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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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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离世已经 40来年了，但自从他落葬苏

州的凤凰山公墓后，每年清明节前，我都会梦见

他老人家。梦中的父亲可不老，依然是帅气而成

熟的样子，而我也是个爱撒娇的女儿，一如他生

前那样，挽住他的胳膊一起去某处，交谈的内容

也都是家长里短，我和父亲在梦中相遇的情景总

是那样清晰。

亲友们说，我能如此具体地梦见父亲，要么

是他在托梦，盼望我早去探视；要么是我的条件

反射，该去苏州了。真的，梨花风起的清明，我

年年都去苏州扫墓，从没落下过一次。

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我一直在纠结：去苏

州，还是不去？我特别希望父亲能托个梦给我，

可父亲没入我的梦乡。

3 月中旬，我收到了苏州凤凰山公墓的短

信，内容是在这个特殊的清明节期间，希望家属

用实际行动度过一个健康节俭、绿色安全的清明

节，园区也推出了代祭扫服务，还可预约入园祭

奠⋯⋯

眼见清明节近在眼前，父亲怎么还不走进我

的梦里呢？我有些沮丧。那天，网上订购的鲜花

送到了，在摆弄花儿时，我突然觉得我对父亲的

祭奠从来没有单纯地过形式———不烧锡箔、不放

供品，献上一棒鲜花，每次，我都是坐在石碑

前，默默地在心里陪他说说话，最重要的是我请

他放心：那个会撒娇的女儿，现在活得比他还年

长，而且活得很滋润、很健康！那么父亲，今年

咱也不墨守陈规，等过了这段非常时期，任何时

间都可以来看你。

缅怀亲人重在用心，贵在心诚。我深信父亲是

理解并始终庇佑女儿的，父亲的形象印刻在我的

脑海之中，我相信，心里的祭扫同样在寄托思念。

心中只把慈严念

    小时候在乡下，清明这天，阿娘带我去扫墓，

一个上午要拜两处。一个是在自家田里的“阿爷”，

我们拔去野草、摆上供品，然后跪拜。每次阿娘都

要哭。另一处是离我村一里路的毕陆朱樊村，墓地

很大，还有房子。阿娘指着墓碑说：“这是澄衷公

公，他比你阿爷还长一辈。”我不明所以，只是依礼

跪拜。阿娘总是絮叨：“澄衷公，保佑阿拉月丽将来

当女秀才。”因为年幼，我始终不知他是谁。

直到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 110周年那天，我

作为校友回去，又应母校之请，创作舞台剧《天下

之利》，才忽然想起幼年时那个“澄衷公公”，正是

宁波帮先驱叶澄衷，才明白阿娘带我去祭扫的原

因，因为他是我们的亲人，我的公公。

叶澄衷是清末上海首富，富起来后，他不忘

家乡，做了许多善事，他设的“怀德堂”救助了

许多人；他办的“澄衷学堂”和“叶氏义庄”里

走出了不少栋梁之才。在建造宁波植物园时，他

的墓地被围了进去。叶澄衷，永久安卧在故乡的

苍树绿竹之中。

连续多年，我都回乡祭扫，今年，无法回

去。澄衷公公身后萧条，想到阿娘说过：“人有后

代，坟头就不会长草。”我还是要去祭扫，我请

了一位族亲代我去墓地，她清扫墓碑墓道，一束

鲜花代替了香烛。隔着时空，我向澄衷公公虔诚

地鞠躬。

澄衷公公要活着，今年已 180岁，已经走得

很远了。但他爱国爱乡，积德行善的精神，将开

枝散叶，代代相传，永远荫护着一方热土，也深

深影响着我。我会永远纪念他。

扎堆祭扫漫漫路

    自打爸妈相继去世后，我们四个子女携家

人，每年都在清明节这天，乘坐大巴到苏州花墩

公墓给爸妈扫墓。爸妈是双墓穴，在墓园，我们

洒扫墓地，描画墓碑的字，献上鲜花，摆上供

品，点一炷香，絮絮叨叨地向爸妈述说描绘着每

家的生活。

按照我们家以往的惯例：四个家庭十多个

人，每年年夜饭团聚时，就会商量好清明节的扫

墓活动。早在去年国庆节家人团聚后，我们就预

订好了今年的年夜饭。孰料，一场疫情来势汹汹

地袭来。除夕的上午，我们全家统一了思想，年

夜饭不再团聚，饭店的费用照付，拿回食材，分

与各家自行烹饪年夜饭。而今年的清明节，我们

也决定通过视频，隔空相聚，祭奠爸妈，抒发心

中的思念之情。

如今，疫情虽然已被控制住，但我们绝不能

松懈。相信生前通情达理的爸妈在九泉之下，一

定会理解支持我们今年清明不去墓园扫墓的决

定。爸妈生前总是教育我们，要做于国家、于社

会的有用之才。妈还常用“有志不在年高，无志

空活百岁”这句话激励我们。“杨家将”“岳飞传”

