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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清明时节，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5 病区

近日办理出院的患者不少。每一位患者出院，成文武

都会道一句：“下次再来。”这句在常人看来有些晦气

的话，对这些病患而言，却是最好的祝福。

25 病区又名综合治疗病房，专门服务被现代医

学宣判“死刑”的晚期癌症患者，“下次再来”，在这里

是“还活着”的最好证明，而成文武是综合治疗科的

主任。

死亡，无法回避，也无法改变，它和生存一样，是

永恒的存在。在 25 病区，这个离死亡最近的地方，却

有着生命最后的热烈跳动；在这里，所有人的目标只

有一个，即便生命的最后，也要有尊严地活着，安详

地离去。

让他们的肉体与心灵得到安抚

综合治疗科有四间病房， 每间房间里有两到三

张床位，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冷静而又小心的静谧，这

种氛围会在成文武带着微笑查房时，发生略微变化。

“越是这个时节，越要注意。 ”成文武说得小心，

在综合治疗科， 他见过太多在清明节前后出现病情

波动的患者，也许是因为节气，也许是因为心情，医

学无法解释。

有不少患者要求在清明节前夕出院。 就在 4 月

4 日这一天，有三位患者跟他提出了这一请求。 “这

相当于我们病房 25%的患者出院了。 ”成文武笑道，

“我非常理解他们，当然同意。 ”

成文武明白， 在家过清明节能给予患者更大安

慰。 毕竟谈论死亡是一回事，但要直面死亡，甚至坦

然接受死亡，却又是另一回事。

2004 年，成文武前往美国 M.D.安德森癌症中心

进修姑息治疗。 在那里，他受到极大震撼，在生命最

后时刻，患者与亲属互相拥抱、好好道别，哀而不伤。

这让他不禁想起去美国之前， 一位老主任对他的嘱

托：“小成啊， 你回来后如果能让那些晚期病人去世

后，家属不哭不闹还感谢你，你就学到精髓了。 ”

当时，成文武想的是，“怎么可能？ ”

如今，他明白，这一切不是不可能。

2006 年，学成归来的成文武开始践行临终关怀

理念，在全国首创综合治疗科。“到现在，我基本能做

到从我这里离去的患者，他们的家属 90%以上心情

平静。 ”这也是他的初衷，为晚期癌症患者也为他们

的家属提供一个地方，“让他们肉体和心灵上的伤痛

能够得到安抚”。

很多时候，不放弃是因为割不断亲情

从事肿瘤姑息治疗多年， 成文武送走了至少四

位数的患者。目睹太多死亡，他始终认为应当将生和

死看作一个自然的过程，不用特意延长它，也不必刻

意缩短它。

“医生，我只有一个请求。”成文武仍记得当年老

江入院时对他的嘱托，“尽可能减轻我的痛苦， 保留

最后的尊严。 ”老江清楚自己的病情，肠癌晚期伴随

肺与骨骼转移。

成文武满口答应，几个月后，老江平静地走了。

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了老江留给医生的一封信，感

谢他们在生命最后的旅程为他减轻了疼痛， 保留了

尊严。 看到这段话，老江的女儿泪流满面，她终于对父亲的离去释然了。

面对生命的终点，每个人、每个家庭的选择不尽相同。 成文武也常常听到

这样的话，“医生，多拖一天是一天，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 ”“即使是

靠呼吸机活着，我也是个有父亲的人，您再想想办法吧。 ”

在中国，这个人情与亲情的社会里，生命从来不单单属于自己。 很多时

候，不放弃是因为割不断的亲情。 放弃治疗，这句话究竟该由谁来说，永远都

是无解。

当老江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时， 究竟经历过多少彷徨与挣扎， 没有人知

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他对生命最后的慎重思考。

学会面对死亡，方能更好面对人生

几年前，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与复旦大学发起过一个问卷调查，其中有

这样一个问题：“人应该去想象自己的生命会以怎样的方式终结吗？ ”有 7.2%

和 18.75%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太赞成”和“非常不赞成”。即便是有医学背景的

受访者，认真思考过死亡的人仅占 26.35%。 从年龄层面来看，与中年人相比，

老年人对死亡的态度更为回避。

如今，成文武的母亲也已至耄耋。她患高血压几十年了，发生过几次意外，

好在每次都有惊无险。 有时候，成文武也会和母亲开诚布公地谈论，如果发生

意外，到底要不要抢救、家中由谁做主这样的话题。成文武说，这是他们家的死

亡教育。

归途已定。一个人走到生命的最后，到底能不能安详而平和地离开这个世

界？ 死过的人，不可能告诉我们。 没有死过的人，自然也不可能真正理解。

“我曾经看过一本外国儿童绘本，名叫《爷爷变成了幽灵》。我很感叹，他们

的死亡教育是从小开始的，当一个人认识死亡，才会反而更珍惜生命，更好地

生活。”成文武说，直到真正理解死亡的那刻，你便会懂得，谈论死亡时，最终谈

论的还是爱，和坚强的心。只要有爱和回忆，生死之间并非不可逾越，到那时生

死也能两相安。

慎终追远敬畏生命，

让死亡教育成为“人生必修课”

