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孝敬父母---父親節有感   陳耀中 

 

（這是我在 2009 年 9 月 6 日父親節講道的講稿，原講題是當如何孝敬父母。這裡略作修改，與大家分享） 

  

澳洲的冬末和初春時常會刮起強風。兩個多星期前的一個深夜裡，突然從熟睡中被驚
醒。原來屋外刮起了強風，烈風吹動了附近的樹木，發出呼呼的聲音，一陣一陣好像
野獸的吼叫，如泣如訴，聽起來真有一點令人不寒而慄。烈風繼續的吹，從窗外陣陣
的吼叫聲，和樹枝敲打籬笆和窗格的聲音，便知到屋外的樹肯定是搖擺得很厲害。風
並沒有停止的跡象，屋外的樹只有無奈的繼續搖動，沒有辦法靜止下來。我也再沒法
入睡。這時一句少時候父母常常教導的說話，不期然的，靜悄悄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裡：
‘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樹欲靜而風不息，就是說風不停的吹著，樹
也只有無奈的不停的搖動，沒有辦法靜止下來，是多麼的痛苦。下一句子欲養而親不
在是一句非常貼切的比喻，就是說為人子女者，要趁父母還健在的時候，好好的孝順
他們，莫要等到他們不在的時候，才感到無奈和痛苦,才悔不當初。那時候已經為時已
晚，無法補救。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視孝道的民族，孝是中國幾千年傳統固有的美德，也是人倫的
大本，中國古代聖賢，如孔子、曾子、孟子等都把孝敬父母，列為人生第一大事，甚
至將事親與事天相比：（禮記）這樣說「仁義之人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一共收集約 3000 多年前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詩
歌三百零五篇。其中一篇《小雅.蓼莪》是一首兒子哀痛和悼念父母的詩。充分顯示出
中華民族孝道之源遠流長與及根深蒂固：這首詩並不長，但是字裡行間充分表達了孝
思之情操： （蓼:長大的樣子。 莪 :莪蒿。 因莖抱根而生,又稱抱娘蒿。） 

其中都是傳頌千古的名句。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瓶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這首詩的內容大要是作者深情地回憶起父母的種種養育之恩，而自己卻未能報答萬
一，心中悲苦，從而落淚。如詩中唱道：「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哀哀父母，生

 



 

 

我勞瘁」（可憐我的父母，生我養我實是在太辛勞，太勞累，甚至病倒了）。詩中寫
當他遠道歸來，得知父母已經不在世時，感到自己已無法報答父母如海一樣深的恩情，
痛苦之極。他向天地呼喊：「父兮 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其大意是說：父母親生我，哺育我。愛撫我，保
護我，養我長大，教育我。照顧我 ，掛念我，出門進門想著我。如今想報父母恩，卻
沒想到上天之無常，使禍降臨，父母已經離開人世。在這些詩句中表現了對父母的深
厚感恩之心，和子欲報而親不在的終生遺恨之感情。最後詩中連續用了九個「我」，
述說父母對自己鞠育之勞苦。 

  

相信大家都記得白居易的燕詩。是一首警惕世人要孝順父母的詩。用燕子的行為來比
喻如果一個人不孝而望他的子女孝順自己，是一種妄想，是沒可能的。 

  

樑上有雙燕。 翩翩雄與雌。 啣坭兩椽間。 一巢生四兒。 

四兒日夜長。 索食聲孜孜。 青蟲不易捕。 黃口飽難期。 

咀爪雖欲弊。 心力不知疲。 須臾千往來。 猶恐巢中饑。 

辛勤三十日。 母瘦雛漸肥。 喃喃教言語。 一一刷毛衣。 

一旦羽翼成。 引上庭樹枝。 舉翅不回顧。 隨風四散飛。 

雌雄空中鳴。 聲盡呼不歸。 卻入空巢裹。 啁啾終夜悲。 

燕燕爾勿悲。 爾當反自思。 思爾為雛日。 高飛背母時。  

當年父母念。 今日爾應知。 

  
樑上有雙燕。 翩翩雄與雌。相信很多人還記得吧。 

這首詩用燕子養育子女的辛勞：。[ 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 索食聲孜孜。 青蟲不易捕。 黃

口飽難期。咀爪雖欲弊。 心力不知疲。 須臾千往來。 猶恐巢中饑。辛勤三十日。 母瘦雛漸肥。 喃

喃教言語。 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 引上庭樹枝。] 

  
但是：小燕子卻：[舉翅不回顧。 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 聲盡呼不歸。。 卻入空巢裹。 啁

啾終夜悲。] 多麼的令人感概。 

  

