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鲍震培

去年有一则媒体报道，某先生带孩
子陪老父亲吃饭，孙子孙女们沉迷于玩
手机，冷落了爷爷，老人愤然摔盘离去，
此事被调侃成一流行语：世界上最遥远
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
玩手机。据说继“网瘾”之后，“手机依赖
症”已成为破坏亲情的第一杀手。在聚
会、家宴等场合玩手机，缺乏对近在咫
尺的人的尊重、珍惜。看到昔日的“爷爷
控”变成“手机控”，看重亲情的爷爷伤
不起，发脾气在所难免。联想到社会上
风靡的“啃老”、“拼爹”、“恨爹不成钢”
等现象，社会越发达、孝道越式微的担
忧，尽孝真的有那么难吗？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五千年前有
尧舜做出表率，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是首
倡孝道的第一人。孔子说：“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做
子女的一定要知道父母的年龄，一来为
他们健在而欢喜，二来也为他们日渐老
迈而忧虑。就孔子来说，他三岁时父亲
去世，17 岁时母亲也过世了，他并不曾
感受到父母年老时做子女的心情，却能
说出这样体悟深刻的话，实在是让人感
动。正因为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子女趁
父母在世要多行孝心，这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做人最起码的本
分。

行孝是人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为人
子女只要能够善体父母的辛劳、父母对
我们的关怀，我们对父母那份恭敬、那
份孝心，自然而然就会生出来。《论语》
上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
说父母在世时，子女不出远门；如果出
远门，必须让父母知道去了何处。俗话
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做子女的要常常想
到父母在为你担心，所以尽量不做让父
母担忧的事情，甚至做子女的要懂得保
养身体做到少生病，也是一种孝顺。《孝
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

伤，孝之始也。”晋朝范宣十岁时削竹手
破后大哭，村里人问他是否剧痛难忍，
范宣竟摇头答道：痛，有何难忍，我是因
毁伤父母所授身体才心感不安的 !小小
年龄的范宣尚能由伤指而念亲，实让那
些为人子而不知孝的成年人汗颜。唐朝
著名寒士诗人孟郊，因见慈母深夜缝衣
而发出“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叹
惋，谁能说像小草那样微小的孝心能够
报答春天般和煦温暖的伟大母爱呢？朱
自清的《背影》因为写出父爱的平凡而
伟大而思拳拳报答之心，所以感人至深
引起读者的共鸣。现代社会人才流动，
离开父母到异地求学或就职的人越来
越多；即使和父母同居一地，因工作节
奏加快，成年后和父母离多聚少，造成

“空巢老人”现象，所以做子女的更要体
察老人晚年的孤独寂寞，要常回家看
看，逢年过节尽量赶回家中和父母团
圆，让父母享受天伦之乐，绕膝之欢。

牛羊跪乳，乌鸦反哺，为人子者如
何来报答和感恩父母呢？儒家所讲的孝
道有三个层次：孝养、孝敬、孝志。孔子
讲：“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
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的最普遍
做法是能够奉养父母，连狗和马也能服
侍人，如果少了尊敬，人与动物有什么
区别呢？能养包括饮食起居的照顾，养
是孝的前提，不养即为不孝。现在很多
人实现了小康生活，孝养双亲并不成为
问题，而真正做到“孝敬”了吗？孔子说

“色难”，即对父母保持和悦的脸色是最
难的，如果我们只是养活父母而不尊敬
他们，就像前面说的“手机门”对老人的
感情是莫大的伤害，只有发自内心的爱
才会和颜悦色地面对父母。

如果说孝养是物质层面的孝，孝敬
是一般精神层面的孝，那么孝志是更深
精神层面的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
句话是矫情的愚孝，孔子反对愚孝，他
认为孝顺并不是绝对的，曾劝告曾子

“小棒受，大棒走”，否则是陷父于不义，

是更大的不孝。对于父母的缺点错误，
子女真诚的爱心显得更为重要。孔子
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
劳而不怨。”看到父母将会犯错，要温和
委婉地劝阻。看到自己的心意没有被接
受，仍然要恭敬地不触犯他们，内心忧
愁但是不去抱怨。庄子谈到孝爱，说“以
敬孝易，以爱孝难”。用恭敬来行孝容
易，用爱心来行孝难。现代佛学讲孝养
其身、孝养其心、孝养其志、孝养其慧，
全面阐释了传统文化中以孝为先的价
值观。孝养其身是在生活上赡养老人；
孝养其心是知道老人心里想的是什么，
从精神上关心给予满足；孝养其志是老
人有远大志向，自己没能实现，子女应
该承担过来实现他们的愿望；孝养其慧
是讲求委婉的方式方法，既能让老人欢
心又能纠正他们的错误观念。

