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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种方式和孩子谈谈“生死”

越来越多教育者发现，清明节是
中小学开展生命教育的良好契机

清明又至， 沪上的中小学生通过

网上祭奠等方式，寄托对先烈的哀思。
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发现， 清明节是开

展生命教育的良好契机， 有关生死的

话题不可避免， 但需要合适的方式传

递给学生。 多给孩子讲述家庭成员的

故事、 一起阅读与生命相关话题的亲

子绘本等，都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生死”话题走进课堂

如果对七八十年后的自己或家人

说一段话，你想表达什么？清明节之际，
奉贤区殡葬管理所职工走进了头桥中

学七年级课堂，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堂有

关传统习俗和生命意义的讲座。
“80 年后的我，可能从一个健壮的

少年成为驼背的老人， 那时候我有可

能会有自己的一片蓝天，也有可能平淡

无奇。 无论如何我要珍惜眼前、活在当

下，没事的时候陪陪父母。等我长大后，
父母可能已经没有力气，也不能陪我辩

论了， 时间就像一把利剑划出的沧桑，
现在的生活是多么得来不易。”七（1）班
的朱敏孜对未来的自己写下这些话，不
禁潸然泪下。

这有些出乎头桥中学校长杨文英

的意外， 她说，“这是对学生一次特殊

的生命教育。 不仅帮助学生了解清明

习俗，启发学生缅怀先人的内心感受，
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从对先烈、先贤的

崇敬、感恩、敬仰，转而关注身边的人、
珍惜当下的生活。”据悉，该校计划未来

每一年， 都邀请这些工作人员走进校

园，为孩子上一堂“生死教育”的课。

记者了解到，在沪上部分中小学，
“生死教育”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走入

校园和课堂。 闵行区梅陇中学曾召开

过一节名为 《做一个负责任的家庭成

员》的主题班会，在讲述了如何照顾家

庭中年迈的家庭成员等话题后， 班主

任张老师还提到了生活中无法回避的

“死亡”话题。在她看来，眼下的课堂教

育中，与“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相关

的教学内容并不少， 却鲜有生死教育

的相关内容。
一名男同学因为家中长辈刚刚过

世不久，他说，没想到一堂班会课让他

有了更多宣泄悲伤情绪的渠道， 也懂

得怎样正视家庭成员的离去， 重新回

到现实的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

多给孩子讲述家庭的故事

在美国、 德国等国家的基础教育

阶段，“生死教育” 早已走入家长和教

师的视野。 这些国家通常的做法是，借
助家庭成员的离去、小动物的离去等机

会，向孩子传递生死教育的讯息；学校

也会组织到殡仪馆等与生老病死相关

的场所，让学生了解生命周期的演变。
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陈

小文认为， 家庭更是开展生死教育最

合适的场所。 家长应多讲家庭中的故

事,多讲述父母与祖辈之间的故事，通

过生活中的细节让孩子感悟到每一个

家庭成员都是“有血有肉 ”的存在 ,让
孩子对 “家” 的概念有更加深刻的理

解。陈小文说，“孩子们会知道，父母与

自己除了简单供养关系外， 还有更多

情感的纽带。当遇到情绪问题时，他们

也会更倾向于向家庭成员倾诉。”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记者 何易

■本报记者 钱蓓

当我们说死亡其实在说尊重生命

“与生俱来谈往生”，复旦首届“生命文化节”开讲

“你这一生不花力气就能得到的

有什么？ 岁数、死亡。 ”清明时节，复旦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医生成

文武走进复旦大学， 与大学生聊一个

话题———“与生俱来谈往生”。
成文武常年从事肿瘤姑息治疗。

在这个缅怀至亲、追忆先贤的时节，他
动情开讲“死亡”，整整两个半小时，无
人离场，其间掌声雷动。他的首讲拉开

