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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娘亲皎明月，夜夜展清辉。
昔我于怀抱，举动牵娘心。
聚短人间意，欢少忆犹生。
何曾匆促远，回首月在巅。
父爱行山岳，重重无怨嗟。
载我双儿女，苦乐亦甘恬。
茶暖香自远，莲落子离离。
其中有真意，伴尔三世行。
[莫言  序]我们的爹娘志刚是我的小老乡--他家昌乐，我家高密，同属潍坊--又是我在检察日报社工作
十年的同事。
他的才华，他的义气，都让我为之感佩和骄傲。
我调到文化部工作后，与报社联系渐少，对志刚的近况不甚了解。
不久前见面，获他赠书两本。
一本是他静修减肥、重塑身形--也是重塑精神--的记录《新的人生》，一本就是即将付梓的《我们的
爹娘》。
我认真地读了这两本书，甚为感动。
读了这两本书我才知道这几年间志刚经历了这么多事。
先是慈母仙逝，继而老父病故，然后又是自己的健康急剧恶化。
灾难会将一些人压垮，也会令一些人奋起。
有的人会破罐子破摔，听天由命；有的人则会在逆境中扼住命运的咽喉。
志刚自然是能在逆境中奋起、敢与命运抗争的强者。
《孝经》曰：&ldquo;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rdquo;年轻时，对古圣贤的这段话，不能很好理解。
为人父母后，始知先贤之言的含义。
志刚在遭遇双亲病逝之大恸后，悟出爱护自己就是对先人行大孝之理，于是拜师静修，期间以坚强毅
力，克服了精神和肉体的巨大痛苦，终于得以&ldquo;脱胎换骨&rdquo;，获得新生，这也是他的父母
所最希望的。
志刚是孝子，他在《我们的爹娘》这本书里，写出了一片孝心，也写出了父母在艰难困苦中不屈不挠
地劳动、奋斗的一生。
因为同是昌潍地区的人，志刚书中所写的许多事情、许多场景，让我倍感亲切。
那些事情，不仅仅在他的家乡发生过，在我的家乡也发生过。
他的爹娘的许多经历，也正是我的爹娘的经历。
他笔下的爹娘，也正是我们的爹娘。
中国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亡，正是因为有我们的爹娘；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困境中崛起，也正是因为有
我们的爹娘。
他们任劳任怨，他们勇敢善良，他们在黑暗中不绝望，他们慷慨大度，乐善好施，他们为了追求光明
不怕牺牲&hellip;&hellip;他们是最普通的人，也是最伟大的人。
他们生前是我们的靠山，死后是我们足下的大地。
他们的身体化为泥土，但他们的精神会代代传承。
感谢志刚写了这本书，杂感随录，权为序。
2012年6月30日[尹洪东  序]孝思孝行弥天地  人生真谛细思量志刚将这本缅怀双亲的文章结集《我们的
爹娘》交托我作序，我是无法推辞的。
我们相交多年，知之深，敬之切，志相投，情谊重。
虽然以我忝为其表哥老师之故，志刚素日也以师称之，以师目之，但其实我与志刚之间，主要还是亲
如兄弟的朋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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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刚纪念母亲的文章，曾经出过单行本，我写过书评《母亲：最贴身的信仰》以为评介；他纪念父亲
的文章，在博客发表后也曾结为单行本，我也一一读过。
但今天志刚将怀念双亲的文章结为一本集子出版，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以我对志刚的理解，这本书首先是一种仪式，是以这样一种仪式对已逝父母进行精神上的合葬。
志刚的母亲2003年辞世，时隔仅仅6年，他又恸别父亲。
到今年，志刚的母亲离开尘世已整整10年。
民间许多地方，尽管风俗不同，但后代对已逝父母的合葬是很看重的，这往往是子女对父母亲情和孝
心圆满的一种体现。
而志刚以书籍的形式为仙逝二老精神合葬，这在俗世是不多见的，它让我们看到孝心可以有这样一种
圆满的表达方式。
孝之道大矣哉！
孝为人伦之本，道德之本。
孔子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经》。
&ldquo;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rdquo;。
因为儒家&ldquo;慎终追远&rdquo;的传统，孝不会因为亲人的过世而中断，它不是阶段性的，它是恒
