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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明 时 节 雨 纷 纷 ， 路 上 行 人 欲 断
魂。”丝丝细雨笼罩远山和大地，归家祭祖
的游子泪水染湿墓碑，心头添上一抹哀
思。这也许就是这首诗描述的意境。此
刻，我越发思念已故的父亲。

父亲是位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一生最
大的特点就是肯吃苦，特别勤劳，生活节
俭，淳厚朴实。他一生大量时间都在从事
农业生产劳动，直至人生终点。

20 世纪 60 年代，我七八岁时，家里很
穷，几个兄长年龄相继都到了该结婚的年
龄。为了子女能够顺利成家立业，父亲前
往离家近百里的荒原给村集体开垦荒地，
那里不通车、不通电、不通邮，野兽出
没，蚊虫叮咬，渺无人烟。夏天去，还要
蹚几十里的水路。那里没有农业机械，只
能人工用镐头一镐一镐地开荒，收获的粮
食也只能等到冬天水路上冻后才能运出
来。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现在真是无法用
语言表达出来，可父亲一干就是十几年，
从来没听过他有怨言，更没有说过苦和累。

父亲一辈子没有穿过什么像样的衣
服，多数衣服都是孩子们穿旧的，他总是
说有穿的不露肉就行。给他买件新衣服，
他也舍不得穿，硬要把旧衣服补了又补，
穿了又穿。父亲也没有在像样的饭店里吃
过一次饭。他很少花钱，口袋里也不装
钱。总是念叨着要节约过日子，同时也总
是教育我们要节俭，不要铺张浪费。

待我们兄妹几人都长大成家后，他已
经 70 多岁，却照样下地劳动，日出而作，
日落而归。那时我才三十多岁，在田里锄
地还没有他的速度快。有时，我偶尔抬头
却发现他正深情、贪婪地望着田野，像是
在看自己的孩子们。是啊，他深爱着这片
土地。

父亲是我们的榜样，在他的带动下，
我的几位哥哥都如他的好学生一般，纯朴

能干，成了农业生产的模范，被誉为好劳
力。

父亲没什么文化，却鼓励我们要好好
学习。我在县城读高中时，家里经济条件
并不太好，但父亲从没有说过让我辍学回
家种地的话，而是想尽办法供我上学，鼓
励我好好读书。想起父亲，我心里总是酸
酸的，他那弯弓一样行走在乡间小路的背
影仍清晰可见！

每年清明时节，我一定要到父亲坟前
祭奠。悼念这位最普通的农民，他教我做
人，他养我长大。

诗人雷抒雁有诗曰：

一代人随一代人息声重归了泥土
一代人继一代人萌生又大树参天
一万年复一万年
一千年再一千年
繁衍子孙，供奉祖先
生命轮回，生生不息
信仰、信念、信心
化作了我们心中的神
深深刻写进我们的基因……

父亲正是如此，他将勤劳节俭的中国
人的优良品质，已深深刻进我们的基因。

清明时节，我们慎终追远，对逝去的
亲人表达思念之情，从缅怀先辈的情怀中
认知传统，怀敬祖先，弘扬孝道，凝聚亲
情，传承好家风。同时，也提醒我们弘扬
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传承崇德、向善、
孝老、爱家的传统美德。

死者长已矣，存者永怀悲！人事有代
谢，往来长古今。敬先人不忘恩，不仅在
今日，还要坚持不懈。

我父亲是一位农民，我永远怀念他老
人家。
（作者系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政协原副主席）

我的父亲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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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故乡很多年了，但每年必回一到两
次。一次是春节前后，不固定，也很难保证，
但清明节的一次则是雷打不动，从未间断过。
回家，回到先人的墓前。

农村不少家庭的先人墓地，在尚未进入公
墓时代之前，大都有特定的区域，这个区域叫
做“祖坟山”。祖坟山不一定都有始迁祖或开
基祖的“大茔”，也是相对分散的，都属于一
个姓族或一个村落的公共墓地。这片区域以及
其中的坟墓，便是这个姓族及家庭的“根”。
于是，“落叶归根”便成了所有中国人深潜于
心的文化观念。

