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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看一下正体字 “慾”的构成，字面意思是，内心欠缺“谷
物”。我理解，那不是缺乏“精神食粮”的意思吗？食粮不足，
人就会饿，所以总是不满足、贪求。

那么，什么是让人内心能饱的“精神食粮”呢？

我想到了传统文化。因为传统理念教人知足、惜福、感
恩，这样的理念让人“越吃越饱”，而不容易贪欲太强。

记得一个古代故事讲，有个穷人，整日辛苦劳作，却只
能令全家勉强果腹，他还每日感恩上苍，令他家没有病人，
没有灾难，他觉得这就很感恩很知足了。如果人们接受这样
的传统教化，内心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又想到了现代观念，“激励”人追求“最”：婚姻就
得找“最爱”、“真爱”，最好是“灵魂伴侣”；感情就得
有“激情”，太平淡就不够“有爱”；女人要做“美女”还
要想办法“冻龄”；学生要当“学霸”；孩子得是“别人家
的孩子”。互相攀比，差一点都不行，把人的胃口和贪欲激
发到无限大，永不满足，令人“心比天高”。

这很像是“精神毒品”和“精神激素”，越吃欲望越大，
越吃越饿。在这样的理念下，对配偶不满而梦想遇见“真爱”
的大有人在，对自己容貌不满的也大有人在，即使容貌不错，
到一定年龄有了皱纹和白发，也不满，觉得要像有些人那样
“冻龄”才满意。

种种现代观念，把人的“欲”刺激到无限大，结果是，
活的无比拧巴，咋都不满意。

我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被几乎无处不在的现代
观念弄得“中毒”很深了，像是温水煮青蛙那种慢性中毒。
很多自己觉得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想法，其实都是过度贪
欲和非分之想。

比如，我一向觉得婚姻要遇到两情相悦的人才好，其实
是个现代观念下的很大的谬见，因为婚姻是神安排的，根据
因果和因缘、业力等安排的，不是给人享受情爱的。

再比如，我一向觉得外貌保持年轻状态才好，其实也是

错的，这种现代人普遍觉得天经地义的想法背后是很强的贪
欲，包括色欲心、虚荣心、好胜心等等，如果深挖的话，会
发现其背后的魔性很强，并不是真正的人的行为。

现代人很多有容貌焦虑症，怕老。可是在传统时代，哪
怕是几十年前，社会上人们普遍没有想冻龄这种“逆天”的
观念，那时人们普遍看重家庭、子孙，那时人们的追求更接
近古人讲的五福：一长寿，二富贵，三康宁，四好德，五善终。
五福里可没有爱情、婚姻、外貌这些现代人心心念念的非分
的贪求。可见，社会道德下滑了多少，人们的贪欲又增加了
多少。

抱着这些过度的贪欲不放，会感觉永不知足，永远都有
忧愁和担心的事儿，其实是离幸福越来越远了。

知足常乐、感恩惜福才是通向幸福的正确心态，幸福不
是满足欲望，而是降低欲望。

一点随感，与大家分享。

文／大法弟子

从“欲”字看
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 

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名臣司马光，字君实，陕州
夏县 ( 今山西夏县 ) 人。他由进士出身，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
下侍郎。司马光在史学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著《资治通鉴》
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烈王二十三年 ( 前 403)，下迄后周世宗
显德六年 (959)，取材除十七史外，尚有野史、文集等二百多
种，史料系统而完备，给后世以很大影响。

司马光自小就聪明过人，据史籍载，他刚七岁时，就俨
然像个成人了。听人讲《左传》，十分喜爱，回家后对家人
讲解，居然能头头是道，将其大意讲得清清楚楚。自此以后，
真可谓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读书，到了忘记饥渴、不问寒
暑的地步。他的聪明是超越常人的，他年幼时，和许多孩子
一起，在庭院中玩耍，院中有一口盛满水的大缸。有个孩子
不慎跌落缸中，眼看着就要被淹死。别的孩子全都惊慌失措，
吓得四散逃去，独有司马光沉着冷静，急中生智，抓起一块
石头将缸打破，缸水流出，救了缸中的孩子。这个“司马光
砸缸救人”的故事，在当时就到处流传，人人知晓，个个称赞。

当司马光还只有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得到了一些
青胡桃。司马光的姐姐，想代弟弟把胡桃皮剥掉，但剥来剥
去，却总是剥不下来。这时，正好姐姐有事，便离开了。家
中的女佣人，想了个办法，帮司马光用开水将青胡桃烫了烫，
很容易就将皮去掉了。姐姐办完事回来，见青胡桃都已去掉
了皮，十分惊讶，问是谁剥的。司马光为了在姐姐面前表现
自己，也没有多加考虑，便随口回答道：“是我自己剥掉的。”
司马光的父亲，当时恰好看到了事情的经过，见儿子为了表
现自己，竟说了谎话，便很严肃地教育司马光道：“小孩子
怎么能随便说谎话！”父亲训斥的话，给年幼的司马光，留
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从此以后，他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
再也不说谎了。

