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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澳
門
音
樂
節
的
節
目
︽
莫
札
特
與
薩
里
埃

利
︾
是
林
姆
斯
基
．
高
沙
就
兩
名
傑
出
作
曲

家
的
故
事
而
撰
寫
的
歌
劇
，
故
事
取
材
自
西

方
音
樂
史
上
的
一
則
傳
言
。
據
說
任
職
維
也

納
宮
廷
樂
長
的
薩
里
埃
利
非
常
嫉
妒
天
才
音

樂
家
莫
札
特
，
因
而
將
他
毒
死
。
所
以
，
在
歌
劇

版
本
中
，
莫
札
特
最
後
是
被
薩
里
埃
利
毒
死
的
。

一
九
七
九
年
，
劇
作
家
彼
得
舒
化
寫
了
舞
台
劇

︽
莫
札
特
之
死
︾
，
英
文
劇
名
為A

m
adeus

，
那

是
莫
札
特
的
中
間
名
字
。
這
個
劇
自
公
演
後
，
一

直
被
世
界
各
地
劇
團
搬
上
舞
台
，
更
於
一
九
八
四

年
被
拍
成
電
影
。
我
分
別
看
過
香
港
版
的
多
個
舞

台
劇
版
本
和
電
影
。
在
舒
化
的
筆
下
，
莫
、
薩
之

間
所
發
生
的
故
事
較
複
雜
，
情
節
較
多
，
人
物
的

心
理
鬥
爭
也
寫
得
更
細
膩
。
最
後
，
莫
並
非
被
薩

毒
死
，
而
是
死
於
因
薩
的
擺
佈
而
失
寵
於
皇
帝
，

最
後
貧
病
交
迫
而
死
。

我
很
喜
歡
這
個
版
本
。
劇
中
的
薩
里
埃
利
憑
着

數
十
年
的
努
力
，
終
成
為
一
流
的
作
曲
家
，
並
且

是
皇
室
的
音
樂
紅
人
。
他
當
然
有
天
分
，
但
他
的
成
功
更
多

是
因
為
他
花
了
數
十
個
寒
暑
的
努
力
。
他
一
直
尊
敬
上
帝
，

效
忠
皇
室
。
他
敬
業
樂
業
，
對
於
自
己
的
成
就
引
以
為
榮
。

可
是
，
當
莫
札
特
出
現
後
，
他
擁
有
的
一
切
迅
即
消
失
：
他

不
再
是
最
好
的
音
樂
家
，
他
的
地
位
被
動
搖
，
他
的
冠
冕
被

一
名
年
輕
小
伙
子
奪
去
。
倘
若
莫
札
特
也
是
一
名
憑
多
年
以

來
孜
孜
不
倦
的
苦
幹
而
成
名
的
資
深
音
樂
家
，
也
許
薩
里
埃

利
尚
可
忍
受
。
然
而
，
莫
札
特
只
是
一
名
年
輕
人
，
他
所
憑

的
並
不
是
刻
苦
的
磨
練
，
而
是
單
靠
上
天
賜
予
的
天
分
，
這

可
教
薩
里
埃
利
眼
紅
不
已
。
然
而
，
最
令
他
這
種
嚴
守
宮
廷

和
教
廷
規
矩
，
以
及
奉
音
樂
為
至
高
無
上
、
不
可
被
玷
污
的

藝
術
的
人
受
不
住
的
，
是
莫
札
特
的
性
格

︱
粗
鄙
無
禮
、

猥
瑣
低
俗
，
這
真
是
對
薩
里
埃
利
的
致
命
打
擊
