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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郭雷   美国北卡中央大学教授

案头放置着一册《古今二十四孝》书画稿，我认认真真地翻阅着。孝道是中华民族

独具特有的美德。它是对父母有爱心，与仁慈、善良相表里。只有对父母、对亲人有着

深厚的爱，才能爱人类，爱祖国，爱世间万物，即儒家学说的“泛爱众”，也就是普世

价值观念中的“博爱”。

翻阅着书画稿，我的心情渐渐地沉重起来，感到异常悲哀。呜呼，孝道之缺失已久

矣！而人世间之孝道却犹如稻、粱、菽、麦、黍、稷之不可或缺，因为人类不能没有爱。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讲孝道的优秀民族，且源远流长。五千年前，传说中

的虞舜就是一位令后世敬慕的大孝子。那时，人类尚处于愚昧野蛮时期，人类文明尚处

于萌芽状态，而虞舜却表现出大圣、大贤、大孝的崇高品格。尽管冥顽愚昧的父母和弟

弟所施加给他种种伤害，他并没有以牙还牙，以恶报恶，而是顾念亲情，采取了宽容的

态度。当他当了部落首领之后，仍然怀着一颗孝子之心，前去看望父母，恪尽孝道。

迨至孔子，他不但是位大孝子，还全面地弘扬阐述了孝道，为世人留下了许多关于

孝道的经典性的格言：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

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①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

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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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道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华夏子孙特

有的孝道也惨遭蹂躏。

呜乎，孝道之惨遭蹂躏已甚矣！

《父母世界》1996年第2期刊载了一次对青少年的调查，题目是：“你最敬爱的人？”

日本：父亲第一位，母亲第二位，坂本龙马（日本著名历史人物）第三位。

中国：父亲（第十位），母亲（第十一位）。

河南《教育时报》1996年4月17日刊载：常州市妇联对30户家庭教育抽样调查，令普

天下父母寒心的是，竟有54.5%的学生，在“最不喜欢的人”栏里，填的是父母！

2010年7月8日《南方周末》报道，拥有2000名成员讨论小组的结论：80后的子女形

容50后的父母为“父母皆祸害”，令人震惊！

更令人触目惊心不胜悲愤的是，我们经常可以从报刊上看到：有些忤逆子孙，竟丧

心病狂地杀害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或以自己的亲娘试毒、拐卖亲娘，虐待父母。

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的伤天害理、令人发指事件的产生，固然当事者罪责难逃，

应该受到法律的惩治，但现实社会也难辞其咎。对此，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有极为精辟的

论述：

“孔子为鲁国大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赦

之焉。”③《孔子家语·始诛》。

父亲告儿子不孝，孔子把父子二人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却三个月不加判决。后来

父亲要求撤诉，孔子就赦免了他们。

季桓子（鲁哀公时正卿季孙肥）很不高兴，更不理解，说：“孔司寇骗我们啊，以

前他曾经告诉我，治理国家一定要以孝为先。现在我正要惩治一个不孝之子，以此教导

人民讲孝道，孔子却把这个不孝之子放了。”

而孔子释放的理由则是：“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

不辜。”④

原来在孔子的心目中，即便是不孝这样的大罪，只要是统治阶级由于失去教化而造成

的，那么其罪责也在统治阶级，而不孝之人是可以宽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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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国家主席胡锦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温家宝总理说：“我认为，公平正

义比太阳还要光辉。”教化被重视，人性在复苏，仁爱在觉醒，孝道在重建。

2001年8月17日墨西哥《永久月刊》有篇文章说，人类要想在21世纪活下去，就必须

回到公元前6世纪，以便从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智慧中受益。至少有75位诺贝尔

奖金获得者，在前不久举行的一次讨论新世纪的前途会议上是这样说的。

孔子是倡导孝道的，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⑤《论语·学而》。

周有光，105岁的世纪老人，著名的经济学家，杰出的语言学家、文学家，积百年

之人生阅历与求索，当记者问他“关于全球化的问题”时，他不假思索地说：“要爱人

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

弗拉基米尔·波兹纳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您最喜欢哪个词？”她回答：“爱”。

古圣先贤、学者政要都在倡导爱与孝。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也曾经是一个以孝治国的民

族。我们不但有专著《孝经》，有孔子关于孝道的经典格言，还有历代的孝子传略。传统

的启蒙读物《二十四孝》，就是元代福建人郭居敬，据史传或民间故事搜集编著而成的，

用以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嗣后有人配图，也以《二十四孝图》为书名，至今已有600余

