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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认
为孝道是人的最根本品行，是人间永恒不变的法则。孔子
从三重境界对孝的内涵作了深刻阐述——

第一境界：

对父母的恭敬顺从重于物质供养

子游请教孝道，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
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认为把孝道看成只是养
活父母而缺乏敬爱之心，那和养狗养马没有什么不同！从
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对父母的孝顺，不能只是在居
住和饮食上尽到赡养义务，更要从精神层面上尊敬父母，
因为只有尊敬父母，才能看出内心的孝顺之情。

子夏请教孝道，孔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
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认为孝道难就难在儿女在父
母面前总能和颜悦色，恭敬顺从，碰到事情由儿女效劳，有
了好吃好喝的先让父母享用，这还不能算作孝道。这段话
里，孔子从“色难”的角度来解释孝道，认为孝顺父母更要
关注父母的内心需求，而非徒具表面形式的饮食起居。

《论语》中的这两段话，孔子对孝道的解释都从物质层
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

第二境界：

维护父母的好名声重于恭敬顺从

《孔子家语》载：曾参在瓜地锄草，把瓜苗的根锄断
了。曾参的父亲曾皙拿起大棍子朝他打去，曾参被打倒在
地，不省人事。过了一会儿曾参醒来，高兴地站起来对曾
皙说：“刚才大人用力教训我，没有受伤吧？”说完回到屋
里，弹着琴唱起了歌，他想让琴声歌声告诉曾皙，自己没有
被打坏身体。孔子听到这件事非常愤怒，曾参拜见时不让
他进门。曾参隔着门帘恭敬地请教自己错在哪里，孔子教
训他说：“你没有听说过吗？从前瞽叟有个儿子叫舜，瞽叟
想使唤舜的时候，他随叫随到，没有不在身边的；但想杀掉
他时，却怎么也找不到。用小棍子打他，他就挨着；用大棍
子打他，他就逃走。所以瞽叟没有犯下不遵行父道的罪，
而舜也没有失去尽心行孝的机会。现在你挺身等待父亲
的暴怒，打死也不躲避，这样死了还要陷父亲于不义，不孝
还有比这更大的吗？你难道不是天子的子民吗？曾皙杀
天子的子民，有哪样罪比得上啊？”曾参听后恍然大悟道：

“我知道错了，我的罪过太大了。”这个故事说明，孔子把维
护父母的好名声看得很重要，超过了对父母的恭敬顺从；
如果由于自己的过失而陷父母于不仁不义不慈恶名，则是
不孝的行为。

《论语》还记载：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很正直
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揭发了父亲。孔子曰：

“我们这里的正直与你们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错误，儿子
为父亲隐瞒错误，里面包含了正直。”对孔子这段话所蕴含
的思想历来有不同解释。有人说，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
子告发了，孔子却不认为是正直行为，岂不是纵容盗窃
吗？但更多的学者认为，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孔子的思
想：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告发了，父亲就会落下坏名
声，这岂是孝子所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倡导并践
行孝道，都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如果置孝道于不顾而纠
缠于偷鸡摸狗这类事情，就丧失了根本；在坚持孝道的前
提下，完全能够用适当的办法处理好其他事情，如父亲偷
了人家的羊，当儿子的可以赔偿人家一只羊的价值，如没
有钱还可以去给人家打工补偿，这样既维护了父亲的名
声，又偿还了丢羊人家的损失，这才是正确的选择。这种
解释显然更符合孔子的思想，因为孔子不可能庇护盗窃行
为，他是把孝道提高到了注重父母名节的境界。

第三境界：

传承父母的道义是孝道的极致

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
之道，可谓孝矣！”曾参说：“我从先生那里听说过，孟庄子
的孝，其他方面别人也可能做到，而他在父亲死后，不改变
父亲施行的政策，别人是很难做到的。”这两段话说明，孔
子认为儿子对父母孝顺，就要坚持父母生前好的行为，遵
循父母生前好的道义，不局限于父母的情感方面，也没有
停止在维护父母的名声上面，而是继续他们的志向，传承
他们的精神。而且他认为这样做才是孝顺的最高境界，因
为他终于说出了“可谓孝矣”这样一个难得的结论。

