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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群忠博士的《中国孝文化研究》一书 ,即将在

台湾出版 ,作者要我为此书写序 ,正好有一些关于

“孝”的想法 ,就借此机会 ,谈一点关于“孝”的意见。

在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和优良传统道德

中 ,“孝”可以说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强调弘扬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和优良传统道德的共识中 ,对

“孝”文化的问题 ,更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 ,力求使

其同今天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并在提高人类的道

德水平方面 ,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 ,“孝”在社会生活

中 ,有着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方面 ,它在一定时

期内 ,有力地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 ,凝聚着

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氏族关系 ,为维系家庭团结和

保持社会稳定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同时 ,在长期

等级制度的社会中 ,主要是自宋明到五四这段时

期 ,它被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加以扭曲 ,把“愚

孝”当做道德楷模 ,把牺牲子女的基本权利作为道

德教条 ,把压抑人性作为“孝”的必然归宿。因此 ,我

们应当采取全面、科学、辩证和分析的态度 ,对“孝”

在中国社会长期发展中的复杂情况 ,加以提炼、筛

选、消化和吸收 ,采纳其精华 ,抛弃其糟粕 ,以达到

“古为今用”的目的。

什么是“孝”?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理解 ,

“孝”就是“善事父母” ,就是要以善意的思想和行为

来对待自己的父母 ,使他们生前能够过幸福的生

活 ,在他们死后给予很好的安葬。

作子女的为什么要“孝顺”自己的父母?从中国

传统道德的要求来看 ,主要是因为父母对子女有三

个方面的“恩情” ,作子女的长大成人以后 ,应当进

行报答。应当说 ,“孝”的根据是“报恩” ,这是重视血

缘关系和宗族纽带的中国社会所形成的道德要求 ,

是带有东方文化和东方道德传统特点的。

父母对子女都有哪三方面的“恩情”呢?一是生

育之情 ,二是养育之恩 ,三是教育之泽 ,这三个方面

结合起来 ,就是中国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中强调

“孝”的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

《诗经》上说 ,父母“生我养我 ,育我鞠我”。孔子

说: “子生三年 ,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孝经》上说: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等等 ,这都是说

父母对子女的“生育之情”、“养育之恩”和“教育之

泽”。的确 ,在一般情况下 ,父母对自己的子女 ,都要

在这三个方面付出辛勤的劳动。当然 ,对于极少数

例外的情形 ,不在我们讨论之内。

由此可见 ,中国古代的“孝” ,就同中国古代伦

理思想中的“报恩”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伦理

思想中 ,一直存在着一种看法 ,就是不同意把“孝”

和其他道德同“报恩”的思想联系起来 ,甚至把“孝”

说成是同“报恩”没有什么联系的。 我认为 ,这种看

法是值得商榷的。

由此回想起了一件往事。 1990年 ,我应邀到韩

国参加一次关于“孝和未来社会”的国际学术讨论

会 ,到会的除了东方学者以外 ,还有西方对“孝”比

较关心的一些学者。 我发言的题目和内容 ,都强调

了“孝”在当今社会和未来社会的重要意义。一次在

和一位华裔西方学者交谈时 ,他提出 ,西方一些学

者认为 ,父母生育子女和教育子女 ,都是他们对社

会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谈不到对子女有什么恩

惠 ,因此 ,也不认为子女对父母应当尽孝敬和赡养

的义务。一个人老了 ,丧失了劳动能力 ,社会和国家

应当负责他的生活 ,子女对此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责

任。他说 ,这也就是东西文化的一个重大差异 ,值得

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

我想 ,人到老年以后 ,在他不能够再为社会做

贡献和丧失劳动力的时候 ,社会和国家应当担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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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的责任 ,这当然正确的。社会愈是进步 ,经济愈

是发展 ,社会对老年人的保障 ,也必然愈加完善 ,这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毫无疑义的。但是 ,如果

说生儿育女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并因此认为父母

对子女没有任何恩惠 ,这却是值得商讨的。 难道父

母的生育 ,不是一种亲情? 父母的养育不是一种恩

惠? 父母的教育不是一种恩泽? 作子女的 ,难道不

应当对这些“恩惠”予以报答?

自古以来 ,在人们的道德关系中 ,能不能对受

到“恩惠”加以报答 ,这是判断一个人有无道德和道

德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 ,总是

要相互发生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 ,除了商品买卖只

能进行等价交换以外 ,在彼此的道德关系中 ,一个

人要想有道德 ,总是要以或多或少对他人、对社会、

对国家做出某些牺牲为前提的。人类社会自古流传

下来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就是调整这

些关系的道德要求的规范。 父母同子女之间的关

系 ,固然有血缘和亲情的方面 ,这是应当强调的 ,同

时 ,不可否认 ,其中也包含着发自父母的真挚、自愿

的牺牲。

一个人有没有道德和道德层次的高低 ,当然要

看许多方面 ,但是 ,谁都不能够否认 ,一个人是否自

觉自愿地报答他人对自己的恩惠、是否回报父母、

他人、社会、国家在自己成长、发展中的帮助 ,是衡

量、测试和评价一个人有没有道德和道德高尚或卑

下的一个重要的标准。中国一句著名的道德格言就

是“受恩必报 ,施惠莫记”。 如果说 ,一个人 ,连父母

对自己的“恩惠”都不能够、不愿意报答 ,甚至虐待

父母 ,我们又怎么能期望他会报答社会、国家、他人

对他的“恩惠”呢? 这样的人 ,又怎么可能是一个有

道德的人呢?中国传统道德之所以强调“孝”是道德

的根本 ,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出发点 ,应当说 ,是有道

理的。

我们还应当看到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 ,随

着追逐个人利益的发展 ,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拜

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思潮 ,不断蔓延 ,等价交换的

原则 ,正日益渗透到人与人关系的各个方面 ,甚至

在家庭关系中 ,也笼罩着金钱的阴云。为了金钱和

私利 ,不但可以“遗弃双亲” ,甚至不惜“杀父杀母” ,

这种情况 ,难道还不应当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心吗?

“孝”是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

基本的、重要的内容 ,是道德行为的生长点 ,在调整

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提高人

的道德素质方面 ,有着特殊的意义。我相信 ,不论在

当前社会和未来社会 ,不论是对海峡两岸的中国

人 ,还是对东方和世界许多国家及民族 ,对“孝”文

化的正确理解、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 ,都有着重要

的意义。

《中国孝文化研究》一书 ,是肖群忠博士在其博

士论文的基础上 ,加以修改而成的。 本书从文化伦

理的视角 ,对中华民族的“孝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概

括、整理、研究和分析 ,提出了“孝”是中国文化中具

有“根源性、原发性、综合性的核心观念和首要文化

精神”等一些独创性的见解 ,对孝文化做了历史反

思与当代价值的重估 ,是一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

实意义的力作。 此书在台湾的出版 ,对于进一步弘

扬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优良道德传统、对于加强两岸

人民的团结和促进祖国的统一 ,必将产生有益的

影响。

2002年 5月 19日于北京

　　 (作者:罗国杰　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中国人民

大学哲学系教授 ,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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