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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不光是一种情感
□ 张允强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今

天的中国人仍然习惯用“孝”来评价人的

品德和操守。

孝道，这个亘古不变的中华美德，正

在深入铁岭大街小巷、田野山村，在整座

城市中不断升华。一批道德模范人物脱颖

而出：“好女婿”仲鹏飞，多年照料瘫痪在

床的老岳父；王春梅 20 年如一日，默默照

顾着她身患脑血栓等疾病的小学老师；党

洪义为照顾因车祸变成植物人的女友母

亲，辞去高薪工作；11 岁的许修瑜，坚持

常年给姥姥喂药，帮妈妈持家，带弟弟上

学；76 岁的刘树森编写 《孝顺歌》，用孝

道家训带动儿孙，朴素家风感染邻里⋯⋯

铁岭市委书记吴野松说：“近年来，铁

岭把传承和弘扬孝道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脚点，用孝道筑建起

铁岭人民的精神家园。”

铁岭市针对全体党员干部制定了“五

个一”孝道规范：每周带着妻儿看望一次

老人，给老人做顿饭、陪老人聊聊天；每

月给老人买一份小礼物，或者陪老人进行

一次户外活动；每季度或每半年同父母照

张相，同父母锻炼锻炼身体，或者陪父母

看场电影；每年为老人体检一次，及时掌

握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最后是记住老人

的生日，亲手为老人煮一碗长寿面。

为了确保孝道文化建设的实效性、可

持续性，铁岭已经建立了考评推进机制，

将孝道文化建设纳入县 （市） 区和市直单

位党政目标责任制考核；纪检、组织部门

把践行孝道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考核

指标。

这种全方位践行孝道、传播孝道的行

动，用孝点亮了铁岭城乡，更用爱温暖了

家园。在教育、公安、民政、司法、交

通、文化、卫生、新闻广电、体育、旅游

等诸多领域开展了“敬老文明号”创建活

动，动员社会各界开展为老服务。为了让

“孝”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成长。铁

岭普遍开展“孝道进校园”活动，让全市

中小学都参与其中，开设“孝顺课”，讲授

孝道传统文化，要求学生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家务或社会公益活动。

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特别是农

村的留守老人也越来越多。还有大量的农

村剩余劳动力和新毕业的大学生，已经或

即将加入流动人口大军，与父母不在一地

不占少数，儿女们“忙碌疏亲”、“奋斗忘

孝”的现象时常发生。对此，铁岭市委宣

传部长王志勇表示：孝道铁岭建设将作为

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力争通过 3—5

年的时间，在全市普遍形成崇尚道德、诚

信友善、邻里和睦、敬老慈幼的良好社会

风尚。

一 个 人 只 有 有 了 孝 心 、 爱 心 、 善

心，才会树立起恩义、情义、道义的处

事原则，才会知道尊重，懂得感恩，学

会付出，才能把爱父母、爱家庭的感情

延伸到爱他人、爱社会、爱民族、爱祖国

的崇高境界，从而担负起家庭和社会的双

重重任。以孝文化温暖城市、滋润生活，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正能

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搭建了广

阔而坚实的基石。有了这样的基石，核心

价值观才会真正走进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并

生根发芽。

贪玩的人，从来不喜被豢养。小时候，做
完作业就迅速消失，辟出一方天地尽情撒欢
的习惯，长大了也依然延续着。直到为人妻，
为人母，依然保有一份自由出走的情怀。

不为天地之大，只为多年来，自己向往的
人生剧本里，对行者这个角色的执念。行者，
无疆。究竟是跨越地域的禁锢，还是灵魂更
加舒展？还未及探寻，我已经拖着五岁孩子
的小手，跟随那个比我更爱追风的人，开一辆
车，用一个导航，穿行在异国公路上。并且，
乐此不疲。

车轮上的向往

我的孩子从来不会问我：儿童节，生日，
你打算送我什么礼物？因为他知道，我所能
给他最好的，都在那一本本满满的签证章
上。现在的都市孩子，都生活在物质过剩而
情感相对匮乏的时代，多数孩子的成长阶段
里，父母陪伴的时间有限，多仰赖老人们衣食
起居的照料。这意味着，发生在孩子身上的
一切，好的，坏的，你必须照单全收。

我想要改变。于是，作为父母，我们希望
每年能够有完整的一段时间，心无旁骛地陪
伴他。旅行，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投入一场穿行上千公里的公路旅
行，真的需要勇气和决心。家人会问，带着这
么小的孩子，跋山涉水，能按时吃饭睡觉吗？
车坏在路上，风餐露宿，想过吗？朋友不断追
问，这么小的孩子能记住什么？这样的假期
会放松吗？

其实，直到迈出第一步，我也不太确信，
这种车轮上的旅行，是否适合年轻的父母和
娇弱的孩子。而现在，我只想说，这么好的旅
行方式，为什么不呢？我们，还有孩子，远比
想象中更有能力，更坚强。

