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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宋代家庭礼仪规范的著作，朱子《家礼》不但将孝道融入具体礼节当中，把孝道赋予礼的含义，

更将其作为治家的基础，发扬孝在德行教化中的基础作用。唐宋时期，佛学发展迅速，儒家伦理遭到严重破坏，

引起宋儒的高度重视。“礼”作为儒家纲常伦理的重要体现，以朱子为代表的士大夫希望通过“以礼治家”，自下

而上达到治国的目标。因此，《家礼》以“礼”为外核，传播儒家纲常伦理，推动社会的儒学教化，与宋代礼学发展

趋势相契合，推动了明清庶民礼仪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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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礼》是南宋理学家朱子撰著的私家礼

书，对民间礼书的撰述及后世治家典范都产生

了深远影响。《家礼》是朱子礼学思想的重要体

现，学者们的解读与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家礼》

的真伪考证、版本、思想特色等方面。在重视家

风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家礼》中蕴含的家庭

建设思想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家礼》作于礼学兴盛的宋代，是古代家庭

礼仪规范的代表著作之一。它打破了“礼不下

庶人”的壁垒，对普通民众的日常家庭礼仪具有

重要的指导作用。一些学者从家庭伦理的角度

阐述《家礼》对于家庭内部人际关系塑造的重要

作用。董海峰认为《家礼》中强调家庭的道德规

范作用，不仅有利于人际交往，还有助于社会稳

定［1］43-47。杨华则以《家礼》为例，指出中国古代

家礼、家训具有很多优秀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些优秀价值观念的基础上

凝练而成的［2］。《家礼》所传达出的礼仪教化一

方面对于人格的养成以及古代家庭和谐氛围的

营造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推动了礼仪

的庶民化，为明清家书、礼书的编撰提供了借

鉴，因此要正确地认识《家礼》在传统家庭建设

中的作用及其时代价值，这也是研究朱子《家

礼》应当注意的重要问题。

一、《家礼》的创作背景

自唐末宋初以后，佛学发展日渐兴盛，儒学

的正统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佛学主张的“无父无

君”思想，违背了儒家纲常伦理道德，造成了深

远的社会影响。宋儒对佛学出世的修养方式以

及不事父母的做法十分反感，为此程颐批判道：

“释氏有出家出世之说。家本不可出，却为他不

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于世，则

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

始得，然又却渴饮而饥食，戴天而履地。”［3］195为

改变此社会现状，重整纲常伦理，振兴儒学发

展，宋儒有识之士认为“孝道”在此过程中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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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意义。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

