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6 2014年4月7日 星期一

编辑：李皓冰青未了

对家长来说，如何对子女
加强良好的家庭教育，既是一
种责任，也是一门艺术，值得
高度重视和用心琢磨。家庭教
育的内容十分丰富，培养子女
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消费观，养成勤俭朴素、
不尚奢华的节俭风气和生活
习惯，是极为重要的内容，而
适时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则
是有效的手段之一。

“忆苦思甜”原是解放战
争和建国初期由人民军队始
创并延伸扩展到企业、学校等

领域进行阶级教育的一种形
式，现在只要正确使用，在对
子女开展家庭教育中仍能产
生积极的正能量。如笔者在女
儿读小学和初中时，就经常向
她进行“忆苦思甜”，告知自己
在小时候过的艰苦生活，那时
家中8人(含祖母)仅靠父亲每
月65元薪金度日，每日量入为
出，尤其三年困难时期，天天
吃不饱饭，更难见荤腥。因家
庭贫困，我兄弟姐妹5人从小
学读到初中毕业学费全免，哥
哥读中专每月领取10元助学

金。尽管如此，大家从不埋怨
父母，更不在生活上与人攀
比，以后在学业和工作上各有
建树。女儿在朴素家风的耳濡
目染下，也养成了节俭朴实、
不慕虚荣的好习惯。现在小外
孙已读小学二年级，女儿在发
现他与其他小朋友攀比过生
日时，即以自己小时候的例
子，告诫他切莫追求“高档生
日”，把精力放在好好学习上。

由此想到，从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走过来的一代人，大多
曾有过艰苦生活的童年，现在

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但应该
通过言传身教，让子女尤其还
在读小学、初中的“第三代”了
解一点儿家史，懂得今天物质
丰富的好生活来之不易，它既
是改革开放的“红利”，也是父
母长辈自身努力的结果，应倍
加珍惜，更要懂得由俭入奢
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养成
并始终保持勤俭朴实的处事
风格和生活习惯。这样的“忆
苦思甜”，恐怕任何时候都不
会过时，而在家庭教育中颇有
成效、值得坚持。

“忆苦思甜”式家教并未过时
□毕耕

母亲离开我31个年头了。这些年
来，每当春暖花开时节，我便想起老
家的春燕。因为在母亲最为孤独的那
段日子里，清明节前回归的春燕成了
母亲最好的伙伴，它们给母亲带去了
许多欢乐。

父亲、两个兄长先母亲走了以
后，原有的五口之家就剩下母亲和
我。那一年春天，我回到故乡母亲的
身旁，母亲指着屋梁上的燕子窝给我
说：“咱家这窝燕子，秋天飞走了，春
天又飞回来，年年都是这样。”在那些
哀伤凄清的日子里，天天看着飞进飞
出的燕子也就成了母亲的生活。我抬
头望去，只见两只燕子叽叽喳喳，交
替着飞来飞去，不时还衔些食物回

来，口对口地喂给窝里的雏燕。
燕子是人类最为钟爱的鸟类之

一，据说只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就
有燕子。古往今来，围绕着燕子，许多
文人墨客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作
名句，比如杜甫的“故巢倘未毁，会傍
主人飞”；陶渊明的“翩翩新来燕，双
双入我庐”；欧阳修的“垂下帘栊，双
燕归来细雨中”；孟浩然的“燕子家家
入，扬花处处飞”等。描绘的都是一派
人鸟和谐相处、勃勃生机的田园景
致。母亲爱燕子，故而我也十分钟爱
燕子了。

孔子说过“子生三年，然后免于
父母之怀”的话，进而提出“三年之
孝”(《论语·阳货》)的观点——— 这讲的
是父母故世后要守孝三年。在回答弟
子子游问孝时，孔子告诉他：“今之孝
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在孔子看来，乌鸦反哺是普通动
物的本能，人如果对父母只是养活，
而不考虑在情感上尊敬他们，使他们
心悦，那么和动物也就没什么区别
了——— 这讲的是人有别于动物的孝
心。

我感谢燕子，在母亲暮年那段最
为孤独的日子里，它们代我陪伴着
她。母亲最后的那段岁月里，在外工
作的我时时牵挂着她，并尽我所能，
像燕子那样给她带去些许欢乐。那时
虽然很清苦，但我坚持每月跑趟邮
局，给独自一人在家的母亲寄上十元
钱，并坚持每月给母亲写两封信，有
事没事报个平安。因为我能想到母亲
拿着儿子的来信，找人代读时的欣
慰。那些年，每次回家，我都尽可能地
把时间留给母亲，陪她说说话，或帮
她做点事情。有时则是反复给母亲交
代些注意的事项，比如母亲牙口不
好，我交代要多买点儿或用地瓜干换
些豆腐吃；人老了，要经常吃点青菜，
腿脚不便，可以让别人赶集时帮忙买
点，等等。一次我提出给母亲安一口
好的假牙，可母亲淡淡地说，“儿呀，
你娘还能活几年。”后来，安假牙一事
还未兑现，母亲就走了，成了永留我
心中的憾事。

