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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慎终追远”是中华传统美德。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
而》）慎重举行逝者的丧礼，按时举行祭礼追思祖先，社会风俗道德一定可以归于
淳朴厚道。当代慎终追远传统面临何种困境，我们该如何理解和践行这一传统，不
仅是弥合中老年人和青少年之间情感需求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政治治理、文化与
民俗建设的重要内容。

“慎终追远”及其现代价值

作者：曾振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养亲、敬亲、谏亲和慎终追远，构成了儒家孝道的基本内涵。朱熹认为孝是发用，
仁是本体，孝是仁本在父子伦理上的自然显现。犹如万里黄河绵延流长，一路要流
经许多湖泊，孝就是黄河流经的第一个“水塘子”。曾子是孔子孝道的传承者。根
据《史记》《汉书》记载，《孝经》即由孔子讲授、曾子及其弟子撰而成书。“慎
终追远”就出自曾子之口。“慎终”是指按照丧礼慎重办理父母丧事；“追远”指
春秋祭祀，以示怀念追思祖先。“慎终”与“追远”，是孝道社会化仪式的两大原
则。

“慎终”贵在有真情

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曾子说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孟子·滕文公上》
）这两段话观点一致，文字也雷同。不仅要以礼“事生”，也要以礼“事死”。让
活着的人，活得要有尊严；当一个人告别人世，这种告别仪式也必须有庄重感。“
事之以礼”是对生者的尊重，“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对逝者的尊重。《孟子·滕
文公上》记载了一则故事：一位男子的父亲去世，此人将其父亲尸体扔在山沟里。
有一天此人路过山沟，发现狐狸在啃食其父的尸体，苍蝇蚊虫不停地叮咬尸体。这
位男子顿时额头直冒冷汗，眼睛不敢正视。他之所以“睨而不视”，不是表演给别
人看，而是内心愧疚、悔恨之情的自发体现。于是马上掩埋尸体，按照丧葬之礼举
行入葬仪式，心才有所安宁。

孔子虽然非常重视丧祭之礼，但他重视的是在这种礼仪中子女所滋生的内在的自然
亲情，而不是片面追求丧葬之礼外在的周密与繁缛。“丧致乎哀而止。”“祭思敬
，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子张》）每个人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身份不断变换
，每一种身份都有其相应的社会责任、行为规范和言行禁忌，人的真情实感总是隐
匿于各种厚重的社会角色的“盔甲”背后。往往在至亲亡故之时，一个人的真实情
感才会淋漓尽致地袒露在众人面前。“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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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因此，在丧祭之礼中，孔子强调的是内在自然的悲痛之情、哀思之心。颜
回去世时，七十一岁的孔子哭得全身抽搐。学生劝他不要这么伤心，他说：“我不
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样的人伤心呢？”“哀”与“敬”二字代表着儒家孝道
在丧祭之礼上的观点。由此而来，只要是发自内在的真情实意，有一些略显过激的
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曾子父亲去世，曾子伤心欲绝，“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孔
子曾经称赞一位太子的守孝行为：“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
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孟子·滕文公上》）太子为国君守丧三年，把
全部政务交由冢宰处理，自己每天以稀饭充饥，面色深黑，形销骨立，天天在灵前
哭泣，朝廷官员莫不被太子的哀痛之情感动。孔子虽然强调哀与敬，但是，对社会
上流行的“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极端自虐自残的风气多有批评。孔子认为，子
女在守丧期间身上长了脓疮就应该去洗澡，头顶长了疖子就应该去治疗，身体极度
虚弱就应该吃点补品调养身体。“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礼记·杂记》）自
虐自残甚至丧失性命，恰恰是不懂“全体贵生”的不孝之举。

