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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前二十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
”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此后，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多次就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作出重要阐述。
2006年10月8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的一个主要议程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问题。
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审议通过。
自“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提出以来，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普通百姓，从不
同的视角和立足点对“什么是和谐社会”、“怎样才能建成和谐社会”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诠释和建议
。
概略地说，人们认为“和谐”可以囊括从个人到社会，以至国家层面中，一切好的、理想的状态。
只要是正面的价值，比如公平、协调、均衡、稳定等等，都可以说是和谐的。
可以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看来，和谐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各个层面和范畴都希冀达到的理想境界。
　　和谐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与西方的冲突文化相比较，中国是一个讲求“和为贵”的社会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孝道文化与社会和谐>>

内容概要

对孝德的强调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孝有着丰富的哲学和伦理内涵，深刻地影响着世代中国人
的道德思维和行为实践，它是个人心灵和谐的最基本元素，进而是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天人和谐的
基础和起点。
 本书分为五章。
第一章讨论孝观念的涵义、起源和发展，传统孝道的现代转化，以及孝与中国人自我建构的关系；第
二章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和谐观；第三章探讨存在于当前我国社会的道德危机，以及如何通过孝道教育
等基础道德教育进行应对的问题；第四章讨论孝与我国农村养老问题，以及由孝道危机引起的部分农
村老年人的艰难处境；第五章是全书的总结篇，就“孝”与“社会和谐”的关系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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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孝的观念与孝文化　　对孝德的强调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概略地说，孝是规范父子关系的准则，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伦理概念。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孝有着丰富的哲学和伦理内涵，深刻地影响着世代中国人
的道德思维和行为实践。
对个人而言，孝的观念和践行是其个人修养和德性的体现；对一个家庭而言，其成员的孝观念和实践
决定了这个家庭的人际关系是否和谐；对社会而言，孝观念及其行为表现了民众的基本道德素质，影
响着整体社会关系的和谐程度；更进一步，由孝道观念发展出的政治哲学和伦理也影响着中国与他国
的关系，以及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立场和态度。
简言之，对中国人而言，孝是个人修养中应遵循的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是个人心灵和谐的最基本元素
，进而是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天人和谐、世界和谐的基础和起点。
　　第一节　孝的含义、起源和发展　　一、孝观念的含义和起源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
征之一。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孝乃万善之本，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
础和起点。
无论是“百善孝为先”，还是“以孝治天下”，都显示出，对个人修养和国家治理而言，孝都是其根
本。
那么，何为“孝”呢?一般地说，我们把中国传统孝观念的内涵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
狭义的孝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一，子女善事父母，也就是子女怀着爱心去侍奉、赡养父母。
这是孝的基本含义。
子女对父母的奉养包括物质上的“养”和精神上的“敬”。
《孝经》中说，子女奉养父母应该做到五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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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纪孝行章》）。
意思是说，子女要以诚敬的心对待父母，让父母感受到子女的尊重；子女要周到地照顾父母的日常生
活，使父母心情愉快；父母生病时，子女要服侍、照料父母，为父母分担忧愁和痛苦；父母去世时，
子女要竭尽哀痛操办丧事；父母去世以后，子女要虔敬庄严地举行祭祀礼仪，以哀痛的心情来追思父
母，感怀父母的养育之恩。
二，祭祀祖先、报本返始。
这是孝的最原始的含义。
传统中国人认为，祖先死了以后就成为祖先神，还会关心人世间子孙后代的祸福吉凶。
因此，凡有大事，子孙应及时向祖先禀告；在重要的节日或祖先的忌日，子孙要举行一定的仪式来追
念祖先。
三，“孝以事君”（《礼记?坊记》），用孝心来事奉君主。
这是孝的基本内涵在政治领域的扩展和延伸，也是传统社会实施“以孝治天下”的理论基础。
四，继承祖先的遗志，成就事业，显扬父母。
这是孝的最高境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孝不仅是一个人对父母、对祖先、对社会的一种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更是一种自
