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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它特别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及学习
文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
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一个人首
先要能够用自己的行动、精力对传统道德
身体力行，包括生存，包括敬老，没有这些
生活上的实践行动，一味学理论，不在生
活中去搏击，就会远离生活，不知道生活
的真相，难免会流于浮华，做事难免是纸
上谈兵。

清代著名诗人郑板桥留给儿子的最后
几句话是值得每个人牢记的：淌自己汗，吃
自己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不靠老天，不靠
祖宗，才算真正好汉。反之，一个人有经济

条件，有足够时间，有充沛精力，但却只注重
动手能力，只注重具体行动，不学习文化知
识，也有可能会糊涂，会迷失。

在物质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的今天，大
多数人都应是有余力学文的。但是，由于
新的读书无用论泛滥，一些孩子乃至家长
认为，就算读完了大学也不能很快地挣大
钱，还不如马上打工赚更多的钱。他们忽
视了长远利益，更忽视了读书对全面提高
一个人素质的重要性。《弟子规》的三字箴
言就是要人们注意学与做相结合的重要
性，实践道德很重要，学文化后你会做得
更好；它还强调读书的方法：读书法，有三
到，心眼口，信皆要。

也就是说，读书要做到心到，眼到，口
到，而且把“心到”放在首要位置，只有心
到、聚精会神，才能进入真正学习的境
界。接着，《弟子规》要求学习不要浅尝辄
止，而要求精益求精，要今日事今日毕，要
注意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爱惜书本……

学习是这样，推而广之，做什么事不
是这样呢，做什么事不需要心到，眼到，口
到呢，做什么事不需要专心致志呢，做什
么事不需要注意细节呢，对什么东西不需
要爱惜呢。所以说，《弟子规》就是要求孩
子们能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形成
正确的人生观，获得正确的为人处事的态
度和方法。 （未完待续）

《弟子规》的现实意义

□王 璐

近日，太原交警开出 10
年来山西省首张行经积水路
段不减速罚单的消息，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好评如
潮，纷纷为交警点赞。

“汽车行经积水路段，故
意加速通过，溅起 2 米高的水
花，一旁的电动车主全身被
浇透。”面对诸如此类恶作剧
般 的 不 文 明 行 为 ， 何 以 惩
戒？网络时代的人们在愤慨
之余，似乎已习惯以人肉搜
索的方式去指责。然而，即
便声讨的言辞再犀利，道德
上的谴责往往还是隔靴搔痒
止于表面，不文明行为仍不
鲜见。

那么，对不文明行为该如
何惩戒方能纠偏？当道义的
追责收效不大时，显然需要
将 其 纳 入 法 治 轨 道 予 以 规
范。就此来看，太原交警针
对不文明驾驶行为及时调查
取证，果断出手开罚单，不
仅对当事人的不文明行为起
到了惩戒作用，更重要的意

义在于通过“不文明要吃罚
单”警示和教育更多人“社
会文明无法外之地”，消除文
明行为认知领域的盲点和误
区 ， 引 导 公 众 以 文 明 为 标
尺、以法则为准绳规范自身
行为。

太原交警向不文明行为亮
“红牌”，无疑应当点赞。对
于不文明罚单的开出，同时
值得关注的是，发现不文明
行为的群众，没有用以恶制
恶的方式还击，也没有自认
倒霉纵容陋习者，而是理性
选择了及时向警方举报。的
确，面对不文明行为如何说

“不”，提升法治思维恰是关
键所在。唯有以文明和理性
描绘我们时代的底色，才能
推动和构建与新时代相匹配
的社会风尚。

八旬夫妇“裸捐”助学 罚单是惩戒更是纠偏

上海有一对老夫妇，将
房产、所有积蓄甚至家电家
具，统统捐献给慈善事业，
帮助家境贫困的学生完成学
业……丈夫毕原鸿，出生于
1931 年，是一名老党员，退
休前是中国工商银行闸北区
办事处的职工；老伴毛怡，
出生于 1933 年，退休前是一
名教师。2018 年底，毛怡老
人 因 病 去 世 ， 享 年 85 岁 。
2019年7月，毕原鸿、毛怡入
选“中国好人榜”。

将痛苦深埋心底
把大爱给予社会

毕原鸿、毛怡夫妇，是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的普通
居民。两位老人原来育有一
女一儿，生活平静幸福。但
大 女 儿 身 体 一 直 不 好 ， 在
2003 年去世。女儿去世后，
儿子毕明是老两口的全部精
神寄托所在。

可 是 天 有 不 测 风 云 ，
2007 年毕明突发大面积心肌
梗塞，突然撒手人寰。人生
之不幸，莫过于“白发人送
黑发人”，很长一段时间，夫
妇俩都生活在痛苦的深渊。

