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才是真正的

孝顺？心理专家建议，

应 该 用“ 孝 敬 ”代 替

“孝顺”。而最高层次

的“孝”，我认为应是

“爱”。这种“爱”里有

亲情、血缘的成分，也

有接纳、喜爱、欣赏、

感恩的成分。因此，

“孝顺”的“顺”，并不

是凡事都要顺着父母

的心意，而是顺着他们

的沟通方式去表达自

己。学会“爱的五种语

言”，正确地表达爱、

播种爱，才能收获爱；

而有了爱，才有真正的

“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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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

小时候看《西游记》玉
华州大战狮子精中有这样
的情节：孙悟空、猪八戒、
沙和尚的兵器被黄狮精偷
走了，孙悟空叫猪八戒变
成小妖刁钻古怪混进去偷
回兵器。猪八戒却说：“哥
哥，我未曾看见过那刁钻
古怪，怎生变得他模样？”
的确，对于心智还不够成
熟的孩子来说，你光和他
讲理想、讲未来、讲道理是
没有用的。所以，你希望
孩子成为怎样的人，你就
应给他树立什么样的榜
样。

有些家长可能会说，
我一直在给孩子树立榜
样，叫他向邻居家的姐姐
学习、向舅舅家的哥哥学
习，可是没效果啊，孩子做
作业还是拖拖拉拉，不骂
不行。

这又是怎么回事？我
们继续看《西游记》的故
事：孙悟空道：“我记得那
妖怪的模样，你站着，等我
教你变。如此如彼，就是
他的模样了。”猪八戒依
言变化，霎时就变得与那
刁钻古怪一般无二。因
此，我们给孩子定下榜样
后，更关键的是应告诉孩
子你要“如此如彼”，让孩
子明白榜样的具体言行。

我有个朋友是在一个
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
里长大的，有一年，村里一个叫东东的孩子
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整个村子都沸
腾了。那时我朋友刚小学毕业，他母亲问
他：“东东大哥考上大学了，你以后也想当
大学生吗？”我朋友回答：“当然想。”他母亲
说：“东东大哥小学五年级时就开始每天自
己学习3个成语典故，你要不要试试？”我
朋友不仅答应了，还主动将自己的标准提
高为每天学6个。她母亲买来《中华成语
典故》，每天晚上听孩子讲，还让孩子将6
个成语记牢并默写出来。一个暑假过去
了，我朋友居然将厚厚的《中华成语典故》
读完了。因为有这份底子，上中学后他的
语文和历史就比其他同学好出一大截。

后来，他母亲又告诉他，东东大哥有个
习惯特别好，不懂的问题从不过夜。于是，
朋友也养成了勤于求教的习惯。再后来，
他母亲又为他找来了东东大哥以前的作业
本，字迹特别清楚，错题都用铅笔写明了原
因，这一点我朋友也学会了。6年后，我朋
友成了村子里第二位考上重点大学的学
生。

为孩子树立榜样当然重要，但更重要
的是要告诉孩子榜样具体是怎样做的，让
孩子真正明白：“如此如彼，就是他的模
样。”看得见榜样，记得住榜样，坚持学榜
样，久而久之你就成为了别人的榜样！

《
西
游
记
》
里
的
教
育
真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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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丹

近几天随着大风降温，我们正式进入了冬天，
2022年也逐渐走向尾声……我们总是惊觉时间过
得好快，对时间缺乏感知，就容易放任时间流逝而
陷入茫然。那么，我们该如何过好这个疫情反复
的冬天呢？

品一杯茶。无论如何忙碌，建议都在手边备
一盏茶，它不仅可以解渴，还可养心——在慢慢品
茗时，僵冷的身体因热茶而舒展，我们的精神也因
这至淡滋味而松弛。于是，某一个瞬间，我们虽在
忙乱之中，却如坐草木之间，如归远古山林，可以
感受到清风浩荡。

氤氲茶气里，至淡还体现在一种心境上。曾
国藩在其家书里说：“为人不可过于聪明”，告诫孩
子勤能补拙，只跟自己比，往前走就行。现在有很
多人相互嫉妒争斗，看似是不放过别人，实则是不
肯放过自己，对自己的期待值太高。这样的人，建

议多喝一些茶。
朗读一首诗。“读书声出金石”就是说，无论是

骈四俪六还是五绝七律，它的音律都叫“金石之
声”。书要读出声来，当读到了自我陶醉的至境，
便会妙不可言。如果不大声读出来，你根本体会
不到其中的音韵之美。

一个人在外面郁闷、孤单的时候，都可以大声
读点儿自己爱读的诗，这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
很多人认为默读或小声读就行，其实不然。研究
显示，人在诵读时，口腔、肌肉、舌头、气流等的运
动可激活大脑多个区域活动，还可使大脑皮质的
抑制和兴奋达到平衡，血流量及神经功能的调节
处于良好状态。所以，大声读诗不仅可提高你的
专注度，还可提高你的记忆力。