了复旦首届“生命文化节”的序幕。
“与生俱来 ”，是 复 旦 “生 命 文 化

节”的主题。 这个月，这一大型跨学科

论坛将联合复旦医学院、社会学院、哲
学学院等， 与大学生一道探讨有关生

命的终极命题：死亡。这是一个沉重甚

至令人有些讳言的话题，可在“生命文

化节”， 记者看到了死亡教育的另一

面：当我们在说死亡，我们其实在说对

生命的尊重。

谈死亡，最终谈的是爱

你第一次接触死亡是什么年纪？
成文武的开场很抓人。他五六岁时，外
公的妈妈去世了。那日在殡仪馆，他一

路玩耍地跑到走廊尽头的停尸间，里

头排着一张张铁床，包括外公的妈妈。
这个小脚老太静静地躺在门口那张铁

床上，成文武巴巴地望着，心想：今后

少一个喜欢我的老太太了。
年纪太小，不知何谓悲哀，唯一印象

是那里真冷。 这是成文武对死的理解。
到了小学四年级，大队辅导员去

世了 。 成文武 作 为 学 生 代 表 参 与 送

行 ，随着哀乐响起 ，他落泪了 ，“那一

刻我知道生命是很脆弱的，有了悲伤

的感觉。 ”
高 一 时 ， 成 文 武 第 一 次 思 考 死

亡 ，令这个少年一夜无眠 ，但 也 没 想

出个所以然。
1988 年， 成文武进入医院实习，

那是个毛毛细雨的午后， 在急诊顶班

的他遇到一个工程师意外身亡， 他就

在空荡荡的诊间独自陪着这具尸体一

个多小时，直到家属赶来。
从事肿瘤姑息治疗， 成文武目睹

了太多死亡。 “说这些，是想告诉大家，
随着年龄增长， 对死亡会有不同的感

受。 直到真正理解死亡的那刻，你会明

白：谈死亡最终谈的是爱，还有坚强的

心。 ”成文武说。

十年前就想跟年轻人说“死亡”
这次受邀谈生死，成文武很感慨，

因为他 10 年前就想在大学生中开展

死亡教育，当时无人响应。如今的大学

生对死亡的认识是怎样的、想听什么，
成文武琢磨着。

一周前， 复旦的学生记者来采访

他，成文武领着年轻人去查房。大学生

在病房里看到一个年龄相仿的患者，
不同的是， 病床上胃癌晚期的小姑娘

活不过 24 小时。 这天，3 个大学生就

守着这个同龄人，直到次日她离世。
“他们就牵着她的手，我看了真的

很感动 。 那个 姑 娘 走 的 时 刻 是 温 暖

的。”成文武很感慨，他说，不仅医学院

的学生，更多大学生都需要死亡教育、
生命教育。

成文武说， 死亡教育不等于传递

这些死亡过程。
他至今记得，1999 年他在香港看

到给逝去双亲的小孩开的心灵辅导会，
用以减少孩子的心灵创伤。 最近，他又

受到儿童绘本《当爷爷成了幽灵》的强

烈触动。
“我们原来能跟五六岁的孩子谈

死亡，还谈得感受不到可怕，反而是满

溢着对亲情的怀念。 ”“我们不仅要关

注逝者，还要关注生者，要努力让至亲

活在心中，但悲伤不能留在心中。 ”成
文武说。

守护生命，更守护尊严

“年轻人很渴望生命教育，只是以

前这样的机会太少。”复旦生命关怀协

会一名负责老师告诉记者，举办“生命

文化节” 是为了回应学生对生命终极

命题的思考。 复旦一项调研发现，20
多岁的年轻人思考死亡、 生命的，比

40 多岁的人来得多。
本月起，复旦“生命文化节”将组

织密集讲座，将邀请医学院士、哲学大

咖、医学伦理大牛与学生聊“生死”。用
一名老师的话说， 生命教育不仅是谈

临终关怀， 也是谈如何面对病痛、挫

折，所以“生命文化节”的主题落在更

宽泛的概念：“与生俱来”。
“什么是与生俱来的？ 我并不认

为与生俱来的是不可改变的， 技术已

带给了我们很多可能性， 但反过来我

们要思考科技对生命干预的疆界在哪

里？ 生命的尊严应该是更重要的， 现

在一些技术的干预已触及到尊严的范

畴。 谈死亡教育， 我们不光是为了守

护生命， 更要守护尊严。” 复旦大学

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王国豫说， 思

考这些， 需打通文、 理、 医的界限，
“生命文化节” 是一个好的开始。

留下传统戏曲的每一章华彩
沪上戏曲界推出多场缅怀已故老艺术家的活动，追远抚今———

清明前后， 沪上戏曲界多场缅怀已

故老艺术家的活动陆续推出。 上海大剧

院连演两场越剧范派创始人范瑞娟纪念

演出，《风·范》越剧宗师范瑞娟追思会日

前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 上海昆剧团举

办“水流云在———昆曲音乐家辛清华、顾
兆琪纪念演出”。 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梨
园记忆” 第一期围绕缅怀京剧表演艺术

