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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瑞开：弘扬中华优秀“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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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 记者 方筱筠 摄影 苏炫烨 视频制作 李晓婉 

  嘉宾介绍：祝瑞开，男，1927年生于江苏省丹徒县高桥镇农家，幼年时随父移居上海。1949年1月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

业，在国道鞋店分店任职会计主任。1951年1月分派到江苏省丹阳县人民银行工作。195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

思想史副博士研究生。1961年起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1979年9月始，上海复旦大学分校（后改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

系任教，后到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1986年12月为副教授。1990年10月晋升为教授。 

  著作有：《先秦社会和诸子思想新探》，获上海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两汉思想史》、《中国婚姻家

庭史》、《当代新儒学》、《国学与当代社会》等；主编并撰写《<论语>本义新解》，率先在社区开设、讲授《论语》课程，向

民众普及儒学。发起并主持三次国际学术会议，会后主编《秦汉文化和华夏传统》、《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儒学与21世纪

中国》三本论文集。 

  曾先后应日、韩、德、美、以色列、新加坡和香港地区著名大学、社会学术团体的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讲学，并用英语

对外国大学生、博士生授课。 

  历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理事、学术顾问，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学术委员，老子思想研究会

顾问，曾子研究会顾问。1996年获“上海市老有所为精英奖”，1998年获“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2007年获“上海市优秀志愿

者”称号，2008年获“上海市老有所为之星”称号。 

  齐家治国首先要“竭欢致养” 

  对于“家”这个概念，在当今社会不够重视。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都重视“亲情”，这在全球各民族都是一样的。孔子

和儒家传承中华古文化传统，提出了他们的“孝”的思想理论，这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却是独创的。 

  中国古代民间非常珍视“亲情”，有着悠久的思想传统。孔子和儒家继承、发扬了这一传统，认为子女对父母尽“孝”，应

做好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两方面工作，尤重后者“精神赡养”。孔子强调“色难”，子女侍奉父母要和颜悦色，表现出快乐的心

态，特别强调要“敬”，尊重父母的人格尊严和权益，这样父母才会感到子女确实真心实意敬爱自己，感到快乐和幸福。后儒把

孔子“双赡养”的思想概括为“竭欢致养”，也很精到，值得称道。 



  与“孝”文化相对应，中华文化特别重视“家”，形成了以“家”为本位的人文理论和社会政治思想。《孝经》说：“夫

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事亲”是起步和基础，“事君”为民众造福和毕生的立身处世都是“孝”的内涵。同

样展现了“小家”和整个社会、国家“大家”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中国“国家”的称谓，就是“家”、“国”二者的合称，“国”以“家”为其基本单位，在“齐家”，广大家庭得到治理的

基础上，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治理。儒家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把远在周边和海外地区的民众，哪怕是披发纹身的未开

化的民族、部落，都看成是自己的“兄弟”，这是在我们“小家”之外的“大家”。我们同样深爱着他们，并愿意为他们生活的

改善、提高和快乐、幸福而尽力奉献，这就是中华的“家”文化。 

  热爱“小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进而泛爱广大民众、整个社会和国家，把“小家”和“大家”二者有机有效结合起

来，融为一体，在中华大地上广大民众紧紧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亲密合作，为实现“小康”、“大同”的幸福理想社会而共同

努力奋斗。这就是中华儒家以“家”为本位的“家”文化的精义和主旨。 

  儒家倡导“孝”和“孝悌”，表面理解，是在强调重视个体的“家”，是在宣扬狭隘、落后的“家庭”本位和家族意识，实

际并非如此。孔子、儒家同时又在大力倡导社会的群体意识，爱己、爱家人，还要关爱他人，泛爱人民大众。后来儒家学者继承

弘扬了孔孟思想，宋代范仲淹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在被囚禁中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的名句；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把人民、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在这些先烈先贤身上都深

刻体现了中华文化、儒家文化以人民大众、民族和国家利益为根本的光辉思想。他们都是儒者，都爱自己的“小家”，爱妻子，

爱亲属，爱家人，然而他们更深深地热爱民族和国家、社稷的“大家”，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捍卫民族、国家、人民

大众的利益。他们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近代以来，一些人批评儒家文化，特别是“家”文化，只顾一己“小家”利益，维护家长制和专制主义统治，阻碍了社会的

进步和发展，主张彻底否定“家”，不要“家”，这是对中华“家”文化的曲解和误解。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孝”文化，培育子女的“孝”心，积极履行赡养父母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是起码的“为人之道”，也

是公民应尽的职责。“百善孝为先”，子女要尽心尽力“竭欢致养”，让父母欢度晚年，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这是新时代对

子女、青年人的呼唤，也是社会各方面都应关注并做好的一项工作。我们应为此尽力。 

  做“人”之道应遵循“克己复礼” 

  孔子宣称他的“仁”学是要“爱人”，人都有七情六欲，只有节制一己不当的情欲，按照社会规范的思想和行为准则，

“礼、义”，待人接物，才能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序发展。自古以来全球各民族、国家的智者、哲人、思想家、宗教、神

学家等都倡导“爱人”，如“博爱”、“泛爱”、“兼爱”等，孔子却有自己的思想特色。他认为只有节制一己的情欲，才能按

照社会规范的“礼义”，关爱他人。 

  孔子的“仁学”、“爱人”和“克己复礼”的美德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爱人”就必须“克