孔子对孝道三重境界的阐述，对后世影响甚大。从西
汉开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推崇以孝治天下的，因为
孝的本质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弘扬了孝道，就尊卑
有序，不会出乱臣贼子，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贞观政要》记载了两件唐太宗弘扬孝道的事情：其
一，司空房玄龄侍奉继母和颜悦色；医生为继母诊病到了
门前，他一定流泪迎拜；为继母办丧事时非常悲伤，以至于
骨瘦如柴。唐太宗知道后派重臣前去宽慰劝解，并赠送给
他寝床、饮食。其二，有个名叫史行昌的官员在玄武门值
班，吃饭时拣出菜里的肉不吃，有人问为什么，他说：“拿回
家侍奉母亲。”太宗听说后赠给他马一匹，并诏令给他母亲
供应肉食。

《续资治通鉴·宋纪》记载了两个官员因不遵循孝道而
丢官免职的事例：其一：宋仁宗庆历年间，太常博士、监察
御史马端揭发其母不法阴事，使其母受了杖刑。知谏院欧
阳修上疏：“端为人子，不能以礼防闲，陷其母以过恶，又不
能容隐，使其母被刑，理合终身不齿官职，岂可更为天子法
官！”结果马端被免职。其二，宋仁宗致和年间，益州推官
桑泽在任三年，未与原籍父母通信，父亲死了也不知道。
知制诰贾黯“以为泽三年不与其父通问，虽非匿丧，犹为不
孝也。言之于朝，泽坐废，归田里，不齿终身。”

园子很大，走了很久都没有看到围墙。园子很静，我们的到来，竟惊起了
一只野兔！园里牡丹真多，向前走，总有新的品种出现：香玉、赵粉、海黄、紫
斑……有的正艳，笑靥对天；有的半凋，一地彩锦；有的只擎黄蕊，如烛光氤
氲；有的种荚已成，如翠钗并蒂。

这是伊滨的一个牡丹种植基地。在这儿，种牡丹如种稻粟，牡丹不再是
只可远观的女王，而是一个普通的乡间女子。人们看重的不只是它的观赏
性，还有药用、食用和保健的价值。

牡丹皮镇痛消炎，尤为妇科良药；牡丹叶抗菌降压效果显著。早在神农
尝百草的年代，先民们就认识到牡丹的药用功效。

牡丹花可以食用，做菜做汤，色味俱佳，甚至可以生吃。我摘了一片放在
嘴里，真的，有槐花的甜香。古代隐士餐英食花，看来深得其中之味。

园中暗香萦绕。牡丹精油含有丰富的天然香料，可制香水，也是化妆品、
食品的理想添加剂。牡丹花粉、花蜜配比均衡，营养丰富。牡丹籽油量丰富，
可榨保健食用油，油渣可作为动物饲料，又可种蘑菇、木耳，腐化后还可作为
无公害肥料使用。牡丹籽皮则是一种优良的天然防腐剂。

牡丹无声。阳光在花叶上流淌，花叶呈半透明状，仿佛捧着玉壶冰心。
走下王座来到田间，牡丹平静而豁达。

牡丹原生长于乡野山谷，与岩相伴，与溪为邻，迎日而绽，临风而笑。少
女们提着花篮，在明媚春光中走向南山，采摘野生的牡丹，三朵两朵，娇艳硕
大的花儿把篮子装满了，她们唱着欢乐的歌儿回家。

牡丹，原是乡间少女的侣伴，在民歌中千百年地传唱着。天生丽质并不
为取悦他人，选在君王侧也不是她的意愿，“十户中人赋”更不是她的过错。
不管在哪儿，牡丹都只以最美的姿态盛开，无意争春，只为不负春光。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旧时皇苑堂前花，渐入寻常百姓家。春风满洛城的
时候，牡丹也香满洛城。公园道边，大街小巷，到处可见牡丹的芳容。如今，
伊河岸边也建立了牡丹种植基地，牡丹，正报答并造福着伊滨这片深情厚谊
的土地。

牡丹啊，是自尊自爱的奇女子，上得厅堂，入得厨房，下得桑田，做得女
红，不趋势，不媚俗，不自弃。春会老，花会谢，如今在伊滨这片充满生机的田
地里，牡丹抛却盛名，回归本真。牡丹，依旧是美丽勤劳的乡间女子。

万安山北麓有潭，曰白龙潭，潭边一寺，曰玉泉
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逗留于此，并留下了许多
美丽的诗篇。

