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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帮“忘年交”一起创办“四和如意”公益讲堂，在市区、
县城、山村之间来回奔波宣讲，七旬老太方守玉说——

传统文化里有好东西，
我们现在做一点儿是一点儿

□记者 王妍 文/图

她是一位年逾七旬的退休教师，教了一辈子书，却觉得自己漏掉了“最重要的东西”。于是，
原本该颐养天年的她又拿起书本，与一帮“忘年交”创办一个公益性的传统文化讲堂，在市区、县
城、山村之间来回奔波宣讲。她说，传统文化里有好东西，我们现在做一点儿是一点儿……

每次给母亲打电话，听到电话中
关机的提示，方守玉的儿子就着急，
他跟母亲商量：“您能不能不关机？”

“我中午得休息，不关机，总有
人打电话。”方守玉说。

方守玉年轻时落下气血两虚的
毛病，中午不休息，下午就撑不住，儿
子想想，也有道理。可老人已70多
岁了，身体不好，坐着长途车往县里、
偏远山区跑，联系不上，心里总是不
踏实。连着几次“找不着人”后，他决

定给母亲配一部“专线”——仅供家
人联系，外出时不能关机。

方守玉一口回绝：“我一把年
纪了，要那么多手机干啥？不要。”

74岁的方守玉身材瘦削，说话
声低而慢，与那些红光满面、声如
洪钟的老人相比，的确算不上“精
神矍铄”。但每次到农村或是居民
社区宣扬传统文化，她比那些“90
后”志愿者劲头还足。

“‘娘子’、‘娘子’，为啥古人把媳

妇儿称‘娘子’？就是对媳妇既要像对
娘亲一样尊重、呵护，也要像对孩子一
样，宽容她做得不对的地方……”对农
村打骂妻子的莽汉，方守玉谆谆劝导。

“妞妞，今天奶奶教你两句
话。第一句，‘父母呼，应勿缓’。
是说当爸爸妈妈叫你的时候，要赶
紧答应一声，赶紧过去，不要盯着
动画片一动不动，知道吗……”在
院里遇见邻家女娃，方守玉会把她
抱在怀里唠叨几句……

方守玉是老城区古香小学的
退休教师，教了几十年数学，颇受
学生和家长的好评，她教的学生曾
屡屡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获
奖。1995年退休后，她却常常暗自
反省：自己是不是误人子弟了？

老人所说的“误人子弟”，不是
没把学生的数学教好，而是在教学
的同时，漏掉了她认为“更重要的
东西”。

方守玉生于1938年，上学时接

受的大多是政治教育。1995年退休
后，她主动帮深圳一位志愿者给古
香小学送《弟子规》之类的经典书
籍，对传统文化渐渐多了些了解。

长期与孩子接触，方守玉发现
现在的孩子论学习一个比一个聪
明，但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却问
题颇多。不仅孩子如此，不少家长
也出现道德滑坡、浮躁等问题。

“首先应该告诉年轻人怎样做
人，而不单单是怎么解方程式。”方

守玉说。于是，宣扬传统文化，为
公益讲堂做志愿者，被方守玉视作
自己的亡羊补牢之举。

为了学好、讲好传统文化，她
买来一些知名学者讲课的光碟反
复观看。到菜市场买菜，她随身携
带的小布兜里总是放着一两本《弟
子规》、《论语》之类的小册子。“没
办法，老了记性不好，看过的东西
隔天就忘，没事儿就得拿出来翻
翻。”方守玉说。

2010年，青岛、郑州、石家庄
等城市先后兴起宣扬传统文化和
德行教育的热潮，方守玉和我市
一群传统文化爱好者也慕名前去
听讲座。知名学者和现身说法的
志愿者平实家常的宣讲方式，广
受群众好评，也让方守玉和她的

“忘年交”们心里一动：咱们能不
能在洛阳也办个这样的讲堂呢？

这群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
有大学教师，有党政干部，有心
理咨询师，还有在校学生。经过
前期筹备，2010年5月，洛阳市
首个由群众自发组织的文明讲
堂——“四和如意”幸福人生讲
堂开讲。

“‘四和如意’的寓意是教育
人们做到天和、地和、家和、人和，

即尊重自然规律、爱护环境、重视
伦理道德和把握身心和谐。”“四
和如意”公益讲堂的发起人之一
和洛（化名）说。

自创办之初，大家就确立了
“四和如意”最基本的原则：公益
性，所有讲堂均不收费，所有义工
均是志愿服务。为吸引大家参与，
志愿者们除宣讲外，还开展许多如
琴棋雅集、诗词吟诵、礼仪示范等
公益活动，鲜活的方式和浓郁的文
化氛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民。