家方小亚展开。
追远意在抚今。 在缅怀老艺术家之

余， 他们的艺术创作之路也给当代戏曲

人留下思考———老艺术家以精湛的技艺

和开放的思维 ， 让传统艺术 在 历 史 的

不 同 阶 段 有 着 各 具 特 色 的 时 代 面 貌 。
而对于后辈 ， 专家呼吁不仅要 继 承 艺

术精神 、 借鉴思路 ， 也要整理 老 艺 术

家留下的艺术财富 ， 留下传统 艺 术 在

每一个时代的华彩篇章。

“老师 57 段唱腔我学了
几段？ ”

范瑞娟的纪念演出中， 集结了来自

上海、杭州、宁波、南京、温州等地九代范

派弟子， 带来 20 多段范派经典唱段，其
中不少已有数十年未见于舞台。

上海戏剧学院从事越剧教学工作的

韩婷婷参与了此次演出，致敬之余也是对

范派小生经典剧目和唱腔的一次梳理。几

代人越是深入其中，越是懊悔：“最近我翻

看老师范瑞娟的唱腔集， 一本是 1983 年

出版的有 36 段唱腔，另一本 2003 年出版

的，里面有 57 段。 守着这座艺术宝库，我
扪心自问———我学到了多少段？ ”

都说越剧擅演风花雪月， 可在范瑞

娟的舞台人物“履历”里，爱国诗人陆游、
忠王李秀成、 南宋名将韩世忠等英烈人

物不在少数。 以柔情诗意见长的越剧旋

律，在表现这些人物时，范瑞娟丝毫没有

削弱其英武威严之气， 为越剧在表现题

材和手法上积累下丰厚的“家底”。
通过范瑞娟老师的一个一个剧目的

连缀，能够看到这一百多年来，越剧前辈

所走过的路， 同时也为当下的越剧创作

提出问题———戏路好像走窄了？

老笛师自费10万元出版曲谱

台前需要开拓思维， 幕后也要有所

发展。
都说戏曲乐队是傍角儿的艺人，更

重伴奏而少表演， 常年在舞台追光灯视

野之外。可别因此小瞧了他们，能不能托

住台上演员的表演同样见功夫。 笛师顾

兆琪少年时期就能背出百余出戏， 因而

在台上演出，别人看的是曲谱，他看的是

台上的演员，哪里跟得紧一点，哪里情绪

铺垫得足一些，配合得好，戏味儿才足。
2002 年顾兆琪还自筹 10 万元出版

了一本曲谱。别人以为他“闲钱太多”，他
自序的这番话就是最好的回应：“昆剧之

振兴，首在于普及昆剧之曲；而欲普及昆

剧之曲，又必先有昆剧之谱。 ”
而今能够从事戏曲作曲和唱腔设计

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以至于一些资深作

曲家常常身兼多个剧种好几部新戏唱腔

设计的工作。
顾兆琪的弟弟顾兆琳也是昆曲作曲

家，他认为，如今不仅要台前的演员代代传

承，更希望乐队、作曲等从事这个剧种的各

类人才共同成长，唯有如此，才能留给下一

代人更完整、更活色生香的昆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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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来上海3.7万人“魂归大海”
调查显示海葬接受率达24.7%但实现率较低，推广引导仍需努力

