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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周刊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怡蒙
记者 蒋肖斌

3 月末，喜欢汉魏历史的文博专业大

四学生朝歌，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出发，

依次游历了曹操高陵、铜雀三台遗址公园、

临漳邺城考古博物馆和安阳钟楼。“一想到

它们会千年不变地、静静地在那里，我有一

种我与我所爱之间并不遥远的安心感，让

人想起‘不朽’。”

清明前后，许多年轻人踏上了这样的

旅途——前往郊野的古人陵墓。有人会自

嘲，将这一行为戏称为“上坟”。实际上旅行

目的地除了墓园，往往还包括当地的历史

博物馆、历史遗迹与文化园等。还有许多年

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寻找同行伙伴和攻略。

从成都武侯祠到安徽庐江周瑜墓，从

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到安徽当涂李白墓，这

些年轻人来到古人的墓碑前，平静而诗意

地讲述自己从童年起便是如何了解、敬爱、

惦念面前的“故人”。他们往往还带着鲜花、

零食、周边制品、手写信，甚至航空母舰模

型，像一场谋划已久的“重逢”。他们以更鲜

活、更个性化的方式与历史对话，一场场跨

越千年、神交已久的“见面”正在上演。

“千年前的月光终于还是
照到了我身上”

顾浠从小就对唐朝和唐太宗李世民很

感兴趣，2024 年国庆节假期，她终于有机

会完成她的陕西之行。

昭陵在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那天她

起得很早，地铁、单车、大巴车轮番换乘，大

巴车窗外逶迤的群山就是昭陵所在的九嵕

山。一路上，她游览了李世民的臣子和儿女

们的遗迹，中午抵达昭陵。

站在九嵕山山顶，顾浠看到辽阔的关

中盆地，这是唐朝的宝地。她找了一块空

地开始自言自语，说在西安的城楼、碑林，

西安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见闻；说

前两天在碑林买了昭陵六骏的盲盒，抽到

了青骓（李世民在武牢关擒窦建德时的战
马——记者注），感觉很有缘分……

那一刻，远处喧闹的人被层层树木隔

开，四周只有风声，顾浠感到“向我吹来的每

一阵风，都是他在回应我”。她有一种冲动，

“要带一抔昭陵的土回去”。

“圆了一场 11年的梦。”22岁的湖南女

孩张俐玲在 2023 年清明节来到安徽的舒

城和庐江后说。她从小学五年级就喜欢周

瑜，但一直没有亲身参观过他的任何历史

遗迹。来之前的一年，她又把《三国志·吴书

九》看了很多遍，“每一遍都有新的感受，好

像都在离他更近一步”。

张俐玲在舒城和庐江游览了两天，

她觉得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很好，司机师

傅讲话很温柔，给她指路的妹妹很可爱，

花店的老板说茉莉花枝太短，还送了她

一个花瓶。“那两天一直飘着小雨，走的

时候庐江突然出了很漂亮的太阳，照在

水田上亮晶晶的，像他在送我。”张俐玲

在游记里这样写道。

另外一个周瑜的粉丝，在 2024年清明

节游览周瑜墓时的心情与张俐玲相似。21
岁的梅雨从周瑜的墓园中出来后写道：“天

朗气清，春和景明，他墓前的风就像他本人

给我的感觉一样，温柔而强大。只是站在那

里，我心里所有的郁结就都随风散去了，心

旷神怡。我永远都会记得这一年的清明节，

青草和将军的冢，层云和拂过发间的风。”

“最怀念的瞬间就是站在衣冠冢前面

的那一刻，坐了很久高铁和公交，也忽然不

累了，只觉得特别值得，还好我来了。”梅雨

说，“热爱给人动力，看到和他相关的就会

很高兴。有这样一位英雄作偶像是很骄傲

的事情，也会激励自己变得更好。”