很多人，或许更钟爱报团出游，其实，这
也是很好的一种出行方式，会让整段旅程更
有规划，有时甚至比我们这种“野玩”汲取的

“营养”更多。但是，每个人对于旅行价值的
认识并不相同。之所以钟爱公路自驾，是因
为我把它定义为家庭建设的一种方式，伴侣
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需要共同经历很多美
好，更需要一起去承担风雨与挫折。尤其在
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我们只有彼此，也只
有更信任彼此，才会让整段旅程更加有趣。
有一次我自作主张，预定了意大利中世纪古
镇皮恩扎附近一个偏僻的农庄住宿。而赶到
那里时，天色将晚，导航却无论如何也搜索不
到这个农庄的确切位置。来来回回绕了很多
次，满心期待的我有些焦急，时间越晚我们必
然越被动。孩子默默盯着窗外，不说话；我一
遍遍重设导航，各种类别的搜索都无济于
事。看我长吁短叹，先生终于关掉了我拿着
的各类电子设备，“相信感觉，就在附近，自己
走走看”。就这样，我们在每个可能的小道拐
弯进去，再出来，热爱驾驶的司机把碎石小路
当做了越野场，尽情撒欢，看着车后一路扬起
的狂沙，我突然觉得，旅行的意义不就在于此
吗？3 个在月光下找路的人，就这么把一件
令人懊恼的事情，变得好玩起来。

浪漫的教养

很多时候，旅行具有治愈功能。比如，孩
子在家中被惯养，屡屡犯下的错，在旅途中极
易被纠正，因为来自美食、美景的感官刺激，
远远超过了他对自己的关注。在路上，连父
母都在不断犯错，对于幼小的孩子而言，犯错
本身就没那么可怕了，解决问题才是问题的
关键。在法国 EZE 小镇，我领到了第一张停
车罚单。当时小镇外的停车位有限，我们看
到当地人把车随意停在一个空地上，就“鸡
贼”地效仿了。结果被警察贴了罚单。我惶
恐地敲开警局的门想解释一番，严厉的法国
警察并未因为我们是自驾而来网开一面，相
反，他恰恰看到了我们车辆上租车公司的标
识才开出的罚单。“没有借口！”好吧，我懂了。

其实，逐渐慢下来的心态，也和越来越多
的出行经历有关。总有朋友在朋友圈里抱
怨，昨儿又堵在路上了，今儿被一个强悍的

“路霸”闹心了。每每此时，我就会想起在德
国公路上一次“堵车”的经历。当时，前方交
通事故造成了拥堵，为了让赶来救援的车辆
快速通过，前排车辆自发向最里道打轮，宁愿
把自己别进死角，也为后车让出可以转向的
空间。后面每一辆车依次跟进，没有车抢行，
也没有人指挥，就这样，在一条并不宽的路
上，迅速为救援车辆让出“生命通道”。当我
们的车超过最前排靠边车辆时，那个优雅的
德国老头儿仍然在向车窗外微笑，传递给我
的，是温暖，平和的能量。

洒在旅途上的，有阳光，偶尔也会掉落几
个雨点，敲打着我们因忙碌而有些钝感的

心。在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小加油站，有些疲
倦的司机老爸领着孩子在便利店买了补给，
顺手给自己拿了一盒电子烟准备结账，便利
店的店员立刻严肃地告诉孩子：“你绝对不可
以碰这个！”看到一脸沮丧回到车里的两个
人，我有些好笑，更多的是庆幸，这一幕，或许
会印刻在孩子单纯的内心里很久⋯⋯

路，向着远方

在很多人看来，自驾旅行是非常麻烦的
事情，要办理驾照公证，要做好周密的旅途攻
略，更要提前熟悉各地的道路法规。其实出
门在外，短暂的不适应之后，我们最需要注意
的，是改掉喜欢随意并线加塞的坏习惯，要充
分尊重所到地的路权意识，规矩礼让是主要
规则。大部分欧盟国家，很多在无标志路口
都采取让右规则。而美国则奉行“行人优先”
的准则，遇到行人准备过马路，或者经过没有
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把车稳稳地停住。另
外，遇到校车也要遵守规则。尤其在美国，当
校车停下来打开了红色停车牌“STOP”时，
所有同向和相向的车辆都要完全停车，并停
在离校车 6 米以外的距离。超越正在停靠和
上下学生的校车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在美国，内华达州的高速巡警让很多人
心悸。那条笔直地，一直伸向远方的路，确实
吸引人只想把油门踩到底。很长一段时间，
我甚至没有发现高速巡警一直跟着我，直到
他突然闪灯超过我，才暗自庆幸，好险啊！当
然，在国外驾车旅行，不是简单慢行就好。欧
洲各国公路的最高限速都在各国的边境线上
有明显的提示。在德国，某些高速公路路段

