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倏忽间又是一年清明。一位朋友

说，他想趁这个清明小长假，去扬州游瘦

西湖，玩味一回“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兴

致。我是怕人多的，虽然佩服他的兴致，

也只是祝愿他能顺利买到去扬州的火车

票了。

不曾春天去过扬州，个人推断，在

清 明 时 间 去 体 味“ 烟 花 三 月 ”还 嫌 略

早。人家扬州市政府每年举办的“烟花

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都是定在 4 月 18

日，推测那时候才是柳如烟、花如海的

最佳时节。这也和李白当年的诗意暗

合：他在黄鹤楼头送别孟浩然的时间就

算是三月初吧，从武汉到扬州的行程必

没有现在的交通工具走得快，借用当今

流行的穿越笔法，一叶孤舟顺流而下，

孟浩然又是个文人，沿途难免停舟赏

景，访朋会友什么的，溜达到扬州差不

多也到三月中旬了。

以上虽为笑谈，却也说明传统文化

营造的一些意境对于今人来说还是有吸

引力的，比如姑苏城外寒山寺，比如斜阳

夕照下的乌衣巷，再如烟波江上的黄鹤

楼，更不用说岳阳楼、醉翁亭了。望文而

生想往，本来就是很常见的事；利用传统

文化的魅力发展旅游，开展经贸活动，自

然而然成为一些地方扩大地区影响力的

常用策略。作为旅游者，能在赏味美景的

同时，细细体会古人所处的情境，自然地

来一番文化洗礼，也算是锦上添花的好

事吧。

传统文化中可为今天所用的遗产实

在是很多，有名篇名句，有历史掌故，有

人物形象，只要善用之，必有好处。你去

博物馆，万千展品，仅靠一纸说明往往不

知其所以然。如果有个能把展品的来龙

去脉和其中的文化内涵详尽介绍的讲解

员，一定会让你更添一份留连。曾经参

观西夏王陵，讲解员的讲解非常精彩，为

我们勾勒出当年西夏王朝的兴衰。于是

我们几个又花钱坐电瓶车深入腹地参观

了 荒 芜 的 双 陵（为 当 地 创 造 了 50 元

GDP！）。这是善用的，如果不善用的，

就是空坐宝山了，可能浪费宝贵的历史

文化资源。当然还有那硬往传统文化上

靠的，也不足取。举个例子——为免麻

烦，我只好杀熟了：一老哥为我大学同

窗，本来做古典文学研究成果颇丰，偏要

去考证花果山的原型是泰山，让我看就

有点多余：泰山已为五岳之尊，文化积淀

厚重，还要多个猴子来助兴吗？

传统文化其实也是庞大芜杂的系

统，能够在今天依然具备生命力和影响

力的部分，都是传承有序的精华；更多的

则是沉淀在历史长河中了。回到清明的

题目上来，同为今天的小长假节日，和端

午中秋不同，清明只是一个时令，原本具

备祭祀功能的节日是为纪念介子推而设

的寒食节。唐以后至宋，因为吃冷食的习

惯慢慢被摒弃，寒食节的功能也逐渐和

清明合而为一了。另外一个与清明合并

功能的是上巳节。汉末起把每年三月初

三（三月首个巳日多为初三）定为上巳

节，是为跋祭而设，主要活动却是水边禊

饮（就是野宴、野餐）。历史上最著名的上

巳节盛举是晋代永和年间的兰亭修禊，

王羲之就是在那次即席写下了著名的

《兰亭集序》。宋代以后，上巳节这种春游

踏青嬉戏的功能也逐渐为清明所吸纳。

寒食和上巳归于清明，三节合一的

演化一方面与市民阶层的壮大和农商经

济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则折射了文化

发展中去芜除杂、推陈出新的进化过程。

我们在清明踏青出游，可以说是文化的

继承；古人的另外一些习惯，则已经成为

凝固的形态，永远留在历史记载中了。

清明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举
足轻重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一般在阳历
的四月五日前后，这正是春天刚刚到来
的时刻。顾名思义，“清明”指的是天地明
净、空气清新、万物复苏的初春景象。李
商隐的诗句：“江南江北雪初消，漠漠轻
黄惹嫩条”，就描绘了清明时节冰雪消
融、柳树欣欣向荣的一派春色。

汉魏以前，清明是一个单纯的自然
节气，在农业生产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至今，我们还能听到“清明有雨麦苗肥”
这类生动的农谚。在发展的过程中，清明
融合了上巳节、寒食节、三月节等多个节
日，在唐宋时期形成了今日的形态。在漫
漫的历史长河中，清明节不仅形成了独
特的信仰传统，也不断吸收着各个时代
的元素，在社会变迁中呈现出了丰富多
元的文化内涵。

