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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对二十年来在“孝道”这个主题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有个交代，我们筹划将过去陆续出版的相
关文章汇集成册出书。
这个心愿早在五年多前就已经提出，但其间由于种种因素耽搁，直到一年前才付诸实行。
其中主要的因素，是华人的孝道心理与行为的研究仍在持续进行。
如此一来，到底应该把最新的研究观点呈现出来呢，还是只须将过去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收录进来即可
？
虽然有时最新的观点不见得必然比过去的想法好，这种情况在社会科学界中尤其常见，况且若讨论的
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新旧理论观点间更是不能比较了；然而人们总是急迫地想把自己现在关注的新观
点与别人分享，并期待得到别人的回馈、认同及肯定，因此新旧文章如何取舍就变成令人困扰的问题
了。
或许有人会说，把它们全部都出版不就好了，问题是将全部的文章汇总出书，就一本书的分量而言实
在是太多了。
最后的决定是，先将早期的文章汇集成一本书的分量出版，等后续文章累积到足够篇幅后，再规划出
版第二册。
　　对于为何会一路持续地从事孝道心理与行为的研究而不间断，这里倒有个小插曲值得提出来与大
家分享。
记得1985年，本书的作者之一（叶光辉）从军中退伍下来，回到台湾大学心理学系跟着指导老师杨国
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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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集结两位作者多年来有关华人孝道的系列研究，以心理学的观点，将原本以文化色彩著称的孝道
概念，由人文学的研究范畴，引介到华人本土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中。
本书分从“社会态度”与“认知发展”两种不同取向切入，探究孝道如何在日常生活运作中影响人们
的心理与行为：前者主要针对孝道的静态组成内涵进行检验，进而探讨各成分间的关联及其作用；后
者则强调由动态的认知思考历程，分析影响个人孝道行动的各项认知特征，以探讨各项特征是否组合
成不同认知组型，并据以界定不同的孝道认知发展阶段及其影响效果。
本书不仅有助于从事本土心理学研究者的理论思考，对于关切家庭与亲子互动、华人社会文化变迁等
议题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者，亦可提供研究取向上的互补与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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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光辉，台湾大学心理学博士。
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研究员、副研究员。
现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合聘教授。
曾获颁台湾心理学会苏芗雨博士论文奖、亚洲社会心理学会最佳论文奖及研究贡献奖、国科会杰出研
究奖等。
研究兴趣为华人家庭成员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主要课题包括华人孝道观念、代间交换、孩童的社会
化历程、青少年自主性、亲子冲突与消解、渴望父爱情结、家庭中的循环性冲突以及华人家庭文化特
征。
至今已发表中、英文期刊及专书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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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社会的新孝道杨国枢　　本文由传统孝道与泛孝主义的关系谈起，强调台湾社会转变
为现代工商形态后，传统孝道势必转变，形成一种特别适于现代工商社会的新孝道。
另外，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提出一套分析孝道概念、内涵及成因的理论架构，并以此架构为基础，
指出新孝道与旧孝道（传统孝道）的主要特征，比较两者的不同之处。
　　第一节　传统孝道与泛孝主义　　传统的中国不仅是以农立国，而且是以孝立国。
自古以来，孝是最重要的善行与德行。
在诸善之中，孝最具有超越性；在诸德之中，孝最具有普遍性。
为了强调孝的超越性，孔子曾在《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孝经·开宗明义章》）意思是说，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也是一切教化的来源。
为了强调孝的普遍性，又在《孝经》中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
”（《孝经·三才章》）意思是说，孝可充满宇宙之间，能贯通天、地、人三才而为一。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道是如此的重要，俨然成为事亲、治家、治国、平天下的极则（李国良
，1973）。
时至今日，我们甚至可以说：孝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色。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何以如此重要？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说起。
从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的观点来看，传统中国社会所处的生态环境，主要是适合于务农的经
济生活。
中国的文明最早发源于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区（包括陕西、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的渭水盆地）。
此一地区的自然环境是气候多变、降雨量低、植物稀少，但其土壤皆为肥沃的黄土。
此种土壤不须另加肥料，即可长久耕种而仍丰收（Rumpelly，1908）。
在此类生态环境中，靠耕种谋生似乎是一种最为适宜的办法。
考古及其他数据显示，早在公元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此一地区即已出现自给自足的农业系统。
此后，农业经营及活动的地区逐渐扩展，及至最近两千多年，淮河以南的地区也形成了多产而有效的
农业系统（HO，1976）。
总之，自古以来，传统中国社会的生计经济（subsistenceeconomy）主要是农业。
　　农业是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工具，而土地的保护与耕种及作物的照料与收获，均为个人能力所不
逮，须靠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来共同运作。
比较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当然是以血统为基础的家族，于是家族乃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内最重要的运作
单位。
由于家族是农业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家族的保护、延续、和谐及团结自是非常重要，因而形
成了中国人凡事以家为重的家族主义（familism）的想法与做法。
家族既是传统农业社会内主要的团体或集体，自小生活其中的强烈经验与习惯，乃使中国人养成一种
很明显的心理与行为倾向，那就是将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予以家族化，即将家族中的结构形态、关
系模式及运作原则推广概化到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
