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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论语》有感之一：血脉亲情 
 

总以为自己已经很成熟了，但回想自己在 2006 年的诸多失误，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所坚持的东西会有

一些不一定正确，如何才能找到答案呢？寻求智者的点拨吗？而智者在哪里呢？身边能够给予指点的良师

益友真的不多，在百般思考的情况下，想到了 2500 年前的孔子！对！就是孔子！不是说半部《论语》治

天下吗？ 

     2006年 12月 6号到 27号在武汉、广州、杭州和青岛开了四个区域性的经销商会议，27号回到庆元的

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开始认真阅读和品味《论语》，10 天过去了，心中的疑惑慢慢解开了，原来所有的问

题，2500年前的古人给出答案了…… 

     今天先谈一谈关于孝道吧。 

     我曾经说过，到现在为止我最佩服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我父亲是一个非常豁达和乐观的

人，虽然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在我们的小山村里他是最受人尊重的人，在我们村子里他是一个真正的无

冕之王，几乎上没有人对他不敬重和不佩服的，家家户户有什么纠纷矛盾他总是能够处理得妥妥当当的。

他不但和年龄相仿的人相处得很好，和 20 多岁的年轻人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周末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间

总是可以看到他和众多的年轻人在一起谈天或者打牌。69岁的高龄了，还在担任着公司的出纳，一年进出

2个多亿的资金丝毫不会发生差错，每天在各个银行间跑来跑去，在办公室还要认真地登记每一笔现金帐，

和颜悦色地及时支付大量的现金，很多人都觉得他很辛苦，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不辛苦，不辛苦”，他总

是非常怕人家觉得他辛苦而不给他工作的机会。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总是不能及时用餐，而我的父亲总是不

管多少时间都在等着我，有时候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 

     而我母亲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她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她虽然没有像我父亲这样被大家所了解

和称道，但我一样非常佩服她。她 73 岁了，没病没痛，生了 9 个孩子的她，到现在还是健步如飞、精神

抖擞。前几年去武夷山，有一个在悬崖峭壁的狐狸洞景点，公司里很多年轻人都只能抬头观望不敢往上爬，

但她却没有一丝犹豫的一直轻松往上爬。去年 7月 15日公司 11周年庆典， 700多员工一起爬庆元县城边

上的石龙山，很多人都爬得气喘吁吁，甚至有人因为中暑难以到顶，而她却一路轻松移步，居然成为了第

九个到达山顶的人！前几年，一个在福建的堂兄到我家里，与我交谈的时候说：“承烈，你事业做得很好，

但我却不是非常佩服你，你看你妈妈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给你烧饭、做家务。虽然我的钱没有你多，事

业没有你大，但我却让我妈妈享着清福，不用干一点家务活。”堂哥的话给我的触动很大，没过多久，在

母亲的执意反对下，我请来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保姆。保姆来的日子母亲一直不高兴，她说她喜欢

干活，而现在这个家保姆才是主人而她变成了客人了，她很不习惯。看着母亲闷闷不乐的样子，在保姆还

没有呆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就辞退掉了。孩子都长大了，孩子也都陆续有了自己的孩子。母亲又开始任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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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辛劳带着她的孙子孙女，其中我二哥的儿子阿斌由于刚出生就没有了妈妈，就是由我母亲一手带大的，

直到阿斌十多岁了还在和母亲同一个房间睡觉。母亲喜欢做事，也喜欢帮助别人。家里较为穷困的亲戚不

少，她总是会隔三差五的给他们一些帮助；公司边上的村庄要修路，她听了之后毅然地拿出了自己为数不

多积蓄的 5000 元钱进行赞助。母亲带给我的温暖和关心是无法用语言来诉说的，每天早餐的两个荷包蛋

就是我一天最美好的享受，而美味的荷包蛋也成为了我在外出差最大的渴望…… 

     我父亲和母亲非常受人尊重，公司上千个员工都很自然很亲切的叫他们“老爸”、“老妈”，而他们也确

实像各自的爸爸妈妈一样的爱护着大家。一直以来我觉得我给我父母亲带来了荣誉、地位和金钱，我应该

说是一个很好的儿子了，事实上他们也一直以我为荣。直到我认真研读了《论语》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实

际上是一个非常不称职的孩子，幸好他们都健在，现在领悟到其中真谛还不算太晚。 

     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要我们一视同仁，要我们大义灭亲，如果谁对自己的亲戚好友多了一点照顾

就是没有原则。殊不知我们的祖先孔子却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爱有差等，施有亲始”。意思是：为

人之道虽然在于彼此关爱，但是这种关爱是有着先后、远近、亲疏差别的。我是一个非常讲究原则的人，

经常因为是家人或者亲戚的原因我反而会更加严厉地加以对待。现在想想真的非常羞愧。 

     我们总是认为给父母亲提供了基本的经济保证，让父母亲衣食无忧就已经是很有孝心了。社会上面普

遍上的人都认为常年陪伴在父母亲身边，但却无法给父母亲很好生活条件的孩子不如虽然常年在外面，到

过年过节时总是可以往家里寄大把钱的孩子好。但孔子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

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段话的大意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尽孝，只是说能够向父母提供

衣食生活之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和养狗养马差不多。如果向父母尽孝却又不恭敬他们，那又如何与养

犬马区别对待呢?  

