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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孝道的解读

——从社会道德信仰视阈的审视

李妹妹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00)

摘要：站在道德信仰这个全新的视角上，我们发现孝道观念在当今社会的沦丧已经到了极其严

重的地步。为了唤醒国人心中的“孝”感，使传统孝道回归家庭，并继承其中的合理内核，通过

采取孝道教育的方式，在全社会建立起对孝道的信仰，使之成为传统道德信仰与新时期道德信

仰的连接点，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一个良好的国民素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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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是儒家文化的根基，是传统道德信仰的

重要方面，曾经发挥了道德教化，稳定社会，凝聚

民族等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孝道观念逐渐淡薄已经对于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针

对目前存在的道德信仰危机，社会主义新孝道的

建立，已经成为了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而对传

统孝道的传承就成为了连接传统道德信仰与新时

期道德信仰重建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对社会道德信仰的诠释

1、道德信仰的要义

什么是“道德信仰”?目前，学界对于“道德

信仰”的概念尚无定论。现在国内存在着对“道

德信仰”的几种主要解释：(1)道德信仰是“对某

种道德目标及其理论的信服和崇拜⋯”。(2)道

德信仰是“对某种道德理想目标及其理论的确认

和笃信，是对做个什么样的人的设定，是对理想人

格的设定，是对现实的超越”L2J。(3)道德信仰是

“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状态或目的的超越性把

握”【3】。(4)道德信仰是“对某种存在方式或存在

意义的认同，这种认同通过理性来完成并且是对

理性认同的非理性表达，它是理性的非理性存在

方式州41。综合以上道德信仰的几种概念，我们

可以给“道德信仰”下这么二个注解：“道德信仰

是人们基于对道德于个体和社会存在发展的价值

的认识，以及在道德理想与道德现实的张力作用

下产生的对道德的笃信与崇敬，并以此设定人生

目标、付诸道德行为的特殊感情。¨副

2、中国传统道德信仰之根

尽管“道德信仰”这个概念对于大多数人而

言还是陌生的，但是如果对道德和信仰的关系稍

加探究，我们不难发现，道德与信仰一直相伴相

随，道德本身就是信仰的活动，信仰始终都处于道

德活动的核心地位，是道德的立命之本。只有当

道德成为被信仰着的道德时，道德作为对人们的

他律约束才转化成人们内心的道德自律感。也只

有这样，道德实践者才具备真正的善。由此可见，

道德与信仰的结合并非没有根据，从某种意义而

言，这种结合甚至是必然的。事实上，儒家伦理为

我们提供了积极的传统道德信仰资源，只不过人

们以前从未以信仰的角度关注儒家伦理，以致于

形成了当代道德信仰中的一块空白。刘建军博士

针对长期以来所谓中国传统伦理没有信仰地位的

传统观点，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传统

伦理规范中的“信”、“忠”、“敬”、“诚～‘孝”等主

要概念都有深刻的信仰意蕴。

3、建立社会主义新孝道是解决道德信仰危机

的一个途径

道德信仰比之与其他信仰的一个特殊性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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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信仰的信仰先在性和信仰归根到底是生活之

