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逢到节令，我们依着老例祭祖先。
我家过节共有三桌。上海弄堂房子地
位狭窄，三桌没法同时祭，只得先来两
桌，再来一桌。杯筷碗碟拿不出整
齐的全套，就取杂色的来应用。蜡盏
弯了头。香炉里香灰都没有，只好把三
枝香搁在炉口算数。总之，一切都马虎
得很。

供了香，斟了酒，接着就是拜跪。
平时太少运动了，才过四十岁，膝关节
已经硬化，跪下去只觉得僵僵的，此外
别无所思。从前父亲跟叔父在日，他们
的拜跪就不相同。容貌显得很肃穆，一
跪三叩之后，又轻轻叩头至数十回，好
像在那里默祷，然后站起来，恭敬地离
开拜位。所谓“祭如在”，“临事而敬”，
他们是从小就成为习惯了的。
——摘自叶圣陶《过节》

清明例行扫墓。扫墓照理是悲哀
的事。所以古人说：“鸦啼雀噪昏乔木，
清明寒食谁家哭。”又说：“佳节清明桃
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然而在我幼
时，清明扫墓是一件无上的乐事。人们
借佛游春，我们是“借墓游春”。

……茂生大伯挑了一担祭品走在
前面，大家跟他走，一路上采桃花，偷新
蚕豆，不亦乐乎。到了坟上，大家息足，
茂生大伯到附近农家去，借一只桌子和
两只条凳来，于是陈设祭品，依次跪
拜。拜过之后，自由玩耍。

有的吃甜麦塌饼，有的吃粽子，有

的拔蚕豆梗来作笛子。蚕豆梗是方形
的，在上面摘几个洞，作为笛孔。然后
再摘一段豌豆梗来，装在这笛的一端，
笛便做成。指按笛孔，口吹豌豆梗，发
音竟也悠扬可听。
——摘自丰子恺《清明》

写清明的诗很多，写清明的好诗也
很多。但是，画清明的画却很少，而像
北宋时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那样
宏大题材的作品，更是绝无仅有，可人
们在清明时节，很容易想起来杜牧的这
首清明诗(《清明》，编者注），却很少想

到珍藏在故宫的张择端的这幅清明
画。这幅画和这首诗，同写清明时节，
清冷与火热，沉重与喧嚣，抑郁与亢奋，
低调与昂扬，给人留下的感受，绝对是
截然不同的。

也许因为所有写清明的诗，由于寒食
的缘故，由于祭扫的缘故，更由于暮春天
气乍暖还寒的缘故，诗人的笔下，难免要
流露出来淡淡的哀愁，浅浅的伤感，这就
是“路上行人欲断魂”的精神状态了。然
而有可能一睹这幅以北宋首都汴梁为背
景的《清明上河图》，那就是另外一种极阳
光，极欢畅的清明，不但绝不会“断魂”，而
且会全身心被吸引到这个宋代的开封城
里，投入简直是嘉年华式的节日盛会中
来。同为写清明，诗和画却能让人生出不
一样的感情，这大概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摘自李国文《清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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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食与清明：两节融并一节的历史流变
陈虎 陈树千

源自先民“仰观俯察”的寒食、清明节，在历史的
时空里，曾经按照各自的轨迹长期滋润着中国文化的
热土。但由于二者天然的兼融特征，于是自唐代开
始，寒食与清明开始发生关联，寒食、清明并称，寒食
禁火，清明取火，扫墓亦由寒食扩展到清明。至清代，
寒食节完全被符号化，并和清明节逐渐融并，进而被
清明节取代，节俗也多被吸纳为清明节的活动内容。

