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城晚报讯（记 者
刘亚）4 月 4 日上午 9 时
许，永济市文物保护中心
在该市西姚温烈士陵园开
展“缅怀革命先烈 追寻
红色记忆”主题党日活动
（下图）。

1938 年 8 月，西北军
杨虎城部队所属三营营长
张希文带领官兵，与日军
牛岛师团所部在西姚温村
浴血奋战，肉搏一昼夜，
300 余名官兵壮烈殉国，
被村民集体安葬在当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永济市委、市政府把历年
来为国捐躯的各级战斗英
雄和英模烈士，也安葬于
此。

2010 年 4 月，西姚温
烈士陵园被永济市人民政
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2021 年 1 月被山西省
文物局公布为全省第一批
革命文物。

陵园翠柏肃立，气氛

庄严。在抗战英雄纪念碑
前，永济市文保中心全体
党员干部伫立默哀，大家
向烈士敬献鲜花，面对党
旗重温入党誓词。大家认
真观看永济革命烈士纪念
馆展览，实地感受革命英
烈不怕流血牺牲、誓死保
家卫国的壮举。

该中心主任董榕表
示，我们到抗战纪念地进
行祭奠，就是要向革命英
烈学习，继承英烈遗志，赓
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
因，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积极推进
文物保护利用，更好地发
挥革命文物在弘扬革命精
神、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

大家表示，要珍惜今
天的幸福生活，踔厉奋发，
积极挖掘革命文物和文化
遗产多重价值，以文物事
业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缅怀革命先烈 追寻红色记忆
永济市文保中心开展清明祭奠活动□曾振宇

清明是一个追念先祖、提醒
人们“慎终追远”的节日。养亲、
敬亲、谏亲和慎终追远，构成了儒
家孝道的基本内涵。朱熹认为孝
是发用，仁是本体，孝是仁本在父
子伦理上的自然显现。曾子是孔
子孝道的传承者。根据《史记》

《汉书》记载，《孝经》即由孔子讲
授、曾子及其弟子撰而成书。“慎
终追远”就出自曾子之口。“慎终”
是指按照丧礼慎重办理父母丧
事；“追远”指春秋祭祀，以示怀念
追思祖先。“慎终”与“追远”，是孝
道社会化仪式的两大原则。

“慎终”贵在有真情

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
政》）曾子说：“生，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

（《孟子·滕文公上》）这两段话观
点一致，文字也雷同。不仅要以
礼“事生”，也要以礼“事死”。让
活着的人，活得要有尊严；当一个
人告别人世，这种告别仪式也必
须有庄重感。“事之以礼”是对生
者的尊重，“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是对逝者的尊重。《孟子·滕文公
上》记载了一则故事：一位男子的
父亲去世，此人将其父亲尸体扔
在山沟里。有一天此人路过山
沟，发现狐狸在啃食其父的尸体，
苍蝇蚊虫不停地叮咬尸体。这位
男子顿时额头直冒冷汗，眼睛不
敢正视。他之所以“睨而不视”，
不是表演给别人看，而是内心愧
疚、悔恨之情的自发体现。于是
马上掩埋尸体，按照丧葬之礼举
行入葬仪式，心才有所安宁。

孔子虽然非常重视丧祭之
礼，但他重视的是在这种礼仪中
子女所滋生的内在的自然亲情，
而不是片面追求丧葬之礼外在的
周密与繁缛。“丧致乎哀而止。”

“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论语·子张》）每个人在家庭与
社会中的身份不断变换，每一种
身份都有其相应的社会责任、行
为规范和言行禁忌，人的真情实
感总是隐匿于各种厚重的社会角
色的“盔甲”背后。往往在至亲亡
故之时，一个人的真实情感才会
淋漓尽致地袒露在众人面前。“人
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论语·子张》）因此，在丧祭之礼
中，孔子强调的是内在自然的悲
痛之情、哀思之心。颜回去世时，
七十一岁的孔子哭得全身抽搐。
学生劝他不要这么伤心，他说：

“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
样的人伤心呢？”“哀”与“敬”二字
代表着儒家孝道在丧祭之礼上的
观点。由此而来，只要是发自内
在的真情实意，有一些略显过激
的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曾子父
亲去世，曾子伤心欲绝，“水浆不
入口者七日”。孔子曾经称赞一
位太子的守孝行为：“君薨，听于
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
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孟子·滕文公上》）太子为国君
守丧三年，把全部政务交由冢宰
处理，自己每天以稀饭充饥，面色

深黑，形销骨立，天天在灵前哭
泣，朝廷官员莫不被太子的哀痛
之情感动。孔子虽然强调哀与
敬，但是，对社会上流行的“必扶
而能起，杖而能行”极端自虐自残
的风气多有批评。孔子认为，子
女在守丧期间身上长了脓疮就应
该去洗澡，头顶长了疖子就应该
去治疗，身体极度虚弱就应该吃
点补品调养身体。“毁瘠为病，君
子弗为也。”（《礼记·杂记》）自虐
自残甚至丧失性命，恰恰是不懂

“全体贵生”的不孝之举。

“追远”贵在培育感恩之心

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说：
“ 无 违。”“ 无 违”是 指“ 无 违 礼
节”。孔子之所以非常重视丧祭
之礼，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间渗
透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的孝道精神，更重要的是可以起
到“教民追孝”的道德教化作用。

“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
（《礼记·坊记》）郭店楚简《六德》
也有与孔子思想相吻合的材料：

