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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从以下诸方面进行研究：第一章，孝之起源与演变，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也是从现象入手，来
探讨古人是如何创造、实践孝文化的，从纵向的角度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描述、分析、以把握其历史
过程和本质规律。
第二章，孝之文化综合意义，是从文化学之综合视野，阐发孝在中国文化的诸要素中的意蕴、影响、
可以说是一个横的视野与逻辑线索。
第三章，孝道与孝行研究，则是一种伦理学的视野，对孝道之根本精神，规范体系，实践机制，孝道
教化进行总结概括、分析阐发，以使人们对孝的规范要求有一整体的、清晰的把握，以利于人的孝知
与孝行。
第四章，孝的历史反思与当代价值。
如果说以上三章主要是建立在事实分析的基础上，那么，这一章则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价值分析与批
判。
在“结论”部分则从更高的层次上，阐发了孝与中国文化精神——人文主义的内在联系及其当代意义
。
最后还对中西方亲子关系之道的差异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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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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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孟子以孝治天下的理论与其对于父权的推崇完全一致。
曾子讲孝存在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心中，谓天子之孝是“任善不敢臣三德”(《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
意谓王者不以三老为臣属，孟子对此大加渲染，并且尤其注重对于父权的尊崇。
孟子描写舜是典型的孝子，五十岁的时候还思慕其亲不知倦怠。
并逻辑的推论他的父亲瞽瞍杀人之后，舜不惜丢弃君主的权位而带父逃奔，终身供奉父亲(《孟子·尽
心上》)。
在孟子的意识中明显地流露出孝道即是治道的倾向。
这是因为在孟子看来，孝道的目的就在于达到使“天下化”(《孟子·离娄》)的结果。
孟子举例说舜以自己的忠诚孝敬感悟顽劣的瞽瞍，瞽瞍高兴，天下的风俗由是而转化，父子伦常也由
此而确定。
这样美好的结果，来源于舜事父的诚恳孝道。
孟子在这里显然肯定了孝道与治道的统一，同时他又将曾子所论孝子克己修身以感化父母的精神灌注
于舜的形象，强调了天子严以修身而为天下作则的蕴意。
因此，在孟子的理论中，“孝”与“治”息息相关。
显而易见，孟子强调父权，其着眼点应在于此。
    在孟子看来，本之于人性之善的亲子之爱是人类这种美德的基础，如果充分发挥这个美德，就能处
理好一切政治问题，因为孝是人之善良本性的天然生发，由爱亲可以推广为爱人，而爱人也就是“仁
”了。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由此看来，孝与仁政之关系，就是由孝可以修仁，进而可以施仁政。
这种更重个人品格，把人性引人政治原理的伦理政治思想，正是对孔子德政学说的发扬。
    总之，孟子对儒家的孝道观做了很多继承与发展的工作。
但以笔者之见，其思想内涵并没有超出曾子的思想，由于以往我们对曾子的忽视，客观上曾子思想材
料的可靠与否尚无定论，孟子又处于亚圣之地位，因而使孟子的孝道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很大，但实
际上如果上述曾子之思想可以信赖的话，那么，孟子作为曾子学派的后学，其思想不过是对曾于思想
的一种传播而已。
当然，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荀子并不以传孝道而著名，由于他坚持性恶论的人性说，其思想以“隆礼”为核心，因此，他把孝
道仅看作表现家庭伦理的一般道德，他说：“入孝出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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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虽舜不能加毫末于是矣。
”(《荀子·王道》)    荀子虽不以传孝道而知名，但其论孝言论中的君重于父的观点却影响深远。
荀子认为，敬祖孝父与隆君同为一理，按照礼的要求隆君还要重于孝父，因为“父能生之，不能养之
；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
君者，己能食之矣，又善教诲者也。
”(《荀子·礼论》)因此，对君王行三年之丧的大礼也不够。
荀子的君主重于父母的隆君思想，直接影响了韩非子、《孝经》，更为后世统治者所喜，成了封建孝
道观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专制主义是封建孝道的重要特征，那么，以孝道助成专制政治的最早的理论雏形即出自于荀子
