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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是美国人的一个重要节日———
感恩节。据资料记载，感恩节始
自1621年，1941年美国政府以法
令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原是庆祝
丰收、感谢上帝的恩赐，加强白
人与印第安人的和睦关系。之所
以想起这个洋节，是因为近年来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科技高度发
达，信息化推进了社会发展同时
也加剧了西风东渐的步伐。

其实细一琢磨，这些洋节只
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点缀和
商家促销的一种手段，圣诞节、
情人节、母亲节等洋节倒是帮商
场、酒店、餐厅赚了个盆满钵满。
当代社会不能说是世风日下至
少也是道德滑坡、诚信失缺、信
任危机，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而
精神追求却越来越迷失、感恩之
心越来越缺失。所以，面对金钱
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大环境，
我们更应该好好过一过洋人的

“感恩节”，使一年中至少有一天
可以提醒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心
存感恩——— 常怀感恩之心，常思
感恩之情，常做感恩之事。

虽然朗朗乾坤还有邪恶、不
公、贫困，虽然漫漫岁月还有生
活不幸、情感坎坷、工作艰辛、仕
途无奈……但一个人从呱呱坠
地到长大成人，从牙牙学语到出
口成章，从懵懂无知到日渐成
熟，无不沉浸在恩惠的海洋，无
不沐浴着大自然赋予生命的一
切恩泽，无不承受着来自亲情来
自社会的各种形式的慷慨赠
予……翻开五千多年的中华民
族文化史就会发现，中华民族更

是一个最富感情、最崇尚感恩的
民族。“投桃报李”、“衔环结草”、

“乌鸦反哺”、“羊羔跪乳”、“滴水
之恩，涌泉相报”等经典故事，无
不充满感恩的思想、昭示感恩的
行动。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知恩
图报，君子之风。感恩是力量之
源、爱心之根、勇气之本；感恩父
母，是父母给我们提供了走进这
个世界并成长自我的机会；感
恩老师，是老师给我们奠定了
读懂这个世界并成才自我的基
础；感恩组织，是组织给我们搭
建了融入这个世界并成就自我
的平台；感恩对手，是对手给了
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和再
次拼搏的勇气，使我们没有在
不断较量中甘拜下风；感恩逆
境，是逆境给了我们一面真正
认清朋友的镜子和战胜磨难的
毅力，使我们没有在不知不觉
中消沉下去；感恩给我磨难让
我成长、给我营养赐我力量、给
我希望伴我前行的一切一切。当
然，最应该感恩的还是我们伟大
的党，因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使我们远离战乱、享
受和谐盛世，远离贫穷、奔向富
裕小康，远离迷惘，共建精神家
园，中国人民“两个一百年”的奋
斗目标前景可期，我们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

感恩是一种美德、一种责
任、一种动力，更是一份美好的
感情、一种宝贵的人生态度。一
个懂得感恩的人是最幸福的；一

个懂得感恩并知恩图报的人是
最富有的；一个常怀感恩之心的
人，生命会时刻输入活力，无论
其身处顺境还是遭遇逆境，都能
积极面对并源源不断地生发出
奋力前行的精神力量；无论其能
力大小或是职务高低，都会毫不
犹豫地伸出温暖之手帮助需要
帮助的人。正是有了感恩之情，
我们才会用宽阔的胸襟包容生
活，我们的生命才会得到滋润并
时时闪烁纯净的光芒。

肯尼迪讲：“不要问国家为
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
什么”；诗人说，“为什么我的眼
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
爱得深沉”。从来到这个世界的
那天起，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事
情不能不做，但有的事情必须抓
紧去做不能等待，这就是感恩，
就是要把感恩之心及时有效地
化作使命之行，在祖国需要时义
不容辞、敢于担当；在人民危难
时义无反顾、勇于献身。无论何
时，都要感恩父母的养育、师长
的教诲、组织的关怀、同事的帮
助以及大自然的福佑；无论何
地，都能笑傲狂风暴雨，笑迎绚
丽彩虹，面对倒地的老人轻轻扶
起，面对弱势的群体出手相助，
在漫长岁月的季节里拈起生命
的美丽并不断丰富新的内涵、诠
释新的含义，收获别样的人生。

忘本之心不可有，感恩之心
不可无。“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
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
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
样会珍惜。”

(据求是网)

感谢生命中所有的赠予
时光如水，我们无法阻止岁月

的脚步，很多人，逐渐淡出了我们
的视线，懂得了什么叫过客，很多
事，已经不再属于我们的精彩，知
道了这就叫过往。旅途匆匆，也许
会留下很多眷恋，几多不舍，我们
会感慨风雨历程的艰辛，怀念一路
同行的感动，但那终究只是我们停
留的一个驿站，只能感激，而不能
驻留，只可剪影，而不能苛求。

岁月荏苒，走不回的是从前，
我们不再有童年时代的烂漫，取
而代之的是生活奔波和情感，生
活中会遇到千难万难，但挫折就
是对灵魂的考验，而支持我们前
行的就是对美好生活的执念，我
们热爱生活，感恩生活，成长的轨
迹给了我们更多的感悟和启迪，
让我们懂得，有些旅途，只适合一
个人的孤独；有些风景，能治愈一
颗心的憔悴。路不在于走多久，只
有经历过繁华与苍凉，才能慢慢
地静默与成熟。

可生命里总会有一些往事纠
结在心口，虽然无奈，但必须面对
和接受，也许我们做不到很洒脱，
忘记一切。其实很多东西没有必
要刻意去淡忘，随着时光的流逝，
会自己走出我们的世界，只能留
下点滴的印痕，而这点滴印痕也
会成为经年后的感激，没有放下，

