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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刘长铭序 北京四中校长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已经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
从总体上讲，国民的个人财产与二十年或三十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这一点没有人怀疑。
但是，同样不能怀疑的是，今天，我们身边因为财富和利益分配而引发的家庭纠纷甚至家庭悲剧，也
较以前有明显的增加，人与人之间其中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且极不确定。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物质的丰富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加幸福，但是，能否真正获得幸福，物质财富绝
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对许多人和家庭来讲不是主要的因素。
幸福与否，还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其中最基本的是家庭成员之间应当如何相处。
如果家庭生活失去了幸福，那么人的一生就再无幸福可言。
当然，这里所说的相处，还包括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人际关系。
有人认为，随着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随着社会经济秩序和关系的发展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
发生变化，家庭伦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对此我不敢完全苟同。
事实上，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外部的冲击，不如说是我们内在价值观念的迷失。
我们是一个有着完整而严格的家族伦理的民族。
家族伦理的核心是孝悌。
这种家族伦理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的家族成员之间相处和交往的行为准则。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违反这些准则就被视为大逆不道，所以在历史上，戕害父母、长辈、血亲者必
处以极刑。
这些伦理在维护家庭的稳定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想，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变化，不应当也不能动摇人性的基础，不应当也不
能改变家族成员之间的血亲关系，当然也就不应当改变建立在血亲关系之上的家族伦理。
然而今天，我们听到的因利益纷争而造成的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相残的事件实在是太多了，不
绝于耳，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是社会发展进行曲中极不和谐的音符。
于是，我们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重建我们的道德伦理体系已经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急迫任
务。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孝道》的出版是我们今天所迫切需要的社会产品之一。
我对国学完全是个门外汉，但非常乐意并享受与他聊天，每次聊天都会感到收益颇丰，豁然开朗。
我发现他对中国思想史和传统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有许多独到精辟的见解，因而多次建议他把这
些见解编辑成书，以供社会。
在《新孝道》中，翔非先生通过解读《孝经》，重新认识了孝道所蕴含的人性意义，指出了孝道的永
恒价值，呼吁青少年要珍惜生命，厘清了某些一直延续至今的、对孝道的严重误解，相信这些对今天
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在营造积极健康的家庭生活方面不无裨益。
龚鹏程序 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家庭伦理的核心是孝道。
故复兴儒学、治疗现代社会、重建人文精神，一切的一切，其实都该从重新恢复孝道开始。
不此之图，东拉西扯，皆是游谈、戏论。
翔非兄这本《新孝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外具有价值。
他以重读、细讲《孝经》的方式，让人发现孝的真谛以及它永恒的意蕴，其实比我上文所说更为深邃
。
我只从现代社会重建的角度谈孝，不免仍有实用主义的功利之嫌。
不过，由于现代人比古人更需要讲孝道，故特就此申论，以提醒读者。
是为序。
庚寅霜降写于燕京小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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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翔非《新孝道》以《孝经》原文内容为出发点，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现代人的“新孝道