“改火”渊源长久，寒食独予子推

“寒食近，蹴踘秋千，又是无限游

人”，万俟咏的《恋芳春慢 ·寒食前进》，描

绘了北宋汴京城寒食时节的繁华盛景。

寒食节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在人

类懂得以太阳和月亮指示季节之前，曾

有过很长一段时期是以恒星大火（心宿

二）作为示时星象以安排生产和生活的。

每当仲春时节大火昏见东方之时，被认为

是新年的开始，并有一套隆重的祭祀仪

式。仪式之一便是熄灭掉全部旧火（禁

火），代之以重新钻燧取出的新火（改火）。

旧火与新火交替之际，必须准备出

足够的熟食以备食用，比如南朝梁宗懔

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的“造饧、大麦

粥……斗鸡，镂鸡子，斗鸡子”。这些熟

食是在禁火之后改火之前冷吃的，所以

叫“寒食”。由于寒食节最早是在冬至

之后第105天，所以又称“百五节”。

寒食与介子推产生关联，源于战国

时期的《庄子》。尽管《左传》中已提及介

子推隐居绵山和晋文公封山之事，但并

没有关于烧山和寒食的说法。《庄子 ·盗

跖》中演化为：“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

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

木而燔死。”至东汉桓谭的《新论 ·离事》

中就有了“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

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

故也”的记载，已明确将寒食节与介子推

联系在了一起。

但隋代以前，寒食禁火风俗，大概只流

行于山西的原晋国旧地。如《后汉书 ·周举

传》说：“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

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

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

不堪，岁多死者。”周举就任刺史后，曾“作吊

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

贤者之意”，遂改为只吃三天冷食，并“宣示愚

民，使还温食”。

魏晋南北朝战乱不已，人口损失严

重，自难听任因寒食而“岁多死者”的现

象存在。所以曹操占领并州后，就以“北

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

而下《明罚令》，规定“人不得寒食”，如有

违犯，家长判徒刑半年，主吏判徒刑一百

天，令长罚一个月俸。于是自隋代，寒食

节自一个月缩为三日而大行其道。

在寒食节的所有仪式中，禁火改火

是最主要的，而且很严格。唐代统治者

重视寒食节，节日更增添了皇家色彩，朝

廷明文规定寒食节禁火三天，并设置假

期，最初是四天，后因与清明时间相连，

双节连休，假日延长至七天。除了休假，

宫廷内还会举行寒食内宴。张籍有诗

云：“朝光瑞气满宫楼，彩纛鱼龙四周

稠。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

球。千官尽醉犹教坐，百戏皆呈未放

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行

由”，就描绘了宴会的热烈气氛。

寒食节一过，需要“改火”，皇帝会命

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榆木、柳木取

火，于清明日将新火种分赐予王公贵戚、

元勋重臣。中唐诗人韩翃名句“春城无

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

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描绘的就是

寒食节京城长安风光：全国禁火之夜，一

队队宫人将燃起的烛灯奉命送至各权臣

勋戚家中，以示恩宠。

宋朝沿袭唐朝寒食禁火风俗，据南

宋周密的《癸辛杂识 · 别集下》“绵上火

禁”条记载：“升平时禁七日，丧乱以来犹

三日。相传火禁不严，则有风雹之变。

社长辈至日就人家，以鸡翎掠灶灰，鸡羽

稍焦卷，则罚香纸钱。有疾及老者不能冷

食，就介公庙卜乞小火，吉则燃木炭，取不

烟，不吉则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

或埋食器于羊马粪窖中。其严如此。”

