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过， 值得强调的是， 在车载斗量

的寒食、 清明诗篇里， 其实也并非都是

寒士们自伤身世的声声叹息或多愁善感

的伤春惜春之语， 细细看将过去， 其实

也颇不乏佳人高高扬起的秋千架和读书

人欢快的笑脸。
有一年清明， 新乐府运动的领军人

物白居易在家里以女乐招待来访的客人，
心情甚为舒畅， 有诗为证： “看舞颜如

玉， 听诗韵似金。 绮罗不许笑， 弦管不

妨吟。 可惜春光老， 无嫌酒盏深。 乱花

送寒食， 并在此时心” （《清明日观妓舞

听客诗》）。 到了唐末， 香奁体的代表诗

人韩偓有一首以 《秋千》 为题的绝句绘

写清明风情： “秋千打困解长裙， 指点

醍醐索一樽。 见客入来和笑走， 手搓梅

子映中门”， 不仅生动地描摹出春日少女

飞扬如秋千的情怀， 而且应该是启发了

若干年后那位婉约词宗李清照的。
清道光十五年 （1835） 清明的前一

天， 清代第一女词人顾太清和丈夫奕绘

一起在她所居住的天游阁的庭院前种下

了几株海棠， 并填了一首 《临江仙·清

明 前 一 日 种 海 棠 》 ， 奕 绘 也 和 了 一 阙

《绮罗香 》。 “成阴结子后 ， 记取种花

人”， 她让娇美艳丽的海棠见证自己刻

骨铭心的爱情， 亦让后人回想不已。 而

在小说戏曲里， 春光明媚的清明时节自

然常常成为有情人相爱相恋的背景。 如

蒲松龄在其 《青凤》 一篇里如是拉开耿

生与狐女青凤浪漫故事的序幕： “会清

明上墓归， 见小狐二， 为犬逼逐……生

怜之 ， 启裳衿提抱以归 。 闭门 ， 置 床

上， 则青凤也。”
肇始于清明的爱情故事， 最著名要

数白蛇传了。 清代曲家方成培的 《雷峰

塔》 传奇之第六出 《舟遇》 表现清明节

西子湖边游人如织， 刚下凡的白娘娘惟

独对 “风流俊雅” 的许宣 （后来吴语中

慢慢变成了 “许仙”。 编者注） 青眼有

加。 她故摄骤雨， 以附舟避雨为名， 和

许宣同船共渡。 她假称自己年轻寡居，
“无限凄惶， 泪雨千行”， 于是这个美丽

哀怨的女子引起了许宣的同情， 并萌生

了与之缔结鸳盟的念头： “痴想， 我愿

把誓盟深讲 ， 怎能够双双同效鸾凰 ？”
生旦二人唱词的典雅整饬和老艄翁吴语

宾白的通俗有趣相辅相成， 衬着雨西湖

的大好春光， 四个角色一台戏， 红颜与

鹤发相映， 诗情共画意并存， 一直以来

深受欢迎， 现在各剧种常演的 “游湖”
或 “借伞” 一折就往往以这出 《舟遇》
为蓝本。 而沪剧传统戏 《庵堂相会》 里

的 “搀桥” 讲的是富家小姐金秀英不愿

嫌贫爱富撕毁婚约， 在清明节以踏青为

名出门寻找未婚夫陈阿兴， 二人相逢不

相识， 演出了一幕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约

束下， 青年男子搀扶小脚女子过桥的小

喜剧， 温馨有趣。 约略相似的还有京剧

《小上坟》， 又名 《丑荣归》， 讲刘禄敬

上京赴试， 留下妻子萧素贞苦度光阴。
后来他得授官职， 上任时趁清明回家扫

墓， 见一女子酷似妻子， 遂上前相认。
该剧乃旦和丑的对儿戏， 载歌载舞， 喜

中蕴含悲情。
《游湖借伞》 和 《小上坟》 让人百

看不厌， 而关于清明的诗句也还有不少

让人百读不厌， 如： “落花寂寂啼山鸟，
杨柳青青渡水人” （王维 《寒食氾水山

中作》）。 淡淡的感伤， 淡淡的禅意， 一

派诗佛气象。 又如： “寒食江村路， 风

花高下飞。 江烟轻冉冉， 竹日净晖晖。
田父要皆去， 邻家行不违。 地偏相识尽，
鸡犬亦忘归” （杜甫 《寒食》）。 诗中的