某年三月三十日（夏历），白居易一大早起来，
雇了一乘滑竿，向万安山行进。他在竹竿上悬一酒
壶、几样点心，悠哉游哉，一边观光，一边饮酒，待到
山腰的玉泉寺，于微醺之中吟诵了一首《独游玉泉
寺·三月三十日》：

云树玉泉寺，肩舁半日程。更无人作伴，只共
酒同行。新叶千万影，残莺三两声。闲游竟未足，
春尽有余情。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晚春初夏时节独自游览玉
泉寺的感受。之后白居易重游玉泉寺，再次赋诗
一首《题玉泉寺》，俯仰自得的禅悦之情溢于言表：

湛湛玉泉色，悠悠浮云身。闲心对定水，清净
两无尘。手把青筇（音琼）杖，头戴白纶巾。兴尽下
山去，知我是谁人。

这首诗抒写了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倾心

和洁身自好的志趣，堪称白居易闲适诗中的典范。
我们仿佛看到他背负双手，站在寺外白龙潭前，但
见潭水清澈见底，清冽而晶莹，不为外物所污染，就
如同自己，虽生活在纷扰的凡间，但却像浮云一样
游离于尘世之外，心如止水，不为外界所扰，保持着
自身的清净与淡泊。

有一次，“九老”游览万安山归来，白居易乘兴
写了一首《早出晚归》：

早起或因携酒出，晚归多是看花回。若抛风景
长闲坐，自问东京作底来。

避世无为的生活姿态展露无遗。
在白居易的《修香山寺记》里，开篇第一句就

是：“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
之胜，香山首焉。”句中的“龙门十寺”，有学者考
证，专指唐代龙门木构寺院，其中包括万安山的玉
泉寺。

白居易对万安山玉泉寺的依依情怀由此可见
一斑。

姥姥刚嫁给姥爷那会儿，姥爷家境尚好，人也算得上仪表堂堂，姥姥过着
传说中公主与白马王子般的幸福生活。

只是不到几年，姥爷家就成了敌对阶级，姥姥的富足生活也就基本结束了。
姥姥是那样的勤劳。她每天很早就起床，在院里朝每个房间挨个喊一遍，

尤其是我这个“小懒猫”。匆忙吃了早饭，她就拿上篮子和几个邻居去地里拾
荒，麦天拾麦穗，秋天拾玉米棒子，或刨人家地里遗落不要的红薯、花生，去棉
花枝上摘那些做了漏网之鱼的棉花……这样，一家人的吃喝就有了着落。

姥姥又是那样的节俭。她做的饭很难吃，很好的菜到她手里立马色香味
全无，她的原则是实惠量大。有一天夜里，我坚决让她送我回家，捶胸顿足地
告诉她我决不再吃她做的酸白菜。

姥姥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听戏，听姥爷唱戏。因为姥爷在村里唱武生唱
得数一数二，绝无仅有。每次搭台唱戏，姥姥便放下手里的活儿，搬上小凳子
吆五喝六的去看姥爷唱大平调，耍大刀。那是姥姥生命中最风光的时候，她
要让全村人知道，她的老伴是最优秀的男人。

除了听姥爷唱戏，姥姥从不肯轻易让自己闲着。地里实在没活干了，她
就翻箱倒柜找些不穿的旧衣服，拼成各种图案的门帘。姥姥干活效率极高，
别人做一个，她能做两个半，只是她做活粗得很。我奶奶看到她给我做的鞋
子，便要拿给街坊四邻观瞻，让那双鞋子游街示众。由于羞愤难当，所以我从
不穿姥姥做的鞋。姥姥知道了便把我奶奶笑骂一顿，但她从不计较，你需要，
她便给，你不需要，她还要给。舅妈们都是针线活极好的人，姥姥英雄无用武
之地，便只好给自己和姥爷做，做了一箱子，再做一柜子，总之是不能闲着的。

对待儿女，姥姥总是尽可能一碗水端平。她把拾荒得来的苹果、萝卜、红
薯按大小多少平均分配，让姥爷骑自行车挨个去送。我妈说，家里什么都有，
以后不要跑这么远送东西了，姥爷便说，他要是不送，耳根子就别想清净。

