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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勃，女，生于 1972 年，山东

师范大学副教授、山东民俗学会

常务理事，目前在北京师范大学

做博士后研究。在皓首者居多的

民俗学家队伍中，像她这样年轻

中坚的存在，印证了民俗学研究

和传统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后

继有人，这令人欣慰。

日前，本报记者约请张勃对

清明文化进行解读。面对“为什

么选择研究这个”的询问，她这样

表示——

“我对传统节日的关注始于

硕士毕业论文《寒食节起源研究》

的写作。围绕着这个题目我翻阅

了大量史料，也阅读了不少前人

的研究成果，在学习过程中越来

越 深 刻 地 感 受 到 传 统 节 日 的 魅

力，也逐渐了解了它们在我国传

统 社 会 和 近 现 代 社 会 的 不 同 遭

遇。我国有着丰富的传统节日，

它们是如何起源的？在传承到今

天的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变化？

其生成演变传统的动力机制是什

么？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 21

世纪，政府和民间又应该如何对

待 那 些 已 经 明 显 式 微 的 传 统 节

日？作为民俗学者，我们有可能

为传统节日的复兴做出自己的贡

献吗？”

“所有这些问题都令我着迷，

所以 10 年来我一直将个人的研究

重心放在节日方面。博士论文选

择了唐代节日研究，2007 年出版

了《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第一

作者），2009 年与三联书店合作出

版了《节日中国丛书·清明》，发表

的 30 余篇学术文章也多围绕着传

统节日的起源展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中国传统节日是一本大

书，它关联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值得我们好好去阅读；中国历史

上还有着丰富的传统节日文献，

同样值得研究；而目前，在政府、

民间组织等各种力量的促进下，中

国传统节日正呈现迅速复兴之势，

如何让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条件下

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幸福生活，已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未来的一

段时间里，我仍然愿意在节日研究

方面付出自己的努力。”

作为民俗学者，自己是怎样

过清明节的呢？张勃说，近年来

的清明节，她大多忙于参加各地

的学术讨论和考察活动，“在学习

和工作中度过”；而她的父亲 2006

年不幸去世，使她从个人和家庭

层面上，对清明节意义的认识又

加深了一层……

新中国成立后，清明节的节

俗出现了较大变化，尽管许多活

动逐渐衰微，但清明作为一个节

日，仍然会充满活力地继续存在

下去。促使它继续存在的力量不

仅来自于习俗的惯性，更来自于

清明节的独特内涵，来自于它联

系着中国人的情感世界。

当然，这种力量也部分来自

于从国家到社会、从官员到民众

越来越清晰和迫切的文化自觉意

识。2006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公

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共

518 项，“ 清明节”和包括清明的

“农历二十四节气”赫然在列，而

在其他项目、扩展项目和此后的

第二、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中，“黄帝祭典”“炎帝祭典”和“大

槐树祭祖习俗”“溱潼会船”等也都

与清明节有关。到 2007 年 12 月，

第 513 号国务院令公布了《国务院

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

办法〉的决定》，根据该法令，清明节

又成为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从

此，人们将在法定的假日时间里继续

将清明节过成一个伤情与快乐共存

的节日，继续在节日的场合体验

人生的意义与真谛。

作为节日的清明，是在节期

上占据了清明节气日（公历的 4 月

5 日前后），在节俗上吸纳了寒食

节的习俗活动而形成的。其形成

时期的特点奠定了清明节的基本

格调，一直到今天，扫墓祭祖、踏

青 游 戏 仍 然 是 清 明 节 的 核 心 节

俗，珍爱生命与慎终追远仍然是

清明节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祭扫的精神意义

在我国许多地方，扫墓是清

明节前后都可以进行的一项习俗

活动，但如今人们更集中在清明

日当天进行，所谓“三月清明雨纷

纷，家家户户上祖坟”。

在以土葬为主的时代，清明

扫墓程序各地大同小异，主要由

坟前祭拜、培修坟墓、食祭余等

一 系 列 活 动 构 成 。 祭 拜 所 用 供

品除了一般的纸箔、酒醴、香楮

之外，往往还有一些富于地方特

色的物品。

祭拜时给祖先送纸钱也是十

分流行的做法。纸钱又叫寓钱，

取寓真钱之形于纸之义。唐朝以

前已有烧钱祭亡的习俗，但因寒

食节期间禁火，墓祭亦不能火化

纸钱，唐人便将纸钱插、挂在墓地

或墓树之上，有的压在坟头。直

到今天，抛撒、标墓、压纸等还是

清明送纸钱的重要方式。不过，

近来在城市中，以献鲜花代替送

纸钱的做法越来越普遍。

“报本崇初祖，数典颂轩辕。”