也。”［4］1儒家认为孝道是人德行的根本，一切的

教化均是由孝道所衍生出来的。除此之外，程

朱理学强调“孝道”是封建伦理纲常的基础和关

键，它构造了具有理性思辨的天理和人道合一

的新儒学［5］。而且宋代一直提倡以孝治国，统

治者重视孝道的教化作用，推崇孝行，因此正确

地阐释孝道思想就变得尤为关键。为更好地传

播孝道文化，宋儒不断对儒家传统经典《孝经》进

行注疏与解读，积极引导和宣传孝道文化。唐宋

时期面临社会转型，旧有的礼法原则遭到破坏，

社会上不遵礼、不守礼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礼

法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国家十分注重礼学

的传播，“礼”在这一时期逐渐向庶民阶层下移，

甚至出现了礼法合流，因礼轻法的社会趋向。不

光如此，宋代士大夫还主张“以礼治家”，将礼渗

透到家庭教育的实际活动中，司马光的《家范》以

及《书仪》均在当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朱熹自身来讲，他十分注重“礼”的实践

作用，曰：“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

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

复取古人繁缛之礼而施之于今也。”［6］2877-2878希望

“礼”能深入社会阶层，发挥“礼”在基层社会的

教化功能。虽然唐宋之际“礼”出现了不断下移

的趋势，不论是宋徽宗时期颁布的《政和五礼新

仪》以及司马光《书仪》都出现了庶民礼仪的相关

内容，还是张载和程颐等宋儒也提出了关于庶民

祭祀礼仪的构想，但是尚未达到指导庶民日常生

活礼仪的效果。对此，朱熹有言曰：“然程、张之

言，犹颇未具，独司马氏为成书，而读者见其节文

度数之详，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见习行，而已有

望风退怯之意。又或见其堂室之广，给使之多，

仪物之盛，而窃自病其力不足，是以其书虽布，而

传者徒箧笥之藏，未有能举而行之者也。”［7］3920司

马光《书仪》虽然出现了庶民礼仪的内容，但是朱

熹认为其礼仪节文仍旧太过烦琐，家中贫贱者恐

有心而力不足。因此为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借鉴

司马氏之书并参考诸家之学说，在删改古礼的基

础上作士庶通礼——《家礼》。《家礼》既涵盖了儒

家伦理，又体现中国传统礼法观念，将孝道思想

融入到礼学的范畴中，主张孝悌为先，从家庭日常

礼仪中宣扬孝道、孝行思想。

二、《家礼》中的孝道思想

《家礼》的孝道思想，是通过礼仪规范约束

人的行为使得每个人在家庭中“在其位，谋其

政”，履行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进而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朱子《家礼》丰富了孝道的思想内涵，

对传统的孝道思想作了较为深刻的阐释，改变

了人们对孝道观念存在的一些错误认知，主要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孝道并非完全顺从父母而没有争谏

一般我们在理解孝时，通常将“孝”与“顺”

联系起来，强调要无条件地顺从父母的意志，不

能对父母有指摘。《孔子家语》中记载曾子与父

亲一起在田间锄草时因曾子错把苗锄掉了，父

亲一怒之下用锄头将曾子打晕在地，曾子明知

父亲用锄头来打自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却也

不躲避［8］192-193。这个故事千百年来广为传颂，曾

子也因此被人们当孝顺父母的典型。其实将这

种完全顺从父母的行为看作孝是值得深思的。

这里引出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当父母

的行为有过错时，我们对父母究竟是应当无原

则地顺从，还是应当劝谏父母？朱子《家礼》所

传递的观念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父母有过错，

不能一味地顺从，而应当劝谏。劝谏要讲求方

式，目的在于努力纠正当时人们将一味地顺从

父母当作孝道的错误观念。

人并非天生的圣贤，日常生活都会犯这样

或那样的错误，特别是年事已高的父母。那么

如何对待父母所犯的过错，朱子在《家礼》中指

出：“凡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

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

州闾，宁孰谏。”［9］882-883当子女劝诫父母时，态度

要尊敬，语气要委婉。若父母仍旧不采纳子女

的意见，“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9］882，

那么子女要比之前更加恭敬的劝谏父母。“父母怒，

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9］883，即

使父母对子女的争谏感到生气，责打子女以至

“挞之流血”，但只要是正确合理的意见，子女也

要选择“宁孰谏”。坚持劝诫父母，避免父母因

所犯的错误而得罪乡亲邻里。朱子强调，在劝

谏父母的整个过程中，子女也不能因父母对自

朱子《家礼》的孝道思想及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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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责骂而对父母心存怨恨，在以后与父母的相

处中也应该像以往一样恭敬有礼。在《家礼》中

还指出另一种情况，当父母要子女去做的事不

恰当但又没有大的危害，出于为父母的健康着

想，即“若不许，苟于事无大害者，亦当曲从”［9］882。

可见，子女听从父母是视情况而定，当父母的做

法正确时，子女应顺应父母，不得忤逆；当父母

做法错误并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时，应及时劝

诫，而不是一味地顺从。

强调争谏父母并不意味着顶撞父母，凡事

与父母分个高下、争个明白，这里主要是针对时

人将孝与顺等同起来的错误观念而言的。“古讲

孝道，并未将孝顺之‘顺’作为孝的内涵。后来

人们对孝亲中‘敬’的不断强调，除‘敬’亲为孝

的古意之外，注入了‘顺亲’意涵，促使孝‘敬’逐

渐变异为孝‘顺’。”［10］因此“顺”不等同于“孝”，

“谏”也不等同于“不孝”，对父母行孝不是要求

子女事事顺从父母，而是在父母犯错时要及时

指出，避免犯下更大的过错。关于谏与孝的关

系，曾子问孔子：“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

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4］32孔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