姥爷喜欢下象棋，经常跟一帮人在树荫下过招，姥姥便絮絮叨叨地说，想
当初她是多么漂亮的一个人，却嫁了这样一个“懒汉”。

听朋友说，镇上新开了一家牛羊肉泡馍店，据说聘的
大厨曾师从陕西“老马家”泡馍掌门人马俊生，泡馍做得
极为地道。素喜各种风味名吃的我，自然不能错过。

那天约了朋友一起去尝鲜，我们去时正是中午，店内
人头攒动，看来牛羊肉泡馍受到了镇上食客的欢迎。“老
马家”泡馍，我在陕西出差时吃过，那“肉香汤浓，馍筋爽
滑”的口感令我至今回味无穷。

想到在陕西吃羊肉汤泡馍的往事，我拿起店里的馍，
一点点掰成蚕豆大小，朋友问：“为啥非得自己掰？直接
让厨师切了不省时间吗？”我笑：“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要靠
机器，手掰更有风味。掰的越小越好，只有这样，馍才能
把鲜汤吸进去，入口时，馍块初嚼略带硬脆，再嚼才能吃
到里面的汤味，这样更好吃！”朋友虽然很好奇，但还是听
从了我的建议，和我一起用心掰起馍来。

店里其他食客，都是让大厨直接切的馍，已经吃得酣
畅淋漓，只有我和朋友悠闲地掰着馍块，服务员去给我们
盛汤回来时说：“大厨李师傅想见见你们。”

朋友笑我：“这下好了，你精细一回，大厨不干了，一
定是找我们理论。”我笑：“俗人如何懂得‘知音’？”

我们把刚掰好的馍倒在热汤里，只见清汤碎馍，馍块
慢慢吸饱了鲜汤，拌上几下，如同清海泛舟，再加上几片
香菜点缀，惹得我们口水直流，当即开怀大吃，那味醇的
鲜汤、炖烂的羊肉、筋道的馍块直让人觉得人间美味不过
如此。

正吃得兴起，操着陕西口音的大厨走到我们面前，笑
着说：“俺就说么，啥娃子挺会吃，这才是吃泡馍哩。”

李师傅说，镇上的人，吃饭图省事，都要求店家直接把馍泡好端来，时间
是省了，但是这泡馍的味道却变淡很多，就像现在的人们只顾着匆匆赶路，却
忘了欣赏沿途的风景。

听着李师傅的话，不觉感慨万千：中国的饮食文化流传千年，每种食品的
味道都记录了历史的变迁、人性种种和油、盐、酱、醋、茶一道构成了生活的千
般滋味，遗憾的是，很多人因为来去匆忙，忘了细细品尝生活的滋味，而我宁
愿浪费这些时间，坚持用手掰馍，就像我宁愿让脚步慢下来，也要欣赏沿途的
风景，这其实是一种饭里乾坤、生活滋味。

流 年

姥 姥
肖舒梦

编者按：学习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对延续民族血脉，凝
聚民族精神，推进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都学
会副会长、偃师古都学会会长喻清录先生多年来精心研读

《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诸子百家》等经典
史籍，多有心得。为推动国学普及，我们隆重推出“尊经读
史侃国学”专栏，连载喻先生学经读史随笔，敬请关注（已
刊载第一篇《孔子论仁》、第二篇《孟子论仁政》，本期刊载
第三篇《孔子论孝》）。

六月 陈晓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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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女儿喜欢上一个句式：“你呢？”给她买了
玩具，她会问我：“你呢？小时候玩过没有？”给她买
了一套童话书，她也会问我：“你呢？小时候看过
吗？”

我总是很耐心地回答：“没有啊，我小时候哪有
这么好的条件，所以我很羡慕你，因为你比我幸
福！”

可是女儿并没有显露出多么幸福的表情，在我
送她礼物时，也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欢呼雀跃，甚
至还没有当年的我快乐。

童年的我，哪里会有高档精美的玩具？我们的
玩具通常是自己动手做的，甚至是就地取材的。捡
了圆润光滑的小石子抓着玩一种计数游戏；也会用
布头缝制沙包玩投掷游戏；也曾经在地上用粉笔画
了格子玩跳房子的游戏……虽然都不如现在的玩
具功能多，但是我们玩得多么快乐啊，一群小伙伴，
一直从傍晚玩到夜晚，才在大人的喊叫声中依依不
舍地回家。

