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孝选官——孝与古代选官制度》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4年01月01日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07836752
丛书名：中国孝文化丛书



编辑推荐

这是一套较为全面介绍中国传统孝文化的通俗读物。它分别从孝与家国伦理、孝与社会
风俗、孝与古代法律、孝与古代养老、孝与古代教育、孝与古代旌表制度、孝与古代选
官制度和孝与古代丁忧制度八个方面论述了孝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和影响。通过作者
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从中发现孝文化的现代价值。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历代以孝选官的制度。先秦时期“孝治天下”的观念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 “以孝选官”也尚处于萌芽状态。汉代在选官制度上体现出对孝的提倡，汉惠帝、吕
后开汉代“举孝授官”之先河。汉代以后，“以孝选官”的现象承袭相沿，继续存在于
历代选官的体系中。但此后的几百余年间，孝道观念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以孝选官”
的分量也随之变化，这也暴露出了这一制度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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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孝”，没那么简单——古代为何以“孝”选官
一“孝”是诸德之本
孝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中国就没有所谓的伦理道德。中国传统的
伦理实际上是三位一体，血缘——宗法——政治伦理的统一。孝从产生之初，就被血缘
之情和宗法意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汉朝时期，推崇“以孝治天下”，统治者将“孝治
”从理论设想正式推向了实践的舞台。由此看来，孝本来就是维系血缘之情的纽带，又
是作为人修身立身的根本，同时，孝还是君主治理天下、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因此可
以说，孝是修身养性之基础、齐家治家之良方、君主治国之根基。
在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孝的观念随着历代学者的阐述和统治者的推崇而逐渐渗透到
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如选官制度、古代法律、古代教育，等等，这恰恰从
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孝”在传统道德中的影响力。
（一）孝是儒家伦理的核心
中国文化博大精神，包罗万象，文化的中心当属儒学。当儒学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
思想后，孝道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封建统治集团维护自身统治的武器。儒学的核心是“仁
”，而仁爱的精神，则完全是由孝道出发的，因此可以这么说，孝既是儒家伦理的核心
，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阐述“仁”的思想时曾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
者，其为仁之本也”（《论语学而》），孔子将孝与仁、孝和悌结合起来，认为子女对
父母的孝，是仁的基本表现，也是仁的根本。孔子将仁建立在孝的基础上，使其创立的
儒家学说有了更加牢靠的根基，也成为后世崇孝的重要原因。
从儒家孝道的主要内涵来看，它既是一种伦理道德准则，体现了亲亲、尊尊的基本道德
规范，同时它也是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支配人们日常行为、评判人们品行的准则。孝
从最初的家庭伦理延伸到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用来协调小到家庭、大到社会、国家当
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恪守孝道不但会和睦家庭甚至整个家族，而且能使人际关系
更加和谐、畅达。如果全社会都恪尽孝道的话，整个社会就会稳定，就能实现“孝治天
下”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成为孝子贤孙之后，会成为个人通往仕途的强有力的
筹码。由此可见，人在一生当中，既是家庭中的一员，又是国家的子民，因此，人们一
生都处于孝道意识的范围中，从而很好地维系和强化了社会等级秩序。
儒家的“孝治”所主张的不仅仅是“孝亲”，还要用“孝亲”的精神，推及于治国、平
天下。因此，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备受统治者的推崇。
而作为儒家伦理思想核心的“孝”，被统治者拿来作为选拔官员的工具就不足为奇了。
（二）孝与诸德的关系 第一章“孝”，没那么简单——古代为何以“孝”选官
一“孝”是诸德之本 孝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中国就没有所谓的伦
