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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清明节，每年阳历
4月5日前后，为清明节气的开始，它是春季的第五个节气，此时春光荡漾，草木发华，自然与人文交融，它既是仲春
与暮春之交的自然节气，也是体现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重要祭祀节日。本期讲坛邀请民俗学家李汉秋、张勃从不同的角
度讲述清明节及其文化蕴涵。

清明节：传统文化与文化蕴涵

▲李汉秋先生著作

清明节：传承与变迁

清明作为节气，早在先秦时期即
已出现。作为民俗节日，则出现于唐
代，是在节气基础上继承融汇寒食节
习俗活动的结果。变化是传统节日生
命史上的常态。自其产生以来，清明节
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了不少变化。比
如唐宋时期清明节的习俗活动主要有
上坟扫墓、改火，以及斗鸡、蹴鞠、拔
河、秋千、宴饮、踏青出游等。元代以
降，改火习俗就渐渐退出日常生活，但
此时出现了唐代不曾有的射柳之举：

“元人以鹁鸽贮葫芦中，悬于柳上，弯
弓射之，矢中葫芦，鸽飞出，以飞之高
下为胜负，往往会于清明端阳。”又如
明清时期普遍盛行迎城隍祭厉的活
动，清朝灭亡后则迅速衰落。中华民国
时期，曾在1915年规定清明节为植树
节；1935年“为提高民族意识，尊崇祖
贤起见，拟定清明日为民族扫墓节”。
又1943年定“民族扫墓节”为“音乐
节”，以纪念黄帝作乐教民，此皆为时
代新举。由此可见，清明节的生命史亦
是清明节的变迁史。进入 21世纪以
来，清明节的变化尤其明显。

体现在节期上，就是深受假期影
响。在假期内（包括拼假）过节，已
成为清明节的新常态。

体现在活动空间上，发生从小尺
度到大尺度的改变。传统社会的社会
流动小，交通不够便捷，过清明节多
是人们在小尺度内的空间移动，如今
则出现城乡之间、城际间甚至国际间
大尺度的空间移动。2015年清明节
是4月5日，假期是4月4日－6日。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数据，2015年
清明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046.6万人次，同比增加108.6万人
次，增长11.6%。4月5日，全国铁
路发送旅客738.3万人次。活动空间
的改变，很大部分是由旅游拉动的。

体现在活动内容上，即为传统习
俗多样性降低、祭扫活动丰富性增强
与新的节庆活动兴起。作为一个在节
气上发展起来的人文节日，历史上的
清明节习俗活动十分丰富，主要包括
四类内容：一是以慎终追远、报本反
始、敦亲睦族、缅怀逝者为主旨的祭亡
扫墓活动；二是以娱情遣怀、张扬生
命、呵护新生为主旨的娱乐活动，包括
踏青、荡秋千、放风筝、蹴鞠、斗鸡、斗
草等；三是以不误农时、爱护牲灵、祈
求丰收为主旨，与农业生产和节气关
系密切的活动，如饭牛、饲蚕、祀神以
及清明农谚等；四是包含丰富意蕴的
饮食习俗和插柳习俗。此外，还有社会
交往、祀神、禁忌、传说等。如今，清明
节习俗的多样性大大减少了。如娱乐
活动，除了踏青、放风筝尚较普遍之
外，其他已不再多见。再如围绕清明节
及其习俗的起源本来在各地有不少传
说，如清明节插青的来历、清明时节筑
高坟的传说、坟头“戴乌纱帽”的习俗、
十八副盅筷请外堂的来历、清明节为
什么要插柳、清明节吃乌米饭的传说、
青团的来历、清明为何要吃笋菜汤、清
明打石仗的来历等，如今则归一化趋
势明显，介子推传说流传广泛，其他传
说则较少得到讲述。

与清明节习俗活动多样性整体上
减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祭扫在清明
节中的地位变得十分突出，无论从祭
扫对象、祭扫主体、祭扫用品、祭扫
方法等方面都更加多样。从祭扫对象
方面看，除了家族、家庭对祖先亲人
的祭扫外，还有对革命先烈与人文始
祖、地方先贤以及死难者的祭奠悼
念。从祭扫主体上看，女性的地位在
提升。从祭扫用品方面看，鲜花备受
推崇。祭扫方式也变得更加多样。除
墓祭、家祭等传统祭祀方式外，出现
路祭、网祭、蓝色公祭、思亲法会、
代祭等多种祭祀新形式。

