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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明朝太宰杨巍，每次朝拜结束后，回到家中穿起百姓衣
服就侍奉母亲。为母亲端洗脸水，倒痰盂，搔痒擦背等等。
春天他背着母亲在花丛中漫步，树枝摇曳，花香扑鼻，他们
在树荫下面尽情玩耍。他的母亲活了一百零四岁。

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是“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法则。孔子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
立身。”古代有许多感动神灵的孝德故事。

孝感天地 涌泉跃鲤
“二十四孝”中 “搤虎救父”，讲的是晋朝的杨香，

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谷，忽然来了一只猛虎把他的父
亲扑倒，准备叼走。杨香跑上去双手扼住猛虎的咽喉。老虎
放下了他的父亲跑了。 “哭竹生笋”，说的是三国时的孟宗，
孟宗的母亲生病，要吃竹笋。孟宗抱竹而泣，感动神灵，冬
天地裂出笋，母亲吃后病愈。“卧冰求鲤”讲的是晋代王祥，
在天寒冰冻时为继母卧冰求鱼，冰忽自融，双鲤跃出，持归
供母。

姜诗是东汉时四川广汉人，娶庞氏为妻，夫妻都很孝顺。
婆婆喜欢喝长江水，庞氏走十几里路到江边取水。婆婆爱吃
鱼，夫妻就常常做鱼给婆婆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请
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一次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
她怠慢母亲，将她逐出家门。庞氏借居在邻居家中，昼夜纺
纱织布，将织布换回的银钱，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后
来，婆婆令姜诗将庞氏请回。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然喷涌
出泉水，味道与长江水相同，而且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跃出。
从此，庞氏用这些来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

媳妇明大义  跪劝婆母
古人认为孝德里包含“义”。《女孝经》中讲：妇女之

孝德，从妃子、士大夫到庶民百姓之妻，各有不同。

后妃之孝德为进贤、不淫其色，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
海。如：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的妃子樊姬，对月梳头劝谏楚
庄王勿迷于酒色，勤于政事，助楚庄王纳贤臣，成就功业。

士大夫的夫人身居尊位无私，学习诗书礼乐，能明辨是
非，且勤劳。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妻子罗氏，每年冬天黎明起
床，亲自到厨房煮粥一釜，使奴婢们食过后再去干活。儿子
杨长儒心疼老母说：“寒冷的冬晨，您老人家何苦亲自熬粥
给佣人吃？”罗老太太说：“奴婢也是人家的儿女，跟我们
有什么区别？” 杨万里病故后，七十多岁的罗氏被朝廷追封

为光禄大夫（正二品），他们的七个子女都非常孝顺。正是
有德昌荣。

庶人之妻得先人后己，义与利之间遵从义，侍公公婆婆
与父母相同，闲暇时养蚕纺织。

明朝浙江绍兴山阴有一户姓杨的人家，娶了一个十二岁
的童养媳刘兰姐。刘兰姐非常明事理，勤劳善良，孝敬长辈。
她见婆婆对祖母不孝顺，出言无礼。一天深夜，刘兰姐到婆
婆的房间长跪不起。婆婆问其缘故。刘兰姐答道：儿担忧婆
母不敬太婆母，日后媳妇将效仿您，那时您会不会很伤心呢！ 
太婆母长命百岁是我家的幸福，恳求您三思而行呀！婆婆听
后幡然悔悟。从此对太婆母恭敬孝顺。有诗为证：二六女儿
明大义，看姑骂祖逆亲意；入房跪劝悔前非，示范儿孙行孝
字。

你是第一个给我洗澡的人
当今社会科技发达，孝敬父母的方式演变为手机视频聊

天，快递一点礼物，或者闲暇时陪父母出去吃饭、旅游等等。
当然，这或许是现代人表达孝敬的一种方式。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依然可以寻到像古人那样尽孝的人，她们在自己的家庭
中默默地践行着仁孝的美好品德。

欣悦（化名）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修炼法轮功后困扰
她多年的疾病消失了。她一下子明白了人生命的真正意义是
什么，从此踏上一条返本归真的路。

欣悦夫家兄弟姐妹四人，大姐家不是很富裕，生活在农
村，二姐夫是镇委书记，二哥是商人，欣悦夫妇是普通工人
家庭，婚后公公婆婆就住在欣悦家的空房子里。欣悦经常去
看两位老人。有一次公公生病，大便在床上，欣悦花了一个
上午的时间把褥子洗干净了。欣悦还给公公喂饭。尽管欣悦
尽心照顾公公，可婆婆却很偏心，大姐每次送来的新鲜蔬菜，
婆婆挑出大的、好的给二哥二姐他们，剩下的再给欣悦。欣
悦都坦然接受，从不计较。

