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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三  纲 

所谓“三纲”是指人际关系中的三条纲纪，自中国汉朝以后成为国家社会的重要伦理道德规范。孔子的弟子子夏对文

侯说：“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1唐朝的孔颖达对此作了如下注解：“作为父子君

臣以为纪纲者，按礼纬含文嘉云，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2“圣人立父子君臣之礼，为三纲六

纪之目也。纲维纲大绳，纪附纲小绳。”3这里三纲中的“三”是指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君臣、父子、夫妻的三种关

系，“纲”是指能够起到像鱼网中纲绳作用的内容。鱼网上虽有成千上万个目，但都要依靠一条纲绳收缩、运动，当

它拉成紧绷绷的一条线时，网上所有的目都会成为正四边形，网就能够发挥作用；当它松弛耷拉下来时，所有的目便

都搅和在一起，网就发挥不了作用。因此，不管网有多大，纲绳都是它的关键，纲的状态如何将制约着整个网的作用

发挥。同样，如果国家纲纪确立，国民就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反之，如果纲纪松弛，即使国民想发挥作用也难以实

现。家庭当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亦同此理。 

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要求君主要成为大臣的模范、父亲要成为子女的模范、丈夫要成为妻子

的模范，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即三纲是人与人之间三种关系的纲纪，不仅在中国而且在韩国也是国家和家庭中的重

要的伦理道德规范。    

    有人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错误地理解为君主凌驾大臣之上、父亲凌驾子女之上、丈夫凌驾妻子之上

并统治、支配他（她）们，因此将其斥之为封建社会陈旧的伦理道德。当然，鱼网的纲比目处于优越位置，所起的作

用大，但它们都是鱼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君臣、父子、夫妇虽然作用不同，但都享有同样的人权。所有的

人在人权方面都相同，但作用却不尽相同。就国家而言，只有领导人真正起到领导人应起的作用，全体国民才能学有

榜样，尽职尽责。反之，如果领导人不能恪守其责，发挥作用，即使国民想尽职尽责也欲于不能。这正如纲与目的关

系和作用一样。就家庭而言，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父母不能以身作则却要求子女言行端庄或者

丈夫不能严于律己而妻子却想尽职尽责都是难以奏效的。因此说“君主”要起到国家之“纲”——国民模范的作用，

父母或丈夫要起到家庭之“纲”——家人模范的作用。正是由于“君主”、父母、丈夫在国家和家庭中的纲领作用，

所以才强调他们要尽职尽责。 

    有人认为即使“三纲”在过去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当今男女平等的民主化时代，国家既没有君主、家庭也没有封

建家长，时过境迁，它已变成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但是即使在今天万民平等的民主社会，如果代表国家的总统不能

恪守其责，国将不国；父母、丈夫如果不能尽职尽责，家庭也不会幸福，这一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此说即便在今

天，“三纲”也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伦理规范。 

1见《礼记·乐记》 

2见《礼记·乐记》注。 

3见《礼记·乐记》陈澔集说。 

第四节  明人伦 

所谓“明人伦”就是阐明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孟子曰：高为庠充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1自古以

来，国之圣君设立学校都是为了“明人伦”，即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优秀公民，从而形成良好、正确的人际关

系。今天，所有国家的教育目标都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但这仅仅是口号而已，教育的重点却是放在培养对当时



当地有用的人才方面。其结果是有本事的坏人（能人）利用自己的位置以权谋私，腐败之风蔓延，社会风气败坏，国

家陷于混乱。因此，我们不能不强调“明人伦”的重要性。 

《小学·明伦》中说如果到了父母或公婆家要和颜悦色；低声问寒问暖。2这是在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方面，子女所应

遵循的伦理之一。子女向父母请安不是一种烦琐的道德形式，而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 

由于人生病时脸色首先要发生变化，所以自从孩子出生以后，父母就经常察言观色，关注其健康。即使目不识丁的妇

女生儿育女后也是时刻注意子女的脸色，正是有了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子女才能健康成长。同样，作为子女如果不

