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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结构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

———以 《大学》、《中庸》为中心的文化阐释

王岳川

［提 要］孝文化的最基本意义在于孝顺父母尊敬亲长，这构成以孝为本的理法规范要求。对父母

“孝”的情感的扩充和延展，形成儒家传统中的祭祀祖先的“家———国”集体无意识形式。在中国历

史上孝道始终都被看作儒家仁爱伦理的底线。孝伦理往往表征出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意识和行为规

范。儒家文化中的孝心理不是仅仅止于孝敬，而是强调这是一个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程序，一个逐渐

放大的人伦心理结构完美的进程，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孝政治成为君子齐家治国的基本前提。

［关键词］孝 儒家 仁爱伦理 行为规范 齐家治国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114X (2010) 01 － 0135 － 09

孝文化的最基本意义在于孝顺父母尊敬亲长，这构成以孝为本的理法规范要求。对父母

“孝”的情感的扩充和延展，形成儒家传统中的祭祀祖先的“家———国”集体无意识形式。《诗

大序》: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① 《左传·文公十八年》: “孝

敬忠信为基德，盗贼藏奸为凶德。”② 《汉书·武帝纪》: “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

学。”③唐许浑 《题卫将军庙》诗序: “既而以孝敬睦闺门，以然信居乡里。”儒家以夫妇父子之家

庭为中心，坚信通过自我修养而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最终将由此及彼地扩展到家

庭、国家和社会层面。

那么，何为孝呢? 子夏向孔子问孝，孔子回答说: “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

馔，曾是以为孝乎?”④。《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孔子曰: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以说，敬为孝之根本，只有敬才能真正孝。“色难”就是和颜

悦色地在父母亲周围去表现你的孝道，这是最难的。给父母买东西，给父母做衣服那不全是孝，

因为动物都能做到孝 (反哺)，孝最重要的就是在漫长岁月中的不改本色的孝——— “色难”。有

些人可能认为，“孝”是封建的不科学的，甚至是违反人性的东西。不能这么绝对。父母亲生下

儿女养育三年才能走路，到父母晚年尽尽孝是应该的。人都有生也都有老，老有所养，这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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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稳定的重要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孝的文化”，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就是对中国文化

精神的简单化。梁漱溟进一步将“孝”列为中国文化的第十三项特征，将民族文化认同的“孝”

看作中国文化之“根荄所在”，坚持“说中国文化是 ‘孝的文化’，自是没错”。

一、孝文化: 儒家仁爱伦理的底线

在中国历史上孝道始终都被看作衡量人道德修养的最基本的标准。“二十四孝”的故事可谓

家喻户晓。汉文帝刘恒以他开创文景之治的清明政绩名垂青史，又以仁爱孝顺的德行品德名闻天

下。他的母亲薄太后卧病三年，他在病榻前侍奉三年，常常夜不能寐，衣不解带，没有丝毫倦

怠，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这就是文帝亲尝汤药的故事。其它的还有

虞舜孝感动天，曾参啮指痛心，子路百里负米，黄香扇枕温衾，他们的故事被世代相传，成为人

们实践孝道的典范。因此，亲情和对父母亲的孝敬之心非常重要，如果连父母亲都不孝而能忠贞

报国者，一定是没有的。

曾参和父亲曾点都是孔子的得意弟子。曾子以孝著称，他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

身”⑤的修养方法，世称“曾子”，后世尊称为“宗圣”。在 《二十四孝》中“啮指心痛”讲的就

是曾子的故事。曾子对母亲非常孝顺，有一天上山砍柴，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怎样招待，着

急中就咬自己的手指。曾子忽然感应到母亲的呼唤而觉心痛，便背着柴迅速回家，对客人以礼相

待。曾参的孝与修身齐家的思想完全吻合，相得益彰。

孔子考察人的重要一条，是看其是否实行孝道并具有真切的孝心，这不仅是仁心醇厚，更是

礼的不可割裂的部分。孔子学生中最喜欢的是颜回。颜回之可爱不仅仅是“一箪食一瓢饮”，更

在于他听道闻道时“似愚”，好学而志于道。他默默吸收老师的思想，并躬身实践。然后，颜回

英年早逝，围绕怎样安葬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颜渊死，子曰∶ ‘噫! 天丧予! 天丧予!”“颜渊

