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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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孝是立身之本，是家庭和睦之本，是国家安康之本，是当前实现中
国梦的重要资源基础。本书是“中国孝文化丛书”的总论。重点论述了孝的起源与流变
、孝与家庭伦理的关系和孝与社会伦理的关系。其中在孝与家庭伦理的关系中就父子、
兄弟、婆媳、祖孙等关系进行了详述。在孝与社会伦理的关系，分别就中国古代政治家
国同构的特点、国家制度中渗透的各种孝的思想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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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礼记大学》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
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孝是儒家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备的道德素质。
“百善孝为先。”“孝”，是子女后辈对父母尊长的奉养、敬爱、恭顺。《孝经圣治章
》讲：“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
其严。”这里的敬、乐、忧、哀、严，都是孝。“养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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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兄弟姐妹之间团结、友善、敬爱的横向关系。
家国伦理即家庭伦理和国家政治伦理。家庭伦理是指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间应遵
守的伦理道德，简单说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国家政治伦理实际是
家庭伦理的政治化。因此，孟子讲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
友有信”，以及本书叙述的五伦、六顺、七教、八德、十礼等，既有父子、兄弟、夫妇
间的家庭伦理，也有君臣、臣民之间的政治伦理。 《礼记大学》称：“古之欲明明德于
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孝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备的道德
素质。 “百善孝为先。”“孝”，是子女后辈对父母尊长的奉养、敬爱、恭顺。《孝经
圣治章》讲：“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
祭则致其严。”这里的敬、乐、忧、哀、严，都是孝。“养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
“悌”，是兄弟姐妹之间团结、友善、敬爱的横向关系。 家国伦理即家庭伦理和国家政
治伦理。家庭伦理是指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间应遵守的伦理道德，简单说即父慈
、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国家政治伦理实际是家庭伦理的政治化。因此，孟
子讲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本书叙述的五
伦、六顺、七教、八德、十礼等，既有父子、兄弟、夫妇间的家庭伦理，也有君臣、臣
民之间的政治伦理。 孟子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孟的高
明之处，就是把社会政治收缩为家庭人伦，再由家庭人伦发散到社会政治。“家”是中
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核心，叫作“天下一家”。国是大家，家是小国；君为国父，父为家
君；家国同构，君父同伦。“国”和“家”，“君臣”和“父子”，“忠”和“孝”是
统一的。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渗透到国家制度的方方面面。君长“以孝治天下”，家
长“以孝齐家”。国家由天子这个大家长以及各级“父母官”来实行“父权制”管理。
政治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同时还是一种家庭伦理道德上的血缘情感关系。为政者是“
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是造福天下的“家主人”。老百姓是他们的子民、赤子。政治上
的忠也是宗法上的孝，接受君父、“父母官”的统治就是恪尽孝道。为国家、为民族建
功立业，既是忠臣事君报国，又是孝子扬名显亲。 家国伦理相结合的孝文化，虽然是历
代王朝维持统治的伦理工具，但它也培养了中国人对祖国、炎黄子孙、父母之邦强烈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源泉。它铸造了中华民族最神
圣、最震撼、最具典型价值的大忠大孝。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一句“骨肉同
胞们”、“兄弟姐妹们”，就能使人们热血沸腾、同仇敌忾。西方国家则是上帝啊，阿
门！因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附丽于固定的血缘，而西方则附丽于固定的宗教。同时，
孝还是一种不可抗拒的道德约束力量和维存力量。光宗耀祖，不辱没祖先、不辜负父母
的观念，激励着人们加强道德的自律和事业的进取，为国家、为民族立事、立功，甚至
是从容牺牲。 本书立足于新的时代进程和学术研究成果，对孝的产生和嬗变、家庭伦理
、国家政治伦理等进行系统介绍和深入剖析。其中孝的产生和嬗变包括：孝的初始、孔
孟的孝道、孝的经典、孝的范式化、孝的扭曲和强化、孝的宇宙本体化和神化等。家庭
伦理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姑慈妇听、祖孙隔代亲、家长和族长、家训和家法等
。国家政治伦理包括：家庭伦理与国家政治的结合、国家制度中渗透的孝、中华民族的
大忠大孝等内容。对孝与家国伦理所涉及的人物、事迹，以及衍生出的典故、名词、成
语、谚语等，均考述源流嬗变。 本书所用的资料均取材于儒家经典、历代正史、诸子书
、类书、各种野史和杂著。书中的每一情节、人物以及人物语言都来自文献记载，言之
有据，绝对不敢杜撰。在观点上，努力遵循“寓论断于序事”的原则，尽量不强生其文



。必须“辩疑惑，释凝滞”之处，则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进行深入浅出的剖析。 但愿读者
朋友通过拙作，丰富知识，启迪思维，陶冶情操，接受民族精华的洗礼，冲破世俗偏见
的误区，更加理智地观察社会，体味人生，善待父母子女，和谐家国关系。不让天下父
母寒心，不让天下子女束缚个性，不让社会发展受到障碍。这是本书的宗旨，也是本人
的奢望。 由于水平和时间所限，本书难免有疏漏、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朋友
