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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八德之首
宋代程朱理学成为社会主导思

想。这种新儒学将人们应该遵循的道
德规范总结为“八德”，孝悌忠信礼义
廉耻，孝居首位。宋代非常重视基层
社会的建设，对家族的祠堂祭祀、乡
约、族规、家法和家谱的编纂都有很
多规定。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
的伦理，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
的基本要求。

宋代

孝成为社会伦理规范
殷人祭祀祖先更多是宗教意义上

的祈求，而周朝增添了奉养父母的内
涵，把以前“事死”的孝观念发展为
一种“事生”的孝观念，孝德观初步
形成。儒家将孝从家庭扩展到国家和
社会层面，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道德
要求的普遍性。孝从此成为协调亲子
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
法道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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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观念萌芽
在原始社会时期，奉养老人是氏

族全体成员的共同行为。《礼记·礼
运》篇中所说的“老有所终，壮有所
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
所养”的大同社会，正是原始社会氏
族大家族里人们尊老爱幼的朴素情感
的真实写照。这反映出孝意识在原始
社会出现萌芽。

近代

以孝治天下
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把建立在血

缘宗法基础上的孝伦理观念与国家管
理的实践结合在一起，以孝治国。一个
重要的内容是将孝作为评判人的重要
依据，甚至和忠联系起来，影响官员选
拔。汉代完成了以孝文化作为国家体
制基础的制度建构，求仕者“举孝廉”的
做法一直延续下来。

孝的创新发展
近代以来，愚昧僵化的传统孝文

化受到严厉批判，转而向新型孝文化
发展。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尽大
孝，成为新的内涵。在抗日战争时
期，国共两党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
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外来侵略的精
神力量和思想武器，传统孝文化继续
在促进和谐发展方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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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
教父母学会上网，带父母去旅行
或故地重游……这是 5 年前官方
发布的新版“24 孝”行动标准。
如今，很多标准已经成为中国人
孝敬父母时的自觉行为。

新孝道标准是相对于以元代
郭居敬编著的 《二十四孝》 为代
表的传统孝道而言的。对于传统
孝道，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灵魂所在。例如，钱穆将
中国文化本质上看作“孝的文
化”，梁漱溟将“孝”列为中国
文化的第13项特征，将具有民族
文化认同的“孝”看作中国文化
的“根荄所在”。

王岳川表示，孝文化价值需
要重新审视。“我坚持认为，孝
文化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
个实践问题。”王岳川说，中国
古人强调生命修为从小的地方做
起，所以孝对古人而言并不是一
件大事。新版“24孝”行动标准
具有新时代的新思维，是一个人
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做到的当代
实践。

随着中国人口平均寿命增加
和经济水平以及社会服务水平提
高，基于老年人视角的孝道观也
在发生变化。王平预计，老人的
孝道需求将逐渐脱离基本生理范
畴，向着“安全需要”、“归属感
和爱的需要”以及“晚年人生价
值自我实现的需要”迈进。

王平建议，应从发掘、扬
弃、转化着手，对传统孝道进行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首
先，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继续发
掘新时代的孝道资源。其次，摒
弃“父母在、不远游”“埋儿奉
母”等愚孝，发扬“天下为公、
不独亲其亲”等适应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统孝德。最
后，在传承孝敬父母美德基础
上，把继承父志转化为继承前一
辈振兴中华的大志，让孝道成为
人们心灵中具有新时代特色的

“文化基因”。
“我们要用人们看得懂、听得

进、学得会的形式，将孝道教育融入
社会教育大系统中，在全社会形成
代代相传的向善氛围。”王平说。

曾有这样一则公益广告，一名
母亲做好年夜饭等待着儿女回家，
可是儿女们却接连打来电话告诉母
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回家
吃年夜饭。饭热了凉，凉了又热。
看到这则广告的时候，很多人潸然
泪下。

广告谈的是一个“孝”字。百善
孝为先。孝文化，一直绵延至今，成
为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古
代有以“百里负米”“卧冰求鲤”为代
表的二十四孝的感动故事，有“父母
在，不远游”“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
母之所敬亦敬之”的谆谆教诲。但
是，时代在变，孝敬父母的内涵也在
变。在新时代背景下，用心孝敬父
母，应该是我们要坚守的准则。