理道德。中国传统的伦理实际上是三位一体，血缘——宗法——政治伦理的统一。孝从
产生之初，就被血缘之情和宗法意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汉朝时期，推崇“以孝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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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将“孝治”从理论设想正式推向了实践的舞台。由此看来，孝本来就是维系
血缘之情的纽带，又是作为人修身立身的根本，同时，孝还是君主治理天下、巩固统治
的重要手段，因此可以说，孝是修身养性之基础、齐家治家之良方、君主治国之根基。 
在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孝的观念随着历代学者的阐述和统治者的推崇而逐渐渗透到
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如选官制度、古代法律、古代教育，等等，这恰恰从
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孝”在传统道德中的影响力。 （一）孝是儒家伦理的核心 中国文化
博大精神，包罗万象，文化的中心当属儒学。当儒学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后，
孝道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封建统治集团维护自身统治的武器。儒学的核心是“仁”，而仁
爱的精神，则完全是由孝道出发的，因此可以这么说，孝既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亦是中
国文化的核心。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阐述“仁”的思想时曾说：“君子务本、本立
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论语学而》），孔子将孝与仁、孝和悌结合起
来，认为子女对父母的孝，是仁的基本表现，也是仁的根本。孔子将仁建立在孝的基础
上，使其创立的儒家学说有了更加牢靠的根基，也成为后世崇孝的重要原因。 从儒家孝
道的主要内涵来看，它既是一种伦理道德准则，体现了亲亲、尊尊的基本道德规范，同
时它也是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支配人们日常行为、评判人们品行的准则。孝从最初的
家庭伦理延伸到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用来协调小到家庭、大到社会、国家当中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因为恪守孝道不但会和睦家庭甚至整个家族，而且能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
、畅达。如果全社会都恪尽孝道的话，整个社会就会稳定，就能实现“孝治天下”了。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成为孝子贤孙之后，会成为个人通往仕途的强有力的筹码。由
此可见，人在一生当中，既是家庭中的一员，又是国家的子民，因此，人们一生都处于
孝道意识的范围中，从而很好地维系和强化了社会等级秩序。 儒家的“孝治”所主张的
不仅仅是“孝亲”，还要用“孝亲”的精神，推及于治国、平天下。因此，自汉代以来
，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备受统治者的推崇。而作为儒家伦理思想核心
的“孝”，被统治者拿来作为选拔官员的工具就不足为奇了。 （二）孝与诸德的关系 孝
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经几千年的沉淀后，孝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植
根于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心中，成为人们恪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先秦儒家强调“百善
孝为先”，认为孝是诸德之首，换句话说，孝是一切道德品行的根本。人世间诸多美德
，绝大多数都是由“孝”而衍生出来的。孔子的弟子曾参可以说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孝理
论的集大成者，也是参透孔子“孝是诸德之本”的第一人。他曾经从仁、义、忠、信、
礼、行、强、乐八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德本论”。由此看来，曾子把“孝”置于极其尊
贵的位置，认为“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实现一切善行的根本和力量源泉。
而在战国时期吕不韦及其门客编撰的《吕氏春秋》中，更是把“德之本”的观念发展到
了极致。放眼望去，在众多美德当中，除了孝，又有谁能获得如此高的赞誉呢？ 《孝经
》认为：“夫孝，德之本也。”在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中，孝是最基础、最根本的。“
孝”既然作为诸德之本，那么孝与诸德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很明显的，孝并不是孤立
的，它和诸德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尽管如此，作为诸德之本，孝依然具有其本身