死，子哭之恸。从者曰 ∶ ‘子恸矣!’曰 ∶ ‘有恸乎! 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⑥ 《论语·先

进》: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

椁; 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⑦;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

曰∶ ‘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 ‘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

也。’”⑧这表现出孔子“礼”大于“情”的节度，和坚持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的精神。

而孔子最不喜欢的学生大概当是宰予。因为宰予正好与颜回的敦厚木讷相反，伶牙俐齿充满

了话语机锋，经常向孔子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有一次宰予问∶ “‘三年之丧，期已久矣! 君子

三年不为礼，礼必坏; 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榖既没，新榖既升; 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

曰∶ ‘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 ‘安!’‘女安，则为之! 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

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 ∶ ‘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

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⑨孔子认

为，父母去世子女要守孝三年以孝道作为爱的回报。而宰予则认为“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

年不为乐，乐必崩”⑩。守丧会导致礼坏乐崩，因此认为“一年之丧”即守孝一年就足够了。宰

予走后，孔子感叹说: “予不仁也”瑏瑡。孔子批评学生不孝为“不仁不义”，当是颇为严厉的，可

见孔子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又一次，宰予向孔子提出一个两难问题: 宰我问曰: “仁者虽告

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 “何为其然也? 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可欺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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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也。”瑏瑢宰予假设这样一个情景: 如果告知仁者，有一个人掉进井里，他是否应该跳下去救呢?

如果跳下去会死，而不下去就是见死不救而落入不仁。孔子想，宰予怎么会提出这种不可能的问

题呢，只好应答说: “为何会这样呢? 可以诱骗仁者去看，但不能陷害他; 他可以被欺骗，但不

会因受骗而去愚弄。”瑏瑣颇有辩才的宰予三番两次的进攻，使得孔子很恼火。其后，孔子终于抓住

一次机会严厉批评宰予。这一次对宰予的批评，以中庸之道观之似有欠公允。“宰予昼寝”———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很生气而大骂: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 于予与何诛?”又说: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 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瑏瑤在孔子看来，

这样的学生像朽木一样不可雕，他的基础底子太差，怎么可以做大事情呢? 白天睡大觉还能有什

么抱负做大事情呢?

应该说，孔子的激怒批评有点“过”。学生有了疑问，提的问题不能接受，老师终于抓住一

个问题就狠狠批评一通，这就“过”了。但是孔子的伟大在于，他是一个不断修正自己的伟大

教育家，后来，孔子意识到自己对宰予的态度有失中庸之道。于是，他对包括宰予在内的弟子德

兴特长重新进行了评价。在孔门弟子十哲中，宰予是言语科中的翘楚，孔子将他排在子贡前面，

说明孔子充分肯定了宰予的言辞之能。“德行∶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 宰予、子

贡; 政事∶ 冉有、李路; 文学∶ 子游、子夏”瑏瑥。孔子又曾说: “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以貌取

人，失之子羽。”瑏瑦不难看到，孔子穷其一生才重新回到了公允中庸的坐标上，这不能不说中庸之

道实践起来有相当难度。

同样，孔子对自己要求很严，他曾说: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

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 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君子

的中庸之道有四条，我自己一条都没有做好。这四条是父子、君臣、兄弟和朋友。要求子女以事

父母的孝道，我没有做好; 要求臣以事君的忠诚，我也没有做好; 要求弟以事兄的悌道，我也没

有做好; 要求结交朋友应先施之，我也没有做好。 “子以事父”， “臣以事君”， “弟以事兄”，

“朋友先施之”，孔子都没做好。这是不是说孔子的人生很失败呢? 不是。其实读过 《论语》就

会明白，孔子在这些方面做得很好。他确实是做到了这四条，但是他从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这个地方“未能也”，并不是说没有完全做到，而是说没做到“至善”，没做到至善至美。止于

至善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

慥尔!”日常生活的那种德性道德实践，日常语言的那种谨慎，还做得不够，不敢不勉励去做。

做得很好的地方，也不敢大力渲染，而要谨慎谦虚。庸德和庸言不是平庸之德和平庸之言，而是

日常用度当中的保持一致的言和行，有所不足就需完善，并精益求精长期坚持。“言顾行，行顾

言。君子胡不慥慥尔”。所言的要顾及所行的，所行的要顾及所言的，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

