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视野 2016年6月20日
首席编辑 侯广岩 邮箱 hgydir@163.com 审读 宋仙珑

父亲节 传承爱

6月 19日，周日,今年
的这一天叫“父亲节”。

父爱有很多种，或是
严肃，或是慈祥，每个人
的感受都不一样。

父亲节的前两天，朋
友圈里就开始充满了一
种叫作“感恩”的鸡汤。
和母亲节一样，这种鸡汤
会在父亲节过去之后，便
杳无踪影。其实，我并不
排斥这种情绪的表达，毕
竟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
代，每个人都有充足的理
由和新颖的方式去跟上
潮流。只是，在朋友圈里
还能看到这么一句话：

“你在朋友圈里这么爱你
的父母，他们知道吗？”

是啊，我们在朋友圈
里这么爱自己的父母，他
们知道吗？我们中间的
很多人，今天可能也成为
了一位父亲，也就更能感
受到父母把我们养育成
人的辛苦。“不当家不知
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
母恩”，这是儿时茶余饭
后常听到父母唠叨的一
句话。“不养儿不知父母
恩”，儿时的我们或许只
把它当作顺口溜。如今
我们能深切体会到为什
么人们常常用“无私”和

“伟大”来修饰父亲和母
亲对自己孩子们的爱。
尤其是“无私”一词，再没
有任何地方比这里能让
这个词语的内涵表达得
如此之淋漓尽致了。我
不敢肯定天下所有的儿
女都深爱自己的父母，但
我敢保证天下所有的父
母都在无私地爱着自己
的儿女。

这个父亲节过后，让
我们的行动多一些，在外
打拼的，常回老家陪父亲
吃顿饭；和父母一起住
的，请多些笑脸给他们；
给父亲充点电话费，回家
带瓶小酒，东西不在乎多
少，传承的是一份心意。

古语有云：“百善孝
为先。”“孝”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孝”字在我
国最早的汉字文献资料
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从字
形 上 看 ，“ 孝 ”字 上 为

“老”、下为“子”，是下一
代承接上一代，融为一
体，体现了“老人与子女
的关系”。

父亲节，让爱传承，
传承一份美德，传承一份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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