首先，孝敬父母要“用”心。
这个“用”要作动词讲。也就是在
孝敬父母的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认
真，让父母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
孝顺和关心。这是与古代孝文化一脉相承的。具体说
来，就是要时时关心父母的生活状况、身体状况和思想
状况。还未成年的孩子要懂得关心父母，在他们工作之
余，力所能及给予他们快乐，缓解父母由工作带来的疲
劳。已经成年甚至成家的人，更要时时关心父母身体，
关注他们的生活，首先保证父母在物质上的满足。

其次，孝敬父母要用“心”。进入工业文明的人类
社会，每个人都变得无比忙碌，一分钟都想要当成几
分钟来用。物质的极大丰富刺激了越来越多的人更加
努力地追求物质，反而忽视了心的交流。1999年春晚
上的一首歌曲 《常回家看看》 感动了无数人，歌词打
动人心，发人深省。“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
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对于老人来说，金钱
上的孝顺固然重要，但是能够时常回家看看父母，陪
父母聊聊天，说一说工作和生活中的乐事和烦恼，让
父母感到他们在参与你的生活，则更加切中实际。这
里的用“心”，就是希望能够给予老人心灵上的关怀，
不要造成他们心灵的“空巢”。

2013年7月，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开始
实施。“常回家看看”被写入法律成为硬性义务。从国
家层面将关心关爱父母列入法律，一方面彰显了继承
传统文化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是督促个人要在孝敬父
母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耐心。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
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社会
已经来到。根据联合国统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超过
60岁人口将超过5亿。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群体，除了
国家要建立健全养老、医疗等体制机制之外，更重要的
是需要每一位儿女用心孝敬孝顺父母，让操劳忙碌了一
辈子的父母能够安享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家和万事兴。其实孝顺父母很简单，只要肯用心，
父母就会开心，儿女也才能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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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高铁时像个小孩子，喝拿铁咖啡觉得“糊锅”了，兴高采
烈地在王府井逛街也忘不了老家地里的麦种子……最近，在北京
一家出版社工作的张炜煜，将这些和母亲相处的小事写进《娘亲
进京》一文，并在网上发布，被众多网友评价为“年度催泪短
文”，认为“触到了中国人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无独有偶，澳大利亚一家新闻媒体上个月采访了几名在澳洲
工作的华侨华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非常孝顺，例如大学毕业后

存钱给父母养老、给父母零花钱等。这种“中国式孝顺”让很多
澳洲网友十分惊讶。

孝，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稳
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以新“24孝”为代表的中国式孝顺成
为目前中国家庭的幸福密码。专家表示，在西方罪感文化盛行的
背景下，中国孝文化价值需要重新审视。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
传统孝文化需要进行进一步创造性传承与弘扬。

“孝”文化心理影响至今

在 《娘亲进京》 一文中，张炜煜讲述
了现代社会进程中母子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的一个个小故事。采访时，他又向记者分
享：不识字的母亲最近迷上了看电视剧，
他就用电脑搜好，教她如何暂停和开始，

“想看了就按一下空格键，不想看了再按一
下。”

虽然被很多网友夸为孝子，但张炜煜
常常自省：“限于教育和时代差距，子女对
父母一些传统甚至落后的见识流露出的优
越感和不耐烦，这其实很伤老人心。”

对于现代化给年长一代人带来的冲
击，有评论写到：“这样的娘亲进城来了。
她不知所措，她小心翼翼。那是一种认
生，也是与时代脱钩带来的失重。中国一
脚从农耕时代迈进信息时代，本来该几百
年走完的路，一步就跨过来了。”张炜煜努
力弥补着这种“失重”。

开始工作后，张炜煜一直坚持给父母
零花钱，但是节约和体谅孩子已经成为母
亲的习惯。母亲现在还是很难适应北京的
生活水平，作为儿子，他只能用耐心陪伴
和亲情沟通来慢慢抚平这种“时代折痕”，

“争取让她开心。”张炜煜说。
时代在变，所幸很多中国子女与父母

之间的亲情并未受到过大冲击，“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善事父母”等家庭伦理仍
是中国家庭的幸福密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对记者表
示，“孝”的文化心理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
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成为东方
人文生命构成的重要部分，也是一个国家
稳定的重要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军如今和父母幸福
地生活在一起。因为从事的工作需要上夜
班，他每天都会和家人吃中午饭。他坦
言，吃饭时不知道说些什么，也会“尬聊
一阵子”，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他对父母工
作生活情况和所思所想有了更深了解。