司马光一生正直、诚实，为人们所公认。司马光去世以
后，蔡京等奸臣，还不肯停止对他的迫害，撰写了所谓的“奸
党碑”，将司马光列名其中。蔡京同党让石匠安民，来刻碑时，
安民推辞道：“我是个愚民，不知道立碑的目的。但像司马
相公这样的人，海内都称扬他的正直。现在说他奸邪，小民
不忍心刻这样的碑！”蔡京同党见他拒绝刻碑，又听他说出
这一番话，十分恼怒，勒逼他刻碑。安民哭泣道：“我受官
府差役，不敢不照官府的吩咐做。但是请求碑文后面免刻上
我的名字 ( 按过去惯例，碑上要刻上刻工的名字 )，免得让后
代的人唾骂我！”听到安民这话的人，都觉得内心十分惭愧。

宋代大文豪在司马光身后，也曾为他撰写墓志铭。苏东
坡在墓志铭中，称赞司马光一生的品德，认为可以用“诚实”
和“专一”这两个词，来加以概括。以上两事，足以说明“诚
实”两字，实是司马光重要的品德之一。从剥青胡桃皮的故
事可以看出，司马光是一个悟性极高的人，一次受教，便可
终身受益。如果是常人，恐怕大多做不到这样，必须要耐心
反复地加以教育，日积月累，水滴石穿，最终达到目的。人
与人之间，确实存在着极大的个性差异。

司马光后来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以后，把诚实做
学问的精神，也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他曾经对他的弟子刘
器之说：“求学问也要从不说谎话做起！”看来，“诚实不
说谎话”乃是司马光的一生心得。

司马光小时善于受教，成人以后，也特别注意教育自己
的子女。司马光一生无论家居还是做官，都十分俭朴，不尚
奢华。宋仁宗宝元初年 (1038)，司马光刚刚二十岁，便考中了
进士。参加朝廷办的招待新进士的喜宴时，别的人个个都戴
花，独有司马光连这一朵红花也觉得过于奢华，不肯佩戴。

后来同辈劝他，这是皇帝所赏赐，不戴恐怕不妥，他才勉强
戴了一枝。他当西京留守时，每次外出，只带几个人。后来
当了宫观使，有时乘车甚至不张车盖，自己举着扇子遮挡太
阳。程颐劝告他：“你出去不带随从，百姓士子可能不认识你，
会带来许多不便。”司马光却回答说：“我就是希望别人不
认识我。”司马光“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此外不再
多取。

为了教育儿子，让儿子认识到崇尚俭约的重要性，他特
意用家书的形式，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文中认为，古人
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嗤笑，实在是要不得的。他
对当时的许多奢侈现象提出了批评。司马光极力赞扬宋代先
朝一些俭朴的官员，十分赞赏别人所说的“由俭入奢易，由
奢入俭难”这句至理名言。他认为：“有德者皆由俭来也。
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 ( 不为物质条件所左右 )，
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过来，
“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
多求妄用，败家丧身。”他要求儿子切戒奢侈，务求俭约，
认为追求奢华足以败家，应当戒除。

司马光还曾作书教育他的侄子，告诉侄辈不要倚恃父辈
的权势。当时，司马光被朝廷任命为门下侍郎，他叮嘱侄子：
“汝辈……倍须谦恭退让，不得恃赖我声势，作不公不法，
搅扰官司。( 指官府 )，侵凌小民，使为乡人所厌苦，则我之
祸皆起于汝辈，亦不如人也。”

从以上事例，可见司马光苦心教育子侄们的殷殷之心。

文／严自律

“求学问也要从不说谎话做起！” 

我是二零零三年走进大法修炼的，炼功一个月，我身
上的病全好了，每天精神十足，面色红润，浑身有使不完
的劲儿，心情也开朗了，想想以前，我虽年岁不大，可是
个老病号。

听父亲说，我几个月时，十个指甲里长黑血，医生用
针头扎进指甲里往外抽黑血，吓得母亲不敢抱着我，我在
里面哭，她在外面哭。六岁时长疹子，别的孩子吃点药就
好了，我吃了却不顶事儿，只好喝中药，中药很苦，我喝
了几天，每次都是连喝带吐。平时伤风感冒、打针吃药是
平常的事。十几岁时，头痛、头晕、眼黑、视物不清，心
虚血弱、腰腿疼，走路直不起腰，像抱着千斤重物，赶上
阴天下雨，疼得走路一拐一拐的。总之我的童年没有快乐，
整天心里闷闷不乐，脸总是阴沉沉的。

