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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文／台湾大法弟子

我在 2003 年得法，那年刚好是大学四年级刚要毕业，得
法后身心受益极大，可说是彻底重生成一个乐观善良的好人。

迷茫
我是一个心灵比较敏感的人，得法前，对人生的意义非

常困惑，百思不得其解，加上课业压力繁重、学校人际关系
不好，感觉人生真的很苦，心灵贫乏的没有出路。在痛苦之
中，在高二那年我放弃了努力上进，不好好念书，开始抽烟
喝酒，试图麻醉自己，整天精神萎靡，沉醉在忧郁、阴暗的
文学作品中，心中愤世嫉俗、抑郁痛苦，之后想起来，这应
该就是得了“忧郁症”。

在这种灰暗的心态下，大三那年，接触了文学批评理论，
都是一些现代派变异混乱的东西，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突
然觉得原来自己的痛苦都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异化”，变成
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徒，也考上相关研究所继续研读这些现
代派理论，希望能在这些理论与西方文学作品中找到一些人
生洞见与答案。但其实越钻研越没有答案，一切都像没有尽
头似的，内心反而充满更多不满与愤怒，更觉得获得人生中
的答案不可能，身心很累、很苦。

解惑
大四那年，父亲在附近学校早晨运动时遇到了法轮功学

员，请了一本《转法轮》回来，我一口气就读完，顿时觉得：
原来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啊！可是怎么跟我看的那些理论都是
相反的？原来世界上真的有善与恶的存在，以往看那些圣经、
佛经、各宗教经文中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一切豁然开朗，
原来修炼是有路径的，升华自己是可能的，这是何其有幸的
事！于是我下定决心走上修炼道路。

得法后，在大法的力量下我马上戒掉烟酒，以前运动中
曾经造成腰部受伤，小小年纪时不时就会像老人一样腰部卡
住，几天痛得直不起身来，连走路腰都得弯成 45 度角，别人
看着很好笑，自己又觉得丢脸，更是痛苦。学功后这毛病竟
然彻底消失了，而且以往有冬天鼻子过敏的毛病，天一冷鼻
水就流不停，得法后也都好了。

修炼一年多以后，一次和以前大学同学见面，他惊讶地
说：“你脸色怎么变这么好？”以前抽烟喝酒熬夜，满脸痘痘，
修炼后脸色都红润起来，改变很大。

不只是身体健康，对我来说法轮大法带给我心灵上根本
的转变，是最重要的。在师父带领下，我祛除了忧郁与阴暗
的心态，得法后第一次感受到心灵健康的快乐，也第一次找
到人生意义，踏实乐观快乐地在修炼路上升华自己。

得法前我心灵很敏感，对别人的看法都很在意，时常非
常痛苦。得法后知道这都是心性考验，心里踏实地按照法理
要求自己，不去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内在力量变得强大。

再者，得法前钻研那些批判理论与文学，心理越发忧郁
阴沉；得法后心胸宽大起来，感觉这才真正睁开了眼睛看这
个世界，发觉原来世界这么广大，有更高的追求等待我去完
成，以往心中的愤怒与疑惑都消失了，一身轻松。

走出误区
2004 年，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出来之后，一

开始由于以往头脑中左派理论的观念残留，一时无法完全接
受。后来仔细阅读多次后，才了解到共产主义确实从根子上
是邪恶的，这个魔鬼在毁灭人类。这令我茅塞顿开。

另外，在世风日下的世间潮流中，得法前跟周围的男生
一样，染上看黄色影片的恶习，满脑子都是情色想法，隐约
知道这东西不好，但根本没力量去与之对抗，只觉得被这种
低下的欲望控制着十分痛苦。学法轮功后，感觉身心都被清
理干净，不再被这些低下的欲望操控，那种活出自我的美好，
恐怕是很多男生不懂的。

最近看到美国保守派作家夏皮罗（Ben Shapiro）的一本
书，书名为“色情世代：社会自由主义如何腐蚀我们的未来”
（Porn Generation: How Social Liberalism Is Corrupting Our Future 
）， 顿时想到，对啊，我们这一代真的是货真价实的“色情
世代”。从上个世纪九零年代初有线电视开放以来，色情频

道随之开放，当时是国小生的我们就开始接触这些色情的东
西，在学校大家讨论的都是这些。国高中以来，VCD、DVD
的普及，让色情片更加普及，高中同学间最常讨论的就是这
些色情 VCD。到大学以后，网络世代的来临，这些东西更是
无所不在。

