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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草木繁茂，外出踏青，祭奠先人，成为中
国人的习俗。这个节日于中国人还有另一层意涵：人
们不仅要祭奠生养后代的先辈，还要祭奠为民族大义
而献身的先烈。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
忆中，无数革命英烈、仁人志士，为了人民的幸福、民
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英勇战
斗，在国家建设的第一线顽强拼搏，把全部青春和热
血，奉献给了脚下的神圣热土和心中的崇高信念。“桃
花红雨英雄血，碧海丹霞志士心。今日神州看奋起，陵
园千古慰忠魂”。清明时节，到烈士陵园为革命英烈扫
墓，不仅是一种情感的缅怀，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这种传承中，有一种精神，叫做忠诚信仰。1935
年1月，方志敏率领的红10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通
过皖南怀玉山区封锁线时，部队陷入敌人的重围。由
于叛徒告密，方志敏不幸被俘。蒋介石获悉方志敏被
俘，立即密令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千方百计劝降方志
敏。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方志敏始终怀着对共产主
义的美好憧憬，忠贞不屈，大义凛然。在黑暗潮湿的
牢房里，重病在身的方志敏连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

《清贫》《狱中纪实》等著作。他的著名诗句“敌人只能
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
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
坚定的革命气节和崇高的人生追求。

这种传承中，有一种精神，叫做爱国主义。著名
抗日英雄、爱国将领吉鸿昌，曾因对“围剿”红军态度
消极而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其出国“考察”。在旅
居国外的日子里，吉鸿昌积极向侨胞宣传抗日救国的
道理，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同仇敌忾、救亡图存。面对
外国人的歧视，他掷地有声地说：“中国人顶天立地，
有尊严，有志气，做一个中国人堂堂正正、无上光荣！”
他还找了一块小木牌，工工整整地写上“我是中国人”
五个字。每次外出或参加宴会，他都别在胸前，昂首
阔步。今天，这种爱国情怀和浩然正气，仍是激励中
华儿女为实现中国梦而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

这种传承中，有一种精神，叫做顽强不屈。1934
年11月下旬的湘江之战中，红军34师师长陈树湘率
领全师掩护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安全渡过湘江后，被敌
人截断在湘江东岸，陷入了重重包围。所有联络被切
断，阵地变成了淹没在血海中的孤岛。12月12日，部
队已不足300人。陈树湘指挥部队抢渡牯子河时，被
敌人的子弹穿透腹部。他用腰带压住伤口，忍着剧痛
继续指挥部队战斗，后来不幸被俘。敌人得知他的身
份后，百般威逼利诱。陈树湘始终不为所动，趁敌人
不备猛然用双手撕开缠绕在腹部的绷带，忍着剧痛从
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把它扯断，实现了“为苏维埃新
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谱写了一曲贞守革命
气节、维护军人荣誉的英雄壮歌。

这种传承中，有一种精神，叫做为了人民。1931年7
月底，王若飞受命从莫斯科到内蒙古领导革命斗争，因
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敌人的拷问，他毫不畏惧，宁死不屈，
还把审理当成宣传革命道理的好机会，在法庭上慷慨激
昂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痛批国民党蒋介
石的种种卖国罪行。敌军官对王若飞的表现十分不解，
问他到底是为了什么，王若飞坚定地回答：“我们共产党
人最高的信仰就是一切为了人民。能为真理、为人民而
死，是我最大的光荣。”“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这是王若飞
的坚定信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

这种传承中，有一种精神，叫做铁纪如山。1952年10
月的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邱少云随部队执行潜伏
任务。敌人的一枚燃烧弹落在了离邱少云两米远的草地
上。霎时间，飞溅的汽油燃烧液溅着了他身上的伪装，立
刻燃起熊熊火焰。这时，只要他打几个滚翻，身上的火很
容易扑灭。在他的身后，还有一条小水沟，滚进去也能把
火熄灭。但是，此刻山上山下有几十架望远镜对着燃烧
的地方，只要出现一丝动静，敌人的炮火顷刻之间就会
把潜伏地区炸成焦土。邱少云紧咬牙关，身子紧紧贴住
地皮，双脚死死蹬住地面，两手深深插进泥土。熊熊的火
焰无情地迅速蔓延，邱少云却像一块不可撼动的岩石，
伏在火中一动不动，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