现代尊老文化更注重精神需求，有
关方面发布的“新二十四孝”大力提倡
社会主义新风尚，其中有教会父母上网
这一条，对掌握现代科技、扩大人际交
流圈子、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确实有所帮
助。被网友称为“疯狂孝子”的 80 后北京
小伙樊蒙，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徒步旅
行，从北京出发一路走到西双版纳，为
妈妈圆了旅游梦，入选 2012 感动中国人
物。《泰囧》中的王宝以他卑微的方式实
现粉丝妈妈的心愿，本来狗血的桥段因
为真诚的孝心而感动了偶像。孝心无处
不在，扪心自问我们怎样报答父母的养
育之恩？能不能少陪老板一顿饭，多陪
老爸一杯酒；少上一次 QQ 聊天，多给妈
妈打一通电话；少上一次歌厅，多自己
带一次孩子；少玩一会儿游戏，多考一
次好分数；少一句冷漠的敷衍，多一句
热忱的关心；多陪老人检查一次身体，
少让老人为自己操一次心；少一点自
私，多一点付出……每一次小小的感动
拨动心弦最柔软的地方，是温馨的亲
情，而这亲情慰藉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
灵，带给我们幸福的感觉。

从“百善孝为先”说开去
[ ]身边的传统

不能拒绝爱心

□ 范淑玉

中午上班时，中户租房子的老大
爷突然急匆匆撵上了我，说问我两件
事，一件事是问我有没有钢锯，第二
件事是他前段时间去北京旅游时带
回了几瓶矿泉水，他不喝了想送给
我，问有没有什么忌讳。

照实说，老人很不错，不像别的
租房户住了很久都不打招呼，他刚来
就对我说了一句让人感到很亲切的
话———“咱是邻居”。“咱是邻居”短短
四个字让我彻底记住了老人，因而我
们相处得一直很好，平时遇有什么事
他也愿意问我，我总尽力而为。说实
话，对于第一件事，我毫不犹豫地答
应了，毕竟邻里之间抬头不见低头
见，谁都可能会遇上点急事、麻烦事，
尤其作为一个外地租房户，人生地不
熟，很多事情就不如我这个本地人好
办理。帮人就是帮自己。邻里之间礼
尚往来应值得提倡，俗话说远亲不如
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当年在乡下时，
每每母亲做了好吃的抑或邻居做了好
吃的，总用碗盛出一些来送给对方，虽
然东西不是很名贵，可着实让人感觉
很温馨。不像现在城里人回家就把门
一关，与世隔绝，所以乡下母亲来了几
次总吆喝住不惯。但话又说回来，邻里
之间交往不一定非得礼尚往来，要紧
的是有那份诚心。我知道如果说我有
什么忌讳的话，老人的心里定会留下
什么阴影，我笑笑说：“大伯，这有什么
忌讳的，我没那个讲究。”

见我没推辞，老人显得异常兴
奋，就在我折回储藏室翻箱倒柜给老
人找钢锯时，老人顺势把 6 瓶水放在
了我的客厅里，随后高高兴兴地拿着
钢锯走了。

景点上小摊贩的饮用水，我一直
不感冒，压根不打算喝，也懒得整理，
就放在那里上班去了。6 瓶水或许值
不了几个钱，但老人的爱心却让我不
能拒绝，尤其是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忌
讳时，我清楚，为了送这几瓶水他一
定费了很大心思，可能是还我前些时
日帮他修暖气的情，其实在我看来微
不足道的事情，老人一直想着，要不就
不会趁借钢锯的机会送我水。滴水之
恩当涌泉相报，说实话老人的行为让
我感到很温暖，一下午我都被这分爱
意温暖着。下午儿子放学时，打电话问
我家里怎么多了 6 瓶矿泉水，我说是
中户爷爷送的。晚上回家做饭时，儿子
说这水是假的，他喝了半瓶，就不敢喝
了，这个牌子根本没听说过。我笑笑
说：“水是假的，咱也不能拒绝爱心，应
该感谢老人才对，拒绝了老人就相当
于堵了老人一扇求助的门。这样的话，
老人心里会不高兴的。”

晚上妻子回来又说起此事，说孩
子喝坏肚子怎么办？我笑笑说，无论如
何咱不能拒绝爱心，这样会伤一个老
人的心。妻子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不知
是巧合还是真有问题，那天晚上儿子
突然闹起了肚子，见状，妻子怨恨地
说：“都怨你，就不应该要人家的东
西。”

