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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掛帥，人們紛紛追求更高

的物質享受，無所不在的『股票』旋

風……造成社會貪婪，越加速失去我們

固有的倫理美德，繼而忽略了己身應有

的責任，甚至離棄最基本的應盡孝道！

養兒與防老

關心國人孝道式微的一位讀者讚

賞、談到兩位至孝的青年，讓人感到

溫暖無比，他們對父母的孝行，雖不

是什麼壯舉，但在世風日下、道德逐

漸倫喪的現今社會，卻給為人子女者

樹立楷模典範。

其一：曾是台中某大學系主任的韓教
授，他是美國某州立大學博士，
因父親病故，擔心老人家孤單，
接母親到美國奉養。雖然他和妻
子及兩位小女兒都極力遷就母
親，祖母喜歡的生活方式、飲食
起居全照她的習慣、全家配合，
但老人家仍然不習慣住在美國而
返回台灣，教授和妻子在美國都
有很好的工作，兩個孩子也在當

地小學念書，短期內全家返台是
很困難的決定，為了年老的母
親，教授決定暫時將妻、女留在
美國，隻身返台陪伴母親，如此
已經好幾年，多麼難得！

其二：改故農業專家楊○春長公子楊○
生（山東人）因父親說鄉音，亦
將兩位在美國生養的小兒子，也
教會一口山東話。數年前因想
到父親年老仍在台大教書，不忍
心父親身邊祇有一位管家，闔家
大小由美國返台，放棄了和太太
在美國的工作。她太太是當地一
所醫院資深護理人員，寧願放棄
優厚的薪金，陪丈夫返台服侍親
翁，以盡朝夕定省人子之責。

有情有義孝道為先的異鄉人

一位雇用幫傭的楊○舒女士談

起，一個離鄉背井、遠從菲律賓來台

幫傭的婦人，因丈夫意外往生，家境

陷入困窘，她說若不是籌不出孩子的

學費，她絕不會離開孩子及家人。

她每天做完家事固定要做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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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是寫信給孩子，再就是唸經；除

了寫信她還向主人借錄音機，錄音給孩

子聽，有時會照著書唸故事，偶而也會

錄下主人兒子的童稚歌聲。來台工作半

年後，她高興的說她孩子復學了，等畢

了業，她就回家和家人團聚，那年她真

的回家鄉參加孩子的畢業典禮，卻沒有

依約回來；她說爸爸老了，需要她照

顧，孝順比賺錢重要。主人借了她一些

錢，在幾個之前，她的女兒來電，說她

已長大，媽媽要她來台灣工作，並向主

人抱歉說，錢欠了這麼久，問主人地址

要來還錢。楊姓女主人說，那段情同姊

妹、互相照顧的情景，她是這麼成功的

扮演在工作、家庭的角色及真誠珍貴的

孝心，並且在困苦生活中不失情義。

相愛的時光及時珍惜

另一位台中讀者自述：從小一

直由祖父母養育長大的她，與祖父母

感情非常深厚，即使北上念大學也幾

乎每週回家與老人家相聚，直到大

學畢業後順利在北部找到自己喜歡的

工作，由於工作性質時間長、週末大

多要加班，所以能回家與老人家相聚

時間漸少，只有一年三大節日回去省

親或電話問候，前一陣子祖父因病高

齡手術，她當下決定辭去北部工作回

來照顧病痛的祖父，直到有一天，她

看到祖父母步伐緩慢的在巷口走著，

這才發現她在北部的這些年，祖父母

真的老了，之後她慢慢看到祖父母體

力衰退，許多事想做卻心有餘而力不

足，甚至面對死亡的無力感！老人家

要的不多，只要有親人即時幫幫他

們、陪他們閒話家常。

她初回來時，二位老人家總是抱

怨自己活太久，老是提出「不想活」

三個字，但現在已不再從老人家口中

聽到那三個字，「我知道自己回來

是對的。」辭職時，記得老闆曾慰留

她：「祖父母很重要，但您的前途也

很重要」，當時她確實猶豫了。「但

現在我可以肯定的說，我沒有後悔，

工作以後可以慢慢再找」，她所愛的

人卻在這段時間需要她，她很慶幸能

在這一段時間陪伴他們，照顧他們所

需一一就像從前到現在，老人家愛著

她、為她所做的一樣。

前述幾例的孝行表現，值得現

代以種種藉口不照顧年老父母，不為

老年父母生活做好規畫的人省思。

道親時常在道場、 堂聽到講師、點

傳師、老點傳師、前人、老前人時時

苦口婆心，提醒我們在家要孝敬年老

長者、家人和睦相處，才能無後顧之

憂，充滿法喜為道做出最好的奉獻，

古云：「養兒防老，積穀防飢」，要

想想有一天我們自己也會年老，兒女

若離棄我們，將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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