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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人向来崇尚儒家思想，孝悌正是儒家伦理道德之首。孝是用心侍奉双亲，悌

是兄弟和睦友爱。孝悌的概念是唇齿相依的，孝顺主要是依从父母的愿望，而兄

友弟恭则是父母所乐见的。孔子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事兄悌，

故顺可移于长。”由此可见，传统的孝悌精神其实暗含了其他优良品德。 

 

中国人很重视孝道。今日我们对待父母的很多行为表现，都受到中国传统孝道的

影响。我们常会被教导要“奉养父母，尊敬双亲”。孝道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不伤发肤以善待父母赐予的身体；如果父母犯了错误，则要以谦和恭敬的态度柔

声劝谏。 

 

孔子说：“孝悌为仁之本”，指出只要人心存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于是深受儒

家思想熏陶的中国人就深信孝悌为一切美德的基础，甚至有些人把任何错误的思

想和行为的根源都归咎为欠缺孝心，于是渐渐形成“移孝为忠”的观念。孝与忠

表面上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精神实质是一样的，孝是家族内人伦关系的规范，

而忠是将这种规范原则扩延到社会。 

 

《孝经》成书于礼乐败坏，列国兼并的春秋战国时代，内容强调君主要贤明，臣

民要忠顺。基于孝为德之本的观念，古代统治者纷纷提倡孝悌以稳定社会秩序。

教化人民由孝顺父母、悌及兄弟开始，继而忠君爱国，使天下太平。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不乏孝悌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发人深省，虽然其中

贯以文学的修饰，但仍不难看出文人祈望见到的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我们在阅

读这些故事之余，不妨想想当时文人创作时的各种思虑。 

 

当中有虞舜孝感动天的故事。虞舜是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他从小就很孝敬父亲

和继母。舜的继母心胸狭窄，常在丈夫面前抵毁舜，舜的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对

妻子的话深信不疑。舜的弟弟是继母的孩子，他像母亲一样对舜傲慢无礼。但舜

从不怨天尤人，对父母依旧恭敬孝顺，对弟弟也关心照顾，引导其改过自新。 

 

他的孝心感动了上天，派神像帮舜锄地，又遣神鸟帮他锄去荒草。帝尧听说舜的

孝行，派侍者服侍他的父母，并将自己的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后来更把帝位

也禅让给舜，以表彰他的孝心，百姓赞扬说，舜由一个平民成为帝王，人们皆相

信是因为他的孝心感动了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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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与西方家庭观念各有不同，中国人有强烈的家族为本的观念，形成孝

悌为先的传统性格。单是一个“孝”字，就暗含了顺从父母、生养死葬等种种孝

行的实践。但西方人侧重个人主义，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较平衡，主张子女自由发

展，家庭关系较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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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历史上的孝德故事 

 

中国人很重视孝道。今日我们对待父母的很多行为表现，都受到中国传统孝道的

影响。我们常会被教导要“奉养父母，尊敬双亲”。孝道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只要我们能好好地发扬，实在是值得赞扬与鼓舞的。 

 

中国古代有不少孝子故事，他们的行为往往令人感动和景仰，但有部分故事，孝

子采用的方式却值得商榷。例如“徐益孙结庐服丧”，他在母亲坟墓旁搭建小屋，

每天早晚在坟前恸哭的做法，在现代人来说则比较难以苟同。的确，至亲去世了，

儿女悲伤恸哭是很正常，但若采用徐益孙的做法，不如及早收拾悲痛的心情，积

极面对明天。 

 

所以，我们阅读这些故事时，必须懂得抛弃那些不值得仿效的做法，体会孝子们

的动机，吸收其中正确的经验，才能成为不负父母养育之恩的孝子。否则虽出于

孝顺的心，但所作行为却只可算是“愚孝”，若离世的至亲真的有知，也不会含

笑称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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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益孙结庐服丧 

 