。
他
不
明
白

為
何
他
敬
愛
的
上
帝
竟
然
會
將
最
好
的
音
樂
天
分
送
給
那
名

草
芥
匹
夫
，
而
自
己
窮
一
生
的
奮
鬥
，
也
不
能
勝
過
他
。
於

是
，
他
妒
忌
了
，
他
憤
怒
了
。
妒
火
加
上
怒
火
令
他
指
天
痛

罵
上
帝
對
他
不
公
，
他
宣
佈
要
跟
上
帝
決
裂
，
要
用
自
己
的

方
法
取
回
應
得
的
榮
耀
。

我
每
次
看
到
薩
里
埃
利
跟
上
帝
決
裂
那
場
戲
時
都
感
動
流

淚
。
要
一
名
一
生
事
奉
上
帝
的
教
徒
決
志
離
開
上
帝
，
詛
咒
上

帝
，
他
所
承
受
着
的
是
多
大
的
失
望
、
打
擊
和
屈
辱
？
雖
然
他

陷
害
莫
札
特
，
令
仇
人
最
後
窮
途
末
路
，
鬱
結
患
病
而
死
，
甚

至
死
無
銅
棺
可
殮
，
但
我
仍
能
感
受
到
他
的
痛
苦
。
所
謂
既
生

瑜
，
何
生
亮
，
薩
里
埃
利
的
悲
劇
是
西
方
的
周
瑜
版
。

這
個
劇
本
的
最
大
優
點
正
是
將
一
名
反
派
人
物
寫
成
令
人

不
單
不
痛
恨
他
陷
害
主
角
，
反
而
理
解
和
同
情
他
，
真
是
高

手
之
作
。

薩里埃利的悲劇

早
晨
六
點
，
北
京
首
都
劇
場
售
票
處
門
口
已
經
排

起
隊
，
購
買
紀
念
焦
菊
隱
先
生
誕
生
一
百
一
十
周
年

演
出
的
三
部
話
劇
︽
龍
鬚
溝
︾
、
︽
蔡
文
姬
︾
和

︽
茶
館
︾
。
雖
然
如
今
的
北
京
有
來
自
全
世
界
的
經

典
演
出
，
但
這
種
現
象
可
不
多
見
。

︽
龍
鬚
溝
︾
是
老
舍
先
生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從
美
國
回
到

北
京
後
創
寫
的
北
京
改
造
的
劇
本
，
一
九
五
三
年
由
焦
菊

隱
導
演
演
出
，
︽
龍
鬚
溝
︾
奠
定
了
北
京
人
藝
的
表
演
風

格
和
創
作
道
路
，
有﹁
先
有
︽
龍
鬚
溝
︾
，
後
有
北
京
人

藝
之
說﹂
。

一
九
五
九
年
北
京
人
藝
上
演
郭
沫
若
的
作
品
︽
蔡
文

姬
︾
，
舞
台
演
出
的
流
暢
和
諧
所
體
現
出
來
的
詩
意
化
和

鮮
明
人
物
，
舞
台
美
術
設
計
的
簡
單
而
恢
弘
，
以
及
精
緻

漂
亮
的
服
裝
，
都
是
導
演
焦
菊
隱
先
生
為
實
現
話
劇
民
族

化
、
吸
收
傳
統
戲
曲
的
藝
術
手
法
，
把
戲
曲
恰
到
好
處
地

融
入
話
劇
的
藝
術
美
學
追
求
。

︽
茶
館
︾
是
北
京
人
藝
的
看
家
戲
，
焦
先
生
在
排
︽
茶

館
︾
時
說
：﹁
就
是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中
反
對
我
們
的
人
，