不過，這應該是報應了：[燕燕爾勿悲。 爾當反自思。 思爾為雛日。 高飛背母時。 當年父母

念。 今日爾應知。]。這對我們有沒有一點警惕呢？ 

  

  

孝敬父母是神對我們的要求。神藉著摩西所頒佈的十誡中的第五條就說：「當孝敬父
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出 20:12）  

那麼我們當如何孝敬父母。今天會從三方面與大家分享： 

1。尊親： 

箴言 1:8「我兒，要聽你父親的訓誨，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聖經教導我們「孝敬」
與「聽從」父母是尊重雙親最具體的表現。那麼，怎樣去尊親呢？是否說父母說一你
就不敢說二？是否父母犯了錯你還得去聽從呢？聖經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
耀｣；孔子也曾說過：｢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以弗所書告訴我們：“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
母，使你得福…”“孝順”是孝敬兼順從。耶穌童年時順從祂父母，離開聖殿回家。雖然祂
以天父的事為念，仍然聽從肉身父母之命。 

從前在中國人的社會，尤其是舊式的家庭中，有時父親的權力太大，做父親的不善用
權柄，或所發命令不合情理，但一般來說，聖經要我們“在主裏”聽從父母，不是說父母
必須是基督 徒我們才聽從。“在主裏”的意思是要在真理裏聽從。父母不是完全人，未
必所作的都對，也有叫兒女作壞事的父母，我們不能都聽從。若在惡事上聽從，等於
陷父 母於不義 了，不算是孝。 

孝經亦說：｢父有諍子(勸諫的兒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子不可不諍於父｣，也就是說當
父母有過失時作兒女的要用智慧與愛心勸諫父母以免他們陷於不義之中。 

提摩太前書第五章一節說：不可嚴責老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不是不可勸責，但不
可“嚴責”，要在勸中有愛有敬。我們勸諫父母時，要沒有氣怒的臉色，聲音柔和。若父
母不聽，要格外敬愛他們，有機會再勸諫他們。這種溫柔而不斷的勸諫，與與聖經的
教訓相 合。聖經沒有說要包庇做壞事的父母，而是要站在真理立場，不陷父母於不義。
所以應該聽從父母，也應該勸諫。 

  
2。不辱： 

即不可污辱、羞辱父母，使父母受辱蒙羞，出 21:15, 17 說：「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
死。咒罵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箴 30:17「戲笑父親，藐視而不聽從母親的，他的
眼睛必為谷中的烏鴉啄出來，為鷹雛所吃。」聖經教導我們不但不可辱，更當積極的
使父母歡喜，使父母得榮耀。 

約翰福音第十七章中，當主耶穌快要被釘十字架的時候，為門徒最後的禱告中說：“父
啊…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然後又說：“我在地上 已經榮耀你，你所
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主耶穌在世上榮耀了天父，我們作兒女的要榮耀父母。  
“尊親”即尊榮父母像主耶穌已經榮耀了天父那樣。我們極可能將一切成功歸功給自己，
因為每人的成功都經過一番努力，我們對自己的奮鬥有很深的印象，卻很容易忽略了
我們現在的成就一半是父母辛勞的結果。但因為前一半不是自己的辛勞，所以印象不
深。當你看見你的父母親動作越來越遲鈍，臉上越來越多皺紋，人也越來越老，健康
也逐漸退步，你應該知道這些都是他們為你辛勞的結果，我們應該欣嘗父母曾為我們
勞苦，將我們的成功與他們分享，這就是對他們最大的安慰。 

  
  

  

3。奉養： 

孔子說：「今之孝者是未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之？」故「養」不能
離「敬」，奉養是責任，敬是愛心，奉養是肉身上的需要，敬是精神上的需要，是更
重要的，聖經說：「你要使父母歡喜，使生你的快樂」就是注重精神過於物質的需要。 

我們今天的經文（馬可福音 7：6-13）耶穌就責備法利賽人藉著古人的遺傳，廢了神的律
法，因為它們說已把金錢奉獻給神，所以不須奉養父母。 

7:9 又說、你們誠然是廢棄 神的誡命、要守自己的遺傳。 

7:10 摩西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 

7:11 你們倒說、人若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己經作了各耳板（各耳板、就是 

     供獻的意思） 

7:12 以後你們就不容他再奉養父母． 



 

 

7:13 這就是你們承接遺傳、廢了神的道．你們還作許多這樣的事。 

  
這只是一種取巧。可能有人只有一 點錢，給了父母就沒有錢奉獻給神；奉獻了給神就
沒有錢給父母，所以在這情形下他就把金錢奉獻給了神。但法利賽人用這個為藉口說
人如果奉獻給神，就可以不給父母了。所以從耶穌責備法利賽人，引述舊約的話 7:10 摩
西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 