除了祭祀自己的祖先之外，清明

时节，人们还会祭祀缅怀黄帝、炎

帝等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

一些地方的人们还会对当地先贤

进行祭拜。如四川都江堰举行清

明放水节，以感恩蜀郡太守李冰

修筑都江堰、造福一方百姓的功

业 ；陕 西 勉 县 举 行 为 期 3 天 的

“ 诸葛坟会”，以纪念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名相诸葛亮；山西介

休则对爱民忠君的介子推进行祭

拜……而机关、学校、企业组织、

民间团体等组织工作人员和学生

为革命烈士扫墓，也已成为新中

国成立后清明节新的风俗。

对于逝去的生命，每个民族

都有自己特定的缅怀方式。中国

人对祖先与前贤的祭拜是一种道

德信仰，是发自个体情感的感恩、

纪念与缅怀，不能简单以“迷信”

视之。如果我们综合考虑清明节

的扫墓祭祖行为，可以发现人们

所 祭 之 祖 实 际 上 处 于 不 同 的 层

面，有一家之祖，有一族之祖，有

一地之祖（贤），有一国之祖（贤），

正是这不同层面的祭祖行为，让

人 们 在 不 同 层 面 具 有 了 血 肉 联

系，也因而拥有了不同层面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

清明的民俗功能

清明时节，春意盎然。踏青

郊游遂成为清明节的重要习俗。

“后生踏青，攀个好亲。”春天

是春情萌动的季节，所以踏青时

节总会有一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

事发生。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

崔护“人面桃花相映红”的佳话。

清明踏青时，人们还乐于进

行放风筝、荡秋千、蹴鞠、拔河等

多种户外娱乐活动。

除了扫墓祭祖、踏青游戏等

习俗活动以外，清明节还有一些

农 事 和 饮 食 活 动 。 前 者 与 清 明

节气相关，而后者则体现了中国

节 日 重 饮 食 的 一 般 特 征 。 清 明

节气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

正是饲蚕春耕、植树造林的大好

时节。所以民间有祀蚕神、禳白

虎、请蚕猫、买桑叶、饭牛等与农

事 相 关 的 活 动 。 而 中 国 节 日 文

化 的 一 个 特 征 是 伴 随 着 特 定 的

饮食习俗，清明节亦不例外。在

许多地方，清明食品被赋予祛病

强身、延年益寿的作用。

我国历来以农业立国，清明

节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具有重大

意义的关口，因此，许多地方的清

明饮食活动就表达着祈盼丰收的

良好意愿。对于清明节日食品，

各地的人们不仅自己享用，还在

亲戚朋友之间互相馈送，并用来

作为祭祀祖先的供品。比如在山

西南部地区，人家通常要蒸一个

很 大 的 象 征 全 家 团 圆 幸 福 的 总

“子福”，上坟时，将其献给祖灵，

扫墓完毕后全家分食之。这样，

在与亲戚朋友、逝去祖先共享的

过程中，清明节食品发挥着敦亲

睦族的重要功能。

死生并置——清明节的
独特气质

综观清明节的诸多习俗，可

以发现，清明节的独特气质在于

它凝聚着中国人对于生死问题的

深刻思考，而珍爱生命与慎终追

远便是深刻思考后获得的答案。

常日里，死人的坟墓与活人的

生活相隔很远，活着 的 人 总 以 为

死 亡 是 在 自 己 触 摸 不 到 的 距

离。但在清明节，这边厢是在杨

柳 风 杏 花 雨 中 欢 歌 笑 语 的 血 肉

之躯，那边厢是一丘坟土下默默

无言的枯骨一把；这边厢就是自

己的现在，那边厢虽是别人的现

在 却 也 正 是 自 己 的 未 来 。 珍 爱

生 命，是 清 明 节 给 人 的 启示，但

又不仅仅是启示，还是场合与机

会。它时在春天，得以向人们展

示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它拥有众

多在户外开展的习俗活动，是对

参与者生命力的张扬。

从对社会的角度看，清明节

将死生并置，展示的将不再是“向

死而生”的矛盾，而是不断死亡中

的绵绵瓜瓞、生生不息。清明节

以其特定的扫墓习俗，周而复始

地提醒人们：祖先是我们的生命

之源，祖先的功业是我们继续前

行的立足之点。正是在不断的死

亡、不断的新生中，历史得以伸

延，国家与民族得以存续。为此，

我们必须慎终追远，善待死者，永

存一颗尊敬和感恩之心。

清明放假，从唐朝开始
——清明节的起源与流变

日丽风清，春和景明。
清明节的到来，标志着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绝大部分地区，已正式迎来春天那清晰明快的身影。
从物候意义上说，“清明要明，谷雨要雨”——“清明时节雨纷纷”并不是传统的农耕社会期待的清明时节的常态，却是眼下焦渴的西南旱区

的期盼；而从文化意义上说，在“既清且明”的时节，祭扫墓园、追思逝者也不能代表清明节所有的文化内涵。
珍爱生命，慎终追远——在清新明朗、生机勃发的清明时节追思逝者和踏青赏春，体现了中华民族血脉里代代相传的对天地、对人生的感

悟和哲思。这样意蕴深刻、礼赞生命、抚今追昔的节日，在全世界也是“独一份”。
中华民族的生命长河和文化血脉生生不息，清明节的深厚文化内涵也自然富有勃勃的生命力。在送走又一个清明节，同时也是第三个清

明节“小长假”之际，本报记者特邀有关专家对清明节的文化内涵进行一番梳理，“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独特的集节气与节日
于一身的清明节，其千年流传的文化魅力亘古常新，与天地同春，与生命同在。

