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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古中国礼俗中，为人子者于双亲秉持一种别样的孺慕之孝。双亲在世，孝子终父母一生是“永

远的幼儿”，在言语、衣着与行为上，均存留“年幼”时的痕迹，以反衬父母未曾衰老而眉寿永久; 双亲逝后，在

哭仪、称谓上又效仿婴儿态，追慕父母永逝而沉痛难再。孝子丧亲如“婴儿失母”，不言或少言以行“三年之

丧”，实质是在模拟或重现“子生三年”的情况。古人对孝的推扬，有意无意地走上了“返老还童”之路。亲逝

后，为人子者还必须面对代际交替问题。殡礼是三年丧内，父子权力交替的关键礼仪。孝子脱髦以及婴啼，均

发生在殡礼前后。父子间代际交替的完成，与血脉相连象征的最后解脱，几乎同时完成。可以说，殡礼是礼制

上孝子“长大成人”、完成代际交替的最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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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孝”既是求仁的前提，也是为政的基础。学界研究“孝”，着力点也主要集中在这两方

面。一是孝道研究，阐述仁思想时，寻找其孝的情感、思想根源; 二是孝治研究，阐述“移孝作忠”时，寻

找治国理政的伦理基础①。除孝道、孝治外，礼俗中尚存有一种别样的孺慕之孝。《礼记·曲礼上》载为

人子之礼，“恒言不称老”，郑玄注之以“广敬”，孔颖达疏之以“孝子卑退之情”。类似内容，同见于《礼

记·坊记》。检视典籍，“不称老”所揭示的“别样之孝”，促使一种“老男孩”或“成年男孩”的诞生②。

年事已高的老人为侍奉双亲，在言行举止、衣着外貌等方面，似又回到幼童时代。生理年龄上的“老”，

与言行举止上的“幼”，构成了戏剧性冲突。

为人子者无论称老不称老，双亲必将老或已然老，甚至死亡，是难以改变的事实。孝子极力“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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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以反衬父母的“永远年轻”，于父子代际交替时的幽微心理，有待检讨。因此下文将主要讨论三个

问题: 第一，“永远的幼儿”，双亲在时，孝子无关年龄，在言语、举止、情感等方面永做幼儿。第二，“沉郁

的婴啼”，双亲殁后，孝子追思难再，行丧祭之礼也要效仿婴幼之态。第三，“无声的交替”，基于前两点

的讨论及代际交替礼仪，揭示父逝后的孝子接班心理状态。

一、“永远的幼儿”

《礼记·坊记》:“父母在，不老称。言孝不言慈。闺门之内，戏而不叹。”郑玄注:“戏，谓孺子言笑者

也。叹，谓有忧戚之声也。”这生动指出与父母同住，为避免称老而暗示双亲更老的状况出现，孝子言笑

应效孺子，即通过承认自己的年幼，以暗示父母的年轻。换言之，子女孝于双亲，要使自己呈现出永远的

年幼状态。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是老莱子。

老莱子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与孔子同时代楚人，《汉书·艺文志》著录《老莱子十六篇》，现

已亡佚。老莱子故事，被后人纳入“二十四孝”故事系列①。东汉赵岐注《孟子》谈到: “大孝之人，终身

慕父母，若老莱子七十而慕，衣五采之衣，为婴儿匍匐于父母前也。”②冠礼加新服之前，被冠者所穿为彩

衣，是童子之服。《仪礼·士冠礼》“将冠者采衣”，郑玄注“采衣，未冠者所服”，宋儒李如圭亦曰:“童子

尚华饰。”③老莱子年至七十而穿五色彩衣，效仿婴儿匍匐于父母面前以娱乐双亲，一个老年幼儿的形

象，呼之欲出。

随着时代的变迁，老莱子故事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容。东汉时，老莱子孝行故事已流行至整个社

会。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中就有老莱子“戏彩娱亲”的画面，题榜曰:“老莱子，楚人也。事亲至孝，衣

服斑连，令亲有欢。君子嘉之，孝莫大焉。”孙奭《孟子疏》引《高士传》云:

老莱子，楚人，少以孝行养亲，极甘脆，年七十，父母犹存。莱子服荆兰之衣，为婴儿戏，亲

前言不称老，为亲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为婴儿啼，诚至发中。④

相对于赵岐的注，孙奭所引《高士传》为老莱子“效婴儿匍匐在父母前”，提供了具体的情景，即老莱子为

父母送食上堂而跌卧在地，于是顺势发出婴儿般的哭声。七十岁老人上堂跌倒本属自然，但跌于父母跟

前，无形之中却提出一个颇具尴尬的问题: 儿子已老，父母岂不是更老? 父母心中的压力，老莱子以婴儿

般的哭声来缓解，即告诉父母自己还“年幼”。老莱子的用心良苦，令人不得不发出“诚至发中”的感叹。

《太平御览》卷四一三引南朝师觉授编《孝子传》曰:

老莱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着班兰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

恐伤父母之心，因僵仆为婴儿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称老，为其伤老也。”若老莱子者，

