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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孝道态度与行为的代际比较 

作者:邓希泉 风笑天   出处:中国青少年研究网    

 

  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作为儒家伦理和中华文化的原生性核心

概念和首要德性，一直延衍至今。孝的核心和基础内容是“善事父母”，主要包括赡养、顺从和悦

亲等内容。赡养，即从物质上奉养和悉心照料；顺从，指尊敬父母和不违背父母意志，使自己成为

父母意志的执行者和体现者；悦亲则是指体贴和关心父母，在精神上使父母感到愉悦。在现实生活

中，“孝道是一套子女以父母为主要对象之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的组合。” ——杨国枢 《中国人

之孝道观的概念分析》  

 

  20世纪的中国风云际会，社会急剧变迁。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造成极大影响。孝道观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样也会发生诸多变化。因此，本文从实证研究出发，试图以青年代、中年代

和老年代的城市居民的孝道态度和行为进行比较，从而说明代际之间的孝道态度和孝道行为的异

同、继承与变化。   

 

  研究思路和方法   

 

  1、研究思路：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社会成员在社会认知过程中，一般会存在自我防御性归

因，即“自我服务的偏向”。因此，为尽量避免归因偏差导致研究产生偏差，采用了调查对象对自

身孝道态度和孝道行为的主观报告及对他人孝道态度和孝道行为的客观情况进行主观评价相结合的

方法。  

 

  2、调查对象：本次调查以15岁以上的武汉市城镇居民为总体，采用多阶段定额抽样选取调查

对象。样本构成情况见表1。年龄范围：（1）青年代（15-22岁），1979年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

起始之年，此年龄群体深受改革开放的影响。（2）中年代（32-55岁），此年龄群体一般均为在岗

职工，基本上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在改革开放前确立了基本的价值观和人生理念。（3）老年

代（65岁及以上），此年龄段的人带有较强烈的“边际人”色彩，跨越了两个时代和两种制度。  

 

  3、资料收集方法：本次调查采取问卷法收集资料。问卷中将赡养分解为“照顾父母”和“金

钱资助父母”，顺从分解为“尊敬父母”和“顺从父母”，悦亲分解为“体贴和令父母开心”和

“经常问候父母”。本次调查于2001年10月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组织完成。   

 

   [表1] 调查样本构成情况  

   

 

  结果与分析   

 



  1、三代城市居民对孝道态度的自我报告  

 

  分析城市居民的孝道态度，从赡养、顺从和悦亲等三个方面来进行。表2的结果表明：就赡养

层次看，在“中国人照顾老年父母是他们的责任”上，三代城市居民持赞同态度分别为91.9%、

92.5%和92.5%，基本一致。而在“中国人在金钱上资助老年父母是他们的责任”上，赞同态度随年

龄递增而呈下降趋势，青年代77.4%，中年代70.4%，老年代71.6%；同时，不赞同态度呈明显的上

升趋势，青年代4.1%，中年代7.5%，老年代16.5%。这说明年龄与赞同态度呈负相关，即年龄越

大，越不赞同。   

 

[表2] 三代城市居民对“中国人对待他们老年父母的责任”态度的具体分布(%)  

   

 

  对顺从层次分析的结果则是，三代城市居民对“中国人尊敬老年父母是他们的责任”均持非常

肯定的态度，青年代、中年代、老年代的肯定态度很类似，分别为93.4%、93.5%和97.5%。而在

“中国人顺从老年父母是他们的责任”上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赞同。青年代、中年代、老年代的肯



定比率分别为43.1%、57.3%和66.1%。  

 

  就悦亲层面看，三代城市居民在“中国人体贴和令老年父母开心是他们的责任” 和“中国人

经常问候老年父母是他们的责任”上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赞同，也越需要精神上的抚慰和孝心表

达。青年代分别有87.4%和86.2%，中年代为90.5%和93.5%，老年代就更高，分别有94.5%和97.5%。

这说明“悦亲”层次依然在全社会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  

 