景 很 田 园 ， 人 很 田 园 ， 语 言 也 很 田

园———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那种， 乍

看不怎么起眼， 但最是耐得久读。
晚唐温庭筠词章华丽富瞻， 连咏寒

食的诗也不避秾艳 ： “红深绿 暗 遥 相

交， 抱暖含春披紫袍” （《寒食日作》）。
北宋处士林和靖则有 《山中寒 食 》 二

首， 其一云： “方塘波绿杜蘅青， 布谷

提壶已足听。 有客新尝寒具罢， 据梧慵

复散幽径”， 倒是和他那首著名的咏梅

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还有的诗人以咏物

代言志， 如唐人曹松的 《寒食日题杜鹃

花》： “一朵又一朵， 并开寒食日。 谁

家不禁火 ， 总在此花枝 ”， 寓意层深 ，
新巧可喜。

在二十四节气里， 清明也许未必是

最诗意的， 但应是最清妍的———《月令七

十二候集解》 云： “物至此时， 皆以洁

齐而清明矣”。 清明， 清且明也， 自然万

物纯澈清朗而又明净无暇， 东风骀荡，
桃红柳绿， 清和晴明， 正是人间销魂时。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文创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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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寒食、清明相距甚近，人们逐渐将扫
墓的习俗延至清明， 文人墨客们也往往将这
两个节日并提

小说戏曲中，春光明媚的清明时节也常成为有情人相爱相恋的背景。
最有名的就是《白蛇传》

北宋重和元年清明节，周邦彦最后一次回
望汴梁后，留下词坛上最经典的作品之一

郭
梅

北宋皇祐五年 （1053）， 自称奉旨

填词的白衣卿相柳永抛下自己笔底的

“晓风残月” “露花倒影”， 也抛下酒

边筵前的莺莺燕燕红粉知己们， 到另

一个世界继续吟唱杨柳岸去了。 这位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身前落拓身后萧索，
好在有一干酷爱其词的女子们一直记

着他。 《喻世明言》 第十二卷 《众名

姬春风吊柳七》 结穴处说 “每年清明

左右 ， 春风骀荡 ， 诸名姬不约而 同 ，
各备祭礼， 往柳七官人坟上挂纸钱拜

扫， 唤做 ‘吊柳七’， 又唤做 ‘上风流

冢 ’ 。 未 曾 ‘吊 柳 七 ’ ‘上 风 流 冢 ’
者， 不敢到乐游原上踏青。 后来成了

个风俗， 直到高宗南渡之后， 此风方

止。” 这虽是小说家言， 但也确为才子

的一生点上了一个最恰切的句号， 同

时也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清明祭 扫 、
踏青之习俗。

众所周知， 我们的祖先将祭祀看

得很重。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 与七月

十五的中元节、 十月初一的寒衣节并

称三大 “鬼节”， 是我国最重要的祭祀

节日之一， 也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的

节日， 迄今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
清 明 的 前 一 天 或 两 天 ， 是 寒

