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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孝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家庭养老提供了道德指导和精神支持，保障了家庭和谐与

国家安定。然而，在现代社会，孝文化的实践面临经济压力、家庭关系紧张及子女责任推诿等现实难题，

同时社会孝风欠佳和政府相关孝法不健全也制约了孝文化在家庭养老中的融入。为优化孝文化融入家庭

养老的路径，文章提出了社区辅助缓解养老压力、营造良好的孝道社会风气和政府推进孝道建设等策略。

通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开展社区活动提升公众孝文化认知、建设福利措施支持家庭养老及有效

制约不孝行为等措施，旨在促进孝文化的传播和实践，为老年人创造更加温馨和支持的生活环境，实现

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些研究对于推动我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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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filial piety culture provides moral guidance and spir-
itual support for family elderly care and guarantees family harmony and national stability. However, 
in modern society, the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is faced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economic 
pressure, strained family relations and shifting responsibility of children. At the same time, the poor 
social filial piety style and the imperfect filial piety law related to the government also restrict the in-
tegration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in the family elderly care.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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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ial piety culture into family elderly car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such as community 
assistance to ease the pressure of elderly care, the creation of a good social atmosphere of filial piety and 
government’s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ilial piet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ser-
vice centers for the elderly, the promotion of public awareness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by carrying out com-
munity activ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welfare measures to support family elderly care and effective re-
strictions on unfilial behavior, etc., the aim is to promote the spread and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create a more warm and supportiv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elderly, and realiz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family and society. These studies are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family elderly care mode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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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21 世纪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着“三期叠加”和

“四降一升”等诸多挑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中国进入了“未富先老”，这些增加了养老主体的压力

[1]。面对中国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自 1992 年起，党和国家逐步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以支

持家庭养老，确保老年人得到妥善照顾。《“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强调了对

不同老年人群体，如健康、失能、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分类养老服务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要“巩固

和增强家庭养老功能，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体系”。《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了服务对象、服务

项目、服务内容，包括物质帮助、照护服务、关爱服务等，为老年人提供底线标准的服务保障。在社会转

型的关键时期，重新构建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显得尤为重要。从传统“孝”文化的视角来看，养老文化

本质上是一种“孝”文化。家庭养老的理念根基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孝”文化之中，“孝”文化不仅支

撑着家庭养老，还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模式。将“孝”文化作为支撑的家庭养老模式，作为一种新兴的社

会养老方式，对于家庭个体、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建设性和实践

价值。所以，“孝道建设是老龄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新时代矛盾转换后人们生活要求更高的时代

之需”[2]。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孝文化的价值并未因时代的进步而褪色，反而展现出更加丰富的内

涵与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一方面，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传统的

大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孝文化中的“养亲”理念促使社会探索多元化的养老路径，如社区养老、居

家养老结合专业服务等形式，以适应现代家庭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孝文化中的“敬亲”、“顺亲”

精神，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它提醒我们，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

精神支持都是不可替代的。 

2. 孝文化与家庭养老概述 

2.1. 孝文化概述 

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认为，孝文

化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在历史的长河中，孝文化不仅深刻地塑造了古代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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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变和发展，而且在某些时期，它还被统治者用作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孝”最早出现

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并在周代成为常用字。孝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

子，子承老也”[1]。学界一直存在孝观念起源的具体时间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孝起源于父系氏族公社，另

一类学者认为孝起源于殷代时期。实际上，“孝”的含义是不断变化的。最初是指尊敬长辈与繁衍子嗣，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指“善事父母”，这就是儒家所倡导并被大众广泛接受认同的孝的核心内涵。 
首先，孝文化保障了家庭养老。孝文化强调尊敬和照顾长辈，这种价值观深植于中国家庭之中，为

老年人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和物质支持。在传统观念中，子女有责任确保父母晚年的生活质量，这种责任

感促使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和支持的关系。因此，孝文化不仅维系了家庭的和谐，还为老

年人提供了稳定的养老保障，使得家庭成为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温馨港湾。 
其次，孝文化保障了国家安定。在中国封建社会，孝道被视为社会秩序的基石。统治者通过推崇孝

道，将家庭中的孝行扩展到对国家的忠诚，从而形成了一种“忠孝一体”的社会氛围。这种文化传统使

得人们在家庭中培养的责任感和道德规范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对国家的忠诚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因此，孝

文化不仅有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还对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长治久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最后，孝文化规范了社会道德。孝文化强调的是对父母的尊敬和照顾，这种基本的家庭伦理观念是

社会道德的基础。当每个人都在家庭中实践孝道，承担起对长辈的照顾责任时，这种责任感和道德观念

就会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孝文化教导人们要尊重长辈、关爱家人，这些价值观在社会中得

到广泛传播和实践，从而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互相帮助的社会风气。通过孝文化的传承和实践，社会

