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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包容涵藏
海纳百川出自晋·袁宏《三国名臣序

赞》：“形器不存，方寸海纳。”
李周翰注：“方寸之心，如海之纳百

川也，言其包含广也。”意指大海可以容
得下成百上千条江河之水。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就是说要豁达大度、胸怀宽阔，这
也是一个人有修养的表现。人们都把那些
具有像大海一样广阔胸怀的人看作是可敬
的人。

戒骄戒躁，平等待人
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

议上的讲话》中说：“戒骄戒躁，永远保
持谦虚进取的精神。”这是孔子“君子泰
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的态度，同时也
是老子“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的思想。
安徽桐城六尺巷有一个典故，清代文华殿

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争
宅基时，张英不偏不袒，互判三尺。于是
留下六尺空地成为一条巷道，后称为“六
尺巷”。

大道至简，淳朴自然
大道至简，是中华道家哲学。道在中

国哲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表示“终
极真理”。此一概念，不单为哲学流派道
家、儒家等所重视，也被宗教流派道教等
所使用。大道至简即指大道理 （基本原
理、方法和规律）是极其简单的，简单到
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所谓“真传一句
话，假传万卷书”。

上善若水，处下不争
上善若水，语出《老子》：“上善若

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wù），故几于道。”意思是说，最高境界

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
争名利，处于众人所不注意的地方，所以
是最接近道的。在道家学说里，水为至善
至柔；水性绵绵密密，微则无声，巨则汹
涌；与人无争却又容纳万物。人生之道，
莫过于此。

大智若愚，勿恃聪明
大智若愚，中国古代成语，出自宋·

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二七《贺欧阳少帅
致仕启》：“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解
释：才智很高而不露锋芒，表面上看好像
愚笨。同样意思的还有“大巧若拙”。老
子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致都是
一个意思，只是更能表现被形容者伟大可
以掌控一切的一面。“大智若愚”，若愚，
已入理悟之境；但要大彻大悟，当需守
愚，守者即修行，亦即功夫。（未完待续）

国学名言名句赏析（一）

“始终带着感恩的心”
——“拐杖村医”石志利40载行医录

文明养成要自律也要他律

好习惯的养成，不是靠
说出来的，而必须通过不断
地练习才能形成。在告诉孩
子什么是礼貌之后，父母要
创造条件，让孩子在多次重
复的基础上，自觉地去做，
习惯成自然。

比如，每天都要搭乘电
梯上下楼，可以教孩子一走
进电梯先向开电梯的叔叔、
阿姨或爷爷奶奶问好。别人
帮着按了楼层，要说谢谢。
离开电梯时，要向电梯里的
人说再见。每天这样练习，
他自己就会主动地问候了。

另外，家长还可以让孩子去
给邻居送信、水果等，教他
如何敲门，怎样和叔叔、阿
姨讲话等。

教育孩子尊重长辈，做
父母的应以身作则。如果当
父母的对长辈就不尊敬，不
孝顺，孩子就不可能学会尊
敬老人。 晚综

□潘铎印

长期以来，人们对随地
吐痰、乱扔垃圾、遛狗不牵
绳、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不
文明行为虽极为反感，却往
往听之任之或避而远之，即
使有劝阻的勇气，也没有争
执的底气，因为缺乏明确具
体的法律法规为之撑腰。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文明养成要自律也要他律。
国家的繁荣昌盛，社会的文
明进步，都需要立规矩、讲
规矩、守规矩，而良法、善
法是最有威力最有效的规
矩。运用法治手段和制度力
量来震慑不文明行为，促进
文明习惯的养成，是在通过
完善法律来提升道德底线，
让文明蔚然成风，促进社会
文明进步。

近年来，各地纷纷推动
立法，促进社会文明行为，
回应了民众关切，在社会治
理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
环境卫生、公共秩序、文明
礼仪等方面，不文明行为依
然突出，依靠传统的道德和
简单的法律约束已无法解决
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一部综
合性、系统化的地方性法
规，对倡导文明行为和禁止
不文明行为作出更明确、更
具操作性的规定，以法的权
威性和惩戒性来促进城乡生
活环境改善，提高社会文明

程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

法律是道德的成文法，
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各地方
制定法规的目的是通过对外
化的文明行为进行立法规
范，促进内在的道德养成，
提升个人的文明行为自觉，
最终促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
高。立法约束不文明行为是
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
既为不文明行为划出红线、
明确雷区，也为反对和制止
不文明行为提供了法律保
障。更重要的是，文明行为
入法是落实依法治国、实现
德治与法治有机统一的重要
体现。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
法，而更难于法之必行。”立
法约束不文明行为，要做到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确保法律执行到位，
发挥威慑力，让不文明行为
无处遁形。还需加强相关的
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引导公
众加强自律，让文明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在让法律长
出牙齿的同时，让公众增强
文明自觉和文明意识，校准
文明刻度，提升文明素质，
让文明成为世间最美的风景。

