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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微雨，又至清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特殊年份里，让我们奉上清酒一杯、鲜花

一捧，向先烈献祭，为英雄而歌。

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民

政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

委国防动员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

10家单位联合下发《关于在清明节期间开展“传承·

2019清明祭英烈”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部署开展

以缅怀英烈、传承英烈精神为重点的主题宣传教育

活动。

和平年代里，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祭

奠先烈？因为没有英烈的牺牲奉献，就没有国家的

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

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凭着这样大义凛然的信念和

行动，成千上万烈士视死如归，前赴后继铸就革命的

胜利。任何一个为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魂，

都不应该被遗忘。

据统计，革命战争年代以来，约有 2000 万烈士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生命。这当中，留下姓

名和事迹可考的烈士，仅有 186 万。或许他们的事

迹不被人知晓，或许他们的尸骨再无处可寻，或许他

们的墓碑上空无一字，但我们需要牢牢铭记，新中国

的历史就是这些有名、无名的烈士创造的，正是他们

的流血牺牲，铺就了今天新时代的灿烂新生。

烈士无言，但新的故事仍在继续。位于山东菏

泽的张和庄村，10 多年来，一名退伍老兵张起才先

后查清了57名无名烈士的姓名籍贯后，寄出了一封

封收件人是“烈士”的寻亲信，为他们找寻回家的

路。72年前，在山东菏泽战役中，136名战士倒在了

枪林弹雨中，他们的遗体被掩埋在张和庄村老赵王

河河沿上，墓碑都刻着“无名烈士”。在经历了大多

是杳无音信的沮丧后，今年年初，张起才寄往江苏的

4封寻亲信再次让他看到了希望，第 12名烈士的家

人在南京六合区被找到，而张起才锲而不舍为烈士

寻亲的举动一时间在网络刷屏。

一个人的祭奠令一群人为之动容，铭记历史、

缅怀英烈，也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4

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

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

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2018年4月27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岁月可以带走一切，英烈精神却是夺不走的财

富。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综合国力显著提

升，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中国正重回世界舞台

中央。走进新时代，还有无数机遇等待我们发掘，

更有无数挑战需严阵以待。来自国内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

题尚未解决，国际局势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挑

战；迈向新征程，像烈士一般，始终抱有坚定的理

想信念、真挚的爱国情怀、无畏的英雄气概、无私

的奉献精神，我们才能闯过重重难关，朝着梦想不

断前进。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国家

的繁荣富强，需要有强大的实力保障。我们从未像

今天这样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如此之

近，更加不能忘却革命先烈为之无私奉献的精神。

回望来路，不忘初心。祭奠逝去的英烈，是为了更好

地塑造明日的辉煌。

就让我们在清明这样特别的日子里，除了踏青

和扫墓，也为革命英烈默哀致敬，用手中的花束为他

们留下一片芬芳。

清明祭先烈 不忘英雄魂
□ 郭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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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寒食·清明节的祭祀文化，与端午节、中秋
节等节日比起来，要丰富很多，也复杂很多，当然也
就有点纷乱，这就很有文化整合的必要。其知识谱
系的建立，全民文化共识的达成，十分重要。

中国的端午节，虽然有纪念伍子胥、曹娥等多种
说法，但是纪念屈原成为主流形式，大家是认同的，
传播面非常广。端午竞渡，2000 多年来，从凤舟到
龙舟，其舟船竞渡仪式也是共识。端午节从来就是
正能量，几乎没有异议。

但是寒食·清明节就不同，寒食是一个良俗还是
陋俗，历史上争议延续良久。清明上坟扫墓与否，分
歧也很大。唐朝皇帝提倡，但是臣子反对，如韩愈认
为扫墓不合古礼，言论多有批评。直到顾炎武时代，
他还在《日知录》里斥责扫墓行为。这种矛盾是礼俗
制度的坚持与与时俱进的矛盾，也是不同价值观的
矛盾，以及权利诉求带来的矛盾。