此外，依托清明节，出现新的地
方节会和诸多公共文化活动。如开封
清明文化节、中国·介休清明 （寒
食）文化节、都江堰清明放水节等。
这些地方节会一方面充分发掘清明节
的传统习俗并努力使其再现；另一方
面利用、整合现存各种资源，充实到
节会活动中去，从而成为复兴传统习

俗活动和创造新活动的重要时空。除了
新兴的地方节会，各种有组织的公共文
化活动，如诗歌朗诵、知识讲座、节俗
体验等，也纷纷在学校、社区、博物
馆、图书馆、公园等处进行，从而成为
当代社会清明节不容忽视的风景。

综上所述，清明节在当代发生了诸
多变化。但在发生诸多变化的同时，它
仍在富有生机地传承着。

清明节：坚守与调适

1. 对节日名称的坚守
清明节是其在唐代形成之时就有的

节日名称，并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如
《册府元龟》载：“（大历）十三年诏：
‘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
后来虽然有过扫墓节、踏青节、聪明
节、鬼节、柳节或三月节等别名，但

“清明”这一专名从未失去。2015年
12月10日在百度上以上述节名为关键
词分别搜索，查得“清明节”的相关结
果约 1600 万个；其次为踏青节，约
150 万个；再次为扫墓节，约 19 万
个。这样的数据当可以表明，“清明
节”仍是当今最被认可、最广为人知的
节日名称，同时它也是官方认可的节日
名称。无论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批准，由原文化部确定并公布的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还是在《全国
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所使用的
都是“清明节”。对节日名称的坚守，
是对节日本身的认同。

2. 对节期的坚守与调适
节期是节日的结构性要素之一，对

于节日的存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清
明节是在农历二十四节气清明基础上形
成的民俗节日，清明节气作为清明节的
标志性时间，自唐代以来未曾变化，当今
正在行用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
法》规定清明节“放假1天”，时间是“农
历清明当日”，表明了官方对清明节期传
统的肯定与坚守。在民间，人们也是更加
重视“正日子”。清明节期在更大范围内
趋于同一，并与放假制度密切相关，这是
清明节在当代发展的一个结果。

农业社会中，节日是人们的生活框
架，由于农业生产讲究的只是不误农时，
对时间的管理不必过于精细，个人可以
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多，因此节期往往较
长。而一旦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
人们就进入就业组织严格的时间管理制
度之中。在这里，钟表发挥着重要的计时
作用，时间被精准地分为工作时间和休
息休假时间，假日取代节日成为生活的
基本框架。人们已失去了自由过节的时
间。过节不得不依赖于放假，节期的长短
基本等同于假期的长短。2008年之后，
清明节有了一天的法定假期，在实际操
作中，又往往形成一个长达三天的小长
假，这就为过节提供了必要的时间保障，
但也限定了人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为了充分利用放假之便，也为了避免麻
烦，人们总是尽可能地调整自己的行动
时间，使其处于假期之中。

3. 对习俗活动的坚守与调适
在感恩孝亲、慎终追远仍为主流价

值观，人们仍然需要仪式建立、强化各
方面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现代社会，作为
清明节传统习俗中的一种，祭扫被视为
最需要坚守的事情。虽然借助科技的发

展，人们调整了祭扫的方式，却也因此
坚守了祭扫的传统。

在调适中，新的祭扫方式或者本身
就与过去的某些做法一脉相承，或者在
多个方面有意无意地保持着与过去的同
一性。比如路祭，就与古代的望祭一脉相
承。望祭是遥望而祭。路祭与望祭的差别
或在于祭的地点有所不同，仪式有所不
同，但其内在的精神并无二致，甚至地点
的选择也都讲究空旷通达、便于同遥远
的亲人沟通之处。而网祭，虽然将祭祀行
为从线下搬到线上，从真实空间发展到
虚拟空间，但是在祭祀场所的布置、祭祀
用品的使用、祭祀环节的安排等方面，网
祭甚至比墓祭更加系统与完整。