那时候，我们没有麦当劳、肯德基，家里也没有那
么多零食，除了吃饱饭之外，只能自己想办法找吃的：
攀上桑树的枝头摘桑葚，爬上墙头捋槐花……虽然远
远没有现在的食物那么多样化，但是我们却觉得那么
快乐，不管吃什么都口舌生津，胃口大开。

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漂亮时尚的衣服，小时候，
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姐姐穿小的衣服又都传给我。

巧手的母亲，会在这些旧衣服
上做些小改变，比如缝一朵花，
或做一个荷叶边，虽然是旧衣，
但也能穿出新意。我从来没有
嫌弃过这样的衣服，相反，幸福
感总是油然而生。

可是，现在的孩子们，却
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容易快
乐了。有那么多精美的玩具，
可是他们却提不起兴趣，就像
我的女儿，再高档的玩具对她
的吸引力最多也就一个星期；
家里的水果都吃腻了，每次让
她吃，她都不情愿，好像逼着
她吃药一样；她的新衣服也很
多，每一季最流行、最时尚的
衣服，她都有，可是她并没有
觉得开心。

我开始怀疑，我和女儿到
底谁的童年更幸福？

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拥有自由自在的快乐，
自己动手制作的任何一件玩具，都足以让我们骄
傲，它们充实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物质丰富的今天，
孩子们拥有了更多选择，幸福来得更加容易，可孩
子们却不容易快乐了，想想，真让人郁闷。

中午，女儿放学回家，说
“六一”节要参加学校的文艺
表演，让我给她买一套新衣
服。我二话没说，领着女儿
到商场挑了件时尚的连衣
裙。看着女儿蹦蹦跳跳远去
的身影，不由想起我的六一
节。

我们姊妹五个，我排行老
三，在外婆家长大。那时家里
穷，衣服往往是新三年，旧三
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
了老二穿，新衣服轮到我已成
旧衣服了，哪里穿过新衣服，
更别说穿时兴的衣服啦。

记 得 一 年 级 六 一 节 前
夕，镇里要表演节目，在我们
学校挑 10 名同学参加，由于
我天资聪颖，能歌善舞，经过
努力，我顺利入围。长这么
大，还没到过镇上呢。镇上
的学校一定比我们学校大，
梧桐树一定很多……想到
这，心里美滋滋的。

老师让参赛的同学统一
穿新衣服。回到家，我和外
婆说了老师的要求，外婆说，

傻妮子，咱家哪有新衣服。我央求外婆给我借。外
婆一边答应着，一边顶着毒辣辣的太阳出了门。

上学的时间到了。外婆气喘吁吁地回到了
家。我一看，傻了眼，外婆手里什么也没有。我心
里难受极了，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外婆安慰说，
别难过，你先上学去，我再到别的亲戚家看看。

话音刚落，妈妈拉着架子车来了，老远就看见
姐姐坐在车上，还穿了件新衣服。

“你妈给你送新衣服来了。”外婆笑得眼眯成了
一条缝。我顿时来了精神，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我把妈妈送的衣服穿在身上，外婆笑着说，“挺
合身，多漂亮。”可我总觉得没姐姐的新衣服好看，心
里很不是滋味。姐姐穿的上衣在阳光下金光闪闪，
那样耀眼，可我的上衣就是白底红花不会发金光。

“妈妈也太偏心了，打小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连
新衣服也不给我做好的。以后再也不理她了！”我
在心里暗暗发誓。

姐姐说：“咱的新衣服是咱妈把家里的两只老
公鸡拿到洛阳卖了，才买的布料，昨晚才做好的。
上午下工，都没顾上吃饭，趁晌午给你送来，等会儿
咱妈还要回去挣工分呢。”“可是妈太偏心了，你的
衣服好看，我再也不回去了，就住外婆家，也不穿妈
给我做的衣服了。”我对姐姐抱怨道。

妈妈知道了我的心思，让姐姐把她的衣服给了
我，带着姐姐回家了。

第二天的表演，我们学校的节目得了第一名。
回到家，外婆告诉我：“你妈不容易，以后你就会知
道的。”

长大后，我才知道，妈妈给我做的衣服布料比
姐姐的好，其实姐姐六一节那天也要参加表演。回
想当年，我不禁泪流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