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
二十四孝

”
看

传统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

李树军

元人郭居敬集虞舜以下二十四个孝子的孝行之概
,

编写《二十四孝 》一书
,

用训童蒙 在其后的数百年
间

,

先后有人为之序诗
、

作图
,

并刊行多种版本
,

使之成为在民间流传极广
、

影响颇深的伦理故事 本文试
从社会学角度对

“

二十四孝
”
故事作一分析

。

通过这些分析
,

庶几可以窥见封建社会亲子关系及风化民俗

之一斑
。

为便于分析和易于读者直观
,

先据社会学的统计方法
,

把
“
二十四孝

”

故事的主要量项列表如下

故故事事 朝代代 孝子子 性别别 年龄龄 身份份 孝顺对象象 孝行方式式

孝孝感动天天 上古古 虞舜舜 男男 成成 皇帝帝 双亲亲 照顾顾

戏戏彩娱亲亲 周周 老莱子子 男男 七十岁岁 隐士士 双亲亲 自我牺牲牲
鹿鹿乳奉亲亲 周周 刻子子 男男 成成 平民民 双亲亲 反哺哺

为为亲负米米 春秋秋 仲由由 男男 成成 贤人人 双亲亲 反喃喃
为为为为为为为宫宫宫宫

啮啮指心痛痛 春秋秋 曾参参 男男 成成 贤人谧号号 母母 照顾顾
“““““““

宗圣
””””

单单衣顺母母 春秋秋 阂损损 男男 成成 平民民 后母母 自我牺牲顺从从

亲亲尝汤药药 汉汉 刘恒恒 男男 成成 汉文帝帝 母母 照顾顾

拾拾甚供亲亲 汉汉 蔡顺顺 男男 童童 平民民 母母 反喃喃

为为母埋儿儿 汉汉 郭巨巨 男男 成成 平民民 母母 牺牲他人人

卖卖身葬父父 汉汉 董永永 男男 成成 平民民 父父 自我牺牲牲
刻刻木事亲亲 汉汉 丁兰兰 男男 成成 平民民 双亲亲 牺牲他人人

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亲亲

涌涌泉跌鲤鲤 汉汉 姜诗诗 男男 成成 平民民 母母 反喃喃

怀怀桔遗亲亲 汉汉 陆绩绩 男男 六岁岁 后为官官 母母 反喃喃

扇扇枕温表表 汉汉 黄香香 男男 九岁岁 后为官官 父父 自我牺牲牲

行行佣供母母 汉汉 江革革 男男 成成 为官官 母母 照顾顾

闻闻雷泣墓墓 魏魏 王 衷衷 男男 成成 平民民 母母 祭亲亲

哭哭竹生笋笋 晋晋 孟宗宗 男男 童童 官至同空空 母母 反哺哺

卧卧冰求鲤鲤 晋晋 王祥祥 男男 童童 官至太尉尉 后母母 自我艳艳
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喂喂

扼扼虎救父父 晋晋 杨香香 女女 十四岁岁 平民民 父父 自我牺牲牲
态态蚊饱血血 晋晋 吴猛猛 男男 八岁岁 平民民 双亲亲 自我牺牲牲

尝尝类心优优 南齐齐 庚黔委委 男男 成成 为官官 父父 自我牺牲牲

乳乳姑不怠怠 唐唐 唐夫人人 女女 成成 平民民 婆母母 反哺哺

亲亲涤翻器器 宋宋 黄庭坚坚 男男 成成 文人为官官 母母 照顾顾

弃弃官寻母母 宋宋 朱寿昌昌 男男 成成 为官官 母母 自我牺牲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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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家庭角色之分析
、

我们从上面的表格中
,

首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

就是故事中的二十四个主角
,

几乎清一色早 男

性
,

共二十二人
,

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 而女孝子只有两人一是十四岁的杨香
,

她在父亲被老虎所

啥的危急时刻
,

踊跃向前
,

扼持虎颈
,

救下父亲 扼虎救父 另一个是唐夫人 她用 自己的乳汁喂养婆母

乳姑不怠
。

这种现象的出现决非偶然 在数字的背后
,

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

首先
,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

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
,

女子的
“

三从
”

