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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亲亲相隐制度及其现代化

黄敏　吴伟杰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亲亲相隐制度起源于儒家思想，该制度既体现了对家族伦理关系的重视与保障，也维护了儒家所倡导的的伦理纲

常秩序。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亲亲相隐制度从先秦到现代不断发展完善，其核心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制度观念。

亲亲相隐制度中所蕴含昂的对亲情关系的重视与对伦理关系的理解与维护，对今天仍具有较高的文化传承与借鉴价值。因此，

考察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价值发掘其中的人权尊重与保障理念仍具有重大的现实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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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渊源

1.1. 亲亲相隐制度的内涵

亲亲相隐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这一思想是由

先秦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所提出的。这一制度的核心思

想是强调家族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信任关系，主张对一定

范围内的家庭成员应当互相包庇，相互隐瞒，其最终目的是

为了维护家族和谐与伦理纲常秩序。亲亲相隐制度在秦朝时

开始确立，被官方赋予了正式效力。汉宣帝时正式下诏令对

亲亲相隐制度作了系统规定，这也标志着亲亲相隐制度在中

国古代制度体系中得到了正式确立。随着历史的演变，亲亲

相隐制度在隋唐时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规范体系，直至近代

才被视为封建糟粕并抛弃。

1.2. 亲亲相隐制度的存在原因

我国古代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思想影响了国家

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思想格外重视家族伦理关系

与亲情的维系，亲亲相隐制度正是受该思想影响所诞生的产

物。在我国古代，家庭构成了社会的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因

而保持家族内部稳定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必然要求。亲亲

相隐制度旨在通过亲属间的相互包庇容隐，加强家庭成员内

部之间的联系与信任，进而达到维持家族和谐与社会稳定的

目的。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是将天下当作是其一姓之家，

自己则是这个大家庭的领导者，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并掌握着

最高的权力，亲亲相隐制度为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社会基础，有助于统治者加强统治并维护其统治地位。

1.3 亲亲相隐制度的特点

亲亲相隐制度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儒家所倡导的家

族伦理观念和等级制度观念在亲亲相隐制度中得到了深刻

体现。亲亲相隐制度规定，相互容隐的范围和程度并非一概

而论的，它是根据亲属之间的尊卑、亲疏远近而有所区别的。

例如，对于尊亲属，卑亲属的相容隐规定的更为明确严格，

这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中尊卑有序的等级思想。与此同时，

亲亲相隐制度也是道德规范的一种体现。它倡导人们重视家

庭和谐与亲情关系的维护，家庭成员之间要互相帮助、相互

容隐。此外，亲亲相隐制度适用范围较广，既包括了直系亲

属也包括了旁系亲属之间。虽然亲亲相隐制度规定了亲属之

间可以相互容隐，但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例如，对于谋反、

谋大逆等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行为，则排除了该原则的适

用，这也表明亲亲相隐制度重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2. 亲亲相隐制度的优缺性分析

2.1. 亲亲相隐制度的优点

首先，亲亲相隐制度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有

利于维护人伦道德。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

家庭的重要性以及亲情的力量。亲亲相隐制度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

主流价值观相契合。在现代社会中，虽然传统文化面临着现

代化的诸多冲击和挑战，但其核心价值观仍然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亲亲相隐制度所提倡的亲情与仁爱思想，不仅有助

于维护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也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其次，亲亲相隐制度也体现了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

亲亲相隐制度强调家庭关系的维系和亲情的维护，基于人性

的考虑允许亲属之间相互容隐，这是对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



科研管理
2024 年 6卷 11 期

97    

的体现。当自己的近亲属实施不当行为以后，人们会下意识

地去选择包庇自己的近亲属，帮助其隐匿。相信大多数人在

大义灭亲与掩饰包庇之间进行抉择都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即

便选择了大义灭亲人们的内心也会备受煎熬，不可避免的会

受到道德乃至良心的谴责。换一种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连

生养自己的父母都可以大义灭亲，那这个人岂不是没有人性

毫无孝道可言，整个社会也会缺乏温暖没有一丝人情温暖可

言。为避免人们陷入这种进退两难的情況，亲亲相隐制度的

制定及应用就非常有必要，而且它不仅有助于维护家庭关系

的和谐与稳定，也体现了对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的重视与追

求，是尊重人性的一种体现。

最后，亲亲相隐制度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首先，

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对人性中真挚情感的尊重与理解。家庭

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之一，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也是最

