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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華人孝道信念的心理意義與功能知多少?

葉光輝研究員(民族學研究所)

提到華人孝道觀念，許多人直接聯想的是元代郭居敬所編錄的「二十四孝」，但其書中收錄的某些孝子故事內容

(如：臥冰求鯉、單衣順母)，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已屬於愚孝或不合時宜的孝道表現，應該加以摒除。確實，此類愚

孝的觀念內容對現代青少年的身心適應發展可能造成負面影響，也是民初五四時期一些新文化運動知識份子所批判的

主要對象。但是仔細思考，如果華人的孝道觀念只會帶來負面的功能與效果，那麼為何至今它還能存留在華人家庭中

持續作為規範親子互動的重要德行與標準，而未被徹底揚棄?甚至現今每年內政部仍舉辦「全國孝行楷模」獎，教育

部也有所謂「孝親家庭楷模」獎的選拔活動；這不得不讓人欲進一步探索孝道信念在華人社會下對於民眾的心理意義

及運作功能。

孝道作為華人社會極具特色的文化現象，向來深刻影響人們日常的心理與行為。它的重要性可同時由文化與心理

兩層面的相互型塑角度來加以瞭解：其中，孝道的文化原型主要是奠基於華人以家族為本位的生活適應策略，而孝道

的心理原型主要根植於親子間對於自然親情的基本心理需求。進一步來說，前者乃早期華人社會為鞏固家族整合與延

續以滿足務農社會的生計需求(如農忙或收穫時需要較多的勞動人力以應付工作所需，家族成員間的整體凝聚力相對

更形重要)，因此透過將家庭日常對人際互動要求與其經濟功能緊密聯結，孝道規範遂逐漸從生活經驗中演化成形，

藉以促進家族體系的團結及繁衍；同時在人為的政治力量作用下，又結合了儒家特定的倫理階序觀與忠君觀念，將之

強化為孝道規範的行為細則，使孝道意識型態從繁複細緻的文化設計進而成為個人首要的生活德性。至於孝道的心理

原型，乃是個體為滿足親密情感與安全依附的基本心理需求，藉由親子間頻繁的親密互動交流來加以達成；是以當個

體在實踐孝道對親情規範的要求時，它同時也滿足了人們對於親密情感與安全依附的心理需求。家庭原就是個人社會

生活之起點與核心，亦是彼此情感支持與社會教化歷程的主要來源，華人社會透過對孝道信念的教化與親子互動規範

的實踐，這過程不僅對代間關係造成直接影響，還擴及到對個體性格、價值觀念、身心適應等層面發展的作用；復以

孝道觀念在華人社會中隨社會教化歷程泛化至其他人際生活範疇，其作用效果更遍及到各種不同面向的社會心理與行

為。因此，在華人的日常生活與心理行為中，與孝道相關的議題探討皆具有特殊價值。

然而，有趣但卻值得關注的是，在一般民眾的生活經驗論述或學術研究的實徵結果中，長久以來一直同時存在

著對孝道信念正、反兩面的評價。許多廣受關注的社會議題，諸如：老人安養與居住安排、子代爭取婚姻與工作自主

權、婦女外出就業、婆媳問題、對家暴或不適任父母的介入處理，乃至對孝悌楷模兒童之親職化行為的討論等，在社

會輿論中往往呈現出兩種僵持不下的對立論點，無法達成共識。例如，在爭議中總不乏倡導敬老尊親的呼聲，極力宣

揚孝道的倫理道德價值，認為子女對親恩的體恤、回報，一方面是人心善性光輝的寫照，另一方面也可減低人際間許

多無謂的爭端或問題；但在現代民主社會環境下，鼓吹自我實現的聲浪也時時出現與之相抗衡，並認為強調以父母或

家庭福祉優先的孝道觀念，不僅阻礙了個人自主性與自我實踐的發展，亦造成子代在孝道困境中蒙受沉重壓力，甚至

是導致子女身心問題行為的重要根源。實際上，當回顧過往學術相關議題的實徵研究結果，它們也同時反映出，持有

的孝道信念愈高對個人的身心適應發展是分別具有正、負向效果的證據。其中，孝道的正向效果主要展現在對個人的

社會互動、代間關係等方面之助益，至於孝道的負向效果，則與個體的僵化性格與認知發展有關，它易使個體表現出

較為壓抑服從、保守與缺乏彈性等性格特質。上述孝道效果相互衝突的爭議觀點，各自有其角色立場與理論依據，突

顯了孝道在日常生活運作與學術研究概念意涵上的複雜性，若欲突破此種各執一詞的窘境，必須對這些孝道理論概念

