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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是做人的底线
———校园文化育人的本质教育

张文斌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３００）

摘　要：基于“孝道”理念为核心，引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道”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校园文化的本质是育人，使

“孝道”升华为做人的准则和良心的底线，启迪现代人勿忘“孝道”和如何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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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华民族以孝道而立

１．１　“孝”文化源远流长

２０００多年前，孔 子 曰“仁 者 爱 人”，“夫 孝，德 之

本也”“人之行莫大于孝”。他还说：“孝，天之经，地

之义，人之行也。”“孝”文化是儒家学说中特有的一

种伦理型做人的文化，随着代代承传和发展，“孝道”
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之一。

中华民族历来把“孝悌”看得十分重要，孝道已

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所谓“千万经典，孝义为先”；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
“父慈子孝，家庭美好”；“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
等等，皆宣扬的是孝义、民族的传统。

中国历史上 优 秀 孝 子 贤 孙 很 多，如“２４孝 史”、
“董永卖身葬父”、“香九龄温蓆孝亲”和“花木兰代父

从军”等，都是家喻户晓、孝感动天的孝道故事。

１．２　反哺感恩人之天性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是自然界的范

例，更何况人能不如低级动物乎？

《三字经》教 诲：“人 之 初，性 本 善”。《孝 经》明

确：“百善孝为先”。“孝”的本质就是“反哺”“感恩”

之具体表现。“父母恩重如山”“养子方知父母恩”。
为人子女必须意识到承担家庭的责任，这种责任就

是尽“孝道”。
人人都为父母生，人人都有老之时。人 老 了 失

去生存能力，子女们从精神上、生活上多多关爱和体

贴，是尽天之经、地之义的孝道，绝不能因儿女不孝

让父母留下终生的遗憾。

１．３　法规明文孝道的责任

《宪法》规定：“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婚姻法》规 定：“子 女 对 父 母 有 赡 养 扶 助 的 义

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

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刑法》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

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
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管制”；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

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

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

年人。”
履行法律是为人儿女的责任、义务，尽孝更是儿

女义善的机会、幸福的享受。



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一些人沦为金钱的奴隶，自
私自 利，认 钱 不 认 人。家 庭 观 念 淡 薄，社 会 意 识 缺

失，以至于对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父母，也缺乏起码

的责任感、孝道意识和感恩之心。
如：有的借故工作忙，从来不想、也不问 候 年 老

父母身体生活如何，无“孝道”意识，是只顾自己的白

眼狼；有的视父母为累赘，兄弟姐妹间互相推诿，不

愿与老人居住，不肯赡养，是没心没肺的不孝逆子；
有的只看重父母的物业，争抢物权，不管老人生存，
甚至流浪街头、冻死饿死，是狼心狗肺的禽兽等等。

１．４　社会呼唤“孝道”不能丢

上海市原政协副主席石祝三等１５位老同志致

信党中央和国务院，殷切希望我们的社会大力提倡

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孝道”精神。
他们认为，中华民族的“孝道”被世界赞誉，它凝

聚了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是５０００年民族文

化传承的骄傲。自从社会提倡独生子女开始，多个

长辈围着小“皇帝”转，孩子自觉不自觉成了家庭的

中心。他们成人了，摆在社会面前的严酷现实是，屡
见不鲜的“逆子”事故让人触目惊心。

究其原因是因孝道教育的缺位，致使人性良知

的泯灭。如果再不大讲特讲“孝道”，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将有可能从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丢失。

２　孝道是做人的准则

２．１　“孝”的基本含义

东汉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讲，“善事父母者，
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他认为“孝”字是由“老”
字省去右下角的形体，增添“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