二十六岁时，我喜得大法，从此脱胎换骨，到现在都
没得过病，没吃过药。我家里的亲人看到我身体的变化，
都支持我修炼，相信大法好，下面我主要说说我得法后的
幸福家庭。

和丈夫初次见面时，我没说别的，只讲大法的美好，
丈夫听得入了迷，支持我修炼。他约我出去玩时，给我买
衣服，我不要。吃饭时我俩最多花上十几块钱，这次他付
钱，下次我先把账结了再吃饭。他总是说我太好了，没见
过我这样的。我就说：“我是学了大法才做到的。你挣钱
也不容易，不能随便花你的钱，我们现在也就是普通朋
友。”他一次次的约我，我一次次的给他讲。第一次去他
家玩，我是带着《转法轮》去的，我读一段，他读一段。
读了几页，他说想和我出去玩，我说：“我得走了，还要
上班，你有时间还是多了解一下法轮功吧！”

丈夫一家都认同大法，结婚时我没要彩礼，只买了简

单的家具，我自己出钱给婆婆买了台煤气灶。结婚后，我
给了婆婆两千元钱，安装上太阳能热水器，邻居都羡慕的
说：“他家太有福了，娶了个好媳妇。”

丈夫把大法书和师父法像请到家里，我让他把结婚前
挣的钱都给婆婆，只花我挣的钱。丈夫跟我去城里上班，
我们每人一张工资卡，我只花我工资卡里的钱，他的卡自
己拿着，我不花也不要，一年后，因丈夫执意给我才拿着。

女儿是婆婆一手带大的，她从小很淘气，脾气大，婆
婆有耐心又细心，我对婆婆非常感激，给她买衣服，给她
零花钱，婆婆心地善良，稍微有点强势，我就避其锋芒。
她有时象数落孩子一样数落我，我从不还嘴，只是说：“妈，
我虽然学了大法，也有做不好的地方，做错了我会改，有
时候认识不到，你指出来我也会改。”婆婆听了很感动。

有一次，我和丈夫吵了几句，心里很不高兴，跟婆婆
诉说，婆婆说：“你不是学真、善、忍吗？这么点事还忍
不了吗？”我真是惭愧，马上说：“我错了。”一场矛盾
立刻烟消云散了，婆婆说：“我也受了大法的感染”。

有一天晚上下班后去婆婆家接女儿，冬天有点冷，婆
婆让女儿穿上棉袄，她就是不穿，还和奶奶吵，我哄了半
天才穿上。回家后对女儿说：“奶奶是心疼你，怕你冻着，
你明天给奶奶道个歉。”女儿说：“你帮我说，我不好意
思说。”我说：“能承认错误是最勇敢的孩子，谁都佩服你，
这样才算真正的大法小弟子。”

第二天去接女儿，婆婆说：“是不是你叫她进门就给
我道歉的？”我们都开心的笑了。女儿几个月大时，我就
抱着她看大法歌曲视频，会说话了就背《洪吟》、唱大法
弟子的歌曲。

公公有心脏病已好多年了，去年春天又犯病了，连夜
送去医院。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又连夜转院到市里大医院，
两个护士跟车，怕在路上人就去世了。婆婆在家里只是哭，
丈夫和小姑子跟着去了，顿时象天塌了一样。因女儿上学，
我在家接送女儿，做饭，陪着婆婆，用大法中学到的法理
开导她。公公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月，我就给丈夫汇钱，
并询问病情。

出院后，我就让公公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公公不说话，表情很难看，婆婆事后说：别再和你爸说这
个了，他心情很烦躁。我就暂时不说了。

公公喜欢花，我就从网上挑选稀有的花，拿着手机让
他看，喜欢哪个买哪个，还时不时的给他说宽心话。一天，
我送给公公几本真相小册子说：“爸，有时间你还是看看
吧，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得了绝症念‘法轮大法好’都
好了，你身体好了，首先受益的是你本人，你高兴了咱们
一家都高兴。”公公笑了说：“放这儿吧，有时间我看看，
我都念了一个月的‘法轮大法好’了。”原来他虽然心情
不好，我的话还是听进去了。我又把新买的播放器送给公
公听，里面的内容有：修炼故事、神传文化、轮回纪实……
公公高兴的接受了。我从来没看见他这么高兴过，现在他
面色红润，身体康复后又上班去了，每天回家吃晚饭就打
开播放器听。

写这篇文章时，百感交集。我现在的幸福家庭来自于
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要是不学大法，我也许早已瘫痪在
床或是命归黄泉了，真的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表达对
大法、对师父的感恩之情。我想：只有告诉所有人大法好，
讲清真相，唤醒迷中人，才是对师父最大的回报。愿世人
早日清醒，同化大法，躲过瘟疫大劫，拥有美好的未来。

文／大法弟子大法给我一个幸福的家

家教珍事家教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