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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和“天下
无不是的孩子”的说法和“飞流直下
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一
样，都是对主题的一种强调、形容和
夸张。孝之论肇肇无考，孝之事口口
相传， “世间父母亲最真，血泪溶入
儿女身。禅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
父母心！”子女是父母的全部和生命
的延续。 也正是由于这些彼此间
的太爱而又常常无意间互相伤害
了对方。

“十月胎恩重， 三生报答轻。

一尺三寸婴，十又八载功。母称儿干
卧，儿屎母湿眠。 母苦儿未见，儿劳
母不安。 老母一百岁，常念八十儿。

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觉寒”。 子女对
于父母

,

古人尚能做到“父母之过问
不过三，其问一，以表人子之心；问
其二，以示孝悌之道；问其三，以彰
道理之范。若再三纠葛，难免陷父母
于不仁不义之地，是为不忠不孝。 ”

身为人子， 多一份调和或许更有利
于事情的解决。否则，就不会有诸如
“孝感动天、百里负米、埋儿奉母、卧
冰求鲤、恣蚊饱血、哭竹生笋”这些

荒唐无稽， 不堪一驳的所谓的孝例
故事的代代相传。

大凡人到了老年， 无论是从体
力、精力、智力或者行动能力都已经
成为弱势， 他们往往因受过去艰难
岁月， 艰苦生活和恶劣环境的磨
炼和折磨所造就的固定的心理
模式的支配，更加不服输、不服
老，在丢三落四的情况下仍然逞
能、显摆、固执、强势，有时候甚至显
得“张到”。其实这无偿不是件好事，

最起码说明他们还能自理，还有自
信，还愿意“力所能及”。 想想自
己小时候，父母为了避免我们在
他们包饺子的时候捣乱，索性也
给我们一坨面以后的心理感受，也
许就不难想象老人那种不甘失落的
心态。

“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欲

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
一二”，老人由于各自经历、环境、文
化、修养、品位的不同，各自所形成
的卫生习惯， 生活习惯以及养生观
念，性格、追求、喜好和心态等也不
同， 他们往往都有自己固守的那一
片心理天地。 在穿戴上老人坚守的
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子女信奉的是：新的不去，旧的
不来；在吃喝上老人是：对于发霉变
质的食物也舍不得扔， 因为子女倒
掉一碗剩饭， 一盘剩菜就要喝药上
吊的也大有人在。 其子女崇尚和习
惯的是：宁吃仙桃一个，不吃烂杏一
筐。 经常出现在电影、电视、书籍中
的那些面对地震来了，台风到了，日
本鬼子进庄了， 也不肯挪动半步，

死，也要死在老屋里现象，在现实生
活中也屡见不鲜。

老人不管有多大的年龄， 曾经
有多么辉煌的经历，多么高的职位，

一旦老了， 他们就是一般概念上的
老人。他们不比其他老人更固执、更
自我就算烧高香啦！ 他们曾经的辉
煌无法兑换成理想的现在。 早已为
人爷的我经常给老伴儿说： 我们老
了，可千万不要怎么怎么样，给孩子
添麻烦。其实人一旦老了，就会有许
许多多的无奈和不得已。 他们往往
拿不起， 放不下； 他们往往不撑事
儿，还爱管事儿；一会儿东，一会儿
西； 一会儿无所谓， 一会儿了不
得；一会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一会儿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他
们往往因为过高估计自己而不
服老，怀着一副唯我独尊，舍我其谁
的心态，瞎掺和，搞得子女们远近不
得，无所适从。

孝顺，这句话单从字面上讲，它
们只是一个并列词组。 也就是说：

孝
=

顺，顺
=

孝。 但是从事理和哲学
的角度上讲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孝
顺又偏偏就是孝道的核心内容，“孝
道” 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
精髓， 是儒家伦理思想之核心，是
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
道德准则和传统美德。 在以孝治天
下的年月里，更是（孝）“顺”者昌，

“逆”者亡。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
的”，孝顺，从理性的角度上也许讲
不通，但是从事实，从感性，从人性
论和中庸的角度上讲， 又是卓有成
效的。

老人不乏太多的磨难， 太多的
不得已。 老了想主宰一回自己的命
运，想找回自己那份曾经的爱好，想
保住自己那点唯一的坚守和习惯，

不想再任人摆布， 只想和子女们热
热闹闹地待在一起，永不分离，永不
寂寞！

孝心可鉴，孝举何为？

回答———难！ 执行———难！

（孟遂生）

苏金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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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征稿启事
风风雨雨，《信阳晚报》走过二十四个

