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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说孝顺”之

事事顺着娘 未必真孝顺
□记者 张丽娜

【诗画河洛】

【娜说河洛】

鸣皋古镇古迹多

11日，在本报主办的母亲节单
身妈妈相亲会上，来了一位三十岁
出头的孙女士。她离婚两年了，带
着女儿和她母亲一起住。

“我是为了哄我妈开心，才
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她说，“我
本来没心思再找对象，母亲一提
起相亲，我就烦、就顶嘴。不过
从今天开始，我打算顺着妈妈。
妈妈今天特别高兴，说我能来相
亲，就是给她的最好的母亲节

礼物。”
要尽孝，先得顺。青春期的少

年多叛逆，常跟父母对着干；为人
父母者，明白养儿育女的艰辛，对
父母的恭顺往往胜于往日，这叫

“不生儿不知养育恩”。
不过，有些孝顺是单方面的，

未必能讨父母的欢心。
洛阳考古工作队曾从一座宋

代古墓中发现了“二十四孝”壁画，
保存完好的尚有13幅，其中“郭巨
埋儿”的画面尤为清晰，睹之惊心
动魄（如图）。

郭巨是咱的河南老乡，生活在
一千多年前的晋代。他的父亲大
概是个地主，死后留给儿子许多
钱。郭巨把钱财让给了两个弟
弟，自己“继承”了最珍贵的“遗
产”：母亲。

因为缺钱，郭巨家的日子越来
越不好过，快揭不开锅了，偏偏在
这时，他老婆生了一个男孩。添丁
之喜却让郭巨忧心忡忡：家里就那
么点儿粮食，多一个儿子多一张
嘴，俺娘就得少吃两口饭。

咋办呢？他给老婆做了一番
思想工作：“儿子咱可以再生，娘死
了却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省
下粮食供养娘亲。”

现代人估计很难理解郭巨的
思维方式：为了养活母亲而杀
人，哪怕活埋的是亲儿子，也是
犯罪啊！

手心手背都是肉。儿子和娘
同时掉进河里，你先救哪一个？

郭巨埋儿，多半是瞒着母亲进
行的。老人若知此事，肯定不允许
儿子这样做。

我市一位姓谭的老先生，曾拨
打本报热线电话，抱怨儿子“太孝
顺”：无论他说什么，儿子都说好，怕
惹他不高兴，私下却埋怨他糊涂。

老谭说，这是假孝顺，表面上
说好，啥都顺着父母，其实是觉
得父母老了、不可理喻了，懒得跟
父母多费口舌。这是在心里轻视
父母。

那么，老谭需要什么样的孝顺
呢？子女平等对待，父母有错，子
女和颜悦色当面指出。

还好，郭巨挖坑埋儿时，挖出
了一坛黄金，于是埋儿计划中断，
三代同堂，继续生活。

那些不孝敬父母或者假孝
顺的人，将来若被自己的子女依
样画葫芦，同样遭到嫌弃，可就
不一定有“天降黄金”这样的好
运了。

甘之战，是洛阳历史上的第一场战
争，也是中国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第
一次战争。甘，《尚书》注释说：“地名，
在今河南洛阳。”据考证，其确切位置应
该在洛阳市西南郊或宜阳县洛河两岸。

甘之战发生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是夏初时期夏启与有扈氏部落之间的
战争，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民主禅让
制与夏王朝“禹传子、家天下”的奴隶制

之间的较量。
众所周知，大禹在中国历史上建立

了丰功伟绩。他疏九河、导百川，发现《洛
书》，据此作《九畴》，创立夏王朝，分九州、
铸九鼎。传说，大禹之前的君王都实行禅
让制，尧禅位于舜更被传为美谈。但到了
夏禹，其子夏启暴力夺取政权，对中原各
部族震动很大。许多部族无力与夏王朝
抗衡，只好臣服，但也有较大的部族对夏

启夺权不服，有扈氏就是其中一个部族。
有扈氏以禹、启破坏民主禅让制为

由，起兵反抗夏王朝的独裁专制。他们
从聚集地今黄河北岸原武一带出发，直
奔夏王朝的都城阳城（今登封告成镇）。

夏启雷霆震怒，亲率大军讨伐，双方
在洛阳相遇，好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厮
杀！有史料称，夏启的军队一鼓作气击溃
了有扈氏。也有史料说，这场战争历时一

年多，夏启先败后胜，最后有扈氏臣服。
《尚书·甘誓》记载了这场战争的前

奏——夏启的战前誓师动员。这篇檄
文庄严宣告征伐有扈氏的战争是正义
的，还列举了有扈氏的两大罪状，即威
慑侮谩上天，不听从夏王朝的命令。因
此，上天要派夏启来消灭他们，以维护
上天的意志。

《甘誓》还颁布了作战纪律：对于听
从命令，英勇善战者给予重奖；对于畏缩
不前者，杀无赦，甚至连累妻小。试想，
《甘誓》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大大地鼓
舞了士气，军纪又这样严明，夏启的人马
自然所向披靡。

甘之战夏启的胜利，结束了中原地
区部族纷争的局面，表明新兴的、先进
的社会制度终将取代原始社会的残余
势力。经过这场战争，代表新兴的奴隶
制社会的夏王朝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为
其后定都斟鄩奠定了基础。

洛阳是中国建都最早、建都
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的古
都，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在
这里发生，风云际会，波澜壮
阔。洛阳画家侯震据此创作出
组画《长河——河洛历史文化主
题绘画》，本报配文选登，以飨
读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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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皋古镇位于伊川县县城南，距县城
18公里。

该镇隔滔滔伊河与九皋山相望，因《诗
经·小雅·鹤鸣》中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
天”而得名，又因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
颐在这里设书院著书讲学，使鸣皋成为“理
学名区”，“程门立雪”的典故即出于镇中的
伊川书院。

鸣皋镇旧有古寨，寨设四门，南曰“望
皋”，北称“听伊”，但历经沧桑，现在仅存
西、北两门的门洞。此图即为经过修葺的
古寨北门。寨内历史遗存较多，除了伊川
书院，还有五虎庙、城隍庙、山陕会馆、寿圣
寺、御前侍卫府等。 张黎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