一年前，黄女士的丈夫过世，遵照丈

夫遗愿，黄女士把他的骨灰撒入大海。
三年前，上海知青廖先生长眠海底。

廖先生当年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而离开

上海，最后，他以海葬方式回到家乡。
六年前，上海老兵冯先生魂归大海。

他戎马一生， 想随海水回到曾经战斗过

的地方。几个女儿为他建起网上纪念园，
并且表示要追随父亲， 在自己百年之后

也实行海葬。
清明 前 夕 ， 这 些 海 葬 者 家 属 前 往

滨 海 古 园 ， 参 加 海 葬 公 祭 典 礼 。 自

2008 年以来 ， 滨海古园已是第十次举

办海葬公祭。

到2016年海葬占安葬数
比例年均增长约10%

上 海 的 海 葬 历 史 已 有 26 年 ， 从

1991 年推出骨灰海葬活动至今，上海已

有数万名海葬者选择在长江入海口告别

人世，其中包括作家巴金。
1999 年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设立

飞思海葬服务部，专门受理海葬业务。来
自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从

1991 年 3 月 19 日上海举行首次海葬算

起，到 2016 年底全市共有 37056 名逝者

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海葬观念的形

成和推广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上海飞思

海葬服务部副总经理刘维斌记得， 最初

沪上每年的海葬量仅 100 多具，2016 年

这个数字达到了 3345 具，海葬占当年安

葬数的比例为 2.7%，年均增长约 10%。
2016 年下半年，上海理工大学课题

组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约有

24.7%的受访者接受海葬，比起 2003 年

4%的接受率有了大幅提升。 上海理工大

学教授乔宽元表示， 这个数字给了民政

部门继续推行海葬的信心和底气， 但也

显示出海葬的实现率仍然低于接受度，
需要通过更好的方式进行推广和引导。

海葬适航期仅四个月，预
约等待需半年多

上海市殡葬管理处副调研员张颂杰

介绍，上海海葬，实行的是家属随船出海

撒散骨灰的方式。 海葬航线主要是吴淞

至长江入海口，长江口航道密布、轮船众

多，保障海葬活动安全的压力逐步增大。
上海冬季多雾，夏季多台风、雷雨等

强对流气候， 天气直接影响到海葬航次

的安排。为了确保航行安全，现在只能利

用春秋季节的四个多月时间出海， 船次

运能与市民需求存在矛盾。
当前适用海 葬 的 船 型 主 要 是 客 滚

船，每艘船的核载人数为 300 多，除了工

作人员以外， 每个家庭可以有不超过 6
名成员随船参加海葬。这样，每个船次只

能为 50 余位海葬者撒骨灰。
种种原因， 导致前几年预约参加海

葬的等待时间达到一年以上。 服务部门

想办法优化航次、挖掘余量，把排队时间

缩小到了半年多。 但这仍然对市民的积

极性有一定的影响。

研究探索新的海葬形式

大城市土地供应日益拮据， 推行节

地生态安葬是缓解用地矛盾的 方 式 之

一。历年来，上海逐步推行了树葬、海葬、
深埋、 格位存放等不占或少占土地方式

安葬骨灰或遗体。去年，上海第一家生命

晶石工作室成立， 至今共吸引约 180 个

家庭尝试生命晶石服务。今年清明前后，
沪上还有墓园开展小型墓 （家庭合葬墓

型）设计大赛。
而海葬是最彻底的节地葬式。 受邀

参加海葬公祭典礼的柏万青说：“从小道

理来说， 先人海葬， 可以减轻小辈的负

担；从大道理来讲，海葬可以节约用地，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很赞成这种方式。 ”

张颂杰表示， 今后上海民政部门还

要研究探索新的海葬形式， 比如在陆地

举行送别仪式， 由工作人员代为集中撒

海； 开设 “海葬纪念网”， 为选择海葬

市民提供纪念平台等， 缓解预约等待时

间过长的矛盾， 也满足家属缅怀纪念的

需求。
1999 年 上 海 出 台 海 葬 奖 补 政 策 ，

对选择海葬的本市居民， 每具骨灰补贴

家属 150 元 ， 2012 年提高到 2000 元 ，
宝山、 浦东、 奉贤等区在市级补贴的基

础上， 对本区户籍居民再给予奖补。 张

颂杰透露， 殡葬部门今后也会考虑调整

补贴方式， 继续鼓励市民选择海葬。

守住秩序规则，留住英烈笑容
闵行公安团员青年祭扫好交警茆盛泉

茆盛泉，闵行交警支队民警，坚持

“见违必纠”， 对视线内每一起交通违

法行为都抱着“零容忍”的态度，坚决

查处、绝不姑息。 2015 年 3 月 11 日，
为纠正一起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年