也
不
能
不
站
起
來
為
我
們
的
演
出
鼓
掌
。﹂
果
然
，
這
部
戲
演
遍
半

個
地
球
，
征
服
了
歐
美
，
︽
茶
館
︾
中
的
導
演
手
法
近
半
個
多
世
紀

仍
無
人
可
以
比
擬
。

焦
先
生
不
重
讚
美
不
重
獎
項
，
不
重
複
自
己
，
三
齣
戲
排
出
了
三

種
不
同
的
風
格
，
一
齣
比
一
齣
精
彩
。
︽
龍
鬚
溝
︾
他
要
求
真
實
，

貧
窮
人
家
的
女
人
丁
四
嫂
應
該
穿
一
雙
什
麼
樣
的
襪
子
，
他
都
要
過

問
，
他
要
求
每
一
個
演
員
都
得
像﹁
從
龍
鬚
溝
裡
撈
出
來
的
一

樣﹂
；
︽
蔡
文
姬
︾
要
求
浪
漫
古
典
，
他
提
出
學
習
戲
曲
，
全
部
演

員
學
跑
圓
場
、
拉
山
膀
、
做
雲
手
、
唱
昆
曲
，
念
台
詞
都
要
上
韻
；

︽
茶
館
︾
他
要
求
人
物
到
位
，
展
示
那
個
時
代
的
各
色
人
等
，
他
為

每
一
個
人
物
設
計
細
節
，
從
出
場
到
下
場
精
心
安
排
。
︽
茶
館
︾
也

曾
經
排
過
新
版
，
事
實
證
明﹁
創
新﹂
並
不
成
功
，
還
要
將
︽
茶

館
︾
再
恢
復
到
一
九
五
八
年
的
焦
菊
隱
版
。

焦
先
生
對
藝
術
的
追
求
沒
有
止
境
，
他
不
會
因
為
成
功
而
停
止
不

前
。
現
在
常
說
，
吃
剩
飯
有
毒
，
藝
術
的﹁
剩
飯﹂
毒
性
更
大
，
焦

先
生
的
名
言
是﹁
不
吃
別
人
剩
飯
，
也
不
吃
自
己
剩
飯﹂
。
在
藝
術

上
，
他
從
不
寬
容
自
己
，
也
不
肯
放
過
任
何
人
。
焦
先
生
臨
終
前
，

在
藝
術
上
的
最
後
一
次
發
言
，
為
有
良
心
的
藝
術
家
豎
立
了
旗
幟
，

至
今
如
聲
在
耳
。
北
京
人
藝
在﹁
工
宣
隊﹂
領
導
下
排
了
一
台﹁
三

突
出﹂
的
劇
，
讓
他
去
提
意
見
，
是
想
達
到
，
我
們
排
的
戲
連
焦
菊

隱
這
樣
的
人
也
不
得
不
服
的
效
果
。
那
時
，
他
還
是
靠
邊
站
的
走
資

派
，
在
受
審
查
。
看
完
戲
，
他
只
說
了
一
句
：﹁
政
治
上
我
不
懂
，

藝
術
上
只
能
給
二
十
分
。﹂

焦
菊
隱
先
生
被﹁
文
革﹂
迫
害
，
過
早
地
離
開
人
世
，
但
他
排
演

的
戲
會
千
秋
萬
代
傳
下
去
。
文
革
後
，
︽
蔡
文
姬
︾
復
排
上
演
，
首

都
劇
場
旁
邊
的
南
牆
，
被
蜂
擁
而
來
買
票
的
觀
眾
擠
塌
了
。
現
在
，

也
可
能
再
過
一
百
一
十
年
，
只
要
上
演
焦
先
生
的
戲
，
首
都
劇
場
還

是
會
排
起
隊
來
。

不吃剩飯

香
港
和
新
加
坡
都
有
廉
租
屋
，
其
實
，
宋
代
的
官

府
，
已
經
開
始
經
營
廉
租
屋
了
。

宋
代
的
京
城
是
汴
京
，
商
業
發
達
，
暫
住
人
口
極

多
，
整
個
城
市
超
過
了
一
百
萬
人
，
大
運
河
成
了
南
北

商
品
交
流
的
管
道
，
全
國
的
商
人
集
中
在
京
城
；
宋
代

的
出
口
業
也
非
常
發
達
，
絲
綢
、
陶
瓷
、
冶
金
產
品
等
遠
銷

售
到
了
中
東
、
伊
朗
、
印
度
和
東
南
亞
，
汴
京
事
主
世
界
的

貿
易
中
心
，
前
來
做
生
意
的
、
考
取
功
名
的
人
川
流
不
息
，

所
以
，
汴
京
房
地
產
發
達
，
酒
店
很
多
，
租
金
昂
貴
。

宋
朝
的
房
屋
租
賃
業
遠
比
唐
朝
