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之源——孝、文明之人——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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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的孝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孝文化一直隨著滔滔黃河、滾滾長江翻騰不息，

流傳至今。《弟子規》裡面說到：「弟子規，聖人訓。首孝悌，次謹信。」可見華夏民族對孝

觀念的重視。而司馬遷也曾道：「父母者，人之本也。」倘若沒有父母，就沒有我們；假若沒

有孝，就沒有文明。 

古今中外的聖賢——堯、禹、舜、孔子、孟子等人，無一不教人孝順父母，也無一不軌

物範世。由此可見，孝是多麼崇高的民族精神，而文明正是意味著一個國家高度繁榮的文化、

高度自覺的精神。 

孝道文化主要包含敬親、奉養、侍疾、立身和諫諍等內容。而孝正是道德之魂，是萬善

之源，更是文明之源。所謂：「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是天經地義的，

也是我們的責任，要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報答我們父母的養育之恩。除此之外，報答的方

法一定離不開禮制——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但其實報恩的方

法有很多，例如親嘗湯藥的故事——漢文帝劉恆以仁孝之名，聞於天下，侍奉母親從不懈怠，

母親臥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所服的湯藥，他親口嘗過後才放心讓母親

服用。又例如眾所周知的扇枕溫衾的故事——黃香事父極孝，酷夏時為父親扇涼枕席；寒冬

時用身體為父親溫暖被褥。由此可見，每個人報答父母的方法都各有不同，但只要是發自內

心深處的誠敬，皆是報恩。 

現今的人常把孝字掛在嘴邊，可在這個天花亂墜的社會中，又有多少人真正履行了呢？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現今社會的人過分

追求物質享受，迷失了方向，迷失了本性，更忘卻了慈眉善目的父母。現代人大多背井離鄉，

充當遊子到一線和二線城市打工，即使節假日也難以抽空回家探望父母，因為他們想掙多點

錢來贍養父母，讓他們過上「富埒陶白」的日子。然而，父母奢求的並不是腰纏萬貫的享受，

而是希望有孩子們簡簡單單的陪伴罷了。可見孝之重並不在於物質，而在於精神和心靈，但

這觀念近年來好像被慢慢淡化了。而孝的定義也變得愈來愈模糊。 

孝和文明又有何關係呢？ 

其實發展文明的目的就是為了培育文明和諧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環境。倘若一個人連孝敬

父母都做不到，家庭的關係又怎會和睦呢？若一個人連家庭關係都不和諧，和朋友相處又怎

會融洽呢？那又何來的良好的人際關係呢？另外，孝道文化其實不單單指孝順父母，當中更

包含了對民族的愛，對國家的忠誠，從而提高國家的凝聚力，完善社會環境。孫中山先生也

曾說：「中國固有的道德是忠孝。」可見孝是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與道德的基礎。孝是文明

的根蒂，是文明的基石，更是文明的靈魂。而孝道文化中的所有內容，我們都真正領悟了嗎？

倘若連文明之源都無法領悟，那又怎是一個文明人呢？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

首耳熟能詳的詩之所以能催人淚下，是因為它歌頌了母愛的偉大、子女的孝心，把「母慈」

和「子孝」詮釋得淋漓盡致，讓人看到父母和子女的愛不是單向的「下孝」，而是雙向的「上

慈下孝」，可在大談孝道的今天，往往人們都會把「上慈」忘卻掉。當父母慈祥地對待我們

的時候，我們要懂得感恩，因為父母的愛恩重難報，猶如春暉寸草，因此我們要懂得竭盡所

能地報答父母對我們的養育之恩，這樣才是一個知道何謂文明之源的文明之人。 



由此可見，其實真正的孝是雙向的，所謂上慈下孝、父慈子孝，這些都反映了孝是有先

後次序的，只有父母先做到慈，子女才會奉為楷模，繼而懂得盡孝。而現今的虎媽、怪獸家

長也是一個極具爭議的問題，其實他們並非不慈，他們的出發點是為子女好，希望將子女培

養成才華橫溢的人傑。但無可否認的是他們的方法錯了，因為強迫子女做他們不願意做的事，

往往會帶來反效果，所以應該要根據子女的興趣作出培養和發掘。而子女也不應該誤以為父

母不慈而做出「上不慈下不孝」的行為，所謂：「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可見

孝是天經地義的，所以即使父母有過錯時，也不應直斥其非，而是要委婉勸諫，幫助父母改

正。孔子也曾道：「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所以即使父母不願意改

正，子女也應該如常孝順父母，不可忤逆，內心更不應對父母懷有怨恨，以免傷及親子之情，

這不正如孝感動天的故事一樣嗎？舜的父親是一位全然不懂禮儀的人，母親常出惡言，其弟

名象，傲慢不悛，但舜並不會因此深感怨恨，仍能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可見孝是做人的根

本。另外，父母子女之間應該多加溝通，這樣才能互相了解彼此的想法，繼而互諒互愛，只

有這樣，家庭才能有愛，有愛才能有孝。 

而文明的發展意義不正是想讓社會變成一個大家庭，每個人之間都能互助互愛嗎？當社

會充滿愛的時候，民族就會變得萬眾一心、舉國一致，國家就能變得繁榮昌盛，達到孝道文

化中的最高境界——對民族熱愛，對國家忠誠。 

中國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我們身為新時代莘莘學子，一定要加以秉承和發揚光大。在

不勝枚舉的文化中，一定要弦揚文明之源——孝，因為「百行孝為先孝」，孝文化是所有文

化的根基，倘若做不到孝，有怎配傳承其他文化呢？ 

在我看來，行孝一定要及時，不要到失去再後悔，因為歲月不饒人啊！勸天下的孝子抓

緊時機行孝，不要再以物質敷衍父母，拿出真心去愛護他們，守護他們才算盡孝。 

最後，我衷心地感謝父母對我的養育之恩，還記得當初的我無論在學業還是體育方面都

屢遭挫敗，可是他們一直在背後默默支持我，他們告訴我這些挫敗都是將來成功的鋪墊，雖

然如今的我算不上太成功，可我也懂得如何面對人生路上的絆腳石，並將失敗化作前進的動

力。現在我深知只要不斷努力，終有一天可以成器，倘若沒有他們的支持，如今的我可能還

是畏怯退縮，不敢甚至無法面對失敗。所以假若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我，更沒有明天的

我。可見父母對我們的重要性。 

「人要懂得感恩，才是一個文明之人。」這句話我會銘記於心，成為我心中的座右銘，

成為心中無法抹去的烙印。 

孝，乃文明之源也。感恩，乃文明之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