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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明节举行牡丹宴，是
因为牡丹开始绽放。宋代毛
滂《浣溪沙》云：“ 魏紫姚黄欲
占春。不教桃杏见清明。残
红吹尽恰才晴。芳草池塘新
涨绿，官桥杨柳半拖青。秋千
院落管弦声。”姚黄、魏紫，是
洛阳牡丹珍品，在清明节进入
花期。

宋代赵彦端《阮郎归》：
“一春种得牡丹成。那知君遽
（jù）行。东君也自没心情。夜
来风雨声。追间阔，数清明。
不应歌渭城。只愁河畔草青
青。却须离绪生。”程珌《谒金
门》：“烟漠漠。醉里看春都
错。过了清明迟一著。牡丹
重约摸。晓日渐明檐角。天
与芳辰难却。驻得韶华元有
药。桃源谁共约。”孙惟信《烛
影摇红》：“一朵鞓（tīng）红，宝
钗压髻东风溜。年时也是牡丹
时，相见花边酒。初试夹纱半
袖。与花枝、盈盈斗秀。对花
临景，为景牵情，因花感旧。题
叶无凭，曲沟流水空回首。梦
云不入小山屏，真个欢难偶。
别后知他安否。软红街、清明
还又。絮飞春尽，天远书
沈，日长人瘦。”都记载
了清明节赏牡丹
的场景。

宋人有簪花习俗，欧阳修
《洛阳牡丹记》说：“洛阳之俗，
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
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清明
节前的寒食节，洛阳开始春天
卖牡丹鲜切花。寒食、清明本
来是两个节日，但洛阳民间大
都把两个节日合在一起。自
清明节前三日算起，称大寒
食、二寒食、三寒食，第四日为
清明。

北宋的洛阳，寒食节、清明
节春游时，每个人都头上戴一朵
牡丹。北宋后期客居在洛阳的
文学家晁冲之《感皇恩》写道：

“寒食不多时，牡丹初卖。”邵雍、
司马光等洛阳文人在寒食节、清
明节赏花饮酒，头上皆戴花。邵
雍《插花吟》道：“头上花枝照酒
卮，酒卮中有好花枝。”

寒食节、清明节，洛阳牡丹
珍品，除姚黄、魏紫开始绽放外，
鞓红、一百五、天外红等也都进
入盛花期。现在，洛阳各牡丹园
大都种有这些品种，在清明节时
就可以欣赏到这些牡丹
珍品。

韩愈（公元 768 年—
公元 824 年），字退之，河
南河阳（今孟州市）人，自
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
黎”“昌黎先生”，唐代杰
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
家、政治家。韩愈是唐代
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
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
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
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
宗”之名。他提出的“文道
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
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
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
导意义。

贞元八年（公元 792
年），韩愈登进士第，之后
两任节度推官。贞元十九
年（公元 803 年），韩愈晋
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关中

大旱，灾民流离失所，四处
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
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
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
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
息，谎报关中粮食丰收，百
姓安居乐业。韩愈在愤怒
之下上《论天旱人饥状》
疏，反遭李实等人谗害，于
同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
山县令。

本诗为韩愈在阳山时
所作。刘师命是韩愈之
友，当时到阳山拜访韩愈，
在雪白的梨花之下，韩愈
写就了这首诗。“洛阳城外
清 明 节 ，百 花 寥 落 梨 花
发。”当年在洛阳，清明时
节，百花已经凋落，城外的
梨花才迟迟开放。“今日相
逢瘴海头，共惊烂漫开正

月。”如今我们在充满瘴毒
之气的南海边相逢，共同
惊叹那梨花在正月就盛开
了。这首诗不是写于清明
节，但是交代了在洛阳，梨
花是在清明节前后开放，
不像在南方，正月里梨花
就盛开了。

韩愈此前就作有《闻
梨花发赠刘师命》，诗曰：

“桃溪惆怅不能过，红艳
纷纷落地多。闻道郭西
千 树 雪 ，欲 将 君 去 醉 如
何？”此诗将梨花比作积
雪，写出梨花的洁白、繁
盛，形象地表现春天千树
梨花怒放的盛景。而《梨
花下赠刘师命》诗则显惆
怅，在今昔对比之中流露
出寥落之慨。

（田中够）

□郑贞富

——兼谈清明与牡丹
春分后十五天为清明节，是郊

游的好日子。在清明节，人们有植
树与插柳的风俗。在唐代，清明节
前夕是殿试放榜的日期，新科进士
要举行牡丹宴。因为在清明节，牡
丹开始绽放。

清明节里说插柳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雨飞
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
此，自古以来，洛阳就有清明植树的
习惯。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洛阳民俗学家刘百灵说，清明
植树与插柳的风俗有关。据说，插
柳的风俗，也是为了纪念“教民稼
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的。人们把
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古谚
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
天”的说法。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
柳柳成荫。”柳条插土就活，插到哪
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荫。

