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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教育”，人生的必修课

　　“孩子还在上中班，
晚上回来跟我们说，自
己的皮球虫死了，还专
门举行了一场葬礼。”
江苏常州市钟楼区五星
幼儿园的一位学生家长
向记者透露，一开始还
以为孩子开玩笑的，后
来发现，这竟然是幼儿
园的“死亡课程”。该
幼儿园负责人表示，不
谈死亡的生命教育是不
完整的，知道向死而生
的道理，才能更好地珍
惜生命。（12 月 8 日 澎
湃新闻）
　　常州这家幼儿园，

“死亡教育”从娃娃抓起，
这当然是新闻。但，对
于成年人来说，一次次
去殡仪馆遗体告别，每
逢清明、冬至上坟，都
是在进行死亡教育，都
是在进行生命教育，这

其间，面对死亡，有“自
视”与“他视”两方面。
　　所谓“自视”，也
即我们自己怎样面对死
亡。
　　你我他，要有“死亡”
之思想准备。“生老病
死”，这是万事万物的
必然过程，生命具有单
向性而不可逆。一个人，
从生下来那一天起，就
开始走向死亡，只不过，
不同的人与死亡的距离
长短不同而已，但，无
论贵贱，不分贫富，每
个人都有死亡的那一天，
长命百岁，乃至所谓的
“千岁万岁”，谁都逃
脱不了死亡，坐高铁，
总有终点站，总有下车
的那一刻。无法回避，
当死神站在我们面前时，
该有怎样的态度？有的
人，特别是有些身患绝

症者，躺在病床上，往
往是怨天尤人，还忌讳
说“死”，有的地方看
望病人“一定要在上午，
万万不可下午或晚上”，
这些人，不敢正视死亡；
而有的人，坦然地面对
死亡，以平常心对待身
患绝症，该吃吃，该喝
喝，该睡睡，早早将后
事交待给家人，他们将
死亡看成去安息，反而，
有的人身患癌症而把“我
要死了”挂在嘴边，却
也存活了几十年。这其
间，有的人事先嘱咐家
人“最后时刻，不切气
管”，而身后不设灵堂，
不搞遗体告别，甚至于
遗体捐赠，给社会留下
“最后一份爱”。
　　这里，有必要议论
议论“英年早逝”。有
的人，“管住嘴，迈开

腿”，生活方式是健康的，
却四五十岁身患绝症，
多少有些想不通；其实，
每一个人，每天的细胞
都会“有生也有死”，
这其间，有“细胞突变”
而“癌变”，这等于是“买
彩票中大奖”，看似反常，
却也正常，人类不可能
整齐划一地每个人都到
一定的年岁才跟大家说
“拜拜”，去天堂总是
有先有后的。
　　所谓“他视”，也
即我们该怎样面对亲友
的死亡。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
席，亲友离我们而去，
当然很不舍，但，也得
节哀，过度的悲痛而伤
身体，也是亡故亲友在
天之灵所不愿见到的。
其实，无论亲友，生前
给他们多施慈爱，特别

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
光里，多去谈谈心，多
给以温暖，哪怕是“拉
拉手”“吻吻额头”，
这都是在“上死亡课”，
这都是在“做作业”，
都会“得高分”。
　　“死亡教育”，人
生的必修课。“大雪”
已过，“冬至”就在眼前，
上坟扫墓，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我们将再一
次接受“死亡教育”，
面对亡故的亲人，面对
逝去的朋友，献上鲜花，
或烧去纸钱，都未尝不
可，但，讲真话，要说“大
爱”，最好还是在现世，
还是那句老话：一次生
前孝敬胜过万次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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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冷静期，尝试挽留最后一丝温情

　　12 月 4 日，民政部
发布关于贯彻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有关婚姻登记规定的
通知，宣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其中，在第二条“调整
离婚登记程序”中，增
加“冷静期”一项，并
作有关阐释。
　　与部分媒介渲染的
“恐婚”气氛，或热议
中的反对呼声面前，我
们不妨效仿“离婚冷静
期”的目的，来一个“新
闻冷静期”，让新闻“停”
一会儿。

　　“离婚冷静期”自
2010 年全国两会起首次
提交议案，至今已达 10
年之久。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2010 年至 2018
年，中国的离婚率不断
上升，同时根据民政部
2020 年发布的第一季度
统计数据，离婚率的攀
升仍旧可感。小数点后
每一位数字的增加，都
波及每一个家庭的：感
情、财产、工作、亲属、
社会关系、甚至儿童的
命运。
　　如果还没有“冷静”，
那听听全国人大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委员孙宪忠

