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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文／甘露

战国时期，宋国国君康王门下有一个门客，名叫韩凭。
韩凭的妻子何氏，貌美如花，贤德善良，善诗词。康王见何
氏貌美强抢入宫，韩凭被降罪下狱，又带罪去成西修青陵台。
何氏自比乌鹊，乌鹊是一种情深意笃，双飞双宿的鸟。何氏
作《乌鹊歌》表达对丈夫的忠贞：“南山有乌，北山张罗，
乌鹊高飞，罗当奈何 ! 乌鹊双飞，不乐凤凰……”

 
后来，何氏向韩凭传书信诉说心中的的愁思，约定以死

殉情。不久，韩凭自杀而死。一天，康王携何氏游青陵台，
何氏纵身跳下高台，康王身边的侍从急忙去拉何氏，因何氏
的衣襟已经腐坏，没有拉住她，何氏摔死了。

何氏给康王留下一封信，希望死后与丈夫韩凭合葬。康
王大怒，下令分而葬之，使两墓相望。没想到第二天，两墓
各生一棵梓树，十天竟合抱粗，根交于下，枝错于上。有一
对鸟一直栖息在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宋国人闻之都

说是韩凭夫妻精魂，他们称树为“相思树”，
鸟为“相思鸟”，“相思”之词便源于此。

白居易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
理枝”的诗句。诗中的“比翼鸟与连理枝”有
何寓意？

中国古人视男女婚姻乃承天地阴阳之性配合而
成，男人为阳，女人为阴，男女之间一旦有了婚约，
就两心合一心，无论富贵与困厄都不分离，彼此忠贞
不二，相扶终老。因此结婚要拜天地得到上天的见证，
拜父母得到父母的承认，夫妻对拜心心相印，合二为
一，连为一体，永不分离，双宿双飞，共同進退。婚姻
中的俩个人，无论谁遇到外界多大的诱惑都不能变心，坚守
婚礼时的对对方的承诺。

“比翼鸟”与“连理枝”

我庆幸，今生得到了这万古难遇的法轮大法。大法使我
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人生的真谛；让我明白了人吃亏是福，
吃亏中帮助了别人，快乐了大家。从而使自己的道德品行得
到了升华。使自己能够在社会上，家庭中做一个好人，更好
的人。使我能做到多少年如一日，无怨无悔的赡养公爹。现
在我成了一个人人夸口称赞的好儿媳妇。

自从婆婆去世多年，公爹一直由我和丈夫照顾。我既要
带外孙，又要照顾公爹，几年下来确实很累。

到了二零一七年，外孙要上幼儿园了，我们只有带着
八十好几的老公爹一起到女儿工作的城市居住。丈夫的弟弟
也就是我小叔子也在这个城市住。公爹来可高兴了，来我女
儿家之前就给我小叔子打电话，满心希望我小叔子象我们一
样，接他去住。因为婆婆去世五年多了，公爹一直和我们住
一起，我们俩口子既要照顾着外孙又要照顾好公爹，困难有
多大，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知道。可是我们对他老人家再好，
时间长了，他也有些不满。盼望着到我小叔子家去住段时间。
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小叔子第一次接公爹去住，连去带回共住了十八天，小
叔子就不再叫了。后来公爹主动要求去住了两次，两次一共
住了十五天。第二次去住的时候，小叔子俩口子打的不可
开交。公爹喜欢喝酒，小叔子为了孝敬他，给他老人家买了
一千元一斤的酒。我小叔子说：“酒一千元一斤”。公爹不
相信就说：“邻居家给他父亲买的是同一个牌子的酒，才
八十元一斤。”公爹在家总是说话不管对错，晚辈就得听他
的，也就是说：“他说鸡扁扁嘴，你就得说是让我用脚踹的。”
否则，他老人家就认为小辈不尊重他，他就会生气的。再加
上公爹会做饭，身体也来得及，但是他老人家不做，必须别
人做好了，给他端到眼前才吃，吃完后从来不刷碗筷。我小
叔俩口子，尤其我小叔媳妇，怎能容的下我公爹这种脾气和
做法。因此夫妻俩就吵架。往我们家送公爹的路上，俩人打
的把车停在公路边上，很长时间。公爹说儿子吧，他总是认
为儿子做事是一贯正确的。说媳妇吧，在那种情况下只能火
上浇油，公爹干生气，也不好说啥。就这样在公路上耗了好
长时间。

公爹回到我们家后生气上火，就朝着他大儿子也就是我
丈夫发火。我丈夫那能受得了。丈夫认为我们好好待你，你
二儿子惹你生气了，有火发到我身上，冤屈的不行。再加上
我们四代人刚搬到一起住，难免会有矛盾发生，女儿和女婿
有时也会吵架。我丈夫被这些事搅的焦头烂额。心里郁闷，
发泄不出来，三天两头生病，发无名火，就象是妇女更年期
似的。女儿不理解他爸爸怎么变的这样了？就问我：“我爸