这两位不幸的老人，经

过漫长的挣扎后，做出了一
个 选 择 —— 将 痛 苦 深 埋 心
底，把大爱给予社会。

儿子的遗愿
点亮心中希望的灯

有一天，悲痛中的老两
口偶然聊起儿子生前曾经说
过：如果他人不在了，就把
两套房子捐给国家，建两所
希望小学。老两口决定，帮
自己的儿子完成这个心愿！

第二天，两位老人联系了
慈善基金会，请基金会安排卖
掉他们的一套住房，将卖房的
40万元捐给基金会，援建了陕
西省柞水县小岭镇的山区小
学。这所学校于2009年6月6
日建成，当地教育局给学校取
名为“毕明爱心小学”。

多年省吃俭用
“裸捐”资助贫困生

当看到儿子的遗愿终于完
成，看到新学校寄来的照片
里、一大群孩子鲜花般的笑
脸，两位老人热泪盈眶。他们
说：“在我们晚年剩下的时光
里，要参加到慈善事业当中，
好好地活下去，为那些生活困
难的人，再做些事情；给我们
的社会，再做点贡献！”

每天，尽管生活在繁华的
都市，但毕原鸿、毛怡两位老
人的生活却极为简朴，一日三
餐都是粗茶淡饭，日常生活的
所有花费能省则省。

2014年9月，他们将省吃

俭用的 20 万元，捐赠给上海
市慈善基金会闵行区分会，
设立“毕明慈善基金”。几天
后，还主动要求进行上门遗
嘱公证，明确在去世后，将
自己在闵行区上海春城的房
产 （价值 600 万元）、全部存
款和家具电器等，捐赠给区
慈善基金分会，由区分会出
售和拍卖，变现的资金并入

“毕明慈善基金”，用于资助
困难家庭品学兼优的学生。

感动周边人
爱的传递不断延续

在老人生前，当有人问及
他俩“为什么不留点钱防老”？
老人说：“我们都活了一把年纪
了，最重要的是能在生前和身
后依然做点好事。”

夫妇俩长年的爱心善举也
感染了周边的人，无论是被捐
助的贫困学生、还是身边的居
委干部，无不被老人多年如一
日的无私奉献深深感动。

“他们生活非常简朴，
这些年没有添过家电家具，
穿的都是旧衣服，吃得也很
节约，基本吃素。”社居委干
部回忆说，“每次我们劝老人
注意营养，吃得好一点，老
人总说够了够了。他们真的
是省下每一分钱，来资助困
难学生！”

2014年初，毕原鸿老人出
门时，不慎摔了一跤，导致大
腿腿骨骨折，从此卧床不起。
而毛怡老人也因年事已高身患
重症。闵行区政府请了一位义
工照顾二位老人的饮食起居。
邻里之间、居委会和街道也对
老夫妻非常关心。

2018年12月25日，毛怡
老人在家中安详离世。刚开完
追悼会，毕原鸿老人就安排人
把存在毛怡名下的100万元全
部捐出来，再次存入毕明慈善
基金中，用于帮助考上大学本
科的贫困学生支付学费。

2019年清明节前夕，上海
市慈善基金会·闵行和梅陇镇
慈善工作站召开座谈会，致敬
夫妇俩的大爱善举，并授予毕
原鸿老人“慈善之星”奖杯。

据中国文明网

毕原鸿毕原鸿（（左左））与毛怡与毛怡。。

交谈中的礼仪

在交谈过程中，作为一个
交谈者不仅要善于交谈，还要
善于聆听对方的谈话，这不仅
体现出对他人的尊重，也可体
现出良好的职业修养。聆听的
礼仪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聆听应认真专注
听他人说话应认真专注，

要有耐心。切忌心不在焉，东
张西望，更不能做出一些其他
动作，显出不耐烦的样子。在
听人说话时，最好的办法是挺
直胸脯，用微笑的神态注视对
方，并使自己的表情与说话人
相呼应，尤其是对方说到关键
的地方应小声附和或点头示
意。

养成良好的聆听习惯
例如，在听领导指示时，

要对重点的、关键的地方，如
开会地点、时间、内容等进行
重复，这样既能体现出你在专
心听对方的讲话，同时还可以
减少错误出现。

对领导交代的任务，回应
时，最好用“是”或“好”，这
样会让领导放心。与领导谈论
问题时，如遇到不同的意见，
不要直接地表示反对，要讲究
语言艺术，学会以提出疑问的
方式表示异议等。

在聆听对方谈话时，尽量
让对方把话讲完，不要轻易打
断或插话。如果需要插话或打
断时，应先征得对方同意，用
征询商量的语气说一声“请允
许我打断一下”或“我可以提
一个问题吗？”等。

晚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