”：既阐述了《孝经》的来历，子女对父母的孝，父母对子女的教；又将孝亲与现代生活、工作联系
起来；更重要的是，朱翔非提出了孝道与中国人的信仰关系。

本书从《孝经》直接讲到现代智慧，这种转换是希望古为今用、执古御今，让现代人能用上《孝经》
的智慧，是为现代人的人生、事业的成功进行针对性的现代解读。

《新孝道》解释的是《孝经》，讲的是孝道。
一般说来，为了让孩子孝顺，父母会对孩子说：在你小的时候（很多母亲还会提到孕期的反应），我
们为你付出了多少多少辛苦，将心比心，你必须要学会报恩，要懂得孝顺。
直到现在，最有代表性的劝孝辞基本上都是这个路数。
这个说法摆事实讲道理，很直观，也很有效，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经不起反复琢磨。
扪心自问，父母养育孩子尽心尽力，难道真的是贪图孩子长大后的回报吗？
即使在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农业社会，说父母对孩子的爱主要是功利性的，也是对人类这一伟大天性
的亵渎。
很多父母用功利化的观点要求孩子孝顺，一方面是适应孩子的理解能力做出的权宜之说，另一方面也
说明这些父母他们对孝道的理解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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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翔非，笔名孔阳，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史学博士后。
研究范围涉及经学、理学、史学等领域。
现任北京四中校长助理，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几年来，开有《弟子规》、《三字经》、《论语》、《孟子》、《大学》、《孝经》、《国学概论》
、《国学与现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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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曾子的个性关于曾子，我们前面章节已经介绍过了，现在我们看他在听夫子讲课的时候的反应。
孔子问：“汝知之乎？
”读到这里就知道曾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孔子认为他是个反应愚钝的人。
他的父亲曾点，这个人倒是很洒脱的人，但他似乎不会教育孩子，很粗暴，很专制。
一个个性洒脱的人，同时可能是一个专制粗暴的父亲，这是值得研究的现象。
不知道是因为他教育不得法，还是因为曾子的先天禀赋就是如此，总而言之，曾子这个人比较忠厚朴
实，不是很机灵。
所以孔子就直接问了“汝知之乎”，不能像对待其他高才生那样间接地启发。
“曾子避席”，曾子姿势调整了，看来被老师问得有些发蒙，他很有礼貌，一看老师要教导他了，马
上说“曾不敏，何足以知之”。
这部《孝经》可不是干巴巴的说教，它里面有情节，深入读进去，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细节。
我们观察一下曾子的一连串表现。
孔子直接和他讲，孝是德之本，德从孝出，这个地方的孝是根本。
一般我们常说的“忠孝仁义”里的“孝”是狭义的，与忠、仁、义这些品德是并列关系。
而在经文里，孝的涵义是广义的，指一切道德的本源。
“复坐”，这时候曾子一直站得笔直，听孔子的开导。
孔子看他很紧张，就说，坐下吧。
注意，这个细节不可忽略，曾子有这个状态才能真切地理解孔子的话。
后来，宋明理学大师认为曾子是得了孔子真传的人，是传道的人，认为他的个性是他获得成就的根本
。
的确，他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厚重的人，他一旦有所承诺，便会以生命为代价，深沉用力地做下去。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是他说的话。
我们很多人在人生的大方向上出了偏差，不是我们不够聪明，不够机灵，而是个性的问题，是人性的
厚度不够。
过去，中国社会受儒家影响很大，很看重这些沉稳、刚毅的人。
“吾与汝”，我告诉你呀。
看到曾子重新规规矩矩坐好以后，孔夫子再谆谆教导。
爱惜生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一个解释是：身体是父母给的，所以要保
养好，不能毁伤。
第二种解释：指不要犯法，在古代会有肉刑，会残害人的身体，这个解释也是通的。
我们倾向于第一种解释。
因为这里有一个“始”字，说明教导的是小孩子，要他注意不要有磕磕碰碰，免得父母为之担忧。
当然，这个要求不是绝对的。
因为这个，胡适先生就讽刺过中国的孝道文化，说培养出来的孝子都很懦弱，不敢献身杀敌。
其实，这是误解。
古代社会，战争很频繁，难道孝子都因为要恪守孝道，畏敌不前？
这是个笑话，完全不是事实。
不要说讲孝道的汉朝军队，可以深入大漠，远征龙庭，就是这位传承《孝经》的曾子也说过：“战阵
无勇，非孝也。
”战场上，不能奋勇杀敌，不算尽孝啊！
战斗中，刀光剑影，能避免身体毁伤吗？
其实，儒家一贯教育弟子要有“杀身成仁”（孔子）、“舍生取义”（孟子）的勇气，只要不存心歪
曲古人，是不难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的。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讲要爱惜生命，这是恪守孝道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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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是指为家族的荣誉增光。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是从孝子的年龄来说的。
