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出：

引用：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

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
晖。”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游子吟》，生动表
达了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

—— 习近平总书记 2015年春节团拜
会上所讲。

《游子吟》

唐/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经典释义：
这首诗是中唐著名诗人孟郊写的。

孟郊很有才华，但是在考场上恰恰是不得
志，蹉跎半生，在 46岁这一年才终于考中
了进士，在唐朝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马上
就能做官，还需要人事经过部门的人才选
拔考试，而且还要看有没有空缺的职位，
有没有重要人物的推荐。所以孟郊在 46
岁考中进士之后，并没有机会马上步入仕
途，一直到4年之后，在他50岁的时候，才
终于等来了一纸任命，被任命为溧阳县
尉。他来到溧阳后，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
是立刻赶回老家，将他的老母亲接到溧阳
来奉养。所以这首《游子吟》恰恰不是孟
郊在青年时代告别老母亲写下的诗篇，而

是他们母子在经历了漫长的分离之后，终
于能够把老母亲接到身边，然后长长久久
地陪伴她，写下来的这首《游子吟》。

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衣裳，无论游
子走多远，离开家有多久，只要一想起远
方的家，有老母亲在等待着他回来，他都
会感到一份安心、一份踏实。如果说为
远行的游子缝补衣裳是每一位母亲最朴
素的爱的表达，那么儿子对于母爱的深
切感受和情感的回报，也许比母爱的无
私付出要更加地难得，更加地珍贵。

对于每一位母亲而言，其实儿子做了
多大的官不重要，儿子挣了多少钱也不重
要，重要的是陪伴。如何报答，形式不是最
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子女有没有“寸草心”。

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五）

报得三春晖

本期以孝道为主题，选取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
晖。”这样的古典诗词，从孝道的角度，展示了中华民族孝老爱亲、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用实际行动，践行“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的孝道理念，以及在执政中把养老、孝老、敬老的具体措施落到实处，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使“孝道”提
升到“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治理层面，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这就使“孝”体现为大孝、大爱、大义，为孝道美德注入了丰富内
容和新的活力，开辟了新时代孝道观念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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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释义：
尊老敬老既是社会的责任，又关系到我

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对待身边的
每一个老人都能够像《弟子规》所说的那样

“泛爱众而亲仁”，都能够像孟子说的那样
“亲其亲，长其长”，那我们的社会关系定然
是充满温情和爱的。

三国时候著名的文学家李密本来在蜀
汉为官，蜀汉灭亡之后，西晋的开国皇帝晋
武帝司马炎听说了李密的才名和贤名，就下
旨征召他为西晋的太子洗马。面对晋武帝的
征召，李密居然拒绝了皇帝给他抛来的橄榄
枝。那么他拒绝征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写
了一篇在文学史上千古流芳的经典名作《陈
情表》，在《陈情表》当中，他陈述了他不能应召
的理由。原来李密他自小丧父，而且母亲改
嫁，他是由他的祖母刘氏一手带大的。

李密在写这篇《陈情表》的时候，他的祖
母刘氏已经是 96 岁高龄，而李密自己正当
44 岁的壮年，所以他在《陈情表》当中对晋
武帝说，他报答皇帝的日子还有很长很长，
可是他能够留在祖母刘氏身边陪伴老祖母

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他还发自肺腑地这样
说：“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
终余年。”没有祖母的养育之恩，他不可能长
大成人。而没有他的陪伴和支撑，他的老祖
母也没有办法度过她的余年。

这篇《陈情表》写得非常地感人，据说连
晋武帝看到《陈情表》之后，都被李密的这一
份拳拳的孝心深深地打动，他不仅没有逼李
密马上出山，还赐给李密两名奴婢帮助他一
起照顾老祖母，并且还关照郡县的官员，要
给他的老祖母一些比较切实的生活的保障
或者是生活的补贴。就在李密的《陈情表》
写完一年多之后，他的祖母刘氏去世，李密
又为老祖母守孝三年，守孝结束之后，他才
终于答应了晋武帝的征召，出山做了西晋的
太子洗马。

《孝经》中讲：“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
行，莫大于孝”。《孝经》里面的这几句话像大
白话，根本不需要我们做任何文言文和白话
文的转变，我们都能够读懂，因为它表达了
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优秀传统美德，直到
今天，这种美德依然没有消失。

讲话：
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

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
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
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 12月 12号在接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
表时所讲。

