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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 4月 3日电 （记
者 章利新 黄扬） 清明风吹花草

香，出门拜山车马忙。清明时节，

海峡两岸最匆忙的身影，都是返

乡祭祖的游子。无论离开多久、

分隔多远，中国人总牵挂着家乡

和祖先。

正在大陆访问的马英九先生

就是其中之一。他近日携家人回

到湖南老家，在马家祖墓前祭拜

祖父。第一次回到祖籍地的马英

九宣读祭祖文和受访时几度哽

咽，不时拭泪。这一幕让台湾民

众深受感动。

时值清明连假，岛内迎来扫

墓、出游的高峰，多条主要公路近

日持续拥堵，有台北市民赶往嘉

义 扫 墓 ，在 路 上 花 了 7 个 多 小

时。连日来，因为疫情趋缓，岛内

各地公墓也涌现祭祖人潮，到处

可见提着鲜花、素果等物，扶老携

幼的祭扫者。

今年清明期间，也有台湾民

众为扫墓而奔走两岸。台湾中华

大陈同乡总会青年台商会会长盛

汉伟近日赶往浙江台州温岭市箬

横镇寻根祭祖。“寻根的念头已经

有很多年了，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过。”盛汉伟说，在童年记忆里，爷

爷那口地道的温岭腔，总能勾起

他对海峡彼岸家乡的遐想。

台湾学者薛仁明 2日专程从

大陆赶回岛内，扫完墓再赶回上

海，继续讲学行程。他长期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重视祭礼。

他认为，中国人自古重视祭祀，事

死如事生，在精神上把逝者当成

还活着，不断地想念着、感激着、

告白着，这就是祭祀的本质。中

国人在死生之间，就有这么一种

充满生机和弹性的独特状态。

“中国人重视慎终追远，懂得

每个人都活在历史长河之中，上

对 祖 先 有 交 代 ，下 对 后 代 尽 责

任。当往上、往下都无穷延伸时，

生命就虽有限而无限，可以绵延

不尽。这是中华文明对于人世的

一种大信。”薛仁明说。

然而，岛内也有一些老人一生牵挂家乡，却未

能跨越海峡返乡团圆，留下终生遗憾。为了帮助

他们落叶归根，今年清明节前夕，高雄市左营区祥

和里里长刘德文又开始了奔波两岸、送老兵骨灰

回老家的行程。2003年至今，他已帮助 200多位老

兵魂归故里。

台湾亡故老兵田发祥的骨灰近日在刘德文护

送下回到阔别 74年的故乡北京。1949年，作为文

书士官的田发祥赴台湾后，从此与妻儿分隔两

岸。1987 年，孤身一人的田发祥正准备回大陆探

亲，却不幸意外过世。

2021年 5月，刘德文收到田发祥大陆亲属的委

托，开始了近一年的寻找之旅。期间，他频繁往返

高雄市和嘉义县两地，累计行程达 6000 多公里。

2022 年 3 月底，他终于在嘉义县中埔乡的顶六地

区，找到了这位老兵的墓地。

刘德文说，去年清明节当天，他用田奶奶和田

爷爷的照片，在墓地里面帮老夫妻做一个隔空团

圆。今年就想在清明节到来之际，把田爷爷带回

家乡，让他跟田奶奶团圆。

“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同宗同源，同一个文

化。你看清明节大陆那边，同样都是在祭祖，扫墓

上坟，台湾也是一样。这种是文化上的传承，无论

如何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先。”刘德文说。

清明时节，两岸慎终追远的匆匆身影令人感

慨。中华文化根深蒂固，静水深流，体现在两岸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深层的文化传承与联

结，绝不是岛内任何政党的把戏、意识形态的操

弄，所能切断或改变的。

北 京 时 间 4 月 5 日 9

时 13 分将迎来二十四节

气中唯一兼具“节气”和

“节日”两种“身份”的清

明。“忽见家家插杨柳，始

知今日是清明”，此时节，

柳色青青，柳条长长，柳烟

淡淡，正所谓“春事到清

明，十分花柳”。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

院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中国节日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萧放介绍，自古以

