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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译注》看中国孝道

彭召军

“半部《论语》治天下”，自古至今，无论在士人当中还是

在老百姓中间，《论语》一书都是中国人的一部不能逾越的圣典。

《论语》作为中化文化的源典，其论证的主张思想已浸透到到中

国两千多年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里去。

近年，因父母身体状况百出，所以常令我想到“父母在，不

远游”这句话。而对这句话深刻的理解，却是在读了杨伯峻先生

《论语译注》之后。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向以注释准确、译

注平实著称，是当代最好的《论语》读本之一，在学术界和读者

中享有盛誉。

《论语译注》一书，这样解释这句话：父母在世，不出远门，

如果要出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或许我们不应该一成不变地

从前人的思想、前人的角度，去理解与思考这一句话。作为新一

代，我有着不同的理解，我想为这句话赋予新的血液。“方”字

义为“去处”。在我看来，“方”可为“志向”“做法”，那么

这句话是否可以理解为：父母在，不远游，如果要出远门，必须

有合理的志向与做法。那么从这个方向出发，我把“父母在，不

远游”与“游必有方”理解为互相补充。

“父母在，不远游”本是一种孝道，可惜的是，如今常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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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过度依赖父母的人,当成了啃老的借口。何为啃老？四个字：

好吃懒做。“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他们有一颗

想成功会享受的心，却不想付出一定的劳动。先不说那些顶着父

辈名号的“我爸是某某”，甚至一些二代们走上了吸毒、犯罪的

道路。那些拼爹的富二代官二代，我只能说他们的做法何其自欺

欺人。在外拼爹，空有外表，没有内在，得到了虚荣，丢失了自

尊，更是不孝的表现。他们生来便站在更高的起点，有更好的资

源，却没有合理运用“拼爹”的方式。而无“爹”可拼的人呢？

王冕僧寺夜读的故事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他没有条件上学，就偷

听私塾老师讲课；家里点不起油灯，就在庙中长明灯下夜读，他

最终成为了画家、诗人，这与他的努力密不可分。还有我国著名

的数学家华罗庚，他年轻时白天在小杂货铺里干活，晚上在煤油

灯下钻研数学；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剑桥，被美国科学院称赞：

“他是自学出身的人，但他教育了千百万的人。”再看董明珠，

她有“铁娘子”之称，从基层干起，通过努力，成为格力公司的

“一把手”；至于她的背景，不过是普通家庭。无“爹”可拼的

人不断奋斗，到头来靠“爹”的你还在原地踏步，他人早已将你

远远甩在身后。再观古时，如何行孝？有“香九龄，能温席”，

亦有“卧冰求鲤”，更有“埋儿奉母”。“百善孝为先”不可变，

但是在今天，这些孝顺的做法难免不切实际。孝顺的美德应该传

承，却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

“游必有方”应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孝道。新时代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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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做到一个“方”。我们既要有志向，也要有行动。不求志

向远大，只要有一个目标；不求结果如何，只要有足够的动力。

我们要摒弃愚孝，脚踏实地，稳步前行，用正确的方式传承。作

为新一代，我们要如爱因斯坦说的“不要努力成为一个成功者，

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样才不会浪

费生命，不然父母辛苦抚养你为了什么？他们希望的是，你来到

这世界，见识这世界，体会人生百态，在这广大世界有自己的天

地，或大或小。有人说:“孝顺是情感，不是等级。”不是你有

多成功便有多孝顺，不是你给予父母的金钱多少，不是做给外人

看的面子上的满足。周国平曾经说：“爱的价值在于它自身，而

不在于它的结果。”不管你是在父母身边还是在外打拼，只要有

心，有情感，有行动，便是孝。我认为孝道不是约束，而是一种

动力。如今的孝道，不再是《二十四孝》中有些残酷的做法，孝

顺更不应该攀比。要让父母看到你的成长，看到你的能力，知道：

我的孩子不用我操心了，我的孩子是我的骄傲。这才是真真切切

的孝，这才是最有用的孝。我的母亲时常教育我：“女孩子一定

要独立自强。”这是我母亲对我最简单的要求，我想这也是所有

年轻人应该做到的。不仅要独立自强，更是要有“方”。“人一

辈子都在高潮和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

我们要有一个有意义的一生，应该多一点“华罗庚”“董明珠”，

少一点“拼爹”。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那么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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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

习总书记2019 年的新年贺词说得好：“我们都在努力奔跑，

我们都是追梦人。”中国在进步，我们的思想也要进步。新的一

年到了，我们应有一个新的目标，怀揣着父母的希望，重新出发。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张衡如是说；“愿中国少年摆脱冷气，

只是向上走。”鲁迅如是言。相信这种孝才是父母想要的，而不

是以“不远游”这种表面孝道为借口，碌碌无为。

由此，我深深佩服孔子，往往越是简单，反而越是不简单。

这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可谓精妙。它不再是简单的

表面意思，而是对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期望，对孝道新的定义。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方”为孝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