  2、三代城市居民对“老年人期望他们儿女履行其责任”的主观评价  

 

  让受调查者对“老年人期望他们儿女履行其责任”进行主观评价，实际上是一种“换位思考”

的方法。那么，“换位思考”之后，三代城市居民对孝道态度的评价如何？   

 

  通过对表3的分析，就赡养层面来说，在“老年人期望儿女照顾”和“老年人期望儿女在金钱

上资助”的评价上相差明显，在选择“完全是”上，青年代分别为24.5%和5.8%，中年代分别为

39.6%和18.8%，老年代分别为53.7%和30.3%。但是否就说明他们之间确实存在很大区别？这种情

况，虽然能表明三代之间存在差别，但更能说明被调查者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因为青年代是15-

22岁，正处于被父母照顾和金钱资助时期。他们对老年人状况的认识，主要从自己父母及同辈群体

的父母中去了解，并由身边事实去推论全社会，其比例理所当然较低。作为32-55岁的中年代，他

们首先考虑的是抚育下一代，他们的父母作为城市居民，一般有国家的各种保障，不大需要自己照

顾和金钱资助，在当前大量失业情况下，许多儿女还要从退休的老年父母那里寻求金钱资助，其评

价较低也是情理之中。老年代完全作为自身立场的发言者，对需要照顾和金钱资助有切实的感受，

评价肯定较高。  

 

[表3] 三代城市居民对“老年人期望他们儿女履行其责任”观念评价的具体分布(%)  



   

 

  从顺从层面看，青、中、老三代城市居民对“老年人期望儿女尊敬他们”的评价一致，持肯定

态度的比率分别为90.4%、97.5%和96.0%；而对“老年人期望儿女顺从他们”的评价则区别明显。

青年代的评价态度较消极（67.7%），中年代次之（77.6%），老年代最积极（85.7%）。从悦亲层

面看，三代城市居民对“老年人期望儿女体贴和令他们开心”的评价较一致，青、中、老三代的肯

定比率分别为88.2%、93.4%和94.6%。在“老年人期望儿女经常问候他们”上随着年龄的递增，态

度也越趋肯定。尽管三代之间存在差别，但孝道态度的悦亲层面依然深存人心。  

 

  3、三代城市居民对自身孝道行为的报告和对周围人的孝道行为的主观评价的具体情况及对比

分析  

 

  探讨三代城市居民的孝道行为，从他们对孝道行为的自我报告与对他们周围人的孝道行为的主

观评价之间进行比较来进行。通过对表4和表5的对比分析，来探讨三代城市居民的孝道行为之间的

区别和共同点。  

 

  在孝道行为的赡养层面上，表4（Ⅰ）表明，三代城市居民在“照顾父母”的行为上，老年代

比青年代高出很多，而表5（Ⅰ）中老年代和青年代之间的差距较小。通过表4（Ⅰ）和表5（Ⅰ）

对比分析，老年代对周围人的主观评价比自我报告低了17.3%，而青年代则高出了11.9%。因此可以

说，表4（Ⅰ）的自我报告受到了主体实际情况的限制，因为青年代大多数正处于父母照顾；表5

（Ⅰ）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现实情况。  

 

  对于“金钱资助父母”方面，表4（Ⅱ）和表5（Ⅱ）则呈现出相反的差异趋势。表4（Ⅱ）表

明，三代城市居民的“金钱资助父母”行为是年龄越大，越趋肯定；而表5(Ⅱ)对“周围的人在金

钱上资助父母”上是年龄越大，评价越低。其中突出的矛盾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老年代在自我