發
達
，
許
多
當
官
的
，
其

薪
俸
不
足
以
購
買
京
城
的
一
間
房
屋
。
蘇
東
坡
的
父
親
蘇

洵
，
原
是﹁
少
年
喜
奇
跡
，
落
拓
鞍
馬
間﹂
的
浪
子
，
二
十

七
歲
始
發
奮
讀
書
，
而
將
生
業
交
付
妻
子
程
氏
。
程
氏
帶
着

孩
子
，
僦
居
眉
山
縣
城
紗
轂
行
，
經
營
商
業
，
不
出
數
年
，

遂
成
富
家
。
宋
仁
宗
嘉
祐
二
年
︵
一
零
五
七
年
︶
，
蘇
洵
領

着
兩
個
兒
子
入
京
備
考
。
眉
山﹁
土
豪﹂
蘇
洵
卻
租
不
起
京

城
的
豪
宅
，
只
能
退
而
求
其
次
，
寓
居
京
郊
的
興
國
寺
浴
室

院
。
蘇
東
坡
的
一
個
堂
兄
長
住
開
封
，
因
有
數
間
屋
宅
出

租
，
日
子
過
得
優
哉
游
哉
。
宋
仁
宗
的
重
臣
夏
竦
，
見
租
賃

業
前
景
大
好
，
就
在
京
城
廣
置
地
產
，
大
辦
旅
館
，
成
為
汴

京
最
有
名
的﹁
包
租
公﹂
，
邸
店
最
廣
，
日
入
極
豐
。

宋
代
官
方
設
立
了﹁
店
宅
務﹂
，
即
今
天
的
公
有
宅
地
的

﹁
房
管
局﹂
，
負
責
房
屋
的
租
賃
、
修
繕
、
管
理
和
租
務
。

即
為
我
們
現
在
的﹁
公
租
房﹂
，
讓
前
來
考
科
舉
的
清
貧
書

生
，
不
至
於
流
落
街
頭
，
也
讓
低
收
入
家
庭
有
屋
可
住
。
開

封
府
宮
舍
的
月
租
約
在
四
百
五
十
文
上
下
，
當
時
宋
代
普
通

百
姓
日
收
入
約
是
一
百
文
，
上
焉
者
或
達
三
百
文
，
而
北
宋
的
單
日
最

低
生
活
費
約
為
二
十
文
，
算
下
來
，
一
個
五
口
之
家
只
要
有
兩
個
有
收

入
之
勞
力
，
刨
除
必
要
的
開
支
，
每
月
還
能
節
餘
三
貫
，
即
三
千
錢
，

支
付
京
城
四
百
到
五
百
文
的
公
家
租
金
當
是
綽
綽
有
餘
的
。
看
來
，
在

非
科
考
的
黃
金
時
段
，
房
租
並
未
成
為
普
通
百
姓
不
可
承
受
之
痛
。

汴
京
左
右
廂
店
宅
務
名
下
的
房
屋
，
計
有
二
萬
多
間
，
可
見
規
模
很

大
。
京
師
店
宅
務
的
公
屋
，
汴
京
一
名
中
下
層
市
民
，
四
五
百
文
錢
的

房
租
額
，
在
其
收
入
中
所
佔
比
例
不
到
百
分
之
十
，
而
當
時
汴
京
房
屋

租
賃
市
場
上
，
高
檔
住
宅
的
月
租
金
在
十
幾
二
十
貫
，
為
一
般
的
住
宅

租
價
的
五
倍
左
右
。
應
該
說
，
店
宅
務
公
屋
的
租
金
是
相
當
低
廉
的
。

明
朝
初
葉
，
朱
棣
遷
都
北
京
之
後
，
為
招
攬
住
戶
，
也
曾
興
建
了
一

批
廉
租
房
。
皇
城
四
門
、
鐘
鼓
樓
等
處
，
各
蓋
舖
房
，
除
大
興
縣
外
，

本
縣
地
方
共
蓋
廊
房
八
百
一
間
半
，
召
民
居
住
，
店
房
十
六
間
半
，
召

商
居
貨
，
總
謂
之﹁
廊
房﹂
。

宋代的酒店和廉租屋
古今
談
范 舉

習
近
平
主
席
上
任
，
習
夫
人
彭
麗
媛
隨
夫
首
次
出
訪
，
飛
機
抵

步
俄
羅
斯
，
一
襲
深
藍
大
方
簡
潔
大
衣
，
實
而
不
華
，
散
發
綿
綿

吸
引
力
。

激
讚
，
真
是
我
們
期
待
中
國
第
一
夫
人
的
形
象
：
健
康
美
麗
，

儀
容
得
體
，
衣
裝
恰
到
好
處
，
簡
樸
美
觀
而
非
咄
咄
逼
人
的
奢

華
。麗

媛
現
象
，
給
世
人
一
頁
中
國