反映，这就决定了传统道德在道德信仰中独特的

地位和作用。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国

人的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以信仰的形式传承下

来，首先是渗透在当代人的道德信仰之中；道德信

仰之所以根深蒂固，其原因正在于传统道德的悠

久与厚重。中国在通过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化的艰

难历程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对物欲的无尽追寻

中，而忽视了对人类信仰世界的关注，整个社会都

面临着深刻的道德信仰危机。作为社会道德信仰

危机的表现之一的道德失范往往呈现于现象界，

而道德失范往往表现为传统道德正在失去它的作

用。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可以将社会道德信仰

危机看作是时代对重建社会道德信仰的呼唤，这

时，危机就蕴涵着精神发展的契机。因此，重塑具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

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选择。

那么我们应该将什么作为当代社会道德信仰

重建的切入点和出发点呢?基于以上对道德信仰

危机的分析，我认为传统孝道的流失现象正是道

德失范的表现之一，鉴于孝道在传统道德观念中

的重要性，以及其在当代社会有被继续发扬的必

要性与可能性，我认为应该将传统孝道作为重建

社会道德信仰的切入点，而建立社会主义新孝道

则可以看作是解决道德信仰危机的一个途径。

二、传统孝道是重建社会道德信仰的

切入点

1、传统孝道的基本要义

关于传统孝道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

康学伟博士在《先秦孝道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孝

观念是父系氏族公社时代的产物”；二是杨荣国

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提出的认为孝道产生于

殷代；三是何平在其《“孝”道的起源与“孝”行的

最早提出》一文中指出：“总之，‘孝’这一德目应

是由周人首先提出的”。在西周时期，‘孝’又扩

张为一伦理政治范畴，从而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

封建社会，这是不言而喻的。以上三种观点，认为

孝观念产生于周代的观点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学

者的认可。但是“孝”的最初含义并非善事父母，

而是尊祖敬宗，“孝”更多地是对出世的人的一种

敬仰之情，并且通过祭祀的形式表达出来。当宗

法制解体，中国进入了阶级社会，父权的地位提高

了，人们对鬼神的畏惧也渐渐转变成了与之对抗，
．16·

这时“孝养”的观念才代替了“追孝”，此后也一直

代表着孝的主流思想。

将建立现代孝道作为解决社会道德信仰危机

的关键是因为传统孝道曾经在封建社会发挥过促

进家庭和谐，稳定社会，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积极功

能，并且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黑格尔曾

经这样评价过中国的文化：“中国纯粹建筑在这

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

孝敬”’。胡适先生甚至将孝道上升为中国人的

宗教信仰，他说：“外国人说我们中国没有宗教，

我们中国是有宗教的。我们的宗教，就是儒教，儒，

教的宗教信仰，便是一个孝字。”由此可见，孝乃．

是中国一切道德及传统伦理的根基之所在。但是

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绝不仅仅限于道德伦理领

域，中国文化正是以“孝”为辐射源，慢慢地向四

周扩散，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不能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没有孝观念，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如此地重

视孝道，所以，孝不仅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更是象

征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通过对传统孝道的了

解，我们可以说，从一开始，孝道就是以传统的道

德信仰方式出现的，尽管朝代更迭，时代变迁，如

今到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然而传统孝道中的合理

成分还是值得我们好好继承和发扬的。

2、对传统孝道的批判与继承

(1)“五四”时期对传统孝道的批判

孝道作为传统道德观念一直根治于中国人的

内心深处，对社会发展也起着深远的影响。但是，

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小农经济的瓦解，“孝”已

经不可能再享有昔日的地位，它不可能继续充当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道德基础和核心，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孝”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只要家庭仍然

是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孝就仍然是维持家庭的

和谐一个非常重要的德目。如何使孝成为社会道

德信仰的起点，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科学理性地对

待传统孝道。

“五四”时期，很多学者认为只要是封建社会

的残留物都应该被抛弃，而“孝道”作为封建礼教

之首，自然是被批驳得体无完肤，所以，五四时期

对待“孝道”的主要基调是“批判”，这样使得孝道

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被怀疑批判、徘徊复古的

情形。五四时期对孝道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认为孝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控制人

民的道德武器。通过移孝为忠的做法来钳制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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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利用孝道来达到维护皇权在上的宗法等级