就没有拾起。
人生最痛苦的就是拿不起放

不下，不属于自己的快乐，及时放
手也许是一种解脱，生活中没有
谁对谁错，只有适不适合。当发现
很多已经改变，更要面对的是事
实，如果岁月还很年轻，那么不要
抓住不属于自己的不放，时光的
岔路口，也许幸福正在等你呢，人
生路每个人都是一个主题，更不
要把自己的思维融入烦恼，对自
己进行折磨。

不去抱怨生活，不去埋怨上
天对谁的不公，幸福都是自己创
造的，快乐都是自己争取的，人生
路没有人捆绑着谁前行，都是我
们束缚了自己，把幸福变成了一
种寄托，我们总是以自己的方式
去要求别人，而不会回过头来反
思自己，我们总想到别人应该对
自己如何，而忽略了自己首先要
如何做。

对于情感，不可缺少，没有情
感的日子，就像雨中没有伞，必须
要承受悲凉和淋湿后的孤单，没
有情感的生活，就像迷雾中的一
叶小舟，看不清方向，找不到栖息
的港湾，爱是生存前进的动力，爱
是风雨同舟的那份暖，爱是山高
水长的感言，爱是地久天长的不
变，珍惜陪伴我们的每一份情感，

让人生旅程不再孤单。
生命中，总有些人，来了，去

了，诉说着岁月的情分。总有一些
情，远了，近了，显示着情感的波
动。总有一些事，哭了，笑了，昭示
着人生的艰辛。去了远了不必伤
心，来了近了不必高兴，哭过后打
起精神，笑过后收起欢心，经营好
自己的人生，让生活多一些甜蜜
的温馨。

风雨人生，谁又能没有坎坷，
漫漫长路，谁又没有失落过，坦然
面对生命中的每一次蜕变，每一
段经历都是一次历练，每一程风
雨都是收获，它让我们学会了坚
强，学会该如何爱生活，经历让我
们更懂得如何去感恩，感恩每一
个带给我们快乐的人，感恩每一
个路过生命的过客，不为他求，只
因你们来过……

生命中，每一段经历注定珍
贵，它必将令你忆起智慧，走一步
有一步的精彩，停一步有停一步
的风景，生命的丰盈在于心的慈
悲，生活的美好缘于一颗平常心。
只要心中怀着美好，哪里的风景
都是倾心的。静静地把时光捧在
手心，记载岁月走过残留下的痕
迹，本着对生命的尊重，感谢生命
中所有的赠予，不必雕琢，踏踏实
实做事，简简单单做人！ (宗禾)

感恩节前，堂弟阿昌从海
南打电话来，托我买份像样的
礼物，帮他给叔婶送去，并说花
多少钱都没关系，只要东西叔
婶喜欢就行。我问阿昌：“叔婶
很想你，你怎么不亲自回来一
趟？”他说自己在海南的事业太
忙，实在抽不出时间回来，一切
就拜托我了。

这些年，阿昌在海南打拼，
事业如日中天，但是却很少回
家看望父母。每逢重要的节日
或叔婶的生日，阿昌不是寄钱
回来，就是托我为叔婶买礼物。
每当我把那些价值不菲的礼物
送到叔婶面前，他们总是一脸
的失望，摇头叹息着说，钱和东
西都不缺，就是希望阿昌能常
回来看看他们。叔婶不止一次
地跟我抱怨，阿昌他怎么就那
么忙，忙到要两三年才回来看
他们一次？

叔婶只有阿昌一个孩子，阿
昌常年不在家，叔婶便成了空巢
老人，他们最大的心愿便是儿子
能常回家看看。阿昌在事业上虽
然很成功，但是对年迈的父母却
尽孝不够。常言道：父母在，不远
游，阿昌却游得太远了，远得让
父母一年四季都见不到一次。阿
昌也并非不孝，但却忘记了，尽
孝一定要亲自抽些时间来陪父
母，想必再忙的人也能挤出这点
时间来。只知道用物质来填补父
母生活寂寥的儿女，算不上真正
孝顺的子女。

记得上高中时，有一次，我
到班主任高老师家请教习题，
正遇见高老师给母亲洗脚。当
时，餐桌上还放着一个生日蛋
糕。我以为是高老师的母亲过
生日，但是一问才知，原来是高
老师过生日。我很诧异，问高老
师：“您过生日为何要给母亲洗
脚？”高老师回答说，儿的生日，
娘的苦日子。每年在自己生日
这天，他都会为母亲洗个脚，算
是一种感恩的方式。

我现在依然还能记得高老
师母亲那张充满幸福的笑脸。

高老师是个孝顺的人，堂
弟阿昌也常惦念着父母，但是
他没有高老师做得好。在堂弟
心里，或许觉得有些孝心是可
以用钱买来的，但这无疑是种
错误的想法。尽孝，近孝，人在
近处才能更好地行孝，即使不
能总陪在父母跟前，也应该抽
时间回来看望父母。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感恩
节，我想对普天下做儿女的人
说，若心中真有父母老人，那就
抽空回家看望老人吧！即使只
是几句嘘寒问暖的话，也能让
老人们感觉到来自儿女的爱与
关心。但如果只是以走过场的
形式来过感恩节，或总靠邮寄
金钱或东西来替代行孝，我看
这个过场不走也罢。

最有资格过感恩节的人，
是那些真正懂得感恩并如何行
孝的人。

(据《天津日报》)

懂得感恩

再过感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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