孩子礼仪教育（三）

反复练习形成良好习惯

北京市房山区东瓜地村。
村口是石志利大夫的卫生站。

走进卫生站，20 平方米不
到的诊室干净明亮，药品分类
摆放、整齐划一。最让人惊奇
的是，石志利仍然用着一个木
质老算盘，算盘有几处断裂，
用铁丝固着，敲打起来仍发出
独特脆响。

“这是 1979 年老村医传给
我的‘家当’。”石志利抚摸着
算盘说，“这也是村民们和老村
医对我的嘱托，是一份传承也
是一份责任。”

年近六旬的石志利从小患
小儿麻痹，行动十分不便。靠
着一根拐杖、一个药箱、一颗
初心，服务村民40载。

“老师，我爬上来了”

记者看到，从工作台到药房
仅有几步之遥，石志利要用十几
秒时间。由于常年抠着门框，门
框旁的白墙已经发黑掉皮。

“小时候，村里条件差，爸
妈背着我去几十里外看病，我非
常心疼他们。”石志利说，当时
就想，要是能在村里看就好了。

高中毕业后，身体的原因让
石志利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这
时，有人敲开了他家的门。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生
产队的领导拿着村民捐的钱送
到我手上。”石志利回忆，村民
们有的捐2元，有的捐3元，这
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队里决定，派石志利到卫
校学习，学成回来后给乡亲们
看病。

“我知道学医对我来说会很
难，但我没有丝毫犹豫。”石志
利说。

1978 年底，石志利来到卫
校。父老乡亲们捐的钱，解决
了他短期的吃住问题，但每天

上课要爬的 4 层楼梯，像横在
他面前的一座大山。

“ 老 师 ， 让 我 自 己 试 试
吧。”石志利一只手拽着扶手，
一只手拄着拐，艰难攀爬着一
个一个的台阶。

终于，他爬了上来。
“老师佩服你的毅力，但可

不只上一次啊。”“老师我行，
我能上来。”……就这样，石志
利“爬”着上完了卫校。

“始终带着感恩的心”

“ 您 来 啦 ， 感 冒 药 吃 完
没？”一位年轻村民刚一推帘进
门，石志利便大声询问。

“药吃完了大夫，再开一
点。”年轻村民付了钱，拿着药
回了家。

“他叫崔鹏，他们祖孙三代
人我都给看过病。”石志利不仅
记得全村每一位村民的名字，
也熟悉他们的身体状况。周边
村百姓也会慕名来找他看病。

多年来，石志利还保持着
一个习惯：药箱不离身。

1992 年，一个深冬雪夜，
石志利在睡梦中被叫醒，一家
农户的孩子发烧近39度。一段
平时走 10 分钟的路，因为大
雪，石志利足足走了 30 多分
钟。到了农户家，衬衣都湿透
了。

“给孩子打了一针，守了一
晚，烧慢慢退了。”等孩子好

转，石志利回家时，天都亮了。
石志利说：“是乡亲们给了

我学习和谋生的机会，我始终
带着感恩的心。”

“再为村民服务40年”

几乎成本价售药，全年无
休，有求必应……现在，石志
利还为村民们做健康科普讲
座，为村民建立健康档案，开
通了健康服务热线。怎么对村
民健康有利，他就怎么做。

“不是买卖问题，是责任问
题。”石志利说。

近些年，石志利出诊少
了，一方面是村民健康意识提
高了，有不舒服的症状都会第
一时间来看病；另一方面，村
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一点
的病痛开个小汽车直接去大医
院了。

如今，学习新知识成为石
志利最渴望的事。他的书柜各
类书籍都有。他还有随时随地
记笔记的习惯，把一些学习感
悟记下来。“我想照顾别人，就
要强大自己。”

石志利说，作为一名普通
党员、一名“赤脚医生”，他的
初心就是用自己的知识服务村
民，做百姓身边的贴心医生，
守护村民健康。

他表示，自己的愿望，就
是把身体炼得好好的，“再为村
民服务40年”。 据新华社

1212月月22日日，，石志利在北京市房山区东瓜地村卫生站为村民看病石志利在北京市房山区东瓜地村卫生站为村民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