地位
,

决定了她们纵有孝行
,

也极难得到社会承认和赞扬 其次
,

在一

定意义上
, “

孝
”
不仅是一种义务

,

而且意味着某种权利
。

在宗法制度下
,

男性后裔是法定的继承人
,

老一辈

人向来是指望儿子养老送终
,

而女儿则是
“

嫁出去的人
,

拨出去的水
” ,

不能指望 无论是从父
、

从夫还是从

子
,

女人都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
,

当然也就很难有做孝子的资格
。 “

孝子 ”

的名分
,

其实标志着一个人在

家庭中的地位
,

听说在我国不少地区都有这样的村俗 在给父辈出殡时
,

谁拿了那抬魂指路的灵棍
,

谁便
得了继承权

。

所以
,

过去时闻有子侄辈为争灵棍而大打出手者
,

便是这个缘故了
。

、

与上述现象恰成对照 在孩子孝顺的对象中
,

女性却占了绝大多数
。

其中单独提到母亲的有十三例

包括后母二例 婆母一例 ,提及父母双亲的六例 以女性家长为孝顺对象的总共二十例 占二十四孝的

三分之二还强 而单独提到父亲的只有四例
,

其中尚有一例是谈母亲早逝
,

因了思母之故而更加孝顺父亲
扇枕温表

。

在一个一向被认为是重男轻女的从父系社会 ”

中
,

竟然如此强调孝顺双亲中之女性
,

实在有些
异乎寻常 但仔细分析起来

,

也并不奇怪 中国封建社会表面上以父权为重
,

骨子里却以母亲对子女的影

响较大 如
“

养不教
,

父之过 ”着重
“

教
”

的责任在父亲
,

而
“

孟母三迁 ” , “

岳母刺字
”

则强调母教之伟大
。

旧中

国有这样的风俗礼制 一个官的仪仗
,

除他本人之外
,

太太可用
,

老太大亦可用
,

老太爷却不可用 老太爷
到了他儿子的衙门

,

只可以象一般人一样悄悄进去
,

老太太或太太到了
,

却可用全副仪仗
,

大张旗鼓地进
去 这叫

“

妻以夫贵
” 、 “

母以子贵
” 。

冯友兰先生认为
,

这是对封建社会所提倡的
“

贤妻良母 ”的补偿
,

也是妇
女

“

三从
”

的一种表现
。

这当然不无道理 但我更认为
,

上述现象是中国传统家庭的感情结构所决定的 中
国家庭一般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

以父
、

母
、

子为荃点而形成的三角结构 而母亲则是家庭三角的感情重
心和稳定所系 在子女的教养上

,

父母之间有着分工
,

最普通的分工方式便是
“

严父慈母
”
的现象 父亲代

表社会来管教子女
,

征服其不合于社会的本性 而母亲则主要从生活上抚育子女
,

关心其饥俄冷暇
。 “

养不

教
,

父之过
”

的社会压力迫使父亲板起面孔来对付子女
,

造成孩子的畏惧感
,

并由此生出感情上的隔阂 母
亲却常常站在孩子的立场上给予私情慰藉

,

引起的 凳奈密的感情
。

这样一来
,

孩子对父
、

母的感情发生了

差别
,

一般家庭的孩予大都有着亲母而疏父的倾向 这恐怕就是
“二十四孝

”

中多是孝顺母亲的真正原因

有人曾以弗洛伊德的
“
恋母情结

”