“追远”贵在培育感恩之心

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说：“无违。”“无违”是指“无违礼节”。孔子之所以非
常重视丧祭之礼，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间渗透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孝
道精神，更重要的是可以起到“教民追孝”的道德教化作用。“修宗庙，敬祀事，
教民追孝也。”（《礼记·坊记》）郭店楚简《六德》也有与孔子思想相吻合的材料
：“父子不亲，君臣无义，是故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悌。”（刘钊《郭店楚简校
释》）

弟子宰予向孔子请教：“子女为何要为父母守孝三年？”他觉得为父母守孝三年的
期限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习礼仪，礼仪就会荒废；三年不练习音乐，音乐就会失传
。因此想将“三年之丧”缩短为一年。孔子批评他说：“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就
想穿新衣服，吃大鱼大肉，你这样做能心安吗？儿女降生三年后才能脱离父母亲的
怀抱。替父母守孝三年是天下的通礼。难道你从小就没有得到父母的慈爱吗？”师
生之间的这一场讨论，表面上是在讨论古礼“三年之丧”，实际上涉及感恩这一道
德意识与道德情感如何培植的问题。在孔子看来，“三年之丧”彰显的不仅是对父
母的孝敬之情，而且也是验证一个人感恩意识是否已牢固确立的标杆。在伦理学与
心理学意义上，“感恩”是一种人与动物皆有的初始道德意识。感恩与忠诚、公正
等是支配人实现道德行为的思想基础。因此，孔子对宰予的批评，表面上是埋怨他
不知礼仪，实际上是批评宰予感恩之情还没有真正树立。感恩事关灵魂的健康。一
个人心智是否成熟，感恩意识的培植是一项重要的内容。王阳明时常以孝行论证“
知行合一”。弟子徐爱问阳明：人在知识上“知得父当孝，兄当弟”，但在日常生
活中往往“不能孝，不能弟”，这样知与行如何能合一？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
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王阳明以《大学》“好好色”为例
加以说明：“见好色”属于知，“见”不是中性之见，而是良知之见。不是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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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后再立一个“心”来“好色”，而是“见”与“心”同时呈现，不分先后
。“好好色”属于行，行既指外在行为，又包括心理意识活动。我们夸奖某人是孝
子，不是指某人懂得“昏定晨省”的道理，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诚心诚意地践行了孝
德。孝并非存在于父母“身上”，而是存在于子女“心上”。舞台上的演员表演“
温凊奉养”“昏定晨省”之类孝顺父母的节目催人泪下，时常赢得观众一片喝彩声
。但是，王阳明认为这仅仅是舞台上的表演，演员所表演的孝爱属于“无根”之爱
。以感恩之心作为孝行的“头脑”，才是知行合一的孝。缘此，王阳明非常重视对
子女与弟子感恩之心的培育。他指出感恩之心的培植必须从儿童教育开始。儿童的
特点是“乐嬉游而惮拘检”，启蒙教育应该像春风化雨一般，由浅入深滋润孩子心
田。“诱之以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
《传习录》）王阳明家风甚严，时常写信教育子女“勤读书，要孝弟”（束景南《
王阳明年谱长编》）。在平时教学中，他要求弟子每天上课之前必须自我反省四个
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家所以爱亲敬畏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传习录
》）。从孔子到王阳明，历代大儒之所以重视感恩之心，原因在于感恩之心的树立
是成就自我、实现自我的道德基础，王阳明称之为“凡做人，在心地”（束景南《
王阳明年谱长编》）。

儒家“慎终追远”思想具有深远的现代价值。概而论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
一，关爱生命，尊重父母。“仁者爱人”，让每一位健在的人活得有尊严，而不是
苟且偷生；让每一位逝者离开人世时，告别仪式充满温情与友爱。对逝者的怜悯，
是对生命的尊重。其二，“慎终追远”透显出浓郁的感恩之情。“谁言寸草心，报
得三春晖。”自古以来，中华文化非常重视感恩之心，几乎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要祭
天地、祭先祖，在祭祀仪式中表达真诚的感恩之情。现代社会出现一些“啃老族”
“巨婴”等不良现象，与感恩教育的缺失有一定的关系。“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
斯道也。”从文化中国汲取营养，是建构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当代如何践行慎终追远传统

