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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它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几百年前的私塾先生能结合自身

教学实践总结出言简意赅的准则要求，
这说明他至少做到了以下几条：对经典
钻研深，对文史熟于心，对职业高度敬
重，对学生高度负责，有自己的思想
……从这个角度说，每位家长，每位教
师，每一个人都应以《弟子规》的作者为
榜样，主动积极地探索关于教育的标准
和方法，把《弟子规》中的要求与今天的
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与《中小学生
守则》《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结合起
来，与公关礼仪教学结合起来进行宣
讲，以文史来讲准则，以现实来讲准则，

以案例来讲准则，方可收到较好的效
果。

同时，从各地学习《弟子规》的措施
中，也可得到很多启发，学习活动要注
意生动活泼的形式，做到内容与形式的
完美统一。

钱文忠教授的讲解给我们做出了
特别好的榜样，首先，有央视这样一个
绝好的宣讲平台；然后，讲解中，独创性
地用温馨深情的歌声开头，歌声随讲解
的进程反复出现，就像影视剧的主题歌
一样，营造出一种美好的学习意境，在
一唱三叹中强化听众对《弟子规》的理
解与记忆；对于讲授的内容，时而是童

声朗读，时而是电视主持人的旁白，当
然，更多的是钱文忠教授在引经据典、
绘声绘色地讲解，钱教授恰到好处地引
用了那么多文史故事，将抽象的规矩变
得有血有肉，有深厚的土壤，从而让男
女老少都喜欢听。

在教育上，钱文忠教授真是做出了
重要贡献，他特别关注人的健康成长，
可以说，钱文忠教授赋予了《弟子规》更
康健更阳光的生命，使一度沉寂的《弟
子规》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并且分外
地光彩夺目，我们要见贤思齐，要心向
往之，努力学习之。

（未完待续）

《弟子规》的现实意义

□郭元鹏

近日，宁波市江城社区绿
城宁波中心兰园小区举行了一
场趣味烘焙活动，在烘焙师指
导下，业主们将凤梨酥、绿豆
糕等点心做得有模有样，并送
给邻居品尝。邻里关系的改
善，源于一个“共享厨房”。在
这个占地50平方米的“共享厨
房”，业主们隔三岔五聚在一起
学做菜，互相交流，后来升级
到举办百家宴，每家带来自家
拿手菜，分享美味和快乐。（8
月28日《宁波日报》）

楼房越来越高，小区越来
越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
的繁荣。然而，繁荣的城市也
在钢筋水泥里让人有了“透不
过气”的感觉，现代化的城市
里都有了一种“高楼病”：邻里
互不熟悉，孩子缺少玩伴。

曾经，我们居住的方式是
院落、是里弄，邻里关系是和
谐的，彼此之间也很熟悉。因
此，“串门”也就成了一个使用
十分广泛的词。如今，“串门”
的人越来越少了，别说是一个
小区的邻居，就算是一栋楼里
的邻居，即便是“门对门”，也
鲜少有来往。

邻居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如何化解“高楼病”？宁波这个
小区创设性地打造了“共享厨
房”。社区建设专门场地，提供
免费厨房灶具等设备，鼓励邻
居到“共享厨房”交流做菜手
艺。在交流过程中，拉近了心
灵的距离，让邻居真正成了

“熟悉的人”。分享着快乐、收
获着幸福的“共享厨房”，无疑
是构建和谐社区邻里关系的有
效载体。

人熟了，矛盾就少了。业
委会还牵头举办了圆桌会，收
集大家对小区管理的意见和建
议，心平气和地商议问题，找
解决办法。半年多来，居民组
建微信群，社区有大群，每个
单元有小群，还有兴趣群。遇
到难题，业委会牵线搭桥，物
业公司做好专业服务，小区邻
里关系日益和谐。

社区“共享厨房”在钢筋
水泥里飘散出幸福的滋味，和
谐邻里关系就该多些“共享厨
房”式样的创新。

八旬老人温暖无数家庭 “共享厨房”飘出幸福味

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一
带，有一名82岁的老人，凭借
高超的“推拿”技艺声名远
扬。老人名叫李畴，是沁水县
一名退休教师，他一辈子专注
于两件事：教书育人、治病救
人。60多年来，他为病儿义务
推拿诊治，帮助患儿减轻病
痛，给无数家庭带来温暖。
2019年7月，李畴入选“中国
好人榜”。

免费为患儿推拿

记者见到李畴时，他正在
为孩子推拿。只见李畴手法娴
熟，短短几分钟，孩子便不再
哭闹。“李老的推拿技术真
好，昨天才给我孙女推拿了一
次，今天就有明显好转，每次
孩子不舒服，只要一打电话，
李老就会主动过来。现在他年
龄这么大了，还是一如既往免
费为我们推拿，我们十分感谢
他。”家住沁水县的李翠平说。