有一年冬天大雪，婆婆的大腿烫伤了，欣悦每天骑车来
回跑十里路，有时路滑就推着车子步行到家，给婆婆做好吃
的、洗衣服、买东西等等。后来，婆婆得了重病住院，欣悦
抢着端屎倒尿，给婆婆洗澡。同病房的人以为欣悦是老人的
闺女，不敢相信现在还有这样的好媳妇，真是太难找了。婆
婆说欣悦是第一个给她洗澡的人。他们全家都佩服欣悦俩口
子心眼好。

古代历朝历代都不乏放弃出仕而选择隐居乡间之人，他
们保持着自身品行的高洁，以君子之风影响着身边的人和事，
影响着社会。因此古代有“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的说法，
即如果帝王选用隐居者，天下之人都会诚心归附。

北魏至隋时，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隐士，名叫李士谦，他
是赵郡平棘（今河北省赵县）人。年少时他的父亲去世，他
与母亲、姐姐相依为命，事母至孝。一次，母亲呕吐不止，
李士谦怀疑是中毒引起，遂跪在地上去尝呕吐之物，以确定
自己的判断。他在岐州担任刺史的伯父李玚听说后，大为感
叹，经常对人说：“士谦这孩子是我们李家的颜渊啊！”颜渊，
孔子最为知名的弟子之一，以贤德着称。

李士谦敏慧好学，通晓经史。十二岁时，就因才华出众
被北魏广平王任命为开府参军事。后来，母亲去世，他因丁
忧辞官。守丧三年期间，他因为伤心过度而形销骨立。他嫁
到广平宋氏的姐姐，也因过度哀痛而病逝。

守丧三年后，李士谦就舍宅作了佛寺，自己则去学馆继
续学业，立志终生不为官。他孜孜不倦的学习，还博览群书，
亦精通天文、星相、占卜等各方面的知识。很多高官听说他
的才名后，都请他出仕，但都被他婉拒。

自身节俭 乐善好施活万人
李士谦家虽富有财产，但他自身却奉行节俭。他以少时

丧父为由，不吃肉食不喝酒，嘴里也从不说杀生之类的言语。
不过，在亲戚宾客来访时，他必以酒肉招待，自己则继续吃
素，面对这些酒肉时，他也非常坦然，不以自己的标准要求
他人。

在李士谦看来，救济帮助他人是他的本分。如果有人办
不起丧事，他听说后，就会跑去给予相应的帮助。一次，邻
里有兄弟二人因为分家产不均打起了官司，李士谦知晓后，
就自己出钱贴补给钱财少的。兄弟俩很惭愧，开始互相推让
财产，兄弟俩此后都成为了与人为善之人。

史载，如果李士谦看到有别人家的牛在自家的田里吃东
西，他就牵着牛到阴凉处喂养；看见有小偷偷自家的麦子，
他就假装看不见，悄悄避开。他家的仆人曾抓获过偷粮食的
人，李士谦没有责罚，而是体谅其穷困将其放走。

有一年，粮食缺乏，李士谦就拿出几千石粮食借给乡人，
乡人们都说等秋季收割后就偿还。然而，当年因为灾害，粮
食歉收，借粮的人家都没法偿还，因此纷纷到李家道歉。

李士谦说：“我家多余的谷米，本来就是准备用于赈灾
救济的，并不是为了牟利。”他还设宴将所有借粮的人家召
集在一起，并当场烧掉借据，告诉大家债务已了，大家不要
放在心上了。乡人都非常感动。

第二年庄稼大丰收，借粮的人家纷纷来还粮，但李士谦
以债务已了予以拒绝，一点粮食都没收。

又有一年当地遭遇了大饥荒，很多人都饿死了。李士谦
用尽家资给饥民熬粥喝，有上万人的性命得以保全。他还请
人埋葬尸骨，凡是能看见的都没有遗漏。到了春天，他又拿
出粮种给贫困的农民，让他们可以种地维生。赵郡的百姓对
他感恩戴德，常常对儿孙们说：“能活下来，都是李参军的
恩德啊。”

说因果报应
李士谦善谈玄理，曾有一位来客在聊天时说自己不相信

佛家的因果报应，认为佛经之外的典籍都没有类似说法。李
士谦对他解释说：“儒家有‘积善余庆，积恶余殃，高门待
封，扫墓望丧’之说，史上皆有事实可考 ，这难道不是善恶
的报应吗？佛经上说天道轮回，周而复始，永无止尽轮回，
这就是汉代贾谊说的‘宇宙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
的道理。当佛法还未向东传播前，就有古圣贤哲已领悟它的
真谛了。至于像鲧变为黄熊，杜宇变为杜鹃，褒君变为蛟龙，
牛哀变为野兽，君子变为鹄，小人变为猿，彭生变为猪，如
意变为狗，黄母变为龟，宣武变为敝黾，邓艾变为牛，徐伯
变为鱼，护卫的士兵变为鸟，写字的书生变为蛇，羊祜的前
身是李氏的儿子，这些难道不都是佛家所说的因果报应吗？”