制度，第二，认为孝是封建礼教的代表，公开地造

成父子关系的不平等，子辈必须完全听命于父辈，

无疑剥夺了子辈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压抑了

子辈的进取精神和创造才能，是对子辈社会价值

和独立人格的根本否定。第三，在孝道实践方面

的残酷性、虚伪性及其危害。封建礼教“吃人”的

本质在此展现无疑。

以上这些对于传统孝道的批判是非常合理

的，也给正处于思想解放大潮流中的国人以启迪

和指引。然而，在我看来，对于那些已经遭受封建

制度奴役几千年来的中国民众在这时候已经偏离

了理智，人们的注意力基本上都放在对封建礼教

“吃人”本质的唾骂上，视封建礼教为“洪水猛

兽”，哪还有理性去分析孝道的“功过”，这无疑使

得人们对于传统孝道的合理成分也视若无睹，盲

目的批判只会导致对传统孝道矫枉过正的结果。

(2)对传统孝道的批判性继承

对于“孝道”的合理批判我们当然是能够欣

然接受的，但是，“有破有立，立是更为深刻的批

判”【6。。我们不能因为孝道中有糟粕就全盘否定

它，“孝道”中毕竟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值得我们

创造性地继续发扬光大的。孙中山先生在《三民

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说：“现在世界中最文

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得这么完

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毛泽东同志在

1959年回故乡韶山时曾深有感慨地说：“共产党

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信神鬼。但生我者父母，这还

是要讲的。”社会道德信仰的重建从很大程度上

来讲就可以看作是对传统道德的创造性继承，一

方面不至于使传统孝道逐渐失去它的作用，另一

方面对新时期道德信仰的建设又是有力的支撑。

所以，我们要明辨传统孝道中的合理成分以服务

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后，尽管在继承与抛弃孝道之

间还是有所动摇，但从整体上来看，还是以继承弘

扬占主导地位。为了不让传统孝道在现代社会流

失，我们可以继承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l、赡养父母

孝道，最基本的伦理含义就是指“善事父

母”。子日：“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

第一)表明了在古代“孝”是做人应该具备的起码

德行。如果说“父慈”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那么

“子孝”则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孟子认为

“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所谓“惰其四肢，不顾父母

之养，一不孝也”(孟子·离娄下)，这也反证了

“赡养父母”是子女践行孝道最基本的要求。但

是由于在传统社会，父子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

了“养亲”这种行为可能仅仅是基于父辈与子辈

之间自然的血缘亲情关系，一种报恩心，但是在当

代社会，我们更提倡“养亲”源于爱这种人世间最

朴素，最真挚的感情。

2、敬亲

“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

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可见，在孔子看来，如果对父母只有物质上的给

予，没有精神上的宽慰，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

孝道。“养可能也，敬为难”(礼记·祭义)，连孔

子都说“色难”(论语·为政)，我认为古人之所以

会认为敬亲难，还是与当时“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中体现的绝对的上下尊卑关系有关，只有子

女对父亲绝对地服从，子女不可以表达自己独立

的意见，在这种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环境中，要时

时，事事都做到敬亲，并非易事。但这种“敬亲”

的内涵与我们今天所谓的“敬老”存在着本质上

的区别，我们在现代社会提倡敬亲更多的是一种

感情的升华，是道德理性的体现。

3、谏争即孝

“孝顺”二字，即既“孝”又“顺”。“敬顺所安

为孝”(国语·晋语)孟懿子问孝，子日：“无违”，

即孟子所云“不顺亲乎，不可以为子”(孟子·离

娄子)的思想，足见顺从是封建孝道的基本前提。

然而世无圣人，孰人无过?父母也会有犯错的时

候，如果一味地顺从父母，包括他们的错误决定，

而视道德与法律于不顾，社会道义将不复存在。

孔子在谏亲方面比较有远见，子日：“事父母，几

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

仁)即父母有过错时，子女要委婉谏诤，而不应事

事顺从，但是父母不听也不要抱怨，正所谓“又敬

不违，劳而不怨”。然而，这样看来，尽管儒家孝

道为谏诤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却不具有多少

操作性，这难免让人觉得儒家的“谏诤”只不过徒

有虚名罢了。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要完全摆脱

封建等级观念留在人们身上的烙印，让“谏诤”名

符其实。

4、孝之“尊老”精神

子日：“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

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从中可见，孝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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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仅是对父母而言，也是对由近及远的其他人

态度的一个基础，对其他人的态度乃是对父母

“孝道”的一个泛化，也是“爱”的一个泛化。孝道

作为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它不仅是家庭道德的

首要德目，也是社会道德的基本德目。因此，在古

代，孝道是一种由己及人，由家庭到社会的道德。

诚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言，人们不只是要

孝顺尊敬自己家族里的长辈，还要以同样的感情

敬爱别人的父母，也正因为如此，“尊老爱幼”才

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

5、光亲

“光宗耀祖”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都是俗不

可耐的要求，然而这却是传统社会直接基于子女

对父母长辈及家庭的伦理义务。“光亲”要求子

女建功立业，成就一番大事业，达到光耀门楣的目

的。然而，中国历来都是“家国一体”，为家亦是

为国，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光亲不再那么狭隘，仅

仅为了父母和家族的荣光，更是为了国家和民族，

它引导了人们积极的人生观，激发了人的斗志，使

得社会上始终存在一部分精英分子为国效力，为

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三、孝道教育是传统道德信仰与新时

期社会道德信仰的连接点

1、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

近些年来，尽管我们一直提倡将孝道作为社

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但就孝道实践的角

度来看，现实情况不容乐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5年统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世界上60岁以上人口超过1亿的只有中国，到本