人
外
表
新
氣
象
，
過
去
只
有
英
國
並

歐
洲
皇
室
人
物
、
美
國
總
統
夫
人
、
荷
里
活
巨
星
的
形
象
衣
裝
才
能
引

起
世
人
關
注
，
中
國
人
以
至
亞
洲
女
性
在
這
方
面
着
實
被
疏
忽
，
就
算

是
近
年
中
國
電
影
巨
星
們
走
遍
世
界
著
名
影
展
影
節
紅
地
毯
，
明
顯
仍

未
能
贏
得
世
人
垂
青
，
如
非
煙
視
媚
行
，
便
是
極
盡
性
感
裸
露
作
花
邊

新
聞
，
不
然
只
為
外
國
品
牌
推
廣
產
品
佈
景
板
︵
目
標
當
然
以
中
國
觀

眾
為
主
，
真
正
打
動
過
國
際
視
線
的
中
國
演
員
，
始
終
只
得
鞏
俐
︶
。

彭
麗
媛
大
方
得
體
，
又
沒
流
於
沉
悶
的
裝
容
，
在
過
去
兩
年
間
已
打

動
不
單
止
中
國
人
而
是
國
際
間
心
與
眼
，
着
實
一
道
中
國
印
象
流
動
好

風
景
。

自
從
首
訪
俄
羅
斯
贏
了
結
結
實
實
親
善
一
仗
，
隨
後
衣
裝
一
直
成
為

中
國
人
眼
睛
熱
爆
的
聚
焦
，
不
是
完
全
沒
破
綻
，
亦
見
失
手
時
，
這
方

面
表
現
人
性
選
擇
偶
有
失
手
，
總
的
來
說
叫
好
為
多
。

習
主
席
夫
婦
隆
重
外
訪
英
國
，
是
中
英
關
係
里
程
碑
，
也
是
彭
麗
媛

衣
裝
一
道
極
為
重
要
分
水
嶺
。
幾
乎
無
懈
可
擊
的
選
擇
與
身
體
演
繹
，

面
對
贏
得
世
人
一
級
衣
着
形
象
評
價
的
威
廉
妻
子
劍
橋
夫
人K

ate
，
麗

媛
身
上
一
系
列
精
緻
氣
度
，
平
和
藍
色
、
米
白
、
灰
色
，
細
節
適
可
而

止
的
矜
貴
衣
服
，
毫
不
遜
色
，
非
常
漂
亮
！

中
國
女
性
往
後
打
扮
，
終
於
有
一
度
可
追
隨
的
模
式
，
麗
媛
雍
容
典

雅
氣
質
與
衣
着
品
味
已
成
經
典
，
可
提
供
極
佳
指
引
。
希
望
中
國
人
不
要
過
度
熱

衷
她
身
上
衣
服R

oyalBlue

所
謂
的
皇
家
藍
色
，
別
太
着
重
皇
家
二
字
，
那
只
是
衣

服
顏
色
的
稱
號
。
英
國
皇
室
喜
穿
藍
色
，
用
意
英
國
人
面
前
樹
立
模
範
，
表
現
樸

素
簡
約
，
禁

止
過
度
奢
華

之
外
，
用
來

襯
托
藍
色
眼

珠
相
得
益

彰
。
透
過
麗

媛
身
上
藍
色

衣
裝
，
中
國

人
向
皇
室
二

字
過
分
追

捧
，
未
免
流

於
庸
俗
，
可

惜
。 第一夫人刻畫中國好印象 此山

中
鄧達智

好
幾
年
未
去
澳
門
了
，
以
前
每
年

總
會
去
一
兩
次
，
有
一
次
更
和
幾
個

食
家
一
起
，
一
天
之
內
吃
過
七
間
不

同
的
館
子
。
但
每
次
去
澳
門
，
花
錢

時
都
是
用
港
幣
，
因
為
兩
種
貨
幣
是

通
用
的
，
所
以
一
直
未
見
過
澳
門
的
硬

幣
。最

近
朋
友
送
我
一
本
︽
澳
門
︾
雜

誌
，
裡
面
有
篇
文
章
題
目
是﹁
彰
顯
中

國
文
化
的
澳
門
硬
幣﹂
。
文
中
談
到
澳

門
是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發
行
了
第
一
套
硬

幣
，
有
伍
仙
、
壹
毫
和
伍
毫
的
青
銅

幣
，
以
及
壹
圓
和
伍
圓
的
銀
幣
。
到
了

一
九
八
二
年
，
又
發
行
了
第
二
套
硬
幣
，
面
值
是

壹
毫
、
貳
毫
、
伍
毫
、
壹
圓
