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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近些年，媒体经常报道孩子杀害父母的新闻事件，比如，
2018 年一个六年级的男孩在家用刀把母亲砍死，2019 年一个
12 岁孩子用锤子杀亲生父母，2020 年一对教授夫妇被 90 后
的儿子杀死。听到这些消息，很多人都吓出一身冷汗，唏嘘
不已。咱们中国历来都是重视孝道的社会，怎么会有这么多
的社会乱象。

传统文化中的“孝”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儒释道为中国人奠定了重

德行善的文化内涵。常言道：百善孝为先，作为“百善”基
础的这个“孝”，有多少人明白其内涵和能做到呢？“孝”，
这个字，上面是“老”字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个“子”字，
表示“老在上，子在下”，这是长幼尊卑的次序，礼节。

回顾几千年来中华灿烂的文明和历史，那些辉煌的基础，
正是我们祖先所奉行的那些做人做事的原则，如孝道、友爱
等。大家都知道“伯俞泣杖”的故事。 汉代韩伯俞，梁州人，
天性很孝顺，母亲教育他，一向很严格。每次有小的过错，
就用手杖打他，伯俞跪着被挨打，没有什么怨恨。一天，母
亲又用手杖打他，伯俞大哭。

母亲惊讶的问：“往日用杖打你，总是心悦诚服的接受，
没有哭泣的现象，今天用杖打你，为什么哭了呢？”伯俞说：
“以往儿子犯了错，挨打感到很疼痛，知道母亲身体康健，
今天母亲打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疼，说明母亲体力衰退了，
所以心里难过，才情不自禁地哭泣。”

现代社会中的“孝”
但是中共篡政后，正统文化遭到了打压，它还系统的、

有目的篡改历史、扭曲文化，在这样的统治下，许多民众头
脑中有意无意的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进化论、无神论等观念，

这些观念和世界文明、中国正统文化对立、冲突，造成了严
重的认知障碍。

有的年轻人对“孝”提出质疑。他们说，父母没有经过
他同意就把他生出来，与自己无关，是所谓的父母无恩论。
还有的人说，孝是迂腐的，西方人不讲孝，也生活的很好；
更有的说那些宣扬孝的别有用心，是为了控制别人。

也有人认为自己很孝顺，给父母买衣服、保健品，给父
母生活物质上的保障。我们是否把父母放在上面，把自己放
在下面，带着恭敬心去对父母说话和做事呢？很多时候我们
不开心了，生气起来，父母首当其冲成了自己的“出气筒”。

另外，许多年轻人没有感到应该对父母感恩，是因为在
社会中深感生存不易、生而少乐甚至生而无望，如果他们的
父母一辈也是为生活奔波，两代之间彼此互压互斥、互伤互
害，内心的苦楚无法表达，更难以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在假
恶斗的共产社会中只能用暴力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有种种的无奈，但如果随波
逐流，是自毁前程。历史上的贤德之士已为我们留下了做人
的理念。正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孝道
对于提升个人的道德、涵养、为人处世技巧有好处，孝顺孝
顺，做人有孝才能顺。实践孝道也有利于家庭、社会乃至国
家的良性发展。

以孝道治国 --- 康熙皇帝
清朝康熙皇帝，8 岁登基，在位 61 年，开创了“康乾盛

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康熙帝的父母在
他小时候就去世了，是祖母孝庄文皇后抚养长大的。康熙帝
说，真正的孝道是一颗体贴父母及长辈的善心。

孝庄太皇太后晚年时患有“老寒腿”，膝关节酸麻疼痛。
她老人家想到温泉去洗浴治疗，康熙帝火速派人前往汤泉处
修建行宫。行宫建好后，康熙帝亲自陪同祖母前往，一路上，
遇到路况窄险，他都亲自下来扶祖母的马车。过浮桥时，康
熙帝怕桥不牢固，先亲自上桥试一下，然后才让祖母的马车
通过。

每到吃饭住宿时，康熙帝都要亲自侍奉。孝庄太皇太后
在温泉行宫呆了 51 天，这期间不管雪雨寒天，康熙天天去请
安，往返路程六十多里，甚至有时一天去两次。《康熙起居录》
的笔录官不无感慨地说：皇上天性纯孝，古帝王未之有也。

