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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理论基础理论基础理论基础理论基础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

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家

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

臣和讲华夷之辨。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

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 

儒家思想的“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伦理

道德思想的核心。“仁”对当代社会拥有很丰富的思想、尤其是在倡议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的主流形势下的人文环境有极深刻的现实意义。 

    孔子所倡仪的“孝”，十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真诚的热爱、尊敬之情，强调子女

对父母奉养的责任。“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里，“孝”精神的倡议

与弘扬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 

儒家思想实在包括五个方面，就是礼、仁、孝、忠和信。但本研究范围限为

礼、仁、孝，原因是这三个方面对家庭的生活更有影响，特别是在《酒干倘卖

无》的电影里，而忠和信比较符合上司和下属的关系。所以笔者通过孔子的“礼、

仁、孝”的儒家思想，分析在《酒干倘卖无》电影里的父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所

以笔者通过孔子的“礼、仁、孝”的儒家思想，分析在《酒干倘卖无》电影里的父

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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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礼”的含义“礼”的含义“礼”的含义“礼”的含义    
 

最初“礼”的意思主要是表现在祭祀中对上帝，鬼神表示敬畏的象征性意义，

没有以在人事方面的那种道德自觉含义。在殷商时期，祭祀仍然是一种神圣的大

事 ， “ 礼 ” 的 核 心 内 涵 仍 没 有 从 祭 祀 中 脱 离 开 来 。 “ 礼 ” 意 思 也 是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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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人们的行为，就是人们的行为也是要有规律。“礼”的作用就是在于教育人们在

社会中完好地扮演各自的角色。要维护社会的和谐，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他应该做
的那样去履行职贵。在遵循“礼”的过程中，孔子更强调下级的恰当为而不是上级
的行为。 

    一般说来，不但人要尊重自己，还必须尊重别人。尊重自己和尊重别人也是一

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儒家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所以它不但十分强调爱人，还
强调“尊人”和“敬人”。尊重自己表示一个人的尊严，表示一个人要尊重自己的尊严
是肯定的；尊重别人表示对别人人格尊重的一种肯定。真正的自谦是对自己人格
尊严和能力肯定，也是对别人尊严的肯定。一个没有自谦和自尊的人，首先是对

自己尊严的否定，也是对别人的不尊重。自谦和自尊都是一种礼貌，是一个人的

人格修养。为此儒家十分推崇自谦。 

    孔子强调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正是为了达到这个

目的。这段话说明，人的视、听、言、动，都要受“礼”的约束。一个人如果不用

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就不能成其为一个文明的人，恭敬、谨慎、勇敢、刚直本

来一种美德，但是，如果不用礼来加以规范，就会走向反面。所以，孔子说：“恭
而无礼则劳（烦劳），慎而无礼则葸（胆小怕事才），勇而无礼则乱（祸乱），

直而无礼则绞（尖刻伤人）”。（《论语·泰伯》）恭而无礼、慎而无礼、勇而无

礼、直而无礼都会导致对别人的不尊重，最终也会导致别人对自己的不尊重。为

此，要尊重自己和尊重别人，就必须要用礼规范自己和约束自己。 

    “礼”就是切实的履行，合乎道理、合乎人情，它是一个人的一般的行事原则。

“礼”不仅在人的道德形成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且也是人格形成的重要内容。“克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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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礼”被认为是最高的道德理想，也是实现人生的最高目标，是构成一个人完美人

格的重要引述。 

   《礼记‧曲礼》上写着“道德仁义，费力不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道德仁义，如
果没有礼就不能实行、完成。重“礼”的，而同时强调“和”的思想。“和”即“和谐”、

“和顺”、“和睦”。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仁”的含义“仁”的含义“仁”的含义“仁”的含义    
 

    据韩（2005）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特别强调“仁”，他说“仁”就是爱

人。具体来说，“仁”就是孝悌和忠恕。孔子认为孝悌是家庭生活中最大的事，人

应该对长辈孝（尊敬、服从），对平辈和下辈悌（友爱）。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和境界。“仁”作为人的根本特征，发端于生活中

的同情心。孔子解释为：“仁者爱人”，“爱人”是“仁”的核心，“孝悌”是仁的基础，

即尊重奉养父母，敬爱兄弟。“仁”的基本内容，是处理家庭及社会关系的重要美

德。仁爱总是表现为宽厚的情怀。 

    “仁”体现多方面的伦理道德价值，也是对各种美好品德的高度概括，但它有一
个核心，就是“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他又强调这种爱“必由爱亲始”。爱
别人就叫仁关爱别人也就是仁。 

“仁”在《论语》中出现过一百多次含义也很丰富，但最基本的意义是“爱人”。

仁者爱人，从主体角度看，就是把他人放在自己的心里，与他人共命运，甚至肯
为他人作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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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把“爱人”规定为“仁之本”，以“爱人”为仁的核心内容。这里仁讲的是人类
中的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相互尊敬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血缘亲情的

自然情感之上。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孝”的含义“孝”的含义“孝”的含义“孝”的含义    
 

    “孝”是儒家仁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最基本的传统道德之一，千百
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受到推崇。“孝”是一种家庭伦理关

系，它的本意是指子女对父母的侍奉和赡养。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统孝道中的赡养、敬爱父母，父母有过错时要

劝谏，父母过世后，要进行安葬和祭祀等思想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孔子曰：“父

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就是说无论长辈在

与否都要与父母的意向为生活目标，开能长期坚持父母的意向，称之为孝。孔子

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

文”。从这里，孔子教他的学生，年轻人在家里对父亲有爱和孝道，在外面一定有

教养的态度，而说话也被别人相信。在孔子的儒教是让孩子一定有爱也有孝道，

孔子也有谦虚和尊敬老人。 

    子女应怎样地爱父母呢？子女应该怎样地尽孝呢？依孔子的意思：一、要“养

体”，就是供养父母，使父母不愁饥、不愁寒，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只是最低限度
地尽孝，孔子的高足弟子是多半能做到的；二、要“怡色”就是使自己的颜色和

愉，让父母看到，感到亲切，感到舒服，这也是从自己的内心的挚爱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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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知年”，对于垂暮的父母，尤其要知道他们的年龄。孔子说：“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父母的寿考，惧的是父母的衰老。父

母寿考，子女还能稍尽一点孝养的心，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要喜。父母衰
老，子女孝养父母、随侍父母、报答父母的时候不多了，所以要惧。做子女的人

能够时时这样地存心，可以说是尽到孝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