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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丰厚的清明文化

□钟芳

———读张勃《清明》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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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上， 基层代表委员带来接地气、 冒热气的建议与提案———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离不开高技能人才， 也离不开高

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产业工人改革势在必行。” “由于新就业形态工作方式多样

灵活， 难以符合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这就让一些企业钻了法律空子， 劳动者

叫苦连连。” …… “我们从一线来， 为一线发声。” 在全国两会上， 广大职工群众

关心的话题是一线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更是一份份建议、 提案的源头所在。

直抒胸臆

巾帼之花 魅力绽放
在我们身边， 女性劳模先进绽放风采、 汇聚才智， 她们在不同领域展现出独

一无二的魅力。 她们有的是科研能手， 有的是普通技工， 有的享誉国际， 有的默

默无闻。 她们是首都之花， 绽放在企业、 社区、 医院等各个角落； 她们是希望之

火， 凝聚半边天的力量， 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

特别报道

2023年3月下旬刊 本期看点

“我们从一线来，为一线发声”

奶奶出生在一处偏僻的小山
村， 那里依山傍水， 明月半墙，
滋养了她的童年。 20岁时， 作为
新嫁娘的她在众人的祝福声中，
来到爷爷所居住的村庄， 与他齐
心经营着崭新的婚姻生活。

奶奶十分贤惠， 嫁入夫家后
便快速进入女主人的角色， “三
日入厨下， 洗手做羹汤”。 婚后，
她先后诞下两子一女， 最小的儿
子即我的父亲。

奶奶和爷爷是普普通通的庄
稼人， 勤勤勉勉助儿女成家后，
在离我家约50米的地方建了一间
小房子。 这看上去极普通的50米
土路， 却在我的生命中洒满了温
馨的记忆光点。 小时候， 我时常
见到奶奶端着一个盘子颤颤巍巍
地朝我家走来， 盘子里面装有几
个刚出笼的馒头， 只见她用手掐
了一下馒头外皮， 兴奋地对着我
高喊： “快吃吧， 还是热的！”

奶奶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
而且总能如滤镜般滤掉我少年时
期的种种不快。 她或摇着蒲扇，
送我丝丝沁人凉风 ； 或讲着故
事， 带我进入光怪陆离的童话世

界； 或拿着糖果， 赠我一份甜蜜
的记忆。

奶奶家的米缸里放着几个苹
果， 那是亲戚看望她时馈赠的礼
物， 这在物质比较匮乏的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还是稀罕的美味。 奶
奶一直舍不得吃， 我偶尔去奶奶
家时， 她总是变戏法似地递给我
外皮皱了的苹果， 然后满脸笑容
地看着我津津有味地吃完。 长大
后， 我偶读古书， 惊心于记忆中
的这一幕与明代散文家归有光
《项脊轩志》 中提到的 “儿寒乎？
欲食乎？” 竟是如此相似， 不禁
有些泪目。 原来， 人间大爱的内
在逻辑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那些
感天动地的赞歌， 不过是一场场
传承有序的亲情接力赛， 却使得
后辈们获得从容前行的力量， 驶
向成长的彼岸。

童年记忆中， 印象最深的是
我那次受伤的经历。 我在与小伙
伴玩耍时头部被砸伤， 流了很多
血。 家中其他人都去干农活了，
平日纤弱的奶奶一脸坚毅， 背起

我， 踩着夕阳的碎影， 向乡镇卫
生院跑去。 她的一路安慰， 让哭
闹的我渐渐停止了悲伤。 到达卫
生院后 ， 乡医说幸好只是皮外
伤， 缠上纱布后很快让奶奶领着
我回家了。 归家途中， 我又蹦又
跳， 看着我恢复如初， 奶奶的脸
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那年7月， 我如愿考入一所
重点师范大学。 入学通知书寄到
我家后， 我并没有拆开， 而是拿
着它飞奔至50米外的奶奶家， 与
她及时分享这份喜悦。

在我大一外出求学时， 奶奶
因重病离开人世， 得知消息的那
刻， 我怔住了， 临窗独坐良久。
记忆中那白发飘零的身影不时浮
现， 让我体会着人生的凝重与无
常。

清明时节，雨水纷扰，新绿在
清明的雨水中拔节，长出嫩芽，还
给春天一个不曾遗忘的慰藉。 多
少年后， 天堂那头奶奶的音容笑
貌仍然不时在我脑海闪现， 勾起
我深深的怀念与眷恋……

□张婷 文/图

“燕子来时新社， 梨花落后
清明。” 转瞬之间， 时令的车轮
又把我们载入到一个慎终追远的
传统节日———清明节。 在这样一
个特别的日子里， 与民俗学者张
勃所著 《清明》 不期而遇， 令人
生发出缅怀感恩的情绪。

《岁时百问》 释曰： “万物
生长此时， 皆清洁而明净。 故谓
之清明。” 作为节气， 清明表征
物候变化， 此时天清气和， 草木
青青， 燕啭莺啼， 一派欣欣向荣
的景象。 而作为节日， 清明在礼
敬祖先中传承民族文化、 寄托个
人情感。 该书以 “清明节的起源
与流变” 作为首章， 依次详解了
扫墓、 祭拜、 踏青、 荡秋千、 斗
鸡、 放风筝、 吃青团、 侍弄稼穑
等十大民风习俗， 借助图文并茂
的方式， 生动勾勒出一幅意味隽
永的 “清明上河图”。

“生身不忘宗 ， 千里赶上
坟。” 千百年来， 人们在一年一
度的清明节里追悼与祭祀， 逐步
形成了凝聚民族精神、 赓续中华
文明的祭祀文化， 体现出炎黄子
孙尊祖敬宗、 知恩图报的道德情
怀。 按照旧俗， 这一天人们会早
早地动身前往墓地， 在墓前摆供
祭品， 为坟墓培新土， 折几枝嫩
绿的新枝插在坟上， 并叩头行礼
祭拜。 进入现代社会， 不只是祭
祀的内涵更为丰富， 各地都要祭
扫烈士先辈墓， 还可以参加祭祀
黄帝、 炎帝或者地方先贤的公开
活动。 同时， 祭祀的方式也在发
生着改变 ， 有人选择用植树献

花 、 读写家书的方式来传递哀
思 ， 还有人离开家乡求学 、 工
作， 清明之际不能返乡祭扫， 于
是涌现出代祭、 网祭等新的祭祀
方式。

综观清明节的诸多习俗， 可
以发现， 其独特气质在于它总是
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 不管是舟车劳顿去扫
墓 ， 还是在焚香叩拜中祭祀先
祖， 抑或是举家到郊外去踏青，
还是采来蒿叶做青团， 甚至荡秋
千、 斗鸡这些动感十足的健身活
动， 它的每一项内容， 无不体现
出中国人清雅 、 质朴的生活情
趣。 一方面， 先辈们的遗志要继
承 ， 他们好的精神和品格要发
扬； 另一方面， 作为万物灵长的
人类 ， 无论是在生产 、 生活当
中， 还是在工作、 事业方面， 都
要力求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与社会温馨相处。 正因为此， 我
们更应该把先人们优良的思想品
德和精神节操承继下来， 化为前
行的动力。

从这个意义延伸出去， 清明
也是一个见贤思齐、 教人成长的
节日 。 通过一系列缅怀祭奠活
动， 我们的思想得到了提振， 精
神得到了升华， 将更有利于我们
继续走好脚下的路。

思念
寄寄往往天天堂堂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