世纪中叶，大概到2045年左右，中国60岁以上人

口将占到30％。从2005年的1l％到30％，中国

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而许多国家用了一百

年的时间。因此，我国社会的老龄化速度大大快

于其他国家，因此中国的养老问题成为社会上普

遍关心的问题，已成为我国21世纪重大战略任务

之一。

2、重视新孝道教育

就在老龄问题日渐突出的时候，生活中种种

虐待老人的事件却屡见不鲜。古人尚知“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而今天的国人甚至连自家的老

人都不能照顾周全。不禁让我们感慨那个曾经以

“孝”为传统美德的中华民族已经不复存在了，老

年人的晚年生活着实令人担忧。因此，在养老形
·18·

势逐渐严峻的情况下，弘扬和实践孝道也就显得

尤为必要和重要。当然我们并不是将养老问题的

根源都归结在子女身上。我认为之所以中国社会

会存在如此严重的养老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教

育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内，都忽视甚至是放弃了对人们的孝道教育。

面对社会中种种养亲问题的出现，我们必须

要提倡孝道的回归。社会道德信仰的主体有个体

和社会群体之分，鉴于中国现时期的社会经济基

础，我们所提倡的新孝道主要是对于个体这一现

实主体而言的，也只有在个体层面上，现代孝道能

够得到很好的继承，孝道才能起到对全社会的教

化作用。然而，要使孝道成为社会道德信仰与传

统道德信仰的连接点，关键还是要借助教育的力

量。在封建社会，孝道教育就是中国传统教育的

起点和核心。成才先要成人，所以《大学》主张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先要善于修

身，养成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质，树立远大志向，陶

冶高尚情操；然后才能“齐家”。这也正是为什么

现代教育必须要重视孝道教育的原因之一。从孝

道的基础这一角度出发，孝道是人的自然本性的

流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会遵守孝道，只

是人具有行孝的可能性，所以这种天性的本能，一

定要加以教育启发，只有这样，才能使孝道源远流

长。我们可以分别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进

行孝道教育：

家庭教育：孝道教育应从家庭做起。这是因

为，首先，家庭作为老年人生活的第一场所，那也

就是孝道得以践行的最佳场所，同时，也是父母们

言传身教的最好时机；其次，现代孝道首先是作为

家庭美德存在的，而家庭美德是社会道德体系的

枢纽，是社会道德信仰重建的起点；因此，孝道教

育应从家庭抓起。

学校教育：当孩子到了入学的年龄，学校教育

就在孝道教育的过程中扮演起了相当重要的作

用，是家庭教育的接力棒，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将孝道教育纳入我们的学校德育教学，不仅仅是

理论问题，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现实要求，也是

素质教育的首要因素。但是学校与家庭在孝道教

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如果说家庭是孝

道得以践行的场所，那么学校则应为孝道教育提

供了最充分的理论基础，在我看来，相比之下，学

校如果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其影响力应该是最巨

大的，最深远的，对学生的素质德育发展起到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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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作用。然而，由于建国后，学校教育一直未能

给予孝道教育应有的重视，致使现在从小学到大

学的教育内容中，很少有涉及孝道。因此，现阶

段，我们必须及时地改善学校中“重分不重德”的

普遍现象，帮助学生减轻应试教育带来的负担，只

有在这个前提下，孩子们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注

重自身的人格完善和自我道德修养。学校的主要

任务就是教育人。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发教育资

源、改革教育方法，对学校来说是责无旁贷的。所

以，孝道的建设，对学生进行孝道的熏陶，是学校

教育中应该研究和探索的内容。

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作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

育的辅助，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尽管“孝”已经

无法作为现代社会的首要德目存在，但是发扬孝

道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试想，孩子们仅仅在家庭和学校中受到了很好的

孝道教育，可是等他们进入社会，看到的社会事实

却让孩子们看到与自己所了解的孝道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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