲望的驱使下而肆意妄为袁其结果自然是事
与愿违袁到处碰壁遥

正因为如此袁孔子以野天道冶为基点袁向人们传道授业袁强调在实际生
活中要野志于道袁据于德袁依于仁袁游于艺冶渊叶论语窑述而曳冤遥 对于此句袁杨伯
峻在叶论语译注曳中译为院野目标在耶道爷袁根据在耶德爷袁依靠在耶仁爷袁而游憩
于礼尧乐尧射尧御尧书尧数六艺之中遥 冶淤诚然袁最终的目标是实现野道冶袁而在实
现野道冶的过程中袁必须要先明白天地事理中的野道冶袁即客观规律袁这样才
能确定自己所为之野道冶的方向袁然后按照野德冶尧野仁冶尧野艺冶的要求付诸努
力遥 野据于德冶实际是与野志于道冶相结合的遥 古人认为袁野德者袁得也冶袁是说
野德冶本来就有野得冶之意遥 这样一来袁此一野得冶可以说是悟野道冶的收获袁是
通过悟野道冶心中有所野得冶遥 如此看来袁野据于德冶其实是说人应该在体悟
野道冶这一天地之理的基础上袁以所得之野道冶为人生的基本立足点袁然后依
靠于仁袁将野仁冶作为行为处事的准则遥 最后袁孔子将落脚点放在了野游于
艺冶遥 如果说前面的野志于道袁据于德袁依于仁冶说的是人的远大理想和基本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淤杨伯峻院叶论语译注曳袁中华书局 2009年第 3版袁第 66页遥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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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准则袁那么野游于艺冶可以说是具体的实践活动遥 如此一来袁就将人生
的崇高目标尧基本行为准则和具体实践活动联系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遥

不过袁孔子对于野道冶即客观规律的描述较为隐晦遥 孟子则在继承孔子
思想的基础上袁更为直接地对把握和利用客观规律的重大意义进行了描
述遥 他说院野不违农时袁谷不可胜食也曰数罟不入洿池袁鱼鳖不可胜食也曰斧
斤以时入山林袁材木不可胜用也遥 冶渊叶孟子窑梁惠王上曳冤在这里袁孟子用简
单的生活道理充分说明了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袁 使人清
楚地认识到把握客观规律的重要性遥 而在其后的荀子袁更是提出了野从天
而颂之袁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冶渊叶荀子窑天论曳冤的观点遥 即不能消极地顺从自
然袁而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适应和利用自然遥 人作为自然界中独一无二
的有思想的智慧体袁一经区别于其他动物和植物之后袁人类便成为与自然
相对立的存在遥 尽管如此袁人类的生存发展仍然离不开自然界袁即使在科
技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袁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必须依赖于自然界遥 由于科学
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袁人类实践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袁人类认识自然尧改
造自然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遥虽然人类不能够改变自然存在的客观
规律袁但是人类依靠自身具备的智慧袁能够积极地适应和利用自然界为我
们提供的一切条件袁从而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袁使更多的自然物转化为社
会物遥

时至今日袁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不断进步袁一些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
迅速膨胀袁从而形成扭曲的物质财富至上的价值观念遥在日益膨胀的物质欲
望的驱动下袁一些人不计后果地疯狂掠夺自然财富以谋求自身的利益袁完全
无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遥 这样袁人类在利用自然取得巨大利益的同时袁也在
有意无意中打破了自然的均衡状态遥 当今突显的野温室效应冶尧极端天气尧一
些物种的消失等全球生态危机袁正是自然向人类发出的警告遥 因此袁在生态
危机不断加深的今天袁认真研究孔子顺野天道冶而行的思想袁无疑具有重大的
积极意义遥

