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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環境變遷中的孝道

許朝傑

從生活場景體會社會變遷

公教人員的年金改革在紛紛擾擾中決定

了結果，在過程中，身為教育人員的我非常

淡定，我看到身旁的同事時常情緒非常高亢

，言談中吐露出心中不滿和不平，但是我總

是在旁邊默默不語的傾聽著。很多人說我膽

小怕事，不懂保護自己的權益，或者覺得我

只是一個坐享其成的投機份子，不管別人衝

鋒陷陣，爭取的是大家的福利。我不想澆息

別人爭取權益的熱情，但我內心真的有一句

話不敢說出來，「你們有沒有孩子，事情發

展到這樣，我真不知道下一代的將來是怎樣

？」政府債台高築，各種公共的年金雖然改

革了，還是不保證破產，在這樣的前提下，

年輕人將來面對的環境不知有多嚴酷？掙錢

養家活口已是不易，各種社會公共基金或資

源也消耗殆盡，若是我兒子到時面對我這個

老頭子，不知心情會是怎樣？

最近從日本傳來一句「下流老人」的說

法，背後在訴說許多當下日本社會悲哀的問

題，反映了人口老化突顯的照顧問題。日本

經驗殷鑑不遠，值得臺灣好好反省和檢討！

記憶中的日本個案是這樣的，一個有名企業

的中產階級幹部，收入豐裕，隨著公司的發

展似乎前途無限，突然父母病倒，長期照顧

無法解決，在中壯年的他只好辭去工作，負

起子女的責任，沒想到一拖就是十幾年，磨

掉了人生的精華歲月，花光了年輕努力的積

蓄，父母最後順應了生物的必然法則而往生

，最後留下的是案主悲慘晚年。他用心照顧

父母的晚年，卻沒有後人照顧自己的晚年，

風中殘燭，令人不勝唏噓！當我看到這樣的

故事，心情激動不已！我內心深深的感覺著

，孝道不能廢除，但是不同兩代，都應該有

隨社會環境調整的觀念才是。

我也聽過一個笑話，有個上了年紀的老

人家，兒孫們因為工作或求學不能常相聚，

但是子女們還是會趁著長假帶孩子們來探望

老人。老人勤奮一生，日子過得相當簡樸，

晚輩在做得到的地方也會多盡一些心力。老

爺爺沒什麼娛樂，主要的活動也只有看電視

而已。子孫們特地買了現代化的科技產品讓

老人享受，老人相當愉快。正當老爺爺自得

其樂時，有個小孩子說：「爺爺愛看電視，

我回去『燒』一大堆好片子給爺爺，讓爺爺

看不完。」沒想到老人家誤會晚輩的意思，

一時生氣到說不出話來，直到家人的解釋，

才漸漸釋懷。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資訊落差在

不同世代是會存在的。因此在面對生活方面

各種事物，也會有不同的觀念和做法，若不

是長期相處在一起，誤會難免，我們更應該

儘量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社會環境變遷中的孝道應如何調整

在過去，無論是家庭、學校或者是社會

都會給我們一些傳統的刻板教條式觀念，諸

如：「養兒防老」、「父母在不遠遊，遊必

有方」、「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出人

頭地，才可以光宗耀祖」、「重男輕女」等

等。但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這些傳統的孝

道觀念想要執行都會有很大的困難。但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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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是否就代表孝道已淪喪或式微了呢？基本

上，孝道即是一種對父母以及祖先的感恩行

為，人不能忘本，否則就失去了為人的基格

，這是每個人都必須遵守的，更是一種人性

的表現。只是傳統的教條非常刻板，規範與

目前社會環境現況格格不入，若違反教條即

是不孝，如同俗謂：「吃人的禮教」，直讓

人無法調適。一個人只要有基本的孝道思想

，內心有父母和祖先，常懷感恩之心，盡己

之力，那怕是棉薄之力，那都是人世中真善

美的孝道表現。在這樣的前提，處在當今社

會環境下的每個人都應順應時勢做適當調整

，讓孝道更能發揮人性光輝，更能深入人心

，成為穩固家庭的重要力量，更進一步能維

護社會的安定與和諧秩序！

現代人工作壓力非常大，尤其是年輕人

，剛踏入社會要找個理想的職業似乎不易，

想要成家立業、安身立命非得經過一番奮鬥

不可，這種壓力實在令人難過。每個人似乎

要做好自身的財務規劃，對於老年的生活，

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不能指望每個年輕一輩

，都有能力給予充分理想的照顧，所幸科技

的進步，仍可以給予我們突破很多限制，減

少不同世代的疏離與隔閡。家庭生活的圓滿

，仍需家人的用心經營，培養彼此之間感情

，代間要多付出關懷，多些經驗的交流，也

共同面對人生的各種風險，承受壓力、解決

困難，平安度過可能危機。用愛和關懷代替

責備和怒罵，用體諒和理解代替懷疑和不解

。長輩可以少一點的輩份權威，年輕晚輩可

以多點尊重與敬愛，兩代間的摩擦和不快的

機會就會降低。更重要一點，都已經是成年

人了，更應該勇於學習新的事物。目前的時

代處於知識爆炸，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產品

，汰舊換新的速度非常快，個人若不能抱持

隨時自我充實學習新知，很可能與年輕主流

方式格格不入，有落伍的感覺，與別人相處

也會鬧笑話。有了終身學習的心態，年老世

代和年輕世代的落差就會降低，易於溝通與

營造和諧的家庭生活。

孝道是固有的傳統美德，尤以農業社會

，從家庭到社會維繫完整的人倫規範，時至

現今已是科技時代，機器人呼之欲出，但「

百善孝為先」代表的意義和價值不應有所改

變，只是應該少些繁文縟節，出自內心反省

，做出實質行動，讓不同世代的家人都有幸

福溫馨的感受，不只是金錢的提供或物質的

享受，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家庭本來就應有的功能得以發揮，讓遺

憾不再，孤獨消失，人人都有圓滿的人生，

家家都有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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