久存于时空而又超越时空的，它是关乎一个人（一个家族）立身发展的层次和境界的。
孟子云：&ldquo;人异于禽兽者几希&rdquo;。
不孝，几乎就是禽兽不如的同义语；而大孝，则常常是社会、人群对一个人品行的最高评鉴。
《我们的爹娘》这本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志刚的孝亲之思、孝亲之行。
对母亲的追忆，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乡村母亲，感人至深；对父亲的追怀，特别是救治父
亲的那些过程和细节，给人以揪心之痛。
要而言之，读了这本书，我相信每个做子女的将会反躬自问，都会在以下几点上产生强烈的共鸣：一
是尽孝须及早，孝心不能等待，不然会留下终生的愧疚和抱憾；二是尽孝是无条件的，尽心就是最好
，不能说等自己事业成功了、生活十分富足了才能尽孝；三是要更好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更好地在社
会上立世做人，做一个让父母为之骄傲的子女，是尽孝的最好方式。
志刚出这本书，我认为有两层交代的意思。
一方面是对父母的一个交代，让父母的精神世界完整地合聚在一起；一方面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标
志着一个人生段落的转折，标志着他在开始全面思考人生的真谛。
像千千万万个农家子弟一样，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之后步入社会，在40岁之前，他们往往都在朝着向上
的台阶不遗余力地奋斗、拼搏，可是，在取得一定的功名之后，他们会忽然发现，自己心灵深处也在
困惑和挣扎。
志刚经由这本纪念父母的文集，其实已在透露出一种思索的讯息：在年轻时，我们奔着一个个明确的
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可这些是不是最重要最有意义？
或者说，人生怎样才能活得更有意义？
有更高的幸福指数？
对父母来讲，子女活得成功或者幸福，哪一个更重要？
我想显然是后者。
有两位我所敬仰的大师，他们让我难以忘记的不是他们的学问，反而是他们追忆父母的文章。
季羡林先生晚年一篇《赋得永远的悔》，表达自己对母亲未能尽孝的痛悔；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
》，写下的是对二老绵绵无尽的思念和倾诉。
读了志刚这本书，我想说，莫到晚年再思亲，重在当下善尽孝！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
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不绝，中华民族历经无数磨难而能巍然复兴，离不开这种存续于血液中的孝文
化。
当前，弘扬我国优秀的孝文化，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因为道德和信仰的缺失在现实中已经在屡屡
突破社会的容忍度。
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志刚作为中国检察出版社副社长已经在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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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出版界的有识之士，能编辑出版一套大型的&ldquo;中国孝文化丛书&rdquo;，这其中，既要有
对历史典籍的整理与挖掘，也要包括现代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当然，还要尽可能多地纳入当代作者忆念父母的文章和文集。
是为序。
2012年7月13日[前言  赵志刚]初夏晨起，沐浴微风，如父母之爱，慈柔和暖，令人思念无限，父母于我
，阴阳相隔，万水千山之外，此岸红尘，彼岸花开。
佛经《心地观经》有云：&ldquo;父有慈恩，母有悲恩，若我住世于一劫中说不能尽。
经于一劫，每日三时割自身肉以养父母，而未能报一日之恩。
&rdquo;父为天，母为地，孕育、饱涵着我们生命里的无法言说的信息与能量，那是我们生命的源
头&hellip;&hellip;2003年夏，母亲以56岁之盛年猝逝，病起于心肌梗死。