没有速度限制，他们可以在慢行的时候做到
无条件礼让，但在高速路的快车道，也绝不允
许慢车压道，甚至会用极端的方式，逼前车
让路。

旅途中，住与行紧密相连。相比于行的
不适应，吃与住都是特别简单，容易解决的问
题。在意大利，每年雨季过去，天气开始转
热，高速公路上经常能看到旅行房车和拖挂
式房车。有意思的是，一些经济基础优越的
年长者特别钟爱房车旅行。所以，不要惊讶，
会经常看到两个老人，下了车需要相互搀扶，
而开上房车，他们的终点可能比我们还要
远。虽然背影有些孤独，但这种生活方式也
够帅够酷。

美国的房车旅行也逐渐流行起来。一般
的房车加水一次可以供应 4 天，包括洗澡和
做饭，另外配套电、暖气、暖水、冷气、洗手间，
而且新房车价格从 6 万美元到 100 万美元不
等，如果买二手房车，4000 美元就能买到不
错的房车。更有吸引力的是，房车旅行是亲
近自然的“穷游”，自己带帐篷，一路露营，营
地一般最多只收每晚 10 到 15 美元，你可以
选择住在峡谷，或是湖畔。重要的是，静谧的
夜，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

是的，我们旅行的梦想清单里，正在填充
更多的项目，我们旅行的半径在无限放大！
趁着年轻，赶快出发吧！

□ 艾 琳

☞ 我把自驾游定义为家庭建设的一种方式。伴侣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需

要共同经历很多美好，更需要一起去承担风雨与挫折

牵 手 追 风 路

笔者曾有幸到甘肃省博物馆一
睹过“马踏飞燕”的英姿。马头顶花
缨微扬，昂首扬尾，尾打飘结，三足
腾空，右后足蹄踏一飞燕，飞燕展
翅，惊愕回首。作为中国旅游的形
象标志，“马踏飞燕”带给笔者的震
撼并不是来自于它的名气有多大，
而是这件文物所表现出的汉代人奋
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令人印象
深刻。

“马踏飞燕”这个名称其实并不
准确，郭沫若将其鉴定命名为铜奔
马，甘肃省博的标注也是铜奔马，还
有后人确定叫的“马超飞雀”。但
是，“马踏飞燕”的名称流传更久、更
形象、更加富有亲切感和浪漫气息，
因此“马踏飞燕”的名字在民间最为
熟识。

今年，笔者终于有机会游览甘
肃武威的雷台汉墓，这座埋藏“马踏
飞燕”1700 多年的“地下博物馆”。
弯着腰走过汉墓低矮的甬道，不多
几步就能来到这座大型砖室墓之
中。作为东汉时期镇守张掖的军事
长官张某及其妻合葬墓，墓室并不
大，却出土了“马踏飞燕”这样的稀
世之宝，不能不说是一种传奇。古
代的砖很薄，仅仅是今天砖厚度的
一半，虽有蚁穴，却能支撑整个墓穴
千年不塌，如此杰出的制砖和建筑
技艺让人惊叹。

有了对雷台汉墓直观的认识，
再看“马踏飞燕”就别有一番感触
了。能锻造出代表着东汉雕塑最
高艺术成就的这匹铜奔马，东汉的
无名工匠技艺可谓精湛绝伦。工
匠巧妙地捕捉住闪电般的刹那，将
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
现得淋漓尽致，不仅传神，也非常
写实。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
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
无一处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
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
法式。从另一个角度说，塑造一匹
健美的好马形象并不太难，然而要
将一件静物表现出它的动感，特别
是要表现一匹日行千里的良马神
速，这就不那么容易了。然而无名
艺术家们却能独运匠心，大胆夸张
地进行巧妙构思，让马的右后蹄踏
上一只凌空飞翔的燕子。这样一
来，以燕衬马，让飞燕与奔马的速
度有目共睹，使奔马的动势凝固在
一个静止的空间，把一匹静止的铜
马塑活了。

我们熟知的家燕飞得并不快，
据说其最高时速只有 75 公里，与飞
行速度最快的鸟类相比简直相差甚
远，怎么配得上奔腾的飞马呢？所
以后人猜测也许它是雨燕。雨燕的
飞行速度很快，在整个鸟类世界中
都名列前茅。比如，我们平时最常
见的楼燕，也是北京奥运会福娃妮
妮的原型之一，水平飞行时速达
112 千米。直到今天，在甘宁一带
仍然可以见到这种雨燕疾驰在天
际，捕食各种空中飞虫。

关于“马踏飞燕”还有很多值得
称道的故事，比如它怎么被发现、被
命名，但这一切都源于古代匠人丰
富的想象力、高超的技艺，以及那个
时代延续至今的一往无前精神，才
诞生了这个稀世之宝，并被后人
珍藏。

“马踏飞燕”

传世匠艺

□ 刘 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