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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清明节是难以忘怀的。尤其
难忘的是清明节第一次祭扫烈士墓。

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是不能去祭扫
烈士墓的，因为十岁左右的年龄，认为还
是偏小，去的地方也相对远了。从三年
级才能去县烈士陵园参加活动。

因为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活动，
大家既好奇又兴奋。前一天，班老师专
门作安排：要听从指挥，不要离队。要穿
柔软的鞋子，不要穿得太单薄等等。

有一个年幼无知的同学，第一次听
老师说要扫墓，不明其然，傻傻地问：“扫
墓，为什么不让我们带扫帚呢？”年轻的老
师不满地瞪了他一眼说：“给烈士扫墓是
向烈士献花圈的。”

清明节那一天，在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矫健的步
伐，胸前飘扬着鲜艳的红领巾，精神抖
擞，浩浩荡荡地向着 10 多里外的城东
县烈士陵园挺进。

晴空万里，柳丝摇曳，花香阵阵。队
伍的最前边是一面迎风招展的校旗，然
后是统一着装的军乐队，军乐队老师手
拿指挥棒，上下顿挫，十分有力。军乐队
员们敲着鼓，吹着号，昂首挺胸，步伐整
齐，所到之处格外引人注目，无论是车辆
还是行人，都为我们让路。

烈士陵园坐落在宋金河东岸，院内
到处是苍松翠柏，庄严肃穆。在正中央
有一块高高的石碑，上面刻着几个苍劲
的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碑的顶部，
镶有一颗花岗岩雕刻的红色的五角星。
我在仰望它的时候，似乎能感受到它正
闪闪地放射出万道光芒。我脑海中闪现

出那些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
继、视死如归的情景。正是千千万万先
烈的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

在烈士墓前，我们面带严肃，聆听讲
解人员宣讲烈士的生平事迹。那一刻，
我们仿佛看到了先烈们在炮声隆隆、硝
烟弥漫的战场上，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
情形，同学们都沉浸到壮烈的故事情节
里去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对英雄的
敬仰，让我们小小的心灵波涛汹涌，恨不
能自己生活在那个年代，也去和鬼子拼
杀，也去保护老百姓，也成为像烈士们那
样的英雄。

整个活动结束后就到了中午 12点多
了，老师宣布自由活动。大家都饿了，纷
纷从口袋里、书包里拿出鸡蛋。讲究的同
学还把鸡蛋染成了红色或者绿色，大家三
五成群的，玩碰鸡蛋的游戏。碰破的鸡蛋
就吃掉了，碰不破的鸡蛋继续参加游戏。
有一个皮质厚厚的鸡蛋，把同伴的鸡蛋碰
破而自己的完好无损，那种旗开得胜的喜
悦，比吃鸡蛋更让大家兴高采烈。女同学
们采到一些碧蓝的、鹅黄的不知名的野
花。调皮的男同学，爬到柳树上去折柳
枝，女同学们在树下大呼小叫地指挥。男
同学扔下柳枝后，我们抢着拧一下看看，
柳皮是不是离骨，拣离骨的做成柳哨吹。
更多的柳条，我们会用来编成柳条帽，戴
在头上，雄赳赳，气昂昂，感觉俨然是勇敢
的游击队员了……

童年的清明节，已成为最独特的特
殊记忆。虽然时隔多年，却依然清晰如
昨。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清明时刻，往事
种种，伤心潮涌。这几天母亲的印象时
常在梦中若隐若现。

2013年的正月十七，当大家都还沉
浸在节日的喜庆中时，我最慈祥的母亲
却带着对子女的无比眷恋与不舍，永远
离开了这个世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瞬间把全家人的心激得粉碎，从此我们
成了这个世上没有妈妈的孩子。失去
了母亲的呵护与牵挂，我们倍感这人生
的失落与无奈。

转眼之间，母亲离开这个世上已十

余年，这让我又想起苏轼的千古伤感祭
文：“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十年里，作为子女的我，无时无刻
不在思念着母亲。每年的清明节、中元
节等所有祭奠亲人的日子，我都不曾缺
席、从不间断。我不知道这样能否给母
亲带来什么，但我觉得这是对母亲最好
的感恩与怀念。

人常言，母恩难报。传说佛祖临
出家前都放不下自己的母亲，一个倡
导四大皆空的神佛，尚且如此，更何

况我等一介凡夫俗子。一个人在世
上，对母亲再多的感恩与回报都不为
过！

2017年冬至，父亲也带着无尽的遗
憾与不舍离开了这个世界。从此家的
概念，对我逐渐模糊。这正应了一句
俗语：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现如今的我也已过半
百，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回忆这一
路走来的艰辛，更加体会父母在那个
困难的年代养育我们这帮兄弟姐妹们
的不易。

我们纵有对父母的万般思念与不
舍，但自然的规律也不得不促使最挚爱
的亲人们分离。随着岁月的流失和对
人生的感悟，我化悲痛为力量，调整好
心态，努力工作，把余生的日子兼顾
好。请远在天堂的父母安心吧！写到
文章的最后，愿用一首流行的歌词告慰
父母的在天之灵。