可谓不失孺子之心矣。⑤

敦煌本《孝子传》也载老莱子“恐伤其母。衣五彩之服，示为童子，以悦母情，至于母前为儿童之戏，

或眠伏，或眠与母。益养，脚跌仆地，作婴儿啼”⑥。《孝子传》所提“伤老”“恐伤父母之心”，已鲜明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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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莱子的行为动机。“不失孺子之心”或“示为童子”是其孝行能够广受称赞的根本条件。故事发展到

唐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艺文类聚》卷二○《人部四·孝》及《初学记》均提到老莱子“弄雏鸟于亲

侧”①。至于元人编《二十四孝诗选》，则以诗歌形式把老莱子的事迹作了最形象的描述:“戏舞学娇痴，

春风动彩衣。双亲开口笑，喜色满庭闱。”老莱子通过穿彩衣、跌倒、婴啼、与母眠、弄雏鸟、儿童之戏等

只有婴幼儿才会有的行为举止，竭力规避自己已老而父母更老的事实，以表达对父母的孝心，使年老不

堪的父母忘记暂时的忧愁，而回到戏逗婴幼莱子的年轻往岁，祥和喜气充满堂庭。时代愈靠后，老莱子

“幼儿”身份愈加明显。入宋后老莱子由意外的跌倒变作“诈跌仆”②，传入日本的《孝子传》则变成九十

岁的老莱子“乘竹马游庭”③，小儿式的“滑稽”被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东汉太傅胡广也是一个“老年幼儿”。胡广“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壮。继母在堂，朝夕瞻省，旁无几

杖，言不称老。”( 《后汉书·胡广传》) 史籍对“心力克壮”的特加强调，预示胡广待继母虽自己年已八十但

仍“年轻有为”，所以能够不用几杖、不称老、早晚省问安好，俨然一个东汉版的老莱子故事。

但父母年老已至的事实有时不得不说。《说苑·建本》载有孝子伯俞故事:

伯俞有过，其母笞，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尝见泣，今泣，何也?”对曰:“他日俞得罪，

笞尝痛，今母之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④

伯俞以泣来表示对母亲年事已高的哀痛，也可见孝子对母亲永葆年轻的强烈渴望。表面上看，伯俞母子

故事与《礼记·坊记》所载“戏而不叹”、老莱子彩衣娱亲均存在矛盾。日本学者下见隆雄甚至认为，这

是《二十四孝》把伯俞故事排除在外的缘由⑤。伯俞的“泣”虽未被言说为婴儿声，但百岁老人笞打七十

岁老人的故事情节，也未见于图画。众多画像石描述伯俞如孺子般躬身作揖于母前，而其母亲袖手而

坐⑥，百岁老人本该有的衰老显然被隐讳。画像石表现的并非年龄的真实，而是通过流传已久的故事文

本和简单的图画艺术，表明古人对孝道的遵从与推扬。曹植《灵芝篇》把“彩衣娱亲”与“慈母笞不痛”同

归之为年逾七十的伯俞，或属误读，另一方面也可见两者本质上的类似⑦。伯俞故事与老莱子故事，用

一悲一喜的方式讲述的是同一个与年龄无关的孝子故事。在孝亲问题上，年龄被完全忽略⑧。

亲在，为人子者使自己在行为与心理上，处于类似婴幼状态，或是成为孝子必不可少的条件。《礼

记·内则》:“凡父母在，子虽老，不坐。”《礼记·曲礼上》:“夫为人子者，三赐不及车马。故州闾乡党称

其孝也。”三赐即三命，爵至公侯之卿，地位已无可复加。郑玄注: “车马而身所以尊者备矣。卿大夫之

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逾于父。”公卿之子虽爵可至公卿，但不得受象征公卿身份的车驾，即虽尊而不能

成尊以与父并驾齐驱，甚至超过其父。孝子于父前必须要表现出如孔颖达所言的“卑退之情”，才成其

为孝。此处所讲虽是己尊与父尊问题，但与己老与父老，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君子有终身之忧”

以念双亲( 《礼记·檀弓上》) ，何敢有老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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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被围困于匡地，颜回落后，夫子以为颜回已死。颜回答曰:“子在，回何敢死?”( 《论语·先进》) 事

师如事父，师在弟子不敢言死，清刘宝楠以《礼记·曲礼上》“父母在，不许友以死”比附，可见两者之间

的关系①。父母在，子老子死，均属避讳规免之事。再如《礼记·曲礼上》“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

素”，郑注:“为其有丧象也。”丧事穿素，父母尚在则穿部分彩以示区别。这与“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

形成鲜明对照。若父母已逝，孝子虽为童子但已继承父祖之位，则不能穿纯彩衣。穿彩衣是童子尚华饰

的孑遗，年长而穿彩即保留了“幼”的身份。老莱子七十高龄而彩衣斑斓，是遵循礼制而极端化的结果。

礼制上的幼与长，与生理年龄未有必然的对应关系。

与穿彩类似，为人子者存髦也是“示幼”的例证。《仪礼·既夕》:“既殡，主人脱髦。”郑玄注:

儿生三月，翦发为鬌，男角女羁。否则男左女右，长大犹为饰存之，谓之髦。所以顺父母幼

小之心。

髦的形制，郑玄云不知。《诗·鄘风·柏舟》:“髧彼两髦，实维我仪。”毛传: “髦者，发至眉，子事父母之

饰。”《礼记·丧大记》“主人袒，说髦”下，孔颖达疏:“髦，幼时剪发为之，至年长则垂著两边，明人子事亲

恒有孺子之义也。若父死说左髦，母死说右髦。二亲并死则并说之。”诸侯礼，小敛即脱髦。士礼，稍迟

至殡礼才脱髦。《礼记·内则》: “子事父母，……，緫、拂髦。”可见所谓“髦”者，实乃人出生时所具毛

发———直接来自父母之身，与父母血脉一体，至生三月剪发之时修成左右两条羁或角之状，且一直留存

至父母逝世而行小敛或殡礼之时。《礼记·玉藻》“亲没不髦”，正此之谓也。双亲并死，孝子不再事亲，

即“去为子之饰”的髦。总之，髦是年幼的孑遗，是人子与双亲血肉相连的象征。亲在则存，亲殁则去，

已暗示为人子者必以“年幼”示人，做到“顺父母幼小之心”，表达“事亲恒有孺子之义”。可以说尽父母

一生，孝子无论年长年幼，在礼制上都是“永远的幼儿”。

二、“沉郁的婴啼”

为人子者双亲在是“永远的幼儿”，双亲殁则脱髦穿素，是否意味着立即“长大成人”?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古人相信人与宇宙运行相依相存，喜怒哀乐情感的转移与春夏秋冬季节的嬗

替一样，是一个缓慢进展的过程。孔子谈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论语·学而》) ，父死三年，

孝子仍然生活于父亲的笼荫之下，为人子的身份在礼制上并未彻底摈除。所以在亲殁之后的行丧葬祭

祀礼阶段，为人子者的“脱幼”也需要一个过程。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有两点: 一是哭仪，二是称谓。

曾申问曾子为人子者哭父母是否有固定之声，曾子答道: “中路婴儿失其父母，何常声之有?”( 《礼

记·杂记下》) 曾子把孝子哭父母等同于迷路婴儿寻找父母，情至而恸，并无固定的声音规定。郑玄注:

“言其若小儿亡母之啼号，安得常声乎?”成人刚丧父母，哭声如婴儿已暗示礼制意义上孝子尚未真正

“脱幼”。不过虽无常声，并不意味孝子哭亲可随意为之。《仪礼·既夕》:“主人啼，兄弟哭。”主人即作

丧主的孝子，血缘最亲，情感也明显浓烈于关系较为疏远的兄弟，故其哭为啼。《礼记·丧大记》:“主人

啼，兄弟哭，妇人哭踊。”踊以节哀，情感有节奏，表明哀痛低于啼哭。郑玄注: “悲哀有深浅也。若婴儿

中路失母，能勿啼乎?”贾公彦疏:“亲始死，孝子哀痛呜咽，不能哭，如婴儿失母，故啼也。”《礼记·檀弓

上》云孝子送丧下葬的心情是“其往也如慕”，郑玄也注之云“慕谓小儿随父母啼呼”。父母入葬，永世不

见，孝子哭之如婴孩失母，很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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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者，即《孝子传》所载老莱子“僵仆为婴儿之啼”也。典籍中婴儿的哭声多作“啼”，如《吕氏春

秋·察今》“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①。《说文·口部》“啼”作“嗁”，段玉裁注:“痛在内，

哀形于外，此嗁与哭之别也。”②婴儿失母，声音呜咽，表面哀容虽可能不明显，内心却痛至极点。《孝

经·丧亲章》:“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哀，礼无容，言不文。”唐玄宗注:“气竭而息，声不委曲。”邢昺疏:“言

孝子之丧亲，哭以气竭而止，不有余哀之声。”③宋李如圭曰: “主人啼者，发声则气绝而息，若往而不返

也。”④啼哭似气绝，音量可能不是很大。孝子啼时哀容与伤痛已至极点，且沉郁于内心不得发畅，使哭

声低沉绵长若断绝。清儒俞正燮云“哭于礼为哀之文”⑤，内心哀痛过甚，外在的仪文反而不是很重要。

杜佑《通典》卷一四○《哭节》亦载:“凡哭，斩衰若往而不返，齐衰若往而返，大功三曲而哀，小功、缌麻哀

容可。”⑥哭声与亲疏血缘存在对应关系，情感最深者效婴儿啼，稍浅者则哭有常声，至于来归而无血缘

关系的妇人更是通过踊以纹饰、节制哀情⑦。服丧者斩衰、齐衰、大功以至小功、缌麻，行丧之人随着亲

疏关系的递减，哭仪由沉郁变为顺畅，最后仅具哀容，不必有哭声。
“啼”与“哭”对文则异，散文可通。《礼记·丧大记》: “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郑玄

注:“承衾哭者，哀慕欲攀援。”孝子手奉盖尸之衾被而哭，完全是一副婴幼儿失去父母时表现出情感与

动作:“慕”者如舜五十而慕，老莱子七十而慕也; “攀援”者，如《礼记·曲礼上》“童子……长者与之提

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负，剑，辟咡诏之，则掩口而对”。童子与长者为礼，长者牵，则双手握长者之