食———这个名称， 缘于其纪念抱木死

于火中的介子推的初衷， 因而要禁火、
吃冷食———京剧有清明节令戏 《焚绵

山》， 故事源于春秋时期的传说： 晋国

内乱， 太子申生被献公宠姬骊姬害死，
公子夷吾和重耳出逃。 介子推追随重

耳逃亡 19 年， 风餐露宿， 艰辛备尝。
有一年重耳在卫国断粮 ， 乞讨无 着 ，
介子推为救重耳， 割下自己腿上的一

块肉给他充饥， 重耳大为感动， 表示

他日若登君位， 定当报答。 但当重耳

成为晋文公后， 介子推不仅不主动请

赏， 反而隐居绵山， 辞官不言禄。 文

公火焚绵山逼他出来， 介子推坚持气

节抱树而死。 文公追悔， 为之修祠立

庙， 并下令于介子推忌日禁火、 吃冷

食以寄托哀思。 北宋江西派开山之

祖黄庭坚 《清明》 诗云： “人乞

祭 余 骄 妾 妇 ， 士 甘 焚 死 不 公

侯”， 将 《孟子》 里那个偷吃

别人祭品却还厚颜无耻地自

夸是有人请他客的齐国人和

介 子 推 作 对 比 ， 一 个 贪 愚

自大， 一个亮节高风 ， 高

下立见。
由于寒食、 清明相距

甚近 ， 人们逐渐将扫墓的

习 俗 延 至 清 明 ， 文 人 墨 客

们 也 往 往 将 这 两 个 节 日 并

提 ， 如 唐 人 韦 应 物 诗 云 ：
“清明寒食好， 春园百卉开”。
清明扫墓 、 踏青不仅多见于诗

文 ， 小 说 戏 曲 中 更 是 常 见 。 如

《喻世明言》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遣弄

珠儿》 中有 “时值清明佳节， 家家士

女 踏 青 ， 处 处 游 人 玩 景 ” 的 描 述 。
《六十种曲 》 里明人徐仲由的 《杀 狗

记》 描写孙华结交无良朋友， 疏远亲

兄弟孙荣。 其妻杨氏贤而慧， 设下杀

狗之计， 终使孙华幡然悔悟， 兄弟和

好。 其中第十九出 《计倩王老》 就描

述杨氏藉清明上坟的机会请老家人王

老实规劝丈夫。 又如 《红楼梦》 第五

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

情揆痴理》 描写： “可巧这日乃是清

明之日， 贾琏已备下年例祭祀， 带领

贾环、 贾琮、 贾兰三人去往铁槛寺祭

柩烧纸。 宁府贾蓉也同族中几人各办

祭祀前往。 因宝玉未大愈， 故不曾去

得 ”， 可见清明祭祀祖先是贾府 的 大

事， 而且是只有男主人才有权参与的。

演 小 生 的 藕 官 与 舞 台 上 的 搭 档 小 旦

药 官 情 投 意 合 ， 药 官 夭 亡 后 她 心 里

十 分 牵 记 ， 清 明 时 却 只 能 在 大 观 园

里 偷 偷 地 烧 纸 纪 念———
……忽见一股火光从山石那边发

出 ， 将雀儿惊飞 。 宝玉吃了一大 惊 ，
又听那边有人喊道： “藕官， 你要死，
怎弄些纸钱进来烧？ 我回去回奶奶们

去， 仔细你的肉！” 宝玉听了， 益发疑

惑起来， 忙转过山石看时， 只见藕官

满面泪痕， 蹲在那里， 手里还拿着火，
守着些纸钱灰作悲。 ……

就在藕官被发现违规将被责罚之

际， 幸好宝玉路过撞见， 谎称是自己

叫她烧的， 才幸免于难。 曹公雪芹藉

清明习俗不仅正面描写了藕官的隐秘

情感， 也从侧面轻轻点厾， 又一次展

现了主人公贾宝玉一贯对女儿家的怜