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

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

之令，又焉得为孝乎！”［4］32孔子连发感叹“是何

言与”，指出不管是子还是臣，当父或君有过错

时，都要及时争谏、劝谏。孔子以“从父之令，又

焉得孝乎”来回应曾子的“子从父之令，可谓孝

乎”。显而易见，孔子并不认为争谏父母是忤逆

父母的不孝行为，相反是对父母行孝的表现，颇

有“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

行”［8］183之意。

（二）孝道强调对父母的敬养

《家礼》中，子女敬养父母主要是通过日常

的行为规范来体现。关于“敬”与“养”的关系，

《论语》子游问孝一章中，子曰：“今之孝者，是谓

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1］57

朱子释曰：“犬马待人而食，亦若养然。言人畜

犬马，皆能有以养之，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则

与养犬马者何异。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

也。”［11］57“不敬”“与养犬马者何异”，朱子认为只

是赡养父母而对其恭敬不足，那么“养父母”就

与“养犬马”没有什么不同，其意在于强调尊敬

父母的重要性。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应敬养父

母，《家礼》贯穿这一思想，从礼制规范方面做了

明确的规定，以期将孝道的规范转化为主体自

我的自觉意识。

首先，要尽力照顾父母的衣食起居。“凡子

事父母，妇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栉，总，

具冠带。昧爽，适父母、舅姑之所省问。父母、

舅姑起，子供药物，妇具晨羞。供俱毕，乃退，各

从其事。”［9］881-882天还没亮，儿媳就要到父母的住

处，供奉他们吃食，等到晚上时，也要将父母安

置妥当，才能离去。侍奉父母时，态度要恭敬，

行事要谨慎，“容貌必恭，执事必谨。言语应对，

必下气怡声；出入起居，必谨扶卫之。不敢涕

唾、喧乎于父母、舅姑之侧。父母、舅姑不命之

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9］882。在照顾父

母入睡时，不能喧闹父母，只有父母允许子女离

开时，方能回到自己的住处，如若不然，就是违

背父母的意愿。

当父母患病时，要尽心照顾有疾病的父母、

舅姑。除了父母之外，如果是作为妻子的话，对

丈夫的父母，俗称“舅姑”也视为等同。《礼记·内

则》中说：“妇事舅姑，如事父母。”［12］514即是说妻

子事奉自己的公公、婆婆要像对待自己的亲生

父母一样。《家礼》承续《礼记》的传统，对怎样对

待生病的父母、舅姑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子

妇无故不离侧，亲调尝药饵而供之”［9］883，而且还

要“不宴游，舍置余事，专以迎医、检方、合药为

务”［9］883。父母患病，子妇亲尝汤药并且要一心

一意地侍奉父母养疾，体现了为人子女的一片

孝心。“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

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矧，怒不

至詈。疾止复故。”［12］37-38子女要以为父母治病

为第一要务，在治病过程中要时刻担忧，不可纵

情享乐，等父母痊愈之后，生活才能够回归正

常。“父母疾笃，医虽贱虽少，则涕泣而拜之，以

求哀也。”［13］82医者治病关乎至亲的存亡，为人子

者决不能怠慢医者，置父母性命于不顾。汉以

孝治天下而闻名，汉文帝刘恒曾为其母薄太后

亲尝汤药，其孝行广为流传。需要注意的是，我

国传统上对父母的界定作了外延，指出父母并

非是生养自己的亲生父母，而是强调一种“大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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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概念，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孝养父母方