年轻的时候在父母身边，善于保护自己，爱惜生命，不让父母担忧；中年的时候报效国家，建功立业
；到人生的最后一刻，这才是完成了自己，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百姓敢说“天子不孝”再回顾一下，“先王有至德要道”，谈的是传统。
孔子那时候是不是这样？
不管孔子在这里谈的是不是传统，传统要求天子要“刑于四海”，所以这个问题是过去的中国人，尤
其是汉朝的时候，包括西汉和东汉的臣子和百姓对天子的要求。
这个要求可很高啊！
汉朝的天子压力很大，汉朝的时候已经不是政教合一了，但是这个要求还在，天子就有点儿感到有些
受制约了。
给大家举个例子，东汉末年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姓襄，名楷，这个人要说也不是什么纯粹的儒生，他
学了很多阴阳五行、天文。
古代的天文也不像我们现在的天文，它不是科学，古代的天文有半巫术的特点。
古代的天文观察星象，它具体到都能落实到人身上。
紫微星什么样说明皇帝怎么样，紫微星边上的小星星怎么样说明皇帝身边的大臣怎么样，能一一对应
。
襄楷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有师承。
他老师教他一些东西，他自己也很钻研，成了这方面的权威了。
他本身也是儒生，但学得很杂。
他提意见的皇帝是东汉的汉桓帝。
桓帝是出名的昏君，杀了不少人。
著名的党锢之祸就是在桓帝时期出现的。
被称为“党人”的这些人是朝廷中的大臣，都是非常刚直，讲气节。
他们和宦官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历史上，凡是和宦官发生矛盾的，一般背后都是和皇帝发生矛盾。
大臣狠骂宦官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想骂皇帝。
当时，这些党人与宦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死了很多人。
还有很多人敢冒死上书。
襄楷冒死上书给人印象尤其深刻。
他上书时是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
他本身是一个布衣啊，说明老百姓在汉朝的时候可以直接给皇帝上书的。
他一共上了两通书，第一通书说：“臣闻皇天不言，以文象设教。
”“皇天不言”，天不会说话，天子是天的儿子，天不会说话。
“以文象设教”，文象指的是天象、天文。
这是他的专业强项，一旦谈起天文他就开始说：“臣闻杀无罪，诛贤者，祸及三世。
”“杀无罪”，没有罪的人被皇帝杀了；“诛贤者”，贤德的人你把他杀了；“祸及三世”，国家三
代皇帝都不会有好结果。
我跟大家在重温襄楷的这个上书的内容，什么意思？
一个字一个字大家都要体会一下古人的风骨、胆略和气节。
什么气节？
“臣闻杀无罪，诛贤者，祸及三世”，这样的话直接是对皇帝讲的。
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我们能感受到他那凛若冰霜的气概。
不过这对襄楷来说，还不算什么，更重要的话还在下面呢。
“自陛下即位以来，频行诛罚。
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
”大汉朝建立以来，历朝皇帝做坏事没有像今天做到这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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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的风骨，襄楷一个普通的人他敢这样说话。
这个奏书上去之后汉桓帝看了，但是没理他。
可能觉得一个小老百姓，我要理你有失身份；我把你晒在一边，不理你就完了。
十天以后，襄楷发现上书没动静，于是接着又写了一个。
这份上书他提到了当时出现的天象有日食和流星。
他说：“夫天子不孝，日食星斗。
”“斗”是争斗的意思，这直接用的是《孝经》，谈的是天子之孝。
日食：日是太阳，代表天子；星斗：星星紊乱。
这是事实，天文上大家都看到了。
但它在人间的寓意是什么？
天子不孝！
敢谈“天子不孝”这四个字需要多大魄力？
！
襄楷又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塔）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上天有好生之德）
恶杀（憎恶杀伐的行为，这是佛道主张的人要有慈悲之心、善良之意），省欲去奢。
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
”历史记载，汉桓帝这个人喜欢黄老之术，黄老之术是清静无为。
桓帝不喜欢清静无为，但是他喜欢黄老之术，这就是叶公好龙。
大概出于好奇，他除了黄老之术，他还喜欢佛法。
这时候中国已经有传入佛法了，汉桓帝在宫中就修有寺庙。
襄楷说：“就凭你现在这样怎么能获得佛菩萨的保佑呢？
杀伐过当，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你都干。
”况且，“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
”淫女艳妇陪伴着你，吃最精美的食物和最好的酒，这种情况怎么还想修黄老之道？
还想学什么道家？
你这简直是南辕北辙！
一介布衣襄楷在讽刺皇帝，话语如此尖锐！
研究历史，我们发现党锢的时候那么多忠臣挺身而出，这些忠臣不是孤立的，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一
个普通的老百姓就敢说“天子不孝”这样的话。
当时，所有读书人都将《孝经》读得滚瓜烂熟，经文中的哲理是普遍得到认同的，所以当襄楷说出“
天子不孝”这句话来时，在理论的高度上就能把皇帝压住。
他手中有经，感觉自己手中就握有了真理。
