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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下马 乘下车 过犹待 百步馀
【易解】古礼：不论骑马或乘车，路上遇见

长辈均应下马或下车问候，并等到长者离去
稍远，约百步之后，才可以离开（敬老尊贤）。

【故事】粗心的司机
刘老师有一天看到一位老者脚受了伤，

就问他：“你的脚为什么受伤？”老者说：“搭朋
友的车，朋友没有看到我的脚还在外面，就用
力关车门，结果脚受伤了。”这位长者的脚三
个月才好。可见我们在这方面要特别谨慎小
心，如果老者乘坐交通工具时，我们要保护他
们的安全。送长辈离开，我们也要记得不是
只送出门就好了，而是要保证安全地离开，这
是我们每一个做晚辈应尽的责任。

事虽小 勿擅为 苟擅为 子道亏
【易解】纵然是小事也不要任性，擅自做

主不向父母禀告。如果任性而为，容易出错，

就有损为人子女的本分。
【故事】刘备教子
三国时期，刘备临终时对儿子刘禅不放

心，除了把他托付给丞相诸葛亮，还给刘禅留
下了一封信教育他。信中说：“勿以恶小而为
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维德，能服于人。”
这就是说，不要认为小的坏事就可以胡作非
为，不要认为小的好事就可以不做；只有品德
良好才能让人信服。诸葛亮死后，刘禅开始
宠信宦官，逐渐放纵自己，最终蜀国被曹魏灭
掉，刘禅也成了俘虏。

出必告 反必面 居有常 业无变
【易解】外出离家时，须告诉父母要到哪

里去，回家后还要当面禀报父母回来了。让
父母安心。平时起居作息（生活习惯），要保
持有规律，做事有常规，不要任意改变，以免
父母忧虑。

【故事】聂政养母
聂政是战国时期的一位侠士，很孝顺，父

亲去世后，他和母亲一起生活。由于是有名
的侠士，所以常有人请他行侠仗义。但有母
亲在，所以有危险的事，聂政总是刻意回避。

一次，一位朋友要他替自己去刺杀仇人，
聂政告诉那人：“现在有母亲在，不能出去，以
后再说吧”。几年后，聂政母亲去世，他安葬
了母亲，就离开家为朋友报仇去了。这次出
门后，聂正也没有回来，他刺杀了朋友的仇敌
后死在了当场。

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聂
政孝母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但当今社会，
我们为了求学或生存，不可能不离开父母一
段时间，但我们的心不能离开父母，要时刻惦
念着父母，常和父母保持联系，以免父母为我
们牵肠挂肚。 （未完待续）

《弟子规》中的经典小故事（二）

孝子39载护瘫母

黄东生，男，1965 年 12
月出生，湖北省襄阳市老河
口市小东门社区居民。39 年
来，他和衣伴榻护瘫母，梳
洗、喂饭、按摩推拿……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孝道”的
深刻内涵。

母亲瘫痪卧床
他和衣伴榻39载

在湖北省老河口市光化
办 事 处 小 东 门 社 区 永 乐 小
区 ， 黄 东 生 是 出 了 名 的 孝
子。提起他，街坊邻居无不
竖起大拇指。

1980 年 7 月 3 日这一天，
黄东生一辈子都忘不了。那
年他才 15 岁，正在读初三，
母亲张淑华在医院被查出腰
椎结核伴脊柱脓肿，造成截
瘫，从此卧床不起。

母亲患病之初，家庭的
重担压在了父亲一人身上。
父亲除了拼命挣钱给母亲治
病，还要养活4个孩子。13年
后，父亲撒手而去。作为长
子的黄东生，从此挑起了养
母的担子。

从那以后，黄东生四处
为母亲寻医问药。他从一名
医生处得知一帖药方长期服
用会有好处，便每天为母亲
熬药两小时，这一熬就是十

多年。黄东生还结合自己多
年的习武经验，发明了一套
按摩手法，每天按摩 15 分
钟，帮母亲促进血液循环。

每天早晨6点，黄东生都
会准时起床做饭，然后为 91
岁 的 瘫 痪 老 母 亲 张 淑 华 梳
洗、穿衣。按摩推拿 15 分钟
后，又开始喂饭。等一切料
理完毕，他才去上班。

下班后，他要做饭、帮
母亲擦洗身体。他每天要帮
母亲翻身几十次，因此母亲
躺了 39 年，从来没有生过褥
疮。

当黄东生照顾好母亲入
睡，往往也到夜里11点多了。
为了方便照顾母亲，黄东生干
脆搬来一张小木床放在母亲床
边，和衣而睡，只要一听到动
静，他就会起来看看。“母亲
夜里经常咳嗽，害怕喉咙卡
痰，我要给她拍背。”

母亲张淑华现已 91 岁，
有了5年的老年痴呆症状，会
不时呓语、神志不清，严重
时会破口大骂，黄东生依然
尽心呵护。

习武壮汉累病倒
咬牙撑起一个家

只要天晴，黄东生都会
为母亲细心地盖好被子，推
着轮椅在附近散心。黄东生
说，母亲常年卧床，筋脉不
活，所以很怕冷，要比常人
穿得厚。“秋冬出门，必须用
被子裹着。”

