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须知·关于我们 

前沿话题 | 专题研究 | 青年与青年工作研究 | 少儿与少儿工作研究 | 青少年法律研究 | 资讯库 | 论文库 | 数据库 | 专家库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 | 《中国青年研究》 | 《少年儿童研究》 | 《中国青运史辑刊》 | 家庭教育与培训认证 

您的位置：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寓中国传统孝文化教育于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中  

郭云芳 | 最后更新：2006-11-28  

寓中国传统孝文化教育 

于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中 

 

郭云芳 

 

 

[内容提要] 在传统中国社会和文化中，孝具有根源性的重要作用。因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某种意

义上，可以称为孝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奠定于孝道之上的社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

用文献法、比较法、逻辑推理法对中国传统孝文化与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进行研究。文章认为：孝

德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元德；中国传统孝文化含有“保全身体”、“敬养父母”、“承志立身”、“慎终

追远”等合理内核，这些内核有助于当代青少年自爱精神的培养与敬养父母意识的养成，是提高当代青

少年道德素质的起点；文章认为孝文化的外衍有助于当代青少年勤俭精神、自强不息精神的培养，是形

成青少年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渊源；在此基础上，文章通过对孝文化的泛化的论述，指出孝文化是培养

青少年爱国主义精神的文体根源，并分析了孝文化与民族振兴的内在逻辑关系。文章指出：弘扬中国传

统孝文化，将其精华内化为当代青少年的自觉意识，使当代青少年形成“孝”的观念，对于加强与改进

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具有巨大的作用，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正本清源的作用。 

[关键词] 孝文化，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一、前  言 

 

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和政府历来予以高度重视。尤其

是近几年来，党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这些都说明了我党对思想道

德建设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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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

强、敬业奉献”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及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

主义为原则，以爱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

着力点。”进一步为公民道德建设指明方向。200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除了阐述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和主要任务外，还就具体的制度做了相关规定。这些规定体现了党和政府在这方面力度的强大，

既有理论上的指导，又有实践上刚性的规定，多角度、全方位的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指明方向、

提出要求。2006年3月4日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八荣八耻”的社

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涵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容，是中国传统美德

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鲜明表达，

为公民尤其是青少年道德建设树起了新的标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青少年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和改进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

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

略，确保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但同时，在2004年2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现

状总结如下：“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骗欺诈活动有所蔓延；一些地方封建迷

信、邪教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成为社会公害；一些成年人价值观发生扭曲，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等，也给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不可

忽视的负面影响。在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下，少数未成年人精神空虚，行为失范，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

的歧途。这个总结较为客观，可以反映我国青少年道德的现状。 

青少年群体特殊的社会作用及思想道德现状决定了我们要多渠道，多角度地加强和改进当代青少年

的思想道德建设。本文即在这种背景之下，将自己所学所思与社会所需相结合，从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角

度挖掘丰富的思想道德建设素材，望能对这项工作有所帮助。 

 

二、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考察与功能探析 

 

1．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 

孝道是中国传统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在所有的传统规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人类文明不管进

化到何种程度，孕育、出生、成长、衰老、直至死亡，这一过程乃是一切正常人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

义上讲孝道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孝的文化；传统的中国社

会，更是奠定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孝”文化是中国特有的，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甲骨文中“孝”是

一个会意字，它的意思是小子挽扶着长着长长胡须的老人。《说文解字注》对“孝”的解释为：“善事

父母者”。《尔雅•释训》云：“善父母为孝”。由此观之，“孝”的基本含义是善于侍奉和赡养父母的

意思。然而，这仅仅是字面上所作的解释，传统中国文化中孝亲观念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它的字面意义。

从内容上说，孝道的范畴包括尊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妯娌、团结连襟、尊师崇贤、敬长爱幼、扶贫