追远祭先人

看到“清明节”这三个字，估计大多
数人首先想到的是祭祖和扫墓。其实，清
明节追怀先人的功能，是从寒食节那里
继承来的。慎终追远是中国人的美德，早
在春秋战国时期，国人就已经形成了墓
祭的传统。到了唐代，玄宗下令把扫墓的
日子固定在了清明之前的寒食节。众所
周知，寒食是一个禁火、冷食的节日，孝
子贤孙们没法在这天为祖先置办可口的
饭菜。于是，上坟扫墓的日子慢慢往后
挪，转移到了清明节。到宋代，寒食祭奠
先人的功能已经完全被清明取代。

当然，扫墓不一定要在清明当天，节
期前后一周左右都是参拜老祖宗的良
机。祭祖往往是家族性的活动，族长或者
家长会选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扶老携
幼、带着祭品和香烛，到郊外祖先的墓地
去祭奠一番。祭奠的内容大致有二。其一
是敬拜逝者，人们或鞠躬，或叩首，同时
献上祭品，表达对先人的追念；其二是修
整坟茔，腿脚灵便的年轻后生跑前跑后，
掸去碑上的灰尘，除去墓畔的杂草，再在
坟上培几把新土，压几个纸钱，就像是在
打扫祖辈的屋子一般。

站在墓碑前，人们或因思念亲人的
音容笑貌而追怀不已；或因想起祖先的
功德与业绩而热血沸腾。从这个角度来
说，扫墓不仅联络了家人的感情、增进了
家族的凝聚力，也会引发人们去思考生
活的价值和意义，并意识到今天才是我
们应该把握和珍惜的时光，正如先贤感
叹：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

游人恋芳草

清明节的另一项功能是踏青。阳光
明媚、杨柳依依之时，正是郊游踏青的良
机。扫墓之余，人们趁着大好的春色亲近
自然、和谐天人。明代的《帝京景物略》说
得好：“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
坐尽醉”，在慎终追远的同时，也享用当
下的生活。所以，清明又寄托了人们求新
护生的愿望。除了出游踏青以外，清明时
节的很多娱乐，像插柳、拔河、蹴鞠、放风
筝、荡秋千等，无不让人有生机勃勃之
感。当然，这些功能有一部分是从上巳节
那儿继承来的。

旧时出游，北方多用车马。在春天的
繁华景象中，宝马雕车香满路，少年的
欢乐被风筝带到高空，少女的笑声荡漾
在秋千上，无论男女老少，快乐从内心
淌到脸上，心情像风筝一样被放飞得乐
不思归，以至于要玩到天黑才回转家
中。这种游乐常常打破封建社会的宵禁
制度，呈现出浓厚的狂欢性，正如唐人
李正封笔下所写：“游人恋芳草，半犯严
城鼓。”

南方浙东地区水网纵横，出游则多
乘船。借着清明的机会，平时养在深闺的
大小姐们也坐上了乌篷船，与插在船头
的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争奇斗艳，这可
吸引了其他船上的年轻子弟，他们不仅
是为了游览春景，也是为了窥视、评判各
艘船上的美色，以至于越地留下了“上坟
船里看娇娇”的俗语。

踏青必有美食相伴。山西介休有“清
明燕”，即用面粉捏成燕子的形状，用杨
柳条串在一起，用来表达对先贤介子推
的怀念。而浙东民众春游必带的吃食，
是艾饺和黄花麦糕。顾名思义，艾饺由
春天的嫩艾草挤出汁水，掺入糯米面中
制成。而黄花麦糕则是取鼠曲草的嫩叶
捣烂，揉入麦粉中而成，甜丝丝的黄花
麦糕既有嚼劲，又不会粘牙和黏手，是
踏青时孩子们的最爱，他们边吃边唱：

“黄花麦果韧结结，半块拿弗吃，一块自
要吃！”

当代更丰富

前面说了那么多吃的，忽然想起近
年来社会上流行的一种表述，大意是说：
中国传统节日的灵魂已经丢了，就剩下

“吃”了：元宵节吃元宵、中秋节吃月饼、

端午节吃粽子⋯⋯这话看似深刻，却未
免偏颇。从来就没有亘古不变的“传统”，
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俗”。社会
在发展，人们的行为习惯也在变化，传统
节日的内涵与功能也在相应改变。和老
祖先们相比，当代的中国人处于急速的
现代化进程中，清明指导农事的作用自
然也就衰落了；很多年轻人在千里迢迢
以外求学、打工，很难在清明假日赶回家
乡扫墓；还有，墓葬方式的日益文明化，
也使烧纸等信仰行为显得有些不合时
宜，逐渐被献花等形式取代。我们怎么可
以用过去的节日风俗来框定现代民众的
行为呢？

不过，当代的清明节也并未就此变
得单一而枯燥，相反，它成为了多种文化
传统、要素交集的复杂现象。一些地区仍
然恪守着传统的习俗，在清明时节祭奠
祖先、凝聚家族。尤其是宗族观念深厚的
闽广地区，清明回乡扫墓仍是重要的传
统，甚至还会带动汽车租赁业的火爆。另
一方面，国家也把现代社会的一些纪念
性的活动纳入到清明节中。在黄帝陵和
炎帝陵，每年都会举办大规模的公祭活
动。锣鼓阵阵，幡旗猎猎，龙狮劲舞，表达
着中华民族对炎黄二帝的无限景仰与赞
颂。清明节去烈士陵园扫墓，并展开爱国
主义的历史教育，也已经成为了很多学
校的惯例。如今的“70 后”与“80 后”，小
时候几乎都有过由老师带领着到烈士的
灵前献小白花的经历。