、
貳
圓
和
伍
圓
，
是

由
澳
門
土
生
的
葡
萄
牙
藝
術
家
江
連
浩
設
計
的
，

正
面
的
圖
案
分
別
是
福
字
︵
壹
毫
︶
、
祿
字
︵
貳

毫
︶
、
壽
字
︵
伍
毫
︶
、
雙
鯉
魚
︵
壹
圓
︶
和
龍

︵
伍
圓
︶
，
用
的
材
質
是
紅
銅
和
鎳
合
金
。

這
套
硬
幣
不
知
如
今
還
有
沒
有
使
用
，
因
為
蠻

有
收
藏
價
值
的
。
想
想
看
，
中
國
人
喜
歡
講
意

頭
，
家
中
藏
有
福
祿
壽
和
雙
鯉
魚
，
上
街
時
帶
着

福
祿
壽
，
多
好
。

不
過
，
第
二
套
硬
幣
沒
有
了
伍
仙
，
想
來
和
經

濟
環
境
變
遷
有
關
吧
？
香
港
的
硬
幣
從
什
麼
時
候

開
始
也
沒
有
伍
仙
，
我
未
考
究
過
，
但
我
們
這
一

輩
的
人
，
常
常
懷
念
小
時
候
，
用
伍
仙
︵
當
時
稱

為
斗
零
︶
來
買
個
雞
尾
包
充
飢
的
往
日
歡
樂
。

我
偶
然
在
街
上
、
公
車
上
和
街
道
的
長
木
椅

下
，
看
到
壹
毫
、
貳
毫
和
伍
毫
的
硬
幣
掉
落
在
該

處
，
但
總
沒
有
人
撿
起
來
。
可
能
是
大
家
都
看
不

起
這
些
零
碎
的
硬
幣
，
懶
得
彎
腰
去
撿
。
我
每
次

都
撿
起
來
，
有
一
回
兒
子
問
我
為
什
麼
要
撿
？
我

說
，
積
聚
起
來
可
以
買
支
旗
子
作
捐
款
不
是
很
好

嗎
？我

家
有
一
盒
子
裝
的
都
是
硬
幣
，
因
為
現
在
在

超
市
購
物
，
標
價
總
是
有
零
頭
，
比
如
十
元
二
角

或
九
元
三
角
，
所
以
找
回
來
的
硬
幣
愈
積
愈
多
。

乘
搭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時
，
收
費
雖
然
也
有
零
頭
，

但
都
使
用
八
達
通
居
多
。
而
出
門
時
，
總
是
不
會

特
別
把
硬
幣
放
在
身
上
，
就
迫
着
要
存
起
來
了
。

硬幣

雙城
記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孝順是中華民族綿延史河的傳統美德。百善孝為
先，不孝千夫指。孝行天下是先賢聖祖傳經佈道的
不二要義，是歷朝歷代社會價值的核心主旨。孝的
大旗歷經五千年依然獵獵作響，鮮艷如昔。孝順已
經成為我們民族的印記，世代遺傳，融進我們的血
液裡。
知孝者眾，懂孝者寡。何以為孝？孝順，原意是

愛敬天下之人、順天下人之心的美好德行。幾經演
變，後來多指盡心奉養父母、順從父母的意志。顧
名思義，既要孝敬，又要順從，不僅僅是讓父母衣
食無憂，更要傾聽父母所思所想，順意而為。
如何盡孝？孝有千種，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最標

杆式的莫過於史傳的二十四孝。無論是孝感動天的
帝舜，還是親嘗湯藥的劉恆；無論是蘆衣順母的閔
子騫，還是埋兒奉母的郭巨；無論是扇枕溫衾的黃
香，還是臥冰求鯉的王祥，都是千古傳頌的孝子，
祖輩推崇的榜樣。時代進步了，人類文明了，雖然
不必捨子奉親、聞雷泣墓那般迂腐守舊，但不遺餘
力侍奉雙親的理念卻是亘古不變，源遠流長。
凡是父母需要的，都是我們盡心盡孝的範疇，不
分吃穿行用，不論大小巨細。讓父母飢有所食，寒
有所衣，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住有所居，是孝順
的應有之義。除了物質上的滿足外，父母精神上的
需求也是我們不可忽視的。人愈老愈稀罕人，閤家
團聚、兒孫繞膝是每一家老人的期盼。在外奔波疲
於生計的我們常常過家門而不入，甚至經年累月難
回鄉。無數空巢老人的傷悲，習慣了漂泊的人們難