果。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瑏瑧。说得好听，做得很差不行; 或者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做得

多么美好，而行动却相反; 或者言论像一个君子，而行动却像个小人。孔子认为这些都是不合适

的。“君子胡不慥慥尔”，君子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做人和做事呢? 为什么要说得好听而做得很

差呢? 为什么要言过其实呢? 君子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孔子认为: “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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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经》) 提出用孝、悌、忠、信四种道德

治己治人，鼓励人们言行一致，这样才能成为德才兼备的君子，这是实践中庸的标准与规范。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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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伦理的基本原则是“孝”，而悌、忠、信是从“孝”这一根本关键处延伸出去的，这使孝文化

处在人们的行为规范当中，处在人和人的关系当中，处在启蒙自己和启蒙他人的关系当中。真正

的启蒙者应该是先要求自己达到很难达到的君子之孝，达到君子的孝文化深层结构———德行，然

后才可以去要求他人。

二、孝伦理: 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规范

孝伦理往往表征出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意识和行为规范，这在 《大学》、《中庸》中有相当

重要的地位。“《诗》云: ‘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 为人臣，止于敬; 为人

子，止于孝; 为人父，止于慈; 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句话出现了几个关键词，是中国历史上

最有争论的大词。《诗经·文王》中说，深远的周文王光辉照人而且恭敬威武。作为人民的君

主，为人君为人臣为人子为人父。这几个关键词，君、臣、父、子，人们耳熟能详，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君要成君之样，臣要有臣之格，父要有父之慈，子要有子之孝。作为“君”

用今天的话来讲即作为领导，应该“止于仁”，即定位在“仁”。从孔子对曾参一段话可以推知

‘仁’的真谛。孔子对曾参说: “吾道以一贯之。”曾参告诉其它他人说: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

是“忠恕”，概括讲是“仁”。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

“仁”的消极面，另一面是积极面: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事实上，无论是孔子的

“仁”，还是孟子的“义”，都将个体人格的建立放在重要地位，只不过，孔子更重视仁心爱人的

内在光辉，孟子更注重养个体浩然之气罢了。
“止”非常重要，“止”就是定位。定位到什么形态就显示出什么样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

行仁政、爱人民，还是行暴政、害人民，结局截然不同。行暴政的结局就是君不成其君，就会被

人民厌弃。因此要“君其君”就应定位于“仁”，“仁”就是对一个君王的要求。这里 《大学》

鲜明地提出，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应该定位在仁，就是爱人民。
“为人子，止于孝”，指作为子女应该定位在孝顺父母。被人骂为“不孝”是极为严厉的。

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忠”对国家而言，“孝”对父母而言。实际上，“忠”高于“孝”，因

为“齐家”之后是“治国”，或者说“齐家”是“治国”的基础。孝是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人

伦标准。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顺，那他忠于国家为国捐躯是不可能的。他连家族中最起码的

人伦常识都没有，他要为国家为这个大集体去付出生命，其难乎哉! 在这个意义上，在“忠孝”

之间，人们往往会选择“忠”，因为选择“忠”就是“大孝”，是对整个国家的负责。但对一般

人而言，尽孝道与尽忠并没有严重的冲突。
“为人父，止于慈”，指作为父亲要定位在慈爱上。朱自清有一篇散文 《背影》。朱自清离家

的时候，身体不好的父亲到了月台上送他，车还没有开，这时父亲想要给孩子买一袋桔子。父亲

买桔子两次爬月台，父爱融进在艰难地攀登月台的背影之中，儿子爱父之意也从注视着父亲背影

的泪眼中流泻出来。“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

见，也怕别人看见。”瑏瑨父亲留给孩子的不仅仅是“朱红的橘子”，还有父亲所有的寄托和慈祥的

慈爱。朱自清那个时代已经是走向现代了，但这孝慈思想过时了吗? 难道都应该完全抛弃吗? 当

然没有过时，也不能抛弃。
“与国人交，止于信”，指与那些国家的人民交往，应该定位在信，定位在诚信上。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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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人民和国家的基本机构，如果没有诚信，那真是不可思议。如果自然、天地、宇宙没有诚

信，这个世界就大乱了。大自然已有的规范和秩序丧失了，今天太阳是早上六点升起的，明天突

然五点就升起，下午两点太阳就落山，这个世界的轨道就出了大问题。诚信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品