的看法，“离婚冷静期”
设立就像是给离婚当事
人增加了一个‘门槛’，
让那些对婚姻权利和义
务缺乏认识的当事人，
有一段冷静思考、妥善
抉择的时间”。目标指
向很明确，至于有人担
忧的“恐婚问题”，其
实并不在法律条文设置
的范围内，至于认为“离
婚更难的问题”，实则
要厘清其背后真实的目
的。简而言之，该项条
文针对当下，放眼未来，
留住温情，呼唤理性。
　　和法律规定了做人
的最后底线一样，“离

婚冷静期”规定了婚姻
的最后一丝温情，用一
个月的时间，呼唤着夫
妻双方用最后一丝理性
去反思，周围的人、事、
物，包括自己，和爱人。
　　或许可以用最后一
个月的时间，每天互道
“早安，午安，晚安”；
或许可以用最后一个月
的时间，再为彼此买份
心爱的礼物，做几顿可
口的饭菜；或许可以用
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回
顾以往初识、相遇和相
知；或许可以用最后一
个月的时间，相拥相伴
入眠；或许可以用最后

一个月的时间，让彼此
再多留一些温柔的回忆
而非暴戾……
　　如果，一个月过后，
深思熟虑的双方仍旧选
择签署离婚协议，那么
这段关系也算寿终正寝，
圆满结束了。如果相反，
这一个月内的温柔，在
法律的呼唤下，将成为
二人继续勇敢前行，克
服各种困难的又一番新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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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后大闹机场是规则意识的缺席

　　近日，一女子因迟
到一分钟无法登机而大
闹杭州萧山机场。其称
自己为一个哺乳期的母
亲，等着给孩子喂奶。
航空公司最终为其办理
退票。（12 月 5 日 澎湃
新闻）
　　事件曝出引发网友
争议，一部分人认为机
场的管理不够人性化，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航空
公司做的没错。
　　有不少人会说，其
因为哺乳迟到仅仅一分
钟，机场管理人员“通
融”一下无可厚非。但
事实上，根据航空管理
制度，在起飞前的半个
小时乘客就应提前登机，
对未登机的乘客，机场

也会进行广播通知。其
完全可以提前哺乳，并
能够在听到广播通知后
及时赶到登机口的。同
时，登机结束后系统将
关闭登机数字的统计，
如果数据有变动，则所
有乘客都需要重新安检。
在舱门关闭后再开舱，
也需要较为繁琐的流程。
此外，调动摆渡车也并
非其想象中的容易，也
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
延误起飞不仅会耽误其
他乘客的时间，也会导
致之后的航班都会延误。
看似是通融一分钟，实
则背后需要花费更多的
时间，也会为管理人员
和其他旅客增添不少的
麻烦；对其“人性化”

对待，实则会造成其他
乘客利益的损失，是对
其他旅客的不负责。
　　由此观之，无论是
仅迟到一分钟，还是因
哺乳而耽误时间，在规
则面前都站不住脚，都
不应成为其大闹机场的
理由。“人性化”放行，
本质是对违反规则行为
的纵容。
　　“没有规矩，不成
方圆”。机场的管理制
度是建立在维护乘客生
命安全利益之上的，是
长时间的经验总结与对
前车之鉴的反思改进的
成果。试想，倘若放行
了这一次，在有了先例
之后会有更多人以各种
理由为借口要求迟到后

登机，最终会带来管理
的混乱。更何况，其选
择了大吵大闹的方式，
而非理性沟通，这不仅
扰乱了秩序，也影响了
其他乘客的手续办理和
机场其他工作人员的正
常工作。其大闹机场的
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偏
激的道德绑架，是一种
忽视了公众利益的利己
主义。这种心态的背后，
折射出的是其规则意识
的缺失。
　　这种逾越规则的侥
幸心理，以及对此类行
为的“人性化”包庇，
会带来人们对规则意识
的漠视心理，致使规则
的权威性丧失。同时，
如果逾越规则的人尝到

了甜头，而遵守规则的
人损失了利益，那么将
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
打破规则，会造成规则
意识淡化的不良社会影
响以及社会价值共识的
扭曲。
　　因此，迟到被拒，
并非机场工作人员“人
性化”的丧失，而是该
女子规则意识的缺席。
遵守规则、维护公众利
益应成为每一个公民的
行为指南，只有规则意
识到位，才能避免类似
的闹剧发生。

█魏质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