会意字。这“孝”字本身，表述的就是老人与子女相

互依靠、不可分离的关系。从结构上看，“老”在上，
“子”在下，人老了，必须依靠子女的臂膀才能站立起

来；或者说人老了只有依靠子女背负着、搀扶着才能

生存。从内涵上看，尽“孝”就是“善事父母”，人老了

总有不方便的地方（从老省），为人子女（从子），就必

须承担起养 老 的 责 任（子 承 老 也），做 善 事 父 母 者。
不难悟出，古人造字的本意，使“孝”字的形义与“善

事父母”的会意完全吻合。尽孝就是子女对父母的

一种善行，是晚辈在处理与长辈关系时应具有的道

德品质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２．２　“孝道”是做人的准则

曾子说：“民之本教曰孝……夫仁者，仁此者也；
义者，义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
者，礼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即

讲求仁爱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体现仁爱；讲求仁

义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掌握适宜的程度；讲求忠

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真正合乎忠的要求；讲求信

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合乎真正的信实；讲求礼的

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对礼有真正的体会；讲求强大

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真正表现出坚强。因此孝

道是为人处事的准则。
曾子的《孝经》言：评论人一定先根据他对亲人

的态度，然后再推及到他对一般人的态度。热爱自

己亲人的人，一 般 不 会 厌 恶 别 人，尊 敬 自 己 亲 人 的

人，一般不会怠慢别人，孝心和爱心是一致的，孝心

也是最基本的爱心。对父母没有孝心的人，不可能

对他人有爱心。当今独生子女时代，父母极度付出

养大的“皇帝”，扪心自问为父母做过什么？是否经

常问候、写信、打电话？某些大学生给父母常发的短

信仅两 个 字，爸（妈）：“钱”！ 不 得 不 引 起 社 会 的

深思？

孝心是一 种 责 任 心，尽 孝 是 做 人 的 基 本 责 任。
那些为人不孝的“逆子”，能有社会责任吗？成功企

业以“孝道”为用人基本条件、选拔任用干部考察个

人“孝道”表现，实质是在考察社会责任心。试想一

个缺乏“孝心”的管理者，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陈毅 元 帅 是 我 党 的 好 干 部，也 是“孝 子”的 楷 模。

１９６２年回家探 望 重 病 的 母 亲，亲 手 为 母 亲 洗 尿 布，
见母亲面有难色时他深情地说：“娘，我小的时候，您
不知 为 我 洗 过 多 少 次 尿 布、尿 裤。今 天，就 是 洗 上

１０条、２０条，也报答不了您的养育之恩啊！”
孔子曰：“孝，德之本也”。父母是我们的生命之

源，是人生的启蒙老师，是天下最疼爱儿女的人。没

有父母的养育，谁都难以成人。乌鸦知反哺、羊羔知

跪乳，不孝何为人？不尽孝道，又有何德可言？无德

岂能成合格之人。因此，“孝心”是“考试”，是测验人

格的标准。
《礼记·大 学》中 讲：“修 身、齐 家、治 国、平 天

下”，这是中国成功人士追求的目标。我国有近５亿

个家庭，它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好社会才能好，社会

好才 能 天 下 平。试 想，一 个 不 注 重 个 人 修 养，没 有

“孝心”的人，对父母不孝，家庭关系都处理不好，还

能“治国”“平天下”吗？所以，一个没有“孝心”的社

会，是不可能和谐的社会，一个没有“孝心”的儿女，
不可能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所以说，孝心是为建

立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及“治国、平天下”社会赋予每

个人的责任。
现代人们很注重身心健康，其实尽“孝道”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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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养生、养心、养性、养行。２０１２年北大原校长周