年的历史，影响深远，久传不衰。正如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所说：“那里面的故事，

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说出这

一段的事迹。”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受了《二十四孝》中“割股疗父”的影响，将自己臂

上的一块肉割了下来，熬成汤给自己重病缠身的父亲喝了。在京剧《钓金龟》里，康氏也

引用《二十四孝》的故事教育儿子张义，可见它在从前的现实生活中的影响既深且广。

正是由于年代久远，编著者的价值观念受时代所限，传统的《二十四孝》中有精华

也有糟粕。古人有的孝行，连倡导孝道的孔子都激烈地反对。

在《韩诗外传》和《说苑·建本》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孔子的学生曾参在瓜地里除草，一不小心锄断了一棵瓜苗。他的父亲曾晳大怒，操起

一根大棒，狠狠地击打曾参的背。曾参顿时倒在地上昏死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醒来后，

他马上高高兴兴地站了起来，上前对父亲说：“父亲大人刚才我得罪了您，父亲用大棒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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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我，大棒太重了，您没累着吧？”

曾参回到自己的房间后，还拿起琴边弹边唱，想让父亲知道他的身体没事，好让父

亲宽心放心。

孔子听到这件事大怒，告诉他的弟子们说：“曾参来时，不准他进来见我！”

曾参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孝子，据说《孝经》就是他编著的。

孔子的态度是曾参应该向虞舜学习，父亲用大棒打他，他应该像虞舜那样逃走。孔

子提倡的孝道是纯真的、亲情的、温馨的、祥和的、甜美的、人性的。他反对极端的孝

道。他还提倡父慈子孝。而《二十四孝》中的《埋儿奉母》、《卧冰求鲤》、《哭竹生

笋》、《恣蚊饱血》、《刻木事亲》等，都在宣扬极端的孝道，自然应该反对，应该剔

除。

当今中国正面临着道德重建的大课题。这种重建将是一个长期且逐步日臻完善的过

程。传统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将与西方的现代

的以及后现代的普世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相结合，形成全新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以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孝道就是爱，包容于“泛爱众”

和“博爱”之中，自然也将融于新的道德规范。

温家宝总理还说：“我认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凝聚力。

不要因为五十年的政治而去掉五千年的文化。”他还说：“国之命，在人心。”

正是这样，五千年的文化源远流长，古风不泯，美德传承。在忤逆子孙的败类中，

继承古代孝子的美德，现代的一位位孝子，金光闪闪地出现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献

肾救母》、《踏遍天涯》、《不弃痴娘》……都一一编入《古今二十四孝》的书画卷

中。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如泰山北斗，令人仰止。

《古今廿四孝》是从传统的《二十四孝》画卷中剔除了《埋儿奉母》、《恣蚊饱

血》、《尝粪忧心》等糟粕，又从近年来媒体赞誉、影响深广的诸多孝子中遴选出12位

孝子编辑成册，献给广大读者。

一个文明先进的国家，绝不是一群愚昧野蛮的人所建成的；他们只会破坏。正如一件

精美的艺术品，也不是愚昧无知的人所制成的。所以我们应该像犹太人那样⑥，重视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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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教育。让我们的孩子继承中华民族的人文精华，拥有一条蕴含着几千年文明结晶的基

因链，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对于子女的教育是一门大学问，孝道只是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