“死是什么意思？ 爷爷死了以后我

还能见到他吗？他究竟去哪里了？”清明

扫墓时，面对两岁儿子豆豆的发问，“80

后”父亲刘宇（化名）一时语塞。

“他只是睡着了 ”“他去天国了 ”

“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就像树叶的凋

零”……无数的解释从脑海中掠过，触

动了这位初为人父的年轻人的心：从小

到大，我们严肃谈论死亡的时候，这么

少。 每年清明节前后，死亡教育总会提

及，但是时至今日，死亡教育仍然是很

多家庭乃至学校里不会触及的话题。但

是，不少教育界学者认为，死亡教育应

该是每个人的“人生必修课”。

开展死亡教育的学校寥寥无几

“蓝天白云下，有一片大草原。一间

屋子里， 羊妈妈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

么也睡不着， 因为小羊去世了……”清

明节前夕，闵行区田园外语实验小学的

英语绘本课上，老师金舒晟把这部时长

4 分 25 秒的动画短片改编成了一个英

语小故事，讲述了一对母子之间的分离

与思念，以及一个生命的开始与落幕。

“和稚嫩的孩子说明死亡是怎么一

回事，非常困难。”可是身为教师的金舒

晟很清楚，我们应该告诉孩子死亡是无

需回避的话题， 正是因为死亡的存在，

人性的温暖才如此可贵。而绘本这种生

动、轻松的形式，恰恰能很好地把生死

教育融入其中。

在中国的文化中，“死”往往意味着

不吉利、“触霉头”， 能像金舒晟一般与

学生坦诚聊起死亡话题的老师，如今并

不多见。

早在 19 世纪初，“死亡学” 就已传

入美国， 到了上世纪 50 年代，“死亡教

育”覆盖大学、中小学和社会教育。 在

英国， 这更是被纳入了各所学校的必

修课。 但在我国，直到 2012 年，才由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陆晓娅开设出一门

“生死课”。

但是，青少年儿童的死亡教育变得

尤其重要。

松江区立达中学心理教师韩俊萍

在学生咨询中发现，现在的孩子很容易

受困于来自家庭、 同伴和学业的压力。

“人为什么要活着？”是这群年轻的孩子

时常向她发出的疑问。正是感受到开展

死亡教育的紧迫性，韩俊萍面向全体高

二学生开设了课程《直视骄阳》。

“如果有一天你不幸罹患疾病，生

命还剩下三个月、三天、一天、十分钟，

你分别想做什么？”韩俊萍抛出问题，不

少学生陷入了沉思。一位学生的回答令

人感动，他说，他会利用这些时间写很

多信，在自己每年的生日时委托朋友寄

给父母， 延续他对父母的思念和感恩；

也有同学说， 想把最后的时间留给自

己，看看日出和日落……

“谈论死亡的目的并非教授学生如

何消解死亡焦虑，恰恰相反的是，它是

要在死亡被文化变得不可言说的当下，

适度唤起学生的死亡焦虑，让学生们更

多感受活着的美好。 ”韩俊萍说。

家庭是对孩子进行死亡
教育的最佳场所

“父母是我们与死神之间的一堵

墙。 他们守护了墙内的生，挡住了墙外

的死。”在死亡教育缺失的大环境下，人

们第一次与这类话题相遇，常常源于至

亲的离世。而家庭是和孩子谈一谈生死

的最佳场所。

幼儿园大班的彤彤（化名）有一条

叫“珍妮”的小鱼。不久前，珍妮死了，彤

彤的父母“如临大敌”，不知道该如何告

诉孩子这残酷的现实。 彤彤爸爸认为，

应该直接为孩子买一条新的小鱼；而外

公却认为，要让彤彤知晓小鱼是因为吃

了过多的面包而死，虽然难过，但也要

让孩子从中吸取教训。

当天晚上，彤彤妈妈告诉了孩子珍

妮的离去。彤彤足足抱着母亲哭了两个

小时。 临睡前还呜咽说：“妈妈，我不想

睡觉，我很想珍妮。 ”“今天是个特别的

日子， 妈妈不会逼你睡觉， 你尽管哭

吧。”妈妈说，这是孩子第一次为生命的

逝去而痛哭。 她开始懂得了死亡，也开

始理解生命。

这一次死亡教育，为彤彤开启了另

一扇门。 她告诉父母，自己长大后要做

一名兽医，守护小动物朋友。

“和孩子谈论生死，要注意找对合

适的方法。 ”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许

波看来， 家长在和孩子谈论生死的时

候，不要无意间把“死”形容成一件十分

骇人的事。

他认为， 在对孩子进行生死教育

时，最好借助一个他们易于接受、理解

的时机 、场景和载体 ，比如 ，趁着清明

节， 家长可以在带孩子扫墓的过程中，

讲述家族的传承、 后人对先人的追忆，

这就是一种生死教育；而绘本教育则属

于艺术治疗的范畴，往往更委婉，也更

能引起孩子的共鸣；另外，也可以让孩

子在游戏中扮演某一角色，间接地体验

生命的循环、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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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晨琰