据《洛阳大典》介绍，东汉以后，
受佛教的影响，人们认为柳可以却
鬼，而称之为“鬼怖木”，观世音以柳
枝沾水济度众生。北魏贾思勰《齐
民要术》说：“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
入家。”清明既是鬼节，值此柳条发
芽时节，人们自然纷纷插柳戴柳以
辟邪了。

据《洛阳市志·民俗志》介绍，汉
人有“折柳赠别”的风俗，这种习俗
最早起源于《诗经》里“昔我往矣，杨
柳依依”。用离别赠柳来表示难分
难离、不忍相别、恋恋不舍的心意。
杨柳是春天的标志，在春天中摇曳
的杨柳，总是给人以欣欣向荣之
感。“折柳赠别”就蕴含着“春常在”
的祝愿。古人送行折柳相送，也寓
意亲人离别去乡正如离枝的柳条，
希望他到新的地方，能很快地生根

发芽，好像柳枝之随处可
活。它是一种对友人

的美好祝愿。

清明时节牡丹宴

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清明》诗：“清明时
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脍炙人口，历来
受人称道。但诗中的“杏花村”在何处众说纷
纭，全国至少二十处地方都称是杜牧问酒的
杏花村，但皆无确切证据，都是附会之词。那
么，杜牧的《清明》所指杏花村究竟是何处
呢？它实际上指的是白居易诗中多次提到的
洛阳赵村。

杜牧《清明》诗作于大和二年（公元 828
年）春。当年，杜牧在洛阳高中进士，感到无
限荣光，遂赋此诗。他正月参加考试，二月登
第，三月又参加在洛阳举行的殿试，以第四等
及第，这正是杏花怒放之时。张籍《喜王起侍
郎放榜》说：“东风节气近清明，车马争来满禁
城。”说明，唐朝殿试放榜的日期是在清明节
前夕。

按照惯例，进士考试若在长安举行，新科
进士要到曲江宴游；进士考试若在洛阳举行，
新科进士要到洛阳城东的东溪宴游。东溪是
引伊河之水入洛阳城的一条人工渠，此渠正
贯穿赵村。正因为如此，东溪和伊水，也被借
指为“曲江”。唐诗中有不少歌咏曲江的诗，
并非歌咏的都是长安曲江，有些歌咏的是洛
阳东溪和伊河。东溪宴游的重要活动是举行
牡丹宴。

唐代韦述《两京记》之《辇下岁时记》说：
“新进士牡丹宴在永达亭子。”唐末孙光宪《北
梦琐言》卷二《放孤寒三人及第》详细记载了
牡丹宴中饮酒的场景。唐代人许棠落第后，
无缘牡丹宴，作《春暮途次华山下》：“他皆宴
牡丹，独又出长安。远道行非易，无图住自
难。离城风已暖，近岳雨翻寒。此去知谁顾，
闲吟只自宽。”

洛阳城东的赵村是杜牧高中进士后的宴
饮之处，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和
二年十月，杜牧进士及第后八个月，他就奔赴
江西，开始了他数年的幕府生涯。当时，他与
歌女张好好（艺名玉芙蓉）产生了一场没有结
果的爱情。大和八年（公元 834 年）秋，杜牧
从江南经洛阳入长安，在洛阳城东的赵村与
张好好不期而遇，此时的张好好已经成为当
垆卖老酒的老板。杜牧感慨万分，写了一首
五言长篇《张好好诗》。因此，《清明》和《张好
好诗》是姊妹篇，都产生在已经消失的洛阳城
东赵村。

到北宋时，洛阳为西京，士大夫在牡丹花
开时，多举行牡丹宴，牡丹宴酒风行一时。邵
雍《洛阳春吟》：“桃李花开人不窥，花时须是

牡丹时。牡丹花发酒增价，夜半游人犹未
归。”王禹偁《送赵令公西京留守》：“导骑

香尘细，肩舆晓雾笼。下车 （tí
jué即杜鹃鸟）语，开宴牡丹

红。”

牡丹花开清明节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三月节、祭祖节，一般
在春分后15日或阳历4月5日前后。它不仅是
一个节气，代表时令变化，也是传统节日，自古
至今有扫墓、踏青、插柳等风俗活动。但是在河
洛地区，扫墓一般都在清明节之前进行。

