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充满善意的小事做起
董雪丹

十字路口，红灯，停下车，看向窗外。
雨下得正紧。枝头的黄叶随风落下，有几片在路

边的积水中打着旋儿。
在人行横道线边等候的一位小伙子， 突然向前

走了一步，弯下腰，从积水中拿起一片叶子，积水立
刻形成了一个漩涡， 周边的水向着这个小漩涡涌过
去。我这才看到叶子下是窨井盖上的一个小下水口。
这时，又有几片叶子漂向那个小漩涡，小伙子随即又
把这几片叶子捡了起来。

绿灯亮了，他撑着伞走过去 ，身后路边的积水
欢畅地打着漩涡。 没有看清他的面孔，只看到他戴
着一副眼镜。 从他儒雅的气质里，可以看到他读过
的书，眼前他做的事，就是书中的那句“勿以善小而
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
能服于人。 ” 这是刘备去世前给其子刘禅遗诏中的
话，语出《三国志》，让刘禅不要轻视小事，要进德修
业，有所作为，不要因为好事很小就不去做，也不要
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小善积多了可以利天下，小恶
积多了“足以乱国家”。

真不能小看这个“小”字，“见小曰明”（《道德经》
第五十二章），这话是老子说的，意思是从细微处察
觉事物之理才能看得明白。

老子还说：“图难于其易， 为大于其细。 天下难
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
大，故能成其大。 ”（《道德经》第六十三章）老子在告

诉人们，解决难事要从容易处入手，做大事要从细小
处入手。 天下的难事，一定从简易的地方做起；天下
的大事，一定从细微的部分开端。恰恰是因为不贪图
“大”，所以才能做成大事。

我曾看过一个都是由小事组合而成的、 特别暖
人的小视频：孕妇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恰好身边没
有可以坐下来的地方， 尝试了几次， 没办法弯下腰

去，这时有人主动跑过来，蹲下去，帮她系鞋带；路遇
冻得发抖的迷路老人， 好心男子脱下自己身上的棉
衣，给老人披上，帮忙拨打 110；老人拉重货爬坡进
退两难，外卖小哥一路小跑帮忙推车；暴雨中，男子
为流浪猫撑着伞， 后来把伞绑在栅栏上， 小猫在伞
下，他在雨中；女子骑行偶遇洒水车，躲避不及时，一
辆小轿车开过来为她挡水； 女孩在地铁上困得抬不
起头，一位阿姨走过去，给她一个温暖的怀抱；街头
有一个爱心冰柜，男子默默送来几箱水，打开包装放
进去，不仅留下了爱心，还随手带走了垃圾；热心牧
民帮助游客推陷入泥泞的车， 在游客掏出钱表示感
谢时，他摇摇头，无比自豪地掀开棉大衣，指着里面
夹克衫上的党徽……

视频下的评论也很暖心：他们都是眼里有光、心
里有爱的人； 每个人的善良都是世界上最美的一束
光，汇聚成明亮的太阳，让世界更温暖。

的确，这些人做的这些事，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
的大事，却在小事中彰显出大爱，让人感觉这个世界
都被温柔以待。一个人的一点善意是微小的，一个人
所做的事情是微小的，但汇集在一起，足以温暖整个
世界。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
里之行，始于足下。 ”（《道德经》第六十四章）都是在
比喻做事要从头做起，从点滴的小事做起。

不小瞧这个“小”，每个人都从我做起，从充满善
意的小事做起，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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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小曰明”（《道德经》第五十二章），
这话是老子说的，意思是从细微处察觉事物
之理才能看得明白 。 老子还说 ：“图难于其
易，为大于其细。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
大事，必作于细。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
其大。 ”（《道德经》第六十三章）老子在告诉
人们 ，解决难事要从容易处入手 ，做大事要
从细小处入手。

投稿邮箱：shxxszk@126.com

２０23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四

统筹审读 董雪丹 责任编辑 李硕 A5聚焦

问 孝
赵献花

那日 ， 我与亲人一起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叔
叔 。 医院里人来车往 ， 还没有找到叔叔住的病
房 ， 叔叔的儿子———我的堂哥很热情地来接我
们 。 客套问候之后 ，谈到生病的叔叔 ，堂哥的表
情瞬间变得很痛苦 。 他说 ： “俺爹因急性脑梗住
院一个多月了 。 刚开始在郑州的医院治疗 ，治疗
期间俺爹不会说话 、不会走路 ，我们只能用眼神
交流 。 我真不懂爹的意思 ，以为爹心疼钱 ，我向
爹保证 ，‘儿子砸锅卖铁也要给您治病 ’。 爹生气
地哭 ，颤抖的手指着家的方向 ，咿咿呀呀急得满
头大汗 。 其实 ，爹是想家了 ，白天不睡觉 ，晚上也
不睡觉 。 我连续陪护了十多天 ，身心疲惫 ，最终
也拗不过爹 ，带他回家了 。 ”堂哥问我 ： “我听爹
的意见 ，是不孝吧 ？ ”

