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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清华

不管在哪儿

都要回家的节日

“清明节就是祭拜先祖
的节日，我们肯定得回家。”
济南某餐饮店店长张凯对记
者说，在清明节前一天，他们
同家族的男女老少不管在哪
里，都会赶回泰安老家，为第
二天的祭祖做准备。

他虽年仅18岁，但在外
打拼已有三年。餐饮行业没
有节假日，所以他回家的机
会并不多，“类似清明节这些
家庭主题的传统节日，除了
缅怀故人，还有与家人团聚，
所以，我们家族的人都会回
去。”

清明节，在张凯老家当
地保留的传统主要是插柳枝
和祭祖两个。“记得听朋友说
过，有的地方在这时吃寒食，
有吃荠菜馅水饺的，我们那
儿的饮食和平常没有差别，
就是家常饭。”

清明节前一天下午，张
凯和爸爸、叔叔一起开着车
来到墓地为坟墓培上新土、
修整坟墓，折几枝嫩绿的新
枝插在坟上，还要在上边压
些纸钱。张凯说，这是为了让
他人看了，知道此坟尚有后
人。

在清明节这一天大清
早，张凯和爸爸一起把柳条
插到屋檐上。吃过早饭，全家

人便一起为先人准备祭品，
一份一份地盛进小碗，再将
小碗放到筛子里。临行时，一
个人扛着铁锹，一个人用扁
担挑着筛子，其他人随从，就
这样张凯一家八口人庄重地
从山脚下的老家向山上的墓
地出发。

“扫墓时，我们把食物供
祭在亲人墓前，然后叩头行
礼祭拜。”张凯说，每次扫墓
结束后，爸爸总会让其他人
在旁边等着，而他跪在墓碑
前和老爷爷说好长一会儿
话，然后一同离开。“往家走
的路上，心情还是挺沉重的，
在路上我们一般都不说话。”

两个小时的扫墓活动结
束后，张凯的妈妈和婶婶开
始准备午饭。家里的气氛也
随着午宴的临近步步升温，
日子再次恢复往日的平静。
吃过午饭之后，在外工作的
人就准备出发了。

踏青融入节日

期盼儿子回家团圆

三月春风、四月细雨，
在春暖花开时节，人们纷纷
走向郊外，“踏青”成为清明
节期间的热词。50岁的张雪
燕作为山东省临沂市某户
外旅游用品店的销售员，整
天面对前来购买户外用品
的人，她也终于忍不住了，
拿 起 手 机 给 儿 子 打 电 话 ：

“儿子，今年清明节，咱在老
家多玩两天吧！妈妈也想踏

青去了……”
张雪燕的儿子今年读大

三，因为在外地上学，所以，
清明节放假在家呆一天就回
去了，近年来，在春天里的全
家总动员活动很少。今年她
准备和儿子好好商量一下，
在家多呆两天。

她已经与弟弟一家约
好，4月4日全家人在老家会
合，下午一起去为先祖扫墓，
第二天一起去爬山、野炊、钓
鱼……而且，她已为全家所
有人都准备好了户外用品，
包括徒步鞋、帐篷、冲锋衣、
防晒衣、登山包等等。“我现
在就盼着快点放假，好见到
儿子，一家人就能其乐融融
地享受春天的味道了。”

张雪燕回忆说，儿子小
时候，每年春天，他们一家三
口经常与弟弟一家三口去爬
山，“就是我们县城公园里的
一座山，虽然海拔不高，但每
次爬上去我们这些经常不锻
炼的大人都会累得气喘吁吁
的，但孩子们却一肚子劲儿，
他们总会比赛谁跑得快，我
们大人就在后边担心地喊：
慢点，小心点！”

这不，就在昨天，张雪燕
再次拨通了儿子的电话，“儿
子！以前我们爬山也挺有意
思的哈！你和你东东哥，每次
在山上都会抢好吃的，他喜
欢吃鸡爪，尽管你很讨厌鸡
爪也跟他抢，抢过来自己也
不吃，还硬往我嘴里塞。哈
哈！那时候的你真是太淘气
了……”

张雪燕给儿子打完电
话，叹起气来：“原来每次出
去玩小孩子是最高兴的，现
在反倒成了我们要求出去集
体活动了。不管怎样，这个清
明节能实现全家出游梦也是
极好的。”

给自己放假

老少出游尽情嗨

焦智慧，一个老家山东
济南的东北女子。其父母上
世纪中叶闯关东并定居东
北，她是听着父母讲述山东
老家的故事长大的。在她很
小的时候，逢年过节，他们一
家也会回老家住几天。