二尧确立人生之野道冶袁奠定人生基础
孔子以野天道冶为基点袁教导人们按照野天道冶运行的法则来造就个人的

精神品质袁这样就从对野天道冶的探索转而进入到了具体的野人道冶之中遥他曾
说院野天道敏生袁人道敏政袁地道敏树遥 冶渊叶孔子家语窑哀公问政曳冤孔子通过天
地之道来说明人之道袁野天之道就是勤勉地化生万物袁 人之道就是勤勉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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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政事袁地之道就是迅速地让树木生长冶淤遥 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袁所谓的人
之野道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袁它的多样性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渗入到
我们的整个生活中袁成为人们生活中行为处事的准则袁引导人们确立自己的
人生道路袁朝着实现人生理想的目标前进遥 也就是说袁通过人类自身对天地
之道的把握袁在实践的过程中来探索各自的人生道路袁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行
野道冶的过程袁进而又可以说是一个实现人生理想的过程遥 而在这个过程中袁
怎样确立人生道路的方向袁以及如何在人生道路上迈步前进袁却至关重要遥
一旦走错袁不要说走反了方向袁即便是走偏一点都会有吃不尽的苦头袁实现
人生理想也就沦为空谈遥

在人道观上袁孔子曾教导其子说院野不学礼袁无以立遥 冶渊叶论语窑季氏曳冤孔
子认为不学礼就没有立足于社会的依据袁所以孔子主张复礼立礼袁并且提出
野齐之以礼冶尧野约之以礼冶袁强调用礼来约束自身尧整顿人民遥他又说院野克己复
礼为仁遥 冶渊叶论语窑颜渊曳冤尽管野仁冶的观点最早不是由孔子提出的袁但孔子却
是第一个将仁与礼统一袁纳仁入礼袁并使礼从属于仁袁赋予新的含义遥 孔子
说院野人而不仁袁如礼何钥 人而不仁袁如乐何钥 冶渊叶论语窑八佾曳冤这就是说袁人之
根本在立仁遥野夫仁者袁己欲立而立人袁己欲达而达人遥能近取譬袁可谓仁之方
也已遥 冶渊叶论语窑雍也曳冤他的弟子有子曾说院野君子务本袁本立而道生遥 孝弟也
者袁其为仁之本与浴 冶渊叶论语窑学而曳冤杨伯峻在叶论语译注曳中译作院野君子专心
致力于基础工作袁基础树立了袁耶道爷就会产生遥 孝敬爹娘尧敬爱兄长袁这就是
耶仁爷的基础吧浴冶于野道冶在这里就是指人生道路尧人生方向遥孝敬父母尧敬爱兄
长是野仁冶的具体表现方式袁也是野仁冶的基础袁因此做到了孝悌也就是迈向了
野仁冶道的方向遥

在实现仁道的过程中袁难免会有抑郁难解袁只靠自己苦思冥想的话袁很
可能会导致钻牛角尖而选择错误的方向遥对于这一点袁孔子说院野就有道而正
焉遥 冶渊叶论语窑学而曳冤意思是说院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遥 在自己难以抉
择的时候袁如果能够得到一个人的指点袁引导你走出困境袁就能避免误入歧
途遥 而这里的野有道冶之人是怎样的人呢钥 孔子说院野生而知之者上也袁学而知
之者次也曰困而学之袁又其次也曰困而不学袁民斯为下矣遥 冶渊叶论语窑季氏曳冤从
孔子的论述中可知袁他将人分为生而知之者和学而知之者袁那么野有道冶之人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淤王国轩尧王秀梅译著院叶孔子家语曳袁中华书局 2011年版袁第 224页遥

于杨伯峻院叶论语译注曳袁中华书局 2009年第 3版袁第 2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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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就是生而知之者钥然而袁在孔子的整个言论中并没有找到所谓的生而知
之者遥 对于孔子本人袁许多人认为他是生而知之者袁但孔子自己却说院野我非
生而知之者袁好古袁敏以求之者也遥 冶渊叶论语窑述而曳冤孔子并不承认真的有生
而知之者的存在袁因此孔子秉持着野活到老袁学到老冶的好学精神袁以及野三人
行袁必有我师焉遥 择其善者而从之袁其不善者而改之冶渊叶论语窑述而曳冤的学习
态度遥 孔子所指的野有道冶之人袁其实就是具有良好品质尧能够给予他人正确
引导的人遥