6年后的2009年，父亲经历100多天与晚期肝癌的斗争后不治，撒手人寰，尚不满60岁。
一个是毫无准备的突然离去，另一个是漫长地在病床上被手术刀几度切割。
母亲的突然辞世，给我巨大的精神打击，直接导致我内分泌紊乱，当年即被诊断为糖尿病。
父亲癌症晚期，为挽救他的生命，巨额的医疗费，几近倾家荡产。
母亲去世，哀哀欲绝，三年始得振作。
我悟到：自己能走出伤心，开心地生活，是对逝去母亲最好的交代与孝顺。
生与死，是我们无法把握的，我们能好好把握的是生死之间一段距离，虚空如画，让我们尽心尽情尽
好地挥洒。
为感念母恩，我在自己的博客上陆陆续续写了一些短文，2007年，在母亲冥寿60周年之际，以《我的
母亲》为书名由黄河出版社出版。
母亲的早逝，让我开始观察人生之无常，顿悟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回天乏力的心碎与悲痛。
《阿含经》云：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担父，左肩担母，于上大小便利；极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
须臾之恩。
为加倍弥补自己以往对父母的忽略，母去后我坚持每天给父亲一个电话问安，逢年过节陪他到各地旅
游，甚至还做了出国的计划。
然而，慈母走了还不到6年，父亲就查出晚期肝癌，且是最凶险的肝门部胆管癌。
为能尽一切可能救治，我动员了一切可用的资源，最终还是没挽留住他的生命。
从父亲住院第一天，我开始撰写病中日记，希望他能一天一天好起来，哪知写到最后却是他的去世。
安葬父亲后，我把日记编辑为印刷品《2009年春，父亲》，用以记录这刻骨铭心的100多天。
父母双亲于壮年的早逝给我莫大心灵创伤，因过度悲痛，加上工作繁重，生活方式不健康，身心俱损
，不到40岁就处于系统性崩溃的前夜：每日服用多种降压药物，注射胰岛素，&ldquo;三高&rdquo;、
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等严重威胁着我的生命。
2011年6月1日至7月中旬，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静岩博士直接指导下，对自己的状态做了一次系统性颠
覆，身轻心安。
我顿悟到，自己能够身心健康地活着，亦是延续父母的生命，亦是尽孝。
今年，是母亲离开尘世第10个年头，按老家的风俗，十年忌日亲朋好友要一起完成一个较为隆重的仪
式。
春节后，我便开始构思，把写父母的那些碎片化文章重新梳理一下，暂名为《俺娘俺爹》，争取公开
出版。
除追忆父母的养育之恩，亦作为他们精神上的合葬，当然也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将我对父母的愧疚、对
父母恩情的体悟传递给读者，让更多的人不要有我那么多追悔、遗憾，更好地尽孝，珍惜今生缘，善
待亲人朋友以及其他有缘人。
为人需当孝父母，孝顺父母如敬天。
小孝，供给父母物质上的生活需要，令父母衣食无忧；中孝，积极向上，走正道拥有健康体魄乐观幸
福人生，令父母安心知足常乐；世间大孝，为社会国家世界作大贡献，令父母为之自豪，实现自我人
生价值，利益于社会与众生&hellip;&hellip;父母亲爱心，柔善如碧月。
爹娘的遗产是无形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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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无我，忍辱，甘于付出和奉献，不待回报。
常忆父母恩，把父母无形之爱传递开去，这正是对父母最好的怀念。
掬水月在手，拈花香满袖。
今日今时，抬眼窗外，阳光明媚，天空湛蓝无际，白云悠然飘过，鸟儿婉转而歌，醺风里送来院子缕
缕玫瑰花香，在我是相信爹娘已达善处了，山河大地，草木丛林，日月星辰，无不是亲人的化
身&hellip;&hellip;尽可安心放心&hellip;&hellip;感恩父母给予我生命，感恩诸多亲朋好友、同事、网友在
我哀伤哀痛无法振作的时刻给予的关心与温暖，让我有力量站起来，重新行走在阳光下&hellip;&hellip;
感恩痛苦与不幸，让我心灵成长，重获新的人生，新的生活，让我学会爱惜肉身，品味生活，珍惜亲
人朋友与人生。
感恩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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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莫到晚年再思亲 重在当下善尽孝
