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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逸周书·谥

法》曰“慈惠爱亲曰孝”。作为儒家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之一，

孝的内容博大精深且理论成系统。本文从孝的心理特质切入

来分析中国古代儒家孝的几个重要心理特质。

2 血缘亲情之爱

殷周时期，孝主要侧重于德行，至孔子，其将仁提升为人

们共同认可的终极价值依据和心理本原，孝亦转化为心理层

面的价值需求乃至一种稳定的人格品质 [1]。在《论语·颜渊》

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可见仁的

基本含义之一是“爱”。子辈爱父母祖辈就是孝，“子爱利亲谓

之孝”。儒家认为“爱”是“仁”的基本情感之一，“非从天降也，

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其源于血缘亲情，是一种自发性

的、不经过道德教化便可以产生的情感，所以对宰我的三年之

丧的质疑，孔子斥其“予之不仁也！”同时，儒家认为人类的血

缘亲情之爱也是善和道德的根源与依据，具有先验的道德属

性，“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是一种良知良能。

3“报本反始”的感恩心理

关于“报本反始”在《礼记》中多次出现，如“礼也者，反本

修古，不忘其初者也”。孔颖达称：“天为物本，祖为王本。祭天

以祖配之，所以报谢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谢其恩谓之报，

归其初谓之反，大义同也。”“报本反始”的感恩心理在殷周已出

现，继后的儒家也反复强调“报本反始”的感恩心理[2]。原因有

二：第一，反古思远、追怀本始、报本感恩的心理情感可以使人

产生一种归属感，通过认祖宗命脉以知道自己的由来，知道自

己不是孤独无依的生命个体，而是由血缘亲情关系所组成的巨

大生命有机整体中的一部分；第二，反古思源、追怀本始、报本

感恩的心理情感使个体感怀父母的哺育之恩，行事勤恳谨慎，

竭力奉养双亲而没有怨艾，在诚心尽孝过程中，维持了家族和

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个体自身生命也得到保障和珍惜。

4 敬

《礼记·祭义》载：“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思终身弗辱

也。”“敬”凝括了子辈对父辈乃至祖先神灵的谨慎、庄重、严肃

的心理，它贯穿于“生则敬养”“死则敬享”和“终身弗辱”三个

方面。首先，生则敬养。《论语·为政》中“子游问孝，子曰‘今之

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敬”将“养”转化为一种具有理性自觉和道德自律的行为。孝

子以敬重之色、恭诚之心来侍奉父母，“皆于平居尽其子职而

至于其极也”。其次，死则敬享。儒家重视敬养，也重视事死。

孔子称“祭思敬，丧思哀”。《礼记·祭义》载：“养可能也，敬为

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儒家认为丧葬祭祀

之礼是敬养事生之继续，是追养继孝，其显示了子辈的仁爱之

心和思慕之情，是子辈表达孝心、实行孝道的途径。第三，终身

弗辱。其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惜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

敢毁伤”。子辈慎重地保养和珍惜父母所给的身体，不亏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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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形体，“无尺寸之肤不爱焉，无尺寸之肤不养”。其二是“守

身”，“守身为大”。在言行举止上合乎礼法，正道而行，仁爱亲

人，追求人格完善、道德完美是对父母的孝，反之就是不孝。

5 诚

诚作为孝的一个心理因素，主要表现为子辈对父辈尽孝

时真实无妄的情感，以及情感背后的理性自觉。牟宗三认为：

“诚，尽管《论语》所载孔子的说话中未有提及，尽管诚的字眼

孔子并未用到，然而很明白地，诚是从内心外发的，是内心的

真实无妄。”例如，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曰：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再如“著诚去伪，礼之经

也”。上述的忧、喜、惧等都显示出真实无妄之意。

诚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尽心。尽心是指把内心情感不假装

饰、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滕世子问丧，孟子称“亲丧，固所自

尽也”。“自尽”不仅表明庄重之意和郑重之情，更重要的是它

体现了个体的主体性选择，这种选择是理性自觉下的尽心尽

情、不遗余力的意愿。

6 顺

《祭统》载“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

顺合乎道，合乎伦理才能称为孝。顺作为孝的一个心理因

素，本文着重分析子辈对父母之命服从时的个体意志状态。

第一，无条件服从，表现为“不违其志”。不违背父母的意愿，

尊重和听从他们的意志就是顺，“孟懿子问孝，子曰：‘无

违’”。子辈的无条件服从以压制和抹杀其主体性为特征。这

种盲目服从使孝道成为子辈绝对的伦理义务，个人的意愿几

乎泯灭。第二，几谏下的服从。相对于盲目服从，几谏下的服

从则增添了个人的意志色彩。“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

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儒家认为父母有过时，

子辈要委婉诤谏，以免父母陷于不义。几谏之下，个体的意

志意愿有一定的表达。第三，乐于服从。《逸周书·宝典解》谓

“乐养老”，孝顺老人要怀有一种快乐的心情。“子夏问孝”中

也透漏“乐”的感情。孔子认为生养和做事并不能体现孝，只

有“色难”能体现“孝”的精神。只有内心乐于服从，外表才能

温和舒畅，行为举止才能恭敬合理，“乐于服从”是感情的深

化和道德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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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中博士、博士后及高级职称教师人数均达到本科院校的标

准，其在教师管理中，制定了严格的量化考核标准，对教师的

授课任务、科研任务、社会服务均设置不同的等级的分数，根

据完成的数量与质量，给予相应的分数。虽然工作量较大，但

是由于教师平时不坐班，授课任务不重，所有的考核均按照量

化考核标准进行执行，因此，教师完成情况较为理想，学院的

科研建设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4.3.2 教师引进

D在教师引进中给正在发展中的各高校诸多启示。随着

院长制定的新的人才引进的标准———引进的学科带头人、系

主任必须为广东省高校退休人员，这一标准执行后，短短几年

的时间，学院的副高级以上职称人员达到了近 500人，通过学

院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以及工作环境，现有人员较为稳定，同时

吸引了他们的同事、同学前来任教，高职称人员数量还在不断

增加。这也给人才引进提出了更多的思路，立足海南省及珠三

角地区，避免过多的人员流动，以老带新，培养年轻教师。同

时，保证现有师资队伍的稳定，稳步提升教师的待遇与职业幸

福感。

4.4 毕业标准

目前调研的各个高校中，B学院和 C学院要求学生在毕

业时外语及计算机水平分别达到学院规定的标准（本科生英

语通过四级，专科生英语通过 A 级，计算机通过一级），D 学

院会计系则在毕业标准上设立科技学分，学生在毕业时需达

到 5学分。其中专业职称考试如初级会计师和经济师分别为

3学分，银行从业资格证和证券从业资格证分别为 2 学分，外

语和计算机等级考试分别为 2 学分，这就意味着学生想要顺

利毕业，须拿到职业资格证和通过外语、计算机考试。严格控

制毕业生质量，不仅对学生负责，也是对企业负责，是高校长

远发展、维持良好口碑的必经之路。

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于中国海南省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

遇，对于省内的高职院校来说，也是一次巨大的转型，作为高

职院校的一分子，不仅要不断完善自身的建设，同时还要聚焦

区域经济发展，培养、提供优质人才，服务社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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