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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给父母打电话”列第一
新“!"孝”标准一经推出，许多网友便不

由自主地拿个人经历一一比对。有人很兴奋
地说，做到了一大半；也有人很惭愧，因为 !"

条他只做到了其中 "条。更有一名细心女网
友仔细地逐条分析，如“第 "条做得不好，第 #

条不知为何物，第 !$条做得很不错，父母能
熟练地使用微博和 %%”，最后表示“继续努
力，细心侍奉，虽不是日日陪伴，但心里时时
挂念”。

还有人联想到网上流传的一道“残忍”的
数学题“我 $&岁，妈妈 "$岁，我已经半年没
有回家看妈妈了。妈妈如果可以活 $''岁，我
半年回家看她一次，我们在这一生中，就只有
$$(次见面机会了。”他由此感慨，要时刻对照
新“!"孝”，提醒自己及时尽孝，不要落下“子
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新民网推出的“新‘!"孝’标准，你做到了

几条？”的调查结果显示，做到第 $、!、)、*、+
条的人较多，位列前三。网友选的最多的是第
$"条“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其次是“经常带
着爱人、子女回家”和“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
度”，排第三的是“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

网友选的最少的是“为父母建立关爱
卡”，也就是前面的女网友说“不知为何物”
的第 #条，只有 $人选择了它。这一条在网
上最受诟病。其他选的较少的选项是“对父
母的爱要说出口”“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活
动”“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和“为父母买
合适的保险”等。

尽孝的方式很多，不止24项
有网友对新“!"孝”中的条款提出不同看

法。如网友“叮呤当儿”认为，感情不能靠规
定。网友“,-./0小怪”说，谁都想陪伴在父母
身边，但也要为个人的事业奋斗。如此规定，
离开家乡在外打拼的人，能做到的非常少。网
友“$&((肖波”说，这 !"项覆盖人群不全面，
绝大多数是为城市父母考虑的条款，生活在
农村的父母要求肯定不一样。所以，新“!"孝”
行动标准最多只能算是提醒，而不能作为在
全国倡导的标准。

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周兰芳觉得，尽孝的
方式很多，只列 !"项有点偏颇，且列举行为
不如提醒人们在思想上重视更重要。她说，其
实遵纪守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是最
大的孝；不顶撞父母，尊重父母的意见，不啃
老，不给父母添麻烦，比为父母的生活做些锦
上添花的事更重要。接下来才是常回家看看、
教父母上网、陪父母看电影之类。

网友“法财”指出，要让老人放心生活，个
人和社会的责任都重要。四年一次探亲假，子
女想回家也难。加大社会福利的投入，方便老
人购物娱乐，也就等于为上班的子女减负。

新民网民意调查显示了相似的答案。在
“新‘!"孝’呼吁人们每周给父母打电话、教他
们上网，你怎么看？”一问中，选“初衷挺好，但
个别标准不切实际”的人最多，约 )&1"2；其次
便是“落实探亲假比什么都实在”，占 )*2。

记者随访中，有人对新“!"孝”出台的社
会背景提出看法。张女士是在杭州打拼的白
领，她说，现在留守老人很多，社会缺少爱心，
道德标准也在改变。生活的压力太大了，为了
钱，人们往往会忽略亲情。在复旦大学上学的
小陆认为，当代社会亲情淡漠也不是孩子单

方面的原因，有些父母教育的初衷还带有传
统的印记，比如要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等，他
们觉得孩子的前途是最重要的，不希望孩子
把时间花在其他事情上，于是没有教孩子要
孝顺父母学会感恩，甚至灌输给孩子“只要你
好好学习，父母的事不用你管”等思想。

新旧“24孝”核心是相通的
也有人将新旧“!"孝”作对比。旧《二十四

孝》与新“!"孝”给出行动指南不同，它是以故
事打动人。网友“红尘有爱”发表长微博评论
称，旧时的《二十四孝》，是通过“孝感动天”
“鹿乳奉亲”“亲尝汤药”等感人肺腑的尽孝故
事感动人、鼓舞人、教育人，尽管有封建迂腐
的一面，但经过近千年的流传，对中国人有着
深刻的影响，在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它影响的是人的精神层

