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联概览 > 国际儒学研究

《国际儒学研究》第12辑论文 儒学家庭伦理与自由社会的公民伦理 

(2006-2-22 15:38:26)

作者：曾春海     

    伦理是协调和规范"我"与"他者"的情理关系之原理。"他者"由较宽阔的视野而言，指个别的他人，由个体之间的

诸般关系所组构出来的家庭、族群、社群、社会与国家、非人类的天地万物。因此，由其间的层层关系所发展出来的

伦理范域，当可概括为：家庭伦理、宗族伦理、校园伦理、社区伦理、职业伦理、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与

生态伦理(或 环境伦理)及其他可能蕴含的伦理。伦理有促成稳定群体秩序、和谐群己关系、平衡人文与自然的互动

关系、实现生命意义与价值等多方面的功能。 

    就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历史文化的脉络而言，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单位，也是建树人际网络的发展起点。同时，家庭
也是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核心，伦理亲情及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满向为中国文化所尊崇及追求的至上精神价值。随着台湾
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商化的社会形态已在六十年代逐渐确立。八十年代的大幅度政治民主化，一般民众虽然对自由与
平等的民主真谛有不同程度的解读，然而，以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思潮，以不同的面貌和方式为人们所接受和执信。
在多元价值观渐兴，社会开放、个人主义流行、自我意识凸显、公共理性不足及自私自利横行的社会风气下，传统的
家庭生活价值不断受到冲击，家庭伦理被挑战而逐步解体甚至虚无化。表现在社会生活上则有诸般犯分越礼的言行，
呈现在政治上则有很多悖信枉法，争权夺利，以权谋私，以私害公之事。  
    家庭伦理的瓦解及家庭生活之精神价值的淡化，确系造成台湾社会乱象及政治腐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在社会生活
上，人际的疏离冷漠，个人本位的单一价值观，不但致使人我关系恶化，公共秩序受到侵蚀，公共财物被私人窃占盗
用，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共识及共享的价值观逐步被拆解，造成社会凝聚力不足，互信缺乏，埋下了种种不安定的
因素。在政治现象中，政治人物为了政治利益丧失崇高的政治理念，对政党缺乏忠诚度，伤害党纪以至于退党、被开
除党籍事件已司空见惯。政治人物心中只有选票利益的算计，出卖了公义，政治秀泛滥，沽名钓誉，民粹心态独行，
以及恶质的选举文化，使民主政治的价值理想一再的被践踏和受一般知识份子的质疑，公民伦理似乎已到了名存实亡
的地步。因此，家庭伦理及公民伦理是当前台湾社会极需探索及重建的两大伦理课题。本文试由儒家家庭伦理的要
义、公民伦理的涵义及主要规范、公民伦理的困境、儒家家庭伦理面对公民伦理的局限及其所可能的启示为面向，探
讨这一值得大家共同关心的时代问题。  
     一、儒家家庭伦理要义 

     儒家有强烈的历史感及深厚的文化意识，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①(《孟子·离娄上》。)-

-民族的生命与文化之所以能世代承传，永续发展，实有赖于具男女两性别之人，因婚姻而享有夫妻关系，组成家
庭，生养子女，教育儿孙，在种性及文化生命上永续香火。就家庭、社会与国家的组构程序上，纵向的父母子女及横
向的兄弟姊妹关系构成一完整的家庭团体，再由家庭团体间的联系扩大成社会实体及国家建构。夫妻象征天地阴阳，
夫妻所建构的家庭犹生成及承载天地万物的场域。天地感合化成万物且生生不息，创发了生命无限真、善、美的崇高
价值。在《易经》天人一本、天人合德的形上信念及终极价值托付下，婚姻及家庭被赋予了深远的价值形而上学涵
义。《礼记·昏义》谓"婚礼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不仅如此，〈昏义〉特别强
调家庭伦理的美德，谓："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因此，婚礼系借着一套敬慎庄重的仪
式，演示法天地间阴阳动态的构成，以规范男女有别的人伦理念，期待人能自觉地参赞天地生生之德，天人合德，交
相辉映。中国的家庭伦理由夫妻、父子及兄弟姊妹三重人际关系所组构。其中，夫妻伦理为三重人伦的基础，系家庭
伦理的基石。是故，《易经·序卦下》云："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由"敬天祭祖"、" 上事宗
庙"与"下继后世"的历史文化观之，"家"在中国哲学中有丰富而深远的涵义。"家"涵盖了历代昭穆祖宗与后世子孙，
血脉相连，荣辱与共，构成一绵延不绝的家族生命团体。对有历史文化涵养的中国人而言，"家"系一将过去、现在与
未来紧密联系，承传不已的历史性存有。同时，在祖德流芳，子孝孙贤的价值观下，中国人的家族团体也是一世代相
传的道德团体、文化团体，汇聚成一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传统。 



     "人伦"一词首见于《孟子》一书，计使用七次。他首先提出五伦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①(《孟子·滕文公上》。) 人伦系指人在群体生活中，两两相联属的对待关系中，彼此在互动
时应信守的美德。家庭伦理系指家庭成员间基于相互的情谊与恩义所衍生的常理常道，亦即"伦常"。伦理之"理"即于
此伦常之"情"与"义"上显现。《礼记·礼运》篇将人伦更详实的分疏成十义：父慈、子孝、兄爱、弟悌、夫义、妇
德、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前八项属家庭伦理。东汉的《白虎通》针对当时的宗法社会，将复杂的亲戚伦理，做
了详尽的分疏。至此，我们有必要对儒家家庭伦理之主要三层结构：夫妻、亲子与兄弟姊妹伦理做一较具体的分别论
述。 