据统计，革命战争年代以来，约有2000万烈士为中
国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英烈精神，已融入中华
民族的血脉，积淀为代代传承的基因。每年清明，当人
们踏着春的脚步来到烈士陵园，又会发现，曾经的烽烟
蔽日，战火凄迷，都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定格。无论
历史是否记下英烈的姓名，他们走过了岁月，留下的是
永远的芳华……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

桃花红雨英雄血
□ 尚 伟

清明时节，到烈士陵园为革命

英烈扫墓，不仅是一种情感的缅

怀，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清明
又至。“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对我们来说，清明节绝不仅仅是休
息娱乐的假日，更是承载着深厚民族文化
的重要节期。作为承续了两千多年历史
的中华传统节日，清明文化在时间的积淀
中不断更新、升华；而当代人在铭记、传承
传统的同时，也赋予清明节更多时代内涵
与现代活力。

传统之源
节气、祭扫、踏春

清明，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根据
《淮南子·天文训》 记载，“春分后十五
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
时间是大自然的产物，节气展现的则是
农耕文明的智慧。2016 年，“二十四节
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
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被列入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便是
对其文化内涵的极大肯定。先民通过观
察天文地理、气象物候，来感知自然变
化、安排农业活动，敬天顺时，依农得
时，从而创造了二十四节气。所谓“认
识一个民族，其实就是认识它如何使用
时间”，节气犹如包裹着中华民族农耕文
明的文化密码，具有时间性与实践性的
双重含义。从中既可以窥探出古人如何
以人之理性追问天地运行与造化万物，
更鲜活地展现了“天人合一”“和谐共
生”的文化理念。从自然中推演人文，
在人文中回归自然，这就是中华民族的
文化之基、哲学之本。

唐宋之后，清明节逐渐融合了寒食

节与上巳节的习俗，扫墓祭祖成为节日
的核心内容之一。正如 《弟子规》 中所
言，“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唐玄
宗时敕令“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
五礼，永为常式”，扫墓祭祖的风俗随之
逐渐固定下来。在双亲先祖的墓前，酻
一壶清酒，备一餐食物，燃一对蜡烛，
焚一叠纸钱。在飘忽不定的烟火前，古
人跪述对先人的无限哀思，感念双亲的
生育之恩，缅怀父母的音容笑貌。中华
文化素来重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扫墓祭祖便是这一文化意识的凝结与升
华。它不仅仅是个人情感与心境的表
达，更借助年复一年、家族同体、感情
充沛的仪式重演，唤醒、塑造和强化了
家族、族群、集体的共同记忆以及中华
民族的家国情怀。基于此，中华民族的
文化便有了人文情感与生命延续的厚度。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
城 。 日 暮 笙 歌 收 拾 去 ，万 株 杨 柳 属 流
莺”。随着节令习俗从祭典性向娱乐性与
礼仪性的演变，踏春出游、荡秋千、蹴鞠、
放风筝等活动在唐宋时期也逐渐成为清
明节的另一项文化内容。扫墓祭祖渲染
了清明节的肃穆，踏春出游则展现出清明
文化的灵动。这一对看似矛盾却又融为
一体的节日色调，赋予了清明节更为深远
的文化内涵。在草长莺飞、层林渐绿的阳
春三月亲近自然、感受新生，一驱内心的
抑郁与冬日的寒气，这是顺应天时、人地
和谐的最好展现；而将春天蓬勃的生机与
缅怀先人的悲凉共置心中，又展现了古人
悲欢与共、生死并置的人生哲学。所以，
清明节不仅彰显了“哀而不伤，乐而不淫”
的中庸文化，更塑造了“追思先人，勿忘生
者”的生命境界。于是，中华民族便有了
直面生死的勇气与豁达。

时代之本
追忆、缅怀、感恩

“清明一霎又今朝”。经典而不封闭，
规范而不拘囿，正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
路径。在传承历史底色与文化积淀的同
时，时代应赋予其更多的现代气息。