寒食要禁烟断火，在居贫寒士的生活

中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伍唐珪有诗云：

“惭愧四邻教断火，不知厨里久无烟”；王

禹偁则写道：“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

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

灯。”一个说家中久已断炊，无须禁烟绝

火；一个说挑灯夜读尚向邻家乞火，何用

断火禁烟？幽默诙谐，令人解颐。

禁火会接清明朝，墓田祭扫各纷然

寒食节后便是清明节。清明与物候

相关，直到唐朝之前，文献中关于清明的

记载大多与农事有关。如东汉崔寔的

《四民月令》就载有“清明节，命蚕妾，治

蚕室”等。

古不墓祭，春秋战国时期，以酒食墓

祭之风渐盛。《孟子 ·离娄下》中“乞食墦

（坟墓）间”的寓言故事，就反映了当时富

贵之家以酒食祭墓的情况。汉代以孝治

天下，人们对托寄祖先魂魄的坟茔更加

重视，如严延年就不远千里从京师“还归

东海扫墓地”。但至唐代之前，往往是

“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唐玄宗鉴于士庶

之家无不于寒食上墓祭扫，于是下诏：士

庶之家“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

式”。这样，朝廷以政令的形式将民间扫

墓的风俗固定在清明前的寒食节。

唐代以前已有烧纸钱祭亡之俗，但

因寒食期间禁火，墓祭也不能举火，于是

人们就将纸钱插、挂在墓地或墓树之上，

有的压在坟头上，表示后辈给先人送来

了“生活费”或“零花钱”。“寒食家家出古

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垄年年无旧道，

车徒散行入衰草……三日无火烧纸钱，

纸钱那得到黄泉？”这种因禁火而改变的

祭祀习俗在当时曾受到一些人的质疑，

但民间习惯一经形成，就往往成为一种

特定的民俗传统，它在后世已不禁火的

环境下仍然流传，于是挂纸钱也成为墓

祭的特色之一。

修整坟墓，清除杂草，培添新土，是

寒食节扫墓的又一活动。王建有诗云：

“牧儿驱牛下冢头，畏有家人来洒扫……

但看垄上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可

见唐朝人很在意这种习俗行为，并由墓

上有无新土来判断墓主有无子孙的存

在。所以民间也有一套自发形成的民俗

压力，如“清明不祭祖，死了变猪狗”等，告

诫那些试图不履行祭祖义务的不孝子

孙。

由于寒食与清明相连，寒食后一日

即清明，唐朝时就已将寒食、清明并称，

于是寒食节俗很早就与清明发生了关

联。“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

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

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

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

去”，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描写的即

是当时寒食、清明的墓祭情景。

清明不仅从寒食中分担了祭墓的功

能，同时也将一些原本属于寒食节的风

俗如祭祀、扫墓、游春、踏青、种树植花、

插柳、放风筝、荡秋千、蹴鞠、斗鸡等活动

置于自己名下。南宋周密的《乾淳岁时

记》记述了宋代寒食扫墓、踏青的盛况：

“朝廷遣台臣、中使、宫人，车马朝飨诸陵

原庙，荐献用麦糕、稠饧，而人家上冢者，

多用枣 、姜豉。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

然，而野祭者尤多。”上坟扫墓、饮酒游乐

的寒食节俗，与清明节相连。

清明寒食景暄妍，斗鸡踏青柳户燕帘

清明真正成为民俗节日是在唐代，

使其具有了时令与节日的双重意义，放

纸鸢、打秋千、蹴鞠、斗鸡、镂鸡子、走马

等游春时的娱乐活动逐渐被纳入寒食、

清明的节俗中。

根据《事物纪原》记载，纸鸢“俗谓

之风筝，古今相传，云是韩信所作。高

祖之征陈豨也，信谋从中起，故作纸鸢

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欲穿地隧入宫

中”。不过到了唐代，放纸鸢早已与军

事无关，更多是通过高飞的纸鸢，传达

出放飞成功后的喜悦兴奋和收放有度

的人生哲理，所谓“碧落秋方静，腾空力

尚微。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

斗鸡本是民间的一种游戏，《左传》

上就有季郈斗鸡的记载。到了唐朝，公

鸡成为达官贵人的宠物，斗鸡人也因此

身价百倍，甚至成了显赫一时的人物。

一首《神鸡童谣》里这么写：“生儿不用识

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

三，富贵荣华代不如”。李白的《古风五

十九首 ·其二十四》也有：“路逢斗鸡者，冠

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

寒食和清明时值仲春，花明柳媚，

杨柳青青，又是人们观赏大好春光的节

日。唐人顾非熊的《长安清明言怀》“明

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

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记述了

当时清明节游春的盛况。敦煌曲子词

《菩萨蛮》：“清明节近千山绿，轻盈士女

腰如束。九陌正花芳，少年骑马郎。罗

衫香袖薄，佯醉抛鞭落。‘何用更回头？

谩添春夜愁’”，更是通过策马奔驰，而

后佯醉、鞭落、勒马、下马、拾鞭、窥看等

一系列神态和动作，刻画出了清明时节

骑马踏青游玩途中路遇倩女的天真少

年，偷窥心仪女子的憨态童心。

宋代将寒食节视为与冬至、元旦并

重的“三大节”之一，为让人们能有时间

扫墓、踏青，祠部在一年共76天的休假