作者：韩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慎终追远”的传统并没有过时，而是在人们的践行中得到传承发展。从家庭家族
的丧祭活动到国家层面的祭祀黄帝、祭祀孔子，还有诸多传统节日都不同程度地体
现和传承着“慎终追远”的传统。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实践活动还存在诸多问
题，有的甚至违背“慎终追远”的道德传统，需要我们反思和调正。

首先，“慎终追远”的本义是践行孝道。《论语·为政篇》载孟懿子问孝，子曰：“
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
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的话含蓄深刻
，语意浑然，内涵丰富，生事、死葬和祭，就是一个人应该奉行孝道的全部，应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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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始终。曾子讲“慎终追远”的本义就是在阐扬孝道。《中庸》亦曰：“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侍奉已经去世的亲人，好像他们在世时一样。《礼
记·祭统篇》又曰：“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
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生养以礼而孝顺，死以丧礼而哀戚，死后祭祀恭敬按时是对父母孝道的善始善终，
是孝子的事亲之道，是人之为人的必行之道。丧祭之礼在中国文化这具有悠久的历
史渊源,通过丧祭之礼，主要还是教人们懂得孝道、践行孝道，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缺
失严重。当今人们对孝道理解得很肤浅，主要是对父母的物质赡养，这本来是最低
层次的孝行，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在丧祭之礼中践行孝道。有的农村地区，儿女在
父母去世后，为了所谓的“面子”，为了不让村里人说他们不孝，就尽力大操大办
，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铺张浪费。对富裕的家庭来说，丧葬活动正是他们炫耀自
己，结交关系的机会，于是大讲排场，花费极高，推动村民互相攀比。相反，对于
家庭困难的村民来说，攀比带给了他们无形的压力，不得已大操大办，大额经济支
出会使家庭债台高筑，在内部费用分摊时出现纠纷，甚至会出现至亲反目成仇的现
象，造成亲人失和，家庭不睦。这显然背离孝道和家庭伦理，也违背“慎终追远”
的道德传统。在殡葬改革方面，有的地方民政部门不切实际地强推殡葬改革，取消
传统丧葬礼俗，简化过分；有的政策一刀切，方法简单粗暴，背离人伦道德，破坏
公序良俗，当地百姓对此很不满意。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反思，及时纠正。

其次，“慎终追远”的核心精神是“诚敬”。《论语·八佾》曰“祭如在，祭神如神
在。”他说参加祭祀祖先、鬼神的礼仪时，就要像祖先、鬼神真在面前一样，应当
在内心有虔诚的情感。“祭如在”表现了孔子对待祭祀礼仪的一种虔诚态度，体现
了他发自内在的诚敬之心，是真正把祭祀当成庄严神圣的事，而不是随大流碌碌而
祭，碌碌而散。孔子平时罕言鬼神之事，但他重视敬鬼神，《论语·雍也篇》载子曰
：“敬鬼神而远之。”对待鬼神礼敬而保持一定距离，是敬而不侮慢的态度。朱熹
《论语集注》引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
谓知矣。”说明孔子对待鬼神既不迷信，也不全然否定鬼神，是在无神论和有神论
之间走中道，强调了一种敬而远之的理智态度与中道智慧。丧祭之礼的核心精神的
“诚敬”。丧祭礼仪本质上是生者与已故祖先、圣贤的精神交流，必须诚于中而形
于外，以精诚致敬魂魄。人们祭祀祖先、圣贤，通过特定的礼仪形式缅怀先人的音
容笑貌，传颂古圣先贤的丰功伟绩，让他们再一次温暖我们的心灵，激励我们的人
生。