手，长者背或斜抱，与之谈话，则应倾者头掩住嘴回答，亲昵之态非常明显。欲攀援至逝世之亲身上，孝

子似又“返回”至年幼时代。《礼记·问丧》: “亲始死，鸡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鸡斯者，笄 也。

亲始死，先去冠脱屦，再去笄 ，仅留括发。这一系列动作，完全是逆冠礼而行。以去掉冠礼加诸人表示

成年的礼义，进一步暗示因亲逝世沉痛的突然降临，促使孝子在礼仪与情感上均“返老还童”。身无礼

仪纹饰，双手抚心而哭，完全是反文就质、反末就本。《礼记·礼器》: “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

也。”孔颖达疏:“反本，谓反其本性。”《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

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唐长孺先生曾据哭仪的不同，推测南北朝时南北方学风的差异。哭仪事

小，实关乎学术风俗之大⑧。比如《颜氏家训·风操》: “江南丧哭时有哀诉之言耳，山东重丧则唯呼苍

天。”可见其时北朝可能延续更古之风。父母为人本所在，孝子处丧亲之时，情感与动作突然返回至“慕

父母”婴幼状态，符合常情。

无论是“主人啼”还是“哭尸于室”，均在小敛或殡礼之前。某种意义上，孝子对亲的逝世，尚未完全

接受。《礼记·丧大记》载亲始死，孝子去掉床，让亡亲躺在地上，接受地气而复生，郑玄解释道: “人始

生在地，庶其生气反。”这是孝子挽救亡亲生命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行复礼。《礼记·丧大记》:“唯哭先

复。复而后行死事。”郑玄注:“气绝则哭，哭而复，复而不苏，可以为死事。”很明显，复与死事存在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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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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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 393 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 61 页上。
《孝经注疏》卷九，金良年整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版，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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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燮:《哭为礼仪说》，《俞正燮全集》第 1 册《癸巳类稿》卷一三，合肥，黄山书社，2005 年版，第 645 页。
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 3577 页。
孝子之能踊，在始自“君使人吊”，在自之前所行各礼，哭随悲而发，不加节制，无有数量的规定。自从君使人来

吊唁之后，丧主才开始遵从君命，遵照礼制以节哀顺变。见杨华: 《辟踊礼综考》，《新出简帛与礼制研究》，台北，台湾古

籍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版，第 261 页。
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 345 页。



关系。复礼是治病术，目的在祈望死者复生①。孝子内心深处尚未接受亲人死亡的事实，只有在复礼失

败后，才不得已承认现实而开始行丧礼。《礼记·问丧》:“孝子亲死，悲哀志懑，故匍匐而哭之，若将复

生然。”正因孝子内心尚期望亲人复生而返回，故其匍匐啼哭如中路婴儿失母。

孝子在丧期之内或者祭祀之时，面对先祖双亲，无论成年与否，均要以“年幼”的面貌出现。这与双

亲在时，不称老不拄杖，并无两样。不过也应看到，丧期三年，孝子有一个逐渐“脱幼”的过程。换言之，

随着丧事的逐渐由凶转吉，孝子的哭仪也在随时变化。《仪礼·士丧礼》与《既夕》《士虞礼》对此过程有

详细的记载: 如亲始死时“主人啼”; 复礼后有人来吊唁，则“主人哭拜，稽颡，成踊”，已可用“踊”节哀; 奠

后“乃代哭”，防止孝子哭哀过甚伤身，可用人轮流代替孝子哭; 行殡礼前孝子哀至则哭，无明确时间; 殡

礼后孝子“朝夕哭，不辟子卯”，哭的时间只规定在朝夕; 至于在葬后行完虞祭，终于可行“卒哭”礼，停止

朝夕哭。由此可见，哭仪随着丧事的进展，伴随的是哀痛逐渐的纾解②，若不随礼仪而变，必受讥评③。

亲逝不久，孝子在称谓上同样保持“年幼色彩”。《春秋》僖公九年，宋桓公死而未葬，宋襄公会盟诸

侯，经文称其为“宋子”。《左传》释道: “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杜预注: “在丧，未葬也。小童

者，童蒙幼稚之称。子者，继父之辞。”④有称子者则必有为父者。丧期内自天子至公侯，均以未成年之

子称呼自己。宋襄公被称为“宋子”，表明丧期之内，襄公虽已即位为王，但礼制上仍处于桓公的笼荫之

下，仍有“为人子之道”。同年冬天，晋国大臣杀了已嗣位的奚齐，《春秋》载“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奚齐虽受命即位，但晋献公未葬，奚齐未能最终成为君，故经文称其为“君之子”，同样可见丧期之内即

位者还有为子之道。新君虽嗣位，若未过旧君丧期，同样不能成之为君。由“父子”而“君臣”，父子间完

成承班继位并不意味君臣间的承班继位也同时完成。这由《春秋》“未成君卒”的子般、子赤、子野虽已

即位，但丧期内因政治动乱而被弑，犹称子可供证明。未能最终成为君，就只能回归到子的身份。

与“小童”类似，天子服丧或祭祀尚有“冲人”“冲子”“小子”之称。《尚书·盘庚下》:“肆予冲人，非

废厥谋。”伪孔传:“冲，童。童人，谦也。”孔颖达疏:“冲、童音相近，皆是幼小之名。子称童人，言己幼小

无知，故为谦也。”学者认为殷商时，上帝既是至上神，又是祖先宗神，帝与祖先神具有血缘关系。⑤ 盘庚

祭祷上帝自称“冲人”，以年幼之道事上帝，犹如子在亲前不称老。《论语·尧曰》载商汤祭祷“皇皇后

帝”，自称“予小子履”，表现出明显的为天之子者的“卑退之情”。《尚书·金縢》: “唯予冲人弗及知。”

