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孝经》作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其蕴含的孝道精神不仅被历代统治者所

推崇，而且“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今天也依然适用。
但是在《孝经》中，除去父母之孝，还包括君臣之孝，国家之孝，

所谓“孝”之思想蕴含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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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是儒家阐述其孝道思想和以孝治国的理论书籍。

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孝经》 一直为历代统治者和学

者所广泛推崇与宣扬。 不仅是古代孩童时期启蒙教育的主要

教材，更是被称为儒家六经的总汇。此外，先秦时期，儒家经典

众多，其中《诗》《书》《礼》《乐》《春秋》都影响深远，但却从未被

称为“经”，独以“孝”为经，足以证明《孝经》之重要。

所谓“经”，是指织布时拴在织机上的竖纱，与纬线相对，

织布时，经线始终不动，只有纬线来回穿梭，因而“经”就有了

纲领的意思。 而“孝”字在《说文解字》中解为：“善事父母者，

子承老也。”[1]子女侍奉父母则为孝。由此而言，“孝经”两字之

意乃是指行孝的准则 与 规 范，是 对 父 母 行 孝 的 引 领 与 贯 通。

但 是《孝 经》中 的“孝”却 并 不 仅 仅 是 单 纯 的 父 母 之 孝 ，通 过

对《孝经》的深入研读与体会，可发现其中所蕴含的诸多不同

之意。

一、《孝经》之“孝”
在《孝经·开宗明义章》中提到“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

之所由生也。 ’[2]”所谓德之本同《论语·学而》所说的“君子务

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在本质上是相同

的。 何谓“开宗明义”，即是整篇所言最基础最根本的理论，在

文章第一部分就清楚明晰对“孝”进行定义，不必争论也无需

质疑地阐释“孝”的核心思想。

孔子释“孝”，未从行 动 上 进 行 举 例，而 从 其 源 头 上 进 行

深思，解释孝来源于何处，为 何 要 以 孝 为 思 想。 《孝 经》引 其

说，认 为“孝”乃 道 德 之 根 本，是 教 化 的 必 备 条 件 ，产 生 于 教

化之中，成为道德的本质基础。 另 一 方 面，“德 之 本”是 民 众

所必须坚持和遵守的。 “仁 之 本”则 是 君 子 所 追 求 的 道 之 基

础。 “孝”作为一切品德的基石，是不 容 抛 弃 的，是“德”之 基

石，“仁”之根本。

另一方面，《孝经·开宗明义章》认为“孝”可“以顺天下，民

用和睦，上下无怨”[4]，乃为至德要道。 “孝”作为道德品质，从

价值基准进一步上升为治理天下的要道， 从理论基础上升成

为治世方法论，所代表的不只是思想地位的提高，同时也是皇

权与政权的高度集中。 “孝”可使民众和睦，使君臣相协，使君

民一体，进而顺应天下，此乃《孝经》中的另一“孝”。

此外，《孝经》中还认为“孝”要协调天地人之间的关系，符

合天道自然常规的运行，又要蕴含大地万物行为的规律，更要

体现人之本性的要求，也就是“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

之行也。 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 ”[5]

从思想到治世，从治世到协同自然，“孝”所代表的含义更

为深远而重大。 同时，“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

孝莫大于严父。 ”[6]作为天地之间，万物生灵之中，最为珍贵的

人，最重要的行为思想就是“孝”。而孝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对父亲的尊敬。《论语·学而》有“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

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7]《孝经·感应章》“昔者

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 ”父亲作为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天”，

继承父亲的思想，传承父亲的志向，是对父亲的敬重。 而孝敬

父亲的诚心，也同对上天的虔诚之心是相联系的。

二、《孝经》之“尊亲”
《礼记·祭统》中说道：“孝者，畜也。 顺于道，不逆于伦，是

之为畜。 ”[8]它认为，“孝”的基本内容和准则仅仅就是赡养父

母。 但是《孝经》中却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孝经·开宗明义章》

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

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9]《孝经》中将孝的行为划分等

级，以爱惜自己为基础。 《礼记·哀公问》也强调不伤自身的重

要性，“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 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

与？ 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 伤其亲，是伤其本。 伤其本，枝从

而亡。 ”[10]身体作为与父母的连接点，源于父母，因此尊重父母

的基本即为珍惜自己。

另一方面，在爱惜自己不让父母担忧的同时，对父母要做

到发自内心的侍奉。 《孝经·纪孝行章》有“子曰：‘孝子之事亲

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

致其严。 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11]对父母尽孝之时，如果

只 是 让 父 母 吃 饱 穿 暖，那 并 不 是 真 正意义上的“孝”，孔子从

“居”“养”“病”“丧”“祭”五个生活方面对子女侍奉父母分别进

行阐释，认为“孝”的核心内容并不是单 纯 的 事 亲，而 是 在 事

亲之时，从生活物 质 方 面 满 足 父 母 的 同 时，也 从 精 神 方 面 对

父母进行侍奉。 所以“居则敬”，“养则乐”，“病 则 忧”，“丧 则

哀”，“祭则严”所指并不全是子女的情感体现，还包括父母的

内心态度。只有做到顺从父母心意，以其所想而有所为方是真

正的“孝”。

同时，对子女而言，“孝”的真心也极为重要。 《论语》中说

“子游问孝。 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

养；不敬，何以别乎？ ’”[12]孔子认为，如果仅以赡养父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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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的基本准则，实在是太过肤浅，那样的行为同动物之间又

