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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文化 

 

西华县奉母镇：孝贤文化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 
 

张占仓 
 

    历史上因孝贤而得名的西华县奉母镇，坐落在豫东南大平原上。位于西华县西南部，与周口

市、许昌市、漯河市的四县交界，淮河支流沙河、颍河环绕而过。这里水源充足、土地肥沃、交

通便利，商贸往来活跃；这里历史久远、文化底蕴丰厚，尊老、敬老、助老蔚然成风，孝贤人物

代代辈出，孝贤故事代代流传，孝贤文化代代弘扬。是享誉豫东南大平原的孝贤之乡、崇尚礼仪

之乡。 

    在这块 73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历史上出过孝贤名人、父子双翰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

期有 30 多位英雄人物为国捐躯，20 多位革命老前辈为民族独立和全国解放事业担当重任；新中

国成立后，在党的培养下，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学业有成的优秀人才，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上，

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大显身手、建功立业。人们纷纷称赞奉母镇：孝子多、英烈人

物多、优秀人才多、教师多。如今，在奉母，老年人安居乡土、安度晚年、安然幸福；在奉母，

老年人最受尊重、最受爱戴、最有尊严；在奉母，老年人是财富、是宝贝、是荣耀；在奉母，老

年人是家庭的形象、乡村的形象、奉母的形象。奉母因孝贤而得名，又因孝贤而被载入史册，孝

贤涵养了一代又一代奉母人，孝贤提升了奉母人的人生品位与道德境界，孝贤是奉母人永远的文

化根脉与精神资源。纵观奉母孝贤文化，呈现出五个鲜明的特征。 

    一、代代传承，赓续孝贤精神 

    据西华县志记载，奉母，源于明朝永乐年间，当地小李村李氏两兄弟争着赡养母亲的感人故

事。后来，人们为了褒扬兄弟二人的孝心，将小李村改名叫“夺母城”。到了清代，这里出了不

少名人志士，其中一位翰林王遵训，官至户部侍郎，在返乡祭祖时，向乡亲们提出“夺母”二字

不雅，建议将“夺母”更名为“奉母”，随即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赞同。从此，“奉母城”就这样

叫开了。 

    这里，还传颂着庞氏三兄弟争父、翰林跪母、三只红灯笼等民间孝贤故事。 

    奉母人的孝，具体体现在对父母、对亲人的爱，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对事业的爱。奉母人孝

敬父母、关爱老人，首先从自己做起，从具体小事做起，从生活细节做起。一杯茶、一碗饭、一

勺汤，点点滴滴见真情；一件衣、一床被、一双鞋，丝丝缕缕见爱心；一封信、一个电话、一句

问候，只言片语显孝心。在孝敬父母的同时，他们也同样关爱自己身边的老人，尽心尽力为老人

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奉母营岗村好媳妇王好，30多岁丈夫不幸去世，三个孩子中最大的 9

岁，最小的才 4岁，她的公爹因伤心过度，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高血压。村里一些好心人劝她改

嫁，她断然回绝说：“自从嫁到庞家，公爹待我跟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现在这个家遇到难处，我

不能撇下老人和孩子，如果那样做，就太没有良心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为了伺候多病的公

爹、抚养三个孩子，她甘愿孤独一生，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年华。在王好的精心服侍下，老人的病

慢慢好起来。老人见人总忘不了说这样一句话：“是我连累了王好，让她受了那么多苦。” 

    奉母镇前邵村村民邵四新、邵建新，兄弟二人为了争养瘫痪的父亲，演绎了现代版的“夺父”

故事。当年父亲因患脑溢血成了植物人，为了照顾父亲，在县城工作的邵四新将父母接到自己家

里，夫妻二人对父亲悉心照料，转眼间过去了 5个年头，父亲的病情有了好转。一天，邵四新夫

妇下班回到家里，发现父母不见了，他二话没说，急匆匆地直奔弟弟的家。因为弟弟曾多次提出

要接父母去他家里，哥嫂已侍候父母 5年了，也该他尽尽孝了。邵四新考虑到弟弟家里的条件没

有他好，一直没有答应。进了弟弟的家门，父母果然在这里，邵四新说服弟弟一定要把父母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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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邵建新坚决不让，兄弟二人争执不下。最后，在父母的劝说下达成了轮流赡养父母的协议。 

    奉母镇像王好、邵四新、邵建新这样一心孝顺父母、精心侍候公爹公婆的好儿子、好媳妇数

不胜数，他们身体力行、默默地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道，一代接一代传了下去。 

    奉母人的孝，首先，要求做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其次，要求做人要真诚。再次，要求人们

