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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节日 心灵的盛宴
本报记者 李娜王红

清明经济需要
更多传统文化

“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
垒垒春草绿。”这是唐朝大诗
人白居易眼里的清明扫墓，
时至今天，鲜花祭奠，插柳踏
青、放风筝……形形色色的
传统民俗，将对先人的追思
与对万物复苏所带来的欢快
融为一体。

昨日，记者走访陈寨花
卉市场了解到，虽还未到清
明节，但已有市民提前购买
或预订鲜花扫墓。商家普
遍表示，清明节订花自上周
末开始逐渐升温，虽然价格
一路走高，但订花量却翻倍
增加。

事实上，清明节一直以
来都是不少居民的家庭团圆
日，郑州人一般都是以家庭
组团的形式扫墓，上午扫墓、
中午吃顿团圆饭、下午在周
边景点踏青成了多数市民清
明假期的行程表。清明家宴
不仅带旺了郊区“农家乐”，
市内不少餐馆酒店也在春节
淡季后迎来第一个小高峰。

“经过近两年的市场培
育，市民对清明小长假的认
同度有所提升，所以清明商
战力度也有所提升。但从总
体来说，传统文化回归在一
定程度上带动了清明经济，
但这一市场在郑州还没有进
入成熟阶段。”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目前清明经济仍缺乏
有效的整合，需要更多把郑
州的人文历史资源和风俗民
情更多地相互结合，才能利
用清明小长假撬动市场整体
消费需求。

清明是一个节气，是一个
被赋予了追思感恩的日子。

人间四月，花意阑珊；清
明时节，乍暖还寒。清明的
文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渗
入了我们时代的新韵，且历
久弥香。

清明
又逢清明，这是一个感悟生命、缅怀先人的日子，那挥不去的丝丝情愫，在这个特定的日子里无限绵延……
对阡陌纵横的农业中国来说，清明是刀耕火种的一个节气；对忠孝仁义的道德中国来说，清明是认祖归宗的一种祭扫；对诗词歌赋的文化

中国来说，清明是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尊重……
千年来，人们用各种形式来度过这个特殊的日子。今年，已是清明节被正式纳入国家法定假日的第三个年头了，我们看到一幕幕家人

携手扫墓踏青的和谐画面，有越来越多的人倡导“低碳扫墓，绿色清明”，鲜花祭奠、网上祭奠、树葬、海葬等形式正在逐步取代一些不文明
的祭奠活动；更多的人选择这个小长假出门踏青，去体验春天的美好和生命的复苏——

省电力公司职工、今年48岁的郝立志
是家中长子。以往清明，他都会给父亲

“大操大办”一番。今年清明他则说:“低碳
生活，绿色祭祀。今年我就给老父亲送上
一束鲜花，又环保又节约。”

市民刘刚的姥姥和姥爷生前是离休
干部，两位老人的骨灰一直存放在烈士陵
园。今年清明前夕，刘刚和家人商量，将
两位老人的骨灰进行了树葬。3月 28日，

他和家人一起种下了一棵大叶女贞，将老
人的骨灰洒在了泥土里。

郑州市殡葬管理处主任杨虎介绍
说：“从 2008年郑州市第一次组织集体树
葬活动以来，报名人数每年递增。参与
人数的增多，表示人们越发重视低碳的
殡葬方式。”

与之相对应，郑州市的各个墓地都推
出了壁葬、花坛葬、草坪葬等绿色殡葬方
式，由于形式新颖和环保节约，前来咨询
的市民也与日增多。

而对于年轻人来讲，更是兴起了网上
祭祀。32岁的公务员赵静告诉记者，今年
清明，她打算专门在祭奠网站上为逝去的
亲人设祭堂，点上香烛，敬上一杯茶。“虽
然是虚拟的，但那分思念是真实的。”

几乎每年清明，国棉三厂的退休职工、
65 岁的周忠和都会带上一家人赶回老家

“看望”去世的父母。大孙女图画比赛得了
第二名；小儿子今年也添了个胖小子……
一年中的喜怒哀乐，一家人的生活变化，老
周对父母说得很详细。老周的想法很简
单：“百善孝为先，每年带孩子来扫墓，我的
话，我的行动，孩子看得到、听得到，这种形
式本身就是对儿孙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