来解释上述现象 我认为弗氏的泛性主义理论本身就有诸多不科学之

处
,

不应作为分析问题的理论依据
、

从年龄上年看
,

二 四个孝子中既有老年
,

也有中年
,

还有少年儿童
。

其中未成年的孩子至少有八

例 从年龄跨度上看
,

最老的孝子是老莱子
,

七十岁了
,

而最小的陆绩只有六岁 这说明
,

封建社会的孝道
,

是要求从蒙童做起
,

一直做到入土的
。

例如我们故事中那个年仅八岁的吴猛
,

家贫无帷帐
,

每至夏夜
,

身上

就叮满了蚊子
,

可他宁愿让蚊子吸饱自己的鲜血
,

因为
“

恐去己而曦其亲也
” 还有那个老莱子

,

年逾古稀

了
,

还要
“

著五色斑斓之衣介 ,

佯婴作跌
,

装模作样地去瞥以娱亲意气
、

从孝子的身份看
,

上至帝王显贵
,

下至贫民寒士
,

从谈诗论道的文人贤哲
,

到砍柴耘地的樵夫山农
,

无不囊括于二十四孝之中 孝子职业身份的广泛性
,

说明作为封建专制工具的
“

孝
” ,

已不只是报恩事亲的

家庭道德
,

而是延伸成了统治者处理上下尊卑关系的普遍准则 多阶层的人都要遵守它
,

它无所不在
。 “

居

处不庄非孝也 事君不忠非孝也 往官不敬非孝也 朋友不信非孝也 战阵无勇非孝也
” 《礼记

·

祭义 》

社会动辄以不孝的大帽子扣在人们头上
,

使人们日夜陷于孝与不孝的困惑之中

二
、

孝行方式之分析
、

在本文的表格中
,

对孝子们的孝行方式做了大致的分类
。

从表中可以看到
,

在所有孝行中占比例最

高的孝顺方式
,

是孝子的自我牺牲
。

其范围包括苛待自己的身体 卧冰
、

尝粪
、

态蚊
、

温被 ,放弃成人的尊

严 老莱子彩衣娱亲 舍弃既得的地位 弃官寻母 , 压抑 自己的意志 单衣顺母 不惜卖身为奴 卖身葬
父 直至甘冒生命的危险 扼虎救父

。

此外还有二例
,

说的是孝子为了尽孝而不惜牺牲家庭中其他成员

的权益和生命
。

在
“

为母埋儿
”

的故事中 郭巨为了多省出一点口粮给母亲吃
,

竟要把自己的儿子活埋
。 “

刻

像事亲
”

的主角则因为妻子不尊重父母的木像而一怒休妻
。

这些孝子自我牺牲和牺牲他人的故事
,

在
“

二

十四孝
”

中共有十一例
,

占到总数的将近二分之一
。

· ·



、

另外一类占极高比例的孝行
,

是孝子以
“

反喃
”

的方式
,

以食物供奉父母 这是封建孝道最基本的要

求
。

孔子说
“

今之孝者
,

是谓能养
” 《论语

·

为政 》强调以反喃的方式孝亲
,

反映了中国人在亲子关系上

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心理倾向 —
“

养子防老
” 。

当子女少之时
,

大人总是把他们里于 自己的卵冀之下
,

及

至成人
,

也总要设法将他们安排在身边
,

期待他们尽反哺之义
,

象自己照顾孩子一样反过来照顾自己
。

这

自然也是人情之常
。

但中国的父母虽然对孩子不乏疼爱
,

然多是采用给子女吃饱穿暖的方式
,

却不重视子

辈的人格存在
,

不鼓励孩子尽早独立
,

极力维持一种人身依附的关系
,

而且这种依附关系一直延续到父母

死后也不能完了 如刻木事亲
、

闻苗泣墓
。

总之
,

视孩子为贮备财产
,

这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一大特
点

“
父母在

,

不远游
”

正是它的一个注脚 根本说来
,

这种伦理观是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所决定的
,

但它在几千年的世代沿革中流传下来
,

至今还在一些人头脑中作怪
,

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

的重视
。

赌养老人是美德
,

但一定要把它同以人身依附为实质的封建孝道划清界限
。

、 “

二十四孝
”