这种将家族结构、家人关系及家族伦理的形式与内涵推行到非家族性团体或集体（如社会性、经济性
、宗教性或政治性团体或集体）的心理与行为过程，可以称为家族化（familization）历程。
经由家族化历程，将家族以外的团体或集体视为类似家族的心态与观念可以称为泛家族主义。
有关家族主义、家族化历程及泛家族主义三者的关系见图。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内，在强烈的家族主义的影响下，为了维护家族的和谐、团结及延续，晚辈必
须要对长辈依顺服从，必须要传宗接代，必须要奉养父母，必须要随侍父母而不远游。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要使子女养成这些观念、意愿及行为，必须提倡一套兼含这些要素的意识形态，
这便是孝或孝道。
所以，从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孝或孝道是一种复杂而精致的文化设计，其功能在促进家族的和谐
、团结及延续，而也只有这样的家族才能有效从事务农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达到充分适应适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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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孝既有如此重大的功能，其重要性自必超越其他诸德与诸善之上。
尤有进者，经由家族化作用的历程，孝道伦理还会推广到家族以外的团体或集体，如行号、社团、郡
县、国家、天下。
例如，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内，常将国家比作家，君比作父，而有“以孝事君则忠”（《孝经·士章》
）与“臣事君犹子事父”（《汉书·李广苏建传》）的说法。
在家族化作用的影响下，孝的运作范围已不限于家族，进而扩及家族以外的领域。
这便形成了泛孝主义的心态（见图1-1）。
泛孝主义不仅有助于家族内权威式结构（强调上下关系或阶层排比）的维护，而且有助于家族外权威
式结构的维护。
这便是为什么当家者要提倡“以孝治家”，当政者要提倡“以孝治国”。
总而言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促进家族及其他社会集体的和谐、团结及
延续，以有效适应务农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
在此类社会里，以泛孝主义所表现的孝之意识形态，不仅是家族主义的重点，也是中国式集体主义
（collectivism）的基础。
　　中国式的集体主义，事实上是以家族主义为主，因而是一种家族主义式的集体主义。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内，家族是最主要的集体或团体，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甚至也是唯一的集体或团
体。
在经济的、社会的及政治的生活中，主要的运作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
例如，土地是属于整个的家族，而不是其中的任一个别成员；耕作土地及其他的收人是属于整个家族
，而不是任一成员。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绝大多数的民族都是一生不离家族，因而对他们而言，家族（集体）为重、个
人为轻的家族主义，实即一种集体主义。
而且，即使是那些生活范围超乎家族的传统中国人，经由家族化历程所形成的泛家族主义，也会促使
他们以家族主义的方式表现出重集体（家族以外的团体）而轻个人。
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传统中国人而言，其集体主义都是以家族主义为基础，所以是一种家族主义式的
集体主义。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传统孝道之所以重要，即在它能促进家族主义式集体主义社会的和谐、团结及稳
定。
　　但是，当前及未来的台湾社会，已经不再是家族主义式的集体主义社会了。
经历三十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的工商社会（杨国
枢，1981，1985b）。
这不仅是一种量的变迁，而且是一种质的变迁；不仅是一种程度的变迁，而且是一种类型的变迁。
在此彻头彻尾的变迁中，最基本的是生计经济形态的转换。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民众赖以维生的经济形态是从事务农活动；在现代工商社会中，民众赖以维生
的经济形态是从事工商活动。
前者主要是依赖土地作物，后者主要是依赖科技智能。
　　在现代工商社会中，工商机构的组织不管如何庞大，工业生产与商业活动的历程不管如何复杂，
其中的工作主要是以个人为单位而设计的。
所有权与工作权的分离，来自不同家庭的人互相习于共同工作。
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个人的可被取代性很高，只要具备一定条件的人，都可担任该项工作。
在大多数情形下，工商工作的获得决定于个人的专业智能及身心特质，与其家庭的背景关系不大。
同时，个人为追求较好的工作及较高的待遇，常会不断转换工作类别及工作地点，因而成为逐工作而
居的现代“游牧民族”。
于是，现代工商社会的民众不只从土地疏离出来，而且从家乡疏离出来。
　　上述这些生计经济形态的基本转换，衍生出种种崭新的社会特征，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
杨国枢，1981，1985b）。
基本而言，现代工商社会是以个人为主要运作单位，而不再以集体为主要运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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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的、社会的及政治的生活中，个人是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单位，是加以褒贬与评价成败的重
心。
也就是说，生活价值与意义的中心，不再是集体，而是个体。
在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下，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式微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个人自主、价值、尊严及
幸福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孝道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在家族主义与泛孝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促进集体主
义化之家族与社会的和谐、团结及存续。
三十多年的变迁既已使台湾转型为现代的工商社会，则随着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没落，传统孝道的
上述社会功能自将因而逐渐减弱或消失。
传统孝道的功能既失，其本身势必产生重大的演化，逐渐转变成一种以个体主义为基调的新孝道。
从集体主义的传统孝道蜕化而来的个体主义的新孝道，会强调亲子（女）双方的价值、尊严及幸福，
会尊重亲子（女）双方的独立、自主及自动。
与传统的旧孝道相比，这种新孝道究竟有何主要的特征，是下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课题。
为了便于此一课题的讨论，下节中将先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分析孝道的内涵与性质，从而提出一套理
解孝道的概念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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