济困，以及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有两种形态：狭义的孝是赡养父母，即父

母年老后，身体的衰弱不能劳动，子女要主动奉养父母，使他们得以安度晚年；广义的孝指奉献社会，

即做一切事情要合乎道德规范，能受到人们的称赞，使父母在精神上获得安慰和满足。实际上这样的孝

涉及了子女的整个行为。简言之，孝道的基本内容包括尊老、敬老、养成老、送老，不外乎“敬爱父

母，返思祖先”。从动机来看，孝是一种敬本心理；从效果看，孝又是一种管理手段，它将礼法的外在

约束与仁义的内在自觉相统一，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服务。 

如果说爱是人类得以延续的纽带，那么孝就是它的基石；爱创造了生命，孝使生命有所负重。由于

孝道是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感情纽带，它必然将普天下中国血统的华人都维系在一起。同是中国人，对

中国祖先之孝，对华夏文化之爱，使你无论起到那里，都改变不了一颗中国心。从这一点说，孝道即是

爱国，又是爱中华民族。 

2．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合理内核与社会功能 

（1）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合理内核。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孝道文化，其中有值得继承和弘扬的东西，

也有必须加以抛弃的糟粕部分。本文从“孝”的最基本的意义上来吸收传统孝道文化中的精华，并加以

继承和弘扬。总的讲，其主要方面有： 

①要保全身体。《孝经•开宗明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保全身

体以至发肤，是孝行的起码要求，是最初步的践行孝道。敬养父母以保全身体为前提，孟子对此点有如

下论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

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这里的意思是若是毁伤身体，自身残疾，就不能尽到敬奉父母的责任；

即使身体健全，但品行不端，名声有损，也是尽不敬养父母的职责的。因此，全身是事亲的前提，而全

身又是为了更好的敬养父母，实现孝道。保全自己的身体还有更深层的意思，那就是不要便自己生病，

更不能陷自己于不义而使父母担惊受怕，也就是说保全身体、保全名望是为了不要给父母增加精神负

担。朱熹注：“言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也。人子体此，而以父母之心为

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谨矣，岂不可以为不孝乎？”孔子曾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

有方。”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②要敬养父母。敬养父母即是“敬爱”、“奉养”父母。儒家倡导对父母首先要“敬”。古之人有

言曰：“衣与！缪与！不女聊。今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无此三者，则何为而无

孝也？”如果对父母的行为不恭敬，言语不和逊，面色不柔顺，即使早起晚睡，耕耘栽种，十分辛苦劳

累来奉养父母，也不会成为孝子的。孔子还在回答子夏问孝时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

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里是说，如果只养活父母，对父母不尊敬，即是每一顿都给他们酒肉吃，

也不能算做到“孝”。孝顺不但要奉养，更要尊敬。这种援“敬”入“孝”的思想，拓宽了孝道的内

涵，使一般的亲缘血亲关系规定上升为规范化的道德情操。 

③要“承志”、“立身”。“承志”是指子承父志。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是儒家提倡的孝

的内容之一。孔子认为，继承父志是“孝”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

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亲在世的时候，要观察他的志向；父亲逝世之后要观察他的行为，如

果他对父亲志向和优点长期坚持下去，就可说是做到“孝”了。一个尽孝道的人应该继承，弘扬父辈们



的美德。陆游的《示儿诗》说明，陆游希望他的后人一定要实现国家的统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

勿忘告乃翁”，这种充满高度爱国热情的父志，是完全应该继承的。当然，社会生活是多样的，不一定

每个人的父母都留遗志要求儿女们去完成，但是，有的父母确实有未完成的事业，需要儿女们去完成，

这是儿女们不能推卸的责任。一般说来，这样的“父志”往往都是大事情。有大志留给儿女们去继承的

人，他一般是大有利于国家的人。所谓“立身”，就是要成就一番事业。《孝经》云：“立身行道，扬

名于后世，孝之终也。”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首先要立志，要有自己的理想，要为理想而不断地、勤奋

地学习各种知识和本领；要磨练自己的意志，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使之保持健

康，这是造就一番事业的基本条件。儿女有了事业上的成就，父母会感到高兴、光荣与自豪。凡为国家

民族建功立业的人，给父母带来了荣耀，这也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相反，走入邪途，身陷囹圄，不顾