成王自谦为“冲人”，以自己的年幼无知来“衬托”周公的忠勤。《礼记·曲礼下》: “天子未除丧曰予小

子。”这与《尚书·顾命》康王即位时自称“眇眇予末小子”，也能相印。《诗经·周颂·闵予小子》: “闵

予小子，遭家不造。”郑玄笺:“成王免丧，始朝于庙而作此诗也。”成王朝庙祭祖，犹亲在面见问安，自称

“小子”也与“亲前不称老”同理。至于《尚书·金縢》记载周公祭祷也自称“予小子”，可见周公践祚摄

政用了天子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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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版，第 20 页。



为人子者地位虽高如天子，丧期之内都得以小童、小子等自称，直到丧期的结束，才能最终摆脱“年

幼”，恢复常态; 但只要参与祭祀，再次面对先祖或上帝，还得表现谦卑幼弱之态。卑弱的幼称与沉郁的

婴啼一道，说明了为人子者在亲殁丧期内，因追慕双亲的情感尚在，还保留了“不称老”的礼俗。

三、“无声的交替”

家国之内，礼俗规定为人子者不称老、示幼于双亲，似有让“年轻”父亲眉寿无疆而“长久在位”的心

理存焉。但现实中，“眉寿无疆”似不可能。亲逝后，孝子必得面对代际交替问题。在此幽微之际，为人

子者“示幼”之心真诚与否，对权力的交接，定会造成影响。杨华先生通过对“三年之丧”的研究，指出商

周礼制中三年丧期是新旧君主在权力交接期，新君为控制政局而采取的策略。新君一方面以丧主的身

份主持丧仪，显示继嗣地位; 同时又大行帝王之术，表面做出谅暗不言，委政于冢宰，实际却操纵政局，一

旦时机成熟，便君临万方①。杨先生从权力交接角度思考“谅暗不言”，非常具有启发性，前述奚齐、子

般、子野故事，已证明丧礼与权力合法性密切相关。但完全等之为“策略”，甚至权术，似又矫枉过正。

亲在不称老，亲死主人啼，以至三年谅暗，孝子内心自有“诚至发中”的感情存在。即孝子虽在丧期

内有个“脱幼”过程，以实现父子之间的代际交替，但礼制上的脱幼未能完全脱离情感上对父母的依恋。

孝子的依恋之情，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平复。易言之，贤圣制礼作乐之初，非凭空创造，实根基于人的自然

性情。

《孟子·尽心上》:“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年幼之人思慕父母、爱其双亲，在孟子看来是不学

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与良能。孝子于亲前不称老，也因其依恋父母的童心未有改变。《孟子·万章

上》亦曰:“人少则慕父母，……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舜虽有瞽父、妒母、恶

兄，因具有一颗孺子之心，故年至五十仍思慕不改，“诚至发中”而使大孝流行于世。老莱子、胡广、伯俞

等的别样之孝并非仅是外在行为，而是根基于浓烈的婴幼儿依恋父母之情。舜与老莱子一样，因孝亲而

成了一个“年老的幼儿”。

《仪礼·既夕》:“非丧事不言。”孝子为丧主，除与丧事有关的事情外，不应多有言语。郑玄注: “不

忘所以为亲。”亲方逝，孝子若多言，则有忘亲之嫌。“不言”是孝子内心追慕父母的外在礼制反映。《论

语·阳货》载孔子与弟子宰我讨论“三年之丧”，孔子对宰我认为三年之丧太久，很是不满。

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

爱于其父母乎?

在孔子看来，行三年之丧与否，在于自己内心是否“安”。而之所以要行三年之丧，更在于自己刚生之婴

幼时期，父母抱之三年，父母逝世，孝子理应服丧三年以报答这伟大的恩德。“三年之丧”是有深切的情

感与事实基础的。所谓“爱于其父母”，难道不是婴幼儿慕其父母吗? 亲逝之时，啼哭如婴儿，自称小

童、小子，孺慕父母，实又回到婴幼时代。亲前不称老、亲死主人啼与“谅暗三年”，实际上是一脉相承

的。在亲前，孝子要保持言语上的节制，永葆孺子爱慕父母之心，不称老以祈望双亲眉寿至永; 而父母遽

然永逝，则内心情感的不可接受而难以突然转变。孝子丧期内不言或少言，典籍记载并不少见:

三年之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 《礼记·杂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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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衰唯而不对，齐衰对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议，小功、缌麻议而不及乐。此哀之发于言语者

也。( 《礼记·间传》)

既葬，与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国事; 士大夫言公事，不言家事。( 《礼记·丧大记》)

