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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如一首永远唱不倦的老歌， 古老的曲调中饱含浓
浓的真爱； 亲情似一杯淡淡的绿茶， 虽不浓郁但却散发着
淡雅的醇香； 亲情似大海里的一叶小舟， 于惊涛骇浪中承
载着风雨同舟、 不离不弃的誓言。 拥有亲情， 便拥有了世
间一切的美好， 让这浓浓的爱、 悠悠的情化作一缕春风，
吹来桃红柳绿， 吹开心底似锦的繁花⋯⋯在最无助的人生
路上， 亲情是最持久的动力， 给予我们无私的帮助和依
靠； 在最寂寞的情感路上， 亲情是最真诚的陪伴， 让我们
感受到无比的温馨和安慰； 在最无奈的十字路口， 亲情是

最清晰的路标， 指引我们成功到达目标。
亲情是雨， 带走烦燥， 留下轻凉； 亲情是风， 吹走忧

愁， 留下愉快； 亲情是太阳， 带走黑暗， 留下光明。 亲情
是最伟大的， 不管你快乐， 沮丧， 痛苦， 彷徨， 它永远轻
轻地走在你的路上， 悄悄地伴着你的一生。

亲情， 是一盏明灯， 给浪子回头照亮了道路； 亲情，
是一个避风港， 给飘泊的游子一个平静的港湾； 亲情， 是
一碗心灵鸡汤， 给受伤的心灵一声呵护； 亲情， 也是一把
利剑， 给不知悔改的人一招力劈华山。 亲情就是人类心灵
最深处无法磨灭的烙印， 就是人类最纯洁、 最真挚、 最热
情的感情的升华。

亲情是成长的摇篮， 在她的哺育下， 你才能健康成
长； 亲情是力量的源泉， 在她的浇灌下， 你才能茁壮成



长； 亲情是灵魂的圣火， 在她的照耀下， 你才能事业有

成； 亲情是治疗伤痛的灵药， 在她的抚慰下， 你才能百痛
全消。 鸟需要蓝天显示雄姿， 蛛需要编网横行天下， 而人
需要亲情来维系一生。

亲情， 是一盏不灭的明灯， 永久地照亮在我生命的黑
暗； 她， 是一叶不歇的扁舟， 永久地摆渡在我生命的渡

口； 她， 是一朵永远艳丽鲜花， 永久地开放在我生命的花
园， 我愿意用世上最美最温暖的词汇来赞美你———亲情！

枟让学生感受亲情的故事全集枠 共分 １０ 册：
１畅爱的另一种方式　　　　２畅阳光下的守望

３畅情到深处是无言 ４畅灵魂深处的感动

５畅在母亲的温柔中行走 ６畅岁月深处一支歌
７畅你我一生是朋友 ８畅老师我想对您说

９畅用心感受世间情 １０畅漫长的感恩之旅
品读人生的故事， 便走进了有故事的人生。 一则故

事， 一次启发， 一缕温情， 一份感动。 在现代社会如此快
节奏的生活中， 在钢筋混凝土搭建的都市丛林中， 我们似
乎忘记了那曾经的宁静、 真情与虔诚， 更忘记了品味生活

的苦涩与甘甜， 只是无奈地慨叹时光的匆匆流逝、 生活的
平淡乏味。 为我们的心灵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吧！ 翻开本
书， 于每一则小故事中感受生命的真谛， 于优美的文字中

倾听世界美的旋律。
本书编纂出版， 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和前辈的关怀支

持。 在此， 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朋友们一并表
示谢意！

本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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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给生命加点盐

　　我渴望走进你的生活里去， 不是为了破译
秘密， 面对变化无穷的季节， 谁能奢望一览无
余， 我将用整个生命爱你。



剡子扮鹿取奶孝双亲

远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周朝， 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偏僻

的小山村。 村中住着一个叫剡子的少年。

剡子个儿虽然不高， 却很勇敢机智， 又特别孝敬父

母， 村里的大人、 小孩都特别喜欢他。

剡子常常对村里人说： “父亲、 母亲生养了我， 把我

养大不容易， 我要像父母爱我那样爱他们。”

剡子不仅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剡子家十分穷困， 全靠父母日夜操劳， 一家人才勉强

得到温饱。

岁月不断流逝， 剡子的父母渐渐老了， 二老的身体越

来越不如以前了。

随着剡子的一天天长大， 他越发变得懂事了， 知道自

己应该为父母分忧。

他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 帮助父母担水、 做饭、 打

扫院落。 侍候父母起了床， 一家人吃完早饭， 他背着绳

索， 拎着斧头上山去打柴。

剡子进了大山， 凭借着矫健、 灵巧的身子， 爬上大

树， 抡起斧头使劲地砍起树杈， 斧砍树木的响声在大山里

回荡。

山野里， 有一群鹿惊奇地瞧着剡子， 剡子友好地向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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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招招手， 学一声鹿鸣。 由于他学得极像， 同鹿成了好

