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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如何过清明
今年清明节是4月5日。“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节气，《历书》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

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
清明作为节日是为纪念、作为节气却是有很多风俗习惯。有民俗学者称，古代的清明节，除了有祭奠逝者的悲伤，还有万众踏青、郊游、

戴柳、射柳、斗鸡、放风筝、荡秋千、蹴鞠（踢球）等种种欢乐，可以说既是祭祀之日，也是快乐嬉戏之日。下面请您跟小编一起看看古代清
明节是什么景象。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
的祭祀节日之一，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
这与古时的寒食节有类似之处，那么，清
明节与寒食节有什么区别，它们又有着什
么样的关系呢？

清明节与寒食节原本是两个不同含义
的节日。寒食节亦称“禁烟节”“冷节”

“百五节”，在农历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清
明节前一两日。是日初为节时，禁烟火，
只吃冷食。隋唐之前，“清明节”仅仅是
指区分季节交替和农事运作的二十四节令
之一，寒食节的主要项目是家家禁烟吃冷
食，而且时间是在寒冷的隆冬季节。因时
间上和清明节接近，并受其影响，因此在
后世的发展中逐渐增加了祭扫、踏青、秋
千、蹴鞠、牵勾、斗卵等风俗，寒食节前
后绵延两千余年，被称为民间第一大祭
日。

寒食节与古人对于自然的认识相关。
在中国，寒食之后重生新火就是一种辞旧
迎新的过渡仪式，透露的是季节交替的信
息，象征着新季节、新希望、新生命、新
循环的开始。后来则有了“感恩”意味，
更强调对“过去”的怀念和感谢。寒食禁
火冷食祭墓，清明取新火踏青出游。

清明节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
是重要的八个节日：上元、清明、立夏、
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

唐代之前，寒食与清明是两个前后相
继但主题不同的节日，前者怀旧悼亡，后
者求新护生。一阴一阳，一息一生，二者
有着密切的配合关系。禁火是为了出火，
祭亡是为了佑生，这就是寒食与清明的内
在文化关联。唐玄宗时，朝廷曾以政令的
形式将民间扫墓的风俗固定在清明节前的
寒食节，由于寒食与清明在时间上紧密相
连，寒食节俗很早就与清明发生关联，扫
墓也由寒食顺延到了清明。随着时间的推
移，由于寒食节中主要项目——禁烟冷
食，逐渐被淡化，寒食节逐渐开始被清明
节取代。 据人民网

清明节与寒食节

在二十四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是节
日的只有清明。每年清明节的日期在4
月4日至4月6日，并不固定在4月5日。

地球绕太阳一圈的时间称为“回归
年”或“太阳年”，太阳在星空背景下的
运行路线称为“黄道”。自清代开始，定
以春分点为0度，太阳在黄道上每运行
15度定为一个节气或中气，二十四节气
因而为24个特定的时刻，而非特定的24
天。此种节气制订法称为“定气法”。

不单是清明节气没有固定在哪一
天，其他节气也是一样。这是由于一年
的长度是用太阳的运行定出，二十四节
气也是用太阳的位置定出，基本上，每
一节气在每年中的日期变动不大。然
而，一个回归年实际长度为 365.2422
天，历法上的一年长度则为365天，因
此每年会多出0.2422天（相当于5.8小
时），节气的特定时刻也会每年顺延
0.2422 天；如此一来，累积 4 年后为
0.9688天，几近一天，为修正之，故公
历历法中有“闰年”制度，每4年会多
出2月29日一天。若顺延的结果，使得
某节气的时刻越过午夜至隔日，或因闰
年之故而提前到前一日，都会使节气的
日期改变，但日期差异只会在 3天以
内。 据新华网

清明节没有
固定日期

清明作为节日，在唐朝时初步形成，
宋元时期逐步固定下来。

唐朝时，官吏回乡扫墓，时有耽误职
守的事，唐玄宗时颁布政令解决假期的问
题。

唐代规定寒食节放假四天：（开元）二
十四年（736）二月二十一敕：寒食、清明
四日为假。

《唐会要·卷八十二》，按大历十二年
（777）诏令，唐朝衙门依例放假五天：自
今以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