　　《我们的爹娘》（赵志刚著）——爹娘的遗产是无形的珍宝。
无私，无我，忍辱，甘于付出和奉献，不待回报。
常忆父母恩，把父母无形之爱传递开去，这正是对父母最好的怀念。

　　在医院的近百天，常有近似哲学的深刻体悟，比如父亲孤身一人直面病痛，多数日子躺在ICU，
没有亲人陪伴，身无长物，甚至连衣服都不是自己的。
他在清醒时应该是痛苦的，我们家属更痛苦。
父亲自身的抗争，院外我们的奔走，一切的努力，只是要父亲回归生命的原初意义：活着。
而那些曾经的喜怒哀乐，烦恼，痛苦，在这里统统不是问题了。
在生还是死的面前，个体的生命，个体的悲欢都是那么渺小。

　　为人需当孝父母，孝顺父母如敬天。
小孝，供给父母物质上的生活需要，令父母衣食无忧；中孝，积极向上，走正道拥有健康体魄乐观幸
福人生，令父母安心知足常乐；世间大孝，为社会国家世界作大贡献，令父母为之自豪，实现自我人
生，利益社会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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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我们的爹娘》作者，赵志刚，1971年12月生于山东省昌乐县农村，1994年6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
学，2010年10月获长江商学院E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服务于中国检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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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絮语：想起父亲
关于父亲的回忆：永是高大与完美
关于父亲的回忆：慧根深厚，多有巧技
※天下父母
尹洪东: 母亲, 最贴身的信仰
王学堂：唱支赞歌给娘听
李绍章：母亲！
母亲！

刘天鹏 ：悲歌祭奠
吴青松：再读《2009 年春?父亲》
刘天鹏：真诚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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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将慈悲遗子孙五一节期间，父亲的一位至交也一起来到北京。
和他聊天中，我数次提及母亲的一些往事。
哪知这位长辈竟然对我批评起来，大意是：&ldquo;你对你母亲根本不了解，你知道的太少了！
&rdquo;他说起我在上海读大学期间，没有工作的母亲为了多挣一些钱，经常到附近的小煤矿拣煤，每
天消耗大量的时间和体力才卖几块钱。
有一次，她被落下来的煤矸石打得头破血流。
我得知的事实是，母亲差点被迅速驶来的装煤的翻斗车埋葬！
母亲忍受身体上的劳累、精神上的屈辱，做这样一些辛苦而危险的工作，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好好读大学！
&ldquo;哪怕是要饭，也要把你供出来。
&rdquo;这是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那时尽管日子很苦，但总不会苦到需要靠要饭维生的地步，但至少表明了一个母亲对于儿子接受教育
的坚决态度。
那时，爷爷奶奶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我和妹妹上学，花很多学费，而父亲每月的工资不到200块。
1990年到1994年，我读大学的４年，大概是我们家最为窘迫的时期。
每个学期要到上海报到前，总是要拿几百块钱走，但当时太寒素了，母亲的手中连几百元现金都拿不
出，四下借钱。
但是很多人，包括很近的亲戚都冷漠地拒绝了。
母亲是流着眼泪到处借的，她忍受着屈辱，是为了她的儿子，为了儿子高贵而有尊严地活着。
&ldquo;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rdquo;今天，当年那些甚至不肯借钱给我们的亲戚朋友求我办事，我能办的全办了，除非是实在无法