质，是一个一往直前坚守自己德行的品德行，是一言九鼎的信守诺言。这种品质以其不变而展现

了自己的价值。那些丧失了诚信、巧言令色、花样百出、坑蒙拐骗，甚至是妖言惑众的人，尽管

能得宠于一时，最终将自食其果。君、臣、父、子、国人都各有其所“止”，准确定位自己的身

份，遵守道德行为的伦常，社会才能在诚信与和谐中发展。从“孝”意识出发而辨识心性之别，

人就此而有明心见性之心性提升。可以说，尽管作为民主国家已无君臣，但仍有上下级，所以孝

文化对当代社会仍有其现实观古鉴今的意义。
《大学》强调了仁、敬、孝、慈、信，说明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柔性的、软性的文化。《大

学》规定，作为国家领导者，作为家族里边的子和父，以及作为普通人的老百姓，是紧密相关

的社会链条，《大学》提出了一个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关系的问题。对现代社会而言，君

臣关系可以转换为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不能苛求在孔子的时代或先秦的时代，就有现代意义上的

上级与下级关系。经过现代的阐释，君臣关系其实代表了一种上下级关系。同样父子关系也不能

照搬古代，应该增加新的意义，但子孝父慈从根本上说是合理的。即使在今天的家族里边，这种

基于血缘关系的父子关系也应该强调孝与敬。从品德意义上来说，仁爱、尊敬、慈孝和诚信，在

今天基本上还应继续发扬下去。当然，要是愚忠、愚敬、愚孝、愚慈，甚至被忠、敬、孝、慈吞

噬，那是不允许的。

其实古人也不是一味地愚忠愚孝。孔子孟子在这方面有相当清楚的表述，不可误读。 《论

语·公冶长》子曰: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邦有道，不废; 邦无道，免于刑戮。”瑏瑩 《论语·

子路》子曰: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瑐瑠 《论语·八佾》定公问:

“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瑐瑡 《论语·先进》“‘所谓

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 ∶ ‘然则从之者与?’子曰 ∶
‘弑父与君，亦不从也。’”瑐瑢 《论语·卫灵公》: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 ‘俎豆之事，

则尝闻之矣; 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瑐瑣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

更是深入人心。《礼记·中庸》: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 国无道，其

默足以容。”“国有道，不变塞焉; 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 强哉矫。”瑐瑤

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人和人坦诚相待，这是 《诗经》中所记录的周文王对“止于至善”

的实践，那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而作为理想社会的主体的君子，应当不断地修身养德。在我

看来，仁、敬、孝、慈、信都不是针对一个人而言的，而是针对一种关系而言的，这说明中国和

西方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着眼点不尽相同。在西方，个人自由是高于社会规范，或者社会应

服务个人，强调的是个人的主体性个体性。在中国，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应该是和社会的规范形成

和谐的关系。这是一种差别，在今天个人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东方重整体关系的价值应该重视。

在儒家孝文化结构中，德行的绵长，个人的修养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它是需要生生不停，

是生生之谓道，生生之谓易 (《周易·系辞上》)，要不断地发扬光大，而且要智能不灭、薪火相

传，还需要一代代地往下传。同时，这种定位，要定位在仁爱上，所谓的子孝父慈等。其实都是

一种慈爱，都是一种仁政。《大学》在这里还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达到了完善，还不是最

美好的世界，要使他人同样完善，使所有的人达到完善，这个社会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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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孝心理: 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

儒家文化中的孝心理不是仅仅止于孝敬，而是强调这是一个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程序，一个

逐渐放大的人伦心理结构完美的进程。有人认为，今天社会现代化了，社会承担起很重要的功

能，所以不用再孝。我想，这是对人性恶的根本放纵和对人性善的不作为。究其人性底线而言，

总不能把自己的苍老疲惫的慈父和爱母，完全送到一个由社会来管理的体制中而问心无愧吧。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大学》把家、国、人三位一