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每次回
家住上两天，她就催我快回单位，说

“别耽误了公家的事”，每次离家时，
母亲又总是催我早早上路。村西有个
碾子，母亲每次送我时必定坐在那个
碾子上，看着我向火车站方向走去，
我则不时回头张望着生我、养我的老
母亲。当时她分明已走到人生的暮
年，心中充满着诸多无奈和不舍，我
总是唏嘘再三，无言地走出母亲的视
线。

春风拂面中，我又不由自主地想
到了老家的春燕——— 我好想对它们
喃喃细语一番：感谢你们啊，我深爱
着的春燕，我多么想再回到母亲曾经
住过的三间老屋，静静地等待那回归
的春燕啊！

又念春燕归

□孔庆林

【家文化大家谈】

“家教、家孝、家文化”——— 百姓故事

在古语的教化中长大
【我家家文化】

□刘铁忠

在旧社会，很多妇女都不
识字，她们在教育子女时，靠的
是从祖辈那里传下来的“老一辈
的古语”。我小时候，时常听到的
就是母亲说的种种“古语”。

比如，在礼仪方面，母亲常
说“吃不言，睡不语”，要“站有
个站相，坐有个坐相”，要“分出
个长幼尊卑，不能没大没小
的”，“人要脸，树要皮，雁过留
声，人过留名。”

我的母亲非常看重家庭教
养，“有娘养无娘教”是母亲最不
喜欢，也是最担心听到的评价，
她觉得那会让人的脸面丢尽。

在教育子女自立自强方
面，母亲常说的古语是“天上下
雨地上滑，各人滑倒各人爬”。
意思是说，不要看着现在兄弟

们在一个锅里吃饭，等长大以
后，各人过各人的日子，谁也帮
不了谁。母亲还说，“爹有娘有，
不如自己有；老婆汉子有，还得
隔着一双手”，以此来教育我们
不能依赖别人。

在生活态度方面，母亲的古
语是“小时候受贫不算贫，老了
受贫贫死人”，告诫我们年轻时
吃点儿苦，是为了以后不受苦。

在勤俭持家方面，母亲说
“要勤扫天井，懒赶集”。勤扫天
井是讲卫生，懒赶集是为了少
花钱，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常去逛商店或者赶集的人，见
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往往控制不
住购买的欲望，结果买回来很
多非必需品，造成浪费，这也是
很多人的经验。

在与人交往时，母亲的古
语是“要学会看眼目行事”，不
要“不会看个眉眼高低”，意思
是要了解对方的喜怒哀乐，做
出合宜的行为举止。

在与人交谈时，不要议论
他人，不要在背后说人家的坏
话，那会惹来麻烦。母亲的古语
是“石灰抹墙还透风哩”，“话没
有腿，能走一百里”。这也是“谨
言慎行”和“祸从口出”的古训。

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帮助，母
亲的古语是“谁家门口也不敢挂
着没事牌”。意思是今天你帮助
了别人，明天你需要别人的帮
助，而且要“给了人家的东西别
想着，欠了人家的东西别忘了”。

在人际交往中要平等待
人，“不要偏此厚彼，要一碗水

端平”，不能“下眼皮肿了，光往
上看”。

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母
亲跟我们讲了很多感人的故
事。在现实生活中，每当母亲看
到或者听到那些不赡养父母，
甚至虐待父母的事情，就会无
奈地说，“狗养的狗亲，猫养的
猫亲”，“养孩子怕养不活，养老
人怕养不死。”这些“古语”相当
于“反面教材”，使我们进一步
加深了对孝敬父母的理解。

小时候因听从了母亲的各
种“古语”，对自己的成长影响很
大。实际上，很多从旧时代过来
的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仅靠从父
辈那里听来的“古语”，就能在教
育子女方面承担起道德启蒙的
重任，其中的道理令人深思。

