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孝敬老人”感人事迹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有着五千多年的灿烂历史文化。 中国有句古语:
 

“百善

孝为先”。 意思是说,
 

孝敬父母是各种美德中占第一位的。 一个人如果都不知道孝敬父母,
 

就很难想象他会热爱祖国和人民。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 我们理应为有这样的

优良传统感到自豪和骄傲,
 

且更应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美德。 自古以来,
 

涌现了许许多多尊

老爱幼的事例,
 

如春风一般,
 

感染着我们,
 

打动着我们的心灵。 其中关于“孝敬老人”的故事

最有名的当属元代郭居敬辑录的《二十四孝》,
 

包括孝感动天、
 

戏彩娱亲、
 

鹿乳奉亲、
 

百里负

米、
 

啮指痛心、
 

芦衣顺母、
 

亲尝汤药、
 

拾葚异器、
 

埋儿奉母、
 

卖身葬父、
 

刻木事亲、
 

涌泉跃鲤、
 

怀橘遗亲、
 

扇枕温衾、
 

行佣供母、
 

闻雷泣墓、
 

哭竹生笋、
 

卧冰求鲤、
 

扼虎救父、
 

恣蚊饱血、
 

尝

粪忧心、
 

乳姑不怠、
 

涤亲溺器、
 

弃官寻母等古代 24 个孝子的故事。

(一)郯子鹿乳

郯子,
 

是春秋时期鲁国人。 历史文献中,
 

有关他的记载,
 

已经无法考证,
 

但有一点是可

以确定的,
 

就是郯子从小就十分孝顺他的双亲。 他时时想到父母生活的不便,
 

体恤父母的艰

辛,
 

是一个真正至孝之人。 郯子的孝顺,
 

给双亲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岁月一年年地度过,

 

郯子逐渐长大成人。 同时,
 

父母也在渐渐变老,
 

他们的两鬓慢慢地

白了。 俗话说,
 

人生的四大苦事,
 

莫过于生老病死。 虽然是苦事,
 

可又有哪一个人能够逃避

得了呢? 郯子深谙人生的苦短,
 

他越发感觉到父母一生的不易,
 

从而倍加珍惜与父母相处的

每一时刻。
但不幸的是,

 

两位老人都害了眼病,
 

几乎到了失明的边缘。 内心的苦闷,
 

令双亲陷入了

对生活的绝望之中。 父母终日地忧叹,
 

加深了他们脸上的皱纹。 生活好像变成了一潭死水。
孝顺的郯子看在眼里,

 

痛在心上,
 

难道生养了自己的父母注定要在黑暗中度过余生吗? 能有

什么办法让父母的眼睛好起来呢? 郯子平日一边安慰父母,
 

一边加紧寻医问药,
 

他要想尽一

切办法解除父母的痛苦,
 

使家庭恢复其乐融融的气氛。
郯子已经成了双亲活下来的唯一希望。 在郯子的精心照顾下,

 

双亲的心情恢复了不少,
 

家里也出现了久违的欢笑声。 一天,
 

他们对郯子讲,
 

常听别人说鹿乳可以治眼病,
 

所以自己

也很想试试到底能不能见效。 郯子听后,
 

记在心里。 他一面让父母放心,
 

一面盘算如何才能

获得鹿乳。 母鹿是不会轻易让别人采集奶汁的,
 

郯子就决定乔装改扮,
 

披上鹿皮,
 

扮成一只

小鹿,
 

钻进深山寻找鹿乳。 由于郯子的装扮非常逼真,
 

还仿照小鹿的姿势和动作,
 

所以当他

进入到鹿群栖息的地方后,
 

并没有惊动鹿群,
 

也没有引起母鹿的怀疑。 终于,
 

他小心翼翼取

到了鹿乳。
内心的喜悦令郯子忘记脱去身上的装束,

 

他一心想着双亲能尽快吃到鹿乳,
 

于是手捧鹿

乳疾步返回。 但是,
 

途中恰遇猎户,
 

郯子逼真的装扮迷惑了猎人的眼睛。 看到“猎物”,
 

猎人

举箭就要射,
 

这时郯子赶忙停下,
 

站直身子,
 

喊道:
 

“请不要射我,
 

我不是鹿。”猎人这才清楚

地看到是一个人。 他们很惊讶,
 

上前问道: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还扮成这个样子。”郯子

解释说:
 