现在各个影视作品与流行文化中，情色的东西太多，好
像变成一种正常的品味，一般人根本察觉不到。学炼法轮功
后，才发觉这其实是很不好的现象，最重要的是，法轮大法
给我力量摆脱这些东西，那种身心健康的感觉，是一种轻松
的大自在，非常美好。

由于从阴暗心态中走出来，对我之后的工作发展很有帮
助。我很幸运地在一家杂志社找到记者的工作，成为上司最
器重的主力，多次撰写杂志封面故事。记者必须接触社会上
各种型态的人事物，要对事事都抱着好奇心，要抱持乐观开
朗的心态才能做好这份工作；若非学炼法轮功转变了自己的
心态，不然以我先前的状态，确实无法找到、更无法做好这
个工作。现在我在一家国际性的华人媒体公司工作，对社会
的正面影响更大，工作中就在报导真实正向的新闻，感到工
作充满了意义。

也因为从钻牛角的心态中走了出来，更能打理自己的生
活，学法轮功前，只沉浸在那些怪异的思想理论与愤怒的心
态中，看事事都不顺眼，更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人际关系
当然不会好，也交不到女朋友。学法轮功后，乐观、正向的
心态让我更能照顾好自己，也比较能够关怀别人，人际关系
也正常了，很快找到了现在美丽聪慧能力又好的妻子，她也
是法轮大法弟子，两个人一起在修炼上努力，也在生活上互
相扶持，过着幸福人生。

回首以往，内心感到无比庆幸，自己能从那种晦暗的心
理与被有毒的邪说残害下走出来，这一切都是法轮大法给我
带来的巨大改变。我好似重生，获得再次新生的机会，真是
非常感谢李洪志大师把法轮功传给世界，给我们指出一条生
命中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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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在发展，物质在丰富，但是很多传统美德似乎却被
人们渐渐遗忘。以前的人们总会记得知恩图报，但现在的人
们似乎越来越缺乏感恩之心。

都说百善孝为先，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现
在的老人莫说享受子女的孝顺，反而是要面对着太多的苛责。
在现在的家庭中，很多父母帮着带孩子，做免费的保姆还费
力不讨好，追求自己的爱好自由反而成了错误。好多人忙碌
了一辈子，好不容易退了休，却比上班更辛苦，工资要补贴
进去一半，时间也不自由，完全没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
上班时候就盼着退休了能追求自己的爱好，谁知退休了自己
的爱好却只有等到伺候好孙辈后才能挤出点时间去完成。现
在两孩家庭居多，父母朝九晚五，小孩就丢给老人，一天的
时间都被带娃和家务填满，有时连生病了也无法“请假”休
息，更不容易的是在如此不计回报的辛苦付出中，得不到感
恩与尊重，连获得感也很少。女儿、儿子都缺乏感恩之心，
更别说女婿、儿媳了，只会责怪老人做得这不好那不行，完
全记不得老人艰辛的付出。

很多家庭的婆媳矛盾大多源于带孩子，老人带也不是，
不带也不是，带的过程难免会融入自己的经验，就会被嫌弃
与责怪，不带的话更要被怨恨说心肠硬不帮忙。有的老人要
是没出钱也不出力就要受到子女的冷眼，甚至威胁不给养老。
父母的责任不是抚养子女成人就可以了吗？什么时候变得抚
养孙辈也成为责任了？那些苛责大于感恩的子女都忘记了，
在老人帮带小孩这件事上，能帮、愿帮是情分，不能、不愿
是本分，这可不是他们的责任与义务。如果请个保姆来带小
孩做家务，不光要花钱，恐怕还不能经常挑刺，为什么面对
父母时连基本的感恩都忘记了呢？无非是仗着老人对子女无
私的爱罢了。

人们感恩之心的缺乏不光体现在家庭里，还表现在社会
中。例如当一个人得到别人的帮助后，第一反应不再是记得
去感恩那个帮助他的人，而是自以为是的沾沾自喜，认为自
己的人缘好、人格魅力强、特别优秀，所以别人才会帮助自
己。相反，当自己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或遭受一丁点挫折时，
就开始怨天尤人，抱怨社会与命运的不公，也不会去反思是

否因为自己的原因才导致了当前的困难。这类人不是个例，
而是比比皆是，他们习惯了舒适、习惯了不劳而获，所以就
会对他人的付出视而不见，也把自己的获得当作理所应当。
他们不太有同理心、不太会为别人着想、不太懂得换位思考。

