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３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８年８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３Ｎｏ４

Ａｕｇ．２０１８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５

孝文化视角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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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从曾经发挥了强大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作用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力量。中国
传统孝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一致性，以其作为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突破口与切入点，可实现

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而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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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的
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归纳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范畴，提出 “积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战略任务。［１］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

语权，是为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

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由此可见，积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民凝魂聚气、

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已成为一项关乎中华民族、

国家发展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

对于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

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

习惯。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

娃抓起。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

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２］华

夏文明，以儒为盛，以孝为根，孝文化是中华文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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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其它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孝”作为传

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有着悠远的历史和良好的群众

基础，是值得深挖的传统文化。弘扬孝文化，推动

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　孝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一
致性

　　中华文明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的精
神基因，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其作

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为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营养。［３］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观，与孝文化中强调

的人际友爱、诚信、忠君爱国、和谐等价值观具有一

致性，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个人层面

的核心价值观是对传统孝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一）“友善”“和谐”与孝文化的内在一致性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

本与！”（《论语·学而》）孔子认为“仁”是道德的最

高境界，“仁者爱人”，而“爱亲”是“仁”的本始。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孟子·尽心上》）仁爱之心与能力来自于对生养

己身的父母之爱，一个人首先要做到敬爱自己的父

母，才有可能善待他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

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爱亲者，

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孝经·天子

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

运》）；“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

悌，所以敬天下为人兄者也”（《孝经·广至德

章》）。孝道精神由养亲敬亲爱亲推及他人，由“爱

有等差”到“泛爱众”，由“亲亲”到“仁民”，由爱亲

人到爱他人，博施广爱、民胞物与的尊重生民的人

本精神，从而实现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序。

（二）“诚信”与孝文化的内在一致性

诚信是道德规范中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古今中

外概莫能外，为人处世，诚信为本。传统孝德内涵

将诚信也囊括了进来，认为“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

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

乎亲矣”（《礼记·中庸》），“朋友不信，非孝也”

（《礼记·祭义》）。一个人如不真诚，就不能做到

对父母孝。正如荀子所言：“父子之亲，不诚则疏。”

如对父母不孝，人就不能取信于朋友 。五伦中，虽

没有强调父子与兄弟之间诚信之德，但这并不意味

着没有诚信要求，而是因他们之间的信任是天然的

和不言自明的。按照孝道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朋

友是兄弟间悌道的扩大，“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

孝在中”（《弟子规》）。所以，孝德自然而然含有扩

张到与他人之间的诚信要求。

（三）“敬业”与孝文化的内在一致性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

开宗明义章》），即子女除敬养父母之外，还要担负

起振兴家族、光宗耀祖的家族责任。“夫孝者，善继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

事君，终于立身。”（《礼记·中庸》）以孝建功立业，

著书立说，以“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三字经》）。台湾学者曾昭旭先生把孝定义为：

“吾人一切所作所为，都愿对往古来今的祖宗与子

孙负责，以护持此继世不绝的大生命的心情，便叫

做孝。”［４］继承先祖之志，完成祖先之事业为孝，这

是由孝而生发的一种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促使

人们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奋发有为，以尽供

养家庭、振兴家族甚至服务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因

此对中国传统孝文化中责任意识的继承可促进敬

业精神的培养。

（四）“爱国”与孝文化的内在一致性

“战阵无敢，非孝也”（《礼记·祭义》），这意味

着保卫国家为孝的应有之义。从汉朝开始，孝就与

忠君联系在一起，移孝作忠、忠孝并论。“在朝者忠

于君，在家者孝于亲”（《新语，至德》），“孝者，所以

事君也”（《大学·中庸》）。在中国古代社会，君

主就是国家的象征，国家的兴亡、朝代的更替往往

以君主的废立为标志，君亡则国灭。所以，很大程

度上，传统社会的忠君也就是爱国。“古者求忠臣

必于孝门”，可见忠孝统一。由孝亲意识衍生出忠

诚精神，由对家庭中长辈的孝升华为对国家对民族

的大忠大孝，形成了中华文化中独特的爱国主义精

神，使孝文化中以血缘为基础的感情得到了泛化和

升华，使流着同样的血、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

孙以及虽处中国但互不相识的中国人产生了共同

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为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和向心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战时期国共两党

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日的精

神武器。１９３９年４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为开
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指出：“对

国家尽其至忠，为保卫祖国血奋战到底，对民族行

其大孝，直至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由此看来，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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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爱国主义的根源，是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

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五）“和谐观”与孝文化的内在一致性

中国传统孝文化不仅推崇社会和谐，同时也倡

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论语·述而》中记载：“子钓

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钓鱼不用网，不射归巢的

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

时，非孝也”（《礼记·祭义》）。不管是对待植物还

是动物，如不是在恰当的时候取其性命，是不孝，这

就把“孝”的理念扩展延伸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父母有生养之恩，故子女当以孝报之；而人之生活