描摹独处的时间。美国心理学大师马斯洛研
究了许多历史伟人共同的人格特质后描绘出“自
我实现者”（成长者）的画像，其中之一就是：他们
享受独居的喜悦，也能享受群居的快乐；他们喜欢

有独处的时间来面对自己，充实自己。
很多人觉得一个人待着时很无聊，总想寻求

各种娱乐刺激，而沉湎于其中时，对时间的感知就
淡漠了，人也失去了自主意识。不想被外物迷惑，
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人独处。独处时，你无需博
得别人的好感，就能听到自己的真实心声。

有人说：一个人独处绝对是高于社交的能
力。因为只有一个人独处时，才能不受外面的干
扰，越来越接近自己的真相。“空固纳万物，静固了
群动”，一个人心不空怎么看得懂纷乱的世界？我
们需要独处，也需要自我放逐，然后从中获得宁静
与力量。

2022年还有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但换个角
度想，我们还有 20 几天去充实这一年余下的时
间。最近全国各地疫情反复，防疫形势依然严峻，
为了减少聚集，周末或下班后，我们完全可以和家
人一起喝茶、读诗，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安静待一会
儿，感悟一下匆匆流年。

“空固纳万物，静固了群动”。不想被外物迷惑，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人独处。我们需要独处，也需要自我放逐，然
后从中获得宁静与力量。最近全国各地疫情反复，为了减少聚集，周末或下班后，我们完全可以和家人一起喝茶、读
诗，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安静待一会儿，感悟一下匆匆流年。

■ 高琳

最近一名济南“95后”女性因为被家人催
婚与父母大吵一架，随后她母亲出现了呼吸困
难、肢体抽搐等症状，被诊断为“呼吸性碱中
毒”，该女性也被亲朋们指责为“不孝”。从小
到大我们都被教育要“孝顺”，而且还是“以顺
为先”。但对父母无条件的“顺”就一定好吗？
没有“爱”的“孝”，是否也是一种道德绑架？

对父母最高层次的“孝”是“爱”，应
该用“孝敬”代替“孝顺”

记得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导演陈思诚提
出“什么才是真正的孝顺”这一议题，心理专
家王建一建议，应该用“孝敬”代替“孝顺”。

我在国外生活多年后也发现，虽说国外
的子女和父母看似没有像中国的家庭关系这
么紧密，但很多成年子女在父母养老问题上
也花了不少心血，只不过不同文化对“孝”的
理解和做法不一样。在我看来，“孝”也是有
不同层次的。

尊重（Respect）。这是最基本的道德标
准，即使在西方文化里，“尊重父母”也是孩子
从小就被教育的。

感恩（Appreciate）。感恩父母，这一点大
部分国外家庭也有，只是西方文化更多是在
个人和家庭价值观层面上的倡导，并没有上
升到社会层面。对父母的感恩，可以是很肤
浅的形式化，比如学校组织集体给父母送贺
卡；也可以是更深层次打心眼里的感恩，前提
是对父母的接纳。但接纳父母，尤其是曾经
伤害过自己的父母，有时是需要时间的，这可
能是很多人一生的功课。而强行要求自己

“放下”，“接纳”“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只能

让一个人更痛苦，而不会让他们更“爱”父母。
最高层次的“孝”，我认为应是“爱”。当

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为他们做什么都不会觉
得是负担——这不是我必须得做，而是我想
做。这种“爱”里有亲情、血缘的成分，也有接
纳、喜爱、欣赏的成分。

比如我父母有个共同特点是有话不会好
好说，我妈爱唠叨，我爸脾气不好爱嚷嚷，我
就花了很长时间来接纳父母。最近我妈还掌
握了一个新“杀手锏”，我一说什么她就说：

“你还教别人沟通呢，你还研究心理呢，自己
都……”如果在以前，我肯定早炸毛了，但我
现在学会了用感恩视角来看：“她身体好才唠
叨我啊，要是身体不好她哪儿还有精力唠叨
我，这是好事啊！”

有了接纳，才有感恩，也才有欣赏。其
实，我一直打心眼儿里欣赏我妈，她身上有许
多闪闪发光的亮点，比如：积极、乐观、热心、
爱玩，55岁退休创业，60岁创业失败，70岁去
西藏，80岁开影展……她的这种折腾劲儿，都
毫无保留地遗传给了我。欣赏我的妈妈，就
是欣赏我自己；爱她，也就是爱我自己。

爱也需要学会表达，试试“爱的五
种语言”

其实，我们和父母之间也需要找到彼此
接受爱和表达爱的方式，才能达成舒适和平
衡的关系，否则就算不会“气死”也会非常痛
苦。《爱的五种语言》是关于亲密关系之间如
何沟通的全球经典畅销书，作者把人们表达
爱意的方式划分成5种。我觉得把“爱的五种
语言”放到对父母的爱的表达上也完全适用。