虽然父母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小军
却意识到自己应该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他每个月都在工资里留出一部分钱给父
母；父母生日时，他买了电子阅读器和智
能手机作为礼物，教他们使用；他还趁入
职前的休假时光带着父母旅游了两周。

“花多少钱是其次的，心意最重要。”
小军说，孝敬父母、长辈是为人儿女应该
做的。“父母为我们付出了太多，现在需要
把他们带进我们的世界，比如教他们用微
信、自拍、网购。不管什么形式，最终的
目的和核心没变，就是把我们和父母的两
个圈子融合成一个，创造更多的共同语
言，让两代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少。”

同为子女，很多身处海外的华侨华人也
深受“中国式孝顺”影响。华人谢妮可如今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工作，每个月会给父母
600 美元，支付他们在澳洲的水电费等生活
开支。谢妮可说：“为了让我来澳洲留学、定
居，父母付出了很多，现在我想尽量让他们
生活得轻松些，我想这是完全正确的。”

“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是
中国人从古至今践行孝道的基本内容。以
孝为本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人伦规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杜鹏对
记者表示，孝文化是伴随养老问题产生
的，中国古代统治阶层没有能力为老人提
供物质帮助，因此要求家庭成员自己承担
责任，并上升到道德约束高度。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进步，如今孝道内容开始侧重于
精神慰藉。

谢妮可等一些在澳华人“存钱给父母
养老”“给父母零花钱”等事迹经澳大利亚
媒体报道后，在当地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名澳洲网友说：“这些孩子是很负责
任的一代，对父母的牺牲进行回报。而很
多澳洲父母很自私，他们只想要‘美好时
光’，让孩子早早离家；中国父母却在孩子
成长过程中一直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帮
助。彼此的互相帮助，正是他们成功之
处。有多少澳洲人能从中国文化中学到点
什么？”

对部分外国人而言，“孝顺”这个带有
中国特色的词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斯达莉亚是一名正在德国读书的希腊
人，当记者辗转询问她对“孝顺”的看法
时，她第一反应是通过搜索引擎查询这个
词，她的同学也表示从未听说过中国的孝
文化传统。交流之后，斯达莉亚说：“虽然
希腊没有‘孝顺’概念，但有类似‘尊敬
父母’的文化，只是没有孝文化在中国那
样的影响力、约束力。”

当然，孝敬父母的文化在西方是存在
的，只是不够普遍。“相对而言，西方国家
养老更加社会化，而中国家庭成员赡养父
母的压力比较重。”杜鹏说，他在国外访学
时，有一个澳大利亚朋友，每周末都回家
陪老年痴呆的父亲吃饭聊天。

萨拉在美国一所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她对记者表示，一些美国人也孝顺父母，
但这在美国文化中并不是主流。

来自荷 兰 的 马 维 克 现 在 北 京 工 作 ，
他 告 诉 记 者 ， 虽 然 自 己 没 听 说 过 “ 孝
顺”这个词，但觉得中国人这样的做法
很好。他笑着说：“希望我的孩子以后也
能这样孝敬我，让我老了后不用自己孤
零零地生活。”

湖北工程学院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研
究员王平将孝道分为“利他型孝道”与

“利己型孝道”。他对记者表示，“在中国，
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得更好，子女希
望父母晚年生活幸福，因此绝大多数是基
于血缘亲情和伦理使命、不求任何回报的

‘利他型孝道’。在西方文化中，与‘孝
道’对应的提法有虔诚、感恩等，这种

‘西方式孝顺’多是基于市场化规则和履行
法律义务的‘利己型孝道’。”

“中西方家庭观也存在差异。”王平认
为，中国人自古以来非常重视家庭和血缘
亲情关系，以家庭为核心层层外扩，形成
了家庭—家族—社会—国家的基于人情的
紧密关系。家，成为人们精神归宿的原
点。西方文化则强调以个体为核心，人与
人之间建立的是法律基础上的契约关系，
这种关系是松散的，因此家庭观念并不浓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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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多“利己型孝道” 新时代践行新孝道

每周给父母打电话带父母去旅行教会父母上网

谢妮可和父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合影。（来源：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 张炜煜与母亲在长城合影。（张炜煜供图） 小军毕业时和父亲合影。（小军供图）

节选自新版“二十四孝” （图片来源：杭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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