面，突出女子出嫁之后对丈夫父母具有孝养的

责任和义务，而忽略了对女方父母的责任和义

务，这在今天我们强调男女平等的新时代条件

下，并不可取，是需要批判的。

其次，要以父母为尊。以父母为尊，是指父

母要求子女所做的事，若没有太大的错误，就要

听从父母，并尽力去完成。《礼记·内则》中对此

有恰当的描述：“子妇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

勿逆勿怠。”［12］522“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应

‘唯’敬对。”［12］519对待父母态度要恭敬，父母吩咐

的事要尽快去完成。《家礼》曰：“凡为子为妇者，毋

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所入，尽归之父母、舅姑，

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9］881子

女不允许有私财，钱财应当归于父母、公婆，用

钱时需要向父母请示。《家礼》的这一规定，是对

中国传统孝道文化中“父母在，不别籍异财”观

念的继承。“别籍”是指与父母分家、另立户头，

“异财”是指分割家产。《家礼》中的这一规定对

于传统中国子女多的大家庭具有重要意义。秦

统治时期，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鼓励子女同父

母分家的政策曾引起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家

礼》提倡父母与子女同堂的合家政策，由父母掌

管家庭的财权，一方面可以促使子女从小养成

孝敬父母的观念，形成对家庭的价值认同；另一

方面，一旦发生子女不孝的行为时，能为父母的

养老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一定程度上也可从

物质上增强子女赡养父母的意识。

孝敬父母，不仅体现在钱财的所有权上，还

体现在当妻子与父母发生矛盾时，男子听从父

母。“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

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9］883

在古代，男子与妻子的婚姻是否存续取决于父

母。父母认为儿媳遵守孝道，尽到供养之责，那

么儿子就不能随意休弃妻子；反之，若不能很善

事父母，父母不悦，不管儿子是否喜好，都要休

弃妻子。现在来看，这种行为其实有害无益。

完全以父母的喜恶程度来决定儿子的婚姻关

系，则带有很大的主观性，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形

成和谐的家庭关系。

（三）孝道要讲求父母离世之后的礼节

《家礼》是一部士庶通礼，关注的是日常生

活礼仪。朱子希望通过“礼”这种外在表现形式

传达出更为深层次的内涵，“礼者，天理之节文、

人事之仪则也”［11］53。他将“礼”上升到“天理”的

高度上，提出“礼”不仅是天理自然所要遵循的

法则，也是人际生活中为人处世的礼法规范。

在朱子理学的思想体系中，孝是人践行仁德的

根本，是子女发自内心对父母的一种真诚的爱

的情感表达，表现为子女敬爱父母的一些仪节

性规定［14］。因此在《家礼》一书中以“礼”待父母

是子女尽孝道的重要表现。孔子在回答孟懿子

问孝时说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

以礼。”［11］56侍奉父母不仅要有生前的礼节，死后

的礼节应当同样重视。朱子曰：“生事丧祭，事

亲之始终具矣……人之事亲，自始至终，一于礼

而不苟，其尊亲也至矣。”［11］56朱子指出父母去世

并不意味着孝道的终止，即使父母去世，对待父

母的丧葬之礼，也应该像侍奉父母生前一样尽

心尽力。因此丧葬礼不仅是安葬亲人，也是子

女行孝的重要表现。

丧礼，是死者亲属哀悼、纪念死者的礼节。

丧礼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对丧礼的内容

和形式进行了规范。举办丧礼的步骤颇为烦琐，

包含沐浴、穿衣、小殓、大殓、哭奠、治葬等内容，

连盛放死者的棺材用料也极为讲究，“以油杉为

上，柏次之，土杉为下”［9］903。在儒家传统理念

中，亲人去世应采取土葬而不是火葬，《家礼》认

为“夫孝子爱亲之肌体，故敛而藏之，残毁它人

之尸，在律犹严，况子孙乃悖谬如此”［9］915。当亲

人去世时，焚毁尸体的做法实在是荒谬至极，这

也与我国传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的思想观念有关。除此之外，古人对丧葬考虑深

远，害怕埋藏的太浅而被后人掘挖，又害怕太深

使棺木腐朽，所以要求一个土厚水深之地而葬

之。为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在《家礼》中提出了

“灰隔法”，先将炭末放在墓穴的底部，压实，再

将石灰、细沙、黄土拌匀放在上面。用薄板作为

灰隔，像椁的形状一样，里面再涂上沥清。“石灰

得沙而实，得土而黏，岁久结为全石，蝼蚁盗贼

皆不能进也。”［9］916这样做的好处是棺椁更加结

实耐久，更易保藏亲人的遗体。这一做法在我国

南方地区的土葬习俗中至今仍被广泛使用。

古人十分热衷于葬址风水，“既择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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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择山川形势，以为子孙贫富贵贱，贤愚寿

