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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推己及人 

  孝子到社会上还要为社会做出贡献，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孝要求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在社会上，要推行仁

爱的原则，为社会作贡献。孔子的弟子有子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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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8226;学而篇》）孝子，不好犯上作乱，为和谐社会作榜样。孔子另一弟子子夏说：“贤贤易

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同上）这都说明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从现在来看，孝子不好犯上作

乱，对于国君，对于上级，都应该有敬重的心，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大有好处的。孝使家庭和睦，移于事君，也会

为社会和谐作出贡献。“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

亲，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孝经

&#8226;三才章》） 当官的对上要尊敬，对下级要做好表率示范作用，可以起到移风易俗的实际效果。同时，对于上

级的不义行为和错误决策，也要象“几谏”父母那样，提出谏争。一切服从上级，并不是儒家所提倡的孝子忠臣的观

念。用荀子的话说，就是：“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节也。”（《荀子&#8226;子道》）孔子说：“君子

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孝经&#8226;事君章》）孔子的孙

子子思在回答鲁穆公问什么样是忠臣的时候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 （《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

社1998年5月第一版第141页。）经常批评国君的错误的人可以称为忠臣。《孟子&#8226;离娄上》：“惟大人为能格

君心之非。”这里的“大人”就是忠臣。“格君心之非”，就是批评国君心中错误的思想。 

后代流行于世的一对口号是：君叫臣死，臣不死，臣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子为不孝。今人称此口号为愚忠愚

孝。人们以为孔子孟子都是提倡这种愚忠愚孝的。其实不然。儒家认为，父子与君臣，都是对应的关系。父子的关系

是“父慈子孝”，君臣的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8226;八佾》）孔子是从正面论述的。

为了强调这种对应关系，孟子以强烈的语言来表达，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

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8226;离娄下》） 君臣关系是这样的对应关

系。 “君为臣纲”，是中央集权权建立以后产生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维持了两千多年。这种观念才会产生出愚忠愚

孝来。 

关于《孝经》真伪与版本的考证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吕氏春秋&#8226;孝行览》有引文，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也

有引文，司马迁《史记》中多引《孝经》内容，他撰写《史记》的动力也来自于孝的观念。这怎么能说《孝经》是后

人编的呢？从秦汉时代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对中国传统所产生的影响，可谓广大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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