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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与“教” 

——《论语》读解(二) 

 

高  伟 

（徐州师范大学教育系，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孝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孝”的社会价值与“教”的社会价值是统

而为一的，而且“孝”也正是“教”的伦理基础。在现代社会日益远离传统文化并日益摧毁传统文化以建立新文

明的今天，有必要特别强调教育的内在伦理价值，也就是强调建立在“孝”“悌”基础上的普泛性伦理价值。 

关键词：孝；教育；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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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

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 

[直译]：有子说：“能够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而喜好冒犯上级的人是少有的；不喜好冒犯

上级，却喜好造反的人是根本没有的。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自然就会生发

出来。孝悌是为仁的根本呀!” 

论语开篇即论“学”，次而论“孝”。“学”是个体意义上的“内铄”，“孝”是群体意义上的

“外推”。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源远流长，正是借助于“孝”的心灵力量的社会建构价值，因此中

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孝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孝”的社会价值与“教”的社会价

值是统而为一的，不仅如此，由于血亲意义上的朴素性和普泛性，“孝”正是“教”的伦理基础。 

“百善孝为先”，孝是最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朴素感情。这种朴素感情是

其他一切伦理道德的精神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倚助于“孝”的循序渐进，由个人内在心灵力

量的向外扩展，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族政治哲学，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已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血亲-社会伦理学建立并延续的。“孝”

的本义虽是奉养父母，但具有时空意义上的扩展性与延伸性，“孝”几乎就是合乎规范、合乎人

伦的代称。所以，“孝”是个体与社会间沟通的基本的伦理尺度。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

之所由生也……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教”的伦理学基础因而就是“孝”，“立爱自

亲始，教民睦也”，“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先民倾向于认为，一个能够“孝”

与“悌”的人，是不会“恶于人”，“慢于人”，或犯上作乱的，而这正是“教”的社会意义的终

极追求。 

从语用学的角度讲，“教”字，左从“孝”而右从“文”，意思是说人们只有在具有基本内

在伦理准备的基础上，行有余力，则可以学“文”，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里，“孝”为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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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为末，本立而道生。反过来讲，学“文”的终极目标也在于强化“孝”的社会政治价值。

换言之，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而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学不学“文”，而在于学“文”的目的是

什么，不在于学到了多少“文”，而是这些“文”具有多少伦理价值。教育的根本价值就在于立

足于血亲意义上的“孝”，达到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圆融和谐，这条道路，也就是由“德”而提升

为“道”的道路。 

在现代社会日益远离传统文化并日益摧毁传统文化以建立新文明的今天，有必要特别强调

教育的内在伦理价值，也就是强调建立在“孝”“悌”基础上的人所共知的普泛性伦理价值。教

育作为一种决定未来人类文明前途和走向的力量，能否关注人性善的生发与人性恶的改良，是人

类能否掌握其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一个不言自明的伦理基础上，这个基

础，就是“孝”与“悌”。为什么当下必须特别强调“教”与“孝”的内在圆融，理由其实是浅

显明了的。首先，从“孝”“悌”的本性上讲，“孝”与“悌”具有一般德性论所不具有的不言自

明性。近现代以降的道德教育哲学不是不关注道德问题，而是在各种道德问题之间争论不休，难

于取得共识，所以一个统一的道德规准一直建立不起来，多元化道德并没有象人们最初所认为的

那样给人带来道德生活的自由，反倒有落入虚无的危险。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人类感情，“孝”

“悌”在消解各种德目的矛盾斗争方面具有独特的内在性力量。其次，教育究竟“教”什么这个

问题只有通过“孝”与“悌”的伦理支持才能获得目的论方面的证明。教育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

之所以争论不休，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近现代教育哲学太多的关注于教育的社会功能而忽视其

“何以可能”的伦理基础。伦理价值是教育的内在价值。中国传统哲学对教育“教，上所施下所

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的解读本真地揭示了教育的内在超越性。第三，“教育“的“孝育”