清代有孝子徐益孙，他幼年丧父，侍母至孝。母亲去世后，徐益孙就在母亲的坟

墓旁边搭建小屋，每天早晚在坟前恸哭。他的行为感动了附近的村民，当地郡县

的官员也打算把他的事迹上报给朝廷，表彰其孝行。徐益孙听后诚恳地辞谢。他

说：“我的身体既然是母亲十月怀胎而诞生的，实应有所作为来报答母亲。现在

我既未能扬名以告慰母亲，又不能跟随母亲一同死，表达我的哀伤，已经是苟且

偷生了，又怎能藉母亲的去世而沽名钓誉，以求升迁呢？” 

 

 

徐益孙结庐服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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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闰救父亡女 

 

元朝的王闰对父亲非常孝顺。他父亲年轻时十分富有，年老时却已散尽家财，但

仍然坚持每顿饭都要有丰盛的菜肴。王闰为了孝敬父亲，就想尽办法挣钱，做到

早晚供奉无缺。王闰的父亲性格乖戾，于是他就左右承顺，尽量让老人家高兴，

很得老人家的欢心。后来他的父亲久病卧床，为方便照顾，他晚上都点上长明灯。

一夜，长明灯的蜡烛失火，火势愈演愈烈。王闰闻声惊起抢救，他立即冒着大火

前往营救父亲。可是由于忙着抢救父亲，耽误了时间，不及救援自己的女儿，使

女儿葬身火海。 

 

 
王闰救父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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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奢自刎尽忠孝 

 

楚国令尹石奢个性廉直。一日巡行属县时碰上凶案，追捕之际发现凶手竟是自己

的父亲。石奢放走了父亲，让部属囚禁自己。他派人禀告楚昭王：“家父杀人，

我如奉公守法而将他治罪是为不孝；徇私枉法，私放罪人是为不忠。我罪应至死。”

昭王认为他平素尽忠职守，这次因孝枉法情有可原，于是说：“追捕罪人不果是

力不从心而已，无需伏罪，你还是继续任职办事吧！”石奢却说：“我为尽孝而不

执行君王的法令，不是忠臣。大王愿意赦免我的罪过是对我的恩惠，微臣十分感

谢。可是，认罪伏法乃为臣的职责，请恕微臣未能受此恩典！”说罢自刎而死。 

 

 

石奢自刎尽忠孝 

 

  



中国人的孝悌精神 
灿烂的中国文明 

 

9 
 

闵子骞单衣顺母 

 

周朝闵子骞母亲早逝，父亲很快便续弦娶继母。继母生了两个儿子，从此薄待子

骞。一年冬天将至，后母用棉絮为亲生儿子做裌袄，而子骞的裌袄则用芦花絮。 

一天父亲外出，请儿子帮忙拉车。寒风凛冽，子骞冷得双手发麻。父亲以为子骞

懒散不肯干活，出言指责，子骞只好默默忍受。后来绳子磨破了子骞的裌袄，父

亲见到露出的芦花絮，才知儿子受后母虐待。父亲怒而休妻，子骞见到后母和两

个小弟弟抱头痛哭，便跪地求父：“如果母亲走了，不但孩儿受寒，两个小弟弟

都会失去母爱而受苦。”子骞的孝心感动了后母，从此痛改前非，母慈子孝，合

家欢乐。 

 

 
闵子骞单衣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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缇萦救父 

 

汉代有太仓令淳于公刚正不阿，后来弃官从医。一次一名贵妇病重不治，其家人

诬陷淳于公误诊，判处肉刑。淳于公的一个小女儿听说父亲要到长安治罪，便下

决心前往拯救父亲。缇萦上书给汉文帝，信中诉说肉刑残酷不仁，指出人死不能

复生，肉体被损也无以复原，犯人四肢被毁，再没有机会改过自新，其家人也因

此而伤心难过。她恳求文帝让她到官府当奴婢，以赎父亲的刑罪，使父亲可将功

赎罪。汉文帝被缇萦的孝心感动，释放淳于公，并下旨从此废除肉刑。 

 