故事所述孝行
,

充满了道德上的自相矛盾
,

用社会学术语来说
,

便是角色规范的冲突
。

社会中的人是一个
“

角色丛
” ,

他同时具有多种身份
,

每一身份都有着相应的权利
、

义务和行为规范 如果

遵守此一规范的同时
,

却又违背了另一规范
,

就会造成规范冲突和角色混乱
。

且看我们故事中几个主人公的所为

年仅六岁的陆绩
,

去袁术家中作客 席间
,

他偷偷把人家的桔子掖进袖简
, “

欲归以遗母
” 。

这般年纪便
学会了偷窃 朱寿昌弃官奉母

,

虽也名噪一时
,

但却大有搜离职守
,

事君不忠之嫌
。

至于郭巨的为母埋儿
,

那简直就是谋杀 鲁迅先生曾嘲讽地说 看了郭巨埋儿的故事
, “

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
,

并且怕
我父亲去做孝子了

。

家景正在坏下去
,

常听到父母愁柴米
,

祖母又老了
,

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
,

那么
,

该埋的不正是我么
” 《朝花夕拾

·

二十四孝图 》

通观二十四孝
,

其本身就是一个大矛盾
。

它歌颂了人子之孝
,

却将为人父母者陷于不慈不义之境
,

无

意中道出了封建家长的愚昧和残暴
。

虽有蓝仲舒
“

父不慈则子不孝
”

之谈
,

但也不过是谈谈而已
。

为什么历

史上不曾有一个
“

二十四慈图
” ,

来谈一谈父母如何关心
、

爱护和教育子女呢 足见封建的亲子关系
,

是近

乎主牌之关系的
。

孩子只有尽孝的义务
,

而绝没有被爱护的权利
。

由此想到中国的道德说教
,

向来只重义

务
,

不讲权利
。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

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
,

实在从古以来
,

并无 良效
,

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虑
伪

,

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 ” 《坟

·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

三
、

社会心理之分析
。

“

二十四孝
”

故事的主角们所以不惜作出各种牺牲而惨尽孝道
,

自有他们特定的心理过程 这其中当

然不能排除来自血缘关系的真诚报恩事亲之心
,

可我看更多的是来自社会的
“

他律
”

所造成的心理效应

兹举其荤苹大者简述如下

①畏惧心理
。

在统治阶级手里
, “

孝 ”不仅是道德规范
,

而且还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

强制人们去遵守
《孝经 》上就有

“

五刑之属三千
,

而罪莫大于不孝
”

的戒语
。

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北齐时代
,

封建法律就把
“

不孝
”同

“

谋反 ” 、 “

内乱
”

等列为
“

十恶 ”

的内容
。

以后历代相沿
。

不孝罪在
“

十恶 ” ,

不容赦免
,

人们自然要小
心翼翼地去

“

孝
”

了
。

此外
, “

孝子
”

是与
“

棍棒
”

连在一起的
。

在封建家庭中
,

家长又叫
“

家君 ” ,

对子女有生杀予夺之权
。

子女

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
,

更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
,

为了生存
,

为了少受些苦痛
,

就必须做孝子

②功利心理
。

封建社会大搞举孝措施
,

使尽孝成为升官发财
、

求取功名的途征之一 鲁迅说
“
汉有举

孝
,

唐有孝佛力田科
,

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
,

都能换到官做
。 ” 《故

·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二十四孝中的

江革
,

就因行佣供母
,

事亲至孝
,

举孝廉做了五官中郎将 虞舜更是由于“

性至孝
”

而感天动地
。 “

帝尧闻之
,

事以九男
,

妻以二女
,

遂以天下让焉
”

娶了佳偶
,

坐了天下
,

真是荣华富贵备矣
。

其余那些孝子
,

也大都得

了好处
。

或
“

名震朝野
” ,

或
“

誉满乡里
” ,

或披上苍的赐福
,

沐朝廷的恩泽
。

这就难怪尽管孝子难做
,

仍有许
多人竟做孝子了

。

③补偿心理
。

当人们处在
“

孝子
”