今日的清明节已经成为了国家法定
假日，这更为人们出游提供了便利。四月
正是春花怒放的季节，到田园里去踏青
寻花、到山野中去登高望远，到郊区的农
家乐去赏春花、吃时鲜成为了都市人休
闲放松的好机会。

由此看来，不管传统如何变迁，祭
祖扫墓和出游仍然是清明节的两大主
题。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方式
的演进，清明节变得更加世俗化，将祭
祀、教育、踏青和娱乐融为一体。踏青
游春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并成为都市休
闲的重要方式。而祭扫也从原先的家族
私事，扩展为了社会公共事务；祭扫的
对象，也从家族的先人，扩展到了中华
民族的人文始祖和革命先烈。今日的清
明成为了一个“家国同构”的节日，它
既为家族提供了追怀先人的时机，也在
凝 聚 民 族 的 向 心 力 上 起 到 了 重 要 的
作用。

四月正是春风和畅、草长莺飞的季
节，就让我们卸下严冬的衣着，到郊外去
拥抱自然，享受美好的生活吧！

有报道称，我国每年在清明节
期间用于祭祀焚烧的纸张就达千吨
以上。清明节当天，全国的“白色浪
费”更是高达100多亿元。

这绝对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其实，祭祀的目的很单纯，一为

怀念，二为感念前人的精神与品格，
激励后人。后来伴随在祭祀当中出
现的一些大肆铺张、互相攀比的行
为，实为糟粕。

因此，祭扫方式完全可以很清
明。不必车水马龙，不必乌烟瘴气，一
束鲜花、一杯淡酒，一篇祭文、一刻冥
想、一段回忆⋯⋯只要体现出人性的
尊严，只要传递出爱的力量，就足够。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近年来，
许多地方和殡葬服务单位纷纷开
通了网络祭奠平台。开始，人们
还不太习惯这样的祭拜方式。但
是很快，人们发现，网络祭拜似乎
更能成就人们在精神上的需求与
寄托。

“内化于心”，真正的怀念是
无形的。我们哪怕千里迢迢地来
到逝者的墓前，焚化纸钱、奉上祭
品，最终，也只是获得一种心理上
的安慰。

形式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在对逝者的怀念中，感悟
生命，使人性得到升华，从而更有价
值地生活与创造。

“倩美，好久不见了，上一次写
你的名字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想
呼喊你的名字也叫不出口了⋯⋯”
这段让人心颤抖、眼睛湿润的文字，
来自于1999年韩国首尔（当时还叫
汉城）市政府组织编辑出版的一本
生者向逝者写的书信集，书名叫做
《寄往天堂的信》。

据说，当时负责管理城市墓园
等设施的管理者发现，人们到墓园
拜祭时，大多追悼伤心、流泪而返，
心中的悲伤与空虚却无处可诉，也
无从减轻。为了帮助人们减轻悲伤
与空虚，他们特别在墓园某处放置
了备忘录，请来祭拜的人留下怀念
故人的文字。

我们必须为这个创意热烈鼓
掌。这个备忘录是那么受欢迎，留
言的人越来越多。当他们不只是在
心里默祷，而是亲手把对故人的思
念化为文字，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之后，他们离开的脚步竟然变得那
么轻快！

后来，经过筛选，这本《寄往天
堂的信》集结出版。“一封封信笺
里，隐藏着人类最原始的感情，都
是最真实的表现，令人热泪夺眶而
出。”想出这个创意的管理供坛的
理事长李浩肇先生这样评价。

这样的创意，并不嫌多。在社
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今
天，与每个人的生命紧密相关的祭
祀文化，也必须有所扬弃和创新。

如果说，清明是一个祭祀的文
化符号的话，那么，围绕着它，慎终
追远、民德归厚，孝老爱亲、修身养
性，就是它的教化作用所在。

当今社会，压力、紧张已经成为
人们工作、生活的常态。在清明时
节，走出城市的喧嚣，走进自然，放
慢脚步，以单纯的方式，通过生死两
界的“对话”,平静心情、修身养性，
更深入地思考、感受和领悟生活的
真谛，传递友爱、品德与修为，为我
们的生命焕发出光辉而补充动能，
这，是千年清明节传承给我们的精
髓，也是我们应当为后世传承下去
的精髓。

清明过节

□ 张蔚蓝

清明过节

□ 张蔚蓝

一束鲜花、一杯淡酒，

一篇祭文，一段回忆⋯⋯

以单纯的方式只要体现出

人性的尊严，只要传递出

爱的力量，就足够

带走的和留下的

□ 何不器

传统文化其实也是庞大芜

杂的系统，能够在今天依然具备

生命力和影响力的部分，都是传

承有序的精华；更多的则沉淀在

历史长河中了 话 祝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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