化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实现道德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

意义。就目前而言，社会公德的失落在一定程度上与家族私德的失落不无关系，而家族私德的滑

坡则与多年来对家族私德特别是对孝的忽视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教育落入“假、大、

空”的窠臼，道德教育方面的教导既空泛无力，又缺乏根基。教育的“孝育”化则既可以使人葆

有本真的心灵力量，又可以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社会公德所需要的基本准则。有此可见，教育的“孝

育”化即使不作为教育发展的未来方向，也是现代教育值得尝试并不得不以之为的衡准。 

问题在于，许多论者认为提倡“孝”是一种悖于现代化的退步行为，正如二十世纪初中国

启蒙时期西化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因此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孝”，不是“二十四孝

图”所宣扬的愚忠、愚孝，而是在本真的意义上拓展而成的达到个体与群体和谐共处的伦理纽带。

孝一旦外在化、虚假化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走向五四时期陈独秀、吴虞所强烈批判的损害个人自

尊、养成依赖性并阻挠生产力发展的“家族本位主义”的孝。本真的孝是平等性而非片面性的，

是正常而非反常的，是生成拓展的而非家族本位的。“孝”常相对于“慈”，所以并非“父欲子亡，

子不得不亡”，而是体现了亲子的平等性；原始形态的孝是子代对亲代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情

感，所以并非只是出于哗众取宠或入仕进阶的功利需要的“愚孝”或“伪孝”，而是一种自然情

感的真诚流露；孝虽原为奉养父母，但却可以拓展为家国天下的一种精神依据，对个体而言，“入

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对国家而言，“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孝以事亲，

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孝成为一切伦理规范的内在衡准，“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

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因此，在拓展意

义上，孝并非仅指“能养”，还包括“尊亲”、“弗辱”在内的境界与层次。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认

为，如果人们都能够从起码的“能养”，始终如一地向“弗辱”、“尊亲”的境界努力，从而使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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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由奉养父母提升为奉献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那么个人发展社会发展将是圆满和谐的，而

这正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所追求的最为根本的教育价值。教育即孝育，孝育即本真的教育，“众

之本，教曰孝”，“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 

[案语]：现当代道德教育问题重重。当下道德教育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不重视道德教育，而

是在于不懂得如何进行道德教育，以及为什么要进行道德教育。多种所谓的道德教育模式四面出

击，而又处处受阻。虽然我们的道德教育在德育方法以及在德育原则方面极尽发掘之能事，德育

依然虚浮无根。归根结底，我们的道德教育遗忘了一个起码的道理，即一个根本不能“孝”、“悌”

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爱其家国的。由于这种遗忘，我们的道德教育因而在“假、大、空”的窠

臼中能以自拔。道德是善的，道德教育求其善，求其善的道德教育必须是“真”的道德教育，即

从人的真实情感出发的、从人的真实生活出发的道德教育。只有“真”的道德教育才能达成“善”

的道德。而“真”的道德教育的不言自明的伦理基础就是“孝”。新加坡、韩国在这方面做出了

卓绝的努力，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假、大、空”的道德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实际上倾向于塑造虚假的人格，这种道德教

育不仅因为与人的本心的冲突而造成人格的分裂，也最终由于这种无休止的冲突而造成对道德教

育从而道德感的倦怠。克服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从小处着眼，从实处入手，以老老实实的

态度，以踏踏实实的手段，以实实在在的言传身教进行道德教育。只有这样，我们的道德才能找

到它的内在依据，道德教育才有出路。 

 

 

The filial piety and education 

 

GAO We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ese is a culture of the filial piety to some extent. As a culture, 
the social value of the filial piet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ocial value of the education and the filial piety 
is just the moral basics of the education. In the day of modern society away from and destroying the 
tradition to construct a new civi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specially the immanent moral 
value of the education, that’s to say, to emphasize the universal moral value based on the filial piety 
and the fraternality of the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filial piety；education；education of the filial p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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