“家中父母,
 

双眼失明,
 

听说鹿乳可以救治,
 

我特意来这里找些回去。 刚才的装束让

你们误会了,
 

这是我的错,
 

让你们险些误伤了人,
 

我以后不再这么做了。”猎户听后,
 

不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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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责怪郯子,
 

还都为郯子的孝行所感动。 他们还异口同声地称赞郯子是一个孝子,
 

为了父

母,
 

可以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深山,
 

其中的胆识和智慧的确令人佩服。

(二)王祥孝母

王祥,
 

字休徵,
 

琅琊人(今山东省临沂市),
 

生活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 王祥生性孝顺,
 

早年丧母,
 

而继母朱氏不慈爱,
 

多次污蔑王祥,
 

因此王祥又失去了父爱。 继母常常使唤王祥

清扫牛粪,
 

王祥并没有怨言,
 

反而态度更加恭敬谨慎。 父母如果生病,
 

王祥顾不得解衣睡觉,
 

日夜在床前侍候,
 

亲尝汤药。
继母想吃生鱼片,

 

当时天寒地冻,
 

河水结冰。 王祥来到河上,
 

解开衣服,
 

想用身体融化

坚冰,
 

然后下水捉鱼。 结果王祥刚解开衣服,
 

河水便神奇般的融化,
 

有两条鱼自己跳出来,
 

于是王祥便提着鱼回去了。 继母又想吃烤黄雀,
 

于是有几十只黄飞入帷帐内,
 

王祥便轻易地

捉住它们献给继母。 乡人都惊叹连连,
 

认为是王祥的孝行感动了天地,
 

所以才会这样。 有丹

柰(类似苹果)树结了果实,
 

继母命王祥在树下守着,
 

每到刮风下雨,
 

王祥总是抱着树哭泣,
 

并不会因此离开。
东汉末年,

 

天下大乱,
 

王祥带着继母和弟弟去庐江避祸,
 

隐居三十多年。 州郡官府请王

祥出来做官,
 

王祥因为要赡养继母,
 

不肯从命。 后来继母逝世,
 

王祥在服丧期间过度悲伤憔

悴,
 

以致拄着拐杖才能起身。
王祥的继母只是生了一场小病,

 

王祥就不顾自己生命的安危跑到河边捉鱼。 可见他是非

常地尊敬他的继母的,
 

不为那些小事而改变他心中的想法;
 

也可以看出,
 

他对继母是非常宽

容的,
 

不为之前那些不愉快的事而耿耿于怀。 更让我们看出,
 

他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 他也

很懂得如何关心他人,
 

体贴他人,
 

尊重他人,
 

宽容他人。

(三)子路负米

古人说: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 我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
 

还应该尊敬别的老人,
 

爱护年幼的孩子,
 

在全社会造成尊老爱幼的淳厚民风,
 

这是我们新时

代学生的责任。
仲由,

 

字子路,
 

是周朝春秋时候鲁国人,
 

非常孝敬父母。 他从小家境贫寒,
 

非常节俭。
经常吃一般的野菜,

 

吃得很不好。 仲由觉得自己吃野菜没关系,
 

但怕父母营养不够,
 

身体不

好,
 

很是担心。
家里没有米,

 

他必须要走到百里之外才能买到米,
 

再背着米赶回家里,
 

奉养双亲。 百里

在当时是非常远的路程,
 

也许现在有人也可以做到一次,
 

两次,
 

可是一年四季经常如此,
 

就

极其不易。 然而仲由却甘之如饴。 为了能让父母吃到米,
 

不论寒风烈日,
 

都不辞辛劳地跑到

百里之外买米,
 

再背回家。
冬天,

 

冰天雪地,
 

天气非常寒冷,
 

仲由顶着鹅毛大雪,
 

踏着河面上的冰,
 

一步一滑地往前

走,
 

脚被冻僵了。 抱着米袋的双手实在冻得不行,
 

便停下来,
 

放在嘴边暖暖,
 

然后继续赶路。
夏天,

 

烈日炎炎,
 

汗流浃背,
 

仲由都不停下来歇息一会,
 

只为了能早点回家给父母做可

口的饭菜;
 

遇到大雨时,
 

仲由就把米袋藏在自己的衣服里,
 

宁愿淋湿自己也不让大雨淋到米

袋。 即使如此艰辛,
 

他依然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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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仲由的父母双双过世,
 

