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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俊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春
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作为中
华民族传统节日，它见证了中
华文明的悠远灿烂，凝结着中
华民族的血脉亲情。这份厚重
的精神底蕴，需要我们每个人
去守望传承。

我们至今还会在年俗的喜
乐中行吟王安石的“爆竹声中
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因
为它点出了春节所蕴含的万象
更新的意义。春节，既是记录
文明历程的重要载体，也是复
苏文化记忆的重要时刻。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人
文日新，年复一年。与周围的
新鲜事物一样，春节文化也在
经历着创新蝶变。过去，全家
人围炉夜话，共享年夜大餐；
如今，科技新风赋予春节时尚
的气息。微信、抖音、支付
宝，全民广泛应用；网络、广
播、微视频，全媒体传播；回
家、春晚、中国年，家国情怀
高涨。过去，城市务工者返乡
过春节；如今，“反向春运”昭
示城市化新动向。过去，大吃
大喝、铺张浪费是一种节日常
态；如今，移风易俗扬起清风
正气，从“年年有余”到拒绝

“剩宴”，过出了节俭味。科技

与文化、习俗与新风，交错叠
加，融为一体。

然而，无论过年的形式怎
样变化，无论时代怎么变迁，
但价值内核却经久不变，那就
是我们心中对亲情团聚的深深
眷恋，对幸福生活的热切向
往，对未来光景的无限期待。
这些正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

人们春节期间团聚在一
起，聊聊家常、互致祝福，分
享过去一年的收获，同时表达
对新年的美好祝福。春节的礼
仪文化透过各种习俗活动得以
延续至今，使得年味又多了一
份仪式感和神圣感。通过祭
祖、拜年、压岁钱、团圆年饭
等春节习俗，弘扬了尊亲爱幼
的传统美德，敦厚了家族的血
缘亲情。

春节是新的开始，预示着
新的希望。在流动的时代感受
团圆的温暖和力量，在变化的
时间里守护不变的文化基因，
我们将更有动力创造美好生
活，肩负传统迈向新征程。

董安德，男，1958年1月
出生，家住江苏省连云港市连
云区墟沟街道大巷社区。1981
年结婚后，他把患病的岳母接
到家中照顾。这一照顾，就是
40 年，如今岳母杨秀凤已经
101 岁了。2006 年秋天，妻子
陶文萍因病去世，董安德也没
有想过放弃，“做人要对得起
良心，我不能撇下岳母啊！”
2019 年 11 月 ， 董 安 德 入 选

“中国好人榜”。

接岳父岳母同住

董安德是大巷社区闻名的
孝顺女婿。他在幼年不记事
时，父亲就不在了，高中刚毕
业，母亲又因肝病过世。想起
这段往事，他心里还是酸酸
的。1981 年，董安德结婚了，
有了一个家。

妻子是家中独女，岳母又
有高血压、冠心病，董安德干
脆把两位老人接来一起住。不
过，平静幸福的生活很快就被
击碎了。1998年，岳父因食管
癌晚期去世。此前，为了给岳
父看病，家中积蓄已所剩无
几。紧接着2000年初，妻子陶
文萍经医生诊断确诊为脑胶质
瘤。看着病房里的妻子、家中
年迈的岳母还有两个年幼的女
儿，董安德暗自下定决心：作
为家里的顶梁柱，砸锅卖铁也

要照看好家人！
屋漏偏逢连夜雨。2001

年，董安德所在工厂倒闭，他
下岗了。

为了岳母他不再婚

妻子手术后，要继续治
疗，岳母也要吃药输液。为了
生计，董安德只能拖着疲惫的
身躯在夜里兼职。接送残疾小
孩上下学、做保安……他那几
年干过很多工作。

由于脑胶质瘤一再发作，
2006年，妻子陶文萍去世。经
历了丧夫丧女的悲痛，时年88
岁的杨秀凤老人悲痛欲绝，身
体状况更差了。为了让岳母从
悲痛中走出来，董安德决定不
再婚娶，把岳母当成亲生母亲
照顾。

照顾体弱多病的岳母需要
耐心，也需要像照料幼儿一样
细心。软烂的饭菜、温暖的衣
服、床头的奶粉蜂蜜……董安
德总是变着花样让岳母过得更
舒服。看到董安德忙个不停，
老人总是笑眯眯的。

“岳母牙都掉光了，肉要
用高压锅炖烂，这样不用怎么
咀嚼就能吃下。”岳母最喜欢
吃小白虾，董安德也会经常
买，由于虾壳略硬，他会一个
一个剥壳，小心翼翼地喂给岳
母吃。