父母之养，也给父母精神带来沉重的负担、耻辱，使父母感到痛心疾首，这就是大大的不孝了。古人说

的人生“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也应该是我们当代人的价值追求，也是对父母应该奉行

的孝道。 

④要“谏诤”。古人主张子女要顺从父母，但不是绝对的服从，父母有过错时还得要谏诤。《孝

经》专列《谏诤章》，可见，《孝经》是坚决反对盲目地顺从父令，在父母不义的时候，不仅不能顺

从，反而应该谏诤父母，使其改正不义，而合于义。父母与子女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父母有不对之处或

错误之处，要子女提出来。服从的只能是道德、法律与真理，如果父母做了不道德的事情，犯法的事情

或者与常理相悖谬的事情，一定要进行劝谏，劝其改正；否则，无原则地顺从使父母陷于不义或违法的

境地，就是不孝。社会生活的准则是道德与法律，不论是作父母，还是作儿女，都应该遵守。 

⑤要慎终追远。敬养父母与谏诤都是事生的内容，孝的完成还有送死的内容，曾子将其归结为慎终

追远。慎终是父母死亡的丧葬作为，追远是父母死后的祭祀仪礼。《孝经》专列《丧亲章》，置于全经

文末。孔子认为“事死”有两个方面：一个葬之以礼，一个祭之以礼。孔子主张“三年之丧”，主为其

是“天下之通丧也”。他把“祭祀”作为治理国家的大事之一，认为祭祀的核心是要“敬”，要“祭思

敬”，做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慎

终”是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即装殓、埋葬必须以诚信的态度对待，不要有后悔；“追远”，要以恭

敬的态度进行祭祀。这样，民众的德行就自然归于忠厚了。孟子认为，在安葬自己的父母的用度上，要

与自己的财力相当。他说：“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心”，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儒

家的“慎终追远”里的那些繁琐的祭祀仪式及带迷信色彩的祭祀活动，今天已经不宜提倡了，但是采取

适当的文明方式追念先辈，对那些对国家、民族有重大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发明

家以及民族英雄，在他们的诞辰时，召开纪念大会，表示对他们的追念仍是有意义的。对于父母和亲人

的追念，也是应该的、必要的。 

（2）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社会功能。孝文化的基本价值，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孝文化正面的、积极的

影响与作用，其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孝文化肯定人子孝顺父母，是人应具的基本道

德，认为不孝子孙与禽兽无别，甚至连禽兽都不如，对于提升中国人的道德情操，培养尊敬父母的良好

社会习俗，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其二，孝文化强调孝要发自内心，出自真情，表现出敬诚，有

助于培育人的道德真诚性，反对道德的虚伪性。而唯有真诚的道德才是美的、善的东西；其三，孝文化



肯定孝对治理国家天下的作用，这是古代儒家以德治国思想的具体化与升华。虽然古代社会从未有过真

正的以德治国，但以德治国的观念毕竟看到了道德对政治的作用，肯定了道德对解决人际矛盾、社会矛

盾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古代的政治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四，孝文化主张父母不义时，予以谏诤，从

义不从父，将道义置于亲情之上，这有助于克服亲情大于法制的陋习，养成道义、法制高于亲情的习

俗，使社会公义不至于被不合于义的亲情所损害；其五，孝文化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固

然有其值得商讨之处，但对古代中华民族的延续，人口的繁衍，有着积极的作用。一个民族的发展史，

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父子代代相传续的历史，一个家庭，一个民族这种相续中断了，家庭、民族也就消

失了。中华民族一直人口昌盛，许多姓氏延续几千年，孝文化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其六，孝文化强调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更不能因为过失，给父母带来耻辱。这一方面对于保重身体健康，另一

方面对安分守法的风气培养，都功不可没。中国古代养生学的发达，中国人的奉公守法、谦谦礼让的精

神，都有孝文化的浸染；其七，孝文化不仅讲理论，更注重实践，强调把孝的理论落实到人的生活践行

中，这不仅培育了人们践行道德的自觉性，而且，直接和睦了家庭，安定了社会。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中国的孝文化受历史、时代局限，也有不少消极成份。所以，对于孝

