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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人口的老化，近年來長者人
權保障的議題備受國際社會關

注。那麼老年人具有哪些權利呢 ? 
《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指出 「人人
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
等。」

傳統孝道的轉變

作為人類社會一份子的老人當
然享有這些權利。《聯合國老人綱領》
提出五項要點：獨立、參興、照顧、
自我實現與尊嚴，作為老年人的積極
權利。很不幸地，有些偏見認為老
人是社會中的依賴人口，是競爭場上
的退伍者，是經濟社會的局外人；老
人是貧、病、孤、寡、無能力、無
權力、無地位的象徵。為了避免人
們因老化而被歧視，必須制訂有效的
政策予以保障，包括教育和宣傳。
處於儒家文化圈的華人社會，提
倡重新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孝道
精神，有助於落實老年人人權保
障，讓長者生活得更有尊嚴，建
立一個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現代
大同社會。作為華人社區的香
港，面對老齡化日益嚴重的問
題，是有必要認識孝道對家庭及
社會的作用和功能。

傳統中國的生計經濟主要
是農業。農業是以土地為主要的
生產資料，而土地的保護與耕種
及作物的照料與收穫，均為個人
能力所不逮，須靠持久而穩定的
小團體來共同運作。比較而穩定
的小團體當然是以血統為基礎的
家族，於是家族乃成為傳統中國
社會內最重要的運作單位。由於
家族是農業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
的核心，則家族的穩定、延續、
和諧與團結異常重要，而以血緣
與地緣為基礎的孝道觀念，目的
在於創建一個長幼有序的宗族體
系。孝道觀念既可以促成秩序的

建立，中國古代的統治者把孝道功能
推廣至治國，即「移孝作忠」，所謂
泛孝主義心態。換言之，傳統社會
的孝道作用，是調整家庭成員、君
臣之間的關係，屬於政治性和社會性
的倫理規範，既能穩定社會秩序，
也可增強人們的責任感。

重塑孝道的需要

傳統的農業社會轉變為現代工
業化社會，孝道的社會經濟基礎發生
了劇變。現代社會運作與生活的主要
單位是個體，而不是以宗族為核心的
集體。個人主義的抬頭，受自由、
民主、獨立等聲浪衝擊之下，以血
緣與地緣為基礎的孝道，自然會逐漸
減低其重要性。在中國近代社會，
由於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波及，傳
統孝道觀念經歷多次文化或社會運動

的洗禮，也導致傳統孝道觀念面臨瓦
解的危機。在個人主義色彩日漸濃厚
的社會，以家族為核心的集體主義的
孝道觀念必然發生轉變，孝不可能重
回昔日的光輝日子裡，奉行傳統孝道
已不合時宜，但有許多國家和華人社
區認為孝在當今的家庭和社會存在有
一定的價值。我們必須用現代的理
念，給予孝道加以分析和梳理，重
塑孝道的功能和作用，讓以自然的血
緣紐帶為基礎的孝親情、親子情活現
在我們的社會裡。

現代孝道的新演譯

藉長者節的來臨，讓我們一
同從生活中尋找現代孝道，不偏頗儒
家文化的傳統思想，也不應站在源自
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的視角審視孝
道，而走的是社會現實和取向生活的

路徑，道出現代孝道的內涵：
(1) 孝建立在親情間的瞭解及感

情基礎，父母以疼愛子女為出發點，
子女對父母滋生敬愛，孝由此自然滋
生，孝屬於家庭內的親子關係，形
成父母慈、子女孝的親子、孝親的
馨生活；

(2) 孝是自願遵守的道德規範。
父母善誘子女尊親敬親，透過心靈教
化感染子女，使到子女能自動自覺地
履行適當的孝義；

(3) 孝與慈是互惠的、相互善
待、相互調適、彼此體諒、包容。
注重公平原則，彼此享有同等的法律
地位，父母子女分別課以不同的道德
義務和權利；

(4) 孝是符合情理法的道德規
範，公認子女不違背公序良俗供養父
母是盡孝的行為，不僅從物質生活上
關心老年人的需要，還應從精神生活
上給予慰藉關愛。雖然現代民主社會

不提倡為孝道立法，但遺棄、虐
待、疏忽照顧父母等忤逆行為是
中西方社會所不容的違法行為；

(5) 孝是容許適當的替代作
為輔助，為人父母，必須體諒子
女的處境，年輕人為口奔馳，聘
請家傭或用各種間接方法代為照
顧父母，也算盡孝；子女應利用
工餘探望和陪伴父母；子女收入
不濟，心有餘而力不逮之下，政
府應有配套措施給予支援。這種
採取替代方法能達到給父母物質
和精神的贍養，在當今社會來講
也應稱孝道；

(6) 「孝始於事親」、「今之
孝者，是謂能養」，乃儒家核心
思想之一，這種善養之道能達至

「養親」、「敬親」、「安親」、「尊
親」的目的，是符合現代社會提
倡的「老有所養」、「老有所屬」
的理念，應予以傳承並融合現代
的孝道，加以發揚光大，潤育後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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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隨世而轉　重塑以配所需

頭條頭條
◆ 鄭琴淵 灣仔區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