“父子不亲，君臣无义，是故先王
之教民也，始于孝悌。”（刘钊《郭
店楚简校释》）

弟子宰予向孔子请教：“子女
为何要为父母守孝三年？”他觉得
为父母守孝三年的期限太长了！
君子三年不习礼仪，礼仪就会荒
废；三年不练习音乐，音乐就会失
传。因此想将“三年之丧”缩短为
一年。孔子批评他说：“父母死了
不到三年，你就想穿新衣服，吃大
鱼大肉，你这样做能心安吗？儿
女降生三年后才能脱离父母亲的
怀抱。替父母守孝三年是天下的
通礼。难道你从小就没有得到父
母的慈爱吗？”师生之间的这一场
讨论，表面上是在讨论古礼“三年
之丧”，实际上涉及感恩这一道德
意识与道德情感如何培植的问
题。在孔子看来，“三年之丧”彰
显的不仅是对父母的孝敬之情，
而且也是验证一个人感恩意识是
否已牢固确立的标杆。在伦理学
与心理学意义上，“感恩”是一种
人与动物皆有的初始道德意识。
感恩与忠诚、公正等是支配人实
现道德行为的思想基础。因此，
孔子对宰予的批评，表面上是埋
怨他不知礼仪，实际上是批评宰
予感恩之情还没有真正树立。感
恩事关灵魂的健康。一个人心智
是否成熟，感恩意识的培植是一
项重要的内容。王阳明时常以孝
行论证“知行合一”。弟子徐爱问

阳明：人在知识上“知得父当孝，
兄当弟”，但在日常生活中往往

“不能孝，不能弟”，这样知与行如
何能合一？王阳明说：“未有知而
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传习录》）王阳明以《大学》“好
好色”为例加以说明：“见好色”属
于知，“见”不是中性之见，而是良
知之见。不是先“见”了，然后再
立一个“心”来“好色”，而是“见”
与“心”同时呈现，不分先后。“好
好色”属于行，行既指外在行为，
又包括心理意识活动。我们夸奖
某人是孝子，不是指某人懂得“昏
定晨省”的道理，而是在日常生活
中诚心诚意地践行了孝德。孝并
非存在于父母“身上”，而是存在
于子女“心上”。舞台上的演员表
演“温凊奉养”“昏定晨省”之类孝
顺父母的节目催人泪下，时常赢
得观众一片喝彩声。但是，王阳
明认为这仅仅是舞台上的表演，
演员所表演的孝爱属于“无根”之
爱。以感恩之心作为孝行的“头
脑”，才是知行合一的孝。缘此，
王阳明非常重视对子女与弟子感
恩之心的培育。他指出感恩之心
的培植必须从儿童教育开始。儿
童的特点是“乐嬉游而惮拘检”，
启蒙教育应该像春风化雨一般，
由浅入深滋润孩子心田。“诱之以
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
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

（《传习录》）从孔子到王阳明，历
代大儒之所以重视感恩之心，原
因在于感恩之心的树立是成就自
我、实现自我的道德基础，王阳明
称之为“凡做人，在心地”（束景南

《王阳明年谱长编》）。
儒家“慎终追远”思想具有深

远的现代价值。概而论之，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关爱生
命，尊重父母。“仁者爱人”，让每
一位健在的人活得有尊严，而不
是苟且偷生；让每一位逝者离开
人世时，告别仪式充满温情与友
爱。对逝者的怜悯，是对生命的
尊重。其二，“慎终追远”透显出
浓郁的感恩之情。“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自古以来，中华文
化非常重视感恩之心，几乎每一
个传统节日都要祭天地、祭先祖，
在祭祀仪式中表达真诚的感恩之
情。现代社会出现一些“啃老族”

“巨婴”等不良现象，与感恩教育
的缺失有一定的关系。“谁能出不
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从文化中
国汲取营养，是建构文化强国的
必由之路。

（《光明日报》）

“慎终追远”及其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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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振堂

关于清明节，历代很
多文人墨客雅兴骤发，写
下一段段名章佳句。

最具典型的清明诗，
是大多数人都能随口吟
出 的 唐 代 杜 牧 的《清 明
诗》：“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
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
村。”

梁元帝萧绎曾与友人
冒雨寻春，写下了《咏细雨
诗》：“风轻不动叶，雨细未
沾衣；入楼如雾上，拂马似
尘飞。”短短四句，就将清
明细雨若有若无、乍隐乍
现的神韵意趣淋漓尽致地
表现出来。

唐代诗人韦庄也曾与
友人于清明之日到长安郊
外游春，他目睹踏青扫墓
的行人，诗兴大发，写下了

《长安清明》一诗：“蚤是伤
春梦雨天，可堪芳草更芊
芊。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
闲分白打钱。紫陌乱嘶红
叱拨，绿杨高映画秋千。游
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

似昔年。”诗人用简洁的语
言把当时清明的风俗习
惯、美好的自然景象、人们
的衣着打扮等，都如实地
反映出来。

宋代诗人黄庭坚也写
有一首《清明》：“佳节清明
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
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
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
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
一丘。”诗人从清明想到人
的生老病死，有感于人生
的价值问题。

诗人高启所作的《清
明呈馆中诸公》一诗，不仅
把宫女官人们过清明节的
情景再现于纸上，而且将
自己的感情变化、内心活
动也曲折有致地表达出
来，把人们带入一个生机
勃勃、吉祥如意、情意交融
的氛围之中：“新烟着柳禁
垣斜，杏酪分香俗共夸。白
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
不思家。卞侯墓下迷芳草，
卢女门前映落花。喜得故
人同待诏，拟沽春酒醉京
华。”

清明诗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