和方家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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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孝的起源与流变
一“从不独亲其亲”到“各亲其亲”——孝的初始
（一）孝从这里产生
“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
准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孝是立身之本，是家庭和睦之本，是国家安康之本，也是人
类延续之本。那么到底什么是孝呢？
孝的最初含义是指什么？翻阅古代典籍，对孝的解释可谓见仁见智。
《尔雅释训》和《说文八上老部》对“孝”的解释都是“善事父母”，也就是要尽心奉
养、孝顺父母。
《礼记中庸》这样解释“孝”：“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志。”认为有孝行的
人善于继承先人之志，传承先辈之业。
《论语泰伯》载孔子语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意思是，大禹
，我无可厚非，自己节衣缩食，却以丰洁的祭祀致孝于祖先的神灵。孝，就是要虔诚地
祭祀祖先。
《北史崔逞传》称：“崔九作孝，风吹即倒。”古人在父母死后，要为父母守丧，停断
正常生活，只进汤水和蔬菜。崔九即北魏崔子约，为母亲守孝而柴毁骨立。这里的孝是
强调对父母的哀痛。
《礼记祭统》也有对“孝”的解释：“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为畜。”
这里对孝的理解是，孝就应该顺从父母。
孔子的弟子子游问孝，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
敬，何以别乎？”对孔子的这段话，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现在称作的孝，是仅仅能
供养父母就行了。然而犬马，也都能得到人的饲养，人如果没有敬，养父母和养犬马有
什么区别呢？另一种解释为，犬马也会养父母，人如果没有敬，与禽兽有何不同？至于
哪种解释正确，已没有分辨的必要了，横竖都是讲，孔子认为，要以敬爱的心情来孝顺
父母，这是最重要的，也是人和禽兽的区别。可见，“敬养”父母才是孝的实质。
上述种种只是强调了孝的一个方面，其实，养、敬、顺、哀以及对父母种种尽子女义务
的善行，都是孝。《孝经圣治章》讲得比较全面：“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
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对父母要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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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吃饭穿衣方面要让父母快乐，父母生病时要担心忧虑，父母去世要哀痛，祭祀父母
时要肃穆。这里的敬、乐、忧、哀、严，也都是孝。 第一章孝的起源与流变
一“从不独亲其亲”到“各亲其亲”——孝的初始 （一）孝从这里产生 “百善孝为先”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在中国人
的心目中，孝是立身之本，是家庭和睦之本，是国家安康之本，也是人类延续之本。那
么到底什么是孝呢？
孝的最初含义是指什么？翻阅古代典籍，对孝的解释可谓见仁见智。 《尔雅释训》和《
说文八上老部》对“孝”的解释都是“善事父母”，也就是要尽心奉养、孝顺父母。 《
礼记中庸》这样解释“孝”：“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志。”认为有孝行的人
善于继承先人之志，传承先辈之业。 《论语泰伯》载孔子语曰：“禹，吾无间然矣。菲
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意思是，大禹，我无可厚非，自己节衣缩食，却以丰洁的祭祀致
孝于祖先的神灵。孝，就是要虔诚地祭祀祖先。 《北史崔逞传》称：“崔九作孝，风吹
即倒。”古人在父母死后，要为父母守丧，停断正常生活，只进汤水和蔬菜。崔九即北
魏崔子约，为母亲守孝而柴毁骨立。这里的孝是强调对父母的哀痛。 《礼记祭统》也有
对“孝”的解释：“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为畜。”这里对孝的理解是
，孝就应该顺从父母。 孔子的弟子子游问孝，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
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孔子的这段话，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现
在称作的孝，是仅仅能供养父母就行了。然而犬马，也都能得到人的饲养，人如果没有
敬，养父母和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另一种解释为，犬马也会养父母，人如果没有敬，
与禽兽有何不同？至于哪种解释正确，已没有分辨的必要了，横竖都是讲，孔子认为，
要以敬爱的心情来孝顺父母，这是最重要的，也是人和禽兽的区别。可见，“敬养”父
母才是孝的实质。 上述种种只是强调了孝的一个方面，其实，养、敬、顺、哀以及对父
母种种尽子女义务的善行，都是孝。《孝经圣治章》讲得比较全面：“孝子之事亲也，
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也就是说，日常
生活中对父母要尊敬，吃饭穿衣方面要让父母快乐，父母生病时要担心忧虑，父母去世
要哀痛，祭祀父母时要肃穆。这里的敬、乐、忧、哀、严，也都是孝。 唐朝张守节的《
谥法解》对孝有四种解释，“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秉德不回曰孝”
、“协时肇享曰孝”。也就是说，和睦宗族、亲爱父母、遵守道德而不违背、准时祭祀
祖先都叫孝。可见孝有多层含义。 中华民族讲孝道已经几千年了，从古到今，千言万语
，殊途同归，所表达的意思却都是一样的：子女善待父母，子孙善待先人，卑幼善待尊
长。 孝和孝道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孝是人类血缘间子女对父母的自然亲情。在家庭内部
来说，孝就是要赡养父母，从衣、食、住、行、思想各方面尽心奉养、照顾老人，尽子
女的责任，这种情感和行为是自发的、朴素的、无私的，是子女对父母发自自然亲情的
“孝”。孝道是被儒学家和统治者升华、外延、扭曲并推向极端的封建伦理道德。实际
上，在中国社会风俗中并没有截然分开，统属于孝文化意识。 从家庭伦理的孝泛化到社
会伦理、政治伦理的孝，它具有了亲民性、外延性，也就是以孝敬父母为基本，从而要
对所有的亲属长辈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岳父母以及伯叔姑舅等尽孝道；同时孝还具
有社会外延性，也就是还要善待邻里及天下所有的老人；除此之外，孝还具有政治外延
性，即移孝为忠，移小孝为大忠，报效国家和民族，不仅要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孝敬老人
，还要尊重长辈的意志，实现长辈的愿望，为家族、乡里、国家争得荣誉，这里讲的就
是广义上的“孝”，亦即作为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孝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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