叶论语窑为政曳篇载院冶或谓孔子曰院耶子奚不为政钥 爷子曰院耶叶书曳云院野孝乎
惟孝袁友于兄弟遥 冶施于有政袁是亦为政袁奚其为为政钥 爷冶这是说有人问孔子院
野您为什么不参与政治钥 冶孔子道院野叶尚书曳上说院耶孝呀袁只有孝顺父母袁友爱
兄弟遥 爷把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袁这也就是参与政治了袁为什么定要做官
才算参与政治呢钥 冶淤由此可见袁孔子认为个人的品德风格是能够影响到其他
人甚至是整个社会的遥

而在当前社会中袁一些人抱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袁从而造成了价值观
的扭曲遥幻想一夜暴富袁妄想一夜成名袁长期沉浸在幻想之中遥一些人就此走
上了错误的道路袁更有甚者走上了不归路遥 究其原委袁皆是因为没有树立良
好的道德基础袁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念作为导向遥 比如一座高楼大厦袁如果没
有牢固可靠的根基袁即使建起来了也必然会坍塌遥 在实际生活中袁一个人犹
如一棵树袁知识尧才能不过是树木的枝叶袁道德品质才是树的根基遥 所谓君
子袁就是在实践中奠定了良好的道德基础袁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袁因此能够
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高歌猛进袁最终实现自己崇高人生理想的人格榜样遥

三尧运用正确方式袁实现人生理想
人追求自我实现理想的过程袁就是一个行道的过程遥 在延续尧拓展道的

过程中袁人类充分展现了自身所特有的能动性尧创造性本质遥 然而野道冶不是
一朝一夕就可以把握的袁这是一个长期而艰辛的过程遥 野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袁
君子学以致其道遥 冶渊叶论语窑子张曳冤如果将现实世界比作一个大工厂袁我们通
过对外界事物的把握袁确定自己所要生产什么曰然后学习各种技能袁掌握多
种经验袁作为创造性获得新产品的准备曰最后用适当的生产方式来加工创造
出成品遥而对个人来说袁把握野道冶尧实践野道冶的过程袁就是一个实现个人价值
的过程遥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来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方向袁然后在实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淤杨伯峻院叶论语译注曳袁中华书局 2009年第 3版袁第 20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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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不断地学习袁不断地完善自己袁从而不断地提升个人修养水平袁最后采
取正确的措施及方法袁来实现个人的价值遥然而野道冶的无限性决定了人之行
野道冶的过程也是人不断悟野道冶的过程袁当人之所悟与人之所行不吻合的时
候袁就需要自身做出选择或调整遥如果一个人很有知识尧才能袁然而所选择的
行为方式或手段是错误的尧不正当的袁那么其能力越大袁给他人和社会所造
成的危害也就越大遥

近代西方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窑路德曾赤裸裸地说院野不择手段袁完成
最高道德遥 冶淤不去深究他所谓的最高道德为何物袁而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
想袁竟要采取一切手段去完成自己的野道冶袁这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遥
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人物袁希特勒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袁而为了保
持优秀民族的传承袁在他所谓的野道德冶的指引下袁实行法西斯统治袁发动侵
略战争袁导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人间惨剧遥而在如何实现人生理想的问题
上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则见解透彻袁把握得当袁既注重目标也注重手段袁既
注重结果也注重过程遥 孔子从富贵与贫贱的关系转化中袁阐述了对手段尧方
法之野道冶的见解遥 他说院野富与贵袁是人之所欲也袁不以其道得之袁不处也遥 贫
与贱袁是人之所恶也袁不以其道得之袁不去也遥 冶渊叶论语窑里仁曳冤这里所说的
野道冶袁就是指正确的手段尧方法遥 这是说袁人应当用正确的手段去实现富贵袁
同样地也要用正确的手段去脱离贫困来实现人生的目标遥 接下来孔子又指
出院野君子去仁袁恶乎成名钥 冶君子如果抛弃了仁德袁那是不可能成就好名声
的遥一个人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袁那他所取得的成就还有
什么意义呢钥