。
    “三老”即《四民月令》中的“家长”。
他们是汉代农村中封建村社组织的领导人，也即战国以来的“里正”、“父老”，汉代史料中习称为
“三老”。
秦汉的乡里组织，“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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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亭一乡，乡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
”(《汉书·百官公卿表》)高帝二年二月诏曰：“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
，乡一人”(《汉书·高帝纪》)。
责是“掌教化”，即从思想上领导整个封建村社的成员。
《后汉书》诠释“三老掌教化”的内容说：“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
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
”(《后汉书·百官五》)即以维护家族血缘制的“孝”为中心进行教育和领导。
郑玄注“三老五更”说：“三老五更各一人也。
皆年更事致仕也。
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悌也。
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更，天所因之照明天下者。
”(《礼记正义·文王世子》)汉代“天子”对乡官三老也确实做到了“以父兄养，示天下之孝悌”。
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概念上，三老在汉代社会中都有重要的地位和突出的作用。
文帝十二年诏：“三老，众民之师也”(《汰书·文帝纪》)。
封建统治者力图通过具有传统历史影响的三老，孝悌的民师身份和教导作用，从政治上、思想上，控
制封建村社中的农民，以稳固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
    汉代的养老活动，也是统治者孝治天下的一个重要形式，社会养老也是家庭孝养的扩大。
西汉时贾山说：“尊养三老，视孝也。
”(《汉书，贾山传》)养老活动开始甚早。
汉高祖西人关中时，就“存问父老，置酒”(《汉书，高帝纪》)。
嗣后养老成为汉代统治者一项重要政策。
《后汉书·光武帝纪》诏曰：“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疾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
律。
”这里的律就是对养老的专项规定。
实际上这些规定早就存在，并有具体解释。
《汉书·文帝纪》说：“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
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
，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
”汉代是孝的观念兴盛的时代，老人在家庭与社会上地位很高，是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孝的思想是汉代统治者安民治邦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在法律制度内容上也无不体现孝的精神。
孝强调家庭一体，在家庭之内，父母是子女尽孝的对象，父母可以扑责子女，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甚
至可以处死子女。
但如果子女侵犯长辈，则为社会所不容。
不孝在法律上要处以重刑。
汉代对不孝的惩罚十分严厉，规定对不孝要“斩首枭之”。
孝规定子女对父母的过错有掩盖义务。
在汉代法律上，掩盖父母的过错在原则上可以得到保护。
西汉宣帝地节四年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
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汉书·宣帝纪》)相反，不为父母隐，反要受到惩罚。
西汉衡山王太子坐告父不孝，弃市(《汉书，衡山王传》)。
汉代罪人的子孙兄弟可以请求代刑，遇到这种情况，政府往往酌情减刑或赦免其罪，代刑的出现缘于
汉代注重孝的观念。
这时，为父母报仇而杀人者也常常可以得到政府的宽宥。
如赵娥为父报仇，“七女为父报仇”等。
对于这种复仇，汉政府出于孝治天下的考虑，一般都予以减刑或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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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甚至还制定法律，对报仇者加以保护。
“建初中，有人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