江苏盐城彻底关闭响水化工园区
新华社南京 4 月 5 日电 （记者赵久

龙 王子铭） 江苏盐城 4 日召开市委常

委会议指出 ， 以壮士断腕的意志和决

心， 彻底关闭响水化工园区， 将陈家港

镇列入全市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 “十

镇百村” 试点， 加快实现乡村振兴。

据介绍， 盐城市委常委会议研究部

署了响水 “3·21” 特别重大爆炸事故下

一阶段处置和全市安全生产、 化工产业

整治提升、 化工园区转型发展等工作，

提出要举一反三做好全市化工整治工

作 ， 根据江苏省化工行业整治提升方

案， 进一步抬高盐城市化工园区、 化工

企业整治标准。

会议强调 ， 当前现场处置仍处于

关键阶段 ， 绝不能有所放松 。 确保污

染水体不流入灌河 、 危化品和固废处

置不发生二次事故 、 处置过程不发生

人身伤害。

3 月 21 日 14 时 48 分许 ， 盐城市

响水县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

大爆炸事故。 当前， 现场处置取得重要

进展 ， 盐城市委要求继续全力救治伤

员， 扎实做好房屋修缮等工作， 努力让

失去工作的职工尽快走上新的岗位。 积

极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尽快把事故

原因查清、 把责任分清， 给人民群众一

个负责任的交代。

■本报记者 张鹏 朱颖婕

浦东交警支队四大队民警在华夏路、 唐黄路路口指挥引导扫墓车流。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万名海内外中华儿女齐聚桥山公祭轩辕黄帝
赓续中华文明之“脉”，筑牢文化自信之“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本报黄陵 4 月 5 日专电 （驻陕记者

韩宏）万里寻根古柏千丛迎赤子，亿民戴

德心香一炷祭黄陵。 己亥（2019）年清明

公祭轩辕黄帝典礼今天上午在陕西省黄

陵县隆重举行。 万余名海内外中华儿女

齐聚桥山祭祀广场， 共同祭奠人文初祖

轩辕黄帝，表达慎终追远、传承文明的崇

高感情。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郝明

金、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辉、台湾中华文化

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刘兆玄敬献花

篮；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胡和平代表中共陕西省委、 省人大常

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陕西各界敬献花

篮； 新党主席郁慕明携台湾青少年代表

敬献花篮。

今天的公祭典礼由陕西省人民政

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联合

主办，以溯源、寻根、凝心、铸魂为主旨，

通过阐释、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

文化自信，强化文化担当，赓续中华文明

之“脉”，筑牢文化自信之“基”，构筑中华

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陕西省省长刘国中恭读了祭文，公

祭典礼共有全体肃立、 击鼓鸣钟、 唱黄帝

颂、敬献花篮、恭读祭文、向黄帝像行三鞠

躬礼、乐舞告祭、龙飞华夏等 7项。

上午 9 时 50 分，在寓意轩辕黄帝九

五至尊 、 至高无上的庄重时刻 ， 己亥

（2019）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正式拉

开帷幕，34 咚鼓声、9 响钟鸣， 从桥山之

巅奏响，播向华夏大地。 34 咚鼓声，象征

全国 3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

地区中华儿女崇敬初祖的共同心声 ；9

响钟鸣代表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最高礼

数， 表达全体中华儿女对人文初祖轩辕

黄帝的无限景仰和无比感恩。

112 名少年儿童共同演唱 《黄帝

颂》：“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

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

雄立东方。 ”