 

缇萦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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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肉救继父 

 

明朝时期，福建有一老百姓，随母改嫁，并跟从继父的姓氏。长大后，他的继父

得了不治之症。古代民间流行一个说法，若得了不治之症，只要以儿女的肉熬成

药汤就可以药到病除，于是这个人就从大腿上割下一片肉来，煲成药汤让继父吃，

治了他的病。福建地方官根据这个人的事迹，欲上报表扬其孝行。当时任监察御

史的刘缨得知此事后，却不批准。他认为，这人放弃自己的本来姓氏，跟随他人

姓氏，已有违孝道，他损害生父给予的躯体去救继父，更是大逆不道！众人纷纷

赞扬刘缨的明察。 

 

 
割肉救继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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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历史上的悌德故事 

 

我们应如何对待兄弟姐妹呢？你希望自己和兄弟姐妹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其实，兄弟姐妹相处应该要和睦共处，互相友爱。这也是儒家思想中所称许的。 

 

中国古代有不少悌德故事，故事中主角的行为往往令人感动和景仰，但有部分故

事，他们所采用的方式却值得商榷。例如“陈伯爱弟弃妇”，陈伯因为太太对弟

弟不好，就休掉太太，在现代人来说是比较难以苟同。的确，他太太对弟弟不好

是错的，但若采用陈伯的做法，不如及早透过沟通，尝试改变太太的态度，使得

一家和睦融融。 

 

所以，我们阅读这些故事时，必须懂得抛弃那些不值得仿效的做法，体会他们的

动机，吸收其中正确的经验。否则虽出于爱兄弟姐妹的心，但这些行为却令父母

伤心难过，也算是不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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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爱弟弃妇 

 

战国时期的陈平父母早亡，自小由兄长陈伯一家供养。陈伯知道弟弟聪明好学，

于是一心要培养他读书成才，宁可自己辛苦地耕田，也让弟弟读书游学。乡间的

人见陈平家境贫困，却长得魁伟英俊，纷纷讥讽他。陈平的嫂嫂一直不满陈平从

不管家内生产之事，早已非常厌恶，于是冷嘲热讽说：“他只不过也是吃谷糠和

菜梗而已，可是这么高大的一个小叔子，却只会啃书不会干活，谁又稀罕呢？”

陈伯听到妻子这样说，大怒，将她休掉，赶出家门。 

 

 

陈伯爱弟弃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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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式分羊济弟 

 

西汉人卜式家里一向以种田及放牧为业。卜式父母早亡，只剩下他与弟弟二人相

依为命。兄弟俩成年后便商量分家，卜式只要家里放牧的百余头羊只，而将田地、

屋宅以及财物等都给了弟弟。分家后，卜式便专事畜牧，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养

牧的羊群愈来愈多，于是变卖羊只来购屋买田。卜式的弟弟则只会守业，单靠典

当田地和变卖屋宅过活，弄得家业破败。卜式见弟弟家境日渐贫穷，便不断给予

接济，与弟弟有福同享。 

 

 

卜式分羊济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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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让梨与争刑 

 

孔融从小对父母恭敬孝顺，对兄弟谦让友爱，甚受人敬重。孔融 4 岁时，客人送

来一些梨子给他和 5 个哥哥分享。孔融挑了最小的梨子，客人问及原因，孔融说：

“我年纪小，当然该吃小的。”孔融 16 岁时，他哥哥的朋友张俭因犯事被追捕逃

到孔家，孔融得知真相后，与哥哥合力藏起他。官府在孔家找不到张俭，便将孔

融兄弟带走治罪。孔融将全部的责任独力承担，而他哥哥也争着承担刑罚。孔母

闻讯赶到官府，说：“我是一家之长，家里的事都应由我承担。”县官见母子三

人争刑，也不得不暗暗佩服。 

 