夭，尽系于此”［9］915。古人认为下葬的时间与地

点，对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紧密相关。从风水

角度择址而葬，究其根源来讲，还主要是从考虑

后代的私利出发的，违背了孝亲的本意，这一风

俗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丧葬习俗中影响甚大。

《家礼》对此持严厉批评的立场，指出：“而拘忌

者惑以择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

者不以奉先为计，而专以利后为虑，尤非孝子安

厝之用心也。”［9］915不以安葬去世的亲人为要务，

而是以考虑子孙后代的福祉为重，这绝不是孝

子所为之事。

《家礼》规定父母去世后，在家中祠堂设置

神龛，以奉先世神主。男子应当像父母仍活在

人世一样，出入必告。父母生前当面向父母禀

告即可，死后则在祠堂中向父母的神龛进行禀

告。“主人、主妇近出，则入大门瞻礼，而行归亦

如之。经宿而归，则焚香再拜。”［9］876-877这是古人

“祖先有灵论”思想的体现，子女通过特定的礼

节向离世的父母禀告，让父母得以知晓。除此

之外，每年都要进行祭祀，在《家礼》中祭祀的时

间为秋季的最后一个月，即“季秋祭祢”，具体的

日子则需要占卜才能确定。父母死后的礼节繁

琐，极其考验子女对父母的孝心。孟子曾说：“养

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11］272

孟子将丧葬当作比赡养父母更重要的事情，将

之看作是衡量子女孝心的最高准则，赋予了丧

葬礼及之后的祭礼更为深层次的含义。

《家礼》中的孝道思想大多是从具体仪文礼

节中体现出来的，但是在向父母尽孝道时不要

浮于形式，切勿盲目照搬，而是要体悟礼节背后

的深意，依据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形作出适当的

调整。在争谏父母、敬养父母、礼待父母的基础

上，应做到“凡子事父母，乐其心，不违其志，乐

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9］883，要敬

重、亲近父母，不违背父母的正常意愿，使他们

安享生活。

三、《家礼》孝道思想的时代价值

（一）《家礼》中孝道思想的文化意义

孝道思想蕴含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之

中，讲究以孝治天下。对此，梁漱溟认为中国文

化是“孝文化”，中国社会十分重视孝廉，这是因

为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护靠得是礼俗，靠礼俗就

需要民风淳厚，而民风的淳朴、人情的厚薄是最

能在家人父子之间检验［15］258-259。孝道思想及其

文化深入到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之中，潜移默化

地影响了国人的生活秉性及思维方式。“爱敬忠

顺”与“仁义礼和”作为孝道伦理精神特质，构成

了孝道的基本伦理精神［16］247-257。孝道思想以善

待父母为核心，逐渐延伸出为人、处事以及侍君

的行为准则，对于国人敦厚、善良、诚信、笃行等

优良品质与性格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重孝的社会风气下，容易导致对孝

道的认识出现偏差，在“孝道”的外衣下行事而

罔顾礼法。《宋史·孝义传》中记载：“太祖、太宗

以来，子有复父仇而杀人者，壮而释之；刲股割

肝，咸见褒赏。”［17］13386将“孝”原本对父母的敬爱

之情扭曲为子无条件地服从和为父母献身，为

父母伤身杀人也实属正常。其实孝道思想的表

现除了“爱敬”“仁义”等内在的德性修养之外，

在其外仍需要礼法的规束，否则就是以爱父母

之名行违背礼法之事。《家礼》在“礼”的基础上，

对孝道在现实层面的施行作了符合历史时代的

规范。《家礼》不仅指出子女行孝正确的礼仪标

准，家中长辈要守礼法，以身作则，“以御群子弟

及家众”［9］880，为子女及仆人树立榜样。更重要

的是，《家礼》对“孝顺”父母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认为子女并非要完全顺从父母而没有争谏，而

是要在父母做错事时合理地指出父母的错误，

这改变了“孝顺”父母的传统认知。严格来讲，

《家礼》中的孝道思想也有不合理之处，具有历

史缺陷性。《家礼》中强调父母的权威地位，子女

与父母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之中，婚姻嫁娶

皆是父母决定。在一些家礼、家训中还存在歧

视女性的言辞，这些都是应批判的，如《颜氏家

训》中说：“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

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如有聪明才智，识

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

鸣，以致祸也。”［13］41

（二）《家礼》对古代家庭和社会建设的意义

古代的中国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和以血缘

关系为纽带的家国一体的封建社会，个体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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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包含在国家的体系之下。孟子曰：“人有恒

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11］260治国的根本在于家，而治

家的重点则在于修身，“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

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

所以使众也”［11］10。因此为了修身齐家，中国古

代的家庭教育将每位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作为

教育的核心内容，尤其突出在礼制原则之下的

道德准则和伦理关系的行为训练［18］3。《家礼》正

是在礼法的准则之下传达出孝父母、慈兄长的

的思想内核，从而促进古代家庭的团结凝聚和

良好社会风气的养成。

感念祖先，缅怀先祖，是个人对家庭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的体现。北宋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