“如果天堂一定很美，我也希望妈
妈不要再回，怕你看到历经沧桑的我
会掉眼泪，我们约好了吗，约好了吗？
来生还在这里相会！”

伴随着连续几天的绵绵春雨，一年
一度的清明节又到了。

此时季节，虽然是春回大地，虽然
是万花皆开，可是，每年的清明节到来
之际，我总是会被无边的悲伤和思念包
围着，愁绪难理，泪水难抑，对父母亲的
思念与日俱增，惆怅之情挥之不去。

34年前的秋天，我没有了父亲，那一
年，我35岁。没有了父亲，才知道有父亲
在是多么的幸福。尽管当时自己也已进
入中年，可是总觉着自己还年轻。有父
亲在，如同生活中有一棵遮天蔽日的大
树，如同在千难万险面前有一道坚不可
摧的铜墙，父亲永远是我心中的依靠。
没有了父亲，感觉着自己一下子失去了
所有的保护。从此以后要用自己不太坚
实的臂膀去抵挡八面风雨，要用自己脆
弱柔软的心去面对九重磨难。

5年前的秋天，我失去了母亲。没
有了母亲，心中顿时感到空荡荡的，甚
至是无比的孤独和恐惧。突然就想起

了一句话：“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
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失去了双亲，老
家已成了故乡。父母在时，我们回家不
需要理由，离开家时也少有伤感。因为
我们知道，父母在，家就在。可是如今，
再回到老家，尽管看到家中的一草一
木、一砖一瓦仍感到无比的亲切，可是，
却少了以前回到家中的那种温馨和幸
福的感受。

每年的清明节，我和家人们都会特
意赶回老家，到父母的坟前，点一柱清
香，献一束鲜花，敬一壶老酒，在坟前久
久跪拜，泪流满面，念叨着对父母的思
念之情，曾经的美好回忆在脑海中又一
次次地展现，亲人们的音容笑貌总是那
样的清晰、那样的温暖。

抬眼瞭望着周围空旷的田野和路
边如雪的梨花，突然就有着一种期待，
幻想着逝去的亲人们正从遥远的天堂
缓缓归来。清明的花朵，纯洁鲜艳，可
是我却会感到每一个花朵，都像在暗自

垂泪，在无声地替我们吐露着无尽的惦
念。

清明的细雨，绵绵飘落，我却会感
到每一个雨滴，都像是我们的汩汩泪
水，在整个世界肆意流淌。清明的微
风，凄凉如冬 ，我总会感到每一阵清风，
如同我们思念的惆怅在寂寥的天地间
飞扬。

可是，今年的清明节，我可能要与
父母亲“失约”了。因身体原因我暂不
能回老家，暂不能前去向老人们祭拜。
只能在心中一遍遍地念叨着：“敬爱的
父母双亲，您们在天堂要好好的。想念
的父亲母亲，盼望着您们再次走进我的
梦里来。”

这时，窗外的天空阴云散去，午后
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了我的房间。
我突然感到这仿佛就是父亲母亲在天
堂给我的回应！每一道阳光仿佛都是
他们特别送给我的关怀和慰籍！顿时，
我心中再生苦楚，再一次，泪眼婆娑。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也是中
华民族最隆重的祭祖日子。清明是仲春和
暮春之交，清明时节春天已经过去大半，此
时春意正浓，大地一派春和景明之象，正是
郊外踏青春游与行清墓祭的好时节。

《晋书》记载：每年春天，人们都要结
伴到郊外游春赏景。踏青风俗至唐宋尤
盛。《旧唐书》也有记载：“大历二年二月
壬午，幸昆明池踏青。”可见，我国自古就
有清明踏青的习俗。

在我们家乡，清明节这天祭祖。记
得我小时候，清明节只是个春祭的日子，
家里小孩子跟着父亲给去世的祖先上
坟，有一系列的流程：摆祭品、烧香、等一
炷香的时间，祖先们吃完了，然后烧纸、
磕头，全程保持严肃，不能说笑打斗。清
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节
的气氛是哀伤的。

但这种节日气氛，从十年前发生了
改变，清明节祭祖时，很多家庭全家出
动，连儿媳妇也加入其中。随着人们经
济收入的提高，思想也逐渐进步，传统的
旧俗也在发生改变。在外地成家的老
乡，他们清明节返乡祭祖都是携妻带子，

一是祭祖，二是回家看望亲人。扫墓之
余，全家在山乡野间踏青游玩一番。这
种祭祖形式也影响了原住村民，大家纷
纷效仿。清明祭祖成为一个团圆的日
子，人们脸上少了些哀愁，多了些温馨和
暖意，大家通过祭祖，礼敬祖先，慎终追
远，从而更加珍惜眼前人，懂得活着时多
尽孝。

最近几年，按照“教科书”过节气和
节日的风气在悄悄盛行。清明节祭祖由
原来的摆祭品、烧香烧纸，变成了鲜花祭
拜，祭拜完后携全家到野外踏青野餐，有
的家庭还要在这天植树、插柳、放飞筝、
荡秋千等。这都是“教科书”上的清明节
习俗。虽然这些习俗古代就有，但漫长
的农耕时代，对于面朝黄土的农人，却很
少有这份雅兴和情调，现在生活条件好
了，农人们也有了闲情，在岁月静好时，
追求一点近处的诗和浪漫。