根据“四和如意”的活动记录，
自2010年组建至今，“四和如意”
公益讲堂先后在社区、大学、企业、
监狱等举办了100多次活动，并到
汝阳、伊川、宜阳、孟津等县宣讲，
服务群众达11000多人次。

2011年末，“四和如意”讲堂在
市文明办和西工区政府的支持下在
西工区人民文化馆定期定点开讲，
每周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40
分，讲堂上总能看见方守玉的身影。

“和授课的专家学者相比，方
老师的学识算不上渊博，但她的课很
受欢迎，这位像老妈妈一样的老人更
容易打动人们，让人亲近。”和洛说。

2011年暑假期间，志愿者针
对孩子们举办了一场免费的“弟子
规夏令营”。夏令营里不要求孩子
们死记硬背，而是通过传统礼仪演
示、现场游戏互动等与孩子们交
流。几节课下来，孩子们玩得十分
高兴，但其中一个名叫小辉（化名）
的8岁男孩总是一声不吭。

下课后，方守玉把小辉叫到
身旁，小辉仰着脸说：“你知道我
在想什么吗？”

方守玉摇摇头。小辉说：“我
想快点长大，长大把爸爸打倒！”

“看着孩子带着仇恨的目光，
我一下子愣住了。”方守玉说。之
后，她问清楚了小辉要“打倒爸爸”
的原因。

原来，父母离异后，小辉一直跟
爸爸生活。工作繁忙加上生活不
顺，让小辉爸爸的脾气格外暴躁，小
辉考试成绩不好或顽皮，都会招来
爸爸的责罚。久而久之，小辉对爸

爸的怨恨越积越多甚至把爸爸当成
了“仇人”。

做了多年教师，方守玉深知对
这样的孩子，光讲道理是没用的。
第二天下课，她把小辉叫到一旁，
递给他一根木棍说：“你拿这个，趁
爸爸睡觉时就能打倒他。”

“这相当于一种激将法，让孩
子自己思考能不能这样做。”方守
玉解释说。

小辉迟迟不接棍子，他低着
头，眼里慢慢涌出泪水。

方守玉这才把小辉拉到怀
里，告诉他应该如何原谅父亲，如
何对待长辈。

几天后，爸爸下班回家，小辉
端着一杯热水，放到爸爸面前的
茶几上。看着儿子反常的举动，
小辉的爸爸哈哈笑了：“傻儿子，
在哪儿学的……”

话还没说完，爸爸忽然愣住
了：这是儿子第一次给自己端水，
儿子长大了。后来，小辉告诉方
守玉，爸爸流泪了，把他拉到身
边，两人说了好多话。

还有一对“80后”小夫妻，在
讲堂里当场撕掉了离婚协议书；一
个脾气暴躁的农村妇女，渐渐改掉
了爱抱怨易怒的脾气，学着孝顺公
婆……方守玉说，就是这一件件小
事，让她觉得自己再累也值得。

去年 6 月，比利时孔子学
院院长戴维来洛，在“四和如
意”讲堂上为80多名市民讲了
一课。课后，戴维对方守玉和
志愿者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
评价。

戴维说：“现在东方和西方
都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人们浮
躁、不幸福，我们希望能从东方
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中汲取营
养，而你们做的，正是这样的事
情，你们是东方的‘活耶稣’。”

戴维的话让方守玉很意外：
没想到我们的行动能得到这么
高的评价和认可。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创办
“四和如意”讲堂时，方守玉和其
他9名志愿者每人拿出300元做

“启动资金”，之后上山下乡、办
夏令营、开展活动……经费都是
志愿者自己垫付的。

劳心劳力去帮助别人，还得
倒贴钱，本该含饴弄孙、颐养天
年的方守玉为什么要做这些
事？方守玉说，她并不是在帮助
别人，而是在“尽自己的本分”。

“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对社会
做些事，传统文化中的好东西，我
以前没机会让大家知道，现在做
一点儿是一点儿。”方守玉说。

教年轻人学会做人是首要任务

七旬老太四处奔波宣讲传统文化

“四和如意”，咱老百姓的幸福讲堂

看到他们的变化，自己再累也值得

我只是在尽自己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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