朋友。

常年的劳累使剡子父母的身体越来越弱了， 二老的眼

睛都快失明了， 这下可急坏了剡子。 剡子到山里为父母采

来各种药材治病， 总不见效。

一天， 剡子的父亲说： “我很小的时候， 吃过鹿奶，

鹿奶的味道很不错， 听说对人的眼睛也有好处。” 母亲也

补充说： “我也听老一辈的人说， 鹿奶对人很有滋补

作用。”

父母那么想吃鹿奶， 上哪儿去弄呢？ 聪明的剡子突然

想起了山间林子里的那群鹿。 如果自己装扮成小鹿去采

奶， 母鹿一定肯帮忙的。

剡子为自己想出这个主意而高兴。 他没有对父母讲，

怕父母不让他去。 剡子来到村里一户猎人家， 向猎人借了

一张鹿皮。

第二天， 剡子提着一个小罐， 拿着鹿皮进山了。 进了

林子， 他老远就看见了那群鹿， 他把鹿皮蒙在身上， 装成

一只小鹿， 混进了鹿群。

他爬到一头母鹿身边， 用手轻轻地往小罐里挤奶。 因

为剡子的动作轻柔， 母鹿还以为是一头小鹿在吸奶， 于是

驯服地让剡子挤， 剡子终于挤满了一罐奶。 为了不让鹿群

发现， 他仍然爬行着离开了鹿群。

剡子回到家中， 高兴地让父亲喝他带回的新鲜的鹿

奶。 父母问他是从哪儿弄来的， 剡子这才把自己装扮成小

鹿挤鹿奶的事告诉他们。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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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很担忧， 劝他以后不要再去了。 剡子却说： “只

要二老身体一天天壮起来， 我吃点苦不算什么！”

从此， 剡子一次次地进入深山老林， 混进鹿群去挤

奶。 一天， 他混在鹿群中， 刚挤了半罐奶， 突然听到一阵

急促的马蹄声。 鹿群四散逃走， 只剩下剡子装扮成小鹿原

地不动。

原来， 是猎人们围猎， 来到山林， 猎人们拈弓搭箭，

刚要射， 剡子急忙掀掉鹿皮， 站起来说： “别射！ 我是

人！” 他把为父母挤鹿奶的事告诉猎人。

猎人们大吃一惊， 并为剡子孝敬父母的精神所感动。

一时间剡子扮鹿取奶孝双亲被传为佳话。

事， 孰为大？ 事亲为大； 守， 孰为大？ 守身为

大。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 吾闻之矣； 失其身而

能事其亲者， 吾未闻也。 孰不为事？ 事亲， 事之本

也； 孰不为守？ 守身， 守之本也。

４



介子推背母上绵山

介子推， 春秋时代人。 春秋时晋国的公子重耳因受晋

惠公和骊姬的迫害， 带着文臣武将狐毛、 狐偃、 赵衰

（ｃｕī）、 魏犨 （ｃｈōｕ）、 介子推等人逃难到临国， 最后被秦

穆公送回晋国， 当了国君， 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在论功行赏时忘了一个人， 就是介子推。 介子

推出身贫苦， 他不做官， 只好靠编织草鞋养活老母。

邻居张解见了， 劝介子推找晋文公请赏， 介子推只是

笑了笑， 什么话也没说。

介子推的老母看儿子织草鞋养家糊口也太辛苦， 也劝

儿子说： “我儿跟重耳逃难多年， 立有大功， 为什么不找

他谈谈， 说不定能得到荣华富贵， 不是比你织草鞋强吗？”

介子推说： “主公当上国君， 上顺天意， 下合民心，

我怎么能去争功夺利， 我宁愿一辈子织草鞋来养活您。”

老母见儿子这样高洁， 也就不再去难为介子推了。

过些时候， 介子推跟母亲商量说： “我很爱附近的绵

山， 那里山清水秀， 土地肥美， 草丰林密， 很适合隐居，

我们到那里去吧！”

“我儿志趣高尚， 就依你吧！”

收拾了简单的行装， 介子推就背着母亲上路了。

张解甚觉不公， 替介子推不平， 就偷着写了一篇讽刺

５



诗贴在朝门外。 诗中写道： “蛟龙逃难， 没有深潭可以躲

藏， 众蛇随它周游四方。 蛟龙饥饿， 一蛇割骨肉献上。 蛟

龙返回龙潭， 众蛇住进新房。 只有一条蛇没有住处， 背着

老母流落荒野， 十分悲凉！”