中学教师、42岁的胡灵说：“虽然不能

每年都赶回老家扫墓，但一到清明，总想起
父母。到如今，我后悔没有给父亲换一个
新的电动剃须刀、后悔没有带母亲去看她
最喜欢的大海……子欲孝而亲不在，这是人
生最大的一种悲哀，而一年一度的清明节，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弥补孝心的机会……”

著名作家毕淑敏在《孝心无价》一文
中说：“我相信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

曾在心底向父母许过‘孝’的宏愿。相信
来日方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自己必有
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
尽孝。可惜人们忘了，忘了生命本身有不
堪一击的脆弱。”

世界上有很多珍贵的东西，当我们拥
有时并未珍惜，直到失去的那一天，才蓦
然发现它在我们生命中是那样宝贵。父
爱母爱，就是如此。清明节，让我们在思
念中体会感恩。

本期策划：时政新闻部

从民间找寻失去的礼仪
——访郑州市社科联副主席、社科院副院长窦志力

本报记者 覃岩峰

对于清明，郑州市社科联副主席、社科院
副院长窦志力有特殊的感情。他说，有诗云：

“杨柳青青四月天，花絮飘飞漫无边。夜雨闻
笛知是谁，莫道千山相隔远。”由此便想到了

“清明时节暖气吹，祭祖扫坟忙踏青”的景象。

沐浴香熏去拜祖
窦志力说，中国的农历节气基本上都是老

祖宗根据气候变化情况来制定的。人间四月，
因为天气日渐“清洁而明净”，才有“清明”一说。

清明时节主要是扫墓祭祖。窦志力认为，
清明踏青与扫墓中特别讲究礼仪。一般在着
装上讲究灰色，首先出门前身体要沐浴、香草

熏各三次，然后净手，再用燃香熏手，一家人或
者族人带供食、香、纸、鞭炮至坟上，先上香后
上供。有的会在坟头上压一方纸，祭奠时会告
知先人后人所为，或者会说如何努力，儿孙如
何孝敬等等，然后培土放炮。

从民间汲取传统文化的真谛
“我们常常讲自己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其

实文明的标志是体现在每一个公民的社会状
态与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的。”窦志力
说，诗书礼仪，这是中国人最根本的文化习俗，
他极为反感的就是现在许多人在做些徒有其
表的文章去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又是读经又是

学孔，或者穿上汉服唐装等等，其实这是害了
传统文化。

窦志力认为，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真
谛，还是应当从民间开始，这叫“礼失求诸野。”
时代不论如何演进，中国民间还是有很多文化
传承经久不衰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提升到文
化层面。就如同韩国人的端午节，为什么他们
申遗能够成功？其实他们是根据中国明代以
前的文化习俗加上自己的理解改造的，他们更
为强调与关注的是礼节和仪式。而我们更应
该对传统文化进行收集和整理，只有这样才能
让中国传统文化永久保鲜。

不同的祭奠
一样的哀思

覃岩峰

每到清明便有一种淡淡的哀思，这
种哀思可以是土坟前的点白烛烧纸钱，
也可以是网上祭奠时的献白花撒清酒。
不同的祭奠方式，其实都在表达同一个
心声——对逝者的怀念和对生命价值的
审慎和思索。

相对于圣诞节、情人节等外表光鲜
的洋节，清明节显得平淡高雅而有内
涵。清明节，你可以到故人墓前深深鞠
上一躬，表达哀思；你也可以在故人坟前
植下一棵树，栽下一株花，让它代替你时
时陪伴故人……

在祭奠中，我们拒绝了外界的喧嚣，
最隆重的纪念，变成了静静地息坐，最珍
贵的献祭，也只需一缕心香而已。同时，
在清明这一天，大家因为共同的记忆而
聚集在一起，因为有共同的纪念而使得
相互之间的亲情或友情变得更加牢固，
清明节变成了一种人性和心灵的洗礼。