“文天祥”等爱国题材的故事，我们也听了无数

遍。

我相信，我们子女视频里相聚的缅怀祭奠，

一定会从上海穿越到苏州花墩爸妈墓地的。爸妈

的形象和生前的精神，在我们子女心中，

是永恒的。

    中国的地方民俗，亡者归土，家人扫墓，讲究

在清明正日脚，而且必须持续三年。

第一年，我们没有经验，以为大概早上八点

钟左右到达地处青浦的陵园，应该会比较从容。

考虑到这天祭扫者众多，道路要比平时拥挤一

点，所以我们决定六点半在中山公园集合出发，

估计留足了时间，大概率会在八点之前到达。

然而，现实给予我们狠狠一击———

六点半许，我们开车上了延安高架。起先

还算通畅；过了徐泾，明显感觉车流密度增大，

速度只能在 30码之内。开开停停，下了嘉定匝

道，已近十点了。想想再开几公里就可到达，

一颗心就放下了。

转了个弯，只见道路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往陵

园方向的车，像患了肠梗阻，几乎不动；难得前

面的轮子滚了几滚，我们好像关禁闭的人突然被

释放，赶快紧紧跟了上去。

到了一个岔路口，已经十一点多了，可以看到

陵园的一个塔的塔尖，“胜利在望”啦。可是突然走

来几个值勤人员指导所有车辆分流。我们被分流

去往陵园相反方向的一条路。为啥？据说这条路是

条小路，平时少人走，可能会快些。好呀，我们感到

捡到了“皮夹子”！可是刚拐过去没多久，发现不

对，前面依旧堵得厉害，而且原路已经退回不了。

堵啊堵啊，堵得口干舌燥，心情焦躁，一直在踩刹

车，一踩就是十分钟。有时干脆熄火，但刚一熄火，

前面车的轮子又转了几圈，不得已再点火发动，跟

了上去。进入陵园，已是下午 1点半了⋯⋯

痛定思痛，第二年，我们相约凌晨 3

点出发⋯⋯

一炷清香，带着
绵绵的思念，清明时
节，扫墓祭祀、缅怀
祖先，是中华民族数

千年以来的优良传统。我们
追忆先人，向远行的生命庄
重行礼。非常时期的清明，
我们缅怀故人，如今不少老
人愿意改变以往的习俗，他
们有的选择视频缅怀、有的
请人代为祭扫，也有老人忆
起了往年清明扎堆祭扫的
“漫漫路”⋯⋯慎终追远，不
同的祭扫方式，寄托着一样
的思念之情。

    庚子三月十二，是为清明，时年八节之一，节气节日，兼而

有之。“冷食方多病，开襟一忻然。”“岭外春过半，途中火又

新”。有唐以来，清明之节，融寒食、上巳两节，糅多地多种民

俗，扫墓拜祭，礼敬祖先，感恩追始，踏青祓禊，曰春祭。

“二年隔绝黄泉下，尽日悲凉曲水头”。清明前后，整修坟

墓，除草添土，挂烧纸钱，供奉祭品，此风俗已行千百余载。因

时因地，可墓祭，可庙祭，亦可遥祭。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

月年年只相似”。曾随大家族清明祭扫多年，彼时年轻，不以为

意。时光荏苒，鬓发微霜，方悟父精母血，养育吾身。吾父吾母，

及祖父母、外祖父母、高祖父母、外高祖父母⋯⋯皆承自其父

其母。忝得身体发肤，能不感念代代传承之恩？浮生半世，攘攘

熙熙，一年之中，应有一日，追思祖先。

“清明来向晚，山渌正光华。杨柳先飞絮，梧桐续放花。”

“春城闲望爱晴天，何处风光不眼前。寒食花开千树雪，清明日

出万家烟”。踏青，乃清明之次题。当是之时，仲春已尽，暮春方

始。草木萌动，桃杏开花。经晦暗凛冽之冬日，惜万物欣欣之春

景。祭扫毕，多合族不归，趋芳树，择园圃，临河洗浴，祈福消

灾。有生必有死，有死方有生。古人睿智，参透生死。

亡者已寂寂，生者当惕惕。传统文化，流传万世。

传统文化 流传万世

澄衷公公已远行
章慧敏

视频遥祭忆爸妈
张林凤

孔 曦

慎
终
追
远
怀
先
人

弓之长

叶良骏

摄影 / 潘修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