如今，她已经是一个6岁
男孩的妈妈了，相夫教子，做
个贤妻良母已经成为她的生
活状态。“孩子小的时候，要
照顾孩子，现在孩子大一些
了，又得上幼儿园了。”说着，
焦智慧粗略一算，她已经10
年多没回山东老家了。

“儿子经常翻出我小时
候的照片，还一直嚷着想回
济南看看大明湖，现在正巧
赶上快清明节了，这春暖花
开的时候，前几天，趁着老公
放年休假，我们就带着爸妈
和儿子一起回乡看看。”采访
中，焦智慧告诉记者。

他们的第一站是济南，
为让爸妈重温儿时的足迹，
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他
们都一一看遍，当然，焦智慧
也一同忆起小时候的游乐
场，后来他们还去了黄河森
林公园，为期两天不松不紧
的行程，洋溢着点滴温馨和
幸福。“既然出来了，也想趁
着儿子刚上幼儿园，学习压
力还比较小，而且父母刚刚
退休，身体都还算硬朗，多去
几 个 地 方 走 走 ，好 好 玩 一
场。”于是，焦智慧一家在济
南玩了两天后，又一路南下
直达浙江乌镇。

来到乌镇，焦女士不禁
为这般古色古香的景致所折
服，也爱上了添加时尚气息
的西栅。“小桥流水、白墙黛
瓦，来到这里，我们体验了

‘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的生
活，如此慢节奏的生活，让作
为家庭主妇的我也感到久违
的舒适感。”她补充说，在西
栅，各类建筑错落有致，夜幕
掩映下的街道、酒吧、白莲
塔……似乎比白日更多些韵
味。“现在信息方便了，我们
全程的车票与景区门票都是
我一个人在手机上搞定的，
这也让我们出行更加顺畅。”

清明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
节日，本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但不
少人每年却过成了一个个“焚烧
节”、“消费节”。如有人看到别人家
在烧“纸钱”、燃鞭炮，才想起逝去的
先人；有人看到别人家在焚烧“轿
车”、“洋房”、“麻将”时，立马买来

“宝马”、“美元”、“护照”焚烧，生怕
“过时”、“落伍”。所以清明节过得越
来越让人纠结，倒不完全是“每逢清
明倍思亲”，反倒是过得有点“相互
攀比”、“随波逐流”。

那么，清明节到底当赋予怎样
的文化内涵呢？首先要传承“孝善文
化”。传承“孝善文化”，其实有二层
意思：一是要传承先人的美德。人死
如灯灭，而不灭的是先人留下来的
种种美德。可以说我们过逝的许多
先人，他们健在时大多一生勤劳节
俭、为人正直、乐善好施，如果先人
有知，绝不会让我们清明节过得如
此侈华浪费。二是要善待健在的亲
人。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子欲养而
亲不在”，如果你真怀一颗感恩的孝
心，与其父母不在时焚烧纸钱，不如
趁父母健在及时行孝，哪怕只是“常
回家看看”，也不至于抱憾终身。

过清明节，最好的纪念是传承
先人的美德，最好的释怀是善待亲
人，而最好的思考是在哲理中品味
生与死。固然生是偶然，死是必然，
或许一个人的出生无法把握，但一
个人的死并不全是由命。如一个人
的生活习惯好、心态好、环境好，完
全可以延长寿命。就算你真的有一
天会老去，但活着的时候就要增添
自己生命的色彩，让生命活得对他
人、对社会更有价值。生不说有多伟
大，但起码不让人说讨厌；死不说有
多光荣，但起码不让人说“活该”。

再说，清明节如果只过成一个
“焚烧节”，大量烧香烧纸，燃放鞭炮
不仅破坏环境，也易致火灾；清明节
如果只过成一个“消费节”，不惜钱
财的大操大办，与现代文明也格格
不入。“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
净。故谓之清明”，此时除了不忘先
人，还应走出郊野，带上亲朋好友，
享受下踏青的美好时光，并在拥抱
大自然的同时，体味当如何敬畏大
自然，保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

总之，清明节的文化内涵包罗
万象，传承传统文化也得“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与时俱进过出清
明节的“文化味”，更要防止种种陈
规陋习花样翻新、怪象丛生，过得不
伦不类给社会添堵。

宗禾

四个现代家庭的清明假期计划

现现代代清清明明，，团团圆圆踏踏青青唱唱主主角角
清明节中既有祭扫新坟生别离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

日。如今，人们过节变得日益注重娱乐化、休闲化，在清明节这个传统节日里，大家伙儿现在更
注重的是什么？是纯粹的缅怀故人，还是陶醉于眼下的春花烂漫，抑或趁着节日希望和在外的
亲人团聚？下面跟随记者走进几个不一样的家庭，瞧瞧他们是怎样过节的。

有此一说

过出清明节的

“文化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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