祖母的事，都常在康熙心中，关照入微，马虎不得。孝
庄太皇太后大病时，康熙亲自尝汤药、衣不解带，生怕祖母
想要用什么东西却准备不及时和周到。当康熙知道了祖母非
常想念女儿巴林淑慧公主时，就立即安排接公主入京。康熙
帝晚年的时候说他见过很多家族能昌盛几代，他们一般都是
孝敬之家。

康熙帝不但对祖母孝顺，而且还爱民如子。在赤城停留
期间，距县城南二十多里有个村子，那里的土壤不好，产粮
甚少，听说皇帝要路过此地，百姓们便跪在路上拦住皇帝骑
的马，请求免除官粮和赋税。康熙帝听后当即下旨免除，后
来百姓将村名改称“拦马站”。

一个孝顺的人，心中是有爱的。遇到不该做的事，往往
会不忍心去做，所以讲百善孝为先。一个人如果能运用孝道
把家里的各种矛盾解决，那他在社会上，在工作中，也一定
是一个不错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家是一个人走向社会的基础，
家里搞得一团糟，他在社会上的工作也很难出色。

文／薛桐“孝道”中的做人理念

大概在 2003 年，生活在农村的七十多岁的公公因罹患癌
症去世，60 多岁的婆婆因受刺激变得有些痴呆，而且血压很
高，有时出现晕厥，所以大儿子就不敢让她独居，就让母亲
去他家住了。可是，因跟大儿媳合不来，婆婆就又回到自己
家独居了。小儿子对老人“活着不孝，死了不葬”，老人对
他更没有指望。

我丈夫（婆婆的二儿子）和我得知这个情况后，就把婆
婆接到我家来了。为此很多人说我傻，还给我出了一些点子，
有的说：“老大给她闹别扭就是不想让她在那儿住，你什么
也不说就把她接来，正好如了他们的愿，将来老人就粘在你
这儿了，看你怎么办！”有的说：“她三个儿子，可以轮流
着住嘛，提出这样的要求也不为过。”

无论别人怎么为我抱不平，我都有自己的主意。我说：
“能够轮流住当然好，只要我有要求，都可以有个说法，只
是条件在这摆着，即使老人轮流住，能有好日子过吗？老的、
少的谁都生气，那太难受了。我的打算是即使他们谁都不管
婆婆，我也管，只当婆婆就生了一个儿子。”她们说：“哎
呀！您说得太好了，我们可做不到。不过，你也别太天真了，
到时候过起日子来，你就知道难了。”

我说：“我是修炼人，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人，
我如果和他们计较，我就和他们一样了，怎么能说自己是个
修炼人呢？‘真、善、忍是法！’（《精进要旨二》），是
修炼者必须遵守的。生活中肯定会遇到不如意的事，那正是

我需要修去的东西，有大法作指导，我什么困难也不怕。”

为了让婆婆开心，晚饭后我有时陪婆婆出去散步，碰上
一些陌生的老人总是和我们打招呼，并问婆婆：“这是你女
儿呀？”婆婆说：“不是，是我儿媳妇。”人家还夸她：“你
真有福气。”

有时我带婆婆去浴池洗澡，也有人问婆婆：“这是你闺
女呀？”婆婆还是说：“不是，是我儿媳妇。”那人瞬间变
得眼睛出神，随着一声：“唉呀！真好！”微笑着向我们投
来羡慕的目光。

婆婆摔伤后，我用轮椅推着婆婆到外面遛弯，人们还是
那样问，婆婆也还是那样回答。我想：为什么人们总是这样
问？难道只有女儿对母亲才有这样的陪伴吗？看来“婆媳是
冤家”真是大多数人的认识，那么我今天就已经改变了这个
俗话，那就是“婆媳似母女”。

不过，我深切体会到真正做到这一点，达到表里如一，
两心之间没有间隔，是真的不容易。虽然我早就有做一个孝
敬公婆的好儿媳的愿望，但是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才知道很难
做到，如果没有大法指导我如何修心，排解我的怨气，我是
万万做不到的。在生活中我经历了怎样的历炼，经历了怎样
剜心透骨的割舍自己不好的执着心的痛苦，努力克服自己的
私心产生的怨恨，谁都不知道，只有我师父知道。所以“婆
媳似母女”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修出来的。

