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调查采访

新时代孝道的变与不变

在很多人观念中，说到孝顺，

就是事事顺从父母长辈，处处体

贴，事实果真如此吗？此次调查

采访结果给出不同的答案：选择

“各方面不干涉”和“事事照顾顺

从”的比例为 3：1，也就是说，大多

数老年朋友都希望彼此之间给予

支持和独立空间。

72岁的寿曼丽告诉记者，自己

的女儿今年 39 岁，还没有结婚，她

与女儿两人共同生活。当记者问

其是否担心女儿婚姻，寿曼丽摇摇

头说，虽然她也希望女儿成家，但

时代不同了，姻缘不能强求。女儿

非常优秀，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她

也乐得清闲，可以发展自己的爱

好，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孝道。

寿曼丽道出不少老人的心

声，不让父母担忧、支持老有所

为，成为老人心中普遍认可的孝

行的重要部分。

子孙事业有成，担当有为，能

过好自己的生活，既了却老人之

忧，又彰显老人今生对儿孙养育

的成就，更寄托老人对未竟梦想

的追求。立身行道是传统孝道

“变”中的“不变”。

问卷中“新时代孝道是否应

该有变化”这一问题，有 84%的老

年朋友表示应该“部分改变，部分

遵照传统”。当代社会，行孝方式

不仅仅是传统方式，孝道具有时

代性，其内涵和行孝方式随着时

代变化而变化。

时代变化 儿孙成就有所为
金秋之美在重阳，

重阳之美在孝道。古有
二十四孝典故，今有二
十四孝标准，随着时代
变化，变的是行孝方式，
不变的是行孝本心。

为此，记者向部分
读者发放调查问卷，共
回收 162 份有效答卷。
9月28日，记者来到，西
湖区翠苑一区，这里正
在开展“九九重阳节，浓
浓敬老情”主题活动，听
听老年朋友怎么评说新
时代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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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陪伴 情感需求排第一

调查中问到对“孝”如何理

解，六成以上老年朋友选择“关注

情感需求”。“常回家看看”“更多

陪伴”在很多老人心中是最具分

量的孝行。

76 岁的王味富只有一个外

孙女，由他从小照顾长大，祖孙俩

感情十分深厚。虽然现在外孙女

高中学业繁重、距离较远，但两人

还是约定好每周见一次。外孙女

最喜欢吃王味富做的红烧肉，他

便在每个周末一大早去菜市场挑

选好食材。外孙女挂念外公外

婆，会时不时给他们准备一些小

惊喜。

“‘孝’字由‘老’和‘子’组成，

老代表父母，子代表子女，合起来

就是孝。”王味富这样告诉记者，

上一代想着如何养育好下一代，

下一代想着如何赡养好上一代，

互相记挂，共同担当，才能使家庭

和顺、喜乐。

调查显示，每周至少一次家

庭聚会的频率仅有五分之一，大

多数家庭因为工作、学习、疫情、

距离等因素，团聚时间不固定。

24 岁的小林因为读研，从宁波到

西安后便在那定居，1500 多公里

的距离让她只能通过手机视频向

奶奶表达思念之情，这也让她时

常感到愧疚。

许多受访者表示，随着年龄

增长，享受天伦之乐、阖家团圆是

他们心中最重要的情绪价值。老

年朋友普遍认为，情感需求大于

物质需求。

孝是古代重要的伦理思想之

一，元代郭居敬编录古代 24 个孝

子的故事，汇成《二十四孝》，序而

诗 之 ，成 为 宣 传 孝 道 的 通 俗 读

物。随着时代变迁，二十四孝被

赋予更多内涵。2012 年 8 月 13
日，由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

全国老龄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

组委会共同发布新版二十四孝标

准。

“结合当下形势，如果重新发

布一个二十四孝，应该包含哪些

内容”，读者和受访者对此都表达

了自己的看法，回家常团聚、重视

精神生活、传承敬老风尚为本次

选择人数前三的选项。

采访过程中，大多数人都认

为“父母在不远游”等观念和方式

已经不合时宜，而教父母上网，经

常给父母打电话、视频问候等，已

成为表达孝行的现代方式。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物

质上的保障不再是主要矛盾。老

人大多退休或赋闲，身体机能逐步

退化，较之年轻时的丰富多彩，生

活渐渐归于平淡，虽然物质上的衣

食住行大多不成问题，但对亲情及

亲人精神慰藉的需求比以往更加

强烈。

记者根据本次调查采访得出

的结果，邀请浙江理工大学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所所长郑显理

等专家梳理出符合当代社会的

“新二十四孝”。

调查梳理 列出“新二十四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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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看看常团聚 重要日子挂心间

不见面时多通话 回忆往事常倾听

深情厚爱多表达 遇到矛盾及时解

物质生活要保障 精神丰富多重视

手机电脑要教会 新知新事常交流

老有所为多支持 外出游玩常陪伴

发展爱好要鼓励 社交活动常协助

婚姻情感多体谅 儿孙之事莫添忧

儿孙成就添欣慰 健康体检要记挂

运动锻炼共促进 各类风险助防范

兄弟姐妹互礼让 传承家风树榜样

困难老人多帮助 敬老风尚要弘扬

新二十四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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