母亲咽喉萎缩，黄东生
就每天熬好软糯的米粥喂她
吃。给母亲喂粥时，他先把

母亲从床上扶起，小心地在
腰后垫一床被子，然后一口
口吹去粥的热气，再慢慢送
到母亲嘴里。光喂饭喂药的
动作，他就已重复了无数次。

2015年12月31日，多年
的劳累和生活的压力，让这
位习武近 40 年的壮汉也倒下
了。黄东生突发急性心梗，
被 送 往 襄 阳 市 中 心 医 院 救
治。对母亲的挂念，对家人
的 不 舍 ， 让 黄 东 生 挺 了 过
来。大病初愈，他又回到母
亲身边，和衣相伴，照料依
然。

“父母是天，天塌了我也
要顶着。父母含辛茹苦养大
我，晚年我不忍看她受病痛
折磨，我只想陪伴左右，让
她过得舒适一点。”提及此，
黄东生的泪水再也忍不住。

孝顺感动乡邻
妻子默默支持

黄东生对母亲的悉心照
料，也得到了妻子的大力支
持。

1996 年，黄东生和妻子
婚后没多久，就相继下岗，
平时只能靠妻子在外打零工
赚 点 生 活 费 。 日 子 过 得 拮
据，他却从不肯在母亲的饮
食上有半点含糊。每天，他
都 会 早 早 地 去 超 市 买 好 食
材，回来做给母亲吃。“我们
谈 恋 爱 时 ， 他 家 庭 条 件 不
好，还在照顾瘫痪的母亲，
但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黄
东生妻子说，“孝顺的人肯定
可靠。”

而 为 了 更 好 地 照 顾 母
亲，黄东生结婚后 10 年都没
要小孩，直到 41 岁时才有了
女儿。

“床前没有百日孝”，这
句话在黄东生身上并没有应
验。39 年来，他不厌其烦地
每天为母亲喂水喂饭、端屎
端 尿 ， 街 坊 邻 居 们 看 在 眼
里，忍不住交口称赞。

39 年的相守，有多少日
子，就意味着有多少艰辛。
但黄东生用一句朴实的话，
为 他 的 行 动 做 了 最 好 的 诠
释：“父母在，家就在。”

据中国文明网

精神文明新实践

“每天都有两位天真活泼的
小孩陪着我，现在我的生活不
那么孤单了，挺好的。”一幅清
新而又温馨的墙绘，让家住福
建晋江市永和镇巴厝村的洪阿
婆心中泛起一丝暖意。近日，
巴厝村一组富有乡村人文气息
的墙绘成为当地村民热议的话
题，这些墙绘分布在村道两侧
的古民居上，让两三百米的蜿
蜒村道成了一条特色的“乡村
文化观光道。”

洪阿婆说的“两位小孩”，
来自她家屋子外墙上的墙绘，
图上两位小女孩手里拿着玩具
水枪嬉戏玩闹。

洪阿婆的子女常年在外工
作，平日里，她独自守着这栋
年逾半百的老厝，自己靠做些
手工活来挣取一点生活费。屋
内十分简陋，显得有些冷清。

“我们用小孩子嬉戏的形
象，并赋予其一定的场景，为
屋子带来生气，希望能给老人

的生活带来更多的陪伴和温
暖。”创作者杨飞燕介绍。

“我们每一幅墙绘的创意，
来自每一户屋子主人的生活，
或者源自旁边的环境元素。”杨
飞燕是巴厝村的墙绘艺术创作
青年，是从村里走出的新一代
人才，通过人才反哺政策，她
回到家乡创作墙绘。

随着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
持续推进，巴厝的村居环卫整
治、乡村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
成效。永和镇相关领导表示，
为了让巴厝村的文化墙绘更具
特色，镇公用事业办、宣传办
也积极参与墙绘工作，并在创
作过程中进行引导：一方面，
让正能量的墙画覆盖原有的小
广告；另一方面，也将当下的
各项宣传主题生动巧妙地融入
画作中，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扎根乡村，传递弘扬正能
量，营造文明和谐的乡村文
化。 据《泉州晚报》

福建晋江

正能量墙绘成文化景观

文明出游 人美景更美
□文 清

再过几天就是国庆黄金
周，惠风和畅、秋高气爽，正
是出游好时机。当然，每一位
外出旅游者除了带上必备的生
活日用品外，还需为自己带上
一本“文明通行证”。

外出旅行，教养才是最好
的滤镜，文明才是最美的名
片。也许有些人在日常生活里
自由散漫惯了，出门在外也凡
事都由着性子来；也许有些人
仗着陌生环境的“庇护”，心宽
胆肥、放飞自我，不该摘的花
花草草，偏偏要掰点下来才算
舒服。总之，任性了才舒服，
文明就暂时抛在脑后。殊不
知，这些不文明行为不仅破坏
了自身形象，还给漫漫旅途蒙
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文明出游，人美景更美。
一方面，身为游客要尽量做到
言行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自

觉遵守公共秩序，保护生态环
境，杜绝不文明行为。对文明
出行不能有“放纵一下”的侥
幸心态。另一方面，旅游景区
和旅游从业者要自觉规范经营
行为，恪守职业道德，遵纪守
法，不发布虚假广告误导游
客，整治管理乱象，提升旅游
景区品质，维护旅游市场秩
序，更好地为游客提供全方
位、人性化的服务。

人看景、景衬人，文明出
游不仅要靠外部的约束和管
理，更有赖于游客将这种意识
内化于心，只要文明真正成为
每个旅者的行为习惯和内在素
养，文明旅游就会成为旅行路
上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黄东生为母亲擦脸黄东生为母亲擦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