4. 对价值观念的坚守与调适
百善孝为先。《孝经》曰：“夫孝，德之

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地
之义，人之行也。”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汉
代以降，将孝视为天地人所应遵循的道
德原则与根本，重视孝的价值。中国传统
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不仅主张慎终，感
念父母的恩德，办好父母的丧事，祭祀父
母的亡灵，而且要追远，对远代祖先也要
虔诚地祭祀，并充分肯定慎终追远的道
德教化养成价值，所谓“慎终追远，民德
归厚矣”。对于这一价值观念，社会上不
仅有《孝经》《二十四孝》等专门阐释弘扬
孝道的书籍和故事，更有一整套制度安
排，比如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官吏遭
逢父母丧事须停职守制的丁忧制度、宗
庙祠堂之设以及完善的定时祭祀制度等
等，对其加以维护。感恩孝亲、慎终追远
的价值观念在民间并没有失去根基，这
可以从近年来每到清明、中元、十月一、
冬至等传统祭祖时间都有大量民众参与
其中看得十分清楚。

当然，感恩孝亲、慎终追远的核心
价值观念在当下得到坚守的同时，也发
生了从一家之亲、一族之祖向人文祖
先、民族祖先、革命先烈乃至陌生人的
调适与扩展。这种坚守、调适与扩展，
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求，成为清明节如
其所是的观念基础和关键所在。

清明节的传承与变迁

■

人与大自然共生共情

我国传统节日，绝大部分都是：
感自然节律而设，孕人文精神而丰。
最早的起源多是感受自然的节律，顺
天应时而设。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
地孕育了人文精神而丰富起来。

人是精神活动最丰富、最富有感
情的生灵。在“天人合一”观念浓重
的中华民族性情中，对人与大自然的
共生共情特别敏感，“春花秋月何时
了，往事知多少？”岁时节令的变易
总要引发人生情绪的浮动，“一番番
春秋冬夏，一桩桩酸甜苦辣”涌上心
头，包括“每逢佳节倍思亲”。

清明时节，随着大自然的生机勃
发，人的生命意识被强度唤醒，对给
我生命、生我养我的父母长辈的感恩
之情被特别强化。清明节的核心内涵
和情感本体是循天时而缅怀先人和已
故亲人，这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和人
伦情怀的典型表现。

在弥漫于社会浓浓的清明节气氛
中，对亲旧逝者的缅怀之情油然而浓，
对于个体来说，这是清明节重要的情
感本源，不应忽视，不可回避。清明节
就试图来处理生与死的联系、连接、沟
通，接触到对人的终极关怀，是集中体
现中华民族的生命精神、最富有生命
意识的中华传统节日。

悼念逝者是珍重真情

不同阅历不同际遇者，感悟清明
的敏感点和程度是很不同的：有没有
亲历“死别”之痛，父母健在还是与
父母“死别”，锦瑟和鸣的伉俪还是
失偶悲鸣的孤雁，“发小”多在还是

“白发故人稀”“知交半零落”……每
项的后者对清明的情怀更深沉。“人
非草木，孰能无情？”在重情的中国
人眼中，草木也是有情的，“人生有
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与逝

者愈亲、感情愈契，清明感念就愈深愈
沉。年轻人悼念的感情积淀浅，高龄人
悼念的感情累积深，每逢清明百感交
集，悼念先人，悼念亲人，悼念友人
……当我在清明的墓园里，目睹一位女
教师伏在丈夫的墓碑上啜泣时，我在情
感上同情了清明扫墓之俗。当我看着哥
哥抱着母亲的骨灰盒无限柔情地抚摸
时，我一向吝啬的眼泪不禁奔涌了出
来，妈妈的面影不断闪现。人们抚摸亲
人的墓碑、骨灰盒，就仿佛抚摸亲人的
躯体、魂灵，宣泄着久久累积心中的爱
意思情。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
展，清明祭扫的方式也要不断发展，而
其情感本源是应当重视的。

苏东坡悼念亡妻的词 《江城子》，
虽非写于清明却酷似写于清明：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
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
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
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
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生死相隔两茫茫，思念不已，想念
亡妻“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突显
了清明扫墓式的情感需求——抚慰孤凄
的逝者魂灵也是代偿自己哀伤的情感。
肝肠寸断，纵使见面也不知从何诉起，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写得情真意
切，沉痛悲凉，催人泪下，堪称悼亡之
绝唱。但苏轼绝不沉溺于低迷的伤感，
他很能豁达排遣，转换情绪，振作精
神，在《水调歌头》唱道：“人有悲欢
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应当珍
惜生命，珍惜美好，珍惜人间！这也很
契合清明节的精神，清明节又扫墓又踏
青，不正是一种心情的转换吗？