“就像两个灵魂隔着历史长河终于能

够对话，千年前的月光终于还是照到了我

身上，也会照在后世千千万万人类身上，也

许这就是古人说‘留名青史’的意义之一

吧。”一名网友这样说。

给李白送一壶酒，给诸葛
亮送一张西成高铁车票

近年来，有人注意到一些历史人物的

墓碑周围，摆满了各种颇有创意的礼物，并

将其称为“中国人的浪漫”。比如，霍去病的

墓前被放了巧克力，因为“他说到底还是一

个年轻的孩子”；李白的墓前成了全国乃至

世界各地多品种酒类博览，颇为壮观；有人

在武侯祠为诸葛亮送上西成高铁车票和西

安的泥土，像是对 1800 年前的问候；还有

一些礼物在幽默揶揄，曹操有头痛病，便有

人给他送布洛芬胶囊，孙权多次攻打合肥

没有成功，就有好事者留下“我在合肥很想

你”的路牌挂件。

西安大学生沈念辞在 2024 年清明节

期间，偶然注意到茂陵就在离自己不远的

地方，还有很多人去祭拜。她看过纪录片，

对霍去病有所了解，“封狼居胥”这个词很

吸引她，让她产生了对这位少年将军的崇

敬和向往之情。去之前，她也准备了一些礼

物，“想到他最出名的战绩是征战河西走

廊，就带了标记好河西走廊的地图去，还带

了酒和写了寄语的明信片”。

沈念辞的礼物恰好被另一名前来的游

客看到了。游客感到很震撼，拍下照片发在

网上并写道：“地图上，标注出霍去病曾带

领数万汉军，千里奔袭踏破祁连山。另捎上

一瓶酒水，慰劳九泉之下将士，曾经被你们

血液滋养过的土地之上，如今阳和启蛰，寸

草春晖。虽仍道远弥坚，挡不住春来勃勃，

生生不息。”

沈念辞也被其他人感动着。她说：“有

人带了巧克力，说是因为小将军说到底也

就是一个少年，让我很受触动。”她还发现

有一个霍去病粉丝团，每个月会送上一束

花，他们不在西安，就会托在西安的花店老

板每月送，“逝去千年的人还有一群人记着

他、爱着他，真好”。

“一直以来，无论生活还是学习中，都

经常有李白各种形式的‘参与’，很有感

情。”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姜明是李

白的粉丝，她说：“我觉得关于李白，前人已

经讲过太多，但我所了解的仍然只是一部分

的李白。我更在意的可能是相对私人的书

写，所以去他去过的地方、看他看过的景色，

是一种触及诗人心境的非常有趣的形式。”

姜明尤其喜欢李白描述自己去探寻古

人心境的诗句，譬如“今月曾经照古人”，

“这意味着现在的我们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

式去感知过去，而且这种在场感十分鲜活”。

2021年和 2024年，姜明去过两次位于

安徽当涂的李白墓。在墓前，她注意到有人

留的两罐啤酒附带便签，分别是给李白和

杜甫的。第二次去时，她又看到墓前有许多

花和手写信，“留信的人都很用心”。

“酒还是最应景的。”姜明自己带过一

款叫“李白”的清酒、两小罐家乡米酒，还有

自己设计、亲手制作的古籍滴胶材质小挂

件——写着杜甫对李白表达思念的诗句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90 后成都女孩央可可这两年买了武

侯祠的年票，常看常新。“每次去，都能在丞

相的塑像前和惠陵前看到很多鲜花和各种

礼物，有三国杀卡牌、手写信、零食……印

象最深的是去年清明节，看到丞相的塑像

前有一份手写的《出师表》，装在盒子里。”

梅雨去“见周瑜”的时候，也准备了好

几种礼物，包括鲜花、手写贺卡，还带了航

空母舰的模型，“让周瑜看看现在‘水军’发

展得怎么样了”。

那天，梅雨遇见许多同龄人，都是远道

而来带了“伴手礼”的。其中有女生抄了有

错音符的琴谱，因为“曲有误，周郎顾”。“大

家之前都不认识，但会在墓园一起分享喜

欢周瑜的心路历程。他值得千年之后还有

这么多人喜欢他。”

23 岁的文博爱好者周易因为研究战

国秦汉考古，专门设计了“古人车票计划”