在如何做出正确选择的问题上袁孔子提出野自讼冶的个人修养之法袁并以
此作为导向性选择的思想基础遥 自讼袁即对自己的言行过错进行自我责备遥
孔子认为袁提升道德修养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反省自己袁即所谓野躬自厚
而薄责于人冶渊叶论语窑卫灵公曳冤遥 孔子严于律己袁凡事皆先从自身找原因袁然
后以野仁冶作为准则来反思自己的言行遥然而袁自我反省并不是凭空思考自身
存在哪些不足袁其实必须依赖一定的参照物袁所以孔子在野内省思仁冶之外十
分重视实践活动遥在他看来袁个人修养水平的提升必须依赖于实践活动中的
所见所闻袁必须要身体力行地做事袁这就是孔子所谓的野力行近仁冶遥孔子说院
野三人行袁必有我师焉遥 择其善者而从之袁其不善者而改之遥 冶渊叶论语窑述而曳冤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淤南怀瑾院叶论语别裁曳袁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 3版袁第 713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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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有通过野内省思仁冶尧野力行近仁冶这样的思考和实践袁才能够不断提升自
己遥

尤其是在当前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袁 一些人为了一己之利而采
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袁害人也害己袁过后只能在惶恐不安中苟且度日遥 而运
用正确的方式尧手段之野道冶袁在追求人生价值目标的过程中袁尽管会历经重
重磨难袁但只要不放弃袁最终一定能够实现遥针对这一点袁孔子也说院野故道虽
贵袁必有时而后重袁有势而后行遥 冶渊叶孔子家语窑致思曳冤意思是说院野我讲的道
虽然很重要袁但也必须有一定的时机才会被人看重袁有一定的有利条件才能
流行遥 冶淤这是孔子的切身体会袁如果没有季孙赠与的粮食袁如果没有南宫
敬叔赠与的车马袁那孔子的野道冶几乎就要废弛了遥 这就足以说明袁追求个人
之野道冶袁传承文化之野道冶袁是一个长期且艰辛的过程袁并不存在捷径遥 所谓
野人能弘道袁非道弘人冶渊叶论语窑卫灵公曳冤袁就是说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
靠一代代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们传承下来的遥从这一点来看袁野道冶不仅仅
是一个终点袁更是一个起点袁野道冶是一盏指引方向的明灯袁而不是最终的
目的地遥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淤王国轩尧王秀梅译著院叶孔子家语曳袁中华书局 2011年版袁第 78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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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综论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柴 源

孝道思想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道德规范之一袁 更是先秦儒家伦理思想
中的重要内容袁在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袁对中国民众的
思想意识尧生活方式袁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尧统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遥研
究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主要资料是孔子尧孟子尧荀子等思想家的言论尧著作
和叶孝经曳遥 关于叶孝经曳的作者以及成书年代袁学术界还存有争议袁但笔者认
为袁不论叶孝经曳成书于何时袁其核心思想都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袁是一
部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总结之作遥通过学习和研究以上材料袁我们不难发
现袁先秦儒家为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袁试图建立以野仁冶为最高原则尧以野孝冶
为基本规范的道德体系袁希望用孝道来纠正混乱的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遥认
真梳理和总结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袁对其加以辩证分析袁对我们传承和弘
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袁促进社会健康尧有序尧稳定尧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遥

一尧爱己立身是孝的前提
野孝冶的本义是孝敬父母袁而孝敬父母的前提则是自己要有健康的身体

和良好的修养遥 因此袁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在立足于对父母祖先尽孝的同时袁
又要求做儿女的应好好照顾自己袁严格要求自己袁争取事业有成袁光宗耀祖遥

叶孝经曳开篇就指出院野身尧体尧发尧肤袁受之父母袁不敢毁伤袁孝之始也遥 立
身行道袁扬名于后世袁以显父母袁孝之终也遥 夫孝袁始于事亲袁中于事君袁终于
立身遥 冶渊叶孝经窑开宗明义曳冤人最基本的孝行袁就是要保护父母给予我们的身
体尧四肢尧毛发和皮肤袁使它们不受到伤害袁即做到野爱己冶遥而孝的终了袁则是
要野立身冶袁即按照天道行事袁建功立业袁扬名后世袁光宗耀祖遥 叶礼记曳中说院
野吾闻诸曾子袁曾子闻诸夫子袁曰院耶天之所生袁地之所养袁无人为大遥父母全而
生之遥 子全而归之袁可谓孝矣遥 不亏其体袁不辱其身袁可谓全矣遥 故君子顷步
而弗敢忘孝也遥 爷冶渊叶礼记窑祭义曳冤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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