的地位时
,

因为尽孝而吃了许多苦头
,

这时大抵是反感这些家规的束
缚的 但物换星移

,

角色转变
,

有一天 自己也做了老子
,

便向自已最初反对的那些伦常道德和价值观念复

归
,

又要求自己的孩子去做孝子了 正所谓
“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

如今享福轮到我
” 。

这样
,

就造成一种循环

效应 并且一代一代都在这
。

孝
,

的链条上增添新的环节
,

使得家规缉礼愈来愈完善
, “

孝子
”
的观念愈来愈

强化
,

封建樊笼又众的栓桔也愈益严密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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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创造了世界
“
奇迹

”

所谓脑体收入
“

剪刀差 ” ,

是指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含工资和奖金 低于其劳动力价值
,

体力劳动
者的劳动报酬一般又高于其劳动力价值

,

形成脑体劳动者之间的不等价交换
,

从而导致体力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超过脑力劳动者产生倒挂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
。

它不是我国自古到今的普遍现象 而是在我国

年实行改革
、

开放方针和政策之后出现的新现象
。

据资料表明
,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均年收入为

两白银
,

是体力劳动者的 倍 本世纪 年代
,

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均月收人为 元
,

是体力

劳动者的 倍
,

从解放初期到 年代末
,

我国脑体收入基本持平
。

而自 年工资解冻和后来的改革
开始以后

,

因我国体力劳动者收入的增长幅度大
,

特别是附加工资和奖金多
,

遂造成了体力劳动者收入高

于脑力劳动者的局面
,

从此在中国厉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极不合理的脑体收入
“

剪刀差
”
现象

。

据有关方面

调查
,

目前知识分子密集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低于体力劳动者密集行业的平均水平
,

年全民所有制

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为 枪 元
,

比事业单位 元高 元
,

比机关团体 元高 元
,

年至

年参加工作的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
,

平均月工资比同期参加工作的工人低
,

比 年
年参加工作的工人低 刁 ,

比 年 参加工作的工人低
,

我国脑体收入出现这种
倒挂的

“

剪刀差
”
现象

,

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

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少见 以工人收入为
,

美国中

学教师收入为 卫 ,

西德为
,

法国为
。

事实上
,

脑体收入保持着一个适当的距离
,

是社会经济发展

的普遍规律
,

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强大杠杆 但我们这里世界被颠倒似的
, “

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
” ,

竞然

出现脑力劳动者的收入还要低于体力劳动者 的反差现象
,

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去作更深层的思

考
。

二
、

脑体
“

剪刀差
”
的两大根源

〔一
、

政治性原因 建国以来
,

我们曾几经政治运动
,

年反右斗争把一大批知识分子错划成右

派
“

文革
”

十年中
,

知识分子被诬为
“

臭老九
”、“

知识越多越反动
”

结果
,

科学遭到否定
,

知识受轻视
,

千百
万知识分子受到摧残和迫害 特别是某些领导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战略地位认识不足

,

社会上没有真正形

成
“

尊重知识
、

尊重人才
”

的良好风气
,

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提高不大
。

知识分子的这种低的社会地位就决

定了其经济地位自然也是很低的
。

二 经济性原因 目前
,

我国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报以既不反映其劳动力的价值
,

也不反映其劳动力的
市场供求

。

马克思认为
,

复杂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量是简单劳动的倍加 几倍
、

甚至几百倍

另外
,

社会心理学上还有一种所谓
“

暗示 —模仿
”

的心理过程
。

社会的倡导是一种暗示
,

众多的孝子
又足供模仿

,

这样世代反复
,

亲子之间人身依附的畸形关系就慢慢变成了习愤
,

融合成人们都心安理得
、

想不到要去问一个为什么的社会风俗了
在这里

,

我并不想全盘否定中国人民孝敬老人的传统道德
,

我只想指出
, “
二十四孝

”

的确是荟萃了封

建孝道的糟粕而态 近年来
,

听说又有人把
“

二十四孝图
”

搬出来教育青年了
,

还有人要搞
“

新编二十四

孝
”一以此足见对

“

二十四孝
帐
的分析批判决非多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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