這裏可以看見，主耶穌基督在此強調奉養父母是兒女當盡的本份，不可因有奉獻而省
略了當盡的本份。保羅說：｢若寡婦有兒女，或有孫子孫女，便叫他們先在自已家中學
著行孝，報答親恩，因為這在神面前是可悅納的…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裏的人，更是如此｣(提前 5:4，8)  

基督徒孝敬父母，應該供給父母肉身上的需要，在父母在生的時候，盡兒女的責任奉
養他們，而且要有敬愛的心。這是其一。 

  
但是我剛才提過，奉養是責任，敬是愛心。奉養是肉身上的需要，敬是精神上的需要
更重要，聖經說：「你要使父母歡喜，使生你的快樂」就是注重精神過於物質的需要。 

我們是否有顧及到父母，精神上，靈魂上的需要呢？ 這就是說，假如你的父母還沒有
相信耶穌基督的，最大的孝敬就是領他們相信耶穌基督。 

如果我們今天得到我們認為最好的福音，卻不將這最好的給父母，我們只是在他們肉
體上的需要供給，使他們在肉體上沒有缺乏而已。你也可能說我除了奉養他們之外，
我對父母也算是很恭敬的。這非常好，但，你只是盡了小的其中一部份。 你有沒有在
他們的靈魂需要上付上孝的責任呢？如果沒有， 就等於‘不敬’。怎算得盡了孝道
呢？ 

  
所有做父母的，也會將最好的留給兒女。就算不是真正最好，卻是他們所認為最好的。
我們今天肯不肯將最好的給父母呢？ 

帶父母信主，要為父母的靈魂而擔憂。父母曾為我們的肉身受劬勞，現在我們是否願
意為他們靈魂劬勞呢？為著帶領他們信主，可能有許多艱難，但你付的代價即如父母
在我們一生中“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腹我，出入腹我 一樣，時常時要面對許多
痛苦艱難。我們孝敬父母，必須冒著困難領他們得救。 

  
有時在我們的人生中必須到了某一年紀才能領悟父母之愛。但可惜常領悟得太遲。“樹
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有一天你認為應該孝敬你們的父母的時候，他們已
經 離開世界了！或者到你的兒女輕忽你的時候，你才醒悟過來，原來自己輕忽了父
母！ 

你是否已經把最好的福分給了父母了呢？已趁他們在生時領他信主了嗎？ 

  
在這裡用一個大城市里的小故事作為結束： 

  
故事發生在一個小家庭。 

 
從學校接了六歲的大兒子，再去家附近的幼稚園接回四歲的女兒，回到家裡兩夫妻已
經很累了。雖然家裡雇了一個鐘點庸工，不需要親手做飯和替兒女洗澡換衣服，但是
丈夫 87 歲的母親因為去年曾經中風，雖然康復得不錯，行動還是有一點不方便。而且
庸人走了以後，孩子都要他們照顧。 



 

 

  
兩夫妻都是基督徒，對老人家也是挺好，挺尊重的，也是挺有愛心的。但是兒子就是
擔心兩夫妻上班後，家裡只得母親一人，要等到下午一點，鐘點庸人才來到到。而且
兒子公司下個月升他的職，會很忙的。 他的太太最近在公司裡的工作也不太開心，想
換一份的工作。 
 
兒子無奈地輕歎一聲，然後對母親說：“媽……..嗯，沒什麼了”。 欲言又止。 
 
“兒子，你是不是有話想跟媽說，是就說好了，別憋在心裡！” 
 
“媽，公司下個月升我職，我會很忙，至於我太太，她說……”“沒等他說完  
 
母親馬上意識到兒子的意思：就說“兒子，不要送媽去老人院。”聲音似乎在哀求。 
 
兒子沉默片刻，他是在尋找更好的理由。他說： “媽，其實老人院並沒有甚麼不好？老
人院有吃有住有人服侍照顧， 不是比在家裡好得多嗎？” 
 
媽媽立刻搶著說：“可是，隔壁的李太太她進了老人院不久就……”還沒說完，媽媽便停
了下來。 
 
洗澡之後，兒子便到書房去。他茫然地佇立于窗前，有些猶豫不決。母親年輕便守寡，
含辛茹苦將他撫養成人，供他出國讀書。但母親從來不用年輕時的犧牲當作要脅他孝
順的籌碼。真的要讓母親住老人院嗎？他問自己，他真有些不忍。 
 
“你媽都這麼老了，好命的話可以活多幾年，為何不趁這幾年好好孝順她呢？樹欲靜而
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啊！”親戚總是這樣勸他。 
 