“天子不孝”这四个字很厉害，给哪个皇帝安上，他一般情况下都会把你杀了，这是很平常的了。
为什么？
你在质疑他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已经没有资格当天子了，等于你在否定天子的合法性。
汉桓帝看了上书，作何反应呢？
史书记载，“帝不诛”，是说皇帝没有杀他，他只是召来了一帮大臣，让他们商议给襄楷定罪，并交
代道：“别把他弄死，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
”这帮人顺着皇帝的意思就把襄楷给关了起来，判了四年徒刑。
汉桓帝去世之后，汉灵帝即位，他“以楷书为然”，认为襄楷上书说的有道理，立刻把襄楷释放了。
大家知道桓、灵二帝是什么样的皇帝？
诸葛亮的《出师表》说：“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桓、灵是汉朝著名的昏君。
他们当政的时候，国家的正直之士被杀了很多，极大地败坏了汉代的基业。
正是他们两个人，一个没有杀襄楷，一个把襄楷放出来了，而且认为襄楷说的有道理。
我在这儿不是给桓、灵二帝翻案，我是说这两位昏君暴君身上也并不像我们想得那样肆无忌惮，他们
也是观念的产物，当时也要受《孝经》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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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襄楷意识到自己是安全的，实际上，襄楷敢于依据《孝经》直言，是冒
了杀头的风险；我们只是说他内心有道德支点，占有舆论的优势。
出狱以后，史书就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了。
后人只知道当年有个布衣，敢说天子不孝，敢于讽刺皇帝。
古代的父亲怎么教孩子“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这段经文谈的是父教，但不能运用我们平时的生活常识去理解。
我们中国人有母教，还有父教。
怎么样做父亲？
现代人有现代人的解释，古人有古人的解释。
父亲不是可以随便做好的，不是养了孩子就是父亲。
孩子也不是生下来就算是孝子，都必须得把自己人性的光芒显露出来才可以。
动物之间也是生养的关系，但是我们不称其为孝道。
当然，另外一部经典《大学》里面也谈到了父教：“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
”这个谈的也是父教，但谈的没有《孝经》具体。
现在看看经文怎么说。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是说怎么样对待母亲呢？
回答这个问题，孝子要拿父亲做标准，从对待父亲的某一个方面来提取出来的感受。
哪一方面的感受？
就是爱，既要爱父亲，也要爱母亲。
“资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怎么样对待君主？
也是从对待父亲这里找到一种伦理上的感受，敬！
这里的参照者都是父亲，可见对待父亲，孝子是敬和爱兼而有之的。
那么，反过来，如果以父亲为主体，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这个父亲他身上既要有母亲对待孩子的特点，也就是爱；他还要有社会成员尤其是职位比较高的这些
社会成员对待下级的那样的尊严、责任，这就是父亲。
而一个是“爱”，一个是“敬”，二者加起来等于父教。
古代人称父亲为“家严”，突出的是父亲严肃的一面，也是不全面的。
好比《红楼梦》里的贾政，贾宝玉很不亲近他，一听到他召唤，就好像听到了焦雷一样，这应该是贾
政对父教理解有偏差了。
当然，爱和敬，两方面都做得很好也不容易，但至少我们头脑中要清楚地懂得什么是父教才行。
“资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怎么样对待君主？
也是从对待父亲这里找到一种伦理上的感受，敬！
这里的参照者都是父亲，可见对待父亲，孝子是敬和爱兼而有之的。
那么，反过来，如果以父亲为主体，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这个父亲他身上既要有母亲对待孩子的特点，也就是爱；他还要有社会成员尤其是职位比较高的这些
社会成员对待下级的那样的尊严、责任，这就是父亲。
而一个是“爱”，一个是“敬”，二者加起来等于父教。
古代人称父亲为“家严”，突出的是父亲严肃的一面，也是不全面的。
好比《红楼梦》里的贾政，贾宝玉很不亲近他，一听到他召唤，就好像听到了焦雷一样，这应该是贾
政对父教理解有偏差了。
当然，爱和敬，两方面都做得很好也不容易，但至少我们头脑中要清楚地懂得什么是父教才行。
母教在这里等于说也提到了，对母亲而言更多的是爱，但是父爱涵盖的面要广一些，因为他要兼顾人
的社会性。
你不能仅仅在家里，“中于事君”（《开宗明义第一》）嘛，成长了，你要走向社会了。
那么走向社会这方面的教育哪里来？
现代人认为应该由社会来教育，这很不恰当。
父亲很早就要承担这个教育责任，做父亲的不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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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父教缺失的很大，我接触过一些学生家长，在涉及到这方面内容的时候，更多地是埋怨社会风气
不好，社会环境怎么影响了他的孩子，他没有说自己的家庭教育不够。
一般讲家庭教育好像都偏重于爱，讲爱多，讲敬少。
其实，作为父亲，对子女“敬的教育”责任重大，是第一责任人。
当然这也都是一个代表性的说法，是说一般情况。
如果在单亲家庭，母亲就要承担全部的教育责任，敬和爱都要教出来，这对于母亲来说任务是很艰巨
的。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古人对待亲情的表述是以父亲为坐标的，这和父系的家族制度有关。