     孔子所说的尽孝并不是仅仅要满足父母衣食方面的要求，还要有一个切实“恭敬”的心。现代社会生活

在一定程度上愈来愈崇尚金钱和物质，殊不知，金钱和物质是换不来一个人的亲情和孝心的。我们父母往

往并不在意子女的物质财富有多少，更加关注他们能够几点下班回家；我们的父母也更在意儿女给予的关

心而不在意儿女能够给他们多少的钱财。想想自己出门在外都几乎上没有给过父母亲电话；想想平时经常

在外吃饭，却没有和父母亲打声招呼而让他们久等；想想平时没有照顾父母，父母照顾我的时候还经常表

现得有些不耐烦，真的是感到无地自容。 

     由于年龄、时代、接受教育程度的不一样，我们和父母亲的观点难免会有不同，很多时候做孩子的都

会对自己的父母非常不屑，经常还冷言冷语。对父母表示不敬很多人不但不觉得不妥，反而还嘲笑自己父

母冥顽不化。孔子对这样的态度也是非常不认同的。他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

怨。”这段话的大意是：侍奉父母的时候，如果发现父母言行有什么不妥之处，要委婉进行劝说，如果父

母不肯听从的话，那也应该保持恭敬之心，不要违背父母意愿来顺从自己的心愿。如果父母让自己去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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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之事，也要尽力而为，不要对父母有所怨言。 

     每一个人的经历不一样，眼光不一样，对待事物的看法是不可能一样的。但往往很多人都希望别人完

全的认同自己的观点，实在有点野蛮无礼。理解和宽容是尽孝道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要理解父母还要

善于接受父母的意见，实现他们的心愿。孝的根本是愉悦父母。孝敬父母一定要走近父母的内心世界，学

会理解他们的想法。 

     我父母一直勤俭惯了，所以总是有很多方面我看不习惯。比如总是会在这在那放很多我认为不值钱的

东西；比如吃不完的东西总是不忍丢弃而把冰箱挤得满满的……对父母亲来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他们的骨

肉，尤其是一些较为穷困的孩子更是想多给他们一些关照。我是公司总经理，家里很多人在公司工作，父

母总是会经常让我对这个照顾一下，对那个关心一下。很多老乡找不到事情做，父母亲也经常会给他们讲

讲情。还有父母总会经常把他们听到的一些传闻和我说，希望我加以改进。以往我面对父母的做法和提议

总是非常不客气地、不分场合地加以指责，劝他们不要多管闲事。想起这些时候我真的是泪流满面，不能

自已…… 

     每一个人都熟知自己的生日。除了自己之外，我们还记得很多人的生日：上司、同事、老师，或者朋

友。过生日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却有很多人记不起父母亲的生日。有人说，

人是一个习惯于忘恩负义的动物。虽然话语刻薄，但也算是有感而发了！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句话的大意是：做孩子的应当知道父母的年龄，其意有二：一则父母高寿，

可喜可贺；一则父母年老体弱，自己内心忧惧不安。 

     其实我们仔细品味，你会发现我们所接受的父母的关爱才是我们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丰富而又是最无私

的一种感情。古人说：谁言草寸心，报得三春晖！就是最真实的写照。现实中当我们沐浴在这份如此丰富

而无私的情感中的时候，我们往往变得麻木不仁，习以为常。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子女在父母生前漠然

处之，不甚其烦，甚至冷言冷语，而父母死后，却痛哭流涕，悲伤不已，进而轰轰烈烈大办丧事。真的不

知道这些人是忏悔自己还是为了表彰自己，做给别人看。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永远地失去了那份真挚而

无私的爱，无从寻找了。 

     我们许多的遗憾与悔恨往往就源于对自身对已有生活的冷漠。相反，我们对自己未曾得到的东西总是

充满渴望和关注，并且孜孜以求。这种矛盾的劣根性是我们不断求取外在事物的同时，又不断失去自身所

拥有最宝贵的东西。 

     当我们四顾茫然的时候，其实最美好的东西从不曾离开过我们身边。当然我们所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记

住父母的年龄。我们尽可以为父母的高寿而欣喜，因为世界上最爱你的那个人还在，只要他还在，你便会

拥有这个世界上美好而完整的生活，不必独自面对整个世界。你便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比你自己对

自己还有信心，为此他甚至会付出整个生命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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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每一次岁月年轮划过都会带给我们无限的感伤和惆怅。我们眼见父母衰老，惊惧岁月无情，不

由心中涌上一道挥之不去的哀伤。于是我们能够做的便是细数着一个个的今天。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比

父母之爱更加无私和伟大的爱吗？ 

     写到这里我已无语，忍不住再次落泪，我深知自己没有尽为人子的责任，幸好父母都还健在，一切都

还有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