面。新“!"孝”倡导子女行孝时应该做的 !"件
事，以“建议”“希望”为主，是当前社会环境下
尽孝困难、人情冷漠等大环境下的无奈之举，
也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探索之策。
新旧“!"孝”，都不能全部涵盖孝的方式。

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和老人的实际情况，找
到自己尽孝的最佳方式。真正的孝行是发自
内心并落实在行动上。“红尘有爱”还认为，新
“!"孝”标准科学与否、是否有操作性等，并不
重要，它的目的是倡导积极践行孝道文化，让
天下老人更幸福。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任远
认为，新“!"孝”与旧《二十四孝》在表达方式
上有所不同，但核心是相通的。旧《二十四孝》
通过塑造故事的方式反映孝行的精神，有利
于流传。新“!"孝”表现了新的生活方式下的
行为规范，更侧重原理性，可能难以流传。

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等三部门发布新“24孝”
行动标准后引发热议———

孝敬父母应发自内心，落实在行动上
本报记者 姜燕 实习生 张一然

8月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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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孝”行
动标准，在社会上引发热烈讨论。

有不少网友觉得新“24孝”操作性很强，很实在，
并积极响应，将个人体会与之比较，尚未达标的人表示
要继续努力；也有很多人质疑，认为行孝的方式很多，
只列24项有点偏颇。新“24孝”只能算个提醒，而不宜

作为通行全国的标准。
专家认为，新“24孝”的提出是应对当前社会现实

之举，有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但把孝行固定下来的
做法值得商榷。

截至201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近
1.85亿，占总人口的13.7%。预计到“十二五”期末，
全国老年人口将增加4300多万，达到2.2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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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对记者说!

无论新"!"孝#行动标准概括得如何!提出尽

孝是值得肯定的$对孝的提倡!要从管理者

层面来思考$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的管理

者!在处理群众或员工事务时!要保护人们

的孝道!采取一些措施!使大家能够尽孝$

"管理者正确倡导孝道!应成为孝道的

主导方向$一些管理者处理事情时!没有孝

道的概念$%顾晓鸣指出!为了女儿的事业!

父亲已去世一个月的消息都不让她知道!

宣传这样的事! 表面上是宣扬奉献和牺牲

的精神! 事实上是违背孝道$ 如政府倡导

#$岁以上老人免费乘车!就能提醒大家关

注老人出行!促进社会进步$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 中国古代的孝是世代长幼之间的问

题!不仅限于家里!新"!" 孝%在这一点上

有倒退$

孝道是整个社会伦理的基础! 现在的

社会现实与孝道倡导的东西恰恰相反!大

家都在拼精力和能力!认为老人都过时了$

一些人对待家人都像外人一样! 对外人就

更像外人了$ 生活中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

亲情!人走茶凉!很是凄凉$

顾晓鸣强调!新"!"孝%行动标准把孝

行细微琐碎化了$ 标准的不足在于没往精

神层面上靠!微小的事情不能过于放大!定

了这样的标准! 会引导人们只选择一些可

能做得到的小事来尽孝$ 而且将如何尽孝

固定下来的做法比较危险! 定了这 !"条!

客观上可能会排除其他孝行的存在$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接受采访

时称!新"!"孝%行动标准的意图要肯定!

它对社会道德建设有积极意义$一方面!我

国的社会生活形式发生了很大改变! 很多

老人和子女不在一起生活了! 经常的问候

十分重要!尤其是精神上的关怀很关键&另

外!在西方国家的文化中!对子女赡养老人

没有道德上的强制性!养老是社会的事!并

且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基础$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子女赡养老人!既

有道德责任!也有一定强制意义$我国经历

了从大家庭到小家庭的社会生活形式转

变!社会保障制度又还没有健全!家庭养老

仍然是养老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所以提出这样的倡议值得肯定$

提倡孝道!应是倡导'帮助'示范'交

流'互动'分享!把小辈对老人的情感激发

出来!使之自然流露$ "敬老要强调情感的

自然性!道德的感召性!通过分享共同的经

验来激发人们的情感!而不是变成要求$ %

于海说!现在讲得较多的是道理!不足的是

感情和意识的激发!事实上!很多时候人们

明知道理如此!却依然不会按照道理去做$

将孝道变成规定! 将来它会成为评优评先

的条件!变成功利的台阶$

新“24孝”把
孝行琐碎化了

对社会道德建
设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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