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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不是终结  而是灵魂的远行
第五届“爱在清明”文化研讨会  感受彝族生死智慧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尹晗 发自西昌）
“清明，不必是泪水的季节，而是以爱为舟，
载着思念穿越生命长河的缱绻缅怀；死亡，不
必是禁忌的深渊，而是生命向更辽阔存在的转
身。”这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
痛科主任、安宁疗护生死教育专家路桂军的“清
明寄语”。

3 月 27 日，由他发起的第五届“爱在清明”
文化研讨会在四川省西昌市拉开帷幕。这场以

“彝族生死智慧”为主题的活动，将传统与现代、
文化与哲思、诗意与科学交融，在彝族文化的
沃土上，展开了一场关于生命本质的深度对话。

“彝族文化中的生死智慧，是一种未被现
代割裂的生命哲学。它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终结，
而是灵魂的远行。”路桂军说。

“抱紧我”  为我“指路”“抱紧我”  为我“指路”

“在安宁疗护的临床实践中，我发现

一个问题：哀伤就是爱，没有流完的眼泪

就是没有表达的爱。我们有一个微信群叫

‘抱紧我’，每个人生命尽头，都希望被

亲人紧紧抱在怀里。”路桂军说。

彝族人在临终前都要躺在亲人怀里，

在亲人的呼唤声中离开。这一传统也根植

于彝族文化中——在临终前，我们都要回

到温暖的火塘边，在亲人的怀里，在亲友

的陪伴下慢慢离开世界。西南民族大学中

国语言文学院蔡富莲教授介绍，在彝族传

统文化中，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开

启另一段新旅程的方式 !

“抱紧临终者，既是逝者善终的标志，

也是儿女孝心的体现，是双方情感和社会

伦理的双重需要！”蔡富莲说。

“用科学的方法解答死亡这一人类

终极命题，有些时候确实没有出口。而

在此方面，彝族传统文化展现出了独特

的生命智慧。”彝族音乐人奥杰阿格说，

在彝族人的世界观中，人由肉体和灵魂

组成。人死后，肉体虽然在人间消亡，

但灵魂也从此摆脱了肉体的束缚，得到

了解脱，会与祖先的亡灵相聚，过上自

由而轻松的日子。

蔡富莲介绍，在彝族丧礼上，毕摩（彝

族传统宗教中的祭司）为亡魂吟诵《指路

经》，其本质是用山川河流的名字编织成

一张灵魂地图。它让死亡成为一场回归祖

地的旅程，而非恐怖的未知。

“《指路经》的深层价值在于消解

死亡的孤独感。它通过集体记忆的传承，

让逝者与生者始终共处于一个文化共同体

中。”《华人生死学》杂志副主编雷爱民说。

“这并非我们传统认知中的‘迷信仪

式’，而是通过系统化的生命叙事，帮助

个体化解对未知的恐惧，从而在现实生活

中建立起应对苦难的内在力量。”奥杰阿

格说。

最后一首歌  你想听什么？最后一首歌  你想听什么？ 孩子眼中  丧礼像一场盛大的“秀”孩子眼中  丧礼像一场盛大的“秀”

“我问过很多患者，假如有一天

你告别这个世界，在丧礼这个神圣的

时刻，你想播放什么音乐？有没有自

己喜欢的？他们几乎都说没有。但当

我说：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播放哀乐

吧！所有人都会瞬间拒绝，然后说出

自己最喜欢的音乐。”路桂军说。

“这是由于哀乐无法表达我们的

情感，甚至不具备安抚情绪的功能——

它只是一种形式，当形式与情感剥离，

自然无法引起共鸣。”雷爱民说。

“对于彝族人来说，哀乐是‘别

人的歌’。”蔡富莲介绍，彝族葬礼

上的吟唱和哀乐不同，每个亲属都会

根据与逝者的关系，排队以唱歌的形

式为死者指路送魂。“这些歌谣没有

固定曲调，完全由演唱者根据情感即

兴发挥。这种传统让每个告别都独一

无二，这些充满个人印记的旋律和词

汇，构成了最真实的情感表达。相比

哀乐重复的固定旋律，这种即兴创作

的歌谣更能贴近每个人的内心，让生

者在歌声中完成对逝者的最后告别。”

“在彝族的丧礼上，逝者的亲友

会围绕逝者轮流吟唱歌谣，用歌词讲

述逝者的生平。当亲朋们流着泪唱完

逝者从生病到离世的细节，原本压抑

的悲伤就随着歌声被慢慢释放。”奥

杰阿格表示，这一传统不是为了延续

痛苦，而是用叙事的方式帮大家释放

情绪。逝者的亲友们用歌词唱出心中

的情感，听众在熟悉的旋律里回忆逝

者的音容笑貌。当一首首歌谣唱完，

原本沉重的气氛会悄悄发生变化，人

们在集体传唱中找到情感的共鸣，悲

伤不再是困住心灵的枷锁，反而成为

连接生者与逝者的纽带。

越过了群山 心跳的孤独

越过了大河 魂跟着跳动

心纯净如水 爱纯净如水

指向雄鹰飞过的地方 指向孜孜普

乌……

讨论中，奥杰阿格以一曲《游吟

诗人》将经文转化为旋律，他说，音

乐是另一种《指路经》，它让生死之

问有了温度。

“2024 年，曹坤明在《华人生死学》杂

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有 2/3 少年儿童经

历过死亡事件，排在首位的是宠物死亡，第

二位是祖辈去世，而当少年儿童询问生死相

关话题时，仅有 17% 的家长或老师可以给予

正面回应，在这一点上，彝族的孩子则要‘幸

运得多’。”路桂军说。

“我生长在大山里，童年记忆中，丧礼，

特别是老人的丧礼，更像一场盛大的‘秀’。”

奥杰阿格说，“丧葬鸣枪”是彝族的特色，

出殡那天，奔丧者多以一个家支或村寨为单

位，牵着牛羊、拿着祭品从远方而来，而当

他们来到村边时就会鸣枪示哀，死者亲属闻

后出门迎接。“一方面是彝族特有的世界观，

一方面是堪称‘秀’的丧礼，因此，彝族孩

子们几乎不会从丧礼中感到悲伤的情绪。”

如果把死亡视为“生命之外”很多人都

会觉得恐惧、无助，但如果将其视为“生命

之内”，让孩子深度参与，或许就不会有那

么多对于死亡的恐惧和焦虑。路桂军说，我

希望将来在推动安宁疗护过程中，把孩子的

生死教育和生死事件干预放到第一位。“因

为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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