真挚、最基础的情感之一。对于家庭成员而言，相互容隐是

基于人性与亲情不可避免的下意识的行为。亲亲相隐制度正

是基于这一因素的考虑，因而规定家庭成员之间在一定范围

内可以相互容隐，从而保护了他们之间的亲情关系，维护家

庭关系。亲亲相隐制度中这种对亲情的尊重与理解，实际上

也是对人权的一种尊重和保护。 

2.2. 亲亲相隐制度的缺点

一方面，亲亲相隐制度与公平正义理念背道而驰。亲

亲相隐制度是根据当事人的身份尊卑进行差别对待，对尊长

明显优于卑幼对待，这种差别对待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社会所

倡导的人人平等理念。亲亲相隐制度原意是想照顾家庭亲情

关系，但如果过分强调家庭及亲情关系的维系，也容易导致

人们在面临抉择时义无反顾地选择亲情进而放弃正义，正义

的丧失必然会导致社会黑暗腐败的滋生。而且这种盲目保全

亲情的行为也人为增加了社会资源浪费，造成人力物力成本

的增加，且放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人继续为非作歹也不

利于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亲亲相隐制度侧重于维护封建统治。亲亲

相隐制度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小农经济，这也是我国封建

经济的主体，其突出特点就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血

缘关系为纽带的宗室制度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应运而生。亲

亲相隐制度的设立初衷是通过照顾家庭亲情关系进而达到

社会稳定便于统治的真实用意。可是当个人亲情与当权者的

利益相冲突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往往会选择牺牲

个人亲情，尤其是当行为危及公共利益时，个人权利往往会

被忽视。由此可见，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亲情始终无法和

人伦尊卑相比较，身份等级地位决定对人性的尊重程度，这

也表明亲亲相隐制度更倾向于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维护。

3. 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价值

首先，亲亲相隐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基础，是对伦理

道德的理解与尊重。亲亲相隐制度赋予家庭成员相互容隐的

权利，避免家庭成员内部发生冲突激化矛盾进而造成家庭成

员之间互相怨恨，使人们对亲情产生质疑，甚至导致亲属之

间相恨相残的人间惨剧。家庭关系也是所有社会关系当中最

基础最重要的，也是社会各个方面稳步健康发展的基石。如

果家庭关系紧张，家庭成员之间充满不信任，那么国家治理

根基将遭到严重破坏，人际关系也会处于紧张状态，人与人

之间交往的最基本的友善、诚信、团结等也将沦为一纸空话，

社会秩序也会遭受到破坏。亲亲相隐制度所倡导的孝道、仁

爱思想同样也符合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和谐友爱、尊老爱幼理

念。现代社会发展也造成了家庭结构的改变以及多元化的社

会价值观念，给伦理道德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挑战。亲亲相

隐制度的现代化不仅可以引领家庭成员树立起伦理道德观

念，还能有效促进人们对伦理道德的认同与发展，进而提升

社会的文明程度以及道德水准。

其次，亲亲相隐制度符合现代社会所主张的人道主义精

神。亲亲相隐制度是基于人性的考虑，为维护社会和谐安宁

而设立的一项制度。而人们维护社会关系的基础则是亲情，

如果亲属之间都不能相互容隐而是互相猜忌防备，那么将导

致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存在的基础也会丧失殆尽。因而人们

出于亲情的考虑，下意识选择维护自己的家庭成员就不难被

大多数人理解和支持了。亲亲相隐制度正是基于此种因素考

虑，赋予了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容隐的权利，正面回应了人们

对维系亲情的现实需要。亲亲相隐制度背后所蕴含的人道主

义精神也是现代社会所追求的安宁和谐社会的要素之一，也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与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契合。

最后，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自古以来，亲亲相隐制度带来的争议很大，其内容也存

在很多缺陷的地方，但该制度背后所涵盖的对家庭亲情关系

的重视与维护以及对人性的理解与尊重等精神都有其存在

的合理性。把亲亲相隐制度重新激活，用发展的眼光促进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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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相隐制度现代化，对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中的优秀部分

进行弘扬与传承，对其封建落后部分进行扬弃，为亲亲相隐

制度注入现代化元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是十分有必要的。

例如，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对相容隐的亲属范围进行了限

定，其对现代化的亲亲相隐制度亲属范围的确定也具有一定

价值的参考意义。随着我国日益发展壮大，我国传统文化得

到各国重视与学习，儒学思想当中的人权理念也在各国得到

广泛传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化提供

了社会基础。

4. 实现亲亲相隐制度现代化的途径

首先，实现亲亲相隐制度现代化要先明确目标。亲亲

相隐制度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

系以实现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进而达到维护社会秩

序稳定的目的。实现亲亲相隐制度现代化需要对其适用条件

和范围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例如，对亲亲相隐制度的适用

范围可以参照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中对亲属范围的限定，

并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此同时，对

亲亲相隐制度的适用条件也要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可将行

为限定为不妨碍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共利益，防止亲亲相隐

制度被滥用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通过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加深社会公众对亲亲

相隐制度及其现代化的认同感，便于后续对亲亲相隐制度的

现实适用。可以广泛利用各种舆论传播媒介普及亲亲相隐制

度的相关知识，引导社会公众树立起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与

此同时，也要注意对亲亲相隐制度谨慎适用，避免因使用不

当而造成不公正待遇进而导致社会不安定。在实现亲亲相隐

制度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应当注意保障个人权利，尊重和保障

人权。

最后，实现亲亲相隐制度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注意继承

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亲亲相隐制度历史悠久，我国古代历

朝历代都有相关规定，该制度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实现亲亲相隐制度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亲亲相隐制度应理

性传承，对其中的核心部分予以保留，传承该制度背后的伦

理道德精神，并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发展需要对其进行创新

性发展。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更好地发挥亲亲相隐制度

的积极作用，达到促进社会秩序稳定与和谐发展的目的。

5. 结语

亲亲相隐制度背后所体现的是对亲情的高度重视以及

伦理道德的维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亲亲相隐制度面临着巨

大的冲击与挑战，我们既要重视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文化传

承价值，又要与时俱进对其注入现代化元素赋予其新的生机

与活力实现其现代化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注意维护社会

平等与公正，合理适用亲亲相隐制度，避免对其滥用。实现

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化必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始终

坚持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不断对其进行发展创新

就必然会探索出一条不仅适应时代要求还能体现民族文化

特色的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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