清明 千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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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

踏青赏春色踏青赏春色 祭扫寄哀思祭扫寄哀思

感人传说道起源

关于清明节的起源，有一个感人的传说。
相传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

的儿子继位，逼死申生。申生的弟弟重耳为躲避祸
害，流亡在外。流亡期间，有一次重耳饿得晕了过
去。随臣介子推将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烤熟了
送给重耳吃，才使重耳得救。

后来，重耳做了国君（即晋文公），对那些和他
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
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想起旧事，差人去请介子推
上朝受赏封官。可是，介子推不居功，不愿领赏受
封，便背着老母亲躲进了绵山（在今山西介休市东
南）。为寻介子推，有人献计，从三面火烧绵山，逼
出介子推。谁知弄巧成拙，介子推母子葬身于火海
的柳树下。当晋文公伤心地将其安葬在那棵烧焦
的大柳树下，却发现柳树树洞里有一片衣襟，上面
题了一首血诗：“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
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
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
清明复清明。”

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这一天定为寒
食节，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冷食。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登山祭奠，只见那棵
老柳树死而复活。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
见了介子推一样，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并晓谕
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清明作为春祭大节，远在
周代之前就已确定，其起源与介子推无关。

祭扫踏青两相宜

清明节的习俗丰富，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作为
两大主题礼俗自古传承，至今不辍。

清明时节，扫墓祭祖、缅怀祖先，是中华民族数
千年的优良传统，表达祭祀者的孝道和对先人的思
念之情，这是礼敬祖先、慎终追远的一种文化传统。

清明既是一个扫墓祭祖的肃穆节日，又是人们
亲近自然、踏青游玩、享受春天乐趣的欢乐节日。
踏青古时叫探春、寻春等，即为春日郊游，也称踏
春，洛阳人大多结伴到洛河魏王堤、东城桃李林和
城内外寺观游玩。

除了扫墓祭祖和踏青赏春，清明节还有植树、
放风筝、插柳、拔河等习俗，唐高宗、唐玄宗时的清
明节，不能歌舞，百姓多在这天斗鸡、荡秋千，蹴鞠、
射箭、打马球等体育活动也非常流行。

洛阳习俗不一般

清明扫墓祭祖的习俗由来已久，但洛阳人不在
清明节上坟扫墓、祭拜祖先，而是在每年的立春之
后就上坟扫墓，这是为什么呢？

偃师市楹联学会会长、民俗文化研究者师进通
介绍，传说这是从宋朝开始的。在宋朝前期的时
候，洛阳人也是在清明节上坟扫墓。宋朝中期，赵
王坐镇洛阳，他不务正业，胡作非为，经常强抢民
女。洛阳有个习俗是新媳妇必须上坟，俗话说“新
媳妇上坟，骡马成群”，预示着来年家业兴旺。每年
清明节春暖花开，大姑娘新媳妇都上坟扫墓，所以
这一天也成了赵王出来为非作歹的日子。

有一年清明节，偃师有一大户人家上坟，当时
上坟的有数百人，突然闯来一队人马，为首的就是
赵王，不由分说，要抢上坟的漂亮女人，从而引起了
双方激战。虽说官军凶猛，但是上坟的人心齐，最
终赶跑了赵王。这赵王岂肯善罢甘休，又从洛阳调
来了大批官军，最后雪洗了村庄，犯下了滔天罪
行。但是赵王是皇帝的叔叔，谁也拿他没办法。人
们咽不下这口气，一直告到了“包青天”那里，于是
就有了“包公铡赵王”这段故事。村民虽然申了冤，
但从此后，洛阳辖区尤其是偃师境内的人们，把清
明节上坟的习俗就改在了“立春”之后，各个家族自
行决定这一日期。

此外，据《洛阳市志》记载，明清至民国时的洛
阳老城还有个旧俗——“抬城
隍”。清明节这天，城隍庙举行
仪式，上午人们轮流抬着放有城
隍神像的轿子，将府城隍、县城
隍送至北关的北坛，称为“送城
隍”；下午抬回来，称为“接城
隍”。入夜，灯笼火把通明，海神
班演唱而行，名曰“极闹”。人们
争相抬城隍像，说是“抬了城隍
不腰疼”。1927年，冯玉祥在洛
阳时革除此俗。

本报记者 田中够

又到清明时！清明，对于在传统文化里浸润数千年的炎黄子孙而言，具有
比较独特的意味。此时，人们祭扫先人坟茔，寄托哀思；又踏青赏春，亲近自然，
舒展筋骨。慎终追远和展望未来，在此进行交会和对接……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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