注意父母的脸色变化、不关心父母的健康状况就不符合家庭伦理道德的要求。所以，子 女早晚都要向父母请安并关

注其气色是否正常，当外出或归来时也一定要向父母禀告并观察其脸色有无异样，如果气色不好就要问清楚原因，若

不知原因则要请大夫诊治，以便及早发现并治疗癌症等重大疾病。因此，作为关心父母的一种方法——向父母请安是

子女应尽的义务。 

对于父母的要求，子女要“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3这里强调子女的态度要恭敬，表情要温柔。可能有人

会问：“表情温柔有那么重要吗？”是的，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表情是心情的反映。有这样一件事情：我所认识

的一家，由于婆媳关系紧张而导致夫妻俩闹离婚，我去一问，儿媳妇说：“我想吃吃不着，想穿穿不上，就靠丈夫那

点儿工资给婆婆买好吃的、好穿的。即便这样，只要亲戚一来，婆婆就给我脸色看。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又问婆

婆，她说：“儿媳妇是买来了好吃的、好穿的，可她总是阴沉着脸去买，就是买来了也吃不下、穿不上，实在是不能

一块儿过了。”我再次问儿媳妇：“你为什么不能和颜悦色一些呢？”她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又不是演员，心情

不好的时候怎么能装假笑出来呢？”我给她说：“你换个角度想想，假若你的儿媳妇愁眉苦脸地端来饭菜，你能吃得

津津有味吗？你给她脸色看，她当然要撵你走了”。后来听说婆媳之间气消怒散，和睦相处，我又问婆婆，这回她

说：“现在儿媳妇可好啦!”这是一个由于表情难看而险些导致家庭破裂、后来婆媳又和好如初的例子，这说明微笑

温柔的面部表情在生活中有多么重要。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应惟敬对，进退周旋慎齐，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哕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视。”4这是子女

在父母面前所应遵守的伦理要求。这里的“哕噫”不是呕吐的意思，而是打饱嗝或逆气声，只要注意是可以控制的。

但当咳嗽或打喷嚏时则要两手遮嘴，转过脸低下头。即使唾液没有喷溅到对方也要表示歉意。为了解除紧张的打哈欠

或伸懒腰也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是厌烦对方的话语、心不在焉、对人不恭的表现。另外，在父母或公婆面前不能对

于女及弟妹怒目斜视或白眼。然而事实上，兄弟姊妹在父母面前吵架、儿媳妇在公婆面前训斥子女或打孩子的事情屡

见不鲜，这都是不对的。 

“礼记曰：父命呼，唯而不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走而不趋。”5如果当父母召唤时，让你吐掉口中食

物跑过去可能会有很多人笑话，他们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非要连口中食物都要吐掉赶紧跑过去，这

不是太过分了吗？这是利己主义的错误想法。周公是古代周朝文王的小儿子，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他帮助武

王统一了天下，武王死后，他摄政周朝，辅佐年幼的成王。鲁国初期，册封诸侯，他在封儿子伯禽任鲁国首任国君时

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治理周朝，曾经有过洗一次头握三遍发、吃一顿饭放三次筷而去迎接客人的事情。你现在担任年

轻的鲁国国君，千万不要觉得比国民尊贵、崇高，要和我一起治理好国家。周公是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之人，为什么

客人来访时，他却三次吐出口中之餐、三次盘起正洗之发，迎接客人、处理公务呢？周公自己回答说：小人求见可以

让其久候，若是英雄豪杰造访则万万不可慢待。如无诚意，他将离去，故不可等待。正因担心失去天下英雄豪杰，我

才这样迫不及待。周公对过路之客都如此重视、以礼相待，而有些人却讥笑听到父母喊就吐出口中餐、赶紧奔过去的

观点，可见问题有多么严惩。有问题之人如果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尚可救药，但现在的问题是那些有问题的利己之人完

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问题，反而认为自己很正常，这就更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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