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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儒家孝道在当下育人中的意义和价值
张　静

贵州师范学院商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当今国家和社会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而儒家孝道思想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因此，

挖掘其中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孝既是德之根本，亦是教之发端，孝道教育对一个人

品德的塑造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主要从儒家孝道自身内在的自洽性，以及需要从误解到澄清的必要性，乃至从“私

德”向“公德”转换的奠基性三个方面，来分析儒家孝道在当下育人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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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身内在的自洽性

围绕何谓孝道这一问题，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

经》，可谓给予了相当系统和深入地阐述。

在《孝经·开宗明义章》中这样讲到，“夫孝，德之本

也，教之所由生也。”［1］可见，在儒家看来孝不仅是人的根

本德性，也是人类从事一切教化的发端处。为何这样讲呢？

儒家从人伦的自然性谈起，《论语·阳货篇》这样讲到，“子

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2］在整个地球的生命世界里，

人类当属最有灵性、最有智慧的生命体，然而人类的下一代

在出生时，却连寻找食物的能力都没有，这一点远远不及其

它物种，因为那时的婴儿还无法抬起自己的脑袋，只有依靠

来自外界的主动哺乳，生命体才能得以存活。此时此刻，父

母成为第一个用爱来抚育孩子成长的对象，孩子和父母之间

这样的情感基础不可不谓牢靠与深刻。父母对新生儿的不离

不弃，才开启了子女的人生旅途，到了三岁之后，随着个体

自我意识和独立能力的慢慢成长，那时才方能“免于父母

之怀”。

于此同时，人类大脑又具有十分发达的记忆功能，这种

情感的记忆让子女对这种无私的爱有着深刻的体验。随着父

母年纪的增长，需要子女照顾的时候，这种情感记忆便会被

唤起。子女对父母的爱与敬，古人称之为“孝”。但人类的

情感发展并没有到此结束，父母子女间的情感，古人称之为

“父慈子孝”，它会为其它情感的培养起着奠基的意义和价值。

心理学的实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人在成长的经

历中缺失了父母之爱，那么，这个人对于这种无私的情感就

很难理解，他（她）对于这个世界的情感体验也是缺失的，

毕竟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法替代的，当子女无法感知到这种

情感的存在时，那么，这个人在处理与他（她）人的关系时，

就会出现真挚情感缺失的状况，爱的传递效应也就无法实现，

生物个体的感恩之情也将无法被唤起，子女对父母的感恩之

情也就无从谈起。推而广之，这个生命个体，也就相应地缺

乏了对除己之外的世界，付出爱和给予爱的能力。

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物种中，人类中父母和子女的密切

关系，造就了子女对父母的感恩之情远远胜于其它物种，这

种感恩之情源于对父母之爱的回馈，这便是对“孝”的最一

般、最通俗的理解。东汉大儒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通过

文字学的角度来谈“孝”的内涵，“孝，善事父母者。从老

省，从子，子承老也”［3］。认为孝是一个会意字，它向我们

展现了一个子女举托着老人的形象。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正是从这种最基本的情感来建构人类伦理，《论语·学而篇》

这样讲道：“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4］儒家把

孝作为爱人的基础和出发点，并且把这种情感向外推广至人

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从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推广至一般的陌

生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可

见，孝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意义，在

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孝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信

仰，一切品德都可以追溯到孝的推广与发挥。由此可见，对

于人的品德塑造，应当先从孝道教育入手才对。

二、从误解到澄清的必要性

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随着

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不断传播，中国传统的文化思

想受到了严重的批判，尤其是儒家思想更是被批判的体无完

肤、皮开肉绽。以吴虞先生为代表的《说孝》和鲁迅先生的

《二十四孝图说》更是对儒学，尤其是对儒家孝道思想投掷以

刀枪矛盾，然而这种对儒家孝道思想矫枉过正的误判，让儒

学成为令人深恶痛绝的“玩意儿”，儒学被认定成为是导致中

国近代落后的“刽子手”。

不可否认，从近代以来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浪潮从西方

社会的涌入，中国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日益解体，这让

儒学似乎已经失去了原本得以存活的土壤，成为了阻碍社会

进步和扭曲人性的“吃人礼教”，成为了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

枷锁，从此儒学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成为了迂腐的代名词。然

而，当我们国人抛弃儒学，痛批儒学时，突然转过身来，这

时我们才发现自身已经没有了道德，成为了一群没有信仰的

盲流。

自由、民主、平等的要求无可厚非，也代表着人类未来

应当的发展方向，但诚信、友爱、尊重却是这三者的奠基石，

没有了这个基石，我们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民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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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尤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今天，面临如何建构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拷问，这样的时代更加呼唤每个生命个体应当