仅 32 岁的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又是一年清明时。 在龙华烈士陵

园烈士纪念堂里， 闵行公安团员青年

们的目光都停留在相片上那张熟悉的

保持着微笑的年轻脸庞———茆盛泉。
战友们纷纷上前擦拭着遗像上的

浮尘，娇嫩的雏菊衬托着年轻的英烈。
茆盛泉生前战友， 闵行公安分局交警

支队民警叶子，在烈士的墓前，再一次

为所有团员新警们讲述这位兄长、这

位英雄的故事。
“还记得那一天，你站在车水马龙

的路口，指引着流动不息的行人车辆。
面对违法行为， 你毫不畏惧， 见违必

究，无情的车轮却将年轻的生命夺去。
这份忠诚敬业的奉献精神深深影响着

我们。 ”
“倘若他还在，应该可以常常在朋

友圈看到他晒出的与儿子在一起的幸

福脸庞吧。 两年过去了， 伤痛随着时

间的流淌渐渐沉到心底。 带着他的期

待和愿望， 大家的生活与工作又重新

走向正轨。 但是， 我们都不曾忘记，
悲剧， 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这座有着

数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应该有怎样的

交通环境？ 交通大整治以及随之而来

的各种管理措施正在告诉我们答案。
我们感到欣慰，因为，一切都在变得更

好了。 ”
茆盛泉一定没有想到， 上海启动了

一场只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交通违法行为

大整治； 也一定没有想到， 道路交通管

理条例出台， 成为一套全新的、 系统的

交通行为准则 。 虽然兄弟们都 忙 得 黑

了、 瘦了， 但结果令人欣喜。 他一定会

支持这样的整治 ， 倘若他还在 我 们 当

中， 也一定和兄弟们一样夜以继日奔忙

在路口。 当看到路口秩序井然， 司机行

车有序， 他的脸上也一定还会露出灿烂

的笑容。
2015 年案件发生之初，网络上还曾出

现过对于“执法过严”的质疑。而今天，很多

人已经能够达成共识：遵守规则，是我们这

座国际化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亦是一种对

生命的尊重。 如今，几乎所有上海司机都

在“重新学习交规”，开车也更为谨慎、专
注。 秩序，正在成为这座城市的气质。

如今，吴中路虹许路路口繁忙依旧，

年轻交警们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继续

在路口挥洒汗水。 在这个曾经承载过

泪水和感动的路口， 茆盛泉岗组碑就

在一边静静地伫立着， 而新交警们正

在用自己的青春续写关于秩序和规则

的故事———继续站好岗， 与市民一同

构建通畅有序的交通环境， 便是对他

最好的告慰。
愿规则， 所有人心向往之； 愿秩

序， 成为申城永恒之美。

■本报记者 黄启哲

“尽最后一点光和热后，就来入列”
清明节前夕，老兵到新四军广场“向老军长报到”

本报讯（记者何易）今年是新四军成

立 80 周年。上海新四军研究会日前在青

浦区新四军广场举行新四军老军长、新

中国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元帅逝世 45
周年纪念活动。 很多参加祭扫的新四军

老兵如今已是耄耋老人， 他们表示每次

来到老军长面前回忆峥嵘岁月， 依旧心

潮澎湃：又回到老地方来了，向老军长报

到，再为社会尽最后一点光和热后，我们

就来入列———战友们都在这里了。
武警上海市总队第二支队的官兵也

在清明节前夕与陈毅元帅后人一起来到

新四军广场，寄托哀思、缅怀先烈。 上午

9 时，在陈毅元帅夫妇雕像前，武警官兵

和参加扫墓的人员 集 体 向 陈 毅 元 帅 默

哀。随后，陈毅次子陈丹淮将军夫妇向父

亲雕像献上鲜花， 支队官兵也把一枝枝

寄托怀念之情的菊花送到雕像前。然后，
武警官兵又来到新四军广场， 向为民族

解放人民幸福付出生命的革命先烈们敬

献花圈。
“我们支队当年随陈毅元帅进入上

海，多年来一直秉承传统，每年都组织官

兵到新四军广场瞻仰陈毅元帅雕像、缅

怀革命先烈，引导官兵争做新‘四有’革

命军人。 ”该部队领导介绍。

闵行区公安系统团员青年来到龙华烈士陵园开展清明祭扫活动。 （闵行公安供图）

奉贤区头桥中学的学生们， 在殡葬业职工的带领下开展有关清明传统

习俗的讨论， 并给未来的自己写几句话。 （头桥中学供图）

武警战士手捧鲜花向老军长陈毅致敬。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