中，规定“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假

期，并特地规定太学放假三日、武学一

日。节日活动更加丰富。孟元老《东京

梦华录》卷7《清明节》记载了京城汴梁

的清明日“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

人出郊……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

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

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

归”。吴自牧的《梦粱录》卷2《清明节》

记载的南宋临安清明节，也是“官员士

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车马

往来繁盛，填塞都门……都人不论贫

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

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生动逼

真地描绘了东京汴梁清明时节，从郊外

到城里“花光满路、箫鼓喧天”的盛况和

宋代清明上坟、探亲、游春、宴会、大商

店搭彩牌坊等各种风俗特征。

“柳户清明，燕帘寒食”，柳户与燕

帘，是宋代民间流行的寒食、清明节

俗。所谓柳户是指插有柳条的门户，插

柳风俗源自对介子推的纪念，据传，介

子推被烧死后，晋文公悲痛追悔，次年

上绵山祭拜介子推，坟前老柳死而复

活，晋文公折柳为环，赐名“清明柳”。

以戴柳而言，开始时人们喜欢把攀折下

来的柳枝插在屋檐下或门窗上，“都城

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

可爱”。《清明上河图》中也可见一斑，画

中有一顶自郊外扫墓归来的轿子，上面

就疑似插满了杨柳枝。到后来，人们则

直接把柳枝插在头上，民间俗语“清明

不戴柳，来生变黄狗”即是明证。以至

柳枝成了抢手的东西，当时就有诗云

“莫把青青都折尽，明朝更有出城人”。

“江烟白，江波碧，柳户清明，燕帘

寒食”，燕帘节俗也与介子推的传说相

关，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7《清明

节》记此日宋朝人“用面造枣飞燕，柳条

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画卵

节俗起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在隋唐之际

就已颇为流行。据隋人杜台卿的《玉烛

宝典》记载，当时就流行把鸭蛋染成“蓝

茜杂色，仍加雕镂”作为寒食节见面时

“递相饷遗”的礼物。元代虽废除了寒

食禁火之俗，但寒食之名犹存，节日里

的祭祖茔、插柳枝、斗鸡、荡秋千等风

俗，与清明节仪式浑不可分矣。元熊梦

祥《析津志辑佚 ·风俗》记载，元代的“清

明、寒食，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起立彩

索秋千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

明代的清明节延续了以往祭祀先

祖与踏青游春风俗。明刘侗、于奕正的

《帝京景物略》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

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

道也……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

圃，列坐尽醉。”节庆活动也相当丰富，

张岱《陶庵梦忆 ·扬州清明》中便说：“是

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

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

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踘；茂林清

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

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

蛰蛰。日暮霞生，车马纷沓。宦门淑

秀，车幕尽开，婢媵倦归，山花斜插，臻

臻簇簇，夺门而入。”

寒食清明饧粥香，饭煮青精肴罍罄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7《清明节》

记载了京城汴梁的清明日“士庶……各

携枣 、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

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

仪’”。金代在熙宗天眷二年(1139)专门

规定“元正、冬至、寒食各节前后共休务

三日”（见《大金集礼》）。寒食节，官民谨

遵禁火礼俗，“以出新火”（白珽《湛渊静

语》）。时人食用的冷食，大致同于宋代

流行的节日食品，金人高廷玉《道出平州

寒食忆家》中即有“上国春风桃叶渡，东

阳寒食杏花饧”诗句。除了禁烟、改火、

吃冷食，寒食上坟祭奠先人的习俗也被

保留下来，朱弁留金时所作《寒食》诗中即

有“纸钱灰入松楸梦，饧粥香随榆柳烟”。

其《寒食感怀次韵吴英叔》诗中，也有“榆

钱何处迎新火？杏粥频年系此心”。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时

期，明杨升庵在《升庵集》卷72提到，禁

火之制“废之当自前元入主中国时也”。

因此，元代寒食节的节日内涵逐渐淡化，

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娱乐化的节日娱乐主

题活动。元戴表元脍炙人口的《林村寒

食》“出门杨柳碧依依，木笔花开客未

归。市远无饧供寒食，村深有纻试新

衣。寒沙犬逐游鞍吠，落日鸦衔祭肉

飞。闻说旧时春赛罢，家家鼓笛醉成围”