追忆先人，是清明节传承不绝、延
续至今的核心文化内涵。天下之人皆有
父母，族群各有祖先，民族亦有本源。
这种“我是谁”的心灵追问，扎根于每
位华夏儿女的心中。纵使生活散于五
洲，但是寻根谒祖的观念仍可将我们聚
于华夏。所以，每年清明前后，无论是
在机场、口岸，还是各地的乡间小道，
都能见到返乡祭祖的人文之景。不过，
情感是不变的，仪式是流动的。扫墓祭
祖的形式并非是对传统旧制的完全沿
袭。借鲜花表达哀思，用文字延续情
感；以植树培土感念生养之恩，建石碑
陵园寄托追思之情。我们已然看到了仪
式的创新性发展，期待更多文明、合理

的方式延续这一神圣的生命交流仪式。
与追忆先人同样庄严肃穆的，是对英

烈的缅怀。“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
英 雄 ，一 个 有 前 途 的 国 家 不 能 没 有 先
锋”。血缘亲情的延伸，变成了对山川故
土的热爱，而山川故土的灵魂，便是英烈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印记。“一寸山河一
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无论是在民族
危亡之际，为了摆脱列强的侵略与蹂躏，
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与安全而奋起反击、
血沃中华的革命先烈；还是在和平年代，
用血肉之躯筑起安全屏障，用流血牺牲书
写爱国忠诚的人民英雄，他们都是最可爱
最可敬的民族脊梁！近十年来，清明节缅
怀英烈的氛围日渐浓厚。从中国人民抗
日纪念馆到各地的烈士陵园，从网上缅怀
到实地祭奠，民众以不同形式追思为中华
民族的凤凰涅槃、共和国的和平崛起而牺
牲奉献的民族英雄。

而我们在缅怀英烈、继承英烈遗志的
同时，更应该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历史
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如果想
逆历史潮流而动，随意否定、歪曲甚至美
化侵略历史，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中国人
民绝不答应！

将慎终追远的外延进一步扩大，感
恩应该成为时代赋予清明节的新内涵。
追忆先人，缅怀英烈，并不只是表达哀
思，同时也是表达对历史的敬意，感念
先 人 的 育 养 之 德 与 英 烈 的 无 畏 牺 牲 。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在古人的诗教传统中，
感恩被勾勒为融入温情、嵌于血脉的人
性良知。但是这一人伦底蕴却因其“平
淡如水，不尚虚华”的秉性以及国人含
蓄内敛、羞于表达的性格，而逐渐被淡
化乃至忽视。

中国的感恩文化是在乡土人伦的脉
络中发展而来。无论是“投桃报李”，还是

“衔草结环”，都道出了感恩所拥有的“感
激”与“报恩”的双重之义。所以，在清明
节提倡“中国式感恩”，不仅充溢着情感，
传递着记忆，更指向未来的行动。它将每
一个个体与生俱来的良善激发出来，将感
恩反哺的种子变成身体力行的参天大树，
让人们懂得感恩，乐于回报，胸怀天下，共
铸未来。

文化之义
文化常在，民族不老

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
志，更是民族的根基与内核。作为民族
凝聚的精神纽带，民族生命的延续基础，
文化认同从精神层面回答了“民族是谁”
的问题。从其内容结构来看，文化认同
是一个由多种文化元素、价值观、道德规
范组成的金字塔，其根基就是民族优秀
的传统文化。

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节日
凭借其体验式的仪式活动，变成了活在百
姓之中的传统。它承载着我们的文化，浸
润着我们的生命，安顿着我们的心灵，更
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情感、理念、思想、价
值。尽管跨越了几千年的时空，有所传承
与发展，节日依然可以满足中华儿女心中
共同的精神追求。它依然可以凭借其特
定的文化内涵与情感记忆，塑造并点燃中
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所以，文化常在，民族不老。

“清明时节出郊原，寂寂山城柳映门”。在浩如烟海的诗词书画之中，我们可以一品文人墨客赋予清明节的多重文化意境。即

便如此，清明节，这一随时代变迁而不断积淀、升华的节日，其深厚的文化意蕴远非一纸诗画所能道尽。缅怀与期待、人伦与理想，

这些看似矛盾的词组都融汇在色彩浓郁的民俗节日之中

慎终追远又清明
□ 武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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