 
孔融让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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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彖恕罪 

 

南齐时江陵人蒋之，弟媳被僧人污辱，愤而将僧人杀死，结果被官府捉获。他向

县官诉说道：“我弟媳被僧人毁了清白，乃家门不幸，告发又怕被人耻笑，不告

发又实在不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无奈之下只好自行处决僧人报仇。”蒋之的弟

弟在公堂上却对县官说：“我兄长没有杀人，我因为妻子受辱，便杀死僧人报仇，

此事跟兄长完全无关。”兄弟俩在公堂上互相争着认罪，要求被判死刑。县官难

下判断，上报荆州刺史袁彖。袁彖说：“这两兄弟不管是谁杀人，都非本心所愿。

判任何一位死刑，都有伤和善。”于是蒋氏兄弟均被免死。 

 

 
袁彖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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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收以孝救弟 

 

唐懿宗时，杨收因战功卓著，被封为尚书左仆射。杨收任中尉，玄价为自己的助

手，心术不正的玄价示意杨收接受四方赂贿，但被他多次拒绝。玄价因而记恨在

心，暗中加以诽谤。玄价的诬陷使杨收不断被贬，最终被流放欢州，天子更下诏

赐死杨收一家。杨收在行刑前说：“我辅政无功，固当一死。但我死后还需弟弟

杨严承祭祀先人以尽孝。请求使者稍等，让我写一封信。”使者依从，杨收即写

信向天子请罪，并恳求赦免其弟杨严。他将书信交给使者后即饮毒酒而死。懿宗

皇帝读信后深受感动，赦免了杨严。 

 

 

杨收以孝救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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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文学中的孝悌故事 

 

如果老师请你写一个孝悌故事，你会怎样编写呢？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不

乏孝悌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发人深省，虽然其中贯以文学的修饰，但仍不难看

出文人祈望见到的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我们在阅读这些故事之余，不妨想想当

时文人创作时的各种思虑。 

 

 

辽宁省博物馆藏品——宋人孝经图卷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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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永卖身葬父 

 

汉朝时有孝子名董永，家世贫困。父亲去世后，董永无钱办丧事，只好以身作价

向财主借钱埋葬父亲。丧事办完后，他在前往财主家的路上，遇到一位美貌女子，

拦住董永要他娶她为妻。董永想起家贫如洗，就不肯答应。但女子意志坚决，表

示愿意与他同甘共苦。董永无奈，只好答应。于是董永与女子一同到财主家工作

清还债务。女子心灵手巧，织布如飞，日夜不停做工，只用了一个月就织了三百

尺细绢，还清了财主的债务。在他们回家的路上，走到一棵树下，女子辞别了董

永。原来女子是天上的七仙女，被董永的孝心感动，于是下凡帮助他。 

 

 

董永卖身葬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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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宗哭生竹笋 

 

三国时期，有孝子孟宗，自幼丧父，家境贫寒，母子俩相依为命。孟宗长大后，

母亲体弱多病。孟宗不管母亲想吃什么，都想方设法满足她。一天，母亲病重，

想吃竹笋粥。但这时正值隆冬，冰天雪地，风雪交加，哪来竹笋呢？孟宗无可奈

何跑到竹林里，想不出什么办法，就抱竹痛哭起来。哭了半天，只觉得全身发热，

风吹过来也是热的，睁眼一看，只见四周的冰雪都融化了，草木也由枯转青。再

仔细瞧瞧，周围长出了许多竹笋来。他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孟宗把竹笋拿回家煮

粥让母亲吃了，母亲的病很快就好了。 

 

 

孟宗哭生竹笋——元‧郭居敬《二十四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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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代父从军 

 