得益于董安德的悉心照
顾，岳母杨秀凤虽然已经 101
岁，不怎么能说出完整的话，
但身体还不错，一部分生活起
居还能自理。

自从妻子过世后，董安德
在附近学校找了个维修工作，
加上退休工资每月有4000元左
右收入。他白天可以回家做午
饭，偶尔也能回家照顾一下岳
母。不过夜里，他不敢睡得太
沉，时不时要打开岳母房门看
一眼。担心冬天太冷可能会引
起感冒，他还花了两万多元给
家里装上了暖气片。

岳母房间墙上挂着一个摄
像头，正对着床。这是董安德
为了确保他外出时，能够照顾
到岳母的安全，连上网络就能
随时看到岳母在家的状态。

据中国文明网

董安德给岳母喂饭董安德给岳母喂饭。。

照顾岳母40年如一日

日常练习走姿注意的细
节：

1.挺起胸部，全身伸直，背
和腰不能弯曲，膝部也不能弯
曲，全身成为一条直线。

2.成直线前进，不左右摇
摆，脚尖向前伸，不应向内向
外。

3.姿态自然，全身协调，不
要死板僵直的前进，这样会显
得太呆板；摇摆太厉害，则显
轻佻；走的自然配合手脚动
作，方能显示走路的姿态美。

4.也不要因为太过在意走姿
而适得其反让身体过度紧张，
事实上，最自然的走姿才是最

正确的走姿。（未完待续）
据中国礼仪网

走姿礼仪（二）

在民俗流变中守望文化精神

颜延之 （384-456年） 字
延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县） 人。南朝宋著名文学家。
他曾任太守、中书侍郎、金紫
光禄大夫等职，故或称“颜光
禄”。《庭诰》是颜延之晚年留
给子孙的遗训。“诰”，即古代
的一种告诫性的文章。“庭诰
者，施于闺庭之内，谓不远
也。”“庭诰”即对家人的告诫。

《庭诰》 共分两部分：前
一部分主要讲修身的重要性。
其关键在于清心寡欲，身先垂
范。要使家庭和睦，子弟孝
悌，家长首先要具备孝、悌、
慈、信的品德。他说：“身行
不足，遗之后人。欲求子孝，
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
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
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
不备，或应以不和，犹信不

足，必有不信。”
后一部分主要讲家长应该

恬淡宽愉，教子谨慎择友。人
的品行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
好，也可以变坏，关键在于接
近什么样的人。他说：“然喜
过则不重，怒过则不威，能以
恬淡为体，宽愉为器者，美
矣！大喜荡心，微抑则定；甚
怒烦削，小忍即歇。故动无愆
容，举无失度，则物将自悬，
人将自止。”

这是说的加强自身修养，
自我克制不良情绪问题。

晚综

大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
泰以失之。

【注释】选自《大学》第十六章。君
子：指为君上者。道：修己治人之术。
忠信：尽已之心而不违地物。骄恭：骄
横放纵。

【赏析】在儒家的德政思想中，立信
于民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孔子在《论
语子路》里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
情。即为君上者讲信用，人民就会以实
情相告。为上者做到言出即行，表里如
一，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人民，得到人民
的信服，就会得到民心，获得人民的支
持和拥护，国家政权也因此而得到巩

固。所以说，治国的大原则就是必须忠
诚守信来争取人民的拥戴。

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注释】 选自 《大学》 第十四章。

道：言说之意，指治国的道理。
【赏析】儒家治国思想是为政以德，

以礼治国，以民为本。这句话所阐述的
道理和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同出一辙。在上位者，要重视民众
的力量，把人民作为立国之本，因为民
众的向背，决定着国家的存亡。有仁德
的君主，应顺应民心，以推己及人，“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宽以待民，
善待民众，关心民众疾苦，让民众安居

乐业。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自然保
有天下。这种治国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
的影响。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注释】先自《大学》第十四章。
【赏析】治理国家，财用之源来自人

民的辛勤劳动。国君若能从爱民出发，
节约用度，使人民能生活充裕，以达到
爱民、善民、富民的目的，人民自然而
然会人心归向，辛勤耕作，贡献国家。
所以，《大学》强调为上者要修养道德，
公正无私，廉洁自律，与民同乐，拥有
了人民，才是真正的拥有财富。

（未完待续）

国学名言名句赏析（六）

颜延之《庭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