自后因以为比，是时遂定其议。
”(《后汉书·张敏传》)这项法令后因大臣张敏的建议取消了，但是它却反映了孝的观念对汉代法律
设施的影响。
    孝是对祖宗的神化崇拜，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具有“超绝”与，“神秘”的宗教特质。
中华原始初民同其他民族一样，有对“天”、“帝”、“神”等的崇拜信仰观念，特别是在这些自然
的神灵之外，别有一种祖宗神，就是祖先死后成为神灵，参加到天廷而为天与人之间的中介。
．由于祖宗神原为人，熟悉人间事，所以成神之后，也依然倾向于过问人事。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人文精神的萌芽。
到了周代，对祖宗神的崇拜逐渐压倒了对天神的崇拜，祖宗神逐渐天神化而与天帝结合，于是祖宗神
取得形式上等同于天的确定地位，面实质上则成为祭祀活动的主体，人文的倾向又更明显了。
    爱，作为孝道的伦理本质，从其始源意义上来看，是更为重要的；从孝道的实践方面看，实际上敬
较之爱，更为传统伦理所看重。
在儒学经典中大量充斥着关于孝敬之礼的近乎繁琐的详细论述，以至于在家庭亲子伦理方面更为强调
敬，成为中国伦理文化的一个特色。
尚敬与尚爱，正是中西家庭伦理的差异。
对此，著名学者黄建中先生在其《比较伦理学》中有很好的论述：中国家庭大，亲属众多；易生嫌竞
，不得不以礼法维持秩序，故尚尊敬。
汉代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礼敬，常若公家。
唐柳公绰家有小斋，诸子晨省昏定，二十余年如一日，当时传为美谈，后世奉为楷模。
尚敬，视父母如严君，夫妻如宾客，其他可知也。
《易经·家人卦》：“《彖》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
”“父母至亲，爱莫大焉，人君至尊，敬莫大焉，今父母而日严君，则合敬与爱，无所不其至矣。
而西人家庭则尚亲不尚敬，家人父子之间，简易无威仪，情易通而嫌难起，对子女之拘束也不若中国
之甚。
无所谓父子不同席，叔嫂不同问，男女不亲授等等”。
总之，“敬而不爱，木偶也；爱而不敬，禽犊也。
弗爱不亲，弗敬不正；敬胜则济之以爱，爱胜则济之以敬，合敬同爱，和之谓也”。
如果说，爱与敬是孝道最根本的伦理精神，是孝道之心德基础，那么，忠、顺则是孝道之行德应用。
爱为体，忠为用，敬为德，顺为行。
    祖，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称谓，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疏《诗经·大雅·生民》序时说：“祖者，始
也，己所以始也。
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称焉。
”    国，作为一种政治区划名称，现代是为国家之称，在古代则含义不同。
以周朝为例，周天子统治的大疆域称为“天下”(或作“四海”)，而侯王的封地称“国”，卿大夫的
封地称“家”。
后来用国家为“天下”、“国”的统称与通称。
    那么“祖”与“国”又如何联系到一起的呢?我们以为这是从“祖”兴思，由孝发脉的。
“祖国”是从“祖籍”——祖先居住占籍生存养息的方域——中演变而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祖国”原本相对于身在异域的后代子孙而称其先祖所籍之国的。
未有离开祖籍的人称自己的国家为“祖国”，这更带有念祖与爱国的感情色彩。
    爱国即热爱祖国，缘亲祖而爱国。
古人早有这样的推理论述。
《礼记·大傅》：“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
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
我们知道，“社稷”旧时用作国家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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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社稷”也就是重视国家、热爱国家的意思。
爱国思想是亲亲感情的连锁效应，爱国主义是孝意识的演延结果。
    我们说祖国缘祖而称，爱国是孝意识的演延结果，其又一佐证是古来还有“父母国”、“父母之邦
”的说法。
《孟子·万章》：“(孔子)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唐)阎朝
隐《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诗云：“回瞻父母国，日出在东方。
”关于“父母之邦”的叫法，古者常见，今者常闻。
《论语·微子》：“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唐)韩愈《后廿九日复上书》：“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鲁
迅《坟·文化偏至论》：“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我们认为，“父母国”、“
父母之邦”，即言父母所在方域、所在之国，也就是指自己所“根”之国，犹女口“祖国”。