寒食·清明节负载着强大的文化功能，我们不能
在吵吵嚷嚷中，忽略了清明文化传统的传承。建立
寒食·清明文化的知识谱系与祭祀的实践体系，让节
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承担其使命，是节
日文化传承的重要事务。

家国情怀

寒食·清明节是中华民族成员祭祀权利平等的
重要节日。在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
庙、庶人无庙的制度体系里，平民祭祀先祖、感恩前
辈的权利十分有限。有权有势的人在庙里祭祀祖先，
没有庙的庶人，墓祭上坟是无奈的选择。唐人建立这
样的制度，给了上坟和墓祭以合法性，这是大唐王朝
的胸怀。国家法定节假日清明节的设立，实际上是继
承了这一伟大传统。清明节对于社会道德建设、家风
建设的意义不可估量。国家层面祭祀先烈，是对为国
家民族献出生命的英雄的缅怀和报恩；国家祭祀炎
帝黄帝伏羲女娲，是对于人文祖先的缅怀与感恩。清
明祭祀的微观与宏观方面都是做得较
好的。

地方政府、企业、学校等中

观层面是民众赖以生存的机构和土壤，是一个值得
感恩的处所：单位提供了个体的生活资源，为生计、
发展所系。这些企业、单位和学校等，都有其开创者
与牺牲者，是单位和地方的先贤、乡贤。地方与单位
的参与构成了清明祭祀的强大腰身，构建了清明文
化的完整谱系。以高校为例，近 10 年来，能够开展
高校先贤祭的院校，从最初的华东师范大学和华中
师范大学倡议的 8 所高校，到现在 30 多所高校联
盟，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西南大学、山西大
学等，可谓阵容强大。中观层面的清明祭祀活动，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建立中国寒食·清明节的“国家
—地方与单位—家庭”的祭祀系统十分迫切。

多彩文化

相关传说与神话是节日必须讲述的话题。相对
于屈原投江、龙舟拯救、粽子祭祀故事系统广泛流
布，介子推护卫晋文公、隐居绵山、火焚致死的故事，
知名度在当下要低很多。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传播
极其广泛，龙舟、粽子作为两大节日符号与仪典，每
年端午节都要辉煌上演，都在讲述屈原故事，这就是
行为叙事与景观叙事。然而，寒食·清明的起源故事
传播相对来说力度不够。

对于清明节来说，节日的主角不是介子推，而是
国家层面的黄帝、炎帝、孔夫子，家庭层面的列祖列
宗，以及社区层面的乡贤先贤。对于山西之外的地
区，寒食·清明节的故事主角叙事分散，介子推故事
怎么能够广泛传播开去呢？清明节缺乏整体性神话
传说的有效推广，缺少整体性节日食品系统的认同，
缺少对多民族共同参与的节日起源英雄对象祭祀仪
式的弘扬，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国清明祭祀应该是一个系统，不是零散的小
型活动。在寒食·清明的叙事谱系里，首先是节
日发生之灵魂人物应该得到祭祀。清明祭祀
神灵的第一位应该是介子推，他是寒食·清
明之神，忠孝之魂；其次是炎帝黄帝孔夫
子等，他们是民族精

神的化身；然后是各地乡贤先贤，他们是忠孝文化的
地方楷模；最后是各家各户的列祖列宗，是各家各户
最需要感恩的对象。这是 4 个层次的祭祀对象，前
二者是中华民族需要共同祭祀的，第三层次可以各
地不同，第四层面各家不同。这样便形成了统一的、
多彩的寒食·清明文化。

确立谱系

寒食·清明代表人物介子推的忠孝节义及其广
泛文化价值是不可替代的。介庙、介林、绵山等文化
圣地两千年传承，是重要的文化景观。介子推信仰
应该学习妈祖信仰的模式，建立祖庙与分灵制度。
天下妈祖，祖在湄洲——这个制度在世界上几千座
妈祖庙之间是得到广泛认同的。