典礼上， 民主党派、 中央和国家机

关、人民团体代表；各省、区、市代表；港

澳同胞、海外侨胞代表；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改

革先锋、时代楷模、杰出青年、三八红旗

手、先进工作者代表；陕西好人、三秦楷

模代表；也依次向轩辕黄帝像敬献花篮，

行三鞠躬礼。

由著名编导左青领衔打造的 “乐舞

告祭”华丽庄重、乐舞相彰，将公祭典礼

推向高潮。 在《雨润清明》歌声中，用“文

以昭德”的《羽·翟》文舞和“武以象功”的

《干·戚·戟》武舞，完美呈现了中华祭祀

文明的礼制规范， 表达了中华儿女对始

祖慎终追远、高山仰止之情。

典礼结束时，一条 56 米长的华夏巨

龙从中心祭台盘旋腾跃， 寄托着炎黄子

孙对人文初祖的无限崇敬与感恩之心，

满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气势磅礴，扶摇九霄。

公祭典礼结束后，全体代表依次瞻仰

了轩辕殿，拜谒了黄帝陵。 港澳台同胞和

海外侨胞代表还一起种植了桥山柏。几十

年来，“侨胞林”“炎黄子孙林”“思源林”已

与桥山 8万余株古柏共生共荣，成为中华

民族同心同德、情系中华的美好象征。

王若飞：为人民而死

王若飞，原名王运生，字继仁，1896

年 10 月生于贵州省安顺县（现安顺市西

秀区）。 从青年时代起，他就饱含热情地

追求革命真理。 1918 年，王若飞赴日本

东京明治大学学习，开始接触马列主义。

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 其间与赵世炎、

周恩来等在巴黎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

党和中共旅欧支部。 1923 年，王若飞被

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进一步深入

研究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有关问题。

1925 年 ，王若飞回到国内 ，开始作

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火热而动荡的战斗生

涯。他曾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负责筹

建中共豫陕区委， 后任中共豫陕区党委

书记， 领导河南党的建设和工农运动。

1926 年王若飞到达上海，任中共中央秘

书长。 他还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

起义的组织和指挥工作。 在武汉举行的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

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会后担任中共江

苏省委常委。 1928 年 6 月，他赴莫斯科

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任中共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并在列宁学院

学习。

1931 年 ，王若飞回国 ，领导开辟陕

甘宁绥一带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由

于叛徒出卖， 不幸在包头被国民党当局

逮捕。在近 6 年的铁窗生涯中，他始终威

武不屈、坚持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

1937 年 8 月， 在党组织营救下，王

若飞出狱回到延安， 先后担任中共陕甘

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长、 八路军延安总

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他积

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政策，并参与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

定， 对推动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作

出重要贡献。 毛泽东多次夸赞：“若飞是

我们的理论家。 ”

抗日战争胜利后， 蒋介石三次电邀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1945 年 8 月 28 日，

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周恩来飞抵重庆，参

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 1946 年 1 月，他

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

商会议。 会上，他按照党中央要求，既坚

持原则，又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在改组

政府和国民大会等重大问题上， 团结各

民主党派， 同国民党独裁政策进行针锋

相对的斗争。

4 月 8 日， 王若飞携带中共代表团

就宪法、 国民政府组成等问题同国民党

谈判的最后方案，与秦邦宪 、叶挺等 13

人乘飞机回延安， 准备向中共中央请示

汇报。临回延安前，他向周恩来同志道别

说：“一切要为人民打算。 ”因气候恶劣，

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撞山坠毁， 同机

13 人全部遇难，王若飞时年 50 岁。

毛泽东为“四八”烈士题词：“为人民

而死，虽死犹荣”。周恩来在《“四八”烈士

永垂不朽》这篇悼念文章中写道：“若飞！

你最后一席话， 是为中国人民及其代表

所受到的统治者的压迫鸣不平的。 我记

住，我永远记住。 ”

新华社记者 李惊亚

(据新华社贵阳 4 月 5 日电)

公祭典礼现场。 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摄

（上接第一版）在快速路方面，中环外侧共和立交至

沪嘉立交、 内环高架外侧金沙江路至延西立交、沪

闵高架西侧上海南站出口至莘庄等都出现了大段

红色阻塞。

而从前天下午开始，G40 高东收费口出城流量

上升， 五洲大道、S20、G1503 主线均出现不同程度

车流积压缓行。 为了有效缓解 G40 沪陕高速（上海

段）交通拥堵，提高高东收费口通行效率，本市公安

部门从今年清明节开始施行新措施———每年重大

节假日期间，对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载货汽车采

取限制通行的管制措施。 具体为：4 月 5 日至 7 日

清明小长假期间，每天 6 时至 20 时，G40 沪陕高速

上海段全域禁止悬挂黄色号牌载货汽车通行。

昨天，浦东新区各大墓区迎来祭扫高峰。 上午

11 时，华南、汇龙园、海港、乐乡、永安等墓区停车

场基本饱和，浦东交警组织警力在墓区周边节点路

口开展疏导，引导车流有序通行。

铁路方面，上海三大客运站昨天迎来清明小长

假运输客流最高峰，预估发送旅客54.5万人，其中上

海站17.3万人次、上海南站6.9万人次、上海虹桥站

30.3万人次。为此，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加

开合肥、无锡、苏州、南昌、芜湖等方向列车30趟。

申城昨迎出行高峰警方加强疏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