清明节的第一主题便是“祭扫坟
墓”。除了奠酒、上供、焚香、化纸
钱这些仪典外，首先要做的是给坟墓
除去杂草，尤其是要及时清除坟墓上
新出现的小树苗或竹子，不能令其长
大，因为它们会影响墓中先人的骨
殖，接着便是“培土”“挂纸”。“培
土”有很明显的“护根”意思；“挂
纸”则有类于给先人的房屋添砖加瓦。
因而，故乡、故土、祠堂、墓地，共同构
成了咱们中国人的“根”，族群、家庭、
子孙后代，都是同一条根系的主干和
枝叶。中国人“家国同构”之文化形态
以及“家国情怀”之文化心态就是在这
一条条根系上生长起来的。

孔子言“祭如在”。站立在先人墓
前，会有一种直面先人的凝重，这也是
另一种形式的检阅。你可以在先人面
前汇报自己及家人的成就，托出自己
的发展计划与内心希望并祈求先人的
护佑；也可以默默忏悔自己的过失。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因而先祖
墓地，例行是讲实话交心的地方。传统
社会的中国人，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
育，比如《弟子规》中就有这样的话：

“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
清明节第一主题的精神内涵可以概括为

“祖先崇拜，慎终追远”。慎终，就是极其郑重
和谨慎地对待生命的终结；追远，就是不忘自
远古至今的列祖列宗，知道并不忘自己的所从
来。传统社会的国人从不认为“死亡”是一种

“断灭”，而认为是一个新的“轮回”和“开
始”，因而“丧礼”是最隆重的生命礼仪。

这种说法很容易被人斥之为“迷信”。奇
怪的是，恰恰是这种所谓“迷信”让人有了敬
畏之心，并害怕由此而来的似乎谁也说不清的

“因果报应”，因为死亡不是“断灭”。“慎终”

的观念带来的积极现象便是真正贯穿于人生始终
的“自强不息”。比如“活到老，学到老”，并不
完全是满足于当下的充实与快乐，同时也被视为
为来生提供“积累”。“书到今生读已迟”，说的
是黄庭坚的故事，也是传统社会，人们抱持的信
仰。

移风易俗是文化进化的必然规律，但是与
“移风易俗”相关的一些制度设计，必须具有
“文化意识”。这种意识的前提是，新的制度或习
俗设计，应该尽可能避免给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
带来破坏性冲击。

清明节是中国唯一的一个“节日”
与“节气”重合的日子。元代大理学家
江西吴澄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言：

“清明，三月节。按 《国语》 曰：时有
八风。《历》 独指清明风为三月节，此
风属巽故也。万物齐乎巽，物至此时，
皆以洁齐而清明矣。”

清明时节，树木花草在春风的吹拂
中吐出新芽，就像新出浴的精灵一样洁
净清明。现如今，故乡的清明节在扫墓
结束之后，确有几分“踏青”的味道，
年轻人和小孩子在花团锦簇的野外追逐
嬉闹，洒下一路欢笑。但我记忆中的传
统清明节，似乎更应该叫“采青”才
对。

小时候，清明前后是妈妈最忙碌的
时节，一篮篮密密实实的小竹笋，一袋
袋散发着清芬的野生紫藤花，从山里背
进家门。小竹笋配上腊肉和韭菜小炒，
味道极为鲜美。清明节的主食是米粉、
芥菜、腊肉做成的菜粑，还有米饺和紫
藤花 （当地叫“翘藤花”） 做成的米
粑。一大碗稀饭，就着新生的芥菜心做
成的带有芥末味道的“冲菜”、小竹
笋，再来几个满口芥菜和腊肉香味的菜
粑、带有紫藤花芳香的“翘花粑”，真