哀情积郁于心，言语必不畅顺，故用不言或少言之礼以节之。《礼记·曲礼上》:“见父之执……不问不

敢对，此孝子之行也。”父在父殁，为人子均有一定的禁声限制。此种禁声，在政治环境复杂时，可用之

于权谋，甚至被发展为君人南面术，但其根源还在于依恋父母之情。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昔者君老》载:“君卒，太子乃无闻无听，不问不令。唯哀悲是思，唯邦之大

务是敬。”( 简 4) ①尚称“太子”，说明此时尚未即位，有为子之道。正如杨华先生所言，新君为获得政统

的合法性，都将先君的丧葬仪式与新君的即位仪式交织在一起举行②。太子虽“无闻无听，不问不令”，

沉浸在哀思之中，但必即位为君，这就形成了一个“无声的”代际交替。

通常情况下，父子之间的代际交替，并不都因政治环境的诡异，有殷高宗、楚庄王式“三年谅暗”般

神奇。孝子的身份在代际交替仪式中，由宾( 子道) 逐渐转变为主( 父道) ，亡亲则由主( 父道) 逐渐转变

为宾( 祖道) ③。孝子根据丧主地位，逐渐取得父祖留下的一切政治、经济、宗教权力，由血缘上的代际交

替，最终完成政治上的承班继位。此中最关键礼仪，即是有“脱髦”之举的殡礼。

《仪礼·士丧礼》:“主人奉尸敛于棺。”郑注:“棺在肂中，敛尸焉，所谓殡也。”殡礼乃大殓之后，纳尸

在棺，并置棺于西阶所掘坎中之礼。《礼记·檀弓上》:“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 殷人殡于两

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 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所言夏商制度是否符合事实，史料缺乏，未

能断定。至于周代宾于西阶，则属礼仪常制。《礼记·杂记》:“至于庙门，不毁墙。”郑玄注:

凡柩自外来者，正棺于两楹之间，尸亦侇之于此，皆因殡焉。异者柩入自阙，升自西阶，尸

入自门，升自阼阶。其殡必于两楹之间者，以其死不于室，而自外来，留之于中，不忍远也。

据郑玄之说，若未死于室，而是死于外，运柩归，殡在两楹之间。“留之于中，不忍远也”，即孝子不忍置

棺于西阶，以远至亲。殡的位置生动反映了生者对于死者的情感与态度。《公羊传》定公元年: “癸亥，

公之丧至自乾侯，正棺于两楹之间，然后即位。”鲁昭公死于乾侯，其棺停在两楹之间，与郑注相合。《淮

南子·要略》:“殡文王于两楹之间。”④此时商未灭，周初又多承商制，殡文王于两楹之间，或为殷商殡礼

遗制。

就周人殡于西阶来说，乃“远之”的结果。且通过“远之”的礼制，逐渐完成代际交替。《礼记·坊

记》:“丧礼每加以远，浴于中霤，饭于牖下，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殡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远

也。”从浴到葬，从中霤到墓，举行的地点，由内到外，愈来愈远。大殓于阼阶，属主位，殡已到西阶，属客

位。《仪礼·既夕》:“大敛于阼。”郑注:“未忍便离主人之位也。主人奉尸敛于棺，则西阶上宾之。”周人

殡棺于西阶，即以“宾道”待已逝之父祖。《礼记·檀弓上》: “周人殡于西阶之上，犹宾之也。”《礼记·

杂记》:“父母而宾客之，所以为哀也。”《说文·歺部》: “死在棺，将迁葬柩，宾遇之。”⑤《释名·释丧

制》:“于西壁下涂之曰殡。殡，宾也。宾客遇之，言稍远也。”⑥这些可以清楚地看出殡死者于西阶，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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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为宾客之意。著名礼学专家沈文倬说:“嗣子继为主人，亡亲处于宾位，与又祭的宾尸正相连贯，都

是‘父母而宾客之’的意思。”①

殡礼的地点，已表现出孝子以亡亲为宾的意思，完成代际交替的意义存焉。实质上，殡礼举行前后

及伴随殡礼举行的各项礼仪，同样能体现死者由主变为宾，死者之子由子变为主的礼意。

第一，自外归，柩升自西阶，尸升自阼阶。上引《杂记》郑注云“柩入自阙，升自西阶，尸入自门，升自

阼阶”。运柩归，表明已殡敛，升自西阶; 运尸归，则是为未殡之前，升自阼阶。柩升自西阶，则为宾; 尸

升自阼阶，则为主。归柩与归尸的不同，仅因中有殡礼此项仪节，宾主之分却非常明白。

第二，父死，子刚生，或子生才三日，孝子升自西阶。此均为未殡前之礼。《礼记·曾子问》: “曾子

问:‘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从摄主，北面于西阶南。大祝裨冕，执束帛，升自西

阶，尽等，不升堂。”子生三日，《曾子问》亦云“子升自西阶”。子升自西阶，则主人虽死，礼仪上仍然

为主。

第三，亲始死之日，子所处之为均在西阶下。《仪礼·士丧礼》载，士级贵族始死之日，孝子虽被称

之为“主人”，但命“赴于君”时，位于西阶东，南面之位; 君派使者来襚及拜宾送宾之时，君“即位于西阶

下”。郑玄注:“即位于西阶下，未忍在主人之位也。”故始死之日，孝子虽有主人之名，却无主人之实。

始亡之亲仍然为家族之主，代际交替尚未开始。

第四，大殓于阼阶，殡于西阶。大殓在殡之前，地点位于阼阶，则死者仍然为主。殡是在西阶，死者

已为宾。

第五，奔亲丧，子升自西阶，行礼后即主人位。《礼记·奔丧》:“奔亲丧至于家，入门左，升自西阶。”