解决的。
&ldquo;以德报怨&rdquo;，是母亲多次向我交代的。
母亲说，求人不易，求人易受辱，只要人家张嘴求你的，能帮忙就帮忙。
母亲的教诲消解了我的怨气，培养了一些慈悲之心。
现在，我是受人尊敬的。
但是，今天的一切，包括赢得的尊重，其实是母亲忍辱换来的。
我不可有一丝自得。
学习母亲的优良品格，就是要学会忍辱，学会忍受肉体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屈辱。
母亲过世后，我曾经陷入无限的悲伤，甚至以酗酒来麻醉自己的神经。
但是，现在我已经走出悲伤的阴影，转而通过深深缅怀、通过学习母亲大人的慈悲来纪念她。
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再沉溺于过去，要我往前看，我非常感谢。
眼下，我要记录、写作这些事，在缅怀之外，更重要的是学习。
忆母母已逝。
一位哥哥发来短信说：&ldquo;请在百忙中抽出５分钟，怀念母亲！
她给予我们生命，给予我们最朴素的为人理念，使我们能堂堂正正做人。
感恩！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rdquo;在母亲节的今日，我写下这些，包括以前的点滴记录，目的就是为了学习母亲，而不是为沉溺
于悲伤。
此篇，就算是对关心我的朋友们的一个答复吧。
母亲节，让我们共同祝愿每一位伟大的母亲快乐，无论她们在俗世，还是在天国！
2006.5.14※为娘写传的空想很多朋友都劝我把从业10多年来的文字整理一下，结集出版。
说实话，我对此并无兴趣。
那几百万文字多是新闻作品，属于&ldquo;易碎品&rdquo;，就是出了书，又岂能&ldquo;保鲜&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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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从那些东西中，我根本找不到自己。
我下定决心出一本真正属于自己的著作是母亲去世后。
母亲在世的时候，我从未记住她的生日。
有一年，我和她说，我要给你过60大寿，母亲当时微微一笑，未置可否。
没有想到的是，还没有到60岁，没等到儿女为她祝寿，她就猝然撒手尘寰。
母亲走后一年多，我暗自制订了一个写作计划，就是要还原母亲作为一位普通妇女的历史，打算
在2007年上半年之前撰写一本有关母亲的传记，将其作为我人生的第一本著作，奉献给母亲60冥诞。
真正展开这次写作计划，是2005年5月30日，那篇文章的标题是&ldquo;相亲的时候，母亲爬上了
树&rdquo;，在文章的结尾我写道：&ldquo;我将一段一段探究母亲的历史，这会是充满我整个生命的
访谈。
今天就算是一个开篇吧，关于母亲，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谜。
揭开这个谜，是我对母亲和我的家族的一个交待。
&rdquo;然而，没有想到，当真正着手写母亲，才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写了一年多了，才写了10多篇，不到2万字，而且多数都是少年、童年的记忆。
每次回家探望亲戚，当我像一个采访者询问他们对于母亲的记忆时，往往只能得到一些零星的东西。
于是，为母亲写传记的设想，很可能成为一个空想。
我对母亲的历史的确非常不了解：懂事之前（1976年）、也就是母亲30岁以前的生活，几乎一点也不
清楚；读大学、也就是1990年后，直至母亲2003年去世，这中间她的生活，我也是一笔糊涂账，模糊
得很。
事实上，截至目前我的文章，也几乎集中在1976年到1990年的15年间。
母子一场，缘分何其深，而我对母亲的追忆，也多聚集于这15年&ldquo;断代史&rdquo;，真是可叹，
记忆何其浅也！
母亲的人生经历能否这样简要概括：1947年农历10月8日，这位平凡的农家女子诞生于山东安丘县一个
普通的村子，在五姐妹中，她是最晚出生的。
因家庭条件所限，未能读书识字。
1959年，12岁时，父母双亡。
后来三个姐姐相继出嫁，与她的四姐相依为命。
1970年，嫁给山东昌乐县的一个小伙子（我的父亲）。
1971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那就是我。
1973年，又生一女儿，我的妹妹。
因为操劳过度，自20世纪80年代起，身体出现各种疾病。
20世纪80年代中期，盖三间新房，欠债数千元。
1987年，转为非农业户口，迁到五图镇，并成为城镇合同制工人。