不能离开自然，故自然可视为人类的后天父母。将

孝的要求延伸至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其实是人感

恩意识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传统孝道从自我

生命的体验出发，以至于珍爱他人的生命，进而尊

重万物的生命，从而使个人的生命和天地万物的生

命合而为一，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终极和谐。

（六）孝文化中包含少量民主、公平等观念

《礼记·礼运》道：“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

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五对对等关系

中各有明确的角色责任和道义要求。孟子对“君臣

有义”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

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

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雠。”（《孟子·

离娄下》）可见，虽然上下有差等，但下对上也不是

绝对服从，强调人格与义务的平等。传统的孝道强

调持节尽孝、不逾道义的民主孝道观：孟子讲“阿意

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十三经注疏》），荀子

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顺

从父母是有条件的，必须合乎道义。《孝经》中也明

确指出：“父有诤子，则身不陷於不义。”作为子女敢

于直言劝谏父母，从道义出发，实事求是、坚持真

理、持节尽孝。这些传统孝文化都含有民主平等的

意义。

　　二　以孝文化作为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突破口、切入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非常精炼地回答了什

么是社会主义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指明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与价值目标，虽然

相比于繁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更好地传

播和指导实践，但抽象仍是其主要特征。如何按照

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原则进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使群众理解认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并转化为自己的价值观，转化为自

己的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转化为投身社会主义建

设的精神动力，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孝德孝行解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

行中的主体问题

寇东亮［５］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研究中

存在方法论的偏颇之一就是：“忽视‘群众的世

界’，这种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抽象的

人’设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忽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民主体性立场。二是理论游

离于实践之外，热衷于建立‘哲学家的世界’，忽视

‘群众的利益’和‘群众的世界’，这些问题会影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他认为应坚持立足于

群众，以群众为主体，体现他们的根本需要。这里

的群众为一个个鲜活的自然人———中国公民，公民

应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雷骥［６］认

为“现实的个人”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的逻辑起点”，孝正好满足这一条件。孝作为中国

文化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伦理规范，已深深根植于每

个中国人的思想中，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遵循的价

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是遗传给每个中国人的文化基

因，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与实践基础，有着普遍的

心理认同。人人都是孝德践行的主体，因为人人都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人都要在日常生活中养

亲敬亲爱亲，由爱亲推及爱人，体现了现实个人的

积极主动性，从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

己的价值观与行动准则。

（二）孝德孝行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日常生活中的培育与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

论原则，更是能动的、具有建构意义的实践理性，要

求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展开，在践行中深入人心，成

为团结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武器。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与践行的困境是如何使抽象的内容具

体化，使之更具可操作性。中国传统孝文化恰好解

决了这一问题。孝道践行贴近人们的生活，贴近实

际，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在潜移默

化、润物无声中进行。孝文化具有较强的教化功

能，可“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可作为培养公民

健全品格的切入点。《孝经》中直言：“教民亲爱，

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孝道精神通过孝

行早已细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通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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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礼仪等丰富的形式传承下来。如 “孝子之有深

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

有婉容”（《礼记·祭义》）。能“立身行道，扬名于

后世”，而不“惰其四肢”“博弈好酒”“好财货，私

妻子”，以“不顾父母之养”或“好勇斗狠，以危父

母”（《孟子·离娄章句下》）；能珍爱生命，因为“身

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要做一个有德行的

人，因为“德有伤，贻亲羞”。人际关系中做到“入

则孝，出则悌”，“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于施于

人”。最终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的安定和谐的社会。因“孝”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具有一致性的价值追求，又劝导人们从爱身边的

亲人开始，从而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

践行具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得切实可行，有利

于培养个人品德和家庭美德，有利于构建和谐家

庭，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广普及，并促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效应的发挥；同时也能

够弥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重视横向的人际

关系而对纵向代际关系重视不足、重视社会道德而

对家庭道德重视不足的缺憾。

（三）弘扬孝文化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

育与践行具有了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中国风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具有历史性与时代性，

又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特点，是民族精神与时代

精神的凝结。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过程中弘扬孝文化，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民族性与中国特色，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培育践行更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与实际，容易为

大众所接受、所认同。孝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孝作为一种精神，是形而上的“道”，极为深刻地

体现了民族性格与民族价值观的精神基因，已经渗

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

同信念，因而今天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孝作为一

种德行，是形而下的“器”，需由内在孝德外化为现

实的具体的日常孝行。［７］通过千百年来的身体力

行，孝已成为中国人的优良品行之一，已被广大的

民众所接受、认可和遵循，有着广泛的认同基础与

实践基础。孝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

族的精神风貌和气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

和行为模式。弘扬孝文化既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更丰富，容易为群众所关注

并乐于接受，具有了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

作风和中国气派，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先进性与广泛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点。

　　三　实现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以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