个是美不可言啊！
如今这些味道，在我们下乡过清明时依然可

以相遇。记得约 10 年前我与发小徐金龙先生同
宿在胡美仑哥哥家。嫂子连夜蒸菜粑，刚出笼的
米粑口感极佳，一晚上竟然干掉了二十几个，实
在是过于“饕餮”了。

如今，清明节已是我们这些上了年岁的幼时
同伴相聚的节日。提前一个月，电话和微信就约
上了，清明菜单和传统吃食也有人备好了。写完
此文，我也决定向故乡出发了。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
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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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马上到了，我要回到故乡给父亲扫墓。在这个传统节日即将
到来之际，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父亲。父亲从事教育多年，从教师到校
长，从校长到教委办负责人，可以说一生都在教育系统。父亲离开我们
已经12年了，每当回忆起往事、回忆起与父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就
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踹我的那一脚。

大约五十几年前，我还是个顽童的时候，父亲响应上级号召，告别
了县城学校优渥的环境，带着我妈妈和我，回到了家乡的小山村——爷
爷奶奶的居住地，担任了小山村的学校校长。记得那是农村夏收季节的
某一天，我跟小朋友一起在打谷场玩耍，一不小心弄伤了脚趾。因为疼
痛，加上有点赖皮，我就想到学校去找爸爸。当时爸爸正在给学生上
课，我闯进教室嚎啕大哭，寻求他的安慰与帮助。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父亲不但没有安慰帮助我，反而是朝着我的屁股就是一脚。我从惊诧
到愤怒，头也不回地从学校跑回了家，找妈妈告爸爸的状。晚上爸爸
回到家，非常仔细地查看我的脚伤，帮我擦药水、换纱布。看到他这样，
正想埋怨他不近情理时，爸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学校是个神圣的地
方，不是撒娇哭闹之地。你的疼痛我能理解，但这不是扰乱课堂秩序的
理由。这件事情过去50多年了，可我总也忘不了当时的情景，忘不了爸
爸踹我的那一脚。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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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轮回，生生不息。清明时节，让我

们一起慎终追远，对逝去的亲人表达思念之

情，从缅怀先辈的情怀中认知传统，凝聚亲

情，传承家风。

——编者

芳芳在大学军训
期间多次昏厥引起了
老师们的关注。医务
人员诊疗后，建议芳
芳接受心理咨询。

芳 芳 告 诉 老 师 ，
她从未离家超过一个
星期，这次 21天的军
训，对于她来说，最
大的挑战是近一个月
无法回家。军训三四
天时，她便出现睡眠
困难和进食困难的不
适应症状，体力不支
导致多次昏厥。

原来，芳芳幼年
时，双职工的父母在
异地工作，四位祖辈
对她百般宠爱，凡事
竭尽所能为其操办。
小学三年级时，她随
父母到省城读书，父
母对她有求必应，以
弥补小时候没能陪伴
身边的缺憾，以致连
洗 头 更 衣 、 出 行 起
居、置办生活用品等
所有事情，都得在父
母协助下才能完成。
高中时，芳芳就因不
适应住校引发了心理
困扰，最后还是妈妈
陪她在外住宿才得以
解决。高考时，父母
有意让她选择离家远
一些的高校，芳芳最
终选择了离家 2 小时
车程的另一座城市的
学校，每周末可以回
家。可当芳芳了解到
入学军训是全封闭训
练，无法满足她每周
回家的需求时就倍受
困扰，继而感到无所
适从、情绪低落、寝食难安。她也不敢向同学和
老师们求助。想让父母帮帮自己吧，可父母希望
她能够借此提升自行调适的能力，就没同意她请
假。无奈，她只能每天躲在被窝里掩面痛哭。