我认为，应该以绵山圣地为中心，以介庙、介林、
介墓等景观为核心载体，建立介子推祖庙与分灵系
统，改变介子推祭祀各自为政的局面。同时，发布核
心的传说故事系列，以及神像、仪典规范，让清明祭
祀成为一个统一的多彩的文化谱系，让民俗的语言
叙事、仪典叙事和景观叙事统一起来。从南北朝到
唐代，许多帝王亲临介庙，或者派员来到介庙，祭祀
介神。本来全国各地都有介庙，但是目前介子推的
文化空间主要在山西地区，有必要让介子推再次走
出三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寒食清明的知识谱系有待系统梳理。弘扬寒
食·清明文化，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华东
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中心主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建构清明祭祀文化谱系
□ 田兆元春暖花开，草长莺飞，清明又至。地处浙北湖城远郊

深黛色的桂花山公墓一抹在眼前，苍松翠柏蓊蓊郁郁，近
处的树木一派的新绿。

这里葬着许多先人。可是似乎太挤了，林林总总，排
列整齐。我手里拿着一捧鲜花，随着扫墓祭祖的人流走
向山的高处，在甬道的石阶边，我一眼看见父亲母亲的墓
碑，这就是他们的家。伫立在松柏茸茸、庄严宁静的墓碑
前，我与妹妹点上香，献上鲜花，默哀跪拜，喃喃道：阿爸，
姆妈，我们来看望你们了！我分明听到了来自土地深处
的絮絮细语。因为，父亲和母亲一定很想看看我们，就像
我们一直想着那些有二老相伴的日子。

父亲和母亲就安息在这里，像一代代的先人那样回
归大自然的怀抱。这就是一个人的归宿。就这么一块石
碑，几个字，它告诉我们，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就在里面
了。密密的阳光照着田野，照着远近的金盖山和道场山，
照着这里的松柏桃花，照着这些安静的墓碑，这些安静的
先人。

时光真快啊！一转眼母亲已离开我们20多年，父亲
也于 2009年阳春三月与最爱的人相伴天国。可是这些
年有一样是不变的，那就是父母的爱一直在我们身边。
随着岁月沉淀，我对父亲母亲的理解像酒一样越来越绵
长。因为父亲母亲，这个原本陌生的地方使我觉得亲
切。跪拜在父亲和母亲面前，阳光温馨地照着我。闭上
眼，我仿佛看见二老慈祥的音容笑貌，是那样栩栩如生，
亲切、温和。真想亲耳聆听他们的诉说，哪怕是永无休止
的唠叨，也是一种鞭策，一种动力。但生命的消失像云、
像烟，猝不及防，转眼即逝，毫不留情。尽管再不能言语，
但我们活着的人也能猜到父母希望儿女们做些什么，或
许这就是父母的遗愿吧！

清明节是沉重的，它让人真切意识到，生命的尽头原
来只是一抔黄土。这样的节日也让人进一步思考生命的
意义：对逝者来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与亲人们相处的
点点滴滴；对生者来说，则应好好把握时光，珍惜自己所
拥有的一切，把叠加的思念添在以后的日子里。

“生死两相隔，思念无尽时”。我在父亲母亲的碑前
默哀长伫，默视中与双亲对话。一幕一幕的那些尘封的
回忆，悄然涌上心头，那些充满快乐和悲伤的日子仿佛就
在昨天。二老的言谈举止如今回忆起来还是那么清晰。
可当我知道这一切都已成过往，如东去的流水再不会回
来，我的心又是那样苍凉和悲伤，只能将父亲母亲的慈爱
收摄于心。真的应该感谢那些花花草草，它们总是比我
更早地到来；而我，只能等到这一天，奉上一瓣心香，追忆
和缅怀那对我们恩深似海的父亲母亲。

慎终追远，勿忘先人。清明节扫墓祭祖是最好的见
证：见证了年复一年后辈们对已故亲人的铭记、缅怀、感
恩之情；见证了色彩浓郁民俗节日深厚的文化意蕴与情
感记忆；见证了沿袭 2000 多年中华传统祭祀方式一代
代传承。

思念无尽时

□ 林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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