到贞元六年（790），假日加到七天。
由此可见，当时清明节已经成为唐朝

一个很隆重的全国性节日。
宋代的清明节（寒食节）也放假七天。
北宋庞元英 《文昌杂录·卷一》 记

载：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
食、冬至各七日。

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五》引
宋吕原明《岁时杂记》说：清明前二日为
寒食节，前后各三日，凡假七日。

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明定4月5日为国
定假日清明节。

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第198次常
务会议通过了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
假办法》的决定，其中规定：清明节，放
假1天（农历清明当日）。

2008 年，清明节正式成为法定节假
日，放假一天。

2009 年，清明假期改为三天 （含调
休）。 据《大河报》

相传春秋时期相传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
而流亡国外而流亡国外。。流亡途中流亡途中，，随臣找了半天也找随臣找了半天也找
不到一点吃的不到一点吃的，，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候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候，，
随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随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从自己的大腿上割
下了一块肉下了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让公子喝了煮了一碗肉汤让公子喝了，，重重
耳渐渐恢复了精神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当重耳发现肉是介子推当重耳发现肉是介子推
从自己腿上割下的时候从自己腿上割下的时候，，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十九年后十九年后，，重耳作了国君重耳作了国君，，也就是历史也就是历史
上的晋文公上的晋文公。。即位后文公重赏了当初伴随他即位后文公重赏了当初伴随他
流亡的功臣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唯独忘了介子推。。很多人为介很多人为介
子推鸣不平子推鸣不平，，劝他面君讨赏劝他面君讨赏，，然而介子推最然而介子推最
鄙视那些争功讨赏的人鄙视那些争功讨赏的人。。他打点好行装他打点好行装，，同同
老母亲悄悄地到绵山隐居去了老母亲悄悄地到绵山隐居去了。。晋文公听说晋文公听说

后后，，羞愧莫及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然而然而
介子推已离家去了绵山介子推已离家去了绵山。。有人献计有人献计，，从三面从三面
火烧绵山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逼出介子推。。大火烧遍绵山大火烧遍绵山，，却却
没见介子推的身影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后火熄后，，人们才发现背人们才发现背
着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着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
了了。。晋文公见状晋文公见状，，恸哭恸哭。。装殓时装殓时，，从树洞里从树洞里
发现一片衣襟发现一片衣襟，，上写道上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割肉奉君尽丹
心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但愿主公常清明。”。”为了纪念介子推为了纪念介子推，，
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

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发现老
柳树死而复活柳树死而复活，，便赐老柳树为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清明柳”，”，
并晓谕天下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
节节。。 据中国新闻网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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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风俗百图·五代·荡秋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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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祀

清明节扫墓祭祖已成为持续不断
的风俗传统：铲除杂草，放上供品，
于坟前上香祷祝，燃纸钱金锭，或简
单地献上一束鲜花，以寄托对先人的
怀念。

清明祭祀的参与者不仅有平头百
姓，还有君王大臣，大家都要祭拜先
人亡魂。从唐朝开始，朝廷就给官员
放假以便于归乡扫墓。据宋人吴自牧
《梦粱录》记载：每到清明节，“官员
士庶俱出郊省墓，以尽思时之敬。车
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宴于郊者，
则就名园芳圃、奇花异木之处；宴于
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
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
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
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歹
带酒贪欢，不觉日晚。红霞映水，月
挂柳梢，歌韵清圆，乐声嘹亮，此时
尚犹未绝。男跨雕鞍，女乘花轿，次
第入城。又使童仆挑着木鱼、龙船、
花篮、闹竿等物归家，以馈亲朋邻
里。杭城风俗，侈靡相尚，大抵如
此。”

荡秋千

打秋千（荡秋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
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时的
秋千多用树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制成，后来
逐步发展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据
《荆楚岁时记》记载：“春时悬长绳于高木，
士女衣彩服坐于其上而推引之，名曰打秋
千。”唐代打秋千已经是很普遍的游戏，并
且成为清明节习俗的重要内容。

由于清明打秋千随处可见，元明清三代
定清明节为秋千节，皇宫里也安设秋千供皇
后、嫔妃、宫女们玩耍。打秋千不仅可以增
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仍受
大众喜爱。