在流传至今的中国八大传统

节日（春节、元宵、二月二、清明、

端午、七夕、中秋、重阳）中，清明

多少显得有些特殊，因为只有它

兼具节日与节气的双重身份。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历法

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特有的表达农业气象条件的一套完

整的时令系统。作为二十四节气之

一，清明早在汉代以前即已出现。

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其《淮南子·天文

训》中明确指出：春分“加十五日，斗

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而

古人之所以将春分后的这一节气称

为“清明”，是由于“万物生长此时，

皆清洁明净”的缘故。

谈到清明从节气演变到节日

的起源，一般会提到春秋时晋文

公重耳和其忠臣介子推的传说，

但传说终归是传说，并不足以解

释清明节真正的起源。

清明节从遥远的过去一路走

来，但还没有遥远到介子推生活

的春秋时期；沿着它走过的路线回

望，越过上千年，我们将目光定格

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大唐——

清明节生成的朝代。

唐朝以前的文献资料中没有

关于清明节的记载，即使宗懔的

《荆楚岁时记》这部南北朝时期出

现的我国第一部岁时节日的专门

著作，对于当时流行的诸多节日

都一一做了介绍和描述，对清明

节也未着一字。但时至唐朝，关

于 清 明 的 记 载 就 比 比 皆 是 了 。

官方正史、野史笔乘、诗歌文论，

无 不 向 我 们 展 示 着 唐 人 过 清 明

节的内容和方式，同时展示着清

明 作 为 节 日 的 现 实 存 在。“ 著 处

繁 华 矜 是 日，长 沙 千 人 万 人 出。

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

膝 。”唐 朝 诗 人 杜 甫 的 这 首《清

明》诗就写出了当时清明节的热

闹与繁华。

那么清明节是如何形成的呢？

生活在现代的人们恐怕难以

相信，我们的祖辈居然曾经在隆

冬季节几天、一个月甚至更长的

时 间 里 禁 止 用 火 ，以 吃 冷 食 度

日。两汉之际的桓谭在其《新论》

一书中有记载：“太原郡民以隆冬

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

敢犯。”那段禁止用火只吃冷食的

日子，就是寒食节。关于介子推

和重耳的传说就是民众对寒食节

起源的一种解释。

唐朝是一个至今都令中国人

为之自豪的朝代，国家统一，政治

清明，物阜民丰，社会相对安定，

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人

性得到较自由的发挥与张扬，呈

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大唐气象。

在这种大背景下，唐人在寒食节

从事一系列特征鲜明、格调突出

的节俗活动，从而将寒食节过成

唐朝最引人注目的节日之一。

其实早在初唐时期，寒食节就

已经风靡全国，不仅“普天皆灭焰，

匝地尽藏烟”，寒食上墓也已经蔚

然成风，斗鸡等活动更在初唐时期

成为民间流行。寒食节的盛行对于

清明节兴起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突

