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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史前创始时代，中国文化就始终处于演化中。
其于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既缘于其完整的连续性，又因百姓所创造的丰富多样的制度、物质、观念
等人文产物。
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又使得许多这些人文产物至少部分可在其他文明中找到对等。
因此，就很难简括出某单一使中国文化确然独一无二之物。
　　不过，切入中国历史，某些主题就会呈现出来。
它们反复体现于中国人生活的各个不同层面。
其中之一就是家庭本位观念。
该观念至少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便一直渗透于中国历史之社会一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宗教等
各个层面。
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所有关系——社会、政治以至宇宙关系等都可被理解为家庭性的。
学堂里，老师是“.师父”、“师母”，同学为“学姐”、“学弟”；亘古之时，帝王即知为“天子”
，乃“父天母地”；之后地方官因代表龙庭亦俗称“父母官”；宇宙甚至天地乾坤也彼此对应于家庭
关系。
　　固然，家庭结构及其相关价值实存于古今任何文化中。
血亲关系自人类学这门学科兴起以来一直都是其中心课题。
从旧约时代起，西方文明发展中家庭价值亦处于突出地位：《十诫》中有八条言“否”；唯光耀父母
之责乃其中两“是”之一。
　　但中国家庭价值观是凸显的——凸显到成为整个文化的根本价值。
考古学发现祭祖物证最早可溯至公元前5千年。
因此，毋庸讶异，孝是中国人尤其早期儒家最根本最明确的价值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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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两位作者都是海外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家。
这部书既是两位作者研究中国经典《孝经》的精湛专著，同时又包含了两人对《孝经》的完整翻译。
    在中国传统中，家庭价值观是极其突出的，成为整个文化的根本价值。
孝是中国人尤其早期儒家最根本最明确的价值观之一。
对中国人来说，孝乃是发展其他德性之必要条件。
儒家传统的人伦思想及其所激发的“成人”观念植根于亲情的涵养之中。
    作者对《孝经》历史、哲学和宗教方面进行了详细说明，并附以主要术语汇解，导论和翻译。
作者希望它们能帮助读者融入《孝经》文本本身，既引导他们将之历史性地放人中国语境中认识，亦
有助于理解其对所有社群具有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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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思文马里兰大学圣玛丽学院的杰出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之镜》（A Chinese Mirror）、《理性与
宗教体验》（RationalityandReligious Experience）、《有普世的宗教语法吗？
》（Is Therea Universal Grammar ofReligion？
）等。

　　安乐哲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
他在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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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在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伦理学中，一个人最高的道德责任常常被认为需靠赞同康德、边沁或
穆勒的抽象原则来说明——其范围完全是普泛性的。
而儒家责任则总是直接且专门指涉处于特定时间特定情境下的一个或几个具体的人。
古典儒家的关联伦理学是高度特殊化和具体情境化的。
　　此特殊论很有助于解释主动态度得当地履行我们种种责任的意义，同时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古
典儒家往往不明确区分举止、伦理、习俗及其他人际交往行为之间的不同；你的种种角色行为决定你
在家庭和社群中的地位，亦真正建构你之为你所是之人，不管什么情况下你都要于其中秉“义”而行
所当行之事（关于“义”的解释，参下章主要哲学术语汇解）。
　　我们将在下文展开对这些问题的详细哲学讨论，现在先来看一下说明这些观点一个非常简单但非
哲学的例子：想想你小时候给奶奶画幅像。
画像很有趣。
想到这可能会让奶奶高兴一下你也会很高兴。
你还能想到当你把自己的作品送给奶奶时会得到的那个快乐的拥抱；你几乎千真万确地会直觉到她真
的喜欢你画的像。
这是行动中的“孝”。
此后不久，因为天气的原因她的关节炎犯了，她让你帮她捏捏肩膀。
但正在这时候，你的玩伴们找你出去玩。
你该怎么做？
　　对儒家来说，这个不成问题，因为当然你义不容辞要去给奶奶按摩。
但如果你在做的时候觉得懊恼、愤恨，那你就不是真的孝（可回头看一下前面所引《论语·为政》两
节）。
你必须想给奶奶解除痛苦，要高兴这样做，还要比跟小朋友一起玩更愿意做这个。
这就是所谓成“仁”，迈向成为君子之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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