要懂得感恩，懂得回报。奉母人信奉的善良、真诚和感恩，事实上，让孝、孝道、孝文化，有了

更丰富的内涵、更深刻的哲理、更直接的行为指向，从而提升了人们的道德品位和人生价值的追

求。 

    二、家教家风，涵养孝贤品格 

    在新时代的奉母人眼里，孝德是家庭美德的基础。“孝”是良好个人品德的起点，是家庭美

德的关键点，是社会公德的基本点。奉母人认为，“孝”作为伦理要求，源于“家”，其“孝养”

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在“家庭”范围内才能真正得到落实。历史上，奉母大多数家庭都有严格的

家规家训，上至尊老敬老，下至人际关系、妯娌关系、邻里关系，都有明确要求。作为一个大家

庭，又有自己的宗祠和族规。奉母人的家规家训包括四个内容：一是尊敬长辈，孝敬父母，爱护、

教育子女，担负家庭责任；二是做人真诚善良，胸怀坦荡，坚守正义，主持公道；三是诚恳待人，

热心帮人，处事大方，邻里和睦；四是遵规守矩，品行端正，品德高尚。在奉母李氏家族族训中，

还有对不良行为实施惩戒的条目。在奉母人看来，只有在家庭生活中真正做到“孝”，才有可能

将“孝亲”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扩展成为“敬老”品德，进而推广至社会层面。 

    历朝历代家规家训，在于明德。明德首先是明孝德，孝敬父母长辈，是最原始、最基本的德。

从最基本的孝德做起，才能逐步做到明大德。才能站在全民族共同利益的高度，把个人、家庭与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最终实现道德的提升和人格的完善，才能获得旺盛的、持久的生

命活力。具有了大德，才会激发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博大的人民情怀，才会拥有人生大的志向、大

的格局。 

    好家风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品德力量。村民李崇甫回忆说，“不贪不占，活得心安”，这是奶

奶在世时常说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全家人一直铭记在心的家训格言。奶奶是一个典型的小脚老太

太，一生勤劳、朴实、善良、厚道，街坊邻居谁家有了难处，遇到急事，奶奶宁可少吃一口、少

花一点，也要帮人家一把，生怕对不住人家。上世纪 60 年代初，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大

饥荒，家家户户缺少吃的。有的人在下地干活时，顺手摘个玉米棒子、挖一块红薯拿回家充饥。

可是奶奶从不让家里人干这种事儿。她教育我们说：“你现在占个小便宜，将来就会占大便宜，

就会犯法。要记住：不贪不占，活得心安。”奶奶的这句话就像一盏明灯、一个路标，在人生的

道路上指引着我们、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正直做人、干净做事。 

    教师胡麦囤，回忆父亲在世时的教诲。他说，从我记事起常听父亲念叨，忠孝传家远，诗书

继世长。他教我做人一定要低调，做事一定要实在，居家过日子一定要节俭；人要有一技之长。

能有一技长，胜藏十年粮；不要轻易许人愿，凡是答应人家的，就必须兑现。我小时候对这些话

不太理解，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受益终生。父亲用自己一生践行的良好家风，给我留下了深深的

烙印，我将跟随父亲的脚步，把好家风一直传承下去。 

    乡贤何登舟说，家风又称门风，指的是家庭或家族的风尚，为人处世的做派和风度。父亲是

我成长的风向标。我父亲是一位教师，他给我的印象首先是孝。因当时生活困难，爷爷身体很不

好，每一顿饭都是父亲一口一口给爷爷喂，夜里睡觉，父亲起来几次给爷爷盖被子。第二是勤。

我们家住在农村，他每天不仅完成教学，还下地帮家里干活，摇耧播种、扬场放磙他样样拿得起、

放得下。第三是善。父亲在学校教书，对生活困难的学生格外关心，帮他们交学费，给他们买饭

票，还给他们课外辅导功课，师生之间如同“父子”。家风赋予我的孝顺、勤劳和善良，让我过

上了简单而又幸福的生活。 

    从奉母人的家风家教中可以看出，家庭建设影响着社会建设，好的家风会影响和带动好的社

会风气。好家风就是一种正能量、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动力。道德教育最直接、最现实、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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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莫过于家庭教育。如果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良好的家风，那么社会的良好风气就会发扬光

大，就会有力地推动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三、村规民约，形成乡村孝贤风尚 

    奉母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时代要求赋予村规民约以新的理念、新的内容、新的要求，让

村规民约紧随时代。新时代的村规民约，不仅体现为道德教化，规范村民生产、生活行为，同时，

也蕴含着维持乡村秩序，实现乡村治理的意涵。 

    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村规民约，其中有一条从古至今是不变的：孝敬父母长辈，是奉母