当今祭祀除了祭黄、祭孔，各地祭祀其他先贤名人的活动很多，但有些地方往往把
庄严的祭祀活动办成文化旅游活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同时举办经贸洽谈
会、招商引资之类的商贸活动，花了很多钱，搞得很热闹，但未能很好地发挥“慎
终追远，民德归厚”的道德教化作用。另外，一些祭祀活动形式大于内容，在举行
宏大的仪式时，参祭者往往缺乏发自内心的虔诚敬畏，流于形式化。对此，著名思
想史家张岂之先生曾提出心祭重于形祭。认为人们在进行祭祀礼仪活动时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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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参加祭祀的人对祭祀对象有真正的内在感情。各种礼仪、礼品等都是有形的表面
的东西，属于形祭，而真正重要的是施礼者、参礼者以及观礼者内心对于行礼对象
的真实感受，这种心祭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应该明确地将祭祀活动看成是一次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陶冶活动，利用各种媒体向民众进行宣传教育，才能产生以文
化人，以德润心的效果。

再次，“慎终追远”的文化精神是“重本”。礼是古代圣贤的制作，体现了追根溯
源，不忘本来的文化传承精神。《荀子·礼论》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
；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
，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
三本也。”世间万事万物皆有本源。我们常说：“水有源而流长，木有本而枝茂”
。中国人常以枝叶繁茂来比喻家族兴旺。同样，落叶归根也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情
怀。这种“重本”的文化精神主要通过祭祖来表达。民间祭祖主要是在除夕、清明
节、重阳节、中元节传统节日里举行。因各地礼俗的不同，祭祖形式也各异，有的
到野外瞻拜祖墓，有的到宗祠拜祖，而大多在家中将祖先牌位依次摆在正厅，陈列
供品，然后祭拜者按长幼的顺序祭拜。随着城市化和工作、打工在外地，大多数人
都会在清明节假期回到故乡，到祖先墓前拜谒祭扫。时移世易,当今社会祭祖与古代
社会已经有很大不同，在祭祀仪节和时间或多或少有改变,但深植于中国人心中对先
人追忆和缅怀的情感,却穿越千年丝毫未变，祭祀的目的和意义也大体一致：慎终追
远、敬祖尽孝，表达后辈对祖先的思念和缅怀，祈求祖先继续保佑子孙后代繁荣昌
盛、诸事顺遂；饮水思源，不忘祖先、不忘根本，感恩祖先给我们生命，感恩祖先
的恩德和保佑，感恩祖先开创的优良家风；事死如生，行孝报德，敦亲睦族，使后
辈子孙效法祖先的懿德嘉行、传承优良家风家教等。虽然清明节已是公共假日，但
由于种种原因，还有一些人不能回乡祭祖，只好通过“云追思”，缅怀先人，寄托
哀思。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同的方
式来表达相同的追思，特别是近几年网上祭奠方式的流行，更符合绿色、低碳、环
保理念,将会被年轻人推崇。祭祖礼仪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但变化的只是形式，其
中“慎终追远”的精神内涵一脉相承，传承不辍。

最后，“慎终追远”的目标“民德归厚”。朱熹《论语集注》注释“慎终追远，民
德归厚”说：“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
其德亦归于厚。”“慎终”就是要尽可能地举办丧礼以表达子女对父母去世的哀戚
之情，“追远”就是要尽可能地举办祭礼以表达子女对已故祖先的诚敬之心。在上
者如果能这样做，就能够使老百姓得到孝道的感化，道德风俗就会归于淳朴厚道而
不浇薄，稳固一种由家及国的道德基础。“慎终追远”传统在当今的实践终极目标
还是落实道德教化，提升国民素养，促进文明进步。

慎终追远的当代语境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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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曾子的名言“慎终追远”，现在可以在许多殡仪馆和墓园中看到。但随着这句名言
的过度流行，它就像很多口水化的成语一样，其真实含义反而越来越遭到遮蔽。