爸怎么这样？。”我说：“你爸爸更年期，没事，过去这段
时间就好了。”我不能跟女儿细说。

可我心里明白丈夫心里苦。他才烦躁不安发火。我若不
是学了大法，我可能比丈夫还要委屈，比他病的还厉害。我
庆幸得到了大法，使我明白了我们作为修炼人对谁都好，更
何况自己的公爹呢？小叔俩口子认为养公爹出力不讨好，吃
亏。我按照修炼人要求自己，认为养老人是一种传统美德，
是福分，我就好好赡养，好好对待他老人家。

搬到女儿家，我做了两床棉垫子，一床新的给了公爹，
一床旧的我们自己用。公爹喜欢看电视，来到女儿家第一件
事，我们就给他老人家买上电视。大到电视小到日用品肥皂、
剪刀、沐浴液等等。我和丈夫都给他买上，他用的东西应有
尽有。我公爹工资比我们两口子都高，我没用他老人家掏一
分钱。我们买了水果、好吃的等，先送到他老人家跟前；有
时外孙要汉堡什么的我就买两个，外孙和他老人家一人一个；
三岁的外孙养成了习惯，有好吃的先给他老姥爷，我公爹乐
的合不拢嘴。我们做了新鲜的饭菜，都端到他老人家跟前，
剩饭剩菜我和丈夫吃。有时公爹也感动的说：“你们对我太
好了，不用这样。”他老人家高兴了，丈夫也就不那么烦躁了。
真是辛苦了自己，快乐了全家。他老人家也就不期
盼着到他二儿子家去住了。长期住在我们家。

亲朋好友，有的对我的做法竖大拇指，也有的
为我的做法不理解。说：“你们已经养了五年了，
这次你应该和你小叔子一家养半年，要么你们兄妹
三人平均养。养老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也就你
傻乎乎的，敢于吃这么大亏。”他们这么一说的，
让我想起了公爹对我们的不公过去的往事。当年
我们需要带孩子的时候。婆婆要给找保姆，公爹不
让。原因是怕给我们出保姆费。婆婆说：“就大儿
子在我们身边，现在我们不能帮人家带孩子又不出
钱，将来他们不管我们怎么办？”公爹说：“将来
我不用他们养老，我有钱，我靠邻居”。我小叔子
和我小姑需要带孩子的时候，公婆义不容辞的给其
带孩子。现在需要他们养老了，他们都不靠边了，
全推给我们了。我小叔子俩口子到处去旅游，活的
潇洒又自在。而我们俩口子被他老人家栓的哪里也
去不了。尤其去年的九月份，丈夫把脚给扭伤了，
需要卧床休息。做饭、买菜、看孩子照顾公爹全都
落到我一个人身上。就在这期间公爹感冒了，送外
孙上幼儿园后，我就带公爹去医院看病；外孙又感
冒了，我和女儿带外孙去医院看病，回来已经是晚
上九点多了，女儿说：“我去停车，您先和孩子回

家吧。”我抱着外孙往家走，两腿就象面条一样软软的，随
时都有摔倒的危险。如果我不修炼的话，可能摔那里就爬不
起来了。但我竟然抱着外孙上楼，又哄外孙睡觉了，因外孙
发烧，夜里我要不断的起床让他喝水，摸一摸烧不烧。那时
女儿正准备九月底考试。我也没对女儿说我已累的筋疲力尽，
怕分散她的精力。我女儿准备考试，白天上班只有晚上复习，
孩子吵吵的女儿学不进去，我们多么希望小叔子能接公爹去
住几天呢！哪怕是十天半月也好。我们好把孩子弄到公爹住
的隔楼上，好让女儿安安静静的学习。可是他们不接。当时，
我的心里也有点愤愤不平。

假若我不修炼大法的话，我会被他们的不公对待气死的。
气不死也得找他们理论理论，也可能家里会打的鸡犬不宁。
每当这时，我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我没有那样做。我应该
胸怀若谷，这点小小委屈算什么。吃亏是福。我师父在《转
法轮》中讲过“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
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
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

今天写出这些，就是想告诉更多的世人，法轮大法是高
德大法，学大法的人都是良善之人。

文／大陆大法弟子 正果

突围求救 十三岁侠女本色 
《晋书 . 列传第四十五 荀崧》里有关荀灌娘的记载

如下：“……镇宛，改封曲陵公。为贼杜曾所围。石览
时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尽，使其小女灌求救于览及南
中郎将周访。访即遣子抚率兵三千人会石览，俱救崧。
贼闻兵至，散走。崧既得免，……”