部分，因为孝就是爱。民风、世风，皆源于家风。让《古今廿四孝》走进每一个家庭，

撒下孝的种子、爱的种子。让千千万万位孝子，带着优良的家风，怀着一颗关爱的心，

走上社会，走出国门，从而形成良好的民风、世风。

                                                 2010年仲夏

注：①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孝就是）不要违背（周礼）……”樊迟

问：“不要违背（周礼）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按周礼侍奉

他们，（父母）死了之后按周礼埋葬他们，按周礼祭祀他们。”《论语·为政》

②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当儿子的要做到孝）最难的事是对父母和

颜悦色。仅仅是有了事，儿子替父母去做，有了酒饭，让父母吃（而脸色却很难看），

难道这能认为是孝吗？”《论语·为政》

③孔子当鲁国的大司寇时，有父子俩打官司。孔子把他俩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三

个月过去了，他也不判决，于是，那个当父亲的请求撤诉，孔子于是就赦免了他们。

④唉！身居高位的人没有做好引导教化的工作而滥杀百姓，这是违背常理的行为啊！

⑤孔子说：“子弟们，在家要孝顺父母，出门要顺从兄长，为人谨慎而有信用，广

泛地友爱众人，并且亲近其中有仁德的人。”《论语·学而》

⑥犹太移民的孩童，从3岁就在家中，由父亲教授国语——希伯莱文。孩子7岁以前

必须读完希伯莱文的《旧约·圣经》。7岁—13岁，开始熟读最经典的《犹太法典》。

63卷的《犹太法典》是由2000多位历代的犹太拉比（犹太教神父，犹太人中最有学问的

人）在1200年的时间里，对犹太教义、犹太法律、哲学、道德等人文学科进行讨论的会

议记录。内容包罗万象，是犹太人文化智慧的结晶。

犹太人无论穷富，他们的孩子都竭力争取进入侨居国最好的学校学习，并取得最高

的学位。

由于犹太人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所以人才辈出，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

都是犹太人。据1980年一份统计资料称，自1901年以来，共颁发各学科诺贝尔奖513人

次，其中犹太人获奖88人，占17%，而犹太人口仅占世界人的口的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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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古今二十四孝》是从古代传统的《二十四孝》年画（画册）中遴选出的部分孝

子，又从现代的诸多孝子故事中选择部分孝子撰绘而成的儿童普及书画册；讲的是古今

孝子孝敬父母的故事。意在通过书画，教育孩子们孝敬父母、关爱人类；怀有一颗仁

爱、善良、高贵的心，从而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孝与爱是人类的高尚美德，古今中

外的优良文化和传统美德都在积极地倡导，有的国家并为之立法。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虽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有儒、道、法、墨、兵、

纵横、阴阳等学派，但唯有儒家学说独尊。这是几千年来历史的选择，世界各国广大人

民的选择。我国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论语》、《孟子》，有许多关于孝、爱、仁义的

语录。特别是自2002年以来，中央电视台创办了《“感动中国”栏目》，也在积极地弘

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孝、爱、善、美。被媒体称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在

美国，有关孝道的法律可以追溯到古罗马。该法律认为“子女有责任照顾父母”。他们

把孝道视为伦理和互惠：在你小时候，你的父母照顾你；现在作为回报，你要照顾他

们。即《三字经》中的“羊跪乳，乌反哺”的伦理道德。在美国有关孝道的法律，在20

世纪50年代美国的45个州和联邦政府都有相应的法律，有的州如果子女违犯孝道，还要

送进监狱或罚款。

古圣、先贤和传统道德也都告诫我们：文明的人类，不能没有孝和爱，犹如大自然

里不能没有阳光、空气和水。爱，应首先从自身的父母做起，从自己的亲人做起，然后

扩展为人类之爱，生命之爱。试问一个连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人都不爱的人，还奢谈

什么关爱人类，报效祖国。

继承中华民族有关孝道的传统美德，遵从古圣、先贤的教诲，我们应该时刻感念父

母的养育之恩。父母的养育之恩，真是天高地厚，山重水长，尤其是母亲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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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说怀胎十月之苦，就是当母亲生养我们之时，也受尽撕肝裂肺之痛，所以有许多孝

