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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孝”不仅是个人行为和治理家庭的准绳，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纲领。作为十三经之一的《孝经》，

是一部儒家孝伦理系统化著作，主要通过了“家”、“国”、“天下”三大关系论证，从而逐步奠定了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与伦理道德。《孝经》在中国被尊奉为扬名立身齐家治国的经典。《孝经》

既是儒家经典文献，也是通俗读物；既为士人君子研读，又为平民百姓普及。《孝经》对于中国社会意

识形态的形成、道德品质的培养、以德治国的政治补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新世纪新时代下，对《孝

经》的深入研究，积极践行孝道孝行，弘扬《孝经》中所载的孝文化精髓，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具

有十分显著的现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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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lial Piety” is not only the criterion for personal behavior and family governance, but also the 
basic program for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one of the thir-
teen classics, is a Confucian ethical system of filial piety. It has mainly passed the argumentation of 
the three relationships of “family”, “nation” and “world”, thus gradually establishing the founda-
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value orientation and ethics.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is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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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ed in China as a famous classic of standing up and running the country. “The Book of Filial Pie-
ty” is not only a Confucian classic document, but also a popular reading; it is not only studied by 
scholars and gentlemen, but also popularized by ordinary people.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has 
had a huge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 ideology,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 character, 
and the political supplemen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virtue. In the new century and new era,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the active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essence of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contained in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have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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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孝经》反映了“孝”在传统社会中所具备的独特意义，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结构形态。“孝”

的历史价值随着时代发展无限发挥出现代性转化的功能。 
所谓道德教化，是道德先觉者主要通过道德教育、道德激励、道德榜样树立和道德情感熏陶等形式

对社会其他成员进行系统的内在影响的行为，以维护社会稳定。它是塑造理想人格、造就人们内在道德

品质、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舆论和社会风气的重要手段。道德人格中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孝道，道德

教化也必须从这里开始。需要注意的是，与施教者之教相对的是受教者自觉，也可以这样说，道德教化

是引导人们自觉学习的一种行动，而非强制学习的活动。 

2. 《孝经》道德教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启蒙社会成员“孝”之德性是《孝经》的基础功能，而在经纬天下中构建社会良序则是《孝经》的

政治权力的运作方式。行孝是从庶人至天子道德要求，孝治天下更是符合普遍伦理认同的统治技术。 

2.1. 孝道要领：“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在《孝经》中，“孝”为至德要道。在至德与要道之间，教化是家庭和睦、顺治天下的枢纽所在。

《二十四孝》和众多民间孝故事即为《孝经》对民间的深刻影响，在这众多故事的结局总结来看可以大

致分为四种表现形式，孝顺，得好报；孝顺，受磨难或被误解，最终得好报；忤逆，受惩罚；不孝，受

到惩罚，改过自新。总的来说，就是孝即为善，最终会得到好的回报，而不孝则相反，不孝即是恶，最

终会得到不好的报应[1]。这也体现了在传统社会中以孝为社会最高价值标准的道德规范。这些故事的记

录与传播也是进行道德教化的形式之一。如果一个家庭成员自然接受了因血缘亲情“孝顺父母”的家庭

等级制度要求，并默认了这种绝对服从，那么，当他进入社会之时，依靠这种历史惯性就更加容易接受

君王的绝对性，自觉遵守政治伦理要求。通过移孝作忠的工具手段在忠孝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由此看

来，个人的立身在先，亲孝行为才得以实现。而达成立身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则是事君，故而立身孝父

忠君应是三位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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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五等之孝：自上而下地推行道德教化 

在《孝经》一书中分篇依次阐述了君王、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履行孝道的具体内容，其实质所

讲的是君子之道、为官之道、为学之道，可见，《孝经》所要推行的是透过社会结构的逐级渗透的道德

教化。据《孝经》记载，君王之孝，是爱国爱民，是代天行道以治民，是为万民作表率。诸侯是列国之

“君”，君王之“臣”，执君王之统治要求来治理百姓。故诸侯居高位要不傲不骄，节俭朴实。如果卿

大夫恪守卿大夫之孝，无论从衣饰、言语还是行为都要做到遵从先代圣明君王的礼法准则。如果士恪守

士之孝，则要做到怀崇敬之心养亲事君。如果庶人恪守庶人之孝，必要做到行为谨慎，节省俭约[2]。显

然，这些内容所表达的是孝贯穿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德行操守，孝在社会生活中的内容得以扩展，推导