以感同身受。常回家看看，據說要入法，讓老人享
受一下天倫之樂竟需法律的威嚴來約束，不能不說
這是社會的一種悲哀。無論是身居鬧市的父母，還
是躑躅鄉村的雙親，他們翹盼的目光可否灼疼了我
們的後背，飄渺的鄉愁可曾扯疼了我們的內心？母
親的嘮叨時最讓人煩的。可是，老人的心事更待何
人說。與母親促膝把手，做一回耐心的傾聽者吧，
讓她奢侈地嘮叨一把。曾經有臍帶相連的身體，難
道再也架不起通心的橋樑？幫年邁的父母洗過腳
嗎？很難做到嗎？他們的雙手可是一把屎一把尿把
我們撫養大的。俗話說，百日床前無孝子。當死神
前來接他們的時候，那顧盼的眼神流露着渴望，最
希望的是兒女能陪在身邊，送一程，會走得心裡安
詳，不孤單。說不盡，道不完，孝義無邊。不論孝
大孝小，孝多孝少，只要父母體會到你的孝心，哪
怕一點點，他們也會知足地笑。
談孝，不能不說說順。順從父母的心意，讓他們

願有所成，是孝不可或缺的一個側面。但是所謂的
順不是絕對意義上的一味順從，應當辯證地對待。
漢代趙岐在《十三經注》中說：阿意曲從，陷親不
義，一不孝也。不分是非曲直，不問青紅皂白，一
味曲意逢迎，無原則地服從老人的想法，讓父母陷
入了不仁不義的境地，實際上是第一位的不孝。老
人宗族觀念往往根深蒂固，為了家族利益可能罔顧
事實，偏袒家人，混淆是非黑白，觸及法紀底線，
你若袖手旁觀，佯裝不見，讓他們滑向違法違紀的
深淵，你將罪莫大焉。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

大。雖然其本意是指後代沒有盡到孝敬的責任是最
大的不孝，但被後人斷章取義為不生孩子、斷了香
火是最大的不孝。生男孩才是傳宗接代的思想在老
一輩裡特別是農村老人的腦海裡難以替代。你若迎
合這種偏頗僵化的舊觀念，不惜代價偷生超生，不
生男孩不罷休，不僅違反了計生國策，拖累了本該
幸福的家庭，更無益於人口資源環境的平衡。小而
言之，老人不良的飲食、起居習慣極易導致「三
高」病症，影響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父母不講究
養生之道，那是不是也需要忤逆一下父母心願，費
點心神給予引導糾正呢？順是有原則的，不是一順
百順，應當適可而順。
僅僅寬泛地孝順是不夠的。孝有三重境界，取乎

其下是衣食無憂，取乎其中是養身暖心，取乎其上
是正中下懷。通俗地講，孝敬的最高境界就是滿足
父母最迫切的心願，孝到父母的心坎上。美食我所
需也，錦衣我所需也，療疾我所需也，陪伴我所需
也，但我最需要、最在乎的是什麼？知我者，孝敬
的是釋我重負。不知我者，孝敬的是心外之物。
兒行千里母擔憂，你在外遵紀守法，謹言慎行，

平安健康，就是對父母最大的慰藉。老人不管你飛
得有多高，錢掙得腰有多粗，只關心你心裡累不
累，過得安不安。節儉勤勞是農村父母的共同品
質，面朝黃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好不容
易掙來的一分錢，恨不得掰開來用。你給父母買回
去昂貴的衣服、珍稀的營養品、高檔的家用電器，
只會讓他們感到心疼、不安，不捨得穿、不捨得
吃、不捨得用，直埋怨你花了冤枉錢。多買些價廉
但實用、安全、衛生的東西給父母補養身體、改善
家境，未嘗不是一種妥當的選擇，他們接受得會坦
然，少了些侷促，多了些幸福。儘管那份不安其實
是轉移到了你的心裡，就算是一種替父母的承擔。

可憐天下父母心，年齡再大也是父母的孩子，那份
掛牽永不變淡。老人最期望的是兒女的小家庭和
睦，不希望因為贍養老人、家長裡短等事影響孩子
們的幸福和安寧。我想吃了，你們可以不給我送魚
肉；我想念了，你們可以不經常來看望；我想聽
了，你們可以許久才打次電話。我想開了，唯一的
要求就是你們都好好的，偶爾傳回的不會是讓我心
憂的消息。滿足再小的願望，也是你對父母最大的
孝敬。
不諱言，只有良好的願望不一定實現你的初衷，