我没有直接回答堂哥的问话 。 叔叔有三个
儿 子 、两 个 女 儿 ， 在 我 眼 里 ， 他 们 都 是 孝 顺 的
孩 子 。 每 次 回 老 家 ，婶 子 总 爱 跟 我 们 聊 天 ，聊
的 全 是 她 的 儿 女 们 ， 说 的 全 是 对 他 们 的 各 种
夸赞 。

至于堂哥的问孝 ，还是从圣贤那里寻找答案
吧 。《论语·为政篇 》：“子夏问孝 。子曰 ：‘色难 。有
事 ，弟子服其劳 ，有酒食 ，先 生 馔 ，曾 是 以 为 孝
乎 ？ ’”这段话的意思是 ，子夏问孝于孔子 ，孔子
说 ：“孝 ，和颜悦色地对待父母 ，做到这一点很难
呀 ！ 父母有事时 ，儿女需要替父母去做 ，有好吃
好喝哩 ，让父母先享用 ，难道这样就是孝吗 ？ ”此
章强调孩子对父母要有爱 ，真正用心去爱 。

我也不例外 ，用心地爱着我的爹娘 。 当爹娘

慢慢变老 ，我已长大 ，有了自己的小家 、自己的
孩子 。 此时 ，爹娘在我心中是既可爱又可气的孩
子 。 我训娘不听话 ，不让吃剩饭剩菜 ，她偏吃 ，还
生气地反驳 “年轻人恁不会过日子 ”。 给爹买件
新衣服 ，他硬是让退回去 ，说不逢年过节哩 ，买
啥新衣服 ，乱花钱 。 有时 ，我也想如哄孩子一样 ，
让爹娘每天开开心心的 ，可是 ，繁忙的工作与多
彩的生活 ，往往让我的情绪喜怒无常 ，留下不少
愧悔 。

《论语·为政篇 》：“子游问孝 。 子曰 ：‘今之孝

者是谓能养 。 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 。 不敬 ，何以别
乎 ？ ’”子游请教孝道 ，孔子说 ：“现在所说的孝 ，
指的是养活父母就行了 。 即使狗和马 ，也都有人
饲养 。 对父母如果不恭敬顺从 ，那和饲养狗马有
什么区别呢 ？ ”这章强调的是 ，对于父母的孝应
当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敬爱 ，这才符合孝道 。

中秋节 ，我们回老家 ，再次见到婶子 ，她一如
往常说的全是她的孩子们 。 此刻 ，我想起了一句
话 ：娘的世界很小 ，小到眼里全是她的孩子 ；孩
子的世界很大 ， 大到连回家看望娘的时间都没
有 。 婶子说 ，不求好吃哩好喝哩 ，只要俺的孩子
们啥都好好哩 ，就是喝凉水 ，也是可甜可甜哩 。
她的话让我难过 ，因为 ，这样的话爹娘也跟我说
过无数次 。

我好想再给娘端一杯茶 ， 再给爹洗洗脚 ，可
他们都已离我而去 ，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 “子欲
养而亲不待 ”的滋味 。 我不断地自我检讨 ，把对
爹娘的爱给予年迈的婆婆 ， 以此来弥补我对爹
娘的亏欠 。

那么 ，何为孝呢 ？仅从字面上看 ，上有老下有
子 ，子在老的庇护下 ，要顺从于老 。 其内涵是要
善事父母 ，顺从父母的愿望 ，满足他们的需求 。
其现代意义就是弘扬孝道 、 赡养老人 ， 修身养
性 、融合家庭 ，努力工作 、和谐社会 。 俗语有云 ：
颜孝 ，言孝 ，听孝 ，顺孝 ，行孝 。 孔子 “因材施教 ”，
我们当 “因材施孝 ”，对待父母 ，我们做不到完美 ，
也要尽力 。 工作再忙 ，生活压力再大，也要常打电
话，常回家看看。 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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