严格说来，“慎终”和“追远”是两个概念，慎终是针对丧礼而言的，强调的是对
死者尊严的维护；“追远”是针对祭礼而言的，强调的是对远祖的纪念与缅怀。《
礼记·昏义》有言：“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
丧、祭二礼，是八礼当中最重的礼，因为它们使人从切身的性命出发，建立历史感
，这正是曾子认为慎终追远能够使“民德归厚”的原因。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就
是因为生物性的生命被赋予意义，通过历史来传承。中国古人所看重的三不朽“立
德”“立功”“立言”，都依赖于历史的绵延。但人类建构的历史之所以对每个人
的性命有意义，是因为它不只是烦琐的纪年、陈旧的史书和遥远的故事，而是与“
我”生命的来处和最终归宿，与“我”的身心性命息息相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正是丧祭之礼起到了为历史不断赋予生命与灵魂的作用。丧礼之慎终，是历史的具
体开展，因为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正是对每个人养生送死、盖棺论定
的严肃认真，慎终之人才能够在哀戚爱敬中，将其至亲送进历史；祭礼之追远，则
是在与天地祖先的深度对话之时，将历史拉回现实，不断重温我与历史之间的纽带
勾连。中国传统文明重视历史，不仅体现在二十四史当中，而且落实在每家每户的
宗祠丘墟、谱牒姓氏之上，更深入每个个体的忠孝节义、修身齐家当中。每个普普
通通的人都在创造和组成历史，历史感对每个人都是切身的。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
，正史是对这些切身历史的总结与提升；而当正史不足以全面承载的时候，我们不
仅有大量的野史和私人著作来补充，更重要的是，每个认真行过丧祭之礼的人，本
身都承载着历史。体现在慎终追远当中的历史感，是丰富而立体的。

慎终追远负载如此重要的意义，当代殡葬模式是否能够承担？过于简单、内容空乏
的丧祭之礼实难配得上“慎终”的名号；几乎被大多数生者忽略的商业性墓园，又
怎样做到“追远”？如果不能自觉地完成历史的建构，并在历史中主动地传承与前
瞻，慎终追远就会完全沦为一个空洞的商业口号，和人们的生活丧失关联。

因而，在当今讨论慎终追远，从小处说来，是为了调整当前时代的丧礼与祭礼；从
大处说来，是要为现代人重塑切身历史感。前一个问题，反映的是后一个问题的困
境。当前之所以感受不到“民德归厚”，正是因为缺乏充满敬意的切身历史感。

面对社会文化严重失调的情况，宋代哲学家张载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
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
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
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经学理窟·宗法》）北宋之
时，中国社会因为经过晚唐五代的长期战乱，传统家族、宗法遭到巨大冲击，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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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识之士所深深忧虑的，正是人们生活中的“切身历史感”。在张载看来，没有宗
法、谱牒等方式建立这种历史感，人们不知道自己祖先是谁；没有宗族的管束，亲
情凉薄，社会人心浮躁，是当时最大的时代问题。因而，宋代理学家一方面通过新
的宗法、祠堂、义田、乡约等方式培养这种历史感，另一方面则通过理学的学术努
力，为人们的修身齐家提供一套有力的学术资源。

但今人读张载这段话，恐怕很少能引起共鸣。人们往往不能穿过时空、回到历史现
场理解等级森严、充满陋习的宗法制度，怎么会起到厚风俗的作用。这种思维方式
，距离我们太遥远了。不能够理解张载所看重的“厚”，更不能理解曾子强调的“
厚”，空将一句“慎终追远”写在墓园中，又能有多大意义？