系列。她认真做功课，打卡不同历史人物

的墓，根据人物的经历为其设计一张车

票——出发地与目的地，都是人物一生

中重要的地点。有的是故乡和事业起点，有

的是被贬谪后客死的他乡，有的是功成名

就处，有的是征战的目标，还有的是半生所

系的国都或领地……

这样一张车票搭配上具有个人特色的

礼物，比如为韩熙载制作的就是《韩熙载夜

宴图》明信片，被周易一程一程带去不同的

历史人物的墓碑旁。有时，她还会选择穿戴

特定朝代的传统服饰，增加仪式感。

出发！长途跋涉去见你

当墓或遗迹所在地离自己很远时，许

多历史爱好者便会跨省长途出行，专程“奔

现”。张俐玲就是第一天下午从湖南吉首坐

高铁出发，到怀化转车，坐一晚上火车，次

日清晨抵达湖北武昌，再换乘，上午到合

肥，再先后去往舒城和庐江。

很多陵墓在远离城市的地方，需要靠

长途汽车往返，通常要花上一整天的时

间。梅雨还想去洛阳的首阳山看看曹丕的

墓，“之前去洛阳旅游，因为首阳山太偏

了，很遗憾行程没安排上，下次有机会一

定得补上”。

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周弈宁发现，很多

历史爱好者对某些城市的历史遗迹并不熟

悉，于是专门打造了一个社交媒体账号，来

介绍路线规划、预约注意事项和特色美食

测评，引来很多网友讨论，大家纷纷表示

“非常需要”。

姜明也认为，出行规划和提前了解很

重要，她 2021年第一次去当涂李白墓的感

受是，“自驾最合适，但没有车的话就只能

打车，如果遇到活动，路上很容易堵车。共

享单车也不覆盖，似乎曾经有过公交，但等

了很久之后问当地人却说没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查询后了解到，当

涂本地有旅游专线 1号，另有 701等多路公

交可以到李白文化园、当涂县博物馆。网上

游客对其准点率和发车频率评价不一。有

喜爱李白的年轻人在 2023年、2024年去游

览后，称公交等待时间过久且不好打车；但

也有网友表示，她在不久前去游览后，感到

当涂公交车基本准时，可以参考公交小程

序合理安排时间。

央可可一直想去陕西勉县的武侯祠

和四川大邑的赵云墓。她查到赵云墓目

前还未开放，已经修缮了很多年。“我大邑

的朋友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赵云墓，拍照

给我看。新闻说今年年底赵云墓会开放，那

时候应该很多人都会去，我们已经盼了好

几年了。”