手下人揭了诗文进宫献给晋文公。 重耳看了， 恍然大

悟， 惊叹道： “啊呀， 我简直是老糊涂了， 怎么把介子推

给忘了呢？ 快， 快把介子推给我找回来！”

宫人来到介子推原来住的地方， 只见一把大锁锁着房

门， 只好回宫禀告实情。

晋文公听后令宫人把张解召到宫中， 询问介子推的下

落， 并说： “能找到介子推， 定有重赏。”

张解把介子推背母去绵山的经过对重耳讲了一遍， 并

答应领路到绵山。 晋文公十分高兴立即封张解为大夫。

张解作向导。 晋文公带着文臣武将， 率领着大队人马

来到绵山脚下， 打听介子推的下落。 有个农民说： “前几

天， 一个汉子， 背着他的老母进山去了。 那汉子对他母亲

照顾的可周到了， 现在不知走到大山的什么地方了。”

晋文公的人马在山里找了好几天， 也没见到介子推的

踪影。 手下有个人建议说： “介子推最孝顺母亲， 如果放

火烧山林， 他一定会背着母亲跑出来。”

重耳下令烧山。 漫天大火一连烧了好几天， 大火渐渐

灭了， 介子推始终没有出来。 重耳派士兵搜山。 只见介子

推抱着母亲， 烧死在一棵大树之下。

重耳见状， 失声大哭。 为了纪念介子推， 把绵山改名

为 “介休”， 意思是介子推休息的地方。

６



介子推母子遇难的这一天， 正是农历清明节， 后人在

这一天禁止烟火， 只吃冷食。 北方人管这一天叫 “寒食

节”。

仁之实， 事亲是也； 义之实， 从兄是也。

７



颍考叔讲孝道感召庄公

颍 （ｙǐｎｇ） 考叔， 春秋时郑国人 （今河南新郑县一

带）， 是郑庄公手下的一个管理疆界的官员。

郑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来， 他的母亲武姜氏因为这个特

别讨厌他， 而偏向他的弟弟共叔段， 想立共叔段为国君，

由于庄公的父亲武公不同意， 还是庄公继了位。

庄公继位后， 武姜氏千方百计的帮着共叔段扩充势

力， 伺机夺权。 庄公欲擒先纵， 待时机成熟时， 先发制

人。 在共叔段攻打京城前， 一举打败共叔段于鄢地。 共叔

段逃亡到国外， 妄想打开京城之门做内应的武姜氏被放逐

到城颍 （今河南临颍县西北）。 郑庄公对其母发誓说：

“不到黄泉， 咱们不要再见面了。” 武姜氏再不对， 毕竟

是自己的母亲呀， 过了一段时间， 气消了之后， 庄公又觉

得自己也有些过分。 可话已经说出了嘴， 又有什么办

法呢。

颍考叔听到这件事后， 找了个借口， 见到了郑庄公。

庄公招待他吃饭， 席间庄公发现颍考叔把肉食都放到一

边， 从不动筷， 就好奇地问： “你怎么不吃肉食呢？” 颍

考叔赶忙回答说： “小人不是不吃肉食， 而是因为我上有

老母。 我们家的好东西她老人家都吃着了， 但从来没有吃

过国君您这样好的菜肴， 请允许我把这些菜带回去给我老

８



母尝尝。” 郑庄公说： “你还有母亲， 吃什么还可以想着

她， 给她带回去吃， 我就没有这种福分了。” 颍考叔明知

故问地说： “我能问一下， 您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庄公把放逐母亲于城颍， 并发誓不再相见的事说了一遍，

在诉说时流露出悔恨的情感。 颍考叔觉得时机已到， 就开

导说： “您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假如您深挖地， 到有泉水

处， 打一个隧道， 母子在隧道里相见， 谁能说这不是在黄

泉中相见呢？” 庄公高兴地听从了颍考叔的话。

隧道打通了， 庄公在进隧道时， 十分激动， 就赋诗一

首， 其中一句说： “大隧之中其乐融融。” 武姜氏出了隧

洞以后， 也感慨万端， 懊悔不已， 也赋诗一首， 其中一句

是： “大隧之外， 其乐也泄泄 （和乐融融）。” 从此母子和

好如初， 就好像任何事情也没发生一样。

枟左传枠 的作者在评论这件事时说： 颍考叔是一个有

纯粹孝心的人， 他对母亲的爱， 感召了郑庄公。 “孝子不

匮， 永赐尔类”， 枟诗经枠 里的这两句诗说的就是这种情

况吧。

不得乎亲， 不可以为人； 不顺乎亲， 不可以

为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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