报告中给予肯定评价超过一半（52.1%），而在对周围的人的孝道行为给予否定评价，比率也超过

一半（52.1%）；另一方面表现在于青年代和中年代，他们在自我报告中给予肯定评价分别只有

16.1%和24.8%，而在对周围的人的孝道行为给予肯定却分别是37.5%和28.9%。这既反映出老年代在

对“金钱资助父母”孝道行为的现实不够满意的情况下，更加认同其原有的孝道行为；同时也反映

出，青年代在求学和就业的重负下，以及城市中较普遍的失业现象（下岗者很多是中年代的成

员），使他们从金钱上资助老年父母心有余而力不足。  

 

[表4] 三代城市居民对“他们对待其父母履行责任”具体情况(%)  



   

 

[表5]三代城市居民对“周围的人对其父母履行责任”情况的评价 (%)  



   

 

  就顺从行为来分析，三代城市居民在“尊敬父母”行为上，无论是自我报告（表4），还是主

观评价（表5）上均存在差异。而且，三代城市居民在自我报告与主观评价中的肯定态度均存在比

较大的差距。表4（Ⅳ）表明，三代城市居民自我报告在“顺从父母”上也表现出显著差异，青年

代持肯定态度的为43.2%，中年代57.0%，老年代70.2%；而在表5（Ⅳ）中对“周围的人对其父母顺

从”的主观评价上却较为一致：青年代、中年代、老年代持肯定态度的分别为33.0%、42.3%和

42.9%。表4（Ⅳ）和表5（Ⅳ）对比，三代城市居民在自我报告与主观评价的差额分别为10.2%、

14.7%和27.1%。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现象？首先是因为调查对象“自我服务偏向”而导致的结果，每

人对自己行为进行了美化。另外，这既是孝文化中顺从观念的深入国民性的结果，几千年沉积下来

又深入国民性的孝文化，“尊敬父母”和“顺从父母”等仍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存在国民的

心性之中。因此即使“顺从父母”在当代已没有好名声，但考虑到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却仍然从

“自我照顾”——即“表明自己是孝子或孝女”出发，将自己的顺从行为进行了过高的报告。而通

过对“周围的人对其父母顺从”的主观评价，则较接近社会现实。从而说明，“顺从行为”仍然被

认为是孝文化中的组成部分，但也必须承认，实际生活中年龄越轻，顺从父母的观念越淡，行为越

少。  

 

  从悦亲层面看，表4（Ⅴ）（Ⅵ）和表5（Ⅴ）（Ⅵ）表明，三代城市居民之间，对于自身孝道

行为的自我报告和对“周围的人对其父母履行其责任”的主观评价基本一致，而且比例均比较高。

说明孝道行为的悦亲层面，仍然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小 结  



 

  通过表2至表5等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当代“孝文化”的主要特点：  

 

  1、孝文化仍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成员中——无论是经历过新旧社

会制度的成员，还是新社会制度下成长的成员，对 “照顾父母”、“尊敬父母”和“体贴父母和

令他们开心”，有着相当认同性。这构成了社会成员孝道态度最坚实的组成部分。孝文化仍然是一

种较为突出的中国国民性。  

 

  2、孝文化从他律性向自律性转变，从人格尊严的不平等向平等转变。根据三代城市居民对待

“顺从父母”具有显著性差异来分析，年龄越少，越趋向反对，也即表明由原来的无原则顺从父母

的他律性状态，向按自己的原则对待父母的要求这种自律性状态转变。另外根据三代城市居民对待

“悦亲”具有显著性差异来看，说明年龄越轻，越趋向要求与父母拥有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权。  

 

  3、社会存在着一种以物质层面的孝来取代精神层面的孝的趋势，社会成员较为重视生活照顾

和金钱资助，但在精神慰藉、体贴、关心和经常问候方面存在不足。随着年龄递减，存在着一种在

金钱上资助父母赞同率逐渐增高，而经常问候父母和加强精神沟通的赞同率降低的倾向。这是一种

以物质层次的孝道来取代精神层次孝道的不良趋势，这也是当前物欲主义在此领域的不良表现。  

 

邓希泉：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风笑天：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闭

| 网站首页 | 网站地图 |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中国人口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