子，把自己的生日当做母难日。当我们哇哇啼叫来到人世时，刚刚熬过痛苦的母亲那种

喜悦，那种爱怜，真是溢于言表。全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当生下儿子

梁从械时，忍不住心中的喜悦，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

你是爱，

是暖，

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婴儿，当年哪里有什么尿不湿。我们躺在母亲的被窝里，尿了

左边，母亲把我们移到右边，再尿了右边，把我们放到中间，母亲睡到尿窝里。中间再

尿了就把我们放到肚子上。我们有个三灾八难，母亲日夜守护，口喊菩萨保佑。

我们在婴儿期吃、喝、拉、撒，全靠母亲照料，常常脏污了母亲的衣裳。就这样把

我们像只小狗大似的婴儿，抚养长大成人。现代的妇女，除了全职妈妈，还有一些职业

女性。她们有的把抚养儿女的辛劳转嫁给老人，由父母、公婆把孩子带大。我们对这些

老人应心怀感恩，万万不可漠视、无视，应牢记“羊跪乳，乌反哺”之古训。

可是有些忤逆子女，长大成人之后，他（她）们不知感恩父母，反而对父母百般摧

残凌辱，这样的子女简直禽兽不如！

孩子们为什么对自己的亲人竟如此凶残暴虐？孝道是人类的传统美德呀，无论是中

国还是外国都是提倡孝道的呀！

对此，创立“新人口论”的学者，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几十年前的一番自省发

人深思，为我们做出了回答。

一代伟大学者马寅初，心忧社稷，科学地提出了“新人口论”，并得到了许多专家

学者的赞同，不料却遭到了痛斥，被诬为“马尔萨斯人口论”，因此遭到批判围攻。大

字报铺天盖地，气势汹汹。马老虚心地、认认真真地一篇一篇地看。可是大字报的内容

除了攻击和谩骂，却没有一篇是有理有据、是以理服人的。马老一边看大字报，一边痛

心疾首喃喃地说：“这是我这个当校长的失职啊！我培养出来的学生，竟然在知识和理

论上如此低能和贫乏……”然后，他怀着愧疚的心情，拿起笔和墨盒，伤心地在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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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为学生改错别字。

马老的自责切中要害。在政府里马老是省部级的高官，在北京大学他是学生的师

长，负有“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职责。为此，大学生“在知识和理论上如此低能

和贫乏”他自然难辞其咎，但又不能责令其承担全部责任。

历阅世界各国的历史，你会发现一条规律，有什么样的文化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民

族，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人民。

“二战”前的日本，进行的是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宣扬日本大和魂高尚神圣，鼓

吹扩张主义和武士道精神，所以他们高喊“大东亚圣战”，“共存共荣”，不断地发动战

争，不断地扩张领土。他们在侵华战争中奸、淫、掳、掠、烧、杀、抢，灭绝人性，惨绝

人寰，罄竹难书，犯下了滔天罪行。最后受到严厉的惩罚，几乎亡国灭种。

自命为“上苍指派我来统治所有国家，在此之前，大草原上毫无秩序可言”的成吉

思汗，被誉为“天之骄子”，1206年他创建了蒙古国。他对部属子民宣扬的是：“人生

至乐莫如灭仇敌似摧枯木，夺他的骏马，得他的财物，并把他的妻子掠了过来，叫她伴

我寝室，这是最快乐的事情。”他率领的铁骑西征途中，将士食人肉、马饮人血，所到

之处，烧、杀、掳、掠，夷为平地。他虽然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但不足百年，

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败退漠北。

而美国的第一批移民，是欧洲的新教徒。他们反对宗教迫害，向往自由。100余人乘

五月花号航船，越过大西洋，在北美的普鲁茅斯登陆。这些新移民怀有感恩的情怀……

所以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已是不争之事实。

又以我中华民族为例。传说中的远古时代，黄河的中下游有1万多个部落。其中最大

的三个部落是神农部落、有熊部落（轩辕黄帝）、九黎部落。九黎部落最强大，占据今

天的山东西南部、江苏北部及山西、河南的黄河流域，人口众多，英勇善战。他们的领

袖蚩尤与轩辕交战，大战70次，胜负难决。由于有熊部落文化先进，苍颉造字。技术先

进，发明了指南针、房屋、衣裳、车船、兵器、音乐、阵法、蚕丝……终于大浪淘沙，

一支独秀，有熊氏胜出，统一了黄河中下游流域。尧舜仁君，以德治国、以孝为先，孔

孟圣贤，创建了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构建了中华民

族传统的优良文化和精神文明，被称誉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虽屡经外侵、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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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仍是泱泱大国。而今日江西的苗寨，九黎的后裔，蚩尤的子孙，由于战败，远遁山

野。他们没有文字，文化落后，曾经辉煌一时，在漫漫五千年的历史烟尘中，已默默无

闻矣。无声的历史，令人深思、令人唏嘘。

那么，我们的文化教育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首先是社会问题，近些年道德教育的缺失是最主要的根源。

《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的作者张诒和如是说：“任何父母都是有缺点

的，甚至过失，但他们毕竟是你的父母，而孝敬父母则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恳切地说：“对于过去的历史不应该淡化，不应该隐瞒，应

该正视。只有正视历史，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重犯历史错

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个原则，不但是对日本人民的，也是对中国人民的。”