他南下到了楚国。 楚王聘他当官,
 

给他很优厚的待遇。 一出

门就有上百辆的马车跟随,
 

每年给的俸禄非常多。 所吃的饭菜很丰盛,
 

每天山珍海味不断,
 

过着富足的生活。
但他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好而感到欢喜,

 

反而时常感叹,
 

因为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了。 他

多么希望父母能在世和他一起过好生活,
 

即使他想再负米百里之外奉养双亲,
 

都永远不可

能了。
从“子路负米”这则故事,

 

我们可以感受到,
 

孝无分贵贱,
 

上自天子、
 

下至贩夫走卒,
 

只

要有孝心,
 

在任何情形之下,
 

不计千辛万苦,
 

大家都能尽力去做到。
人在一生当中,

 

与父母相处的时间一天天减少。 尤其在现代社会,
 

有人十三四岁就离

家,
 

负笈在外,
 

一直读到高中、
 

大学、
 

研究所,
 

就离开了自己的父母。 而人一旦步入老年,
 

儿

女不在身边,
 

眼看亲人、
 

左邻右舍一个一个离他而去,
 

老人就会失去斗志,
 

对人生燃不起希

望,
 

百病也就更容易侵蚀了。 每个人能跟父母相聚的时间是这么的短暂,
 

是不是更要珍惜跟

父母相处的日子,
 

好好地孝敬他们呢?

(四)黄香事父

黄香,
 

东汉人,
 

少年时就善于写文章,
 

当时的人称颂他:
 

“天下无双,
 

江夏黄香。”但黄香

最难能可贵的,
 

还是他很小就知道孝敬父亲。
黄香 9 岁时他母亲去世了,

 

他十分悲伤,
 

就把对母亲的思念和爱全部倾注到父亲身上。
冬夜,

 

天气寒冷。 黄香就先钻到父亲的被窝里,
 

躺一会儿才回到自己的床上睡觉。 夏天

夜里很热,
 

黄香就手执蒲扇,
 

对着父亲枕席使劲扇着。
黄香长大后,

 

朝廷觉得他是个人才,
 

让他担任魏郡太守。 有一年,
 

魏郡遭受特大水灾,
 

百姓苦不堪言。 黄香拿出自己的钱财赈济灾民,
 

百姓没有不感动的。

(五)革命先辈们的“尊老”事迹

我国的开国元勋———陈毅元帅,
 

即使自己当了元帅,
 

还是亲自为自己病弱的母亲洗衣洗

裤,
 

从来不让自己的下属去做,
 

他就是尊老爱幼的楷模。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英雄。 1959 年,

 

毛泽东主席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湖南韶

山。 在短暂逗留的日子里,
 

他特地邀请家乡的老人吃饭。 在他向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敬酒时,
 

那位老人说:
 

“主席敬酒,
 

岂敢岂敢。”毛主席说:
 

“敬老尊贤,
 

应该应该”。 这件事一时传为佳

话。
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没有子女,

 

但先后抚养了几十个烈士的孤儿,
 

以宝贵的父爱和母爱

哺育他们,
 

使他们茁壮成长。

(六)刘氏兄弟割皮救父

古有二十四孝的故事流传至今,
 

今有众多孝老爱亲的典范有口皆碑。 第四届全国孝老爱

亲模范刘培、
 

刘洋两兄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013 年 6 月 18 日,
 

刘培、
 

刘洋的父亲刘盛均

在襄阳的一家汽配厂工作时不慎被高温蒸汽烧伤,
 

全身烧伤面积达 96%,
 

生命垂危。 从刘盛

均的两个儿子身上取皮,
 

成为让他尽快脱离危险的最佳方法。 虽然知道大面积取皮存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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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但刘培、
 

刘洋兄弟俩都试图说服对方,
 

都想用自己的皮肤去挽救父亲。 为此,
 

兄弟俩争

执不下,
 

多次“争吵”,
 

甚至“打架”。 为了不让弟弟受到伤害,
 

刘培趁弟弟上班的时候,
 

偷偷

签下了手术单,
 

把自己头部和背部的皮肤移植到父亲的四肢及腹部,
 

使父亲的病情得到控

制。 得知消息后,
 

弟弟刘洋失声痛哭、
 

懊悔不已,
 

他不顾全家反对,
 

毅然将交完首付几个月

的一套新房变卖,
 

将 20 余万元钱全部用于父亲的治疗,
 

并于 8 月 10 日也接受了取皮手术。
古往今来很多人认为能够赡养父母,

 