万人送葬
隋朝开皇八年（588 年），李士谦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赵郡的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后，无不痛哭流涕的说：“为什么
不让我们去死，而让李参军去死呢！”参加送葬的有一万余
人。

同乡的李景伯等人认为，李士谦道德高尚闻名于田园乡
间，就将其一生的言行整理成文书，刻在他墓前立的一块碑
上。其中有这样赞美他的词句：“言必楷模，孝全终始。高
调横逸，清风崛起。”

李士谦的妻子卢氏，很有妇德。在丈夫去世后，她没有
接受任何人所送之物。她对众人
说：“士谦一生喜欢施舍， 现
在他虽人已去世，但我
怎 能 改 变 他 的 志
向 呢？” 她 为
此 还 拿 出 五 百
石粮食赈救贫穷
之 人， 以 彰 显 丈
夫的志向。

道不远人
孝敬父母 文／甘露

文／农夫

隐士李士谦活万人
信因果报应 文／周雯

《女儿经》成书于明朝，作者已经不可考，但仔细翻
阅后才惊叹，在几百年前的古老中国，对女孩子的教育就
已经如此细致并如此的系统。如果每个小女孩都能按照
《女儿经》上的要求来为人之女，成人之妇，做人之母，
将传统中华文化中那些美好的品德承传接续下去，那中华
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女性该有多么温婉、善良和贤淑美好
啊！

我在阅读《女儿经》时还真是很有启发，故而和读者
分享一点浅思。一起来看一些片段吧：

做女子

“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
亲。勤梳洗，爱干净。”

开篇的要求，就是女孩子要早早起，梳洗干净，为父
母烧茶倒水问早安。先不说我们自己是否早上都要问候父
母并烧茶汤，我们自己的孩子对我们有这样的礼数吗？如
果没有，那就是我们教育的缺失了。

“父母骂，莫作声。哥嫂前，请教训。火烛事，要小
心。穿衣裳，旧如新。”

对于喜欢网购的女生，喜新厌旧的不断买新衣服，与
家人沟通经常争辩抢白的，看看上面这个跃然纸上的朴素
温婉的女孩形象，应该对我们有所触动呢。

再如“修己身，如履冰。”“坐起时，要端正。举趾时，
切莫轻。”

女孩子家或女人家，坐、卧、站起都要轻盈、端正、
舒缓。对于性格外向，喜欢雷厉风行的女生，需要时时提
醒自己“十差九错，只为慌张”。快速行动不等于毛手毛
脚，更不等于粗声大气。

在日常生活、起居、工作中，一切言动都要沉稳、有
度，儒雅从容。

对孩童
“孩童闹，规己子。是与非。甚勿理”
在古代，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发生冲突了，都知道要教

育自家的孩童，不管谁是谁非，都要谦让待人。
真的感慨呀！党文化简直把当今的中国人变成了兽。

人伦尽失！现在哪个家长在自己孩子受委屈时想到的是自
省呢？立刻拽着孩子与对方家长咆哮一番是党文化下的常
规动作。古人所讲，可以说是至理。

“有儿女，不可轻。抚育大，继宗承。”
如果有了孩子，做母亲的不可掉以轻心，哪怕日子再

苦，也要让孩子读书受教育，努力把孩子培养成人。

耕读传家，读书为上是古代做母亲的职责。作为母亲，
是否在心底深处还有希望子女成名成家，功成名就的心思
呢？仔细反思自己，还是看到了除了把子女培养成为一个
高尚、有道德的人外确实存在功利心。如果做母亲的都不
能心地纯净、以崇尚品德为要，怎么能给子女选择一条至
善大道？

对丈夫“相敬如宾，相成如友，亵狎谑戏，夫妇之
丑。”“百年相处，终日相见，千忍万忍，休失体面。”“既
是一家，休要两心，外合里差，坏了自身。”

看，都是些最浅显明白的道理，做到不易。但是古人
至少从小就被如此的教育着，塑造着。好坏自有衡量杖。
而党文化下的中华大地，谁还知道古老文明中还曾经有过
这么纯正、善良的文化基础？如何为人妻，夫妻间怎样才
是相敬如宾完全没有人传授，没有相关教育。才造成当下
放荡之妇遍地，即使表面很传统的女人，内心也已经不纯
净了。可悲！可叹！

类似的古籍还有不少，都处于“藏在深闺人不知”的
状态。所以，大家不妨查找一下国学启蒙系列丛书，对于
孩子们的教育，尤其女孩子的教育，应该都会有正向的借
鉴吧。

我在翻看这些古籍的过程中，更加体会到，几十年来
在党文化的侵蚀和毒害下，国人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做
人，做好人，做善人了。女人更不知自己可以是多么的美
好和贤淑。在阅读《女儿经》感慨之余以此小文抒怀并与
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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