1991年，因病退休。
2003年８月21日，因突发心肌梗死，猝然离世。
往事并不如烟。
母亲从出生到去世，尽管用上述的几行编年史的文字就能勾勒出轮廓，但浸透在这一年一年的历史中
的，却是有着多重身份的农村妇女的隐忍与操劳，血与泪。
作为妻子，她勇挑持家重担，养儿育女，工于女红；作为母亲，她对儿女极尽呵护，含辛茹苦；作为
儿媳，她以弱女子之身肩扛农活，孝敬公婆&hellip;&hellip;可惜并愧疚的是，作为儿子，我很难描摹其
中伟大的细节了。
母亲的一生，是放下自我的历史。
在她的心中，已经彻底没有了一个&ldquo;我&rdquo;-她把她的青春、智慧、健康、生命，在献给我们
的家族，献给她的丈夫、儿女、亲朋后，突然离去。
母亲是一本永也读不完的书。
今天，当很多朋友劝我不要沉浸在失去母亲的悲痛之中时，我说，我已经放下。
学习母亲，就是学习她的精神，为了别人而活着的布施的精神，将自己融入人群，融入社会，努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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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为他人好好活着，好好做人，好好做事。
2006.6.7※若已不济事，不乐有何益昨夜得一梦，父沉疴已解，气色白润，赤脚于海边疾走，周围放大
光明，吾紧随其后，历数此中委曲，不禁眶盈热泪，问父：此非梦乎？
父曰：非也。
醒来，始知终是南柯一梦。
前几日，守东大哥来京，他获准进入ICU探视。
因为是医生，他从探视中得到的信息以及作出的判断都是专业的。
他认为父亲目前已出现感染性休克，整个机体因为感染而无法正常运转，肝功不好，肾衰，发烧，统
统是因感染问题，就如一台机器的运转，某个零件的失常会造成整个机器故障。
这几个晚上，几乎整夜整夜难以入睡，守东大哥那些实话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打击，对我们，对父亲，
都太残酷了。
与病魔顽强作战的父亲，以及在周围的亲友，像是那个与巨大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尽管事先已知故
事的最终结局，还是要拔剑亮剑，真是太悲壮了。
6月2日下午4点，鼓足全部的勇气，穿好防护服，再度进入ICU，这，是父亲在武警总医院手术近一个
月内，我第4次看他。
不到30天的时间，父亲历经三次大的手术，只为延长生命，只为那一线若隐若现的生机。
这一个月，父亲几乎没有转入正常的恢复和饮食，靠体外那些各种各样的管子维持身体的运转。
让你的身体遭受这样大的创伤，我的决断是不是错的？
在4月初八佛诞日应用呼吸机而不能言语之后，对你的治疗是否合乎您的本意？
父亲，你的眼神那么微弱，那么迷离。
你有没有听到儿子的呼唤，十分钟哭泣中的呼唤，你感觉到了吧，我--您的儿子始终在你的身边，他
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父亲，我看到了，你紫黑的脸颊，肿胀的手，凌乱的发，急促的呼吸，发热的躯体。
父亲，这一切撕裂着你的爱子的心，再也不能复原。
这些天，手机上存满了劝慰我的短信。
无法排解自己的情绪，晚上查找佛学的有关文章，看到丹增嘉措所著《如何面对痛苦》中的一段话：
痛苦除了相对存在之外，它的实质是难以成立的。
因而痛苦只是一种虚假的存在。
所谓虚假，就是如梦如幻的观念。
想起寂天菩萨的偈：若事尚可救，云何不欢喜？
若已不济事，不乐有何益。
6月4日，阴历5月12日。
早上醒来找干净的衣服换上，穿戴完毕，突然发觉居然一身青色，淡青色的徒步鞋，深青色的长裤，
青色的短袖速干衣。
无意中的穿着都是伤感的色彩。
9：04，东哥致电ICU本想问一下是否需要续费，护士确认还有9000元余额后说了一句：医生让你们家
属赶紧过来一趟。
ICU与家属的互动，一般是在出现重要情况之时。
五叔、东哥、刘强和我，4个男人二话不说，直奔医院，迅速上到9楼的ICU。
臧主任探身出来，神情沉郁，他说：老爷子的腹腔再度出血，估计是严重的感染将血管腐蚀，本来还
想帮老爷子一把，看来很难了。
我们都洞察了这位著名外科医生的难过，五叔事后说，他目睹这位主任亦落下泪水。
父亲最后的时刻正在到来。
我大脑一片空白，并未落泪，只记得对主任说了一句话：能否让父亲走的时候少些痛苦？
刘强、东哥、五叔，次第进入，与父亲作最后的告别，我已经没有进入ICU的勇气。
他们都是哭泣着出来。