出对社会生活、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具体范式。 

2.3. 政治手段：以孝治天下 

《孝经》提出了与最高统治者相应的统治法则。首先，强调天子以孝治天下。“孝”本属于家庭伦

理范畴的概念，儒家将“孝”引申为一种政治观，来指导政治行为，成为最高政治原则。其次，以孝来

教化民众，以五等社会分层进行孝治。五等之孝分别论述了不同阶级所需尽孝详尽内容，在这其中，所

有规范都有同一个目标，即尽个人所责以实现国家政治地正常运作及维持社会平稳地发展[3]。再次，儒

家崇圣，主张圣人来治理天下，以圣人标准要求天子。圣治思想也为维护统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孝治主义要求天子尽孝，其用意正是希望君王能通过孝行表现心中对父母的尊敬与爱戴，弘扬爱敬精神，

领悟到以孝治国的真正力量，深化施行孝德教化，先转化为政治效应环节，从而最终进化为社会效用。

孝治思想试图充分发挥孝的政治功效以实现天下太平。 

3. 《孝经》道德教化思想的历史价值 

《孝经》论证完成了“家”“国”“天下”三者与孝文化的道德教化的关系，从而逐步奠定了中国

传统社会进行的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伦理准则。简而言之，“家”是道德教化实践基础，

“国”是道德教化政治目标，“天下”是道德教化实现衡准。三者互相作用，层层递进，中国孝治的社

会规制的千里奔流大河便展现在我们面前。 

3.1. 孝治的出发点和前提是个人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 

教人做人一直是先秦儒家的道德宗旨与现实归宿。对每一个个体而言，“孝”的理想与现实相辅相

成。先秦儒家以“孝”作为根本伦理准则的合理性也被学者们反复从经济建设上效益与公平、政治生活

中权利与义务以及社会层面里事实与价值等多维度给予佐证。先秦儒家孝文化的内圣追求明确了先秦儒

家的道德价值范式，同时，也为树立符合新时代的科学孝文化提供借鉴。 
《孝经》的“孝”不止停留在树立个人理想人格上，更是站在家庭伦理上，延申到了政治伦理，突

出道德教化功能意义。《孝经》将孝道推动到忠君之孝，由修身齐家推向治国安邦，从狭隘的在家庭中

以孝父母为伦理准则拓宽到在政治生活中以孝天子为政治行为纲领，尽孝是尽忠的历史前提，尽忠则是

尽孝的必然结果，尽孝尽忠中“孝”被默认提升为绝对真理。忠孝并举中仁义尽现，即至高的道德境界。

《孝经》统一了立身、事亲、忠君这三者，丰富了孝的内涵，同时也揭示，践行孝道不仅带来个人道德

素养的提升和家庭和睦的精神实利，还能带来国家富强和社会繁荣的物质红利。 

3.2. 孝是国家之精神支柱 

孝道内核更迭为效忠国家、建功立业是《孝经》在孝道思想建构上取得的突破之一。孝的核心内容

影响更为深远，在塑造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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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扬名显亲是孝的最终目的也成为《孝经》在君臣忠孝问题上的最大创造。扬名后世，就要立身

而行道，事君而效忠，建功而立业。孝的内核的置换背后其实质性的变化乃是对孝亲与忠君问题的重新

界定。家庭之子孝养父母，过去是家庭伦理的要求，而《孝经》让子孝现在承载更多的是国家和社会的

责任。家族的需求划定了国家的需求，家国的利益最终取替了家族的利益。建功立业把《孝经》孝之大

与孝之终统一起来，并为忠孝难两全的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即以舍身取义换得显亲扬名。 

3.3. 孝通过推己及人实现博爱天下 

在《孝经》所构筑的五等之孝中，前四类贵族群体之孝，有相同的本质，即维护祭祀礼制的孝行。

不仅体现了祭祀的重要性，同时体现守护等级地位是孝之大者。朴素的孝亲虽为孝之始，也是孝的终极

境界建立与存在的基础。社会中的每一个体践行孝道最终要合理安顿家、国与天下。“孝”逐步由个人

立身走向博爱天下，同儒家基本伦理思想都经历着由等差之爱到推己及人再扩展至民胞物与的递进境界

的过程。 
总而言之，在论证《孝经》的哲学理论根据中，“孝”取得了天地之义的绝对高度，在论证孝的核

心内容中，君王超越了父母，国家超越了宗族。维护封建君权统治成为“孝”最根本的现实归宿。实质

上形成了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故极具历史意义。《孝经》首次提出通过等级渗透进行孝治，