在爸爸的自行车上
【家教故事】

□姚兵

每个人都有故事，这次写
写我视之为师傅的人。

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去年夏
天的那一幕：婚礼上，有一个环
节，他把女儿的手递到另一个
男人手中，他虽有一丝不舍，但
满眼爱意，眼瞅着他们沿红毯
走向台前，竟一时呆立在那儿，
直到新人向双方父母表达感激
之情的时刻。女儿说，在爸爸自
行车上的日子是永生难忘的，
最幸福的时光！

说罢，父女相拥，女儿登时
泪奔。他依然很绅士地轻抚其
秀发，在她耳边嗫嚅着什么。

我眼前一片模糊，作为徒
弟，或许能理解他女儿这番话
的深意。

师傅出身军人家庭，自有
其刚毅和沉静达观的教养，喜
怒不轻易形于色，但对女儿却
是慈心一片。都说严父慈母，
想来那是对于有儿子的家庭
来说的，对女儿，必须视若珍

珠，藏之于匣中，百般娇宠万
般呵护。

这是十二年前的一个晚
上，为筹备会议，师傅带着我加
班时讲给我的一番话。

师傅虽从未说过有多爱女
儿，但他自有深沉的爱。其中之
一就是每天骑自行车接送女儿
上下学，风雨无阻，一如他的性
格 ，默 默 地 坚 持 ，沉 静 地 坚
守……

其实日子没有苦不苦，只
要内心是充盈的，苦中也可以
找到乐，比如和女儿在一起的
日子。这是师傅说的。

在爸爸的自行车上，从前
面横梁上架的小圈椅，到后来
的后车座，日子在走，她在长
大。长长的济南英雄山路，见证
了岁月流转。大大的英雄山广
场，到处都留下她银铃般的笑
语，留下蹲坐在石凳上抽烟看
她跳绳、踢毽子的爸爸的慈爱
的目光；英雄山的每一条山路，

都有父女俩的脚印；每一株松
柏，都和她一起倾听过爸爸讲
述自己的人生感悟；有时夜里
爬到马鞍山山顶，他们就坐在
星星和月亮下面，望着泉城万
家灯火，爸爸给她讲最美的童
话……

她十分争气，学习成绩优
异。在大学里每年都拿一等奖
学金，潜心法学研究，顺利完成
了民商法的研究生学业，并成
为一名法官。

她说，是爸爸教她明白了
如何坚持：十几年如一日，爸爸
每天要骑自行车带着她上下
学，风里来雨里去，从未因天气
恶劣而有过犹豫，也从未因劳
累病痛而间断；即使是冬天下
大雪，路面结冰，也仍然坚持骑
车带着她按时到校。

是爸爸教她懂得了如何珍
惜。爸爸说，为她做这些，是当
父母的本分，中国人从古至今、
从帝王将相到普通百姓人家，

历来如此，不求回报。但是，这
种亲情是应当珍惜的，由此而
及其他，爱情、友情，都是必须
珍惜的。爸爸说，人生要有品
格，物质上要淡泊，崇尚自然；
精神上要充实，追求高雅。爱慕
虚荣和朴素高雅之间的界限并
不是那么明显，度的把握完全
在自己。

她说，如果她还算是有一
点儿小而确定的幸运与幸福，
可能就是爸爸言传身教给予的
力量吧。

有这些支撑，一切就都顺
理成章了。

顺便说一下，她的爱情和
婚姻也是童话般的。丈夫是她
中学的同班同学，在上海相持
相扶，完成了各自学业，有了自
己的事业。时机成熟，遂结秦晋
之好。

我希望自己的女儿亦有这
样的人生，我希望自己亦能成
为一个让女儿敬慕的父亲。

“空巢里的孝心故事”征文投稿邮
箱：qlwbxiaoxin@163 .com

“家教、家孝、家文化”——— 百姓故
事投稿邮箱：qlwbjia@163 .com

左边的全家福摄于1979年的春节，右边的全家福摄于2014年春节。新旧照片折射出了时代的变迁和我家的变化。
1979年春节前夕，我家迎来了一个大喜的日子，哥哥结婚了。我从“乱市集”上请来了摄影师，在农村老家土屋的墙上挂上上布

景，从此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前排坐的是父母，靠父亲站的是小妹，后排站在中间的是哥哥，左边是刚娶进门的新嫂嫂嫂，右边就是我
自己，时年17岁。当时父亲在公社学校任校长，哥嫂都在银行工作，我念高一。

弹指间，35年过去了，父母已近耄耋之年，我和哥哥也不再年轻。历尽岁月的洗礼，如今我家由原来的6口之家繁衍成11口
人的大家庭，2014年春节，儿媳妇来我家过年，一大家人记录下了这幸福温馨的时刻。

胡月强
一家
□胡月强

【亲情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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