我倚靠在ICU过道的北侧墙边并无声响，似是在经历一个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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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经过109天的与疾病斗争之后，乐观、顽强的父亲最终没有击败严重的术后感染，在这个初夏，故于
感染导致的多脏器衰竭。
在这一刻，我发现自己所曾经执著过的一切都是不重要的。
阴历5月12日，注定是一个悲伤的日子。
从这一天开始，我已经成为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而且，阻挡死神的屏障业已全部撤除，下一个直面
死亡的，就是我。
11：00，太平间的担架车从ICU被推了出来，父亲沉睡于一个宽大的黄色袋子之下。
隔着袋子，我用手慢慢抚过他的全身，还是温热的，顿时泪飞如雨。
父亲，给予我生命的父亲，就这样永远不再理会他的儿子了！
五叔、东哥、刘强和我，在周师傅的帮助下为父亲更换前些时间买好的寿衣。
他的神情很安详，没有忧愁和痛苦，抚过他的全身，只有手和脚开始变凉。
周师傅为他整理容颜，梳头，留下一缕发丝给我做永久的纪念。
晚上几乎一夜无眠，尽管无法陪伴父亲身边，也算是守灵吧。
把父亲安放于定制的桃木棺椁之中，推进别克灵车，我和东哥护送他前往八宝山殡仪馆。
父亲赤条条来到人世间，又赤条条地被推出ICU，轻轻地来了又静静地去了，连一片云彩也没有带走
。
在殡仪馆，我们选择了最简朴的小告别厅进行遗体告别仪式，在父亲周围的，全是父亲最亲的人，以
及我最亲近的兄弟。
殡仪馆为我们举行了庄重的迎取父亲骨灰仪式，哀乐，致辞，让死者享受哀荣的程序，再次引来我们
的泪水奔涌。
父亲，我们即将护送您回家。
来的时候，您虽然气色不佳，但是情绪是乐观的，是鲜活着的慈父；今天，您却以这样一种冷冰、沉
默的形态返回故乡。
望白云有来有去，想吾父无影无踪。
任何东西也难以减轻我的哀伤。
&ldquo;慈父虽西去，但你曾感受到的爱和你曾付出的爱永远都不会失去。
&rdquo;14：20，我们一行9人启程。
我怀抱骨灰盒，与手捧遗像的东哥、手持灵位的刘强同乘一辆车。
一路无话。
在初夏的夜色中，我们悄悄进入县城，驶入蓝宝石花园父亲的家。
父亲，我们送你到家了。
※岁末絮语：想起父亲这一年，似乎异常沉默。
博客也几乎没有更新，好多朋友询问缘由，我只是说倦了。
实际上不是。
这一年最大的事件是父亲的病逝。
2月16日他到京，步履快得我都有些追不上，6月4日就走了，110多天炼狱般的煎熬，于他，于我，都
是。
我动用了一切人脉资源，花光了所有钱财，但终是无法挽留他。
八宝山火化，没有几个亲人送行，送他回山东，曾经那么鲜活的他，成了一抔骨灰。
心被一刀一刀割碎了。
从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为了记录疗救父亲的过程，开始学着写日记，10万字的流水账，勾勒了整个轮
廓，对我们家族来说，亦是一个交待。
再也不敢翻看，一看就泪落如雨。
母亲去世，我写了一些短文，那时的心只是疼痛。
现在写父亲，除了疼痛，还感到无助。
于这个世界，于人于事，真的是无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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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的力量释放到工作上，怕自己有空隙。
一有空隙，就想他，想他，泪流满面。
很多的场合，无法自控。
8月在云南昆明上课，同学徐梦寒只知道我父亲病了，还不知他已走，在翠湖的大厅拍我的肩膀问：
你爸的病好了没有？
我扭头望她，还未张口回应，眼泪就落了下来。
我对父亲其实还不是很了解，他心细如发，以前认为他是个粗枝大叶的人，其实不是。
他去后我和很多亲人交流才了解他。
他的善良，与人为善，也是极为动人的。
我于暗夜环抱他的骨灰悄然上楼，被邻居听到。
那邻居一下子扑倒在父亲的骨灰盒前面，痛哭失声。
父亲总能和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非因信佛，性格使然。
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如亲人般。
记得父亲临终的训诫，他都很难发出声音了，还嘱咐我好好工作。
为了尽量不去想他，我疯狂工作，疯狂徒步，但走路太多，脚受不了我庞大的体重，在今年11月25
日32公里徒步选拔赛的第2公里处，突发急性腱鞘炎。