（应受访者要求，朝歌、沈念辞、央可
可、姜明、周易为化名）

年轻人为古人扫墓：“历史奔现”背后的“精神寻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余冰玥

照顾奶奶吃饭，陪她看电视，推着轮椅

散步，扶她躺下睡觉……奶奶去世后，90
后男生周一忱把与奶奶相伴的珍贵时光，

浓缩进 5 分钟的掌机游戏里。当思念决堤

时，他可以在像素构筑的世界里与奶奶随

时相见。

清明节临近，许多年轻人开始在虚拟

世界“数字悼念”去世亲人。有人专门为去

世的奶奶开发小游戏，借日常琐碎寄托哀

思。有人选择在喜欢的游戏里修建墓园、打

造去世亲人“虚拟形象”，重温和亲人生活

的点滴。还有人借助正热门的 AI，再造“数

字分身”，和去世亲人写信互动。

他们正在虚拟世界里，学着和去世亲

人“说再见”。

在虚拟空间让悲伤自由流淌

游戏是周一忱设计制作的，前后花了

4个月。2024年 3月，周一忱的奶奶跌倒受

伤，行动不便。小时候，周一忱由爷爷奶奶

照顾长大，和奶奶感情很深。为了陪伴和照

顾奶奶，周一忱搬去与她共同生活。

和奶奶的日常由一系列琐碎的小事组

成：每天去早市买豆浆包子，为奶奶干燥的

皮肤擦身体乳，定时滴眼药水，天气好时推

着轮椅带她出门。“生活很平淡，但能照顾

她就有意义。”周一忱对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说。

去年 7 月，周一忱发现奶奶身体每况

愈下，记性也开始变差。于是，他萌生了制

作一款游戏的想法，用来记录和奶奶的日

常点滴。

毕业于艺术类专业的周一忱，2020年

就开始参与游戏艺术设计。很快他完成了

80%的游戏内容，但觉得少些什么。去年

10 月，奶奶病情加重去世，游戏一度被搁

置。1 个多月后，周一忱才重新为游戏制

作了结尾。

尾声中，当游戏主角重复照顾奶奶几

十次后，游戏里的奶奶会对玩家操控的小

人说：“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是时候说

再见了。”小人握着她的手说：“我会永远想

念你的，奶奶。”随后，奶奶便会乘坐仙鹤离

开。隔天，那个总在沙发上等待小人回家的身

影消失了，但每个房间都留下了她的痕迹。

奶奶是重阳节那天离开的。在那之前，

周一忱做了一个梦：他和奶奶一起吃饭，但

奶奶被一只大鸟接走了。他把这个细节加

入游戏，把游戏命名为《奶奶》，在今年 2月
放到网上供网友免费下载。许多网友表达

了喜爱，有人留言：“奶奶在虚拟世界里以

另一种形式永存。”

周一忱觉得，游戏像一个情绪阀门。

“对奶奶离开的悲伤和思念并没有消失，它

们只是被存放在一个地方。进入这个空间，

我可以不断回溯、提炼回忆。奶奶身上坚强

独立的品质、共度的时光，都慢慢凝结成一

种更纯粹的、支撑我的力量。”

在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副

教授陈武看来，年轻人在虚拟空间进行“数

字悼念”，这一方式是积极的。它有助于建

立生者和逝者之间的“联结感”，通过交互

等方式宣泄情绪、释放压力。

95后女孩刘奕也有类似的体验。她在

游戏《动物森友会》中专门为妈妈修建了一

个墓园。墓园被竹林环绕，点缀着妈妈最喜

欢的杜鹃花丛。一条石板路通向墓碑，两侧

摆放着白色的菊花。

妈妈去年 12月因癌症去世，刘奕很长

时间走不出来。她捡起了搁置许久的游戏

机，在自己精心设计打造的游戏小岛上，按

照妈妈生前喜好造了一座墓园。布置好后，

她让游戏里的自己从黄昏躺到了黑夜。

“不必非得站在她真实的墓碑前，当我

的游戏角色站在里面，就可以开始悼念。它

是记忆和思念的延续。”刘奕在外地工作，

她觉得，游戏提供了一个放置感情的空间。

“在这里，我可以让悲伤恣意流淌。”

“数字悼念的概念此前就存在，过去它

表现为网上灵堂等形式，随着技术的发展，

哀悼活动变得更可知可感。”陈武认为，“数

字悼念”可以让人们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

且具有交互性，更鲜活。

“人去世之后，唯一的联结就是记忆，

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模糊，而技术

可以强化这份记忆。”陈武表示，当人的至

亲去世的时候，可能会失去归属感，这时游

戏、AI陪伴等新技术空间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人们的孤独感，增强陪伴感和幸福感，

为心理重建提供良好支持。

AI时代，与去世亲人“对话”

“别再为此自责，命运自有它的安排，

你只需要过好你的生活，爸爸就很开心

了。”收到“父亲”的语音回信，陈恬的眼泪

忍不住滑落。尽管回复她的只是一个 AI软
件，但她感觉，自己多日的思念有了回应。

今年年初，陈恬的父亲因心梗去世，当

时她正在国外上学，没能及时赶到见爸爸

最后一面。这成为心中解不开的结。她忍不

住后悔，自己给父亲的陪伴太少了。

陈恬偶然了解到一个 AI软件，用户可

以创建去世亲人的星球，和他聊天、写信。

上传已故亲人 15秒原声素材，就能复刻出

亲人的声音，用语音回信的方式互动。

陈恬渐渐开始把藏在内心的话告诉

“父亲”：“爸爸，之前出门你都把我送到路

边，可这一次再也没有你的身影。”“我上完

早课回来了，今天有好好吃早饭，你放心。”