务必要以孝为工具管辖所属范围，从而把孝道治理的提升到新高度。“孝”被界定为可以顺天下之手段，

达到民用和睦的政治目的，突显出以孝治天下之说。这也证明孝治思想乃《孝经》的宗旨和内核。 

4. 《孝经》道德教化思想的现实意蕴 

“孝”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不断发展背景下，在践行奉养父母、敬爱长辈和祭祀先辈

等孝行中逐渐拓展孝道“孝”的内涵，“孝”作为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核心观念，明确了整个中华民族文

化特性，“孝”从单纯的亲亲演变为治理家庭乃至国家利益矛盾的工具。《孝经》为社会确立了以孝为

中心的义利观，明确进行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道德价值标准。孝在义利冲突下起杠杆作用，

调和了家庭利益冲突，维护了社会秩序。先秦儒家的义利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由内圣开外王。 

4.1. 修身：树立理想人格 

孝是由先秦儒家为主体倡导的道德规范，贯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经人生之路始终的伦理准则，

也是应得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在个人修养上，儒家贵“孝”，将“孝”作为人的根本价值原则。对每一个人而言，“孝”在现实

生活中固有的价值倾向与历史影响不容忽视。对于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儒家的整体倾向是以

义制利、见利思义。“利”在现实生活中创造物质财富，“孝”是衡准取“利”的伦理要求之一，亦可

言，先秦儒家对利益并非一概否定，而是主张以“孝”为谋利之道和利益衡量标准。若一旦面临“孝”

与“利”冲突局面，君子应当志于孝而非谋利。无论物质财富的多少，君子都应该坚守独立人格的尊严。 
取合孝道之财，是儒商始终恪守的人生信条，也是儒家义利观的真实写照。《论语》中指出要使民

富之，然后教之，阐述了关于经济和德育两者关系的学说的内涵。说明儒家主张德治教化，其先富后教

思想认可了物质财富是孝治的经济基础和前提，发挥道德教化功能，以孝治实现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 
《孝经》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孝道，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化论述孝乃至是道德规范的著作。其

所蕴涵的伦理思想得到社会的认同，凝练为维系坚固社会关系的准绳。“孝”的作用浓烈发挥，民族道

德观和文化特性沉淀下来，凝聚形成本民族特有的道德素质和文化心理。“孝”的精神实质是可继承发

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髓。由此可知，孝道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价值观组件，因其表现出的伦理

道德的支柱性质而存在。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2.101001


袁雨梦 
 

 

DOI: 10.12677/cnc.2022.101001 5 国学 
 

4.2. 齐家：依托孝文化完善养老模式 

孝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以孝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传统养老思想也是我国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汉代以孝治天下，制定了系统的养老规制。 
《孝经》所言之孝是由事亲依始的。孝是通过爱戴、尊敬、奉养父母及长辈、先辈上表现出来的敬

爱之情。“孝”是可贵的道德规范之一，更是道德之本源。提供父母的物质保障是孝敬父母的基础的客

观义务，同时保障父母的精神上的快乐也是奉养父母的道德要求。在养老方面更是要顺从父母的心愿与

意志，但并不提倡愚孝。追求天伦之乐是中国人一直以来的向往追求，传统的家庭养老在新的社会条件

下受到诸多挑战。孝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扩充内涵，传统的居家养老也转变为继承依托孝文化发展而

来的新型养老模式，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居家养老模式。孝道的丰盈保障了家庭的稳定与和谐。 
当今社会，“孝”仍然可以支撑高尚的道德人格和人际义务的思想源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推广对促进和谐美满家庭氛围、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等着力点拥有着根本性的维稳

作用。 

4.3. 治国：构建和谐社会 

儒家认为，“孝”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的尺度。“孝”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其他的准

则只有由此延展出来才是合理的，任何满足渴望需求的行动只有以“孝”为实现手段才有其正当性，所

以有现实意义的政治行为必须受到孝的制约。此时，“孝”成为制约统治者与民众利益关系的准则。为

政当以富民为先，儒家要求君主正确处理生财与用财、富民与富国的关系。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则需施

行道德教化。“孝”已成为合理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原则，遵循孝道与否决定了所处社会生活的好坏，

