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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老是中华民族
几 千 年 来 的 传 统 美
德，也是每个人应尽
的责任。古今中外尊
老的故事很多，古有
木兰代父从军、王祥
卧冰求鲤、黃香扇枕
温席，今天我们经常
看到年轻人协助老人
过马路。这些都是我
们应该学习的典范。

随 着 社 会 的 变
化，现代人对尊老这
观念已经逐渐削减。
平日为了工作事业的
打拼，很少有时间真
正关怀父母亲的生活
及精神的寄讬。对自
家的老人既然无法现
起关怀之情，对其他
的老人当然更加缺乏
关怀和尊敬了。

 最近时常听到老
人被欺负的新闻，以
及不尊敬老人的无礼
行动。例如在公共巴
士上或搭地铁时，漠
视年老人士的存在而
不愿让位。在小贩中
心，为了拼桌问题而
向老人动粗的事件。 
我们也常看到有人在
小 贩 中 心 对 收 拾 碗

碟的清洁老人呼呼喝
喝，嫌他们工作缓慢
及不卫生。在公共厕
所 不 注 意 自 己 的 行
为，用过厕所不愿抽
水，弄脏了厕所便逃
之夭夭，留下痕迹让
清洁老人善后。这些
不尊老的行为，层出
不穷，教人难过。

有些年轻人，为
了父母亲的财产而与
父 母 亲 闹 上 公 堂 。
有的甚至动手伤害父
母亲，传统尊老的美
德 已 荡 然 无 存 。 最
近 《 新 加 坡 联 合 晚
报》报道《母子5人
争产案、双方同意‘
休战’》。读了此文
后，对于4兄弟能与
母亲言和，达至协议
而感到欣慰。但对于
整 个 事 件 的 发 展 始
未 ， 却 教 人 搖 头 叹
息，无法释怀。

报道说一个89岁
需靠轮椅生活，听觉
不灵的老妇人，年轻
时含辛茹苦，生育了
众 多 儿 女 ， 满 以 为
子孙满堂，可以安享
天年。殊不知晚年丈

夫搞婚外情，只好离
家“投靠”儿子们，
岂料遭遇被遗弃组屋
底层，及送入老人院
的命运。此情此景，
不禁令人为老妇人感
到不值与难过。

另一则报道《棺
材还在门口，儿孙开
酒庆祝》，一个长孙
为了能夠早日变卖阿
公遗留给他的排屋，
既然要封屋且赶走原
本住在该屋的阿嫲，
与已经80岁的阿嫲闹
上公堂，不禁令人心
寒。

为了保存我们的
民族敬老传统美德，
不要让尊老的观念日
渐淡薄，应从幼儿时
期开始培养，如果父
母亲能夠在孩子幼小
时，就让他们接触到
如“弟子规”、“三
字经”等儒学伦理思
想。在学校对学生进
行道德及感恩教育，
灌 输 尊 重 老 人 的 美
德。孟子说：“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自
己以身作则，树立一
个 好 傍 样 给 予 下 一
代。不但对自己的父
母亲给予适当的照顾
与关怀，对其他的老
人 也 给 予 应 有 的 尊
重。孩子在耳濡目染
之下，肯定会懂得如
何尊重老人。

每个人的尊老方
式不同，有些认为只
要在物质上能夠满足
老人家，就是尊老。
确实在这个现代的社
会，为了家庭，拼命
的工作，也很难有时

间陪伴老人。无论如
何，我们还是要懂得
如何抽出时间，去关
怀身边的老人。记得
父母亲不是要我们给
予的物质享受，而是
希望我们抽出时间陪
伴。千万不要等到“
子欲养而亲不至”的
时候，已经后悔莫及
了。

尊老应从自己的
父母开始，所谓“百
善孝为先”。孝敬父
母 是 我 们 每 个 做 子
女的义务。孔子说“
今 之 孝 者 ， 是 谓 能
养。至于犬马，皆能
有养。不敬，何以别
乎”。这句话就是告
诫我们：孝敬父母要
真心相待。犬马为我
们劳作，我们尚能给
它饲养，但是它们不
会尊敬人。所以我们
不能像对待犬马那样
对待父母。“孝”不
只是体现在给父母吃
饱喝足，我们还要尊
敬他们的思想，了解
他们的内心，知道它
们的精神需求，物质
需求。真正做到“父
母 之 年 ， 不 可 不 知
也，一则以喜，一则
以惧”。牢记父母的
年龄，一方面会因高
堂的健在而高兴。另
一方面又会为他们的
入暮之年而忧惧。“
亲爱我，孝何难；亲
憎我，孝方贤”不管
父母怎么对待我们，
我们都要好好的孝敬
他们到永远，因为他
们 是 我 们 生 命 的 源
泉，生命的开始。 

尊老更应该落实
在社会上所有的老年
人 ， 我 们 应 在 社 会
形 成 关 爱 老 人 的 风
气。例如；尊重老年
人已有的习惯和行为
方式，以及对生活的
选择。与老年人保持
亲密的人际关系，使
他们不易产生失落及
寂寞感。让老年人到
了退休可以安享晚年
恬静舒适生活，没有
家庭琐事要自己去操
心和勞烦。我国实行
第一代国民优待的医
药、交通敬老措施，
这 种 尊 老 的 具 体 表
现，是值得我们表扬
的。

总之，记得每个
人的生理都会随着时
间变化衰退而变老。
希 望 那 天 到 临 时 ，
也同样会得到子孙的
尊 重 和 爱 护 。 事 实
上，尊重今天的老年
人，就是尊重明天的
自己。明白了这个道
理，我们怎能不立即
付之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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