经多次心理咨询，芳芳逐渐意识到依赖的障
碍已严重影响到她的生活学习和个人发展，遂同
意尝试在自己的人际社交和自理能力等方面努力
调整，通过长期心理治疗来改善。

在这个事例中，芳芳对家人的依赖程度远远
高于同龄人，并因此出现了心理障碍，经诊断为

“依赖型人格障碍”。按照精神诊断评估标准，依
赖型人格障碍以过分依赖为特征，表现为缺乏独
立性，感到自己无助、无能和缺乏精力，担心被
人遗弃。患者会将自己的需求依附于他人，过分
顺从于他人意志、要求和容忍他人安排自己的生
活，当亲密关系终结时则有被毁灭和无助的体
验，有一种将责任推给他人来对付逆境的倾向。

在亲密关系中，依赖型人格障碍者因极度缺
乏独立性和安全感，过分害怕分离，极度自卑会
使他们不能全面客观地评价自我。曾有一位患有
依赖型人格障碍的妻子，为了不跟出轨的丈夫离
婚，选择接受丈夫将情人接回家、伺候两人生活
起居的情况，直至丈夫决定离婚要和情人再婚后
情绪失控、精神状态每况愈下，才由家人送至精
神专科医院诊治。基于依赖型人格障碍者的行为
特征，他们常常无法适应常规的生活学习工作和
社交基本要求，也因此会习惯性地选择消极逃避
和推脱的方式以避免承担责任。

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依赖
性，这是个人发展的合理需求。而在典型的依赖
型人格障碍个案中，我们经常看到“巨婴”“无
底线恋人”“没有你我就活不了”的情况出现。
当我们看到某人依赖性过高，严重影响独立发
展，危害到个体对环境的适应、人际关系良性发
展，出现对自身低能力、低价值感评估、无决策
力等障碍性的情况时，就需要思考有没有可能是
一个依赖型人格障碍者。

相关学术科普文章中描述具体表现可能有：
请求或同意他人为生活中大多数重要事情做决
定；将自己的需求附属于所依赖的人，过分顺从
他人意志；只要能找到依靠，宁愿放弃自己的志
趣；处处委曲求全也不愿意对所依赖的人提出即
使是合理的要求；由于过分害怕自己生活不能自
理，独处时总感到不舒服，有无助感；陷于担心
被依赖的人抛弃的恐惧之中；没有他人的建议和
保证时，做出日常决定的能力很有限；感到无依
无靠、无能等。

依赖型人格障碍的治疗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
工作，依赖已潜移默化地成了他的日常行为习
惯，更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如果患者想单靠自
我调整来获得自愈，就需要个人有极高的自我觉
察能力，他们需要尽可能多地觉察自己日常生活
当中的习惯，并且在自己需要做决定时候，养成
自省思考、了解自己的行为思维习惯并记录反思
的习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需求，更深入
地评价和接纳自己，也可以尝试用冥想、积极暗
示和肯定的方式，提升自我认知找回自信。

人格障碍形成的成因复杂，且多起因于儿童
早期，接受系统科学的诊疗是调整和改善人格障
碍的最佳途径。但在实践中，通过个案研究数据
发现，这类人群对于持续性诊疗的接纳度并不
高，容易在初期调整有些许改善时便停滞。我们
更需要科学地看待人格障碍的影响，严谨地思考
提升改善此类困境的方式方法。如果你自己，疑
似被此类人格障碍问题困扰着，请勇敢地踏出寻
求帮助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才可以启动成长的
旅程。而对孩子，则要逐渐放手，让他在生活中
独立决策，防止依赖型人格障碍的形成。