爱和对下人的体恤， 堪称妙笔。
在 书 中 ， 曹 公 还 多 次 描 写 放 风

筝， 如第五十八回写一个大蝴蝶风筝

挂在竹梢上， 紫鹃想捡， 探春急忙阻

止： “这会子拾人走了的， 也不怕忌

讳 。” 黛玉也笑道 ： “可是呢 ， 知 道

是谁放晦气的， 快掉出去罢， 把咱们

的拿出来 ， 咱们也放晦气 。” 第 七 十

回 《林黛玉重建桃 花 社 史 湘 云 偶 填

柳絮词》 用较长篇幅描写公子、 小姐

们放风筝， 李纨对黛玉说： “放风筝

图的是这一乐， 所以又说放晦气， 你

更该多放些， 把你这病根儿都带了去

就好了 。” 可见人们认为清明放 风 筝

有驱邪除秽之效。

在现实生活中 ， 骚人墨客们每逢

清明自然免不了或发思古之幽情 ， 或

推古而及今 ， 留下许多嘉章佳句 。 唐

人崔元翰于德宗建中二年 （781） 辛酉

科状元及第 ， 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连中

三元之人 ， 他有一首 《清明节郭侍御

偶与李侍御 、 孔校书 、 王秀才游开化

寺 ， 卧病不得同游赋得十韵兼呈马十

八 》， 从 题 目 看 便 可 知 乃 应 节 唱 和 之

作 。 而那些怀才不遇 、 贫病交加的文

人士子 ， 则往往在此时发出卧病甚至

断炊的哀叹 ， 或是抒发羁旅行役 、 人

在天涯的痛楚悲凉 ， 如宋代诗人王禹

偁在 《清明日独酌》， 喟叹 “春来春去

何时尽， 闲恨闲愁触处生”， 又道

“无花无酒过清明， 兴味萧然

似野僧” （《清明》）。 元人

乔吉的散曲[双调·折桂

令]《客窗清明》 则藉

“风 风 雨 雨 梨 花 ，
窄 索 帘 栊 ， 巧 小

窗纱” 抒发 “甚

情 绪 灯 前 ， 客

怀枕畔 ， 心事

天涯” 的落寞

惆怅。
北宋元

丰 五 年

（1082） ， 苏

轼 被 贬 黄 州

后第三次过寒

食 。 天 气 阴 冷

潮 湿 ， 生 活 上

的穷困潦倒与政

治 上 的 窘 迫 失 意

令诗人无法完全排

遣无边的孤独落寞 ，
于 是 在 沉 默 滞 重 的 墨

色里， 他将满腔的困顿痛

苦 和 愤 懑 压 抑 一 起 倾 泻 在 素

笺之上：
自我来黄州 ， 已过三寒食 。 年年

欲 惜 春 ， 春 去 不 容 惜 。 今 年 又 苦 雨 ，
两月秋萧瑟 。 卧闻海棠花 ， 泥污燕支

雪 。 暗中偷负去 ， 夜半真有力 。 何殊

病少年， 病起须已白。
春江欲入户 ， 雨势来不已 。 小屋

如 渔 舟 ， 濛 濛 水 云 里 。 空 庖 煮 寒 菜 ，
破灶烧湿苇 。 那知是寒食 ， 但见乌衔

纸 。 君门深九重 ， 坟墓在万里 。 也拟

哭途穷， 死灰吹不起。
元丰三年 （1080） 二月， 时年四十

三岁的苏轼被贬黄州 （今湖北黄冈） 团

练副使， 投闲置散， 陷于基本生存与精

神的双重困境。 诗人垦荒东坡， 自励自

救， 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这篇 《黄州寒

食诗帖》 在情绪的错落起伏间写尽了他

内心的苍凉惆怅， 通篇走笔如飞， 气势

奔放而不失沉稳 ， 转折跌宕 ， 一气呵

成， 较之颜真卿遒劲有余， 又不乏杨少

师的狂诞恣肆， 且兼有李西台的醇厚浓

郁， 被公认为天下第三行书。