如果失去“孝”，人类发展也终将陷入价值迷失的漩涡。 
在政治思想上，先秦儒家强调“义”为利本，反对以利害义。政治之“利”与任一利益都相同，有

公利与私利之分，而政治利益可细化为国家大利与为政者个人小利。先秦儒家主张以仁义谋利，民贵君

轻，由内圣开外王。先秦儒家根据五等主体将利益划分为公利与私利，以一个国家为例，国家之君主之

利属于私利，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则归于公利。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理念以作

君主利益与国家利益、民众利益相冲突的解决方案。君主应把国家和民众的大利放首位，否则，为不义。

先秦儒家确定了以基本的仁义——孝为国君求利的标准与方式。在近代以来，孝文化在应对西方文化巨

大冲击下去构建自身之时，要共同注重私德与公德，孝文化在道德教化下既符合中国文化道路的特殊性，

又力求超越历史与地域限制，实现由家天下向公天下的转化。 

4.4. 平天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百善孝为先”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要求。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对当代社会的“孝”的展现，也可以

说，“孝”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和理论基石。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对传统孝文化的继承与发

展创新的理论演化所形成的在现实社会中起调节作用的一种具体德目。孝的道德教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细化落实提供了现实的可行性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使核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

无时不有。将中华民族千年来的孝文化结合现实要求进行古为今用，且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孝道，对于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意义重大。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为人兄者也；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为人君

者也。”[4]。《孝经》认为不爱自己的父母而去爱别人的行为是侵犯礼制和违反道德的，但家庭伦理并

非止步不前反对推广爱敬之意的，而是赞成由家庭而及他人、民族、国家，推而及于万事万物，逐步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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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最后达到博爱境界。 
今天，当我们重新剖析《孝经》的道德教化功能思想时，毋庸置疑的是，构成儒家孝文化体系及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当代社会匮乏的道德精华，急需提倡与弘扬。 

5. 《孝经》道德教化思想的评析 

《孝经》的道德教化思想拥有着广泛的含义与清晰的外围界限。  
“孝”被包含在“道义”中去，先秦儒家以义统利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科学正确性也经现代学

者们从经济上责任与效益、政治中权利与义务以及文化层面内在要求与外在价值等维度反复考验。然而，

以孝为核心的义利观念理论开端，即《孝经》自身固有的价值取向及其历史影响更需格外重视。《孝经》

的“孝”的伦理意义展现在多个层面，其一，孝能够有效维护亲亲尊尊的伦理原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强调孝为最根本的社会准则；其二，孝能够切实强化道德情感，有力提升道德品质；其三，孝能够有助

于培育道德情怀，实现内圣外王，增强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 
与之同时，《孝经》中“孝”的道德教化思想中也有着腐朽、糟粕的一面。第一，劝孝的目的不纯，

劝孝是为了劝忠，忠孝合一，移孝于忠，从而最终实现家庭伦理与封建政治相通，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

第二，突出强调服从等级的封建宗法制度，导致了唯父母、君王是从的愚孝、愚忠。第三，表达出天人

感应的思想，一方面，它提出先天具有善质孝质的人，应该接受后天的教化，这种说法旨在为王道政治

提供理论空间；另一方面，教化也是天人关系下的重要一环，是有别具目的的结果，它利用天的权威，

促使人们因顺从天意安排而接受王教。更有甚者将其提升至宗教性，夸张神圣性功能。这为丰富孝文化

的道德教化思想内涵，最终达成维护封建统治目的找到了伟岸的理论支撑的同时“孝”的道德教化功能

也被极度夸大。“孝”趋向神秘化使封建社会愚忠愚孝现象频发，社会稳定性堪忧，走向教化极端负作

用。第四，《礼记·王制》中对官员归养有所规定，“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礼制

以“孝”为中介被代入伦理主体[5]。国丧制度、家丧制度及官员归养制度的规定，根本上都是为了适应

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统治思想的需要。制度的制约及强化，使得孝治思想得以落实。但也不乏极端

礼制化发展终将致使孝文化走向形式化，并背离了善与道义。认识到《孝经》的道德教化思想的思想弊

端对于孝文化的深入发展与落实到社会方方面面，以孝为基本底色的价值观的树立都有着重要意义。 
《孝经》道德教化思想的研究是在结合实际背景的情况下，是在肯定《孝经》道德教化思想积极意

义的基础上，对其的未来给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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