这个习惯近百年来在中国发生了改变，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改变，而质疑古人亲情的真实。
至于“敬”的教育主要由父亲来承担，这和当时的时代特点有关。
后世妇女承担了更多的社会工作，虽然在教育问题上，父母可以有所偏重，但母亲在“敬”的教育上
，可以当仁不让，是毫无问题的。
“母取其爱，君取其敬”，“其”这里指谁？
指的是父，都是从父教这里取来的。
“兼之者父也”，我说父教是爱的教育和敬的教育加起来的，这是很简单的说法，也是经典的说法。
要记住“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这个指的是从“事君事长”表现出来的人的品质。
什么是忠？
这就表现出来了，这是很狭义的忠，事君叫忠。
那么事君的根源在哪儿呢？
还是从家庭生发出来的。
事长，也是一样，实际上是顺从。
这儿的“顺”不能解释为训，这个地方就是顺，顺从。
“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
盖士之孝也”。
“禄位”，指人的社会角色、社会职位。
“守其祭祀”，古人非常注重祭祀，其实祭祀是通义，各个阶层都有祭祀。
这里谈的是祭祀，再往上卿大夫是宗庙，再往上是保其社稷，实际都包含祭祀的意思。
用词不一样可能表现的形式略有不同，其本质是一回事，就是对祖先的敬仰和追忆。
这一段讲的是从自己家庭教育扩展开来到社会上去，主要讲事君、事长。
这样一个人就是士，这个人生活会很安定。
我指的是社会和平时期，不是乱世。
乱世有时候你怎么做都不行，动辄得咎啊！
那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了。
我们这里讲的是太平盛世，一个比较清明的社会，一个人、一个士子这样去做，“保其禄位”，他的
俸禄和地位能保住，家的祭祀能够绵延、传下去。
《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尔”指的是父母，“忝”是辱，是个敬辞，一般在古代的文
献中出现往往都是敬意的说法。
“夙”是早，早早地起来；“夜”是晚，是深夜。
早早地就起来深夜才睡，起早贪黑就是勤，不要给自己的祖先留下遗憾，增加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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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小书，是我给北京四中国学社学生讲《孝经》时的课堂实录。
在整理的过程中，也参考了我在另外的场合给儒学爱好者讲解《孝经》的文字整理稿。
尽量摆脱学术腔调，结合生活，到经典里去感悟圣贤智慧，是我讲学中努力追求的风格。
我从象牙塔里面走出来传播儒学，已经三年多了。
这期间，我感到儒学的传播与儒学的研究很不一样，前者更需要去践行所说的道理。
时代需要践行者去传播儒学，也需要践行者来研究儒学。
历史上儒学本来就是这样的，我是向这个群体回归的人。
这本小书就是我迈出的一个浅浅的脚印，我将呼朋引类，一路走下去。
感谢我的父亲朱吉原先生、母亲张丽梅女士多年对我的养育和支持。
我虽已届不惑之年，但他们还总是在电话里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细节关怀不已。
感谢我的妻子任雪菲对我的体贴和帮助，并祝福此时尚在她体内的宁馨儿。
作者 二〇〇九年十月于北京西城寓所  由于种种原因，本书耽搁了一年才出版，为了维持原样，我保
留了上面的序言。
在过去的一年里，小儿兴潜的降生使我对生命的意义又多了一层切实的感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本书付梓之际，我的父亲朱吉原先生为它题写了书名，这让我倍感温暖，亦觉
本书对我多了一层不寻常的意义。
还要感谢刘长铭校长百忙之中赐序，几年来刘校长对我关照有加，他的序言以教育家的高度指出了孝
道在青少年人格养成中的价值。
还要感谢龚鹏程先生，龚先生是我仰慕的通才型学者，他的序言高屋建瓴，为小书增色不少。
作者 二〇一〇年岁末于北京望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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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孝道:＜孝经＞新解》解读数千年凝聚中国人亲情的经典，央视百家讲坛朱翔非《中华孝道》大年
初一至初七播出。
《新孝道:＜孝经＞新解》为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督学、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铬、知名教育家、顶级学者
、著名思想家龚鹏程联袂作序推荐。
《新孝道:＜孝经＞新解》作者朱翔非是北京四中最火的国学老师。
孝道是中国人生活中的绝对价值，具有信仰的功能。
现代人尽孝也有一种认识和行为错位的困惑。
照理说，一个民族，总该有一两本人人共同必读的书，西方有一本《新约》，回教亦有一本《可兰经
》。
中国呢？
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如果没有一两本共同必读的书，这对一个民族前途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
从汉朝开始，初入小学，中国人便有三本共同必读的书，一是《论语》；另一本是《尔雅》，它是当
时供人翻阅的一本字典；第三本则是被现代人遗忘得彻底的《孝经》。
直到南宋，朱子读到此书的时候，他说，不读此书，不得为人。
由此可见《孝经》在中华人文精神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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