木兰代父从军——《乐府诗集‧木兰辞》。北魏河南人花孤是一位后备役军官。

当时，北方游牧大国柔然不断南侵，于是朝庭广召后备役军官入伍打仗。花孤

年迈体弱，无法出征，他唯一的儿子花雄却年幼无知，不能代父上前线。一家

人都感到忧心忡忡。这时长女花木兰已 17 岁，她毅然决定乔装男子，代父从

军。花木兰入伍后，随军四出征战，竟无人知道她是女儿身。她身经百战，立

下许多功劳，终于胜利班师回朝，受到君主丰厚赏赐。 

 

 

木兰代父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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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孝悌精神与中国文化 

 

孝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美德，不少中国文化遗产和人文景观都体现了孝悌精

神。由此可见，孝悌与中国文化之关系密不可分。孝悌的概念是唇齿相依的，孝

顺主要是依从父母的愿望，而兄友弟恭则是父母所乐见的。孔子说“君子之事亲

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由此可见，传统的孝悌精神其

实暗含了其他优良品德。 

 

美德的基础 

中国人孝顺的真正基础大抵是对先人的感激。因此古人为父母守孝以回报父母养

育之恩，并必须留有子嗣为先人继承香火，祭祀祖先；不伤发肤以善待父母赐予

的身体。如果父母犯了错误，则要以谦和恭敬的态度柔声劝谏。 

 

孔子说：“孝悌为仁之本”，指出只要人心存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于是深受儒

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就深信孝悌为一切美德的基础，甚至有些人把任何错误的思

想和行为的根源都归咎为欠缺孝心，于是渐渐形成“移孝为忠”的观念。孝与忠

表面上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精神实质是一样的，孝是家族内人伦关系的规范，

而忠是将这种规范原则扩延到社会。 

 

中西伦理观念各不同 

中国人有强烈的家族为本的观念，形成孝悌为先的传统性格。单是一个“孝”字，

就暗含了顺从父母、生养死葬等种种孝行的实践。但西方人侧重个人主义，父母

与子女的关系较平衡，主张子女自由发展，家庭关系较松弛。 

 

中国人：“父母在，不远游”，远离父母是不符合礼节的。孔子主张“子为父隐”，

如果父母犯罪，需为之隐瞒。子女要孝顺父母，但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却不大重视。 

西方人：孩子成长后可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生活， 父母不会强留他在自己身边。

以法治为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子女要顺从父母，父母也要爱护子女。 

 

 
中西伦理观念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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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悌精神与治国 

 

《孝经》成书于礼乐败坏，列国兼并的春秋战国时代，内容强调君主要贤明，臣

民要忠顺。基于孝为德之本的观念，古代统治者都纷纷提倡孝悌以稳定社会秩序。

教化人民由孝顺父母、悌及兄弟开始，继而忠君爱国，使天下太平。 

 

汉代“察举孝廉”制度 

察举廉孝，是汉代一种自上而下选拔人才的制度，最早始于高帝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的求贤令，至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制度。据史料记载，董仲舒向武帝建议，

由于官吏未必称职，所以应由地方官每年在吏民中，以“孝子”和“廉吏”为条

件，按人口二十万荐一人的比例选拔贤者，向朝廷举荐，量才分发至各机关任职。

孝子，即未为官而有德行者，主要着重个人言行。廉吏，则指有德行、有政绩的

僚佐级官员。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的建议，形成制度，可见汉室有意藉“察廉”与

“举孝”鼓励淳朴风气。 

 

《二十四孝》 

自先秦的《孝经》确立有关孝的理论和行孝方法以来，历代也出现不少专著讲述

如何发扬孝道，孝子的孝行更被立传专述，以为典范，其中以《二十四孝》最为

广传。《二十四孝》成书于元代，相传由郭居敬编著，以诗体述说二十四名孝子

的故事，宣扬孝德，为古时儿童启蒙读本。二十四孝故事流传广远，故事内容更

被纳为工艺创作的题材。现代文学大家鲁迅曾尖锐地批评《二十四孝》“诬蔑了

古人，教坏了后人”。可见《二十四孝》故事虽是古人典范，但今人读来可能含

有不少糟粕。 

 