体的关系阐释得很清楚。对于一个东方大国来说，国家是我们的家园，大地是我们生老死葬的地

方。《大学》将国和家连起来，是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治理

国家必须首先整齐自己的家庭，其内容就是，“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如果一个人

对家庭中成员的关系都不能协调好处理好，不能够对家庭成员进行良好的陶冶、熏陶，使每个人

的行为合乎规范，那么，要去教别人、管理别人，是不可能的。榜样的力量无穷，人们看你怎样

去调教你的孩子，怎样去规范你的家庭成员，怎样去和睦相处，大家也跟着做。只有你做好了，

才能让大家感觉到心生温暖进退有度，这个家庭才是一个欢乐祥和而又尊长重幼的家庭。此时，

你才有资格去教别人。“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真正的圣人君子不用出门离家，就可以

成就教化于国家。齐家对治国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家庭是国家的细胞，如果一个人把一个大家

族都整治得有条有理非常完善，这就是对国家的安宁平和做出了贡献。在家庭中忍辱负重协调各

种矛盾，在治国上就能承担更大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成教于国”就是成就教化到国家，其

基础就在于齐家。
“孝者，事君也; 弟者，事长也; 慈者，使众也; 《康诰》曰: ‘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

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学会了孝敬，未来就可以忠心爱国，孝就是一种先行

的培养，是对内在心性的一种教养。当然，孝不仅仅是事君，还要事奉父母，这个更加日常，也

更难以做到。知道了“孝悌”、“悌道”，就会妥善地敬侍长者。这个长者不仅仅是自己的兄长，

还包括天下的那些比自己年长的兄长，对所有“长者”都要行尊敬之道。内心能够慈爱，并且

将这种慈爱推扬开来，就能够“使众”，能够让大众跟随你，听你的指挥。并不是暴戾、乖张、

愤怒才可以让大家听你的话，相反，只有慈爱才能如此，虽然它最弱，但是最能服人心。“《康

诰》曰: ‘如保赤子’”。《尚书·康诰》说，像保护刚生下的孩子一样去保护它。“心诚求之”，

就是对这些美好的东西就像爱护赤子一样，发自内心去做这个事情。“虽不中”，虽然可能没达

到目的，没达到最完美的境界。“不远矣”，离目标已经不远了。《大学》把心诚看得非常重要。

如果一 个 人 心 不 诚，他 虽 然 为 追 求 目 标 达 到 个 人 目 的 而 绞 尽 脑 汁 用 尽 手 腕，但 是 他“远

矣”———隔得太远了。相反，锲而不舍，最终总能达到目标。
“一家仁，一国兴仁; 一家让，一国兴让; 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

事，一人定国。”如果一个家庭里充满了孝敬仁爱，那么就可以让世界充满爱。如果一个家庭都

学会了互相谦让，长幼有序，那么一个国家就会兴起兴让之风。相反，“一人贪戾，一国作乱”。

一个人贪而暴戾，甚至是诉诸于暴力，那么，一个国家就会随之发生为非作乱的事情。蜀国大将

张飞，喝酒以后鞭打士兵，鞭打他的下级军官，结果受害者首先是自己，然后是他的国家。一人

作乱，绝非小事。“其机如此”，其中的机运、运行的规律就是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

国”。一言就可以败事。这个“一言”往往是指关键性的话。如果你没有学会“慈”，没有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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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没有学会“仁”，而仅仅学会了贪戾作乱，那么一言可以让你的家族坏事，从此家道中

落。“一人定国”中“一人”指的就是关键的人物。按朱熹的说法，指的是国君一个人，他兴了

仁、兴了让、兴了慈，那么，这个国家就安定了。

四、孝政治: 君子齐家治国的基本前提

在我看来，孝文化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贞节牌坊也不仅仅是五四时期批

判的一个靶子，我们今天应该尊重当时的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子思提出“君子之道费而隐”的

观点，指明君子所坚守的中庸之道用途广大，无穷无尽，而其本体精细隐微，无所不在。其后又

引用了孔子对君子之道的观点，认为只有做到了孝悌忠信言行一致，才能成为君子，而作为君子

需知道自己的位置。这一思想谱系，值得细致分梳。
《大学》认为，治国的前提是齐家，君子要兴孝悌、兴仁让，并将这样的美德推己及人，才

能齐其家，而后治其国。为了详细论证这一观点，《大学》引用 《诗经》中的诗句: “《诗》云: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 ‘宜

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 ‘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

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要想成教于国必须守孝悌、施仁慈。一家仁，一国才能兴仁，一家让，一国才能兴让。《大