文化，我们应做好其批判继承的工作，批判剥除其消极成份，肯定弘扬其有价值的成份，为今所用。 

 

三、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合理内涵与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剥离孝文化中服务于当时社会政治的封建糟粕，吸取其一般意义上的合理内核，对加强和改进当代

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1．中国传统孝文化有利于青少年养成自爱精神 

 前面论述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保全身体以至发肤，是孝行的起码

要求，是最初步的践行孝道。身体非子女所私有，是否能保全身体就是对父母孝与不孝的问题了。要保

全身体，就得先保重身体。人的一言一行都应想到父母而小心谨慎，以免带来身体的祸害。保全自己的

身体还有更深层的意思，那就是不要使自己生病，更不能陷自己于不义而使父母担惊受怕，也就是说保

全身体、保全名望是为了不要给父母增加精神负担。 

这些对当代青少年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当代青少年普遍存在情感脆弱、承受挫折能力差等问题。

这与许多青少年是独生子女，平时在家娇生惯养，少受锻炼不无关系。一旦这些人出现生活没有目标，

了无情趣；恋爱失败或表白时被拒绝等情况，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有可能是很极端的：以各种形式了结生

命：上吊、投水、跳楼、割脉等等，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强化对青少年孝文化的教育，让他们全面、透

彻地了解孝的内涵，在现实生活中培养自爱精神，并能在实践中践行孝道：保全自己的身体，学习优秀

不让父母担心，学以致用、建功立业为父母争光。全面理解孝文化，培养自爱精神，并在实践中践行孝

道，当代青少年的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中国传统孝文化有利于培育青少年的敬养意识 

了解了中国传统孝文化，当代青少年敬养父母的意识会进一步的增强。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对父母的

奉养，“生则养”。奉养父母是作儿女的重要义务。所谓“养”，就是要保证父母的物质生存条件，使



他们不饥不寒。在城市里，原先有工作的老人，多少都有点退休工资，大部分老人，基本生活没有问

题。在农村，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老年农民夫妇的生活几乎全靠儿女供养，所以，“养”在农村就成了

老年人生存的大问题。现在，农村不孝顺父母、不奉养父母的人很多，这些忤逆的儿女们应该受到道德

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当然，不是说城市里就没有奉养的问题。即使父母有生活费，不愁吃穿，子女也

应该关心父母。有一个歌词上唱的：“常回家看看”，回家不应该只是去吃喝一顿，而应该回家关心他

们的生活，看看他们生活得怎样？吃的东西有没有？营养怎样？在农村中，要看油、盐、柴、米等生活

必需品怎样？冬天穿的衣服、盖的被褥暖不暖和等等。使父母的物质生活得到尽可能的满足，有条件的

儿女要使父母的物质生活过得更好一些。养是最基本的，不能只养不敬，只养不敬也被视为不孝。 

3．中国传统孝文化有利于养成青少年的勤俭节约精神 

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中，“勤俭”是一种重要的美德。而“勤俭”这一美德显然是由孝衍生

出来的。《孝经•庶人章》讲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这就是对这一关系的概

述。没有人会认为一个挥霍无度的人是在践行对父母的孝道。勤俭也不是一种时尚，它是永恒的一种美

德，不仅在古代，在现代更是如此。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的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中，就

有勤俭这一美德。勤俭精神的实践也就是艰苦奋斗或说是艰苦朴素，我党主要的领导人对于此更有过精

辟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胡锦涛同志不断强调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此基础上，胡锦涛同志还提出

了要“勤俭建国”，将勤俭与国运联系起来：“弘扬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精神，坚决反对浮夸、急功

近利，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大手大脚。”（这是胡锦涛同志2002年12月6日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讲话）

这足可见在当代青少年中弘扬这一精神意义之重大。 

一个青少年能否成长，最终要看他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方面取得了多少成就，要看他为人类社会

的进步做出了多少贡献，还要看他的道德品质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如果没有勤劳俭朴的品德、艰苦奋斗