来柳枝就被视为驱邪避祟

的象征。清明祭祖、扫墓，

俗信认为会有邪祟出现，

为防邪气侵扰，办法就是

插柳于户，戴柳于首，而此

时节也正值“柳色青青柳

叶齐”之时，到处是“阳春

三月柳色新”的景象，因

此，清明又称“柳节”，民间

有折柳、戴柳、插柳、射柳

等习俗，其中流行最广的

就是插柳和戴柳。

南北朝时期就有了关

于插柳习俗的文献记载，但

当时的插柳活动并非在清

明期间。这种情况在唐宋

时有所变化，清明已成为全

国性的祭祀节日，插柳也渐

成清明的特别节俗。出城

扫墓或踏青的人无不带柳

回家，“插于门上”，说可以

“明眼”驱邪。柳为春季应

时嘉木，得春气之先，它是

生命力量的象征，古人墓地

一般都种植柳树。由于扫

墓折柳的人太多，宋人有诗

劝告“莫把青青都折尽，明

朝更有出城人”。

清明戴柳的习俗也由来已久，有将柳枝

编成柳圈戴在头上者，也有将柳枝结成花朵

插在鬓上者，还有直接将柳条插于头上者。

戴柳既是孝心的展示，也是生命力量的祈求。

萧放表示，清明插柳、戴柳在我国大部分

地区都是为了驱疫辟邪之用，但在一些地区

还有纪年华、惜红颜的含义，民间有“清明不

戴柳，红颜变皓首”之说。青柳留春，意味着

在春季将逝的时节，用青青的柳条象征着对

青春、生命的挽留。

又是一年清明时，杨柳依依道春意。“最

美人间四月天，气清景明，春光明媚，大家不

妨走到户外妨走到户外，，折一根柳条插在门前折一根柳条插在门前，，或编一个或编一个

柳圈戴在头上柳圈戴在头上，，在感受清明风俗的同时在感受清明风俗的同时，，尽享尽享

温暖春光和旖旎春色温暖春光和旖旎春色。”。”萧放说萧放说。。

新华社天津 4 月 3 日电 （记者 周润
健） 4月 5日将迎来兼具“节气”和“节日”两

种身份的清明。一些公众发现，今年的清

明有些不一般，是闰月清明，即清明落在了

农历闰二月。这是咋回事？听听天文科普

专家怎么说。

很多人认为，一个月过完，再“免费”续上

一个月，这叫闰月，其实这并不准确。中国天

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解释

说，我国农历为调节回归年与朔望月周期不

相等而增加的月份称为相等而增加的月份称为““闰月闰月”。”。农历闰月的农历闰月的

设置采取的是设置采取的是““1919年年 77闰闰””的方法的方法，，即即 1919年里年里

添加 7个闰月，有闰月的农历年份也叫闰年。

我国古人依据太阳的运行规律，将一

年分为 24个节气，包括 12个“节气”和 12个

“中气”，在公历上的日期相对固定，而农历

是以月亮的一个盈亏周期来定月，所以，节

气和中气在农历中并不固定。农历历法规

定，每个农历月都有一个中气，如果某个月

中不包含中气，就算上一个月的闰月，为置

闰，正如民谚所说“人没中气就会虚，月没

中气就得闰”。

农历癸卯兔年的闰二月就是今年二月

的闰月。这个闰二月从公历 3月 22日开始

到 4月 19日结束，中间只有一个节气清明。

闰二月比较少见，就 21 世纪这 100 年

而言，仅有四次，分别为 2004 年、2023 年、

2042 年和 2099 年，而这四个年份的清明也

都落在了闰二月。

“清明在公历年中的日期是基本固定

的，绝大多数年份为 4月 5日，个别年份为 4
月 4 日或 4 月 6 日，而闰二月的时间一般在

公历 3月下旬至 4月中旬，所以有闰二月的

年份，清明必定落在闰二月里。2004 年和

2023 年的清明落在闰二月十五，2042 年和

2099年的清明落在闰二月十四。”杨婧说。

清明将至，62岁的胡学健带着砍竹刀、锄

头和簸箕，上山了。沿着山间小道走了六七

百米，他来到翠竹掩映下的两座墓地旁。清

理完墓堆上的杂草，添上三四簸箕新土后，按

照当地习俗，他在两座墓地前摆好祭品，开始

祭奠。

胡学健是浙江省湖州长兴县泗安镇长潮

村人。长期在家务农的他，平时要照顾 100
岁的父亲胡阿新，也要不时到祖坟地里看护

这两座墓地。

“ 左 边 的 墓 是 一 名 新 四 军 无 名 女 战 士

的，右边的墓是我曾祖母的。无名女战士虽

然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但父亲和我，都把她