学》又分别以尧舜和桀纣为正反两面的例证揭示修身和齐家对于治国的重要意义。继齐家、治

国之后的第十章，平天下是 《大学》修为的最高目标。“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

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修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

提高、不断由内向外生发扩展的过程，即从修身、齐家、治国到最后的平天下。平天下的平是

“使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担当，平天下是中国儒家伦理中很重要的思想。

平天下的基础在齐家，对整个社会的治理要从整饬家庭伦理开始: 一屋不扫，无以扫天下; 一家

不宁，无以宁天下; 一家一族不太平，无以让国家和天下太平。 《大学》能从小见大、从微见

著，认识到起点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人生修为的方法论意义。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老老”是说，国君或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要

孝敬老人，“而民兴孝”，而后全国民众都兴起重视老人的孝道。“上长长而民兴弟”，在上的人

能够以长者为长，那么民也就是老百姓才会尊敬长者。“上恤孤而民不倍”，领导人能够抚恤孤

寡，去爱惜那些飘零于世道之人，那么这个国家才会有爱，才不会违背人伦和人道。“是以君子

有 ‘絜矩之道’也”，絜，指的是量围长的绳子，而“矩”就是量直角的一种角尺，就是讲究方

圆规矩，可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君子有方圆，就是具有了这种可能性，有了遵循道的标

准。絜矩之道就是一种达到道的方法。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 所恶于下，毋以事上; 所恶于

前，毋以先后; 所恶于后，毋以从前; 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 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

‘絜矩之道’。”你厌恶上级那些对你不好的行为，那么，处于上位的你就千万不要以这种方式对

待下属。你所厌恶下级那些毛病，千万不要故伎重演地用来面对上级。后面的先、后、左、右与

前面的上下是相同结构，正好构成共同环境空间，呈现六个纬度，上、下、前、后、左、右。意

思是说，所有这些都要合乎规矩之道。这样，一个君子才具有平天下的可能性，而且也只有这样

的可能性，他才可能有一种真正的中正之心。《大学》非常清楚地说明，只有治理好国家才能使

天下平定，因此治国是平天下的前提。而作为国家领导，其德行修养对于国家和民众而言，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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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孔子以舜为例对中庸之道的功效加以进一步说明。“子曰: ‘舜其大孝也与! 德为圣人，尊

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

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孔子说，虞舜真是一个大孝顺

的人啊! 德行可谓是德高望重的，他的尊贵成了天之子———领导四方的最高的首领，四方诸侯国

都是他的领地，宗庙当中祭祀他，子孙后代继承他的伟业。因此，有大德的人，“必得其位、必

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这四个“必得”要三思。大德之人，就是德高望重、公而无私

的人。具有大德之人在滚滚红尘中，声名必然如雷贯耳; 必定得到你的位置，而不用贪心获得;

必因公正廉明而得到属于自己的俸禄; 必然快乐而健康长寿。天下万物必根据他的资质才华而去

加以培养，应该栽培的就要好好地去栽培提升，那些不好的就应该铲除。圣人相信上天是公正

的，只要你努力而尽到了诚心并具有大德，就必然得其位、得其名、得其禄、得其寿。只要是把

自己内在的善良与真诚升华出来，个体的努力必然不负期望，会让自我走向成功之道。
《中庸》阐述周文王和周武王，父作子述，圣德相传，周公旦又制礼作乐辅佐成王。这些在

孔子看来都与中庸之道的标准相符合。正是他们的行为符合中庸之道，周朝的基业才得以延续。
“子曰: ‘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 夫孝者: 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

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孔子说，周武王和周公可以说是最孝顺的人。孝不是饮食

之道———让父母亲不乏吃住之用还不是孝。孝是要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把他们未竟的事业往前

推进，这才是大孝道。

从这个角度来看，周公春秋两季举行祭祀的根本意义在于，对祖先伟业的歌颂体认，对祖先

未竟事业的努力张扬，对祖先制定的政策的重新阐释，也是对今天和后人的一次提升教导。在祭

祀上，不管是修缮祖庙，还是把过去的祭祀祭器一一陈列，或是把祖先留下的衣服摆设出来，献

上新鲜的时令水果，以表示后代的虔敬之心，都需要某种制度规定，这个制度就叫做礼。“礼”

有几层相关的意思，一是解释人类的行为规范。《礼记·曲礼》上: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