的精神，他就不可能有所作为，不可能做出贡献，也不可能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一句话，他就不可能

成为于国家、社会、人类有用的人才！ 

4．中国传统孝文化有利于增强青少年的自强不息精神 

孝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元德，“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自是它的应有之意。前文论述的要“承志”、

“立身”就是它的理论基础。要继承先祖遗志，要建功立业，在实践中就要做到自强不息。“刚健有

为、自强不息”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各种困难的总原则，是中国人的积极的人生

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在当代更是如此，在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中，自强也是基本美德

之一。胡锦涛同志在欧美同学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时，提出三点希望，有两点涉及“承志”、

“立身”：第一要与时俱进，发愤学习，立志成材，成就一番事业；二要为国服务，建功立业。这两点

不仅适用于留学人员，也适用于当代青少年。 

用积极的入世精神引导青少年树立自强不息的进取观。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哲学思想，极

力主张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生活态度，极力提倡有所作为的入世精神。主张入世价值、人生目的在现

世而非来世，人活着就要勤奋学习，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传统文化精神，熏陶和影响当代大学奋发向上，热爱生命，珍惜生



命，自强不息地建立辉煌的功业。当代的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伟大的事业正需要树立这种

积极的入世观来引导他们积极地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潮中去，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奉献

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此外，积极的入世观能为当代青少年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打下良好的心理

基础，鼓舞他们披荆斩棘，勇于开拓。 

5．中国传统孝文化有利于青少年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孝是当代青少年形成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渊源。青少年的人际关系不外乎指与长辈的关系、师生关

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人际关系均是以血缘宗法的基本精神

得以展开的，从而使孝成为古代社会一切人际关系得以建立的精神价值基础。从客观的人际关系来看，

中国文化认为父子关系是最为重要的，通过父子关系直接体现了子孙与祖宗的关系。兄弟关系还是因为

双方均是父母所生，夫妻关系也是为了延续宗族的生命而得以建立的，家族、宗族、亲戚等关系均是基

于血缘关系而发生的。师生关系是精神关系，老师是精神生命之所出，因而对待师也要像对待父一样。

朋友关系也是以道交之。君臣政治关系更是与父子关系有类似的精神机制，因而才有君父和臣子之称。

乡里邻里等关系也是因为我们同生同长于一个地方。总之，在古人看来，一切关系均是基于孝而发生

的。从精神机制上看，孝文化就讲求一个“推”字，要推及于人，要行忠恕之道，如果说将父母之爱

敬，对兄长之尊重（即孝悌）精神推及于人，那一定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

而处理好一切人际关系。如此，不仅会和睦九族，以亲乡里，而且会以君为父而忠君，以民为本而爱

民，由追孝祖宗而爱国，以师为父而尊师，以长老为父兄而敬老尊长，因业务职务而顺上，因同事同学

而友长等等。 

思想道德建设是做人的工作，个案的处理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若我们从孝道这一比较新的角度来

着手时，将“推已及人”内化为青少年处理人际关系的自觉意识，那么，许多困难便就迎刃而解了。 

6．中国传统孝文化有利于青少年养成爱国主义精神 

在践行对家、对社会的孝道之后，还要对民族、国家行大孝，这个大孝，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

是孝文化的升华，也是孝文化的精华。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1）孝是爱国心的根源。中国人的爱国心不仅包含着对故乡土地的情感，而且包含着对祖先的崇

拜。中国人不管走到世界哪里，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爱国也就是爱祖，这也是家国同构血缘文化的主

要特色。在中国，爱国心与孝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孝是爱国心的根源。故强化孝文化教育，有助于培养青

少年爱国主义精神。祖，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称谓，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疏《诗经•大雅•生民》序时说：

“祖者，始也，已所以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称焉。”那么“祖”与“国”又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

我以为这是从“祖”兴思，由孝发脉的。“祖国”是从“祖籍”——祖先居住占籍生存养息的方域——

中演变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祖国”原本相对于身在异域的后代子孙而称其先祖所籍之国的。离