35个行政村村规民约中的重要条款。而且凡有老人的家庭，子女必须跟村里签订赡养父母协议书。

协议书明确要求子女应该遵守哪些、做到哪些，如果做不到，要接受哪些惩罚。按说，行政村不

具备执法资格，但是，村民们仍把村规民约看得很重。上有国法，下有村规，村民组定期检查、

定期报告、监督落实。虽有好传统，还需硬措施。这样一来，在奉母：孝敬老人有人管，落实情

况有人查，兑现承诺有人抓，民主评选靠大家。这就形成了：人人比着孝敬老人，人人争当孝贤

儿女，人人都是参与者、实践者，同时又是评判者。全镇上下形成了：村与村，户与户，人与人，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你学我，我学你，互融互补，互相帮衬。大家比着尽孝，争着尽孝，一个

更比一个尽心、尽力、尽孝。 

    村规民约和赡养协议，目的是强化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情感体验。孝，发乎情，止于礼。

爱是孝的起点和动力。村规民约要求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子女要多与父母长辈进行情感沟通，培

养他们爱父母、爱长辈的情感和品德，做好“精神赡养”。如果缺少爱父母的情感，这种“孝”

仅仅是一种“做作”，一种外在的形式。这样的“孝”不具有纯洁和高尚的道德价值，其实质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孝”。另一方面，也要求父母要多多关心爱护自己的子女，让子女从自己身上

感受到温暖，感受到更值得爱，体会到父母平凡爱心的伟大和可贵。关爱父母，不仅是规矩、是

要求，更是一种本能、一种德行、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经常替父母着想，为父母尽孝，以形成

亲情良性互动、爱心日益增进的家庭温馨氛围。让父母快活每一天，幸福每一天，天天都有一个

好心情。 

    村规民约中非常强调“敬”。敬是一种道德意志。敬爱父母，尊敬长辈，是人们道德信仰的

重要表现。奉母村规民约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敬互让，不仅尊敬父母长辈，还要敬重他人，倡

导“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传统美德观。即使遇到别人对自己不敬，也决不做非礼的事，

守住做人的底线。尊老敬贤是一种社会风尚，也是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这种建立在村规民约之

上的社会共识，理应成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自觉行为和道德信仰。 

    孝贤文化，贵在传承，重在创新，关键在做。由于“孝”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行为性，而且

“孝”的效果必须在实践中才得以体现和检验。奉母的村规民约中强调“尽孝”，主要指“孝行”

和“行孝”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如何得以落实和落实的效果。比如对父母亲在生活上的照料，要求

不经村委会同意，不得让父母单独生活；子女拆旧房盖新房，要安排父母在新房居住；外出打工

者，要按月保障父母的生活所需和医疗所需，保障子女上学费用；在外创业者，要尊重父母的心

愿，不愿离开乡土、居家养老者，要配合村委会安排好老人的生活和相关事宜。一个人孝的品行，

既要看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更要看他的一贯表现，特别是在家庭生活中的细节表现，看是否把

“孝”成为一种自觉、一种养成、一种习惯。奉母的村规民约和赡养协议，不仅是一种规范、一

种要求，其实也是一种较高层次的道德培养和伦理教化，最终都要落实到日常家庭生活中一贯地、

细微地关心、照料、供养，贯穿到始终孝敬父母长辈的具体行动之中去。 

    四、不断创新，让孝贤文化融入新时代 

    新时期以来，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和实现第一个宏伟目标的今天，人们在物

质生活获得显著改善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道德滑坡、伦理失范的不良现象。在一些地方出

现了家庭孝道观念的迷失和伦理规范的缺失，甚至个别地方把“孝”边缘化、贬义化和淡化。对

此，奉母镇首先做到：强组织、建机制。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弘扬孝贤文化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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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把开展孝贤文化建设同创建学习型乡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村镇、美丽乡村、

脱贫攻坚等项工作结合起来，制订了《奉母镇孝贤文化活动实施方案》，将孝贤文化纳入镇党委、

镇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并且做到“深度融合”。全镇 35个行政村以村组为单位，以相邻的街坊邻

居为主体，创新“联户尽孝模式”，组成关爱留守老人和孤寡老人队伍，每月 20日、30日开展走

访慰问送温暖活动。重点解决低保、残疾、困难老人和五保老人的生活困难和就医困难问题。目

前全镇已有关爱互助队伍 78个，解决了 760户困难老人的实际问题，让“孝贤文化进村入户”。

全镇 27 所中小学校都建有百米孝贤文化长廊，让学生在校园感受到中国传统的“百善孝为先”

道德风尚。在校学生每学期开展一次讲述孝贤故事和孝贤文化演讲比赛，开展《弟子规》朗读活

动；每年邀请知名乡贤、孝贤之星到学校作报告，让学生领略中华孝贤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内