的特性，也正是如此，孝深深地影响着诸德，对诸德具有统摄和指导的作用。 一般提到
诸德，最先映入我们脑海中的即是仁、义、礼、智、信。孔子崇尚“仁”，在其构建的
儒学体系中，“仁”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核心思想。“仁”首先是人的内在情感，在孔子
看来，人与人之间有一种自然的、普遍存在的情感，这就是“仁”。孟子继承并进一步
阐述了“仁”的思想，认为“仁”是由人天生具有的恻隐之心而自然萌生出的爱人之心
，即“仁者爱人”。那么“仁”与“孝”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简单说，“孝”是实现



“仁”的最基本、最有效的途径。“仁”是一种泛爱之心，是最高的道德理想，而“孝
”则更注重血脉亲情。因此，要实现“仁”的最高理想，必须从践行孝道做起。如果一
个人连最起码的孝敬父母都做不到，又何谈怀有一颗“仁爱”之心呢？孔子将“仁”建
立在“孝”的基础上，希望能将这种原始的亲亲之情延伸开来，从爱父母、亲人推及至
更广泛的爱人。打个比方，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孝”即是
树根，而“仁”则是树枝、树叶，需要从根中汲取养分。这就是“孝为仁之本”。 “孝
”与“义”的关系同样非常密切。“义”可以引申为“正义、道义”，“以义事亲”乃
为大孝。所谓“孝”，既应该顾及亲亲之情，也不应该抛弃社会正义。毕竟“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父母作为长辈，也有犯错的时候。如果盲目地认为“孝”大于一切，忽
视了“正义、道义”的存在，那么这种“孝”便沦落为最低层次的“愚孝”，最终将会
陷父母于不仁不义中。孟子就曾说过：“阿意曲从，陷亲不义。”这证明孟子也主张在
父母犯错的时候，做子女的不应该一味地顺从，而应该大胆地规谏。对于“以义事亲”
，荀子亦有同样的看法，“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
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所理解的大孝，恰恰是遵从“正义、道义”，不
唯父母之命是从。由此可见，孝与义是融会贯通、互为表里的，内有孝之心，外有义之
行。 在孔子创立的儒学体系中，“礼”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它既指狭义的礼节、礼
仪，也指上至天子、下到庶民都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就“礼”与“孝”的关系，
可以追溯到其产生的源头，二者均是中国传统伦理中出现较早的观念，并且都是从祭祀
活动中产生的。在祭祀祖先时，一方面要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追忆之情，这种情感实际
上就是“孝”的最初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在祭祀活动中，要借助一定的礼仪，合乎礼
仪的孝行才更被人称道。儒家思想认为：恪尽孝道，善养父母，不能违背最基本的礼法
规范。孟懿子曾向孔子问孝，孔子对曰：“无违，”并进一步解释道：“生，事之以礼
；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也就是说，父母健在的时候，要按礼侍奉他们；父母去
世后，要按礼埋葬他们、祭祀他们。这恰恰体现了“孝”与“礼”的密切关系。如果说
，“孝乃诸德之本”，那么，“礼”便是指导孝行的具体原则和规范，换句话说，人们
的孝行必须通过合乎礼仪的行为外显出来。子女仅为尽孝道而违背了礼法规范，只会给
父母徒增烦恼，那就是大不孝。 恪尽孝道需要人们遵循礼法规范、维护“正义、道义”
，那么如何做到合乎礼法与正义的“孝”呢？这就需要人们具备分辨是非的判断力、明
晰善恶的洞察力，在尽孝时张弛有度、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这即是儒家所说的“智德
”。“孝”不是一味地顺从、盲从，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觉悟，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比如说，做父母的提出了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如果子女不具备“智德”的话，极有可
能为了尽孝而唯父母之命是从。因此，一个人只有拥有“智德”，才能更好地恪尽孝道
，在关键时候作出正确的选择。 “信者，诚也。”就“信”的构字结构看，信字从人言
，人言不爽，方为有信也。那么“孝”与“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孝”乃是人性
中最朴实、最纯真的感情，是人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其间没有掺杂任何的虚伪。因此
，“至孝”之人必是“至诚至信”之人。如果一个人在“孝”的情感中混入了虚伪、势
利，那这必定是“伪孝”之人。由此可见，“孝”与“信”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 
总之，仁义礼智信均为践行孝道的行为规范，在影响“孝”的同时，也受“孝”的制约
。孝以其独特的魅力、巨大的能量，对诸德具有统领和指导的作用。反过来说，只有建
立在仁义礼智信基础上的“孝”，才是大孝。各个朝代在选拔官员时，基本上都注重对
道德的考核，而作为“德之本”的“孝”，成为考核的重要标准，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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