《聘礼》载外出使者家有丧，“归，执圭复明于殡，升自西阶，不升堂。”此等均是殡礼后之事，但因属奔丧，

孝子未亲与殡礼，故仍以亡亲为主，自己升自西阶为宾。《奔丧》又云: “殡东，西面坐，哭尽哀。括发、

袒，降，堂东即位，西乡哭，成踊。袭绖于序东，绞带，反位，拜宾成踊。送宾，反位。”奔丧孝子，通过哭、

括发、袒等礼仪动作，可“堂东即位，西乡哭”。堂东之位即主人之位; 西乡哭，即主人哭位面向。通过一

成套的礼仪，子从宾到主的变化过程清晰可见。反之，亡亲由主到宾的过程亦可得而知。

第六，殡后，嗣子为丧主，即位为君。《白虎通·爵》:“王者既殡而即继体之位何? 缘臣民之心不可

一日无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见，则后君继体矣。”②殡礼使先君暂时掩埋在西阶上，而“不可得见”，新君

才能即位。《尚书·顾命》载成王殡后，康王即位之事:

越七日癸酉，……王麻冕黼裳，由宾阶阝齐。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承介

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阝齐。太史秉书，由宾阶阝齐，御王册命。

成王乙丑崩，癸酉为死之九日。郑玄以为大夫以上，殡、殓皆以来日数，天子七日殡加上死日为八

日，殡之明日顾命，故为九日。顾命之时，康王由宾阶升。伪孔传:“用西阶升，不敢当主。”太保、上宗由

阼阶升。伪孔传:“用阼阶升，由便不嫌。”此处升阶之法，伪孔传区分甚为明白: 康王为不敢，太保为方

便。顾命之时，康王立在西阶少东之处，太史东面于殡，西南而读策书，以命康王即位。通过此项仪节，

表明太史实是承成王之遗意，命康王即位。继承王位者，于丧事为丧主。康王由宾阶升，立在殡少东处，

这与《曾子问》“升，奠币于殡东几上，哭降”，及郑注“几筵于殡东，明继体也”具有相同含义。殡后即位，

是主宾地位递变的关键处。子升自西阶为宾，受命后为丧主。亡亲由殡礼及授命之仪，卸下主人之位、

·37·

孺慕之孝: 上古中国礼俗中的“亲前不称老”与代际交替

①

②

沈文倬:《又祭的宾尸与不宾尸》，《菿暗文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 371 页。
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版，第 35 页。



祖宗之重，安处于西阶宾位。自此以后，亡亲为神为宾，已成不可改变之势。殡礼使代际交替仪式最终

完成。

第七，停殡期间，朝夕哭之位，丧主及众兄弟均在东方。《礼记·丧大记》: “朝夕哭，丈夫即位于门

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宾继之，北上。若其门内位，主人堂下直东序西面。兄弟皆即位，

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西面北上，表明位在东方。外兄弟继之，亦在东方。处在东方之位，哭西

方之殡棺，人神之际，主宾之分，亦可明白。

第八，殡于祖庙所在之地。《逸周书·作洛》:“武王既归，成岁十二月崩镐，肂予岐周。”武王崩在镐

京，殡于岐周。岐为古公亶父迁居之地，乃祖庙所在之处。殡于此即有朝祖之意。同样，《左传》僖公三

十二年，晋文公死于绛，而殡于曲沃。曲沃亦乃文公祖庙所在之处。《左传》昭公九年，“晋荀盈如齐逆

女，还，六月卒于戏阳，殡于绛。”此时晋已迁都于新田五十年余，荀盈不殡于新田，而殡于绛，亦因绛有

其祖庙之故。同样的例子还见《左传》哀公十一年，大叔殡于陨。胡新生先生曾注意到此种“卒于甲地，

殡于乙地，葬于丙地”的丧葬礼俗，并据以驳斥《礼记·檀弓》“殷朝而殡于祖，周朝而遂葬”，无疑具有一

定的正确性。但是，据“殡于岐周”、“殡于曲沃”、“殡于绛”，仅能确定殡在始祖庙所在之地，至于是否殡

在始祖之庙，难以断定。若殡在始祖之庙，很难以解释葬前一日的启殡朝祖之仪。殡于祖庙所在之地，

及葬前启殡朝祖，均是以刚丧之亲见早亡之先祖。《仪礼·既夕》载朝祖庙礼，祝、軸、重，及棺柩均“升

自西阶”，已亡之亲相对祖庙中更早先祖来说，仍为宾。这让人很容易地想到，殷墟王宾卜辞中的“先王

宾于更早先王”的例子( 详细讨论见下文) 。虽前属于丧葬，后属祭祀，一为凶礼，一为吉礼，但在表达礼

意方面，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即殡于祖庙之地，朝于祖庙，体现出更早的先祖以刚丧之亲为宾之意。殡于