苏轼还有句云 ： “久病逢春只思

睡 ， 且 求 僧 榻 寄 须 臾 ” （ 《寒 食 游 湖

上 》）， 时逢寒食 ， 这位向以豁达著称

的坡仙无心欣赏大好春光 ， 只往梵王

宫里黑甜乡中去寻求逃避的渊薮 ， 遑

论他人？！ 他还曾这样咏梨花： “梨花

淡白柳深青 ， 柳絮飞时花满城 。 惆怅

东栏一枝雪， 人生看得几清明” （《东

栏梨花 》）， 大有 “人生不满百 ， 常怀

百岁忧 ” 的况味 。 中唐大诗人元稹存

世的关于寒食 、 清明的作品也往往含

愁诉恨 ， 如 ： “草香河暖水云晴 ， 风

景令人忆帝京 。 还似往年春气味 ， 不

宜今日病心情 。 闻莺树下沈吟立 ， 信

马江头取次行 。 忽见紫桐花怅望 ， 下

邽明日是清明” （《寒食江畔》）。 便是

晏殊这位著名的富贵词人也曾在寒食

之际情不自禁地诉说春愁 ： “班班疏

雨欲晴天 ， 回避春风入醉眠 。 新火未

来丝阁静， 砌苔窗树两依然” （《次韵

和参政陈给事寒食杜门感怀 》 之一 ）。
北宋重和元年 （1118） 清明节 ， 63 岁

的词中圣手周邦彦踏上隋堤 ， 手挽柳

枝最后一次回望汴梁 ， 怅然离去 ， 他

胸中缠绵的愁情织成了词坛上最经典

的作品之一———《兰陵王·柳》： “柳阴

直 ， 烟里丝丝弄碧 。 隋堤上 、 曾见几

番 ， 拂 水 飘 绵 送 行 色 。 登 临 望 故 国 。
谁 识 京 华 倦 客 。 长 亭 路 ， 年 去 岁 来 ，
应折柔条过千尺……”

有词中李商隐之称的南宋词 人 吴

文 英 有 一 阙 《西 子 妆 慢·湖 上 清 明 薄

游 》， 下片曰 ： “欢盟误 。 一箭流光 ，
又趁寒食去 。 不堪衰鬓著飞花 ， 傍绿

阴 、 冷 烟 深 树 。 玄 都 秀 句 ， 记 前 度 、
刘郎曾赋 。 最伤心 、 一片孤山细雨 ”，
是对亡妾的深情缅怀 ， 也是对自己茕

茕孑立形影相吊的自哀自怜 。 南宋最

后 一 位 重 要 词 人 张 炎 则 在 “雨 声 哗 ”
的清明时节黯然自问 ： “折得一枝杨

柳 ， 归 来 插 向 谁 家 ？” （《朝 中 错 》），
天涯游子欲归无处的落寞悲凉跃然纸

上 ， 落笔清空 ， 似轻实重 。 明末清初

著 名 学 者 屈 大 均 乃 岭 南 三 大 家 之 一 ，
其 《壬戌清明作 》 云 ： “朝作轻寒暮

作阴 ， 愁中不觉已春深 。 落花有泪因

风雨 ， 啼鸟无情自古今 。 故国江山徒

梦寐 ， 中华人物又销沉 。 龙蛇四海归

无所 ， 寒食年年怆客心 ”， 用 “落花 ”
“啼鸟”暗喻心境，也颇有代表性。

茛清院本十二月令图

轴（局部）。画面描绘的正是

春天踏青的场景。

▲清代孙温《红楼梦》
局部。

具有“百科全书”之称

的《红楼梦》对中国的岁时

节 令 有 着 浓 墨 重 彩 的 展

现，其中就包括清明节。比

如书中第五十八回提到 ，
清明祭祀祖先是贾府的大

事， 而且是只有男主人才

有权参与的。 又如书中多

次 描 写 放 风 筝 ， 可 见 人

们 认 为 清 明 放 风 筝 有 驱

邪除秽之效。

吴冠中水墨江南局部

在二十四节气里 ，清
明也许未必是最诗意的 ，
却应是最清妍的。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