后人根据这么点儿资料，再添枝加叶的发展出下面
的一则历史传说：

荀灌娘生于晋惠帝元康元年，从小不喜欢读书写字，
更与针织女红无缘，却偏爱舞枪弄剑，打拳踢腿，小小
的女孩儿家，比男孩子还要剽悍。她的父母无可奈何，
索性顺其天性发展，并聘请名师授武艺。荀灌娘十岁以
后，已能骑马张弓，一根小银枪更是挥舞的出神入化，
俨然就是个小女侠的模样。

苟灌娘的父亲是被誉为“履孝居忠，无惭往烈”（实
践孝道，居家忠厚，面对往烈先贤，绝无愧色）的荀崧，
他世袭侯爵，曾任襄阳太守，继而拔擢为平南将军，坐
镇宛城，都督江北诸军事，后封曲陵公。

荀崧由襄阳太守调升平南将军，是在晋愍帝建兴元
年，当时驻节宛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南阳。南阳是一
片平原地区，荀灌娘整天驰骋在广袤的原野上，射飞鸟，
猎狐免，常常满载而归，城里城外只要一看到一骑骏马
奔驰而过，大家就都知道这是荀灌娘，此时论枪如游龙
飞虎，谈箭已能百步穿扬，父母爱如掌上明珠，满城军
民更是交相赞誉，而此时荀灌娘实际上也才十三岁。

就在荀灌娘十三岁这年，春耕刚过，几万贼兵在匪
首杜曾带领下由西域流窜到宛城。当时宛城守军仅有千
人，又在青黄不接的时侯，贮存的粮草十分有限，势难
长期固守，情况非常危急。

匪首杜曾原本也是官宦子弟，为奸人构陷而全家遭
难，杜曾含冤莫白，竟至铤而走险。初意是为父报仇雪
恨，后来却因召募的匪徒成份复杂，渐成骑虎难下之势，
骚扰州县，奸淫掳掠，所过之处，人们避走一空，庐舍
成为空屋。因为朝廷连番围剿，于是流窜宛城，想取得
这个富庶的地区，作为根据地，休养整备，再图大举。

荀崧暗自考虑城中兵力薄弱，守御尚且不足，更不
可能轻言出击，然而长此困守，待至矢尽粮绝又当如何
呢？想来想去，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派遣一个智勇双
全的人突围出城，驰往临近的襄阳求救。因为襄阳太守
石览，是荀崧的旧部，这时他驻守襄阳，兵强粮足，雄
视一方，只要能发兵前来，必可解救宛城之围。荀崧把
自己的计划向文武官员宣示以后，大家虽然十分赞同，
但却没有一人愿意担任突围求救的任务。

荀崧感叹不已，正在一筹莫展的时侯，蓦然间，荀
灌娘由屏风后转出，朗声说道：“女儿愿往襄阳投书请
援！”荀崧大惊，加以拒绝：“满庭文武都不敢担此重任，
你一个小小女孩子，如何能够突出重围，又如何能够抵
挡贼兵的追杀？”不料荀灌娘却答道：“女儿虽然幼小，
但却习得一身武艺，乘敌不备，出其不意，必可突围而
出。与其坐以待毙，何不冒险一试？倘能如愿，不仅可
以保全城池，实际上也拯救了黎民百姓的生命财产，如

果不幸为贼兵所阻，顶多也不过是一死而已，同是一死，
何不死里求生，冒险一行呢？”

事实确实如此，荀崧考虑良久，又作了一番研究与
安排，终于同意了女儿的请求，于是选派了壮士十余人，
组织了一支闪电突击队，藉着浓浓的夜色作掩护，一涌
而出，向襄阳城飞奔而去，马快情急，穿垒而过，贼兵
措手不及，眼睁睁地看着一队人马消失在黑暗的远方。

一路奔波，第三天的午后抵达襄阳，襄阳太守石览
看到老上司的求救信，又听到荀灌娘的慷慨陈词，对一
个十三岁的女孩子甘冒矢石，突出千军万马包围的精神
和胆识，不禁大为感动。当即发兵，而且还修书一封连
夜飞驰荆州太守周仿，请他协同出兵解救宛城之围。

最后两方大军赶到救援，如火如茶的战斗在宛城四
周展开，荀灌娘挥舞银枪左冲右突，于是大获全胜。

荀灌娘以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子，竟能力排众议，突
出重围，以其勇毅与纯诚，搬来大军救援，复以奋不顾
身的胆识与豪气，连番击杀贼将，获得辉煌的胜利，宛
城所有的军民赖以保全，整个国家也深受其利，荀灌娘
能够名垂千古，实非偶然。只是正史上没有提及她尔后
的一切，稗官野史中也找不到除此之外的一点儿蛛丝马
迹。

看来虎父无犬女啊！我认为荀灌娘可与代父从军的
花木兰相媲美，一前一后，成为中华神传文化上，两颗
交相辉映的熠熠繁星！

文／王昊天

学大法   我成了一个好儿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