道德得到了有效的规范和提升，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坚实的道德支撑。将孝文化与现代社会价值观进

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两者在尊重个体、追求平等自由的同时，也存在着互补与融合的空间。现代社

会强调个人独立与自我实现，这与传统孝文化中强调的子女无条件服从父母有所不同。然而，孝文化中

的“敬”与“爱”，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尊重长辈、关爱家人并不冲突，反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道德

基础。此外，孝文化中的“顺”并非盲目顺从，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与沟通的基础上，这与现代社会倡

导的开放、包容、沟通的理念不谋而合。 

2.2. 家庭养老概述 

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现今的工业社会，家庭养老始终是最为主要的养老方式。费孝通认为，“家庭

养老是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的代际互惠反哺模式”[3]。故而，现代家庭养老是指以血缘和亲

情为基础，由家庭或家庭成员对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保障的制度[4]，其实质

是代际间建立在终身积累基础之上的家庭内部交换的“反哺式”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是以家庭为基本

单位，以家庭成员的互相照顾为模式的传统养老模式。这种模式遵循“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

的传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得到了历代君王的推崇和孝文化的广泛传播。长期以来，这种模式已经成

为一种深入人心的责任，形成了以家庭为依托的养老体系，并且家庭养老是老年人养老的首选方式。

家庭更加了解老年人的身心特点与需求，有利于更加精准地进行生活照料[5]，它涵盖了经济支持、日

常生活照料和精神宽慰三个层面。经济支持是养老的基础，确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如

食物、衣物、住所等。随着老年人可能面临的健康问题，他们还需要身体护理与生活帮助。精神宽慰则

是家庭养老的最高境界，它强调在满足老年人物质需求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确保他们

的心理健康和情感满足。这种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养老模式，深深植根于孝文化的土壤之中，以孝

为核心。它不仅从道德层面对人们进行约束，还从情感层面进行引导，激发人们为家人提供养老服务

的内在动力。与其他养老模式相比，家庭养老模式因其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强烈的情感纽带，具有更强

的吸引力和更大的保障力度。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6397


宋佳丽 
 

 

DOI: 10.12677/ar.2024.116397 2709 老龄化研究 
 

3. 孝文化融入家庭养老的现实困境 

3.1. 孝文化实践的现实难题 

传统孝文化在理论上为家庭养老提供了道德指导和精神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仅凭孝文化本身并不

足以完全解决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孝文化的精髓虽然在理念上为子女赡养老人提供了规范和引导，但

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遇到各种现实障碍，导致许多老年人仍然面临养老困难。在家庭养老责任的承担

上，子女的义务是普遍认可的。然而，除了精神文化层面的考量，现实中的诸多因素也对家庭养老构成

了阻碍。在赡养老人的过程中，经济压力、家庭关系的紧张以及子女间的责任推诿都是影响孝文化具体

实践的现实难题。有时候，即使子女有孝心，也可能因为缺乏实际行动的能力，而无法有效解决家庭养

老中出现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变化的双重挑战。当前，我

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从 2014 年到 2023 年十年间，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加了 55.92%，呈现出逐

渐加速增长态势，截至 2023 年末，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1,67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4%，已超

过联合国 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标准线[6]。同时，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逐渐减少。

家庭规模的缩小意味着养老负担更集中于少数家庭成员，使得老年人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

方面面临更多挑战。因此，仅仅依靠孝文化的精髓来推动家庭养老的实践，并不能真正改变子女和父母

之间的行为关系，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家庭养老中存在的问题。 

3.2. 社会孝风欠佳 

多元文化思潮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自身利益与价值，导致一些忽视孝道、重视利益

的现象出现，使得孝文化的社会传播风气欠佳。一是多元文化思潮扭曲了子女的孝心。拜金主义、消费

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等思潮的冲击，使得传统孝文化的社会传播效果面临挑战。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家庭

关系疏远，以利益为中心，甚至产生老年人“无用”的极端看法。吴念韦等学者利用 2018 年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分析发现全中国中老年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23.61% [7]。二是大众传媒的失范。如今的以利益为导

向的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等，为了迎合用户需求，时常对孝道文化进行恶搞和恶意加工来博取眼

球和流量。这种恶劣的舆论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使得孝文化融入家庭养老更加困难。

三是子女缺乏良好的家风教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父母对以传统孝文化精髓为内核的家风建设重视程

度不够，更关注子女的学习、生活等[8]。 

3.3. 政府相关孝法不健全 

传统孝文化在家庭养老中的融入困难，部分原因在于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和制度的不完善。一是政

府在家庭养老方面的直接支持政策不足。在对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政策主要通过改

善外部环境和社区服务来提供间接支持，约占 43.33%，而直接针对家庭和家庭照料者仅占比 7.44%和

4.60% [9]。二是家庭养老压力沉重。在缺乏政策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家庭和照料者本身承担的养老责任