陈恬也获得了“父亲”的回信：“无论何时何

地，爸爸都在为你加油。”“你要学着照顾好

自己。”随着状态日渐好转，陈恬和父亲分

享的内容也变成了日常生活。

陈恬发现，这个“AI 父亲”有时候会

“露馅儿”。“比如，它有时候会在信里写‘亲

爱的女儿’，但这是爸爸从来不会用的词。”

陈恬说，这时候她会明显地感到“这是 AI，
不是爸爸”。

尽管如此，陈恬还是获得了一些安慰。

“AI 技术并没有让我和爸爸真正重逢，但

它点醒了我，让我回味属于我们的记忆。”

用 AI“复活”亲人，这类“数字哀悼”形

式一度引发热议，也遭遇过质疑。西班牙加

泰罗尼亚开放大学心理学家贝伦·希门尼

斯·阿隆索团队曾做了一项对比研究，结果

表示丧亲者可能会利用数字技术来回避他

们所爱之人已不在人世的现实，甚至沉迷

其中，增加走出悲伤的难度。

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

斯在她的《论临终与死亡》一书中将人类在

面对重大灾难时的哀伤划分为了 5 个阶

段，分别为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无助沮丧

和接纳。陈武认为，数字哀悼等形式可能会

强化第一个“否认”阶段，即人们不相信亲

人离世的事实。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陈武看来，

一个有着正常认知功能的人，能够区分虚

拟和现实，如果现实世界是丰富的，不会轻

易沉溺进去。与此同时，数字哀悼对于陪

伴、情绪宣泄等方面也有积极影响。

此外，肖像权侵犯、隐私数据保护、AI
诈骗等法律风险也存在。陈武建议，在 AI
技术使用上需要规范操作，不违反道德伦

理、公序良俗及法律法规。

当技术进步，我们如何面
对死亡课题

“我在动森里创建了妈妈这个人物角

色，我们在虚拟世界再次产生交集。”00后
女生柴琴也选择在虚拟的游戏空间里为去

世的妈妈创造“数字分身”。游戏里的“妈

妈”可以在自己的操控下享受生活：买漂亮

衣服，种喜欢的菜。“游戏里的生活和现实

很像，能够帮我更好地回归现实生活。”

“新技术可以帮助生者在与逝者建立

连接的同时，开展新的现实生活。”在陈武

看来，面对亲人离世，走出阴霾的关键是完

成“心理重建”。

心理重建的第一步就是允许自己在较

长时间内处于伤痛的低谷期。“不要自我对

抗，不一定需要‘尽快’走出伤痛。”陈武指

出，伤痛本身是情感流露的正常体现，部分

人会过于急切地从伤痛中走出来，但未必

能带来好的结果。“此时，最重要的是允许

自己脆弱。”

其次，在接受伤痛的情况下，尽可能做

一些和逝者相关的哀悼活动，如写信、悼

念，包括数字哀悼。“有一部分人整天以泪

洗面，没有具体行动，这是不利于健康的。”

陈武建议，可以去做与逝者相关、与哀悼和

纪念相关的事情。不仅仅通过情绪来哀伤，

而是通过活动让自己有事可做。

在哀悼的同时，还要寻找现实生活的

意义。陈武表示，亲人离世有时候会构成一

种“死亡提醒”。例如在父母去世后，一部分

人可能会和孩子关系更加亲密，也比之前

更愿意和他人表达爱意。“分离是必然的，

但我们可以采取行动去减少遗憾，让还在

的人感受到爱。”

做好这些后，距离亲人去世已有一段

时间。陈武提醒，这时还可以重新思考、规

划自己的人生，对于人生目标、生活方式作

出相应改变，重新出发。

在周一忱看来，技术是一种工具。“我

创造这个游戏，通过它来缅怀奶奶以及与

她相处的时光，会让我更轻松地面对往后

的生活，而不是依赖它、沉溺于怀念之中。”