小儿推拿，是中医独特的
医疗方法，也是李畴家的“祖
传”技艺。对于患病的幼儿来
说，小儿推拿的治疗方式效果
好、见效快，不仅如此，李畴
还长年坚持不收费。

在李畴眼里，只有病患的
幼儿，没有高低贵贱、亲疏远
近之分，对每一个上门求诊的

孩子，他都尽量想着如何减轻
病痛，如何早日康复。对一些
病情严重或者不方便外出的病
患儿，李畴时常会应约出诊。

不论严冬，还是酷暑；不
论白天，还是深夜；不论晴
天，还是下雨，他都会及时赶
到患儿家里，并且分文不取。

能为乡亲做点儿事心里踏实

李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是：“能为乡亲做点儿事，心
里踏实。乡里乡亲的，能帮一
把是一把。”

60多年来，经李畴的手推
拿好的小孩不计其数。他医术
高超、待人热情，又不收费
用，很多群众慕名找他看病。

有一年冬天，地上铺着一
尺厚的白雪，老同事张淑华的
儿子张波深夜一点来叩李畴的
家门，说是家中十个月的女儿
高烧昏迷，叫他去推拿治疗。
妻子怕他外出受寒感冒，小声
叮咛着要他推到第二天早上出
诊。他怕耽搁患儿病情，未听
妻子的劝告，立即跟随张波出
诊。来到张波家，李畴用重手
法给孩子推拿了40分钟后，体
温下降到了37度，神态渐渐恢
复自然。为防病情反复，他一
直在孩子身边守到天亮，待体
温稳定后，他才踏着厚厚的积
雪返回家中。

李畴的老家在龙港镇柿园
村，距县城10公里。老乡马有
林的孙女马小花 5 岁时患了

“五更便泻”症。久治不愈，
长期服药、打针，都不见疗
效。那是一个深秋，通过老乡

的介绍，马有林一家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找到了李畴。

见到了孩子，李畴根据她
的体征表象，诊断是由脾、肾
两虚所致，应该缓缓补脾、补
肾，而不能过快、过猛，否
则得不偿失。由于孩子家境
贫寒，家中仅靠父亲一人种
地维持生活，农活儿忙时，
李畴便骑电动自行车到她家
去出诊，每天往返一趟，坚
持了近一个月。

助人为乐精神辈辈传承

李畴经常说在奉献中体
会到了快乐，60 多年来他坚
持做着这项工作。现在，李
畴 年 纪 大 了 ， 他 又 把 这 门

“祖传”技艺传给了儿子李斌
武和儿媳柴登峰。

“我们的家风家训是治家
严，家乃和；居乡恕，乡乃
睦。父亲免费为小孩看病对
我 们 的 影 响 很 大 ， 勤 俭 持
家、助人为乐、乐于奉献的
这种精神在不知不觉中传给
了我们，我们现在也学会了
这项技术，在父亲指引下我
们也开始为小孩推拿，我们
要把这种精神和技术不断地
传承下去。”李斌武说。

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60多年来，李畴用推拿这
种物理疗法给患儿治病，治好
一个病人，少的要推拿3次左
右，多的则需要十几次。有不
少家庭子孙两代人在年幼时都
经李畴推拿诊治过。

邻居张来河曾经带幼年时
的儿子来找李畴推拿治病，现
在他的孙子遇到同样的症状也
会来找李畴诊治。张来河说，
李畴多年来免费为患儿推拿治
病，给了大家很多帮助，大家
都非常敬佩他。

当记者问李畴，您现在年
龄越来越大还会继续为患儿推
拿吗？他说：“看到孩子病痛
缓解脸上露出笑容，我觉得很
开心，让自己开心的事为什么
不做呢？只要身体允许我会继
续做到最后。” 据中国文明网

餐桌上的礼仪
在餐桌上最能观察出一个

人是否有涵养，尤其是一群人
在一起吃饭时，很多细节都是
少不了要注意到的，不然就会
给人留下“没有涵养”的印象。

如果你是一位男性，而你周
围坐的是女士，那么你应该发挥
绅士风度为女士服务。如果身边
坐的是长辈，更应如此。

点菜时，如果你做东，应
该请客人点菜，从长辈开始，
然后询问女士的意见，最后也
可以问问小孩子想吃点什么。
要照顾周全一些。

在等待上菜时，不能因为
无聊而敲桌子、敲餐具，这是
很不礼貌的行为。

夹菜的时候，不能用筷子
在菜里面翻来挑去，或者夹到
一半，发现自己不爱吃，又重
新放回到盘子里。

吃饭时要把碗端起来，但
是胳膊不要撑得太开，挤到边
上的人。不要一只手放在桌子
下面，头埋到碗里自顾自地
吃。夹菜或盛汤时应把碗凑上
去接住，不能让菜汁或汤水洒
得到处都是。

不要“霸”着某几样爱吃
的菜不放，让别人没法吃。不
要狼吞虎咽，也不要发出“吧
嗒”的声音，应该闭着嘴，细
细品，不仅吃相文雅，也有助
于消化。 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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