    人非草木，亦非禽兽，怎能忘却“命根”呢?我们在前章中已经讨论过了，子女的“命根”是父母，
父亲的“命根”是祖父母，祖父亲的“命根”是曾祖父母⋯⋯最后，直追到中华民族之元祖——黄帝
。
而公孙轩辕氏是古今中国人的始祖，是居住在中国本土大陆上的所有的中国人的“命根”，也是海外
异域的中华儿女的共同的“命根”。
所以，寄居海外的中华儿女“念祖”、“思根”心切，不远千里万里回祖国探视亲人、扫祭祖墓、瞻
仰黄帝陵。
这是在情理之中的。
寄居海外的中华儿女，有的是父辈就离开本土的，有的是祖辈就飘泊出海的，有的甚至在本土大陆上
连“五服之亲”都没有了。
然而，他们念念不忘祖国，为祖国独立、统一、领土完整和建设事业贡献智慧和财物。
这是什么力量?这是何种情感?用现代的话说，是爱国精神，用孝学术语解释，这是赤子对祖国母亲的
“孝养”，是贤孙对先祖的“追孝”。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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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本书是在笔者的博士论文《中国孝文化研究》的基础上略加修改出版的。
现在的书名《孝与中国文化》本来就是原论文最初的题目，作为学位论文，着力强调了“研究”二字
，实际上二者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这次所做的修改，主要是加写了《传，统女子孝道与孝行述论》一节与附论：《孝与友爱：中西亲于
关系之差异》。
这样使全书内容更为全面一些。
另外，在文字上力求使其更为通俗晓畅。
客观上能否达到上述期望，则要受读者的检验了。
    孝，固然首先是一家族或家庭道德德目，但其在中国传统伦理与传统文化中，实在是其逻辑之网上
的纽带，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自是不错(梁漱溟语)。
因此，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来作博士论文，是有其重大意义的，而且令笔者感到兴趣盎然与欣慰。
    这一课题研究，从选题、资料准备到完成，大致延续了4年时间，其间亦有停顿，先后二次去北京国
家图书馆查阅资料。
 1997年人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即向导师罗国杰教授汇报了这一课题，得到了他的肯定和支持。
在同类问题的研究中，笔者所能看到的大多是对中国孝文化的某个方面和局部的专题研究。
而本文则是从文化综合之视角，对中国孝文化进行整体性研究。
从纵的线索，考察论述了孝从起源以致演变至今的历史过程、特点与必然；从横的方面则全面揭示阐
发了孝在中国文化中的原发、综合意义与广泛影响；从孝道的了孝的当代地位，特点与价值。
阐发了孝与中国文化精神——人文主义的内在联系，并对中西方亲子关系之道的差异做了比较。
虽然论文写完了，而且笔者认为这种综合研究不仅是学术所必需，更为实践所需要，但是，由于笔者
学力之不逮，心里仍有诚惶诚恐之感，但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也就只好权且如此了。
    生我养我肉身者，父母也。
给我以精神生命，培育教导与帮助我者，师友也。
因此，当拙文完成之际，不能不记下诸多师友对我之恩情：    早在1980年，我还是一名大三学生时，
就因热爱伦理学，奉书于罗国杰先生，他给我热情回信，而且寄赠了他主编的最早的校内印行本，上
下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一书。
可以说是他鼓励我走上了伦理学学术1997年人人民大学后，他对本课题的研究给予了很大关怀和支持
，对本课题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方法和原则性的意见。
所有这一切，对我能够完成这一课题，是有重要意义的。
    另外，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宋希仁教授，许启贤教授，焦国成教授，吴潜涛教授均是我研究班时
期或博士时期的面授老师。
在本课题开题时，宋师之孝之本质在于“不忘所由生”的观点，许师之历史、阶级分析、价值批判之
方法论指导均有重要的启迪和参考意义，焦师的有些意见则成为本文的某些节题，如孝与法的关系，
孝与国民性问题等。
吴师则对本文的逻辑结构，文字风格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另外，师兄（姐）人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的老师葛晨虹博士，龚群博士，李茂森博士对本课题
研究也提出了有益的意见与建议。
焦师是我的副导师，其专业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伦理思想史，因此，他自始至终关心着本谭题研究，
尤其在论文修改阶段，与导师一起阅读拙文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付出了大量心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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