当成亲人一般祭扫，已有近 80 年了。”胡学

健说，“2003 年左右，村里接连下了几天暴

雨。当时 80 岁的父亲担心墓地被冲毁，执

意上山。雨大路滑，他半路摔了一跤，自此

父亲就走不了山路了，便将守墓的任务交给

了我。”

据长兴县相关史料记载，1944年 1月，新

四军第十六旅以长兴县仰峰 为指挥中心，

开辟了郎（溪）广（德）长（兴）抗日游击根据

地，后与新四军第一师主力汇合，在长兴县成

立了新四军苏浙军区。新四军在长兴县驻扎

近 2年时间。

“我们家曾是村里的卫生诊所，很多新四

军伤员就是在我们家救治的。”胡阿新用颤颤

巍巍的长兴话回忆道，“1944 年的冬天，一名

新四军女战士因抢救无效在我家去世。当时

战况紧急，女战士的战友来不及交代更多，只

留下一句话，委托我将女战士安葬，并帮忙照

看下。我一口答应下来，从年轻时开始一直

到摔倒前，守墓有近 60年。”

在年年祭扫中，无名女战士墓得到了胡

阿新父子俩的悉心照护，但他们并没有对外

宣扬。直到 2021 年 3 月，长兴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联合县人民检察院走访排查全县烈士纪

念设施时，才知道胡阿新父子俩默默守护新

四军女战士墓近 80年的事迹。

“2021年我们实地去察看这座墓地时，女

战士墓虽是座土坟，也没有墓碑，但保护得很

好，当时就被胡阿新父子俩的善举深深感

动。”曾参与全县烈士纪念设施排查的长兴县

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朱胜平说。

据长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小林

介绍，发现这座无名女战士墓后，他们多方确

认了该名女战士的信息真实性，但由于她的

姓名、事迹无从核实考证，认定烈士工作存在

困难。另一方面，为更好保护女战士墓地，政

府拨付一定资金，请胡学健代为整修坟墓边

墙等，并为墓地竖碑，供后人瞻仰。

“碑立好时，父亲很激动，非要上山看看，

被我们劝住了。”胡学健说，2022年，长兴当地

一所高中的美术老师，还根据父亲口述，画了

一幅女战士的肖像画，父亲看后，开心地说：

“像！像！”

“最近几天，新四军无名女战士坟墓上，

多了几束从山上采下来的杜鹃花。”胡学健

说，如果有一天，他走不动了，会把“接力棒”

交给下一代。

“也许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她是谁，但我们

知道她为了谁。为女战士守墓，守的不仅是

承诺，更是感恩和记忆。”他说。

新华社杭州4月3日电

一句话一句话，，一辈子一辈子
————浙江父子两代接力守护新四军无名女战士墓浙江父子两代接力守护新四军无名女战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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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清明巧逢农历闰二月

清 明 将 至 ，各 地 开

展祭奠活动，缅怀先烈，

寄托哀思。

图①为4月3日，消防

救援队员在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烈

士陵园给烈士墓献花。

图②为 4 月 3 日，在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

烈 士 陵 园 ，青 年 志 愿 者

在擦拭英烈墓碑。

图③为4月3日，老师

和学生在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革命

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新华社发

缅怀先烈缅怀先烈

致敬英雄致敬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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