涵，汲取孝贤精神滋养，从学生时代培养“孝德”意识，有效化解大多数学生“只知受惠，不知

感恩；只知索取，不知回报；只知攀比，不知节俭”的道德危机。全镇坚持每年在中小学生中评

选 50名“孝心好少年”活动，让“孝贤文化进校园”。 

    乡村每年还开展“三好两户”评选活动，对评选出的 60 名好媳妇、好婆婆、好儿子，和 30

户文明卫生户、脱贫致富户，组织专人采写先进事迹材料，制作成宣传标牌，在街道、公共活动

场所悬挂展示。在评选好媳妇活动中，推出了“评选一个人，光荣两个村”活动。就是不仅把“好

媳妇”奖牌送到女方所在的家庭，还敲锣打鼓把奖牌送到女方的娘家，收到了好的效果。 

    为进一步挖掘奉母孝贤文化资源，打造奉母孝贤文化品牌，镇党委、镇政府多次邀请省市专

家学者，亲临奉母考察孝贤文化发源地、孝贤文化伦理亭、美德弘扬碑、父子双翰林碑，倾听代

代流传的孝贤故事，走访看望孝贤文明户，感受奉母浓郁的孝贤文化气息。组织专人挖掘整理奉

母最具代表性、标志性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李氏两兄弟夺母、庞氏三兄弟争父、翰林跪母、三只

红灯笼的孝贤故事。在镇上显著位置建一个“孝贤文化园”，计划投资 1000万元，建成 15000平

方米主体孝贤公园。投资 380万元，对镇敬老院进行升级改造，实现绿化、美化、亮化，让居住

环境焕然一新，成为 100多名孤寡老人颐养天年的乐园。以敬老院为孝文化实践基地，在通往敬

老院的道路两侧，建孝贤文化长廊，形成奉母孝贤文化一条街。 

    建设奉母孝贤陈列馆。馆内展示内容有：历史上的孝贤人物和孝贤故事；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时期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的知名人士和优秀人才。镇党委还把孝贤文化同党

建结合起来；全镇 35个行政村都成立了孝善理事会，理事会会长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全镇 1720

名党员，联系 3000 户人家，像结亲戚一样每月 4 次到老人家里看望，了解子女尽孝情况，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在关爱孤寡老人活动中，镇上争取到 800万元资金，对全镇 740户老人住房进行

了危房改造；争取资金 1300 万元，又对全镇 1120 户老人家庭，进行了“六改一增”；还为 981

名老人办理了慢性病卡。为了做好居家养老患病老人的护理和保健工作，镇上每年还邀请省市医

疗部门的专家，对负责护理保健的人员进行知识与技能培训。目前全镇已培训 1200 余人次，有

效提高了对老人的护理水平。 

    奉母针对全镇老人的分布情况和家庭状况，分别采取精准施策、因户施策的原则，充分利用

集中供养、社会托养、居村联养、亲情赡养、邻里助养、居家养老等方式，较妥善地解决了老人

赡养问题。同时，也较好地解除了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五、不忘乡愁，乡贤助推孝贤文化 

    近年来，奉母镇党委、镇政府推出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动员在外务工、事业有成者，返乡

建厂创业，为家乡建设多作贡献。目前全镇已建有 11 个经济实体和 6 个扶贫车间，实现家门口

就业近 1500 余人。镇上让这些返乡创业者不仅安心、放心，而且鼓励他们在乡土扎根，带领乡

亲们共同走上致富路。村民们很乐意在家门口就业，除了可以照顾老人，还能学到技术，每月挣

到 3000多元的工资，真是两全其美。 

    返乡创业的企业家们，把孝贤文化自觉地融入企业文化中。在员工中开展敬老助老活动，鼓

励员工争做孝贤模范，争创孝贤文明班组。要求每一个人：在家庭做一个好成员，在单位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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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员工，在社会做一个好公民。这些企业家们还从创收中，拿出一部分赢利支援家乡建设、发展

养老事业，同时，还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生计方式，拓展了乡村新的发展空间。 

    镇上还组织在外创业人员成立了奉母籍商会。商会每年在中秋、春节期间，带着礼品回乡慰

问孤寡老人，还为镇上敬老院、养老事业捐款、捐物，为居家养老的老人，献上一片孝心，送上

一份温暖。 

    弘扬光大奉母孝贤文化，乡贤是一股独有的、牢靠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不仅有文化、

有能耐、有威望，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奉母镇的党政部门引领，乡贤助力推

动，让孝贤文化有依托、实打实、接地气，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和做法。奉母孝贤故事代

代流传，孝贤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如今，走进新时代的奉母人，踏着历代先贤们的足迹，乘着新

时代的春风，又在奋力谱写孝贤文化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