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养亲敬亲即家庭内部的养老敬老，是传统孝道的基本内涵，是我国传统孝文化的

根本内容。在当今社会，提倡孝这个理性内核，对解决社会养老问题、批判继承与发扬

传统的“敬老”风气、构建健康理性的社会秩序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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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孝文化对新时代养老问题的
价值启示与作用
蔡晓颖 

一、 孝文化的内涵与演化

( 一 ) 孝的内涵

在古代，孝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

传统，不仅是一种关爱和尊敬老人的方式，

更是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个世界时都要遵守的

原则。这是做人的根本，不仅是为了调节亲

子关系，也是为了社会和谐。在古代，孝文

化用来维持和巩固社会的阶级秩序。具体来

说，传统孝道思想具有以下含义：第一个层

次（最基础的层次）是对父母的孝心。第二

个层次是“追孝”“享孝”，也就是追思、祭

奠先人，这是孝道的原意。第三个层次是对

皇帝、君臣的孝心，这是对我国政治层面上

孝的基本内涵的扩展。在一个君主独裁的父

权社会里，一个国家就是家族，国王就是父

亲。在此基础上，忠是孝的精髓，即忠与孝

是相通的。第四个层次是要继承祖先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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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勤奋，从而扬名立万，以此来荣耀祖先，充实自己。

在宽泛的意义上，孝顺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古时，

人们相信做好事有利于亲人，做坏事会让亲人担心，

一切让家人担心的行为都是不孝，同时出于对父母的

关爱与尊敬，也要求人们珍视生命。从广义上讲，孝

可以扩展到爱护动物、植物，这是一种对所有生命有

益的慈悲和仁爱。古人相信，天地间的一切生灵，包

括人类，都是广袤无垠宇宙中的一员。天是一切的父亲，

大地是一切的母亲，人们是兄弟，其他的一切都是我

们的伙伴和朋友。人们热爱自己的双亲，再去爱他人，

再去珍视自然万物，这就是对父母仁慈的报答。可以说，

古代人的一切行为准则都包括在孝字里。

( 二 ) 孝的演化

（1）先秦时期的形成与确立。孝道思想起源于原

始社会晚期。血缘关系的确立和私有制的产生，使孝

思想萌发。商朝、西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期，也

是中国孝道思想的萌芽与建立阶段，当时的统治者非

常注重“礼乐政刑”的礼仪规范，以实现孝道的宗

法化。春秋战国时期以孝为核心和基本，确立了孝的

社会基本价值观，并在古代社会形成了“宗法”和“道

德”。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孝”，把孝与忠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含义由“事亲”扩展为“事

国”“忠君”。

（2）秦汉隋唐的强化与升华。秦汉是中国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和定型的时期，也是孝文化

发展的重要阶段。汉朝率先实行“以孝治天下”，确立

了以孝为中心的社会统治秩序，把孝、忠作为君权维

护、国家统治、社会治理的精神价值基础，使孝文化

与国家体系建构理念相结合，形成了传统的家族国家

体制。隋唐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封建宗法专制得

以加强，统治者通过父权制加强和推广孝道，并着重

于“子孝”“臣忠”。《唐律》把“不忠”“不孝”列为

“十大恶罪”，孝道则成为底层人民的共同价值观和核

心观念。

（3）宋元明清的极化与愚化。五代之后，宋代特

别重视社会秩序的重建，加强了对国家、社会关于孝

的凝聚。在新儒家思想兴起和发扬的时代，孝道在全

国范围内得到了大力提倡，士人精英们也是不遗余力

地进行宣传、弘扬和教育。例如，宋代的哲学家们就

曾提出“孝是与生俱来的，是天生的道德，是无法违

背的……”，孝的绝对和约束作用日益加强，成为加强

君主专政和父权专制的工具。明清两代，继承了程朱

理学的孝道思想，加强了孝文化，出现了偏激、愚昧

的倾向，比如“存天理，灭人欲”“君叫臣死，不得不

死”的愚忠愚孝思想。

（4）近现代的变革与发展。在近现代，随着西方

民主与自由思潮的涌入，人民的主体性、自觉性不断

提高，封建孝文化的绝对、专制性也随之显现。特别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是个体自主、与传统的家族

与族群分离、重视人格尊严与平等，提倡新的孝道

文化。

二、 传统孝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对养老问

题的启示

( 一 ) 传统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孝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不断演化传承，其中