己”，只有管住自己，才能关爱他人。这抓到了“爱人”的关键和根本。这是孔子思想的独创，是其思想一大特色和优势，至今

仍然指引着人类社会积极、健康、文明、有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社会作用。大力弘扬这些优秀思想文化，建设

当代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我们责无旁贷。 

  近代以来，一些人认为儒家的“礼”，维护父系家长制和帝王贵族的身份特权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

前景，是落后、腐朽、反动的思想文化，必须坚决反对，彻底铲除。这是误解，孔子和儒家的“礼”并非如此。 

  孔子倡导“礼让”治国。“礼”的本质和核心是“谦让”，关键在于“责己”而非苛求他人，对人君也是这样要求。人君要

遵照礼仪，谦逊对待臣属，发布使命，臣属因为人君尊重自己，所以才尽心尽力，忠诚完成使命。这和后来明清时期倡导的臣属



对待皇上要顶礼膜拜、唯唯诺诺那样的奴才相，是不同的。 

  孔子又大力倡导“敬”。“敬”是行“礼”的思想基础和必备品德。儒家倡导“礼义”，就是要实现“贵贱等”，削弱、消

灭等级、身份的森严差别，提高庶民的身份、地位，应和王公贵族、官僚、士人一样受到人们的尊敬。“礼义”倡导“敬”，要

求人们特别是达官贵人要放下架子，“自卑而尊人”，尊敬所有的人。这是在倡导初步的人权思想，较之西方启蒙思潮倡导人权

平等的思想要早一千五、六百年，这是中华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古代民间一些士人和庶民学习儒家典籍，掌握了儒家这些思想的本义和精义，口口相传。宋代王小波农民起义就援引儒家

思想，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纲领，对封建王朝进行了反抗和战斗！认为儒家思想“仁”是进步的，“礼”是反动的，这

是中华文化迂回曲折、艰难发展的一个苦果。现在应该还儒家真面目，把它拨正过来。 

  宋代儒家学者张载、二程、朱熹等传承、弘扬孔子和原始儒家的“礼义”思想文化，倡导社会的公正、公平，要求人们相互

尊敬，平等对待，推行新的社会秩序和内容，进一步创新儒家的“为人之道”和“礼义”文化，把儒家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倡导社会的公正、公平，其实质是在反对身份、等级秩序与特权、专制主义统治。这是中国人权思想的进一步发扬。宋代众

多城镇兴起，商品市场经济发展，反映了市井民众公正、平等的思想，反对王公贵族、官员以及富户豪绅等上层社会的特权和专

制主义统治，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文化上的初步呈现。 

  儒家的“仁”、“礼”思想，特别是“克已复礼”思想，自春秋战国经历秦汉到唐宋，都是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前进，形

成了璀璨的古文明。在儒家思想文化指引下，中国汉唐以来，古代社会呈现出高度的繁荣和文明，成为东方知名的“礼义文明之

邦”，为近邻东亚和远方欧洲、中东、非洲等地国家、民众所向往。元代马可波罗就远从意大利前来中国游历，口传并经他人笔

录写下了《马可波罗行记》，盛道赞中华物产的富庶，文明的昌盛，被人们争相传诵，对西方社会和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认

为儒家文化是落后、腐朽、反动的文化，不符合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实际，是错误的，应予澄清。 

  婚恋文化倡导“敬爱结合” 

  儒家积极反对婚恋的陋习，倡导要在思想、文化上教育民众树立正确的婚恋思想理念，大力弘扬中华男女“婚恋”、“敬”

的文化传统，并予以创新，儒家学者提出了“敬爱”结合的婚恋观。《礼记》说：“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

弗敬不正。”“敬”是对他人人格尊严和权益的尊重，在婚恋中倡导“敬”，正是为了端正“爱”的感情，制止邪念，使“爱”

的感情持久、稳定、健康发展，这也正是“克已复礼”思想在男女婚恋上的具体运用和创新。 

  在“敬爱结合”、夫妻“齐”的思想基础上，儒家进一步弘扬、创新了中华“夫妇有义”的婚姻传统，指出“夫妇之道，有

义则合，无义则去。”社会规范的“义”是夫妇都必须遵循的思想、行为准则，这就对男女双方的感情用事和不端行为作了限制

和规定，使男女婚恋生活规范化，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积极、进步的社会作用。 

  儒家“敬爱结合”和“夫妇有义”的婚恋观、家庭观把个人感情需要和理性指导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以理性的“义”来规

范、指导家庭生活，其实质是在强调婚恋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事关双方、家人乃至社会、国家整体利益的事。男女之间需要

“爱”的感情，这是基础，但“敬”、“义”的理性指导更为重要。重“义”重“敬”的婚恋观其实质是在强调婚恋的社会性和

严肃性，特别是个人对之应负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是构建和谐婚恋、和谐家庭的重要保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

面。儒家婚姻、家庭思想的精义和主旨在此。 

  近代学习西方文化，倡导感觉第一、爱情至上，把婚恋仅看成是个人、感情的事。实际，男女婚恋不只是“情”，更是

“义”，夫妻之间相互对待，要“有情有义”，“情义”并重才能构建和谐婚恋，享有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的婚恋文化，倡导互敬互爱，互谅互让，患难与共，白头到老的优秀婚恋思想，克服个人本位、感官第



一、个人至上的错误思想，培育良好的心态和正确的为人之道，遇事多为对方想一想，相互尊敬，有情有义，共建和谐婚姻、和

谐家庭，构建和谐社会，这是现代婚恋应走和必须走的康庄大道，是建设美满幸福的婚姻和家庭的必由之路！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