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这类人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不管
是针对育儿矛盾、家庭琐事，还是工作压力、社会关系，他
们都在强调自己是对的，都想让万事万物按着自己的想法去
发展。这种认为自己不可侵犯的潜意识导致他们有着过强的
自尊心，表现为别人不能说自己的缺点（但是自己可以说别
人），一说就生气。由于不会反思自己的问题所以也不会看
到自己错误，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推责与抱怨。有趣的
是，他们对事对人还有着明显的“双标”特征。

我认识的一位女性，她要求自己的老公对自己的父母毕
恭毕敬、孝顺有加，但她却对老公的父母毫不尊重，十分冷
漠。以前有一位同事，做事懒散拖延，当大家都在忙的时候，
他就在玩手机、混事；别人忙得不可开交时，他也不会主动
帮忙。后来当自己的事全部积累到一起时，别人也没有去帮
忙的，他就开始抱怨不停。还有一位家长，一边说着幼儿园
里的某个小孩多么讨厌，多么没有家教，一边又教着自己的
孩子要变凶一点、要会打架。由此看来，他们为人处世的标
准可以瞬息万变，前后矛盾，但却有不变的一条宗旨：一切
以维护自己的自我与利益为主。

圣人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每个人都会老去，善待老人就是善待自己。当前的老人们或
许不再需要子女们像以前一样躬亲孝顺，但是心怀感恩，对
老人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苛责却是必要的。虽然现在的小孩
都是父母的宝贝，但是爱护孩子不等于对小孩一味的保护，
不让小孩遭受挫折教育、不让其吃亏只会形成孩子更强的自
我，当大家都过于强调自我时，集体的矛盾就会增多，人与
人之间也会成为近敌。而当下很多人因为忘记了这些传统的
文化礼仪，丢失了感恩之心，忽视他人的付出与痛苦，过于
自私、自我，一味索取、不知回报，才会在家庭中、在社会
上矛盾重重，觉得诸事不顺，其实是自己的心态出了问题。

文／如初文／如初

感恩的缺失感恩的缺失

曾子名参，字子舆，是春秋时期
鲁国人。他与父亲曾点都是孔子的优
秀学生。曾子非常孝敬他的父母，尤
其是他顺承亲意、养父母之志的孝行，
成为后世普遍赞美和效仿的典范。

在日常生活中，每到吃饭的时候，
曾子一定都会细心观察和体会父母的
饮食口味与习惯，并将父母最喜欢吃
的食物牢牢记在心里。因此，一日三
餐，曾子总能准备出父母最爱吃而又
很丰盛的菜肴。

在曾子的心中，时刻想到的都是
父母的需要，父母所喜爱的一切事物，
他也都会放在自己心里，以便随时满
足他们的心愿。

父亲曾点深受圣贤教诲的熏陶，
平常乐善好施，经常接济贫困的邻里
乡亲。对于父亲的这个习惯，曾子也
同样铭记在心。所以，每次父母用过

饭后，他都会毕恭毕敬的向父亲请示，这一次余下的饭菜该
送给谁。

父亲平时很喜欢吃羊枣，曾子就在外出时尽量给父亲多
带回一些。待父亲过世之后，曾子睹物思情，看到羊枣，他
就想到父亲在世的情景，心中勾起无限的伤痛。从那以后，
他就再也不忍吃羊枣了。

有一次，曾子到山里头去砍柴，只有母亲在家。不巧家
里突然来了客人，母亲一时不知所措，惟恐因待客不周而失
礼，情急之下，她就用力咬了自己的指头，希望曾子心中能
有所感应，赶快回家。果然，母子连心，曾子正在山中砍柴，
忽然感觉一阵心痛，他马上就想到了母亲，于是，赶紧背着
木柴赶回家中。

曾子不但对于奉养父母的身体非常重视，即使在日常生
活、言语行为当中，也非常谨慎，惟恐有辱父母的养育之恩，
担心自己表现不好而使父母蒙羞。

孔子知道曾子是个孝子，所以将“孝道”的学问传述给
他。在《孝经》中，孔子与曾子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把孝道
表露开解无遗。他嘱托曾子一定要把孝道发扬光大。可见，
曾子的为人和孝心孝行非同一般常人。

曾子一生秉承孔子的教诲，依教奉行，专心致力于孝道，
他用自己一生的行持来告诉我们，如何顺承亲意，如何将孝
道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不但做到了“入则孝，出则弟”，
还做到了“谨而信”，并且把夫子所教的这些德行流传于后
世，培育他的学生。由他所传述的《孝经》，也流传千古，
直至今日，期间不知造福和成就了多少家族与朝代。

纵观天下父母之心，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龙成凤，
希望他们能有所成就。然而，成就“功名利禄”并不算真有
成就，而象曾子这样成就“道德学问”才算真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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