既有糟粕之处，如父权专制及“存天理、灭人欲”这

类的愚孝，也有一路传承下来积极可取之处，如善待

父母这一优秀美德。新时代，不应该将重心偏移到对

孝文化糟粕之处的批判，而是应该思考如何发扬和传

承孝文化的精华。在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

的孝文化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建设当代社

会孝文化的过程中，要赋予孝文化新的时代意义。我

国传统孝道具有明显的“重孝轻善”趋势。在中国传

统的农耕社会里，孝道与其他的伦理建设一样，是一

种自我约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孝道逐渐丧失了其

应有的功能，在当代，人们以一种有节制的孝心来代

替传统的孝。在此阶段，家长应摒弃威严的劝说与教

诲，以理性的方法来教育子女对父母、对别人予以关怀，

让他们学会以孝道为己任。

( 二 ) 当代养老问题

（1）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国家青年人口的减少，老年人数

的增多，老年人所占比重增大。根据《国家人口发展

规划（2016—2030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高

于全球平均水平，总体健康状况较差，这是中国人口

老龄化的主要特点。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龄化

问题日益突出。

（2）空巢老人日益增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

济迅猛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国内人口大量流动。

不少农村青年走进城市、融入城市，提高了物质生活

水平的同时也为子女提供了更好的成长平台。人口的

大量迁移导致农村很多老年人成为空巢老人，他们生

活质量不高，精神孤独。过去人们观念中的“父母在，

不远游”早已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空巢老人成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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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快速增加的产物。

（3）失独老人问题日益严重。1971 年，国家为缓

解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这一政策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带来了

失独这一社会问题。失独家庭即家中唯一的子女不幸

离世。在养老问题上，家庭养老是中国的传统养老模式，

失独家庭将面临老无所依、没有支柱的困境。

（4）孝道的缺失和淡化。孝道是中华文化的宝贵

财富，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

循的基本道德规范。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与国

际接轨，大量的西方思潮涌入，使传统的孝道教育逐

渐淡化。在社会转型期，钱与利的统治地位对孝道的

影响深远，很多老人都是自己打发时间，很少与子女

进行情感交流。

( 三 ) 传统孝文化对当代养老问题的启示

从上述困境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养

老问题日益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

养老、孝老、敬老的制度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医

疗与养老的融合，促进老龄事业与工业的发展。这为

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

方向，其中“家庭美德”“孝老爱亲”与中华传统孝道

相契合。新时代，中国养老面临家庭规模变小、子女

不能陪伴在老人身边以及失独老人等困境，尽管政府

和社会极力配合完善制定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但由于

受到传统孝道观念的影响，家庭养老仍是现阶段普遍

认可的方式。这就需要社会各界遵照党的十九大的相

关指示，从实际出发，真正让老人在家庭养老中“老

有所养，老有所依”。

三、 发挥传统孝文化在新时代养老问题

中作用的途径

从国家层面来讲，要坚持伦理、法制，重视相关

立法，提倡孝道文化。推动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

强社会福利与社会养老模式的建设，降低养老服务的

税费负担，提高政府投入的精确度，建立监测、分析

和发展评估体系，健全养老服务统计分级，强化统计

监测和监测。

建立完善的服务质量信息公开制度，公开服务项

目清单、服务指南、服务标准等，重点是取消公营养

老机构的地方保护、养老设施招标、政府购买养老服

务等阻碍市场整合、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做法，以

及禁止营利性养老机构的竞争。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制订国家养老工作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的奖励计划；建立健全独居老人、空巢老人、

留守老人定期回访的工作机制，对突发事件进行有效

防范和处理；推行“养老咨询”模式，充分发挥供求关系、

服务导向的功能；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团体接受特殊

家庭、孤寡、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委托，在法律上为

其提供住宿和医疗服务；积极组织老年人参加有利于

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体育锻炼，注重对老年人知识、技能、

经验、道德品质的培养，充分利用老年人的专业知识

和角色；积极开展老年教育，充实老年人的心灵。

从社会层面来看，尽管“常回家探亲”已被写入

法律，但是很少有人将其付诸实际。现代化的生活步

调让人们在忙碌的工作之后，缺少了对父母的关爱。

家庭养老仅靠法律是远远不够的，各社区应积极配合，

加强对相关人员孝德意识的教育。社区可以在不破坏

社区环境的前提下，适当增设公益卡通墙壁，在提升

社会审美的同时，能让不同年龄层的人透过公益漫画，

了解中华的道德、孝心，进而提高社会的文明素质。

在现代社会，孝文化必须具有新的时代性。孝道

是家庭养老的重要支柱。从孝道诞生至今，为更好地

支撑家庭养老，孝道从传统的家庭伦理向社会道德转

变。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社保制度已相

当健全，很多老人基本的物质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他

们需要更多地从心理上获得关爱。家庭的孝道伦理教

育也是传统孝文化传承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对青少

年进行传统道德教育，使其体会到孝道、感孝、行孝，

形成孝敬父母、敬老、爱老、养老的良好氛围。（作者

单位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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