其凤跪拜老母 九 十 岁 生 日；２００５年 春 晚 冯 巩、朱 军

的小品《谈笑人生》；２０１１年贾平凹在《陕西老年报》
发表的“行孝应当早”短文；自己的亲身经历等等，使
我深深的感悟到，无论是谁有成就，一是归功于父母

如何做人做事的成功教育；二是离不开在尽“孝道”
中感悟到如何做人、养生、养心、养性、养行的真谛。

３　如何尽孝道

３．１　要有孝道之心

坦丁曾说：“世上只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

是父母的呼唤。”如果说杰出人物推动了世界，那是

因为他们的父母推动了他们。深深的父母之爱，是

儿女永恒的信心和力量。不论年龄多大、职位多高，
只有在父母的膝下，才会感觉到自己是个孩子、是世

界上最幸 福 的 人。为 养 育 我 们 父 母 受 尽 了 千 辛 万

苦，父情比山高，母恩比海深。做一个尽孝的人，必

须“常怀感恩之心、常思尽孝之道、常做尽孝之事”。
一个人感恩父母的行为唯有一个字能概括，那就是

“孝”。

３．２　孝顺不可等待

一位哲人说：“你们回去把老人当成自己的孩子

对待吧，他们多么需要呵护。”当父母年老多病之日，
天天期盼儿女之时，有人总说：“现代生活节奏快、工
作压力山大，抽不出时间。”可你想了没有，人生短短

几十载，能和生养、疼爱自己的父母一起度过的时光

又有多少？无论官做得再大、钱挣得再多，失去了陪

伴父母的机会，见到的是父母的灵柩，那种“子欲养

而亲不在”的悲痛、迷茫、懊悔，只能是欲哭无泪，后

悔终身。所以说“孝”是稍纵即逝的眷恋、是无法重

现的快乐、是一失千古的往事、是享受幸福的机遇、
是万古长存的美德。

３．３　尽孝从小事做起

人心是杆秤，“孝顺”是定盘星。善待老人，其实

就是善待自己的未来。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节假

日尽量与父母共度、亲手给父母做饭、定期给父母打

电话、陪父母看老电影、支持单身父母再婚、教父母

学会上网、常为父母拍拍照、支持父母的业余爱好、
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对
父母的爱要说出口、打开父母的心结、常跟父母做交

心的沟通、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适当参与父母的活

动、陪父母拜访他们的老朋友、带父母参观自己工作

的地方、父母的零花钱不能少、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

险、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定期带父母做体检，主动

给爸妈倒杯水、捶捶背、洗头、洗脚、洗衣服、剪指甲、
父母亲节日买朵花等等。其实父母是最容易得到满

足的，正如歌里唱的那样：“常回家看看，老人不图儿

女为家 做 多 大 贡 献，哪 怕 只 帮 爸 妈 刷 刷 筷 子 洗 洗

碗”，足以让老人家得到安慰。

３．４　努力做一个至孝

孔子 曰：“夫 孝，始 于 事 亲，中 于 事 君，终 于 立

身。”就是说一个人行孝尽孝一是要孝顺父母；二是

要热爱国家；三是要奉献社会。
小孝———养父母之身

父母年龄大了，不离不弃，物质上尽力满足生活

需求，尽到了 衣 食 住 行 等 赡 养 责 任，这 是 最 基 本 的

孝，是小孝。
中孝———养父母之心

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

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就是说父母老了，只重物的供

养，不敬不顺，那和养狗养马有和区别？在物质尽力

满足时，常回家看看，重视对父母精神陪伴和心灵的

赡养，尽到了关爱父母的孝，就是中孝。
大孝———养父母之志

曾子认为：“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 敬，非 孝

也！”拿现在话讲，忠于国家，热爱人民是孝的重要组

成部分。父母希望子女努力奋斗，成为一个对社会

有贡献的 人，实 现 父 母 的 期 盼。正 如《孝 经》所 云：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即由儿女做出

的成就，让社会肯定父母对子女教育培养的结果，尽
到了养父母之志的孝，这才是大孝。

至孝———养父母之慧

孔子说：“人老时戒之在得。”人老了最容易患得

患失，常常处于苦闷不乐的情绪中。子女要适时开

导，告诉父母钱够花就好；家产万贯也是一日三餐；
房子再大躺下去就是一张床；高兴是一天，不高兴还

是一天。尽力让父母学会舍与得，领悟圣人的智慧，
高高兴兴、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安度晚年。子女尽到

了这种圆满的孝，就是至孝。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今天你是父 母 的 儿

女，明天你就是儿女的父母。敬老孝老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也是做人的良心底线。为人子女，我们

一定要尽到自己的孝道，使父母和天下的老人在精

神上尽量愉悦开心，在经济上生活无忧，在志向上实

现希望，在度晚年中幸福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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