清明祭祖，缅怀故人，是传承；踏青、
植树、插柳、放风筝、荡秋千是享受当下
幸福生活，憧憬美好未来，大家都在做节
气生活和民俗的践行者，共同传播传统
文化，享受节气生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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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天空阴沉，细雨绵绵，我与
女儿踏上了前往附近村的解放军烈士墓
的路途。她还是个中学生，对于历史的
厚重和英雄的伟大，或许并没有深刻的
理解。但我想，通过这次的瞻仰，能让她
的心灵得到洗礼，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烈士墓坐落在我们故乡附近戴家
山的一片绿树环绕的山林之中，大理石
结构的墓碑高耸入云，庄严而肃穆。每
年的清明节，都会有中小学生来到这里，
缅怀先烈，扫墓纪念。

1949年 10月 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四野战军第 122师第 364团、第 366
团，在离我老家只有十几里的文明岭与

白崇禧部激战九小时，最终歼敌两个
连。然而，胜利的代价是沉重的，解放军
17名指战员壮烈牺牲，他们的鲜血染红
了这片土地。附近几个村的农民，纷纷
自发参战，协助部队救治伤员，将烈士的
遗体送至戴家山安葬。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1971年冬，
当地公社、大队及附近一水库的管理单
位联合修建了这座东华解放军烈士墓，
用以缅怀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

当我向女儿介绍这些历史时，她的
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她静静地聆听着，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我知道，这次
的瞻仰已经让她的心灵得到了触动。

我们沿着石阶一步步地向上走去，

虽然天空阴沉，细雨绵绵，但我们并未打
伞。我想让女儿感受到这种肃穆的氛
围，让她明白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扫墓
活动，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在烈士墓前，我们恭敬地献上了花
篮，默哀致敬。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历
史的回响，看到了那些英雄的身影。他
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不惜
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
载史册，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前行。

瞻仰结束后，我与女儿默默地走在
回家的路上。她突然开口说：“老爸，我
明白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
的。我们要珍惜它，更加努力学习，为

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听
到女儿的话，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
豪。

这次清明节陪女儿瞻仰烈士墓，不
仅让她了解了历史，更让她明白了人生
的价值和意义。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
里，她会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更加努力
地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
献自己的力量。

正如古人所说：“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铁无辜铸佞臣。”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
们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们的精神
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而我们作为后
人，更应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来
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陪女儿瞻仰烈士墓
□ 苏作成

童年的清明节
□ 魏建国

亦节亦气的春色之约
□ 马海霞

母 恩 难 忘
□ 孟祥金

盼您走进我梦里
□ 黄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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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诗三首）

村史馆前

木门虚掩，和我一起推门而入的
还有先辈们，留给后人的清风
——在夏日里铺就沁凉
如同他们栽下的松柏一般
青翠欲滴，棵棵都长出了
红色的躯干

我就这样触摸着墙壁上的文字
一阵阵的疼痛感
让今天的幸福，有了思考的原因
那些变成被光雕凿的面孔
足以让我，回到上一个时空

我叫着他们爷爷，或者叔叔
甚至哥哥。与他们展开对话

听他们讲起革命先烈
听他们用血肉之躯
托起民族的脊梁。咯吱咯吱的声音
我问他们：压得疼吗？
他们不语，并把奋力挺起的腰身
又撑高了一寸

好高好高的身躯啊！高到——
在这一片革命热土之上
在这几十年后的今天
我依然被他们的影子，遮挡着

我来之时，一所学校正在这里
组织红色教育活动
——彼时灿烂千阳
我知道，这些花一样的少年们
心里种下了红色的种子
而树一样的先辈们，脸上露出了
未曾见过的，笑容

烈士纪念馆哀思

乌云在头顶聚集。一场大雨
仿佛在诉说着

烈士们未完成心愿
无数忠魂的名字，就这么绣在墙上
我用双手抚摸着
那温度像闪电的激流。能将心底
每一寸坚硬的地方击穿
泪水在这里流淌
那是因为他们十几岁的年纪
就要托起民族的脊梁
以瘦弱的身躯，换来我们
今天的灿烂
我有一个军礼，敬给他们
为这不屈的魂魄
我有一个承诺，讲给他们
祖国的明天，我来接棒
这条巨龙，再也不容他人侵犯

雨夜访烈士陵园

一定要选择雨天
一定是丰碑高竖的角度
恰好遮住了风暴
此时
玫瑰在一切鲜血中，是最红的

一定要选择夜晚，一定是

松柏的掩映
恰好携带着浩然的正气
此时
月亮被撕成，闪光的麦粒
一定要选择雨夜的原因——
在于泪水落下，
可以当做雨水
在于面容苦痛，
可以藏进黑夜
在于长眠于地下的烈士们
一定呢喃着

“我们流过这么多泪水，
就为了你们不再流泪”

“我们经过那么多苦痛，
就为了你们不再苦痛”
他们说着说着，
就到了雨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