有什么区别呢？ 真正的“孝”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尊敬与爱戴，

这才是儒家所追求的“孝”。 人作为万物之尊，独立思考是其

珍贵之处，侍奉双亲如果不以真心相待，那还有何意义。 “子

夏问孝。 子曰：‘色难。 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

是以为孝乎？ ’”[13]面对父母，却面色不愉，内心为难，这样的

孝 不 要 也 罢。 孟 子 曾 说“孝 子 之 至 ，莫 大 乎 尊 亲 。 ”真 正 的

“孝”应该是由于子女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敬爱和感激，从而

产生的一系列行动。如果“孝”的本质发生改变，那就无法称之

为“孝”。

最后，《孝经》认为“孝”的最高等级是“立身行道，以显父

母”。 所以，只有成就自身，扬名后世，才是对父母的孝。 在《孝

经》中，有专门的《广扬名章》来论述如何将孝道同扬名于后世

相联系。 以事亲孝、事兄悌、居家理而获得事业的成功和社会

上的威望。而这三者却是来自于自身的道德修养，这就再一次

回到了道德修养的本质问题，也就是“孝”。 故而行孝方可成

功，成功方可扬名，扬名才可荣耀父母。 总之，行孝以不毁为

先，扬名为后。

三、《孝经》之“治国”
“孝”作为道德意识，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产生。在周

代时期因宗法制度，得到迅速发展，使之成为正式的人伦规范

和礼仪制度。由于宗法制以血缘纽带为基础，所以“孝”变得格

外重要。 从此“孝”开始走向政治舞台。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

鸣，其中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以及纵横家等学派，在思想中

都不约而同地提倡孝道对于治国的重要性。 足以证明在当时

“孝”可以成为诸家公认的道德品质。

《孝经》中，第一章《开宗明义章》作为全书总纲，着重强调

“孝”是治理天下最好的手段。 而第二章《天子章》则对天子进

行劝诫，作为天下最尊贵之人，权力的掌控者，如何行使“孝”

来治理国家。“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

尽于是亲，而德教加与百姓，刑于四海。 盖天子之孝也。 ”[14]而

第七章至第九章，作为全书以孝治国的部分，论述了孝道对于

政治的意义和作用。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明王或圣人都以推

行孝道进行治理。 同时，君王的言谈举止合乎于孝道，以身作

则，给民众作出表率，自然天下归顺。 而国君在行孝道时，“教

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15]由此，敬人之父，敬人之兄，敬人之

君，可是为子者、为弟者、为臣者悦，而天下太平。而这同“教以

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 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

者也。 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16]是相同的。

四、《孝经》之“忠君”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17]这就是《孝经》中最突

出的“移孝于忠”的思想。《孝经》中有“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

之义也。 ”[18]将父子与君臣放于同等地位，形成这两种不同属

性关系之间的联系。父子之间有着血肉相连的骨肉亲情，割舍

不断，是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 而在父子这种关系属性中，包

含有君臣关系的义理。这就将事父与忠君相结合，使君臣之道

更为明晰。而《论语·学而》中说“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

犯上者，鲜矣。 ’[19]”认为为人子有“孝”者，为人臣即“忠”。 把

“忠君”也作为道德品质的基础，也就是“孝”的一部分。

《孝经》中更说到“事亲者，居 上 不 骄，为 下 不 乱，在 丑 不

争。 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 三者不除，

虽日用三牲之养，尤为不孝也。 ”[20]将为人臣者所要遵守的三

戒与孝行相结合，先约束其心性，而后在事君时“进思尽忠，退

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从而做到真正的“忠”。而这一忠

君的臣子，将永远受到民众的支持与爱戴。 同时，为人臣者对

待君王的态度，要同事父、事母时一样，“资于事父以事母，而

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

则顺。 ”[21]爱、敬、忠、顺是臣子对君王的感情，只有在这四点基

础上才可以算得上是“忠君”。

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便正式成为

统治者教化的根本和治国的工具。 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

深入人心。汉代时，以举孝廉作为选拔官吏的途径；隋代时，将

《孝经》立于国学；唐代时期，唐玄宗两次对“孝经”进行注释，

之后历代统治者都对《孝经》极为重视。 而《孝经》中“孝”的思

想乃是“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一方面是统治者禁

锢百姓思想的精神枷锁，从而稳定其政权。 另一方面，也具有

尊老爱老的道德品质，随着历史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孝经》将道德、伦理和政治社会糅为一体，得到迅速发

展。但是在现代物质文明的今天，在继承传统的伦理道德基础

上，更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从而

对我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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