　　孝在中国古代社会被视为文化之根、道德之
源，加之家国同构，与政治挂钩，确保了孝文化两千

多年来在传统伦理中的核心地位。但近代以来，遭

遇现代文化与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冲击，传统家庭的

结构模式逐渐瓦解，孝道的现代传承逐渐衰微，孝

文化的封建性被批判性摒弃的同时，孝文化中的精

华也日渐被遗忘与忽略。习近平同志指出，对历史

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

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

有扬弃地予以继承，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体，

深挖孝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结合时

代要求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新，是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一）实现理论创新，赋予孝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在当下，弘扬孝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培育与践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弘扬孝文化，就

不仅要吸收传统孝文化中的精华，同时要有创新，

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孝道理念。孝文化中善

事父母、爱亲敬亲、尊老爱幼、尊亲及老、推己及人

的合理内核要继续继承弘扬，使孝道观念由家庭推

广到社会，由对家庭亲人的小爱升华为仁爱众生的

博爱大爱，营造团结和谐的社会道德风尚。但传统

的孝德孝行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因时代环境及条件

的变化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不符合现代精神，

需要批判与摒弃，或者实现方式需要进行现代转

型。如传统的孝道观中忽视人格平等而强调尊卑

等级观以及愚忠愚孝观念；强调 “不孝有三，无后

为大”，进而重男轻女的观念；重厚葬、守孝三年的

过于重形式的丧葬制度；“父慈子孝”这对相互义务

的关系中，更强调“子”孝的义务责任，而忽视“父”

的义务责任；父子互隐观念中有违公正法治的理念

等等。这些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孝道观念已不合

时宜，应摒弃。当下，民主、平等、法治已成为人们

追求的重要价值，新型孝道观应秉持这些理念，使

孝文化的内涵富有时代气息，倡导互敬互爱、人格

平等、自由独立的亲子关系，消除浓厚的等级观念

和繁缛复杂的礼节，更注重亲子之间的情感支持。

而立身行道、建功立业的孝道要求，不再是为光宗

耀祖这一目的，而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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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梦这一目的；实际上，立身行道、建功立业已成为

中华儿女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高层次价值追求，

它能够体现个人的能动性和独立性，其中爱岗敬

业、服务社会等社会责任要求没有变化，仍需继承

和发扬。

（二）实现实践创新，体现孝文化的新时代特征

对孝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已成为全世界所有华

人的共识，孝道的践行也日渐成风。与时俱进，孝

行的具体方式以及宣传教育的方式也应与发展变

化了的环境、观念相一致，进行创新，以得到绝大多

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自觉遵行，并促使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落实为人们日常的行动，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大众化。

首先，实际生活中人们倡导的具体孝行要创

新。比如，“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孝行要求已经

不符合现代生活实际，“常回家看看”、经常电话视

频问候便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农耕时代，养儿防老

是家庭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孝文化服务于这一功

能，强调儿女对老人的敬养责任。今天，因受现代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方面的深

刻影响，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核心化，家庭功能也

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家庭的养老功能不得不部分

让渡给社会，从共居式“家庭养老”走向“分居养

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机

制也为老年人提供了保障，使其摆脱了对子女物质

上的依赖，所以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更强调精神上的

关照，多陪父母聊聊天，让父母了解子女的生活工

作状况，支持鼓励父母丰富业余生活等。

其次，宣传教育的方式也应有创新。社会、学

校、家庭应三位一体，形成合力，营造良好的孝文化

氛围。利用发达的网络与即时通信工具，进行线上

线下的孝道精神与孝行榜样宣传与讨论。中央电

视台《开学第一课》栏目曾以“父母教会我”为主

题，引导父母做好孩子的榜样，引导青少年感恩孝

亲，影响广泛，起了很好的作用。全国妇联、国家老

龄办等单位联合发布了“新二十四孝行标准”，用现

代语言，采用现代方式，明确具体的孝行要求，就是

孝道践行的创新性发展。学校开展各种社会实践

活动，如关注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孤寡老人等公益

活动，建立孝文化网站或社团，引导青少年感恩父

母、关爱老人群体，要求他们了解父母、老人的生活

与心理。学校和企业可设立相关的孝道考评机制，

学校可开展孝行教育进课堂活动，开设孝行教育等

德育课程等。

再次，建立健全的养老保障制度，设立孝慈专

项基金，救助养老有困难的老人，奖励孝亲爱老模

范，惩罚遗弃、虐待父母者；增设老年大学和老年人

俱乐部，为丰富老年人生活提供场所；增加老年人

工作岗位，为老年人发挥余热创造条件等，全方位

确保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使

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孝亲敬老之风。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铸魂工程”，

是一个逐步形成共识的过程，不可能是朝夕之功。

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

无论是个人道德发展层面所要求的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还是制度建设层面上推崇的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抑或是国家和社会进步层面所倡导的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都与孝文化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所以，在对我国传统孝文化进行重新解

读、合理扬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作用是我们完成

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历史任务的

必要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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