射 柳

射柳是一种练习射箭技巧的游戏。据明
朝人的记载，就是将鸽子放在葫芦里，然后
将葫芦高挂于柳树上，弯弓射中葫芦，鸽子
飞出，以飞鸽飞的高度来判定胜负。唐代诗
人孟浩然作诗《上巳洛中寄王九迥》：“斗鸡
寒食下，走马射堂前。”体现了射箭是清明
时节古人热衷的项目。 据人民网

插 柳

清明节，我国民间有插柳习俗。专家
介绍说，清明插柳习俗，其来源普遍存在
三种说法。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曾介绍
说，插柳的风俗，是为了纪念“教民稼
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的。有的地方，
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
清明插柳戴柳还有一种说法：中国人将
清明、七月半、十月朔看作是三大鬼
节。清明节正是百鬼出没频频、索讨多
多的时节。受佛教的影响，观世音手持
柳枝蘸水普度众生，许多人便认为柳条有
驱鬼辟邪的作用，把柳枝称为“鬼怖
木”。另外一种说法是，此俗是为了纪念
介子推。介子推为明志守节而焚身于大柳
树下，让晋文公和群臣百姓痛心不已。第
二年，晋文公亲率群臣爬上山来祭拜介子
推时，发现当年被烧毁的那棵老柳树居然
死而复生。晋文公当下便将老柳树赐名为

“清明柳”，并且当场折下几枝柳条戴在头
上，以示怀念之情。从此以后，群臣百姓
纷纷效仿，遂相沿成风。清明插柳戴柳成
为纪念介子推的一种象征。

踏 青

虽然清明是一个追思先人的传统节
日，但其民俗文化内涵并非只此一项。
在春光明媚的清明前后，尽情地亲近自
然、到郊外踏青游玩，是清明节俗的另
一项重要活动。相传大禹治水后，人们
就用“清明”之语庆贺水患已除，天下
太平。旧时，清明时节的郊野之中，众
人春游的场景是非常盛大热闹的，当时
游乐活动在清明节俗中占有很重要的位
置，差不多与祭祀平分秋色。

放风筝

清明节前后，正是日头正好，春风
吹起之时，放风筝也是踏青之余的一件
乐事。人们会把藏了近乎一年的风筝拿
出来迎风放起，任其高飞。风筝又称纸
鸢、纸鹞。相传始于晚唐五代，一个叫
李邺的文人在纸鸢上拴了竹笛，微风吹
动，嗡嗡有声如筝，遂名“风筝”。在有
些地区，人们把风筝放上蓝天，然后剪
断牵线，任其随风飞走，以此寓意祛秽
祈福。

清明节古时也叫三月节清明节古时也叫三月节。。
公历公历44月月55日前后为清明节日前后为清明节，，是二十四是二十四

节气之一节气之一。。在二十四个节气中在二十四个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既是节气又
是节日的只有清明是节日的只有清明。。我国古代将清明分为三我国古代将清明分为三
候候：“：“一候桐始华一候桐始华；；二候田鼠化为鹌二候田鼠化为鹌；；三候三候
虹始见虹始见。”。”意即在这个时节先是白桐花开意即在这个时节先是白桐花开
放放，，接着喜阴的田鼠不见了接着喜阴的田鼠不见了，，全回到了地下全回到了地下

的洞中的洞中，，然后是雨后的天空可以见到彩虹然后是雨后的天空可以见到彩虹
了了。。

由于二十四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由于二十四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
四季气温四季气温、、降雨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物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所以
古代劳动人民用它安排农事活动古代劳动人民用它安排农事活动。《。《淮南淮南
子子··天文训天文训》》 云云::““春分后十五日春分后十五日，，斗指斗指
乙乙，，则清明风至则清明风至。”。”按按 《《岁时百问岁时百问》》 的说的说

法法：“：“万物生长此时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皆清洁而明净。。故谓故谓
之清明之清明。”。”清明一到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气温升高，，雨量增雨量增
多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故有““清明清明
前后前后，，点瓜种豆点瓜种豆”“”“植树造林植树造林，，莫过清明莫过清明””
的农谚的农谚。。可见这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可见这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
的关系的关系。。

据据《《西海都市报西海都市报》》

清明假期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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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起源于介子推

清明节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