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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忠孝观与当代社会发展的联系 
◆王青云  曹泽华  郑绕雄  刘奎杰 

（烟台南山学院  山东烟台  265713） 

 
摘要：“忠”、“孝”都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伦理范畴。“忠”教人“事君”,

“孝”教人“事父”,两千多年来,“忠君”和“孝亲”早已成为衡量个人

人格是否健全的最重要的道德标准。[1]作为人伦道德的基本规范之一，一
直流传至今，为当代人所推崇。在新时代下，忠孝观念不断深入人心，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社会发展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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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忠孝的内涵 
（一）忠的含义 
忠，旧时指人们在祭祀时要保持肃穆恭敬的一种态度。[2]后

来逐渐演变为人要忠于君主或国家等诸多含义。现社会虽然没有
忠君一说，但把忠君引申为热爱祖国、忠于职守。忠诚的人，即
为品德端正。从来看，忠，刚正不阿，不偏不倚，为正直的品质，
又存心居中，以恪守初心为敬。忠表现在竭诚尽责、恪尽职守等
多个方面。 

（二）孝的含义 
孝的本义，是指长辈去世后在一定时期内遵守的礼俗，即指

尽心奉养和服从父母。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是人伦道德的根本所在。守孝的人，是品德的源头
所在。孝字的上半部分是“老”字，下半部分是“子”字整体，
意为上下两代人一脉相承，子能承其亲，并能顺其意。因而孝者，
便是善侍父母的人。孝表现在尊老敬贤、孝敬父母等多个方面。 

（三）忠孝的含义及关系 
论忠与孝的伦理关系，势必存在对立统一性。当代忠孝美德

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忠孝伦理，  使得忠孝观能不断承其内在优
势、又能紧随时代步伐，不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新的时
代内涵。从小的方面来看，忠孝关系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或家庭伦
理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它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从理论上来
说，忠与孝是和谐统一的，在家国一体的观念下，对父母孝顺、
对长辈尊敬，对国家竭尽忠诚，也是为忠君爱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从实际问题角度，忠孝往往不能兼得，甚至会发生冲突。倘若
事君与侍父不可兼得，那么在面临两难抉择时，即所谓“忠孝不
能两全”，对于二者的权衡择需遇事者三思而后行。就现代而言，
忠孝的统一性尤为突出。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深化。随着我
国经济发展、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一系列的机遇和挑战相继涌
来，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有更高的文化素养，忠孝便是立足社会
的首要理论条件，因而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并将其发扬光大，用它
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对国家忠诚，对父母孝顺，社
会才能和谐统一，国家才能繁荣昌盛。 

二、忠孝在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 
（一）忠孝的道德困境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之说一直延续到当代。我们不难发现，一

个履行一种社会角色责任的人会阻止他同时去履行另一种社会
角色责任。这种因职业角色与其他角色冲突而导致的道德困境，
不仅是困扰古人的道德难题，而且至今仍在困惑着人们。忠代表
的是公共社会领域，孝维护的是家庭私人领域，这种困境大概产
生于西周宗法分封制土崩瓦解后，家国一体不再是社会主流，在
这种利益共同体逐渐分离的同时，相继产生了社会矛盾。随着我
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出现
了不同的社会分层和利益群体，由此也出现了新的道德问题，当
公共社会领域与家庭私人领域之间产生矛盾时，在社会道德方面
则称之为忠孝冲突，这种困境不仅在二者之间产生冲突，于自身
方面还会产生矛盾，例如忠可以分为不同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
国家意志等；孝可以根据血缘的亲疏远近，进行个人思维抉择。
因此，当公共社会领域与家庭私人领域之间发生冲突时，怎样抉
择变成为古今面临的一大道德难题。 

（二）社会养老问题 

社会养老问题是孝道难以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随着经济的
不断发展，养老问题是当代社会面临的一大挑战。我国是人口大
国，新中国成立后人口不断增多，导致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老年
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多，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一个家庭负担
的养老指数取决于家庭子女的数量、子女经济支付能力、文化教
育、陪同时间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导致新一代的压力越来越大，
从而逐渐形成一种社会现象——劳动力转移。许多人口开始离开
发展相对较弱的农村进入城镇打工或从事其他产业，因而大大提
高了家庭养老的经济支付能力，与此同时，空巢老人、留守儿童
的代名词相继产生，他们与老人、子女长期时空分离，父母与子
女的感情纽带也变得相对松弛，社会养老问题不断突出。 

（三）家国观念淡泊 
在老一辈人的眼中，家庭是靠血缘为纽带连接起来的共同生

命体，他们的乡土观念非常强，靠血缘维系起来的家族能团结一
致、共克难关；而在年轻人的心中，他们的家庭观念只局限于父
母、夫妻、子女，同时，他们的交际圈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
来越关注事业交往、人际发展和个人喜好，往往自我意识较强，
亲属观念淡泊。随着这种模式的发展，我国城乡家庭日趋小型化，
由原来的四世同堂转化为现在的三口之家。这种社会思潮使得许
多人的爱国情感弱化，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不断发生，不利于社会
和谐发展。《礼记•大学》中有言：“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
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3]根源在其心，
即观念意识非常重要，它常常会指导一个人的实践行为。家庭和
谐紧密、国家繁荣发展是每个人都应尽的责任，每个人都应尊重
家庭秩序、热爱祖国，齐心协力。 

三、当代忠孝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首先，要对国家和人民忠诚。中国共产党是最先接受新的思

想教育、领导我们开辟新的征程的先进组织，在党的引领下，将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走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以马克思主义观指引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党的引领
和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国不断繁荣富强，涌现出一大批创新创业
者、发明家、大国工匠、爱岗敬业者等各个阶层的人才，他们在
自己岗位上勤勤恳恳，努力付出，符合当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我的梦而不断奋斗。国家发
展与我们每个人密不可分，我们要把自己的人生与国家民族命运
紧紧联系在一起，热爱祖国，忠于党和人民，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4]坚守自己的内心，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不断奋斗。 

其次，要对长辈尽孝。孝是一切人伦道德的根本，若连基本
的孝敬父母都做不到，何谈其他？孝作为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美
德，不仅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在世界范
围内广泛认可。孝多以家庭为单位，以父母亲属为中心展开。“羊
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5]以二者的比喻来告诫我们要懂得
感恩的道理。受之于父母养育之恩，要用实际行动来回报，这是
孝的寓意所在，孝可以用多种表达来方式，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
还表现在精神层面、行为层面，父母亲人需要我们更多的关心、
看望、安慰和照顾。孝是一切行为处事的前提，如果孝不存在了，
一切伦理道德规范都会失去根基。孝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良好阐释，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 
再者，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积极改造老旧传统文化，“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在继承儒家优秀传统忠孝文化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
性，将儒家经典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此同时，“面向世界，博
采众长”，不断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立足于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征程，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当
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国家发展与人
民幸福都离不开强大的文化支持，我们在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求
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精神方面的发展。一个民族的的复兴与发展不
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正确的发
展观、先进的文化思想，就没有人民的全面发展，忠孝观传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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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千年的历史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载体，给中国人民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精神支持。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文化
创造潜力，五千年来，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文化，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着中华民族永垂不朽的灵魂，
对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的现实意义及深远
的历史意义。其中忠孝观是传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作为一
个时代创造者和文化的传承者，必须要担任起继承和发展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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