岐、曲沃等，乃是便于先祖接纳亡亲神灵，让其更易进入先祖的神权体系。

如上所论，殡礼是亲子之间，生死之际，主宾地位变换的关键礼仪。殡礼之后，子变为丧主，主持亡

亲丧事，继承亡亲之位，传亡亲之重，而亡亲则被丧主以宾礼相待于宾阶之上。而且不应该忘记的是，主

人脱髦以及婴啼，均发生在殡礼前后。这导致父子之间权力上的代际交替，与血脉相连最后象征的解

脱，几乎同时或稍后完成。殡礼后，亡亲已在礼制上变为宾，孝子在礼制上变为主而最终“长大成人”。

自此以后，双亲作为神灵进入天庭，孝子则取得宗庙与家族中的“主人”身份，与亡亲已有天壤之隔、人

神之分。除非岁时祭祀，孝子哭不再用“啼”，言不再称“小童”，头无髦，身无纯彩，从而成为一家之主，

甚至一国之君，代际交替在礼制上最终完成。

四、结 语

双亲在世，孝子是“永远的幼儿”，在言语、衣着与行为上，均存留“年幼”的痕迹，以反衬父母未曾衰

老而眉寿永久; 双亲逝后，在哭仪、称谓上效仿婴儿态，追慕父母永逝而沉痛难再，这些均保证孝的真诚。

孝子丧亲如“婴儿失母”“哀慕欲攀援”，不言或少言以行“三年之丧”，实质上也是在模拟或重现“子生

三年”的情况。

亲逝后，孝子还必须面对代际交替问题。殡礼是三年丧期内，父子权力交替的关键礼仪。脱髦以及

婴啼，发生在殡礼前后，父子之间的代际交替，与血脉相连最后象征的解脱，几乎同时完成。殡礼完成父

子间的承班继位，是礼制上孝子“长大成人”的最重要一步。换言之，亲在之时，孝子以幼示亲，未尝没

有把承班继位往后推，以慰亲心安的心理存在。父子之间以子的“幼弱”，反衬了父亲的尊长。孔子于

父母的年龄，虽认为不可不知，但“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论语·里仁篇》) ，多少揭示出其中的心理幽微。

·47·

孔子研究 2015 年第 4 期



真挚情感的存在，一方面需要外在礼制与之配合，另一方面又常能超越礼制。《礼记·坊记》: “升

自客阶，受吊于宾位，教民追孝也。”葬后尚且“不忍”主位，只受吊于宾位，更遑论葬前与生前! 宋儒吕

大临认为，为人子者不称老是“极子之慕，而不忍忘”，是“爱亲之至”①。葬后反哭，因情感上的“不忍即

父位”，孝子不升阼阶，而受吊于宾位，表达谦卑退让之意。礼制上虽完成了交替，情感上明显滞后一

步。为人子者的“不忍”之心，甚至表现在不行即位礼上。《春秋》庄、閔、僖三公均未书“即位”，《穀梁

传》解释道“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不忍即位也”，《公羊传》所说与之不远，且得到孔颖达、朱熹、顾栋高

等经学大家的赞从②。权力的合法性来自礼制，礼制的根基又在于内心情感。亲逝之际，局势幽微，需

要礼制保证代际交替程序顺利进行。但若程序的进行无内在情感为基础，或坠堕为权术谋略，则所得权

力不牢固而可能被褫夺。汉昌邑王刘贺虽“典丧，服斩衰”，而因“亡悲哀之心”被废，就是最好例证。可

以说，亲前不称老，亲逝婴儿啼，自称小童，以致三年谅暗等，都是为人子者以婴幼般的内在感情作基础，

表达的别样孺慕之心。

查昌国先生指出，孝在西周是重要的政治权力，为君德、宗德，而非后代的子德。“孝子”在其时是

表示政治地位的称谓，而非后代敬养父母优异者的美称。孝不仅不尊父，反而因敬祖重宗而压抑父权。

孝变为“善养父母”，由崇祖变为尊父，由重宗族变为重家族，是春秋后之事，而其中发挥最重要作用者

属孔子。

孝由君德、宗德变为子德确实是一次历史性巨变。孔子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用尊父来抑制尊祖敬宗，

用弘扬家族来贬抑宗族，并非在制度上有何贡献———相反因“吾从周”显得更为保守，而是把人从代代

相传的宗法制度下超越出来，从“心安”的角度重新审视宗周礼制。

为人子者无内在之情而仅有外在之礼，不足以称孝。“孝”作为子德得到发扬，最终成为中国最重

要的道德伦理，根基于儒家学派对为人子者追慕、依恋父母之情的揭示。“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也”，婴

幼之人拥有的子德，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更少外在的礼仪文饰，表现得最为诚挚。所谓“大孝之

人”，是终身维持婴幼般情慕父母之人。正因如此，古人对孝道的推扬，有意无意地走上了“返老还童”

之路。五十岁的舜慕其双亲，七十岁的老莱子扮演各式各样的婴幼行为动作，戏彩娱亲，八十岁的胡广

不称老，应该说都是基于此种心理。生理年龄之老与言行举止之“幼”，构成的戏剧性冲突，由子道孝亲

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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