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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父母有过，子女应当规劝，即谏亲 

孔子说：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1]这是说，对父母的错误，作为子女应晓之以理，喻

之以道，进行规劝。如果父母不听忠劝，还要无怨无尤地服从双亲。曾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说： “父母之行，若

十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

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2]在这里，曾子为谏亲设立了一个界限：谏而不逆。如果父母不思悔改，子

女不应拂逆其志，不可由婉言劝谏上升为争辩；相反，子女应顺从父母。儒家把规劝父母改正错误作为子女尽孝的一

项义务，这是非常：正确的。但他们主张的“谏而不逆” 则带有愚忠愚孝的成分，是不可取的。 

(四)要处处为父母着想，及时；厅孝 

孔子说：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3]这是说，父母在世，子女不应远离家乡。如果必须外出，也要安顿好

父母，使父母生活无忧无虑。并要告诉父母去向，以免父母牵肠挂肚。显然，孔子这里着重强调的是游必有方。即处

处为父母着想。孔子还说：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4]岁月易逝，作为子女应当知道父

母的年龄，看到父母的年岁在—天天地增长，要有行孝的紧迫感。有些人整天忙于自己的事情，而对父母的关照有些

忽略，一旦当操劳—辈子的父母突然去世，就会悔恨不已，甚至遗憾终生。孔子说这句话的目的正是提醒人们要注意

父母的日渐衰老而及时行孝。 

儒家的“孝”德不但是指孝顺父母，而且包括敬爱兄长，还要扩而广之行孝于天下，爱天下之人。 “孝弟也者，其

为人之本欤？”[5]“孝弟”是做人的根本。试想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人怎么能去爱别人呢？“事父孝，忠町移于

君；事兄敬，故顺可移与长”[6]所以古代“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 “孝”德的现代价值 

儒家“孝”德的内容非常丰富，历经几千年的筛选和沉淀，大多数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儒

家的孝悌之道由于受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糟粕，像“厚葬久丧”、“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是应当彻底抛弃的。在新的时代，我们只要对儒家孝德进行现代转换和提升，赋予

新的内容，它仍可为公民道德建设服务。 

(一)提倡儒家“孝”德有助于解决老年人“老有所养”的问题 

“尊老”是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提倡儒家的“孝”德，有助于解决老年人“老有所养”的问题。人

由少壮而衰老，这是不可抗拒的白然规律。从物质资料的生产与消费的角度来看，老年人处于消费者——生产者——

消费者这一人生链条上的第三阶段。老年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赡养问题，赡养主要指对老年人生活所必需物品的供给

和日常生活上的照料。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实行离退休养老制度，靠离退休金生活，经济上基本没什么问

题，但对老年农民和城市中没有退休金的老年人来说，基本上是靠自己以前劳动的积攥或子女劳动的收入生活，经济

上就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至于日常生活中的照料，无论在城市、在农村，习惯上都由子女来承担。儒家的孝德极



力主张子女要养老，这有助于增强于女的养老意识，解决老年人老有所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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