缅怀祖先体现家国情怀

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是人类
永恒的悬疑，这是潜藏心底的人性本能
的叩问。清明时节当站在已逝亲人墓前
时，这问题就油然浮现。在中华文化
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是上帝赐
予的，人是娘生父母养的，是祖宗一代
一代传下来的。所以华人特别感恩父母
和祖先，连祖先都忘了，叫“数典忘
祖”，是为人所不齿的。这种以血缘为
根基的人伦感情，比那种以利益为权衡
的利害关系要崇高得多。这种意识代代
相承，积淀成伦理型的中华文化，培育
出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流
淌在华人血液中，铸成中国心。无论走
到天涯海角、异国他乡，永远保持着中
国心的，是中华儿女。

传统中农村家庭多摆着“天地君亲
师”的牌位，近年我看到有的已改为

“天地国亲师”，家国情怀更加强了。中
华文化从来就讲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从对家庭的责任感中，培养整体
意识，培养对国家民族、对天下的责任
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清明祭扫中，最隆重的是对中华民
族共同始祖黄帝的公祭，这已发展成为
国家大典。所谓“慎终追远”的“追远”，就
是一代一代追寻上去，追本溯源，寻根问
祖，认祖归宗。每到清明前后，在台的同
胞、海外同胞，不远千万里，纷纷回到祖

籍，寻根祭祖扫墓。这种寻根意识、敬祖
意识、报本意识，代代相传，是中华民族
的内在凝聚力。在纪念祖先时，古与今、
阴与阳、祖先与子孙，精神相融贯，加深
了代与代之间相生相养的伦理亲情，加
深了国族认同。

纪念逝者是激励生者

清明节没有元宵节的喧闹，没有端
午节的红火，清明节需要沉下心来，从
清明节这本书中倾心领悟生命的意蕴和
真谛。自己纪念先人，也希望后人纪念
自己。当自己的生命画上句号后，留下
什么值得后人纪念？

中国人不把生命看作孤立的个体，
而是生生不息的生命长链，个体生命上
承列祖列宗，下接子子孙孙。子子孙孙
无穷尽也，所以愚公从不感到生命渺小
短促。“万古人心生意在，又随桃李一
番新。”往前看，我们是由祖先传递下
来的；往后看，我们的精神传递给了子
孙。这样我们的有限生命就变成了无限
中的一个环节，只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就完成了生命长链中一个环节的作用。
而子子孙孙则要“慎终追远”，“追远”
者感念生命长链上链的先人也。清明节
正是“春生”的生命季节，所以要举行
仪式感念赐予生命的先人。不仅是血脉
相传，而且是精神相承。

物质生命有限而无法久存，精神生
命无限却可以久传。死后传留物质不如
传留精神。生命之火如何延续？什么样
的人生精神能够流芳不朽？古人的回答
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文
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汗青”代表史书，青史留丹。
这两句诗表达了中华民族融入历史的人
生价值取向。只有助益历史前进、有益
于人民，才是有价值的，个人的生命融
入其中，也就随着融入的历史而不朽。
清明节可以强化这样的生命意识。为
此，我们祖先每朝每代都修史，创造了
堪称世界上最发达的史书系统，记录人
的懿行嘉言，流芳传后，发扬优秀精神
传统，成为“三不朽”最好的载体。这
种“三不朽”的意念激励人提升生命价
值，延续精神生命。

清明节缅怀的范围，现已拓展到缅
怀革命先烈，还可以再扩及先贤英杰，包
括民族英雄、杰出历史人物。他们是先人
中的佼佼者，彰显了生命的崇高价值，是

“三不朽”的实例。爱祖国从爱家乡开始，
乡先贤是家乡的历史和山川风物的灵
魂，祖国的大小城乡遍布英杰的足迹。清
明时节可以组织青少年到英杰陵园、墓
地、纪念碑、纪念馆、故居、遗迹瞻仰，举
行入队、入团、成年礼等仪式。这些都是
非常生动具体的人生观教育和中华文化
精神熏陶，许多人立志就是从崇仰乡先
贤开始的，激励他们提升了生命的品格。
通过清明节的缅怀，获得生死情感的宣
泄和道德生命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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