我道德完善的要求。
孝的这几个层次的含义是有高下之分的。
如《孝经》所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意思是，孝
从侍奉父母开始，然后是忠于君主和国家，最后是自己建功立业、名扬后世。
广义的孝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道德准则，由孝敬父母到为人处事，包括人所有的善的行为。
凡是不善的行为，凡是让父母担忧的行为，都是不孝的行为。
孟子把赌博酗酒、游手好闲、打架斗殴等行为都归于“不孝”之列，就是因为这些行为不仅无益于敬
养父母，还会让父母担惊受怕，败坏父母的名声。
出于对父母的爱敬，孝道还要求人珍惜自己的生命，这是尽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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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孝经》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更进一步，广义的孝被提升为对动物、植物，以及所有生灵的爱心。
中国古人认为，苍天大地是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里一切生灵的父母，人由爱自己的父母亲人，进而爱
他人，进而爱惜自然界的万物，这是对天地父母恩德的报答。
可以说，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可以包含在孝字里面（朱岚，2008：1－7）。
　　不少文章在讨论孝概念时都采用了东汉许慎《说文》的解释，认为“孝”字是“老”字省略了下
半部分，加上“子”字而成，意思是“善事父母”。
老在上，子在下，意思是当子女年幼时，父母在其上养育呵护；到父母年老体衰时，子女则在其下侍
奉搀扶。
这种解释认为“善事父母”是“孝”从产生之时就具有的原始内涵，也是“孝”的本质特性。
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善事父母并不是孝的本源含义。
如周予同在上世纪20年代一篇名为《“孝”与生殖器崇拜》的文章中提出，“儒家的思想为其出发于
‘生殖器崇拜’与‘生殖崇拜’，所以郊天祀地，祭日配月，尊祖敬宗，迎妻纳妾等一套把戏，在思
想上都与‘孝’有一贯的关系。
”“儒家哲学的价值论或伦理学的根本观念是‘仁’，而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根本观念是‘生殖崇拜
’。
因为崇拜生殖，所以主张仁孝；因为主张仁孝，所以探源于生殖崇拜；二者有密切的关系，绝对不能
隔离”（周予同，1982：233－234，239）。
又如宋金兰认为，“孝”的原始字形所传达的信息是男女交合、生育子女。
“孝”字所记录的是早期汉语中的“家”字，应是家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孝”的出现大大强化了家庭的生育功能。
“孝”作为一种观念应产生于殷商时期，标志着中国远古社会把交媾生育从人的自然本能上升为了一
种文化行为（宋金兰，1994）。
不论是否赞同以上学者的观点，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孝的产生应与先民的生殖崇拜和原始宗教有一定
的关系。
研究显示，即使到了西周时期，孝的最主要内容仍然是祭祀祖先，善事父母为孝的观念应在西周之后
才成为孝的主要内涵。
　　夏商两朝，孝的主要含义是祭祀祖先，而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祭祀活动对于维系其时的氏族
社会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以周代殷。
从周代开始，孝道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道德伦理。
通过对金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文字）中有关“孝”字铭文的考察，以及对《诗经》和《尚书》
中有关“孝”内容的研究，查昌国发现，“西周孝的对象为神祖考妣，非健在的人；孝是君德、宗德
；其内容为尊祖，有敬宗抑父的作用。
”也就是说，在西周时期，孝的基本形式是祭祀，孝的基本内容是尊祖，其对象是死去的祖先，而非
健在的父母，这与后世的孔孟之孝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其时的宗法制度下，由于祭祀是君主、宗子的特权，　“庶子不祭”（《礼记?大传》），所以孝在
西周是君主、宗子的特权，孝的作用是通过孝祖推及敬宗，为宗子集中权力和财富提供理论根据。
同时，由于宗法制度强调宗亲氏族而贬抑个体家庭，孝还具有抑制父权的作用（查昌国，2006：10
－29）。
　　西周时期常是“享孝”连文，“德孝”并举，反映了其时天人合一的宗教思想。
“享”是对祖先神的献祭礼仪，“德”是对上帝神的道德观念，而“孝”是对人的伦理观念。
享、德、孝的连用显示，西周孝道观包含双重意义：一是对父母祖先的孝，一是对昊天上帝的孝（即
“敬天”）。
尊祖为孝的道德规范必然要与敬天为德的宗教观念相结合，而对天行孝的伦理观念也必然与敬天之享
的宗教意识相结合。
故《礼记?中庸》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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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意，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郊社之礼的实质是祭天的宗教观念，稀尝之意的内涵是尊祖为孝的道德规范与敬天为德的伦理观念
之总和。
郊社之礼与禘尝之意二者的结合，是由西周宗教与国家相结合的宗庙社稷形态，以及德孝并称的道德
纲领所决定的，以此使孝成为治国安民之大道（王慎行，1991）。
　　二、儒家的孝理论　　春秋之孝直接源于西周孝观念，是国家礼制的基本纲领，其主要内容仍是
尊祖敬宗，体现了君宗及嫡长子的权力与责任。
孔子及后世孝敬父母的观念在当时只及于君宗与嫡子之间，是调节君宗与储君嗣宗关系的重要政治准
则。
而不是维护一般父子关系的伦理准则。
直到战国时期，个体家庭才冲破宗族的羁绊，从宗族中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社会经济单位（查昌国
，2006：62－79）。
孔子所处的春秋之世，中国社会正处于由血缘社会向地域国家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宗族组织作为维系
社会的主要制度设计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突出表现为社会秩序混乱、职名混淆。
为结束这种混乱状况，孔子提出了“正名”理论，试图构建出一套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角色。
国家和家庭是孔子关注的焦点，故其“正名”也以父子、君臣两伦为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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