春秋。 在喜迎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本报
再次改版，一个崭新的栏目呈现在读者面
前，这就是“编读往来”。

“编读往来”栏目是本报编辑与读者
沟通互动的模块。 本报通过“编读往来”，

可以建立起对读者的尊重与信任，传达对
读者的感谢，能更广泛地收集读者对本报
的评价和建议，经过完善以使《信阳晚报》

的内容更加充实和生动。“编读往来”拟分
以下几个部分：

一、小编说：编辑对一期报纸的总结，

和告知读者的一些事项、活动，及其他想
对读者说的话。

二、有问必答：有问必答是欢迎读者
就本报的内容提出相关问题，并留下电子
邮箱。 编者通过电子邮箱回信给读者，每
期栏目会选上凝问较多的几个问题进行
刊登。 欢迎来信至

xywbzy@126.com

三、编辑心情：每期推荐一位作者，刊
发其代表作品及工作经历、 兴趣爱好，并
附上照片。 欢迎读者与作者互动，读者来
信可对该作者提出疑问，对作品发表评价
以及提供改进意见。 下一期，“编读往来”

会挑选比较中肯的读者来信，以对话的形
式把读者与作者的互动刊登出来。

四、产品赏析：每期推荐一款重点产
品推广方案，刊登产品照片，收集读者反
馈意见，既可以起到宣传作用，又可作为
市场调查。

五、真心话：每期刊登一位读者的来
信。来信内容最好是对本报刊发的文章提
出可行性修改的建议，包括语法、修辞、标
题等。

瑞士小镇

乡村歌谣
本报老年记者任纪海

春夏秋冬是乡村主曲
二十四个节令是乡村乐章
五谷在沉默中生长
草地哺育猪鸡牛羊
爷爷哼着信天游
用脚点着木水车上的音符
禾苗允吸着甘露
玉米在音乐中起舞
奶奶用锄头和庄稼对歌
农家院内的红杏偷偷爬出了墙
豌豆在阳光下弹唱

金牛山办事处

高标准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信阳消息（陈军委耿红松）日

前，河区金牛山办事处按照“四个
强化”，高标准开展冬季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

强化领导。 该办事处明确农田
水利建设各项工程责任人， 严格奖
惩，加强督察，并加强资金使用和工
程质量监管。

强化宣传。召开动员大会、村民
大会， 宣传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意
义。

强化资金投入。 采取“向上争
取、 农民自筹” 的办法筹集建设资
金，已累计投入建设资金

150

万元。

强化监管。 工程施工“统一标
准、统一施工、统一验收”，加强监
管。目前，已改造坑塘

15

口，其中硬
化扩建万方大塘

4

口， 新建万方大
塘一口； 新修排灌渠一条， 新打深
300

米机电井
3

眼，完成土石方
4.5

万立方米； 新增有效灌溉面积
200

亩。

一切为了孩子

编辑同志：

日前， 河区十一小邀请教育部关工委家
庭教育中心讲师团专家、 河南省首批家庭教育
专家、信阳市教育局家庭教育讲师团团长、亲子
励志教育专著《爸爸的唠叨》的作者王仁元教授
到校举办了以“一切为了孩子”为主题的家庭教
育讲座。

王教授结合发生在身边的例子， 从孩子学
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健体、学会健心、学会生
活、学会实践、学会审美和学会创新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讲解，获得了家长们阵阵掌声。座
谈会上， 家长们踊跃发言， 积极与专家开展互
动。针对家长们的提问，王教授逐一进行详尽的
分析指导，使家长们的疑惑一一得以排解。

集体讲座结束后， 该校各年级以班为单位
分别召开了班级家长会。针对各班情况，老师们

分析了期中考试试卷，展示了治班策略，介绍了
班级开展的活动，对如何养好文明习惯、让学生
爱上课外阅读、 家长该怎么做等提出了具体要
求。 同时， 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展开了个案分
析，让家长们详细了解孩子在学校身体、心理、

文化、习惯等方面的情况，知道应该怎样做到学
校、家庭、社会紧密配合，共同育人，让每个孩子
健康成长。同时一部分家长还相互交流，介绍了
育子经验。

本次家庭教育讲座，增进了学校、家庭之间
的了解，增强了双方的沟通和信任，促进了教育
教学工作和班级管理，使家校沟通更加和谐。

读者：喻金董

编读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