盡孝還得講求方式、方法的。你要留心父母表達的
期盼是否代表他們的真心。為了兒女不受難為，父
母往往會避重就輕，顧左言他。你不可裝糊塗，順
水推舟，偷懶耍滑去了。更不可拿父母對孩子的百
般理解、萬般寬容和過分疼愛來作自己不盡心行孝
的擋箭牌、遮羞布，單純從自己角度、自身利益出
發，一己之私，拋盡孝之責。真正有孝心的人會潤
物細無聲，默默踐行，既竭盡全力為父母付出，又
要委婉巧妙，不因施孝而給父母增加任何心理負
擔。孝中最大的不幸是子欲孝而親不待。盡孝需趁
早，切莫等父母耄耋之年病臥床榻了，已經沒有
福分享受你遲來的關愛，才幡然醒悟，悔之晚
矣。
孝順，天

經地義。無
論 怎 麼 盡
孝，父母都
會 滿 心 歡
喜。孝到父
母心坎上，
你也會滿心
歡喜。

孝到父母的心坎上
百
家
廊

成
之

在
江
西
景
德
鎮
出
席
國
際
設

計
會
議
，
不
同
國
家
的
人
都
展

示
了
傳
統
與
當
代
的
工
業
設
計

跟
其
所
屬
地
方
的
文
化
和
環
境

的
關
係
。
圖
片
在
簡
報
中
呈
現

了
五
花
八
門
、
各
適
其
適
的
器
具
、

物
料
、
建
築
、
陶
瓷
以
及
公
共
設
施

的
新
穎
設
計
，
大
開
眼
界
。

一
位
中
國
學
者
的
報
告
題
目
為

﹁
廁
所
空
間
與
陶
瓷
環
境
設
計
新
趨

勢﹂
。
這
顯
然
是
大
家
都
關
注
的
課

題
，
連
老
外
學
者
們
都
邊
聽
邊
頻
頻

點
頭
。
他
們
到
訪
內
地
，
必
定
忍
受

過
在
公
共
空
間
用
廁
所
的
窘
境
。
報

告
的
學
者
咬
牙
切
齒
，
且
幾
乎
大
聲

疾
呼
，
訴
說
某
次
在
市
政
府
內
部
開
會
，
官
員

們
非
常
認
真
地
說
要
盡
快
、
全
速
、
全
面
把
公

共
廁
所
改
革
成
首
要
建
設
的
項
目
。
這
話
加
上

報
告
人
的
表
情
和
聲
音
，
發
放
起
來
真
的
帶
有

喜
劇
感
，
唯
個
人
祝
願
此
事
真
的
能
全
面
改

革
，
那
中
國
才
算
是
真
的
強
大
起
來
。

報
告
者
隨
即
展
示
了
許
多
參
考
歐
美
的
廁
所

圖
片
，
大
多
由
瓷
磚
砌
成
，
美
輪
美
奐
。
設
計

圖
不
只
把
踎
廁
滅
絕
，
連
坐
廁
也
構
想
改
成
男

廁
的
企
缸
，
還
就
着
女
性
身
體
的
結
構
設
計
企

立
如
廁
的
設
施
，
我
想
這
點
暫
時
未
能
普
及

吧
。
圖
中
所
示
範
的
空
間
、
顏
色
都
叫
人
感
覺

舒
服
美
觀
，
唯
實
用
性
仍
須
配
合
上
廁
的
習
慣

和
價
值
觀
等
加
以
改
良
、
考
慮
。

用
瓷
磚
全
面
美
化
廁
所
，
必
須
要
考
慮
地
面

濕
滑
的
問
題
。
在
美
加
連
郊
野
公
園
的
公
廁
都

甚
少
有
濕
滑
的
情
況
，
那
是
由
於
天
氣
乾
燥
，

加
上
大
家
均
注
意
公
共
衛
生
。
事
實
上
設
計
還

是
其
次
，
首
要
在
對
上
廁
的
觀
念
，
有
沒
有
考

慮
公
德
。
歐
洲
的
公
共
衛
生
史
不
長
，
倫
敦
、

巴
黎
和
愛
丁
堡
等
城
市
於
十
九
世
紀
初
還
沒
有

公
廁
的
設
施
，
直
至
傳
染
病
叢
生
…
…
。
中
國

小
農
社
會
視
排
洩
或
食
物
渣
滓
為
再
用
物
料
，

談
不
上
厭
惡
或
排
斥
。
如
果
大
家
都
認
為
自
然

是
可
以
，
再
好
的
設
施
也
難
發
揮
作
用
。

廁所美學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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