    夫妻伦理是家庭伦理的基础，处于首位。东汉班昭在《女诫》中做了宇宙对人生相互关联的诠解，所谓"夫妇之
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阴阳交感化生万物，阳德刚健创进，阴德含柔承顺，象
阴阳的夫妇当各从性份之理，分工合作共同经营合理和谐的完美家庭生活。班昭在《女诫》中认为丈夫对妻子应自觉
培养的美德?quot;义 以和亲，恩以好合。"妻子对丈夫的伦理美德是"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他，持久之
谓也；夫顺非他，宽裕之谓也。"婚姻向来被中国人视为终身大事，颇重视婚姻与家庭生活的稳定性、持久性与幸福
性。丈夫对妻子不该始乱终弃，妻子对丈夫也应以真情和真诚 相待。《易·恒卦·六五爻象辞》云："妇人贞吉，从
一而终也。"就婚姻伦理而言，夫妻彼此间有着相互托付终身的庄严承诺及忠诚履行婚约的人伦责任，夫妻间不但以
恩义相待，更必须培养恩情。《易·家人卦·九五爻小象》云："交相爱"。夫妻之间在精神与情感上，以及家庭生活
的现实利害上，有其亲密的、不可分割的一体性。夫妻持家应同心同德，为夫者对家中重大决策不能规避责任，应与
家人共同研拟主张，领导家人共同努力，同时不应不合理的滥用家庭的主导权。妻子应爱丈夫爱家庭，对丈夫合理的
主张应无私的顺从，善尽贤内助的职责。相对的，丈夫应体贴妻子持家的辛劳，心存感恩之情而思报答，以合情合理
的态度来善待妻子的恩德。东汉《白虎通·德论》谓"妻者齐也，与夫同体也。"就夫妻共同经营美满的家庭生活，以
及双方的人格尊严及生命权益而言，双方是平等的，应该互敬互爱，互助互让。 

    南宋朱熹对夫妻伦理提出和顺为贵的大原则，所谓："夫妇和而家道成"①(见清张 伯行编《续近思录》卷
六。)     至于夫妻伦理的实践方法，朱子阐明《中庸·十二章》："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的涵义，谓:夫妻情意密
而易于陷溺，不于此至谨，则私欲行于狎玩之地，自欺于人不知之境。倘知道端之重，隐微之际，戒谨恐惧，则是工
夫从里面做出，以之事父兄，处朋友，皆易为力而有功矣。②( 同前注。) 

    盖夫妻经营长期的共同生活，当求合理和谐才能维系久远。夫妻关系虽至为亲密，应戒慎陷溺于情意中而无顾于
客观的义理，以致私欲横生而有相互欺瞒之事。彼此皆应在念虑之微处，自觉自省，研几慎独。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
夫妇，意指造端乎夫妇之微密处，所以费而隐之故。由夫妻伦理所培养之研几慎微的自省美德，可延伸至父兄与朋友
间的人伦关系。  
    在亲子伦理方面，亲情的交流、体验与认同是首要的，父慈子孝是亲子间各自表达真情挚爱之方式。朱熹在《近
思录》卷六〈齐家之道〉①(《近思录》由朱熹与吕东莱合辑，采集北宋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四位理学
家的精要语，总计有六百二十二条，共十四卷，取《论语·子张篇》第六章"切问而近思"一语为蕴义定书名。朱子与
吕东莱在朱子的寒泉精舍共商此书之编采，别后，他们还常以书信往来商酌损益。书成之后，后人修续录者二十种之
多。今人陈荣捷先生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近思录详注集评》取材详尽，用力至深。) 录有两则涉及父母亲对子女
当尽的伦理。其一是第六条选录程伊川对《易》家人卦六二爻爻辞之疏解语："人之处家，在骨肉父子之间，大率以
情胜礼，以恩夺义。惟刚立之人，则能不以私爱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刚为善。"②(见前揭书，页338。) 刚正
严明，究明客观义理是父母亲对待子女时应特别注意的要件。因为，父母对子女的爱出于天性，若不能兼顾理性则易
陷溺于一己的私情，不自觉的以"情"害"理"。朱子认为父母亲对子女应当在笃恩情处察明客观的义理，这是他认同伊
川而采用的原因。同处，他采录的第七条，也选了伊川于《易传》家人卦上九爻爻辞的小象传注语："家人上九爻
辞，谓治家当有威严，而夫子又复戒云：‘当先严其身也。‘威严不先行于己，则人怨而不服。"③ (同前注，页
339。)家人卦彖传"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一语易生误解。历来不少学者望文生义，谓父母管教子女当如严君
般的严厉对待。程伊川将"严君"理解成父母亲对子女身教的表率意。朱熹于《周易本义》注解家人卦上九爻辞处
说："(有 孚威如)谓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则人畏服之矣。"意指威严不是父母亲用来对子女作威的，而是严于责己
以正己，己正以正人，则子女们当能由内心敬畏而信服，且收潜移默化的家教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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