同是一片天，同是一片地，可是有的人家出孝子，有的人家出逆子，这又是为什

么？原来文化教育又分为大环境，即社会环境；小环境，即家庭环境，也就是家教。良

好的家教，可以顽强地抵御不良社会环境的侵蚀。在美国有一个关于家教的典型例子：

同时代的爱德华和珠克两个家长，因为个性的差异，不同的家教，影响后人至八代而不

绝。爱德华是博学多才的哲学家，他勤奋好学，为人严谨，重视家教和自身的影响。他

的子孙中有13位当过大学校长，100多位是教授，80多位是文学家，60多位是医生，还有

一位当过副总统。而珠克是远近闻名的酒鬼和赌徒，毕生玩世不恭，浑浑噩噩，无所事

事。他的子孙有300多人当过乞丐和流浪汉，400多人酗酒致残或夭亡，60多人犯过诈骗

或盗窃罪，7人是杀人犯，总之，没有一个是有出息的。普天下的父母，有谁愿意自己的

子女成为令人耻笑的忤逆？要子女孝敬父母，那你就首先孝敬父母，那就百般地努力，

为子女做出榜样，为子女创造一个良好的家教环境吧。

“人之初，性本善”。幼儿的心灵是纯真明净一尘不染的，宛如晨曦中荷叶上晶莹

的露珠，犹如雨后晴空的一片柔洁灵透的白云。近之朱则赤，近之墨则黑。正所谓“性

相近，习相远”。让我们这些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父母和师长，拨开凝聚在心灵的乌

云，把假、恶、丑还给噩梦，唤醒良知，用大孝、大爱，去塑造孩子们的心灵，不要再

出现“用狼奶喂大的一代”的悲剧。

我有时这样想：今后在选拔人才时，必须考核他（她）们是否孝敬老人。一个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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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父母的人，还奢谈什么关爱他人，做人民的公仆。考核在职人员也是这样，还是那句

话，不孝敬父母的人，怎能关爱人类，奉献祖国。

我是一个从教40余年的教师，曾被誉为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回顾当年，我们都

恪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古训。我们以自己的冰雪情操，去塑造孩子们的

灵魂，使他们具有崇高的传统美德；我们竭尽全力地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他

们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我们以自己的人生阅历，点拨学生的未来……

但不幸的是事与愿违，当我读到马寅初先生的自责时，读到各种报刊报道的一则

则杀害虐待父母和亲人的事件时，我深深感到震惊。我反躬自省、扪心自问，已深感愧

疚。反思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里，我们绝少对学生进行优良的传统教育，绝少向学生讲

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关爱人类，感恩人生……我诚恳地向我教过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

说一声：“对不起，我误人子弟了！”

回顾小时候家住农村，每逢过春节时，有许多人家在屋里雪白的墙壁上挂出了

“二十四孝”年画，大人就指点着年画，讲述孝子孝行的故事，联系本村某某儿女不

孝，某某儿媳不孝，并大加挞伐，从而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一颗孝行的种子。童心向

上，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个孝子，不做被人责骂的逆子。当年的农村颂扬孝

子，谴责忤逆，已形成舆论。

在我们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儿子和儿媳不孝，让老娘住在破厢房里，用一个破木头碗吃饭。孙子在济南读书探

家，见奶奶受虐待，非常气愤，又不好对父母发火，便对父母说：“奶奶用的这个破木头

碗真结实，你们千万好好保存着，等你们老了好给你们用；这间破厢房也留给你们住！”

那些不孝的儿女，不怕儿女向你们学习吗？

我和老伴去美国探亲，住在女儿那里。有一位台湾老太太向老伴哭诉：他在儿子那

里住了两年，这儿媳天天给他脸色看，没和她说一句话。这儿媳就不想想，她爱自己的

老公，爱自己的儿女，也应该懂得饮水思源，爱屋及乌吧！

是否尊敬关爱老人，表现了一个人的素养。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力提倡“以德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全国各地也

在开展“和谐文明家庭”活动，我市也积极开展“二十四孝贤”活动，强化人们敬老、



爱老、养老、助老的责任意识，传承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让每个家庭都注重孝道，充

满爱心。

为此，我编著了《古今二十四孝》，奉献给普天下的父母和孩子们。

在编著过程中，引用了一些报刊的资料，在此表示谢意。由于作者分散各地，无法

一一联系，也未一一注明资料的来源，敬请谅解，更感谢本市领导和王加茂先生的大力

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张士俊

                                               2011年美国明尼苏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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