我笑笑说，东西即使有假，老人
的爱心不能有假，再者说我收下的是
爱心，又没非让孩子喝，眼下儿子肚
子是疼了点，可心里暖着呢。

闻言，妻子和儿子都笑了起来。
因为我的话，爱整洁的妻子就没

有把这些矿泉水清理掉。就这样，每
每回家时，摆在客厅里的 5 瓶半矿泉
水一直在那儿欢迎我，它仿佛在提醒
我，奉献爱心的同时，更不能拒绝爱
心。

孝养其身是在生活上赡养老人；孝养其心是知道老人心里想的是什么，从精神上关心给予满足；孝养其志是

老人有远大志向，自己没能实现，子女应该承担过来实现他们的愿望；孝养其慧是讲求委婉的方式方法，既能让老

人欢心又能纠正他们的错误观念。

以如戏的眼光看历史
以如戏的眼光看历史跟看现实其实没区别，完全不必用人为制造的苦去泡自己，用人为的复杂吓唬自己、羁

押自己，能亲自参加演出本身就足够幸运了。只要用心去演，根本不用考虑演技，因为，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精彩，

都有自己的人生。

□ 崔耕和

一切如戏。人生如寄亦如戏，历史
也是。

话听起来有点玩世不恭，但人的一
生不就在扮演多种角色吗？从孩童、学
生、成人及至老年，所扮角色数不胜数。
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你要同时扮演子
女、父母、职员、情人、知己等等，演艺生
涯不可谓不丰富。

历史也是一出戏，轻轻翻过一页，
如同大幕的启合，你方唱罢我登场，往
事如云烟，新人变旧人，旧貌换新颜，常
令人有穿越之感。

以如戏的眼光看历史，你就不会再
执著于历史真实与否的考据，你会读得
轻松愉悦，你会满眼皆是舞台、布景、角
色、道具，你会专注地欣赏历史演员的
演技，看到光怪陆离、酣畅淋漓处，会自
然而然地进入角色，或哭或笑，或心潮
澎湃，或拍案叫绝。

既然历史如戏，那么历史就是生旦
净末丑一个个粉墨登场而演绎的故事
了。演技好，是块宝，高下之分，命运不
同，的确令人感慨。

戏台上以脸谱分，大千世界以好坏
区别，历史从来只按成败论处，这是二
元思维的习惯，也是将生活简单化的妙
处。曹操的白脸，关羽的红脸，包拯的黑

脸，李逵的花脸，还有地位卑微的丑角
和龙套，都值得翻看历史的人去揣摩。
看他们如何表演，看他们怎样生活，感
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妙就妙在，手指一
动，你就知道了他们的命运和结局。读
历史，一招一式都是在反观自己。读历
史，其实是在看现实。

历史事件一幕一幕，历史人物轮流
转换，当翻过几千年，你会发现，上天这
个导演还算公平，他从不让强者风头占
尽，也不把弱者的出路堵死。有的人生
是遗憾不断而终究圆满，有的人生先是
浮华满天，而末了烟消云散。名门望族
有“不过三代”的坎儿，蓬门筚户也时有
光耀门庭的人。胜利者有孤独求败的苦
恼，失败者有峰回路转的机缘。正应了
元曲所唱：“人海阔，无日不风波。”

如戏的历史是快意的。如曹操，“大
丈夫能屈能伸”，官渡之战，以少胜多，
如有神助；赤壁之战，折兵百万，也不见
捶胸顿足、萎靡不振。如祢衡，见了权贵
不是奴颜婢膝，而是揶揄痛骂，为了一
时痛快而不惜脑袋搬家。如鲁智深，大
碗喝酒，大块吃肉，独往独来，无拘无
束，在花和尚的字典里，没有忍耐、退
让，而是快意恩仇、干净利落，是英雄莫
过如此。

看惯了如戏的历史，再看如戏的人
生，常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至少，缺

少了那分历史舞台的快意。现在，还有
哪位董事长为迎接一位优秀的经理而
像曹操那样光着脚丫子从办公室跑出
来？还有哪位总管会像刘备那样为得到
一位青年才俊而冒着大雪一次又一次
登门造访？现在是，金子掉在金子堆
里，谁知道哪块在闪光？这也难怪人们
感慨世风不再、人心不古。是啊，现实
生活运行法则总给人沉重、残酷之感。
因是亲身表演的缘故，有时连一点幻想
都留不下，更别说台下的掌声了。沈从
文活得实在郁闷时曾宽慰自己说：“连
死都不怕，还怕活吗？”问题是，欲死不
能的时候，你怕活，刚活出点滋味来，
你又怕死。

话说回来，面对云谲波诡的人生大
舞台，又有谁不是苦乐参半呢？英雄拯
救地球或许只要一秒，而完成自我救赎
则要穷尽一生。酒不辣不刺激，茶不酽
没滋味，戏不悲不过瘾。以如戏的眼光
看历史跟看现实其实没区别，完全不必
用人为制造的苦去泡自己，用人为的复
杂吓唬自己、羁押自己，能亲自参加演
出本身就足够幸运了。只要用心去演，
根本不用考虑演技，因为，每个角色都
有自己的精彩，都有自己的人生。

戏台上阴曹地府常悬挂这样的门
联，就是“后悔迟”，参透这一点，就对得
起历史如戏，就对得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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