树立道德主体意识。我们知道，道德主体意识的形成可以来

源于个体对某种宗教的信仰，也可以来源于对某种传统文化

的再认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影响着我们这个

民族几千年，其所固有的超越时代性的合理内核，应当加以

发掘和转换，具有时代局限性的内容也应当被剔除。总而言

之，没有了儒家的孝道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也就丧失了其重

要的内核。因此，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必然要从对儒家孝

道思想的重新再审视、再认识为发端。

从我国目前孝道教育的开展情况来看，其时间节点主要

在孩子的学前和小学阶段，其开展的领域主要在家庭和学校。

中学阶段的学业压力较大，孝道教育往往被忽视，大学阶段

则比较重视对学生社会公德的培养，家庭伦理的教育处于被

边缘化的状态。总体上讲，对学龄前的儿童和小学生的孝道

教育十分必要，但孩子当时的心理发展阶段，决定了那时的

孝道教育不能过多采取理论化的方式，因此，通常比较通俗

易懂。这种孝道教育的育人方式，非常契合孩子的身心发展

的规律，其优势是有助于孩子能够直观地领会何为孝的行为，

其缺陷是让孩子对于孝道的认知，容易呈现出片面化、肤浅

化的特点。当学生跨入大学阶段之后，随着其知识储备的扩

大和理解问题能力的增强，对于孝道的认知不应当仅仅停留

在之前阶段的水平上，应当有着较为系统、全面、深入的领

悟才行。此外，大学阶段也是个体从学校即将踏入社会的过

渡时期，个体在法律上业已成为一个完全民事和刑事责任人，

也逐渐具有回馈家庭和社会的本领能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

阶段，个体往往会反思自己在未成人时同父母之间的关系，

以及会思考工作之后该如何处理同父母关系的问题。这时若

能够及时地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孝道观，这对于今后大学生

的择业观、婚姻观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可见，能

够让大学生接受正确的孝道观则是高校一项十分必要和迫切

的德育任务。

三、从“私德”向“公德”转换的奠基性

私德通常可以理解为：人们在处理和自己有着某种关联

的人（如：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同事关系等等）

的彼此关系时，应当遵循的一般伦理道德，以及由此而显现

出的个体品质。公德通常可以理解为，人们在处理和自己之

前没有任何关联的人（即：陌生人）的彼此关系时应当遵循

的伦理道德。现代社会，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强，人们周围

的陌生人越来越多，这大不同于传统时代那样由稳定结构组

成的“熟人社会”，这不仅要求我们的社会公共道德规范需要

相应地日益完善起来，也需要我们逐渐提高每个个体的公德

意识。

然而，公德的培养离不开私德的孕育，尽管公德和私德

的内容和实施有着明显不同的适用范围，各自培育的方式也

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两者之间却有着不可斩断的、微妙的内

在逻辑关联。“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6］《孝经·圣治章》认为，一个人

若不能爱敬自己的父母等亲人，而能去爱敬和自己没有任何

关系的陌生人，这显然有违于一般的伦理常识和仪礼常规。

儒家从人的自然情感出发，对人性的洞察是十分深刻的，通

俗点讲，一个不能爱敬自己父母的人，也就不可能去爱敬陌

生人，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个人一定有某种特

定的用心和意图在其中，这显然是一种虚假的敬爱。因为一

旦图谋和目的得逞，“爱敬之心”则会立即消失殆尽。同样，

当我们考察一个人的德行时，也往往会首先去了解他（她）

对自己的父母、亲人和朋友的态度如何。通常来讲，一个人

对待熟人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决定他（她）对待陌生

人的态度。由此可见，公德的培养离不开私德的培育，私德

在一定程度上和意义上要为公德奠基。固然一个有私德之人

不一定有公德，反之没有私德之人则一定没有公德，如果有，

那么他（她）也是基于某种社会现实条件驱使之下的行为，

而非真正地来源于其内在的情感价值诉求。进一步来讲，如

果要培养一个人具有良好的私德，孝道教育乃是最为基础和

重要的基石，它势必肩负和承担起塑造一个人具有良好公德

的奠基责任。

儒家认为，在处理和陌生人的关系时，应当遵循“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穷则

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原则，即先修身立己、达己，

然后立人、达人，这也折射出儒家对私德和公德关系的一种

思考：立足于私德，拓展至公德。也就是说，只有先培养一

个具有良好私德的公民，才能有望培养出具有良好公德的公

民，而关于孝道的教育又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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