文／大陆大法弟子

陌生人问我婆婆：
这是你女儿吗？

在一个家庭中，父母亲就像是模塑工，如果对子女不
加塑造，子女就不可能成型成才。有些人的成才，的确全
靠父母长辈的严格督导。古往今来，这样的事例甚多，晋
代的皇甫谧（读秘），就是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皇甫谧，幼名静，字士安，安定朝那 ( 今甘肃平凉县
西北 ) 人，是汉代太尉皇甫嵩的曾孙，可说是名门之后。
他小时候就过继给叔父为子，故后母任氏，原是他的婶母。

皇甫谧自小就不肯好好读书，整天游荡，十分顽劣。
眼看着皇甫谧就长到了二十岁，像他这样的年龄，有的人
早已是满腹诗书，有的人则早已取得功名，还有的甚至早
就有所成就了。而皂甫谧却还是一事无成，腹中空空。因
此，人们都认为皇甫谧，过于痴呆，不会有什么出息了。

谁也未曾想到，像皇甫谧这样一个冥顽不灵的人，却
被他后母任氏的一剂良药，治好了毛病。到后来，竟然成
为一个知名的学者。

皇甫谧年届二十，尽管游荡无度，不肯向学，但对他
的后父、后母，总算还有孝顺之心。有一次，他得到了一
些瓜果，自己舍不得吃，特意拿回家去，给他的后母任氏

吃。任氏想到自己的这个宝贝儿子，不求上进，终日游荡，
时刻感到忧戚万分，哪里还有心思吃皇甫谧敬献的瓜果？
她一面拒而不食，一面忧戚地训诫儿子道：“《孝经》上说：
‘如果自己不学好，哪怕每天用牛、羊、猪等三牲侍奉双
亲，也仍然是不孝！你现在已经二十出头，仍然丝毫也不
把读书学习放在心上，品性行为也不入正道，你实在没有
什么可以让我感到安慰的！”她越说越感到伤心，又痛切
地说道：“过去孟子的母亲接连三次搬家，以便让儿子在
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学习，成人；曾参宁可杀掉一头猪给儿
子吃，也不肯违背诺言，始终坚持言行一致、诚实不欺的
教育。是不是我没有挑选好居住的环境，对你的教育也还
没有到家呢？为什么你总是这样的愚钝、不开窍啊！修身
养性，刻苦读书，将来得到好处的是你自己，我又能得到
什么呢？！”说完，对着儿子热泪滚滚，无限悲伤。

听到任氏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语，皇甫谧的内心，受
到极大的震动。这一番话，犹如当头棒喝，令皇甫谧一下
子震醒了。从此以后，皇甫谧确实改变了过去的恶习，跟
从家乡知名的学者席坦读书，而且非常勤奋，不稍懈怠。
家中很贫困，他便亲自耕作。干农活的时候，也照样带着
书籍，抓紧时间阅读。皇天不负苦心人，皇甫谧最后终于
博通群籍，经史百家 几乎无所不晓。晚年时，他得了风痹

症，手脚活动不便，仍然不顾病痛，手不释卷。他成天沉
浸于书籍之中，废寝忘食，当时人都称他为“书淫”。有
人劝他读书不要太过，否则将要伤害身体，皇甫谧说：“古
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勤奋学习总是不错的，至
于其它，则在所不计。”

皇甫谧立下崇高志向，终身不仕，三国魏时举他为孝
廉，又召他出仕，他均不肯。到了晋朝，晋武帝多次下诏
征聘他，他都不肯应召。皇甫谧心中只有读书，曾特意上
表向晋武帝借书，可谓惊人之举。而晋武帝却也乐于成全，
真的送给他一车书。皇甫谧一生刻苦向学，桃李满天下，
其学生挚虞、张轨、牛综等，均为晋代名臣。

皇甫谧自号玄晏先生，一生著述挺多，有《帝王世
纪》、《高士传》、《逸士传》、《烈女传》、《玄晏春秋》、
《礼乐》等著作以及《三都赋序》等文学名篇。尽管不少
已经佚失，但传世的仍有不少，对后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没有后母任氏的教育，皇甫谧会碌碌终生，不可能成
为一代有名的大学者，而名垂史册。

文／慧淳后母任氏，教子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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