母亲走后，每年的生日父亲都要和我通话，他也吃长寿面为自己的爱子庆生。
今年的生日，耳畔再也没有响起父亲温和的话语。
2009.12.26&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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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对母亲的追忆，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乡村母亲，感人至深；对父亲的追怀，特别是救治父
亲的那些过程和细节，给人以揪心之痛。
要而言之，读了这本书，我相信每个做子女的将会反躬自问，都会在以下几点上产生强烈的共鸣：一
是尽孝须及早，孝心不能等待，不然会留下终生的愧疚和抱憾；二是尽孝是无条件的，尽心就是最好
，不能说等自己事业成功了、生活十分富足了才能尽孝；三是要更好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更好地在社
会上立世做人，做一个让父母为之骄傲的子女，是尽孝的最好方式。
&mdash;&mdash;尹洪东志刚是孝子，他在《我们的爹娘》这本书里，写出了一片孝心，也写出了父母
在艰难困苦中不屈不挠地劳动、奋斗的一生。
他的爹娘的许多经历，也正是我的爹娘的经历。
他笔下的爹娘，也正是我们的爹娘。
中国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亡，正是因为有我们的爹娘；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困境中崛起，也正是因为有
我们的爹娘。
&mdash;&mdash;莫言书的出版，除了追忆父母，也作为对他们精神上的合葬，当然也希望此书出版后
能将我对父母的愧疚，对父母恩情的体悟传递给读者，让更多的人不要有我那么多追悔、遗憾，更好
地尽孝，更好地服务社会，有益他人。
&mdash;&mdash;作者赵志刚拿到书稿后我一口气便读完了，也被感动了，有深深的共鸣。
这本书更具价值的是书中诠释了什么是新时代的&lsquo;孝&rsquo;，以及如何尽孝。
相信每个看过此书的人都能从书中看到自己的爹娘。
&mdash;&mdash;责任编辑陈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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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的爹娘》看点：①写给当代青年的孝心棒喝--尽孝要趁早，时间不等人，尽孝一定要从现在
开始②作者赵志刚真情至深--阅读者莫不动容落泪，从中看到自己父母的身影③世界上最爱我的两个
人--我们的爹娘，是每个普通而又伟大的中国父母④著名作家莫言专文作序推荐父母病故时均不满60
岁，这对赵志刚是个巨大的打击。
为了追忆父母的养育之恩，赵志刚将十年来描写母亲和父亲的一篇篇文章结集成了这部作品《我们的
爹娘》。
赵志刚介绍此书写作过程时说：&ldquo;书的出版，除了追忆父母，也作为对他们精神上的合葬，当然
也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将我对父母的愧疚，对父母恩情的体悟传递给读者，让更多的人不要有我那么多
追悔、遗憾，更好地尽孝，更好地服务社会，有益他人。
&rdquo;该书责任编辑、作家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主任陈晓帆在介绍此书编辑出版情况时说
：&ldquo;拿到书稿后我一口气便读完了，也被感动了，有深深的共鸣。
这本书更具价值的是书中诠释了什么是新时代的&lsquo;孝&rsquo;，以及如何尽孝。
相信每个看过此书的人都能从书中看到自己的爹娘。
&rdquo;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为本书作序写道：&ldquo;志刚笔下的爹娘、也正是我们
的爹娘。
他们是最普通的人，也是最伟大的人。
他们生前是我们的靠山，死后是我们足下的大地。
他们的身体化为泥土，但他们的精神会代代相传。
&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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