这样的画面让我们印象深刻：在四
川，一名灾区遗孀重新组成了家庭，每到
清明，她都会默默地在前夫的坟前烧一
把纸钱，给坟头锄草添土，这样的祭奠呈
现的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那是一种心
灵的交流；在陕西，成千上万的人们公祭
轩辕黄帝，在肃穆的气氛中祭奠先祖，这
样的祭奠表达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礼敬
和传承；在湖南等地，越来越多的人在祭
奠后走向乡间村野，荡秋千放风筝，让生
命的价值和意义得到升华，这也是对逝
者最好的告慰。

笔者认为，无论是以焚香、奉酒这类
可触可感的形式祭奠逝者，还是网上献花、
写词这种虚拟形式的哀悼，都只是一个载
体，故人在我们的心里，怀念也在我们的心
里，无论哪种形式都表达我们无尽的绵绵
哀思，彰显着我们将继往开来的信念。

低碳祭扫 风清景明

悠悠思念 体会感恩

撒下花瓣寄托哀思

向英雄敬礼
碧波泛舟碧波泛舟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李焱 陈靖 摄

让灵魂和大海同在

愿逝者安息
愿生者幸福
本报清明专版开设“有话说给逝者

听”栏目的消息见报后，几天来，记者收
到上百条读者的短信、电话和邮件。

有的读者打电话时声音哽咽，表达
对逝去亲人的追思；有的读者满怀深情
赋诗一首；有的读者写了长长的文章，回
忆和逝者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

由于版面所限，我们不能将读者的
心声一一表达，仅从中选取其中一部分
登载。在此，感谢读者对本报的支持，愿
逝者安息，愿生者幸福。
读者任进书：

先妣辞世四十年，至今念起双泪悬。
刚满十五形影孤，上课学习成茫然。
知情六载书不弃，桥工七年奋争先。
高教自学获大专，工人转为公务员。
苦干实干加巧干，领导同事皆喜欢。
不负众望不怕累，勤奋工作成正县。
如烟往事倏然过，少年飘零老来安。
欣逢盛世清明节，在天父母应开颜。

手机号为135****1791读者：
妈妈，您离去的时候，我刚刚记事。

以前我常去坟上看您，现在我也腿脚不灵
活了，想看您已力不从心。幸好，郑州日
报可以让我说说心里话。妈妈，我想您。
读者星海泛舟：

家父去世近半年了，我始终未能从
悲伤中走出。值此清明节来临之际，怀
念父亲，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平安祥和
幸福。
读者李杰：

亲爱的母亲，您用一生的心血养育
了九个儿女，辛酸苦辣怎么能说得清
呢。如今，您儿孙满堂，该享清福的时候
却走了。日子一天天逝去，心里却一直
思念着您。
读者殷燕燕：

婆婆：我和您未曾谋面，未能尽孝，
终身遗憾！您的儿子每每提起此事，无
不伤心落泪，此乃他人生的最大憾事。
祝愿您在另一个世界一切都好！
读者李郑纺：

爸爸，我们今天来看您了，如今您的
孙子、孙女都已大学毕业，开始了自己的
人生之路，他们也会继承您的崇高品质，
兢兢业业工作，踏踏实实做人，为社会贡
献自己的才干。敬爱的父亲，我们永远
怀念您！
读者司先生：

父亲，在又一个清明到来的时候，默
默祝福您在天堂一切安好。好想抱着
您，如果有来生，还做您的儿子。
读者李云：

我的父亲去年 9 月 7 日离开了我
们。我想对他说：“爸爸，你放心吧，你伟
大的一生，朴素的一生感染了我。我会
像你一样做人，会在鲜花和掌声中，夹着
尾巴做人。我会把家支撑起来！”
读者王书文：

纷飞的泪雨化作朵朵白花
千万道哀思如长虹经天

心香一瓣 遥祭你
我远在天国的爷爷

读者幽谷客：
寂静小路荒通幽
残月半边是哀愁
清香鲜花与薄酒
遥祭亲人您可收

十字路青烟袅袅
寄哀思直上云霄
天堂里面可安好
好想梦里再相邀

腮边泪痕尚未干
半是思念半辛酸
二老双亲若健在
吾愿撒娇如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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