出了清明节气日的重要性，并使其

成为寒食节的组成部分。

“改火”曾经是世界范围内普遍

流行的一项非常古老的习俗，在我

国也是古已有之。到了唐朝，改火

之制复兴。时人普遍的做法是，寒

食节来临时将正用的火熄灭，到清

明日再取得新火。在改火活动中，

清明日由于是取得新火的时间而越

发从常日里突显出来，这自然有助

于清明日的独立成节。

寒食节的墓祭习俗在初唐时

期已在民间盛行，并在唐玄宗时被

编入《大唐开元礼》，成为国家礼

制 的 一 部 分 。 而 至 少 在 中 唐 时

期，墓祭时给死者送纸钱就已蔚

然成风，所以著名诗人张籍才有

“ 寒 食 家 家 送 纸 钱”的 诗 句 。 不

过，由于寒食节期间禁火的要求，

纸钱不能烧而只能抛撒或压于坟

顶或挂于某处。这种对纸钱的处

理方式有一定的缺陷。正如王建

在他的《寒食行》里所说：“三日无

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唐

人大概更乐意选择在能够用火的

清明日上坟祭扫，这使得清明的

地位变得更加重要。

唐朝以前的所有朝代，还没

有哪一个能够像它那样安排人们

在繁多的节日里休闲放假，更没

有 一 个 朝 代 会 在 寒 食 清 明 节 放

假，且假期的长度甚至与最为重

要的节日——元正一样。

在唐朝，上坟扫墓、改火、治

蚕室、斗鸡、蹴鞠、拔河、秋千、宴

饮、踏青、插柳等，都已成了清明

日的习俗活动。

宋朝的清明节俗基本沿袭了

唐朝，依旧上坟、改火，皇帝也有

将新火赐予大臣之举，而且也举

行各种娱乐活动，十分热闹。北

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

精致的工笔描绘了汴梁以及汴河

两岸的风俗景象，至于该图描绘

的是否为清明时节，学界还存在

争议。

元朝以迄明清，唐宋时期十

分盛行的清明节皇帝赐大臣新火

的举动没有了，但是上坟扫墓之

风并未稍减。此外，踏青出游、荡

秋千、放风筝、插柳也活跃在时人

的节日生活中。

到中华民国建立时，在清明

节的发展史上还出现了一个重要

的变化，那就是它曾在1915年被规

定为植树节。不过，到 1928 年时，

植树节被改在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

日（3 月 12 日），清明节作为植树节

的历史就此终止，但仍有一些地方

保留了清明植树的做法。

千年流传的生命礼赞
——清明文化扫描

主持 本报记者 卢毅然

撰稿 民俗学者 张 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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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70后”民俗学者的清明情缘
本报记者 卢毅然

国家级“非遗”和法定假日
——清明节新的生命力

《清明上河图》（局部），对画中描绘的是否为清明时节，学界还存在争议。

清代扫墓图

宋太宗蹴鞠图

清明活动——仕女荡秋千图

关山月《清明诗意图》

4 月 3 日，

以“花开如意”

为 主 题 的 樱

花 节 在 北 京

玉 渊 潭 公 园

开幕，成为清

明 节 小 长 假

市民踏青游园

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