《二十四孝》辑录了古代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包括：大舜孝感动天、汉文帝亲

尝汤药、周曾参啮子心痛、周闵损单衣顺母、周仲由为亲负米、汉董永卖身葬父、

周郯子鹿乳奉亲、后汉江革行佣供母、汉陆绩怀桔遗亲、唐夫人乳姑不怠、晋吴

孟恣蚊饱血、晋王祥卧冰求鲤、汉郭臣为母埋儿、晋杨香扼虎救父、宋朱寿昌弃

官寻母、南齐庾黔娄尝粪心忧、周老莱子戏彩娱亲、汉蔡顺拾葚供亲、后汉黄香

扇枕温衾、汉姜诗涌泉跃鲤、魏王哀闻雷泣墓、汉丁兰刻木事亲、晋孟宗哭竹生

笋、宋黄山谷亲涤溺器。 

 

张居正的《帝鉴图说》 

明神宗朱翊钧即帝位时年仅十岁，担负教导小皇帝职责的太辅张居正与吕调阳

将历代帝王史事，编纂成图文并茂的教材——《帝鉴图说》。全书收录 117 则善

恶故事，每则故事附图画一幅，并以当时的白话文注解内容，教导小皇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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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为鉴”。书中特别以虞舜孝感动天和唐玄宗视兄弟如手足的事迹为典范，教育

小皇帝也要仿效他们成为“崇法亲贤，爱民节用”的明君，以身作则，使臣民

也奉行孝悌。 

 

 

《帝鉴图说》图画 

 

 
《帝鉴图说》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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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与宗教 

 

几千年来维系中国社会秩序的不是法律，也不是宗教，而是建立在以忠孝为中心

的宗法制度，换句话说就是孝悌精神的教化和统导。中国既有土生土长的宗教如

道教，也受过外国宗教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可是始终没有一个宗教能够成为统导，

孝道的源远流长不能不说是关键性的因素。 

 

孝悌观念与佛教教义 

佛教创于印度，于公元二世纪传入中国。佛教初传时，受到儒学的阻遏。为了让

汉人容易接受，佛教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儒学的忠孝意识融入教理和

教义中，例如《父母恩重难报经》，则详述父母对子女的恩德深重，因此为人子

女者必须善事父母以报答。 

 

佛教认为人活在生死流转之中，今世有父母，在过去和未来的无量生死之中，也

有无量无数的父母。佛经有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因此除了

要孝养今生的父母外，还要广度众生，以救济过去未来的父母。 

 

 
孝悌观念与佛教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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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悌观念与道教主张 

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与道教的关系，既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又有本质上的差

异。道教主张“异骨成亲”，即将并无血缘关系的人也视同血亲，这与孝道强调

“父子”、“兄弟”等血缘关系有很大的不同。不过，道教中的许多教义教理教规，

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忠孝之道有相通之处，例如道教所信奉的仁善慈爱，以及主

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报应的理念，就与孝道中的“积善修德”思想相

当接近。民间流传的仙道故事中，妈祖的影响最大。妈祖是宋代福建莆田人，聪

敏过人，十六岁得到神仙扶助，精通法术，普济世人，仙逝后成为救苦救难的海

神。 

 

 
孝悌观念与道教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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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孝悌精神与生活 

 

孝悌精神体现于家庭和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融合于日常生活的待人处事

之中，治家、家教、社交、习俗等无不涉及。中国传统孝悌精神经过数千年发展，

渐渐渗进了生活习俗中，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规则。例如基于“不孝有三，无后

为大”，男丁中最为重要的职责就是为祖先传宗接代，于是形成早婚习俗。又如

奔丧的习俗，死者的子女需披麻戴孝，在外地的要身穿丧服日夜不停行走奔丧。

而侍疾习俗，则指父母有病，子女要夜不离床亲尝药汤及不能嘻笑设宴等。 

 