典故：

尊老敬老确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的
传统美德，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说
过 ，“ 人 人 亲 其 亲 ， 长 其 长 ， 而 天 下
平。”孟子的意思是说，只要人人各自亲
爱自己的亲人，各自尊敬自己的长辈，

那么天下自然就可以太平了。早在 2000
多年之前，孟子就已经意识到了，尊老
敬老不仅仅只是每个人自己家庭的事，
它还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社会大家
庭当中的每一个人。

习总书记身体力行践行孝道：

那么孝道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习近平总书记不但重视言传，更重视
身教。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他把对
父母的深深的爱都融注在了日常生活的
点点滴滴的细节里。通过几个非常普通
的物品，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总书记是如
何来践行孝道的。

第一件物品，一个针线包。习近平
同志到陕北插队的时候，是个初中生。
一个孩子在那个时代远离了父母，要去
那么远那么远的地方，你说做娘的、做母
亲的她能够不牵挂吗？能够不惦念吗？
为了排解这种思念之苦，母亲就一针一
线地为儿子缝制了一个针线包。在这个
针线包上还绣着三个红色的大字，这三
个大字就是“娘的心”。所以母亲把这种
最深沉的，最无私的爱编织在了一针一
线中，融注在了细细密密的针头线尾中。

七年的知青岁月，娘的心伴随着习近
平，给习近平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让他在
插队时期渡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七
年的知青岁月，习近平同志靠着脚踏实
地，真抓实干，拼搏奋取，一步一个脚印踏
踏实实地走了出来。七年的知青岁月，对

老百姓一定要有真情，人要有理想和信
念，对老百姓要办好事，办实事，这些人生
的信条深深地融注到了习近平同志的血
液中，他把对母亲深深的孝和爱升华为了
对社会所有老人的大孝和大爱。

第二个物件，一张照片。这张照片
记录了习近平同志陪伴母亲的温馨时
刻，这张照片是习近平同志拉着母亲的
手散步在公园中。

2018 年 5 月，这张照片再次出现在
了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篇特稿《习近平
和母亲》一文中。那么这篇特稿一经发
出，迅速地成为了各网络媒体的头条新
闻，纷纷地转载。据不完全统计，短短的
24 个小时，特稿全网的阅读量超过了 10
亿人次。这篇文章，这张照片，之所以引
起那么多人的关注、阅读和点赞，我想是
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母亲的这份孝心、
爱心打动了所有的人。这是对母亲最质
朴、最纯真的一种爱。

孝敬父母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
足，更重要的还是精神上、情感上、心灵
上、人格上对父母的一种关爱、慰藉和尊
重，这是儒家文化更为看重的。所以习
近平总书记才会深情地说：“中华民族自
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

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尊老敬老：

关于尊老敬老，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孝道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为人子当尽孝，在家里尽孝，
那是小孝，小爱。而对他人的关爱，为天下
苍生谋福利那是大孝，大爱。

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里，
还记载着习近平同志一个故事。

有一次习近平同志听说，一位生活拮据
的老汉认识他，习近平同志就专门去街上找
到这位老人，他把自己身上带的钱、陕西省
粮票、全国粮票都掏出来给了那个生活拮据
的老人。另外呢，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也给
了这个老人。在那个年代，习近平同志他自
己的生活也不富裕，可以说把自己的所有都
给了这个生活拮据的老人，可以说叫倾囊相
助。古人描述这种现象叫“解衣推食”，把自
己吃的送给别人，把自己衣服给别人，叫倾
囊相助，这是一种仗义疏财。习近平同志当
时这么做，也是出于对一个老人的一种敬，
一种爱，一种帮助。

那么几十年过去了，习近平总书记仍然
像过去一样关爱老人，他仍然像孝敬自己的
父母一样去尊敬老人，关爱老人。

2017 年 11 月 17 号这一天，习近平总书
记出席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看到黄
旭华、黄大发两位全国道德模范年龄较大，
这时候总书记把两位老人请到了第一排。

习近平总书记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践
行孝老爱亲，对全社会形成孝老爱亲的社会
风尚，起到了表率和带头作用。在全社会曾
经引起轰动的大型公益活动“寻找最美孝心
少年”，那么还有各地举办的“最美媳妇”、

“最美家庭”等等，那么这些故事都是尊老敬
老、孝老爱亲的光荣传递。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
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
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这就从国家治
理的层面把孝老、养老、敬老落到实处，把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落到
实处，真正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
有所为、老有所乐。

本版稿件均据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