革，个体意识凸起，家族观念淡漠，一些有远识

的士大夫，希望通过建立家族秩序来达到敬宗

收族的目的［19］。朱子就根据司马光的“影堂”创

设了祠堂制度，打破身份等级的限制，无论士庶

均可在祠堂祭祀四世祖先。在《家礼》中凡是家

中大小事务都需要在祠堂中禀报祖先，上到婚

姻嫁娶、官职升降，下到出门远游，一则报喜，一

则报忧。对待祠堂态度需端正、谨慎，当有意外

发生时，应以祠堂为重，再言其他，“或有水火盗

贼，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器，然后

及家财”［9］879。这里祠堂已经被赋予了更深层次

的含义，是祖先精神传播以及代代相传的场所，

更是晚辈感怀祖先、心存孝心的直接体现。除

祠堂祭祀高祖以下四世祖先之外，《家礼》还主

张冬至祭始祖，这种子孙每年聚集起来去祭拜同

一祖先，其实是提高了后世子孙对祖先的认同感

和参与宗族活动的使命感。宗族是由祖先界定

的血缘群体，宗族需要通过礼仪、习俗来表达对

祖先的认同，而祖宗正是宗族认同的基础［20］110。

因此《家礼》中的祠堂和始祖祭祀对于后世的祖

先祭祀及宗族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强调家庭成员的自我约束和道德修养

《家礼》是一部家庭礼仪著作，注重对家庭

成员礼仪的规制和道德约束。“凡诸卑幼，事无

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9］881这就是教

导子女要虚心听取长辈的谆谆教导，改正自己

的过失，避免恣意妄为，闯下祸事让家族蒙羞。

在以孝为基础的家庭伦理观念中，必须要重视

孝道的社会功能，父母要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责

任。朱子引用了孟子的观点，认为教育对人具

有重要作用，应该教以五伦，使之“父子有亲，君

臣有异，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1］242。

在家庭教育中，教导子女及时行孝更是家庭教

育的首要之务，除此之外，应教育子女懂礼貌、

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并且

树立行为准则，养成良好习惯。在教育子女的

同时，父母也应加强自我约束。父母的言传身

教对孩子的成长、成才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要发

挥长辈对于晚辈的价值导向作用。

孝道思想以善待父母为核心，逐渐延伸出

为人、处事以及侍君的行为准则，在中国传统思

想中，“孝”与“忠”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

作用的。“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4］31。

“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

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12］525，引导人们要

时刻警醒自己。因此“以礼治家”，从个人层次

上讲，家庭成员在礼仪教化中要受到约束，规范

自身的行为，做到“言必信，行必果”［11］138，有利

于家庭关系和谐健康的发展；从国家社会的层

次上讲，“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无之”［11］10，只有家庭和睦、家风清

正，才能助力于国家的社会治理。

《家礼》除蕴含丰富的儒家伦理思想之外，

就其本身作为家庭礼书来讲，在巩固以儒家为

主的社会人伦秩序中，也突显了重要的时代意

义。《礼记·曲礼》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

夫。”［12］47古礼不以庶人为实施对象。以“家庙”

制度为例，唐朝家庙大量的出现，但家庙的实施

范围有限。开元二十年（732 年）颁布的“开元

礼”，具体规定了设置家庙的人身份（可以立庙

的官僚必须在五品以上）及家庙的建筑特点，家

庙的祭仪等内容。北宋时期，礼下移至民间的

趋向日益明显，一些重要的节日礼俗活动在普

通民众中得到施行，吕希哲的《岁时杂记》有诸

多这样的记录［21］。到了南宋时期，《家礼》则打

破了身份等级的限制，礼下降到民间，不论士庶

皆可立祠堂祭祀高祖、曾祖、祖、祢四世祖先。

《家礼》虽然是在古礼的基础上编订而成的，但

已经对相关的礼节进行了删减和简化，其目的

是尽可能的将“礼”庶民化，促使平民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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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礼仪化。“若有圣贤，为之就中定其尊卑

隆杀之数，使人可以通行，这便是礼。”［6］2913朱子

认为若仪节简便通行便可称之为礼。《家礼》贯

穿了朱子“缘情制礼”的思想，符合人们居家礼

仪的观念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以至于明清时期

出现众多以朱子《家礼》为蓝本的民间日用礼

书，促使明清礼仪的进一步平民化，推动了依礼

治家、治国的社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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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lial Piety Thought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in Zhu Zi’s Family Rites

Li Tao and Ji Xueli

Abstract：As a work of family rites norms in Song Dynasty，Zhu Zi’s Family Rites not only integrated filial piety
into specific rites and endowed filial piety with the meaning of ritual，but also regarded it as the foundation of family
governance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basic role of filial piety in moral education. Sinc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Buddhism has developed rapidly，and Confucian ethics has been seriously damaged，which has aroused great attention
of the Confucians in the Song Dynasty. A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Confucian ethics， the scholar bureaucrats
represented by Zhu Zi hope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from the bottom up by“administering the
family with rites”. Therefore， Family Rites takes “Rites” as the external core， disseminates Confucian ethics，
promotes social Confucian education，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ong Dynasty rites， and promot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mmon people’s rit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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