节日 

中国很多节庆都与孝道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或因孝而成节，或缘节而行孝。除夕，

俗称“年三十晚”，是子女孝敬上亲的喜庆节日，不少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会回

乡与父母欢度年关，是夜家家同吃团年饭，喜度新岁。元宵节和中秋节都是举家

团圆的日子，往往是合家共欢饭聚，下辈向上辈馈赠吃穿用品。游子在外，即使

未能亲临孝敬，最少也会致电问候。 

 

慎终追远乃中国人的传统，对逝去的先辈不但要葬之以礼，还要定时上坟祭祀，

以表纪念。清明节，时在农历三月初三，乃孝子贤孙祭祖扫墓的日子。至于农历

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亦称盂兰盆会或鬼节，有祭亡亲拜鬼神之俗。这原是佛教节

日，逐渐演变成民间传统节庆，目的是纪念释迦弟子目连往地狱救母劝善。 

 

 

清明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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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 

祭祀上亲先祖是古来之礼，目的是表达子孙对先人的怀念和哀悼。基于“事死如

事生”的原则，中国人对丧葬礼仪特别重视。古人有为亡父亡母奔丧和守丧的习

俗，死者在外地的子女要披麻戴孝日夜不停行走奔丧。孔子坚持父母仙逝后子女

须守丧三年，理由是，孩子在离开娘胎来到陌生世界的最初三年，从未曾离开过

父母的怀抱，因此当父母死去之后，儿女守丧三年，就是对父母辛苦照顾的回馈。

现代已摒弃了守孝三年的习俗，但仍保留为亡父亡母厚葬的风尚，为此不少人不

惜变卖家产，以示孝心。 

 

 
出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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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嫁 

中国古代的孝道，将女子放到极为低微卑贱的位置，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

养也”的话，他从来也没有阐述过丈夫对妻子应尽的义务。历代中国社会的架构

都是以一种男权至上、家长式的模式建构起来，“女子无才便是德”。在这样的基

础上，婚姻中妻子唯一的角色，便是侍奉丈夫和传宗接代。不能生男孩，名列古

代休妻制度中七大原因之首，对男孩的渴求更导致出现纳妾制度。中国古代婚姻

制度规定：丈夫可以休掉无法生育男孩的妻子，不娶不事奉双亲的忤逆女子。至

于对婆婆唯命是从，则是当媳妇的天条。 

 

 

婚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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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悌精神的熟语 

 

中国人奉孝悌为传统美德，因此古人的家训多教导后人要崇孝重悌，甚至演变成

百姓的口头熟语。魏晋人王祥临终留下遗诫，要求子孙奉行“信德孝悌让”五德，

并将此作为教育后代的传家之宝。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说：“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而弟不恭，夫不义而妇不

顺”，并指出：尊长要以身作则，兄友夫义，如有人逆弟傲妻就是恶人，就需要

用刑罚手段威慑处理。 

 

民间曾流传过许多有关孝悌的熟语，如“百行孝为先”、“父子亲而家不退，兄弟

和而家不分”、“弟兄不和邻里欺，将相不和异族侮”、“兄弟合力山成玉，父子同

心土变金”、“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等，十分生动，寓意深刻。 

 

孝悌乃人禽之别 

中国人公推小羊羔性孝顺，因为牠在吸食母羊的奶时，温驯地跪在母羊身旁。当

母羊死去之后，小羊羔总是守候在母羊的尸体旁，依依不舍不肯离去。 

 

中国人称乌鸦为孝鸟，唐代诗人白居易为母守丧时忆母苦病，写下《慈乌夜啼》，

借慈乌失母哀鸣表达丧母之痛。 

 

中国人相信禽兽虽然能爱子女，但兄弟却殊不相亲，只有人会行孝重悌，并由孝

父母，广及其他人，由悌而敬兄以及一切同族之长兄，于是万世得以太平。 

 

 

孝悌乃人禽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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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悌忠信乃纲常大义 