开祖籍地的人称自己的国家为“祖国”，这更是带有念祖与爱国的感情色彩。爱国即热爱祖国，缘亲祖

而爱国。爱国思想是亲亲感情的连锁效应，爱国主义是孝意识的演延结果。说祖国缘祖而称，爱国是孝

意识的演延结果，其又一佐证是古来还有“父母国”、“父母之邦”的说法。我认为，“父母国”、

“父母之邦”，即言父母所在方域、所在之国，也就是指自己所“根”之国，犹如“祖国”。 

（2）孝的泛化使尽孝事功直接成为爱国兴邦的实际行动。所谓“泛孝”，即是孝之意的扩展，将亲



亲之爱延伸到非亲亲的领域。《孝经》中的天子之孝、诸侯之孝这类的五等之孝说，就已体现了这一思

想倾向。因为儒家所鼓吹的孝，其要义在于使父母安康快乐，为此子女的行为必须符合社会规范，共行

为爱到社会赞誉，方才会使父母在心理上感到极大安慰。此诚如《孝经•开宗明义章》所说：“扬名后

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为了扬名后世，就必须兢兢业业，克己复礼，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孝的

悦亲含义，使得亲亲转化为社会尽责，孝成为“大公”的原始动力。经此转换，孝显然已超越了其固有

的血缘圈了，是有益于社会为其旨归的。 

《孝经》中所讲的五等人之孝，从其宽泛的意义上讲，也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职业的人只有尽

本分，努力工作，做出成绩，这都是孝了。这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爱国主义要落实到每个人的实际工作中

去，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而尽心竭力的含义是一致的。故而，孝文化有助于当代青少年爱国主义精神

的培养。 

 

四、结束语 

 

孝道是中国传统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在所有的传统道德规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人类文明不

管进化到何种程度，孕育、出生、成长、衰老直至死亡，这一过程乃是一切正常人的必由之路。从这个

意义上讲，孝道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传统中国社会和文化中，孝具有根源性的重要作用。孝在中国

文化中，有广泛的文化综合意义，它不仅是一种亲子间的伦理价值观念与规范，而且包含着宗教的、哲

学的、政治的、法律的、教育的、民俗的、艺术的等诸多文化意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

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因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孝文化；传

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奠定于孝道之上的社会。 

中国孝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由于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始发性特征，对其进行研究，

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把握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有助于我们正确继承祖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何借鉴中

国传统孝文化精华作为教化之本的经验，以资于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思想道德教育是做人的工作，由于人的个体差异，因而又是一项复杂、艰辛的工作。尤其是当代青

少年这个思维活跃、个性强、对国家未来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特殊群体，如何加强与改进其思想道德建

设，是每个教育者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 

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将其精华内化为当代青少年的自觉意识，使当代青少年形成“孝”的观念，

对于加强与改进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具有巨大的作用，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正本清源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版。 

[2] 陈忠译注：《道德经》，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3月版。 

[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齐鲁书社，1996年7月版。 

[4] 谢宝耿：《中国孝道精华》，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5] 万本根、陈德述主编：《中华孝道文化》，巴蜀书社2001年10月版。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31004号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100089  

编辑部：86-10-88422055 电子信箱：louke11@yahoo.com.cn 

[返回页首][关闭窗口]  

[6]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7] 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版。 

[8] 黎鸣：《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2月版。 

[9] 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 

[10] 翟博主编：《中国家训经典》，海南出版社2002年6月版。 

[11] 钟叔河选辑：《曾国藩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3月版。 

[12] 王豪杰主编：《思想道德修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3]《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专题读本），研究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14] 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 王章煌：《传统文化与现代青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 

[16] 王成：《传统文化与当代个人道德修养》，《东岳论丛》2001年第1期。 

[17] 韩克玉、曲振霞、于明梓：《传统文化对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影响》，《山东青年管理干部学

院学报》2001年第9期。 

[18] 史康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郭云芳：福建省团校培训部讲师 

通信地址：福建福州福建省团校培训部 

邮政编码：350007 

 

责任编辑：木新月、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