爱的语言1：肯定的言词。我在培训时讲
“老板也需要认可”这个概念，很多人都特别惊
讶。老板也是人，是人就需要认可，这与他是不
是站在一个比你更权威的位置没有任何关系。
同样，父母也需要夸奖，而且越老越需要夸。他
们不像我们还能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他们已
经很难有其他获取认可和价值感的渠道了。

如果你感觉对父母夸不出口，那很可能

因为从小你的父母也很少夸你，“夸”就不是
你所熟悉的语言体系。比如我爸妈就很少夸
我，就算是夸后面也一定有个“但是”——“今
天语文考得不错啊，但是数学怎么这么差
啊！”其实，夸人就像任何外语都需要通过练
习才能学会，你也可以多练习，经常夸彼此就
不觉得尴尬了。现在我就经常夸我爸妈，无
论是爸爸做的菜还是妈妈拍的照片，反正逮
着什么夸什么。所以，千万不要吝惜你对父
母的夸奖，就像他们也未曾吝惜过对你的爱。

爱的语言2：服务的行动。当然，咱们不
能光嘴上功夫，还得有实际行动。比如：帮父
母做家务，陪父母去医院看病……这些可能
是说到“孝顺”时一般人都会想到的。但很多
父母都有一个习惯：需要帮忙的时候，要么不
说，怕麻烦儿女；要么不知道怎么说，总是以
批评、抱怨、话里有话来代替请求。

父母老了已经不可能再改变了，要改变
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因此，“孝顺”的“顺”，并
不是凡事都要顺着父母的心意，而是顺着他
们的沟通方式去表达自己。而如何倾听父母
的唠叨还不“上头”，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的
感受和情绪，这些都是需要学习和刻意练习
的，几乎没有人可以凭本能做好。

爱的语言3：身体的接触。24年前在我的
婚礼上，爸爸挽着我的手走到神父面前，按传
统要在把我交给我老公之前拥抱我一下，再在
我的左右脸颊上各亲一下。我爸勉强把上半
身伸过来拍了拍我的后背，然后扳着我的脸左
看看、右看看，实在不知道怎么亲，好像蛋糕不
知道从哪儿下口一样，把神父都逗笑了。

的确，拥抱、亲吻的确不在我们的传统文
化中，所以这种爱的语言也是中国家庭最不
熟悉的。但在我们家，我和我老公、儿子每天
就是各种求抱抱，开心要抱，生气也要抱。这
也的确管用，甭管有多气，一抱好像气就没
了。研究表明，按摩、拥抱、牵手等肢体接触，
不但能使人心情愉悦，还有助于降低血压、平
缓心率、缓解疼痛，甚至提高免疫力！

所以，多用身体接触表达你对父母的爱
吧！如果你觉得拥抱太突兀了，那就牵着他

们的手说话、帮他们按摩，如果还是做不到，
来个“摸头杀”也行。现在，我就经常跟爸爸
妈妈抱抱，一开始彼此都有些局促，但是慢慢
地就习惯了。每次我抱爸爸时，他都会幸福
又略显尴尬地笑着，然后慢慢从我怀里闪
开。我经常想，如果还有爸爸妈妈可以拥抱，
你已经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爱的语言4：精心的时刻。精心时刻，指
的就是创造优质的相处时间可以全身心地在
一起，还意味着制造“仪式感”。我们总觉得
老人对“仪式感”没什么概念，其实他们就是
怕花钱而已。而且我们父母那个年代的人，
很少浪漫过，想象力也比较有限。

比如，我妈退休后一直在老年大学学摄
影，她的作品经常能得奖，我知道她一直想办
个摄影展，但一来觉得自己水平不够，二来觉
得劳民伤财。于是，去年在她80岁生日那天，
我给她办了个小型家庭影展。

其实，如果我们把工作中的执行力拿出
1%来为父母制造点儿精心时刻，就已经够他
们开心好久了。这些美妙的回忆就像一个记
忆银行，可以让我们在未来没有爸爸妈妈的
日子里，从中提取出那些爱的记忆。

爱的语言5：送礼物。说起送礼物给父
母，相信大家都不吝啬。但我想说，接受父母
的礼物，不要怕麻烦他们也是一种爱的表达。

我儿子今年上大学，我妈非要给我钱，说
是给我儿子的学费。我本来不想接受，但转
念一想，如果我不把这个钱当作接济而是当
礼物，那就欣然接受吧。因为对于父母来讲，
有人需要他们，就是对他们最大的认可。而
且别忘了，你自己就是给父母最好的礼物，所
以也要记得常回家看看。

如何表达爱，可能是我们父母那一辈最
欠缺的功课，他们爱我们，但很多时候都没
有好好表达。这一课在我们身上必须要补
上，尤其是当我们也有了孩子。作为父母，
我们对孩子说的每一句话，播下的不是爱的
种子，就是怨恨的苗子。只有播种
爱，才能收获爱；而有了爱，才有真正
的“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