在中国，孝与忠的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的“三纲五常”，就是对孝和忠的

一个总的概括。“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

义礼智信”。孔子的学生公治长指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为人父止于慈，

为人子至于孝，妇从夫贵，夫唱妇随”，这“三纲”就是立人之道。 

 

“不忍见其死，仁也；夫先死妻守节不改嫁，义也；长幼有序，礼也；修心向善，

智也；来去不失其时，信也”，这“五常”就是登天之梯。 

 

魏晋时的大孝子王祥，去世前遗诫子孙说：信、德、孝、悌、让，是立身之本，

要作为教育后代的传家之宝。 

 

 

孝悌忠信乃纲常大义 

 

兄弟如手足 

孝悌中的“悌”，是指兄弟要和顺融洽。魏王祥不但是个大孝子，还是个好兄长，

他与异母弟弟王览相亲相爱，后人形容这对兄弟就像一个人的手和足一样配合默

契，于是有了“情同手足”之说。颜之推在《颜氏家训》说，父慈子孝、兄友弟

恭、夫义妇顺，家庭矛盾就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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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唐玄宗李隆基视兄弟如手足，在位时和诸王相处十分融洽，常想制一个长枕

头，与他们共同起卧。诸王有病，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忧形于色。左右劝他，

他说：“弟兄是我的手足，手与足之间如互不协调，身体就成为废物，这样，我

还有何心情享用美食和睡得安稳呢。” 

 

兄弟如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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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不和邻里欺 

在中国古代民间俗语中，有许多涉及兄弟关系，如“兄不友则弟不恭”、“兄弟合

力山玉成”、“兄弟不和邻里欺”等，均揭示这个道理。“七步成诗”便是一例。

当年曹丕担心他的三个弟弟篡夺帝位，召他们入京准备杀掉。众兄弟进京后被软

禁。他先毒杀曹彰，欲再加害曹植，严苛的要求他如不能在走完七步的时间内以

兄弟为题作一首诗便被处死。曹植七步之内吟出流传于世的《豆萁诗》：“煮豆燃

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用豆萁相煎比喻兄弟相残，

揭露曹丕不顾兄弟情谊、丧尽天良残害骨肉同胞之罪。曹丕听后为之感动，放弃

杀弟之心。 

 

 

弟兄不和邻里欺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传统的家庭伦理强调尊卑长幼的等级地位，父兄长辈处于尊位，而子弟后辈置于

受压抑的地位，因而就有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之说，即长辈是不会有错的，

所有过错都是后辈的不是。“伯愈泣杖”便是一例。汉朝时有个叫韩伯愈的孝子，

母亲对他管教甚严，动不动就举杖挥打。每次伯愈挨打都默默接受，但后来有一

次他挨打时竟伤心地哭泣，母亲奇怪地问他何解，他回答说“您往常打我觉得疼

痛，知道母亲还有力气，身体健康，但今天感觉不到疼痛，可见母亲体力衰退，

所以伤心，并非因疼痛而泣。”不过，孔子也强调“父慈兄友”，为人父母的应以

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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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不远行”是古代孝道的标准之一，即要求后辈不要远离父母，尽量陪

伴在旁以便随时尽孝。所以许多因各种原因不得不离开父母的人，便觉得自己“不

孝”，十分内疚自责。周朝有个叫仲由的孝子，家里很穷，宁愿自己到野外采摘

野菜充饥，也不时到百里之外的亲戚家里工作换米来赡养父母，以尽孝心。父母

去世后，仲由南游楚国，获楚王赏识加封，衣食无忧。但仲由始终不忘父母的劳

苦，感叹无法再为双亲负米。魏朝又有孝子王裒，其母生前十分惧怕雷声。王裒

在母亲逝世后，每遇雷雨，都奔到母亲坟前，泣告慰母，请其不必害怕。 

 

 

孝子仲由外出工作换米来赡养父母 

 

 
遇雷雨，孝子王裒到母墓泣告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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