非常重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这使得子女在时间和精力上难以充

分照顾老年人，导致家庭养老的功能有所弱化。 

4. 优化路径 

4.1. 社区辅助缓解养老压力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子代在赡养老人方

面的压力日益增大，这不仅是因为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也是因为老年人口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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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很难有足够的资源和精力去全面照顾老人，这就需要我们探索和实施更加多元化的养老手段。一方

面，家庭养老仍然是养老体系的核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老年人情感依托和生活照料的主要

来源。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强调和培养家庭中的孝道文化，鼓励子女在可能的情况下，为老年人提供必

要的照顾和陪伴。另一方面，社区养老可以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社区养老服务可以提供日间照料、

短期托养、康复护理等多种服务，帮助缓解家庭养老的压力。通过建立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可以为老年

人提供更加专业和便捷的服务，同时也为家庭成员提供喘息的机会。通过家庭、社区的共同努力，我们

可以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更加舒适和温馨的养老环境，让传统孝文化在现代社会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4.2. 营造良好的孝道社会风气 

将孝文化融入家庭养老不仅是每个家庭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共同的使命。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

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拓宽实现途径，共同营造一个尊老爱老的社会氛围。社会风气对子女

孝文化的认知和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古语所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各种活动和教育，提升公众对孝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进而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可以通过开展社区活动和教育，评选社区孝亲模范，通过为居民树立积极正面的榜样，激励大家学习并

实践孝道。同时，对社区中的不孝行为进行批评与制止，以此激发社区居民形成孝亲意识，促进孝文化

的传播和实践，从而营造一个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孝

文化，使其成为社会共识和行动指南。 

4.3. 政府推进孝道建设 

政府在孝道建设的推广和实践中的角色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家庭养老压力的减轻和老年人幸

福感的提升，也是完善孝文化传播环境和渠道的必要条件，有利于传统孝文化精髓与现代家庭养老的

有机结合。一是建设福利措施支持家庭养老。通过建设具体的福利体系和政策措施来认同和关照老年

人的价值，推动家庭劳作的价值实现。例如，为与老年人同住的子女提供税收优惠或购房补贴等直接

减轻家庭照料的压力。二是有效制约不孝行为。在推广孝文化的同时，法律应当对不孝行为进行制约，

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政府需要全面落实老年人的权益，将孝亲思想融入法律法规，坚决抵制侵犯老

年人权益的行为，并加强监督和执法力度。三是监管孝文化传播渠道和内容。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对

孝文化传播渠道的监管，确保信息的健康和正面。对于媒体平台上歪曲孝文化精髓的内容，应加强审

核并惩戒不当行为，避免不良网络观念对家庭成员的侵蚀。相关部门应当颁布相关治理条例，提高管

网治网能力，如对抖音、快手等媒体平台加强审核，惩戒歪曲改造传统孝文化精髓者，避免家庭成员遭

到不良网络观念的侵蚀，不能让类似“啃老族”、“吸血族”的不良观念成为一种潮流时尚[10]。通过

这些措施，政府不仅支持家庭养老，还促进了孝文化的传播和实践，为老年人创造了一个更加友好和

支持的社会环境。 
此外，构建更具时代感的孝文化，意味着在继承传统精髓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社会的元素与需求。

应强化孝文化的教育功能，通过学校教育、社区活动等多种渠道，普及孝文化的现代解读，引导年轻一

代树立正确的家庭观念与养老意识。其次，鼓励创新养老模式，如智慧养老、远程陪伴等，利用现代科

技手段，让孝行更加便捷高效，同时不失温情。再者，倡导双向互动，鼓励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知识、

经验交流，形成代际间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总之，孝文化融入我国家庭养老

路径，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更是对现代社会养老体系的创新与完善。通过深入挖掘孝文化

的现代价值，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我们可以构建出一个既尊重传统又富有时代特色的养老文化，

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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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家庭养老自古以来一直是养老的普遍方式。以“孝”文化为指引的家庭养老，不仅可以满足老年人

的物质需求，还为他们提供了精神关怀。在代际关系上，家庭养老促进了不同代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在精神关怀上，基于“孝”文化的家庭养老能够为老年人带来归属感。在家庭内部进行家庭养老，不仅

降低了社会的养老成本，也减少了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养老方面的投入。尽管传统的“孝”文化源

于古代社会，但它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思想内涵。新时代在家庭养老上，“孝”文化传递的

尊老敬老观念依然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孝道不仅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千百年来维系家庭关系的

重要道德准则。孝文化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思想观念和文化载体，只有在家庭关系融洽的基础上，才能

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和谐。因此，继承和发展传统“孝”文化显得尤为重要，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更加

温馨和支持的生活环境，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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