即是明证。

江南地区则流传寒食、清明食青精

饭之俗，宋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中云：

“杨桐叶、细冬青，临水生者尤茂。居人

遇寒食采其叶染饭，色青而有光，食之资

阳气，谓之杨桐饭，道家谓之青精干石

饭。”至明代，青精饭竟成了“仙家服食之

法……释家多于四月八日造之，以供佛

耳……日进一合，不饥，益颜色，坚筋骨，

能行益肠胃、补髓、灭三虫，久服变白却

老”。除了青精饭，明郎瑛在其《七修类

稿》中还提到寒食吃“青白团子”：“古人

寒食，采桐杨叶，染饭青色以祭，资阳气

也。今变而为青白团子。”青团子就是在

糯米中加入雀麦草汁，蒸熟后色泽翠绿

可爱。

清代清明节在时间、地点、规模、礼

仪等诸多方面都逐渐形成了定制。同

时，寒食节和清明节逐渐融并，进而被清

明节取代，节俗也多被吸纳为清明节的

活动内容。如寒食的标志性节俗吃冷

食，清顾禄的《清嘉录》有：“市上卖青团、

熟藕，为居人清明祀先之品……今俗

用青团、红藕，皆可冷食，犹循禁火遗

风。”民间的清明节基本仍以扫墓、祭祖、

踏青、插柳和宴饮等活动为主。据《乾隆

宁夏府志 ·风俗》记载：“清明日，挈榼提

壶，相邀野田或梵刹间共游饮，曰‘踏

青’。插柳枝户上，妇女并戴于首。”《宛

平县志》记载：“清明，男女簪柳，出扫墓，

担樽盒，挂纸钱，拜者、酹者、哭者、为墓

除草添土者，以纸钱置坟巅。”一抔新土，

一壶浊酒，感念逝者，是为清明。

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对清代清明

节的食俗产生了较大影响。满、回等少

数民族的饮食，也加入到清明节寒食的

行列中。姜丝排叉、硬面饽饽、糖卷馃、

艾窝窝、马蹄烧饼、豌豆黄、螺蛳转儿、馓

子麻花、驴打滚、糖火烧、糖耳朵、芝麻酱

烧饼、萨其马，被京城人称作“寒食十三

绝”，用以祭祀先人并分而食之，以期获

得先人的庇佑和祝福。因此，寒食节传

袭到了清代，完全被符号化了，正所谓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

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

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

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千年的历

史前尘，生出太多的情感寄寓，文人士子

借节日抒发细腻情感，让寒食、清明节俗

愈发历久弥新。李渔的《清明前一日》

“正当离乱世，莫说艳阳天。地冷易寒

食，烽多难禁烟。战场花是血，驿路柳为

鞭。荒垄关山隔，凭谁寄纸钱”，反映了

兵荒马乱的动荡环境里，烽烟弥漫，人民

颠沛流离、骨肉分散的愁肠百结和惨淡

悲凉。

(作者单位：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沈
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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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真正成为民俗节日

是在唐代，使其具有了时令与节

日的双重意义，放纸鸢、打秋千、

蹴鞠、斗鸡、镂鸡子、走马等游春

时的娱乐活动逐渐被纳入寒食、

清明的节俗中。

《红楼梦》中就曾写到清明

前后放风筝一事，且对风筝极为

熟稔的曹雪芹，通过众人放的各

自不同的风筝，隐喻了他们不同

的命运。

图为清代孙温绘《红楼梦》

中放风筝的场景。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

寻春半出城。”在人们的情感深

处,素白的梨花与清明最相宜。

图为马新阳绘《琼台艳雪》，

表现了清明节的代表花卉梨花。

名家笔下的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