內涵加以釐清，方能從更具整合性的解釋架構來消解這些爭議。

晚近，筆者在兼顧社會科學者對孝道的定義及測量構面，與人文學者對孝道意義之歷史演變的追溯探討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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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孝道雙元模型」主張，寄望透過釐清華人孝道內涵至少包含「相互性」與「權威性」

兩種面向，而這兩種孝道面向所涵括的特徵屬性與心理運作功能有所差別與區隔，用以取代

過往慣常使用籠統概括概念來稱呼孝道，以幫助闡明及化解為何過往對孝道效果議題存在著

正、反兩極評價的困境。

雙元孝道模型中的「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不僅可分別對應到不同歷史階段時期

所倡導之「相對主義觀」與「絕對主義觀」的孝道觀念，其背後所強調的親子互動精神，亦

同時反映出儒家思想所標舉的兩大倫理核心--「親親」與「尊尊」原則。其中，「相互性」孝

道信念之運作模式是依循儒家思想之「報」與「親親」原則，其行為動力是來自人性中的善良情感本質，反映著根植

於親子間對自然情感的基本需求，可視為是孝道信念發展的心理原型；而「權威性」孝道信念之運作模式則依循儒家

思想的「尊尊原則」，其行為動力是來自對倫理階序與權威的順服，反映著華人社會為鞏固家族體系的整合與延續以

適應生態環境所發展出來的文化制度，可視為是孝道信念發展的文化原型。從子女的角度來說，雖然兩種孝道信念與

其他規範一樣，都具有規約子女行為的功效，然一般而言：子女的相互性孝道信念是一種屬於主動自願的、跨情境式

的、作用力強的、具文化普同性、以及偏向正面功能的規範信念；相對而言，子女的權威性孝道信念會是一種屬於被

動壓抑的、具文化與情境特殊性的、作用力較弱的、以及偏向負面功能的規範信念。當探討孝道有關的議題時，若能

同時兼顧上述孝道特徵的雙元面向，並分別探討其各自面向對個體身心適應發展的影響效果，則不僅可用以整合既往

以概括孝道概念探討對個體身心發展之影響時，得到正、反作用效果不一結果的爭議，而且也可以更深入、貼切地瞭

解不同孝道信念如何影響個人日常心理與行為的實際運作過程，進而對既往及未來研究結果之解釋與應用產生更大的

理解與助益。

目前雙元孝道模型的主張觀點已應用至親子衝突、青少年問題行為、老人安養、代間交換、婆媳議題、親子家

暴、以及文化諮商處遇實務等相關議題上，並累積一系列實徵研究成果；它不僅在理論模型與測量工具的信、效度皆

獲致持續驗證，其兼具整合力與解釋力之特色與優勢，也值得後續研究者引用此觀點作為孝道議題研究的基調，以作

為對相關現象的詮釋。曾有學者指出「重老的社會才可能重孝」，然而「重老」這項促成孝道在華人社會發展的本土

倫理特徵，隨著現今全球人口結構高齡化現象，已逐漸成為全球普遍的趨勢。因此，孝道議題研究不僅在華人或東方

集體主義社會中持續有所進展，在西方個體主義文化中也方興未艾；為了由國家社會福利政策之外的途徑以解決老年

安養問題，孝道相關概念在西方的家庭與成年人親子關係研究中已開始廣受重視。從雙元孝道模型累積的實徵研究結

果，已讓我們清楚地看到，華人傳統的孝道概念是具有多元面向的，其中部分面向的孝道信念已經不是那麼符合現代

台灣社會的文化思潮，例如權威面向的孝道觀念，它雖然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仍有正面功能與效用，但不應該再特別地

加以強調；然而還有其他面向的孝道信念，相對上較具有跨文化普同性，且能透過日常生活互動，在世代傳承中歷久

彌新，例如強調親慈子孝的相互性孝道觀念，它更適合作為當前孝道社會教化的倡導重點，以促進現代少子化家庭中

健康的親子關係，營造出跨世代交流的共享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