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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13日17时30分，方守
度神采奕奕地走上洛阳外
国语学校多媒体报告厅的
讲台。

他带来了《论语》《道德
经》等40本经典名著，并将
这些书分发给学生，由学生
现场提问。

学生提问话音刚落，他
就应声背诵。当他把白居易
的《琵琶行》一字不差地背完

时，全场掌声雷动。他又请
全场500多名高一新生，和
他共同背诵岑参的《白雪歌
送武判官归京》，整个大厅书
声琅琅。

方守度说，要将伟大的
中华文化永不间断地传承
下去，要使学生具备良好
的文化素养，奠定其成功
的基础，读经是一个很好
的办法。

9月22日，农历八月十八，
是鸦岭乡鸦岭村大集开市的日
子，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胡发
生佝偻着腰，拄着拐杖，拿着铁
钩，眼睛在挤挤挨挨的人群间隙
中来回搜索。许多人都认识他，
跟他打招呼，身边人怕撞到行动
缓慢的他，都小心地绕开走。

这天因为人多，胡发生的
收获也不小，临近中午，他就背
着一编织袋废品回家了。

这是乡亲们最后一次见到
胡发生。

第二天一早，一直就身体
不好的胡发生，说自己“有些不
舒服”。在乡卫生院检查后，又

被立即转到了县里医院。病情
恶化得太快，儿女们都急忙赶
来。大儿子胡玉仓说，当晚，父
亲胡发生就陷入弥留之际。

胡发生用最后一丝气力再
三嘱托儿女们：“我的后事……
不要大操大办……不要请唱戏
的，省下钱多做善事！”

2012“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85岁的伊川老人胡发生病逝

去世前一天，他还在义务捡废品
77岁老人，教您背国学
他以背诵绝活示人
旨在启发青年学子读经典

9月23日晚10时许，胡发
生离开了人世,享年85岁。

第二天，儿女们在家门口
搭起了一个灵棚。得到消息的
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胡
发生最后一眼。

鸦岭乡第一初级中学校长
张新辉，含着泪来了。他代表
学校师生，送来一个挽幛，上面
写着“善行沐学子，嘉德传千
秋”。胡发生关心着孩子们，孩
子们也尊敬着他。张新辉说，

以前每年中秋、重阳，学校都会
组织学生来看望他。

鸦岭乡敬老院副院长田建
森，也早已泣不成声。每年来
给敬老院老人送月饼，敬老院
都会为胡发生举行欢迎会，但
是胡发生都没说过一次话，总
是看着老人们都领到了月饼就
走了。

尽管遵照胡发生的遗愿，
儿女们将后事一切从简，但
村里退休的老教师、老干部

和其他德高望重的长辈自发
为胡发生举行了一场村里最
隆重的追悼会。一百多人站
立在胡发生的遗像前，齐齐
鞠躬。

如今，胡发生家里的过道
上，还堆积着他生前没来得及
拿去卖掉的废品。胡玉仓说，
这几天就会整理一下将它们卖
掉，换来的钱还会捐给学校，他
们也会把父亲的遗志一直传递
下去……

听到父亲说出最后的心
愿，当时，儿女们都哭作了一
团。胡玉仓说，这么多年，一直
坚持做善事的父亲，实在承受
了太多。

18年前，干了40多年村
干部的胡发生终于“卸任”了，
没想到闲下来的他，却“迷上”
了捡废品。胡发生有3个儿子
和5个女儿，家里不缺钱，自己
还当过多年村干部。“你不嫌丢
人，俺们还嫌丢人哩！”一开始，

儿女们都抗议，村里人也议论
纷纷。

生性沉默寡言的胡发生，
从来不解释，只是天天默默地
外出捡废品。

见咋拦也拦不住，胡发生
的老伴和儿女也不再反对了，
只是让他每天别累着，下雨下
雪就休息。

用自己捡废品挣来的钱，
每年六一儿童节给乡里的中
小学送作业本、圆珠笔、跳

绳，每年中秋节前给乡里敬
老院的老人送月饼，胡发生
用自己的行动消除大家心中
的不解。

不知从何时起，胡发生的
老伴吴娥也帮他一起将捡回来
的废品分类，他的儿女们也堂
堂正正地在外说“父亲很了不
起”，村里一位70多岁的老人
也学着胡发生，每月从生活费
里拿出200元，和他一起为孩
子们购买学习用品。

□记者 邓超 特约通讯员 赵怡 通讯员 范纪安

18年来，靠捡废品挣钱，伊川县鸦岭乡的胡发生老人，每年都要为乡里学校的孩子送
学习用品，为敬老院的老人送月饼。（本报曾多次报道）近日，这位因捡废品做善事而成为
2012“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的善良老人因病离开了人世。老人生前常说：“生命不息，奉
献就不会停止。”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临终前一天，村民们还在街头看到他捡废品的身影。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来到鸦岭村，听村民们说了很多关于胡发生老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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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前，他再三交代后事要简办，省下钱多做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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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废品，“父亲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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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最隆重的追悼会

□记者 丁立 文/图

退休前，他是洛一高的
英语教师。退休后，研究传
统文化，让他在舞台上大放
光彩。而用中英文背诵国学
经典，可是他的绝活。

近日，方守度在洛阳外
国语学校的多媒体报告厅，
向青年学子现场展示了背诵
经典绝活，技惊四座。

怎样背诵《道德经》《金
刚经》等艰深的国学经典
呢？方守度首先推荐制作录
音，反复倾听。

当年，为背《道德经》，方
守度就曾找语文老师制作录
音；为背《金刚经》，他听白马
寺僧人的诵经录音；为背《孙
子兵法》，他请专教普通话的
老师录音；为背《唐诗三百
首》，他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播音员夏青的录音。

退休后，不管去哪里，也
不管做什么，他都随身带着
小录音机，随时播放，为此，
他听坏了6个录音机。

这位老人还有独到的编
口诀记忆法。比如《孙子兵
法》十三篇，就被他编为二十

六句口诀，其中“一始计五
事，七孰十二而”一句，“一始
计五事”是说《孙子兵法》第
一篇的题目为“始计”，重点
是五事（道、天、地、将、法）。
七孰（主孰有道？将孰有
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
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
孰明？）和十二而（能而示之
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
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
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
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
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

“只要背熟口诀，掌握每
部书的重点，连续背诵就不
成问题。”这位77岁的老人，
欢迎大家加入诵读队伍，他
愿意为大家服务。

背诵经典有秘诀，愿与大家分享

方守度说，经典名著曾
经救过他的命。

考高中那一年，因出身
不好，方守度被剥夺受教育
权利，他曾愤而投江，水已淹
到脖子，他蓦地忆起《水浒
传》中青面兽杨志生辰纲被
劫，欲跳黄泥岗前的寻思：

“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
凛凛一躯，自小学成十八般
武艺在身，终不成只这般休
了！”猛然间醍醐灌顶。

“国学经典是支撑我走
过忧患、跨过死亡的力量。”
方守度说。

这些年，方守度应邀在
全国各地作公益讲座，力图
用自己的感悟影响他人。在
洛阳，有人一家三口都来听
他的讲座，还曾有老先生给
他写信，说听课回去把麻将
房撤了，改成了书房，也要读
经，方守度特别振奋：“希望
越来越多的人受益。”

经典名著曾经救过他的命

现场提问经典中任一句，他都能应声背诵

方守度在讲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