显然，这样的问题在当下依然存在；我们需要达到的目的也和张载乃至曾子相像，
就是通过培养切身历史感，使人们的情感“厚”起来，但已经不可能通过宋代的方
法完成了。今天已不适合恢复沿用古时的宗法制度以达到民德归厚的效果。而当下
过于简单空洞的丧祭仪式会一步步推动人情更加浇薄。一方面，这只是世情的反映
，并不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对殡葬基本理念的适当调整，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这一趋势。参加过农村丧礼的朋友都会了解，一个普通的丧事，大部分村民都
会自觉参加，热闹的助丧吊唁场景，是村中非常重大的仪式，丧礼将平常不怎么走
动的亲属聚集起来，使大家有机会追溯共同的祖先，纪念久远的故事。人们所经历
的，正是切身的历史感。但在城市的丧事上，家中僻处一室的灵堂接受不了几个吊
唁者，匆忙如走过场的遗体告别仪式，能够达到百人已是极尽哀荣，甚至死者生前
的亲朋故旧，也想不起要去，更不要说参加下葬仪式。大家仍然生活在一如既往的
日常生活当中，没有觉得这是足以改变生活节奏的一个节点。到了清明、中元时节
，记得起的会想想去世的亲人，也有很多人特别是远在外地的亲人，觉得没有必要
长途跋涉去上坟。祖先的事情，父辈的故事，哪怕是几十年前的历史，很多人都认
为与自己无关。

在这样的情况下，使殡葬仪式稍稍改变一下，不要那么粗糙简单和不近人情，使丧
祭之礼更充实一些、严肃一点，让人们对与自己有关的历史培养起一点敬意，思考
一下自己生命的由来与定位，并通过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更好地整合现实社
会，无疑是有益的。清明节被定为法定节假日，就已经带来了社会风气的变化。但
正如宋代士大夫深刻认识到，仅仅靠宗法制度已经不足以收摄天下人心，还必须有
一个能帮助人们正心修身的哲学体系，而现在的状况又与宋代不同，殡葬仪式的扭
转也仅仅可以略微缓解部分浇薄的人心而已。使人们严肃对待亲人的死亡已经难能
可贵，让人们自觉尊重乃至传承父祖的事业更属奢望，教人们在丧祭之礼中培养起
切身历史感和历史责任更是难上加难。

现代社会是一种与古代全然不同的社会，古代社会的一些风俗和制度可能还会有些
保留，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想完全依赖古人曾用过的方式来解决全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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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绝对不可能的。现代社会是人类文明极度发达的时代，既然极度发达，历史感本
来应该是非常强的。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受过教育，不仅了解我们的五千年历史，而
且对世界历史也有基本的了解，更有海量的资讯了解当代历史，完全不需要通过自
身的追溯来了解历史。通过丧祭之礼来培养慎终追远的历史感，很可能被一些人嗤
之以鼻。然而，现代人这种过度膨胀的历史感，主要是抽象的历史感，而不是切身
的历史感。我们都知道我们处在世界历史的哪个阶段，会使用一种理论化的语言来
描述我们的历史定位，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预知未来历史的大致走向，不担心我们
被抛在历史之外。但是，这些人人都知道、都读过的知识，我为什么要对它产生敬
意？我为什么一定要进入历史？还不如从历史中退隐，享受我自己速朽的快乐更好
。这种虚无感与相对主义，使历史成为尼采所批判的那种完全掏空了价值的历史研
究，又怎能成为负载三不朽的汗青史册？慎终追远更实质的困境，正在于此。

面对如此深刻的困境，我们唯一能够依赖的，或许还是每个人的性命常识。农村居
民总希望殡葬仪式更近人情一些，城市居民总希望丧祭之礼更多一些仪式感，这些
都是“慎终追远”理想尚未完全被抛弃的体现。但更进一步，对丧祭之礼的重视，
能否使人们更认真地将孝当作一个严肃的问题，将自身与父、祖的亲情关联变为一
种活生生的历史感，使之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事业中起到更大一点的作用，从
而为原子化的现实生活注入一点温暖的灵魂，使自己所在的文明与历史变得更有意
义，恐怕会是我们需要更深入思考才可能解决的问题了。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01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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