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瑐瑥二是规矩恭敬的态度或行为，《左传·僖公三十年》: “以其无礼于

晋，且贰于楚也。”瑐瑦三，仪式或祭礼。如: 典礼﹑婚礼﹑丧礼﹑成年礼。四，厚待。 《吕氏春

秋·开春论》: “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 《诸子集成·2》)。

周公认为，祭祀宗庙时需要有礼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些礼制包括: “宗庙之礼，所以序

昭穆也; 序爵，所以辨贵贱也; 序事，所以辨贤也; 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 燕毛，所以序齿

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宗庙祭祀的一种礼制，就是区别秩序，区别先后的秩序。礼崩乐坏与礼乐失位的表征，表明社会

中各种复杂社会势力的权力斗争导致典章制度礼仪教化遭受破坏，社会秩序道德规范混乱。礼大

致上说有以下几种，一是排列官爵区分贵贱，位高辈尊者走在前面。二是在同级中排列职事，区

分贤与不贤、能干与不能干和部门的重要次序。三是劝酒喝酒的敬法，应是晚辈敬长辈，以显示

出先祖的恩惠下达。四是饮宴时依据头发的黑白来排列座位，即在饮酒宴会时不太恪守等级秩序

官位爵禄，而是注重年龄齿序大小。大家就位以后，升起先王的牌位，举行先王留下的祭礼，演

奏先王的音乐，敬重先王所尊敬的祖宗，爱戴先王所爱戴的子孙和臣民。这样，就好像死者仍

生，他的思想还延续。这就是所谓的大孝、至孝。可以说，周武王和周公都是最孝顺的人，他们

上承先祖之德，修宗庙，行孝悌，确立了用礼来治理天下的原则，并让这种思想薪火相传。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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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处开始积极作为和严格要求，是与儒家忠孝之道的内在精神相契合的。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 信乎朋友

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 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 诚身有道，不明乎

善，不诚乎身矣。”处在下位的人如果没有得到上面的信任，是不可治理民众的，意思是说处在

下位的人只有得到了上级的信任才可以大治。以此类推，要得到上面的信任有一条法则，首先要

得到亲朋好友的爱，要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这样才可能去治理百姓。要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

其关键就是要孝敬父母，因为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怎么可能并有能力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呢?

孝敬父母的关键是自身要诚，假心假意把父母亲当成工具来利用，怎么可能得到父母亲的信任

呢? 怎么会得到他们无私的爱呢? 要得到自身之诚，首先要发扬自己善的德行。从最小的开始推

陈，要得到自身最善的德行，就必须反身自诚，说到底就是一个“诚”字。不妨反推之: 先要

自身诚，才能够去行善; 只有去行善，才可能自身而诚，并且得到父母亲的爱; 得到了父母亲的

爱，才可能得到亲朋好友的爱; 得到亲朋好友的爱，才可能去治理天下，并且得到上级的认可，

得到上级的信赖。《中庸》在这里把上位、下位、亲朋、父母、自身善德和诚心连到了一起，使

得修为功夫具有了可行性可操作性。

朱熹说: “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孔融让梨，国人都知道。有外国友人告诉我，

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他的孩子听，孩子不以为然，说“我为什么要让?”西方人强调要孩子学会竞

争，不要忍让，否则今后到社会上会受欺负。这种想法不错，但是后果却很严重。当孩子学会了

一饱私囊，损人利己而不会谦让，他今后成就大事业的空间将会变小。

当今社会是一个民主而理性的社会，强调人的个体自由是不可以出让的，这与古代孝文化的

由自己而天下，有内修而外治有所不同。在我看来，孝文化是儒家仁爱伦理的底线，孝伦理是东

方人伦所止的身份规范，孝心理是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孝政治，孝政治是君子齐家治国的基本前

提。因此，我们应对中国“孝文化”结构的发生、发展与中国先秦社会家庭组织的类型结构、

地位形态加以认真审理，才能对孝文化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意义有正确的诠释。而不应对古代

的东西完全加以否弃，当然也不能完全加以肯定。正确的做法是，理性地丢掉不合时宜的东西，

并去发扬孝文化中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包括人类文明当中那些普适性的美好价值，总结出东方

孝文化中仍有生命力的可以为现代人类社会提供精神支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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