让父母免受饥寒之苦即是尽孝。 针对这种想法,
 

孔

子曾经说过,
 

“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 不敬,
 

何以别乎?”可见孝道要求

的不仅仅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
 

更注重子女对父母的关爱。 古有卧冰求鲤,
 

今有割皮救父,
 

身为“80 后”的刘培、
 

刘洋两兄弟割皮救父的孝行告诉我们,
 

孝老爱亲的美德依然深深地根植

在年轻人的心里!

(七)廖月娥孝老爱亲

廖月娥是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新合村桐冲组村民。 2013 年第四届全国道德模

范评选———全国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 30 多年来,
 

她先后将多位残疾、
 

孤寡老人接到家中赡

养。 1982 年 3 月,
 

她就将本村五保老人廖兴红接到自己家中,
 

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让他愉快

度过晚年,
 

直到
 

1995 年 4 月老人去世。 1986 年 5 月,
 

廖月娥又将瘫痪在床多年的同村村民

任国华接到自己家里。 瘫痪多年的任国华只有手和脖子能动,
 

其余部位几乎失去了知觉。 从

早上帮老人起床、
 

穿衣服、
 

洗漱,
 

到端茶送饭、
 

倒屎倒尿,
 

这些活儿基本都由廖月娥自己完

成。 无论寒暑,
 

无论农活多忙,
 

廖月娥总能把一日三餐送到任国华的跟前。 任国华患有脚

气,
 

腿脚经常流脓水,
 

气味难闻,
 

怎么上药也好不了,
 

廖月娥就寻医问药,
 

坚持每天帮他擦洗

伤口。 照顾任国华这么多年,
 

她没有一句怨言,
 

不露一点难色。 身患重病的任国华到 2002 年

去世,
 

在廖月娥家整整生活了 16 年。

图 1　 廖月娥孝老爱亲

1998 年,
 

廖月娥将瘫痪在床的周桂三老人接到家

中,
 

使老人在最后一年的弥留之际受到了贴心的照

顾。 2010 年,
 

75 岁的孤寡老人胡锡群又住进了廖月

娥家中,
 

得到了悉心照顾的他如今身体硬朗,
 

每天都

乐呵呵的。 2013 年,
 

廖月娥又把无儿无女、
 

左手有残

疾的 66 岁村民盛小洋接到了自己家里。
在廖月娥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孝道更为博大

的一面,
 

那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的胸怀。 孝道不仅要求赡养自己的父母,
 

给父

母精神的慰藉,
 

更提倡把这样的美德推广到亲朋、
 

友

邻及每个社会成员之间,
 

使人与人都能够互尊互爱、
 

和谐相处,
 

进而形成爱民族、
 

爱国家的崇高追求。 也正因为如此,
 

中国的孝道才能够超越普

通的家庭伦理,
 

成为中国人精神文化的重要内核。 在当代,
 

乡土和家庭依然是每个人最重要

的精神家园,
 

重建乡土文化,
 

和睦友邻,
 

让农村的“空巢老人”安享晚年,
 

更需要人们弘扬孝

道。 大美隐于野,
 

廖月娥也许不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古话,
 

但

她的善行正是这一理念的默默实践,
 

永远值得我们称颂和感念。

4



亲情浓,
 

家庭和,
 

国家兴。 今天,
 

我们提倡孝老爱亲,
 

不是复兴封建道德,
 

不是要每个子

女都无条件地顺从自己的父母,
 

更不是国家要推脱自己对国民的责任,
 

而是为了提高每个人

的道德水平,
 

共建和谐社会。 父母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精力、
 

时间、
 

金钱,
 

我们应该尊

敬、
 

孝顺他们。 我们应该学会去体贴长辈,
 

关怀长辈,
 

而这些都可以从小事做起:
 

我们可以

认真地听老师讲课、
 

完成作业;
 

认真地完成每一项事,
 

哪怕是芝麻点大的事;
 

帮父母做家务,
 

给他们捶背,
 

洗碗,
 

听他们给我们的教导,
 

哪怕是他们的唠叨,
 

也要牢牢地镶在我们的心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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