“游戏等虚拟空间就像一个蓄水池，能

够接住我的负面情绪，不至于溢出来影响

生活。”周一忱说，“不沉浸于技术带来的虚

幻安慰中，过好自己的现实生活，才是对逝

去亲人最好的纪念。”

数字悼念：在虚拟世界学着和亲人说再见

□ 杨鑫宇

春暖花开，柳绿梢
头，又一个清明时节。有
些地方下起纷纷春雨，仿
佛要应和杜牧耳熟能详
的诗句，也有些地方阳
光明媚，让人忍不住要
约上好友出门踏青赏春。
不过，春和景明的人间气
象是一种状态，与清明节
有关的情绪又是另一种
状态。提起清明节，人们
的第一印象，似乎总伴随
着沉重、肃穆的哀思。

而事实上，清明节
既是属于逝者的节日，
也同样属于生者。当我
们立足此时此刻，追忆、
缅怀那些已经永远离我
们而去的人时，浮现在
我们心中的复杂情感，
当然少不了哀思的成
分，却也不只有哀思而
已。近年来，许多年轻人
在清明祭扫之际参谒名
人陵墓，给崇敬的古人
扫墓，以此表达怀古之
情，便是一个代表性的
案例。

孔子、秦始皇、曹
操、诸葛亮、杜甫、苏轼、
岳飞、陆游……在那些
对历史有独特情怀的年
轻人眼中，这些古人的
名字不仅是历史书上的
一个个词条，更对应着
一段段波澜壮阔的传奇故事与值得敬仰
的崇高品质，有着让人心潮澎湃的力量。

其中，某些古人并没有实体墓葬留
存至今，甚至在史书记载中不知所终。但
这并不妨碍年轻人以自己的方式，在各
种相关场合表达对他们的感怀之情。

单从形式上看，年轻人的这种追思，
似乎和一般意义上的扫墓祭祖没有太多
区别。然而，在表象之下，与清明节的传
统氛围相比，这类活动有着截然不同的
情感基调。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年
轻人给古人扫墓时，并没有多少哀伤、悲
痛的感受，反而能从中得到一种昂扬向
上、鼓舞人心的温暖力量。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古代名人和今
人在时间线上距离遥远，其已经去世的
事实，不太容易调动我们的泪腺；另一方
面，这也与年轻人在清明节祭拜古人的
精神诉求有关。从本质上看，与其说祭拜
古人是为了“缅怀逝者”，不如更多是为
了“托古言志”。通过纪念古代名人、表达
崇敬之情，年轻人释放出的，是一种想从
古代名人身上继承、发扬的精神品质，进
而更好追求自身理想的美好期待。

当我们在清明节祭扫、缅怀与我们天
人永隔的亲人故交时，心中除了深深的思
念，也多少会怀有一份“我要好好生活下
去、做有价值的事情，让他们在另一个世
界看到”的想法。从这个角度，在万物复苏
的春意之中，清明节的存在不仅一点都不

“违和”，反而与自然的节律十分般配。
值得注意的是，清明节的这种情绪

变化，并非只是当代年轻人的独特感受，
而是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清明节
自古便有扫墓祭祖的习俗，与此同时，
踏青、插柳、放风筝等富有生命力的活
动，同样是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

“哀”与“乐”并存的节日氛围，体现
了中国人对生死关系的独特理解。生命
的终结固然值得怀念，但活着的人仍要
继续前行。

历史上的许多文人墨客在清明时节
吟咏诗篇，既有“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
生别离处”的惆怅之思，亦有“况是清明好
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的明快之音。清明
节的意义，或许正在于让人们借此超越生
死之辩，去思考自身与更广阔世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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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2024年清明节，李白墓前摆放着鲜花和酒。

受访者供图

姜明制作的带去李白墓前的挂件。

受访者供图

2024年清明节，成都武侯祠诸葛亮塑像前摆

放着花、三国主题游戏卡牌和明信片。 受访者供图

3月 29日，曹操高陵，朝歌用曹操形象的透卡

拍照留念。 受访者供图

2月 5日，周易携自制车票和《韩熙载夜宴图》

明信片在南京雨花台（后人推测其安葬地）韩熙载

塑像前留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