兒子不敢再想下去，深怕自己真的會改變初衷。 
 
夜幕低垂，太陽收斂起灼熱的金光，靜悄悄地沉在山后。這是一間建在郊外山崗的一
座貴族老人院。不錯，錢用得越多，兒子才心安理得。當兒子領著母親步入大廳時，
全新的電視機，大螢幕正播放著一部喜劇，但觀眾一點笑聲也沒有。 
 
幾 個衣著一樣，髮型一樣的老婆婆歪歪斜斜地坐在發沙上，神情呆滯而落寞。有個老
人在自言自語，有個正緩緩彎下腰，想去撿掉在地上的一塊餅乾。 兒子知道母親喜歡
光亮，所以為她選了一間陽光充足的房間。從視窗望出去，樹蔭下，一片綠草如茵。
幾名護士推著坐在輪椅的老人家在夕陽下散步，四周悄然寂靜得令人心酸。縱是夕陽
無限好，畢竟已到了黃昏，兒子心中低低歎息。 
 
“媽，我們……我們要走了！兒子和媳婦真有點不舍。” 母親只能點頭。他們走時，母親
頻頻揮手，她張著疏疏落落只有幾只牙齒的嘴，蒼白乾燥的咀唇在震動著，一副欲語
還休的樣子。兒子這才注意到母親銀灰色的頭髮，深陷的眼窩以及滿是皺紋的臉龐。
母親，真的老了！ 
 



 

 

他 霍然記起一則兒時舊事。那年他才 6 歲，母親有事回鄉，不便攜他同行，於是把他
寄住在朋友家幾天。母親臨走時，他驚恐地抱著母親的腿不肯放，傷心大聲號哭 道：
“媽媽不要丟下我！媽媽不要走！” 最後母親沒有丟下他。這時兒子連忙離開老人院的
房間，順手把門關上，不敢回頭，深恐那記憶像鬼魅似地追纏而來。 
 
這一天下班回家後，整頓一切，兒女都睡了。兩夫妻開始把母親房裡的東西收拾一下。
身旁的一個獎盃──那是他小學作文比賽《我的母親》第 1 名的勝利品！還有母親床邊
有一本發黃了的華英字典──那是母親整個月省吃省用所買給他的第 1 份生日禮物！還
有母親臨睡前要擦的風濕油。沒有他為母親擦，帶去老人院又有甚麼意義呢？一堆童
年的照片展現在兒子眼前，那是母親帶他到動物園和遊樂園拍的照片。兒子不敢再回
憶。兩夫妻跪在母親的床邊，默默地為母親祈禱，求神眷顧母親，並保守她身體健康。
屋裡一片死寂。 
 
雨 後的黑夜分外寒冷靜寂，街道蕭瑟，行人車輛格外稀少。一輛房車在路上飛馳，頻
頻闖紅燈，呼一聲又飛馳而過。那輛車一路奔往山崗上的那間老人院，停了車，兒子 直
奔上樓，推開母親臥房的門。兒子幽靈似地站著，母親正撫摸著風濕痛的雙腿低聲哭
泣。 她見到兒子手中正拿著那瓶風濕油，顯然感到安慰的說：“媽忘了帶，幸好你拿來！” 
兒子走到母親身邊，跪了下來。 但是媽媽對他說：“很晚了，媽自己擦可以了，你明天
還要上班，回去吧！” 
 
兒子的嘴不停的震動，終於忍不住，滿眼的淚水湧了出來，飲泣著說：“母親，對不起，
請原諒我！我們回家去吧！” 
 
隨著自己愈長大，看著父母親臉龐從年輕變憔悴，頭髮從烏絲變白髮,動作從迅捷變緩
慢，多心疼！父母親總是將最好、最寶貴的留給我們，像蠟燭不停的燃燒自己，去照
亮孩子！而我們呢？有沒有騰出一個空間給父母，或者只是在當我需要停泊岸邊的時
候時，才會想起他們…… 
 
其 實父母親要的真的不多，只是一句隨意的問候「爸、媽，你們今天好嗎？」隨意買
的宵夜，煮一頓再普通不過的晚餐，睡前幫他們蓋蓋被子，天冷幫他們添衣服、戴 手
套....都能讓他們高興溫馨很久。有時，我常在想：我們希望我們的子女以後如何對我。
那現在，我們有沒有如此對待我的父母？我相信，人是環環相扣的；現在， 你如何對
待你的父母；以後，你的子女就如何待你。 

孩子！如今，我的腳站也站不穩，走也走不動。所以，請你緊緊的握著我的手，陪著
我，慢慢的。就像當年一樣，我帶著你一步一步地走。 
 

各位朋友，人世間最難報的就是父母恩，願我們都能：以反哺之心奉敬父母，以感恩
之心孝順父母！也藉著這個時候，讓我們想一想，天父給我們的恩典是何等的大。 

 
 我們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