（作者单位：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心理健康教
育与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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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天亲，打断骨头连着
筋，我们流淌着一样的中华血脉、有着一样的文
化基因。两岸同胞在清明祭奠先辈就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无需提醒的自觉和习俗，它代表了后人对
先人的尊敬、怀念和感恩之情，是一种沉浸式的
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在清明时节，海
峡两岸同胞都会前往祖先的墓地，献上鲜花、纸
钱等物品，并进行祭拜仪式，以表达对先人的缅
怀之情、崇敬之心、敬仰之道。祭奠活动不仅仅是
简单的仪式，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延
续，也是一种对海峡两岸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
缘相连、法缘相循的印证。祭奠的场景和方式让
后代能够铭记先人的恩德和教诲，继承先人的
遗训和传统，传承良好的家风家训等家族文化，
弘扬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优秀文化。清明祭奠先
辈也是增进家庭亲情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方式，在
祭奠活动中家族成员齐聚一堂，共同缅怀先人，
追根溯源，交流感情，促进家族和睦、社会和谐，培
养道德情操和人文精神。所以，两岸同胞清明祭
奠先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传统
习俗，也可看作是一次寻根之旅。

有一次，我探亲台湾的日子恰逢清明时
节，我和台湾的宗亲们一道前往新竹开台祖先
的墓塔祭奠，献上鲜花、纸钱等物品，焚香礼
拜以表达对先辈的敬意和根脉意识。在祭奠过
程中，亲人们会向先人汇报家族近况，也祈求
先人的保佑庇护。我的父亲是一名台籍地下党
员、革命军人、离休干部、对台工作者，如
今，每到清明节，我在大陆会和兄弟家人前往
父亲墓地，在祭奠父亲的同时分享自己的成长
和收获，也期盼早日能将两岸统一的捷报告之
家翁，因为这也是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愿。

通过祭奠我们可缅怀先人的功绩，从中汲
取智慧力量，继承先辈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
貌，为家族繁衍和两岸融合发展、为祖国昌盛
和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每当我站在

先人的墓前，那些曾经的岁月又浮现在眼前，他
们的音容笑貌和教诲期望，都会化作一股暖流，
激励着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前行、为祖国
的完全统一殚精竭力。

清明祭奠先辈是对逝去亲人的怀念与尊重，
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践行，尤其值
得两岸青年人去珍视和传承。在这个仪式和过程
中，我们追溯家族的脉络，回忆先人的事迹，感
受那份家国血脉相连的亲情与传承。今年恰逢杰
出民族英雄郑成功诞辰400周年，郑成功已成为国
家统一的民族记忆和爱国主义的精神诠释，两岸
同胞应当共同纪念。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和
精神传承，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的家族历史
和文化背景，更有责任明白滋养我们的母亲的昨
天今天和明天。我们还要加快建设世界闽南文化
交流中心和更多有烟火气的两岸文化交流基地，
让更多的台胞在两岸同名村同宗村交流交往中寻
找家族的根脉，让更多的台胞深度参与大陆社区
治理和乡建乡创，在沉浸式体验和参与中推进两岸
文化社会融合。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个体的生命是十分短暂
的，家族生息繁衍也十分渺小，但只要我们为中华文
化添彩、为中华文明增光，就能活出精彩、活出潇洒、
活得有价值。人生不但要有长度和亮度，更要有厚度
和温度，我们来过、爱过、奋斗过、贡献过，人生就有
意义。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说，“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我们要从思想观念上对生老病死
有更加深入的哲学思考。清明祭奠能让我们穿越时
光隧道来一次寻根之旅、再行一次心灵与历史的对
话、再丰富一下情感传递和精神的延续，它让我们在
文化自信中保持初心和坚守，让我们在怀念中传承、
在清醒中躬行、在传承中奋进！让两岸青年在清明民
俗文化活动中，述说两岸同气连枝的血脉亲情，共同
探究“慎终追远”的精神内涵。

（作者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参政
议政工作委员会主任）

清明，两岸共同“慎终追远”
骆沙鸣

在北京市海淀区开展的“讲家风故事，传承正能量”活动中，一位老人用亲身经历给孩
子们讲述好家风对自己一生的影响。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认识人格障碍者清明清明，，
在缅怀中传承在缅怀中传承

每年清明时节，我一定要到父亲坟前祭奠。悼念这位最普通的农民，
他教我做人，他养我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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