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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明插柳、戴柳习俗的由来，众
说纷纭，版本很多，下面这四种说法在民
间流传较为广泛，也被许多人所认可。

其一，清明插柳、戴柳与土地爷和火
神爷的传说有关。古时，有一天土地爷
巡游，发现河沟里扔有许多霉烂的谷子，
很是气愤，当即上奏老天爷（即玉皇大
帝）派火神爷下界降火惩罚。这天正是
清明前一天，火神爷降落人间，可看到的
却是成群的穷人在沿街乞讨要饭，原来
糟蹋粮食的坏事是个别财主干的。于
是，火神爷让穷人们相互转告，天黑前门
框上都要插上柳条。当天夜里，那些没
有插柳条的财主家房屋都燃起了熊熊烈
火，穷人家都安然无恙。后来，人们为感
谢火神爷的大恩大德，同时也为了避免
灾祸，每年一到清明，就在门上插柳条，
有的甚至把柳条插在头上，日久天长，逐
渐演变成清明插柳戴柳的风俗，并借此
祈求避祸消灾祛病。乡谚说“清明不戴
柳，红颜成皓首”，没有出嫁的姑娘们则
把柳条编成精致的柳帽戴在头上，以祈
求神灵赐予平安幸福和美满婚姻。

其二，清明插柳戴柳是为了纪念介
子推。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晋献公的妃
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
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
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
走。其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
一道出走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
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
人，其中一人叫介子推。一次，重耳饿得
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他，从自己腿
上割下一块肉，用火烤熟了送给他吃。
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正是著名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晋文公执政
后，对那些和自己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
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
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
事，心中大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
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
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可是，当晋
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
原来，介子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
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市东南）。晋文公
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但没有找
到。此时，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
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
子推准会自己出来。于是，晋文公乃下
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直
至熄灭，也没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
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

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
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
着个柳树洞，洞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掏
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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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
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
而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
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
敬重地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下了一枝柳
条，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晋
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
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此后，晋国的百
姓得以安居乐业，因此，大家对有功不
居、不图富贵的介子推非常怀念。每逢
他去世这天，大家纷纷禁止烟火来表示
纪念，还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
样，用杨柳条穿起来，挂在门上，召唤他
的灵魂，这东西叫“之推燕”（介子推亦作
介之推）。此后，清明成了全国百姓的隆
重节日。

其三，清明插柳戴柳是为了纪念“教
民稼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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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清明插柳戴柳有驱邪避煞、消
灾解祸的作用。在民间，清明节与中元
节（农历七月十五）和寒衣节（农历十月
一日）被列为三大悼亡节，也叫三大鬼
节。清明节正是百鬼出没频频、索讨多
多的时节。受汉传佛教的影响，观世音
菩萨手持柳枝蘸净瓶之水普度众生，民
间便认为柳条有驱鬼辟邪的作用，把柳
枝称为“鬼怖木”，流传着“柳枝门头插，
百鬼不入家”的说法。

插柳之说

清明时节话清明
●梁永刚

清明，在仲春与暮春之交，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又是唯一一个以节气命名的节
日。清明节以扫墓、祭拜等形式纪念祖先，因此又被称为祭祖节、扫墓节、扫坟节、鬼
节；因有踏青、郊游的风俗，古人还把清明节叫作踏青节、三月节。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是这样描述清
明的：“清明是三月节。清明因其风，温
风如酒，清香而明洁。清明风为巽，巽为
绳直，故万物至此齐整清明。”《岁时百
问》中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
净，故谓之清明。”《历书》有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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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天文
训》中记载说：“春风后十五日，北斗星柄
指向乙位，则清明风至。”

我国古代将清明三候分为“一候桐
始华；二候田鼠化为鹌；三候虹始见”，
意思是在这个时节先是白桐花开放，接
着喜阴的田鼠不见了，回到了地下的洞
中，鹌鹑开始增多，然后是雨后的天空

中可以见到彩虹了。清明是春耕春种
的大忙时节，也是庄稼生长的关键时
期，自然万物显出勃勃生机，故而乡谚
说“清明时节，麦长三节”“清明前后，种
瓜种豆”“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田莫
延迟”“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植树
造林，莫过清明”……

清明节与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和寒
衣节（农历十月一日）被列为三大悼亡节。
乡谚说“早清明，晚十一，七月十五在当
日”，民间的说法是“清明收鬼，十一放鬼”，
意思是清明节后，鬼魂便归天界，直至农历
十月初一方被放回。因此，清明上坟扫墓
要赶在阎王爷把鬼魂收回去之前，忌讳推
后。农历十月初一祭祖则推迟几天，而农
历七月十五须在当日祭拜。

清明小解

扫墓祭祖是清明节最重要的一项风
俗，家家户户要给先人焚烧纸钱，清除坟
墓周围的杂草，对坟头培土并加以修复
整理，俗称“添坟”，以防夏季到来雨大冲
没，或在坟头上压几张黄表纸，以告知别
人逝者后继有人。清明扫墓祭祖，祭品
的准备也很有讲究。在我们平顶山，过
去最常用到的祭品有烧纸、刀头、油馍斜
儿等，一些地方还带着鞭炮在坟上燃放。

除了扫墓祭祖、踏青郊游等风俗
外，清明节还广泛流传着折柳、插柳、戴
柳的习俗。据考证，这一习俗古来有
之。《岁时杂记》记载清明风俗：“家家折
柳插门上，唯江淮间尤盛，无一家不插
者。”《清嘉录》中说：“清明日，满街叫卖
杨柳，人家买之插于门上，农人以插柳
日晴雨占水旱，若雨，主水。”宋代宋伯
仁在《清明插柳》一诗中描写了古时清
明插柳的风俗：“清明是处插垂杨，院宇
深深绿翠藏。心地不为尘俗累，不簪杨
柳也何妨。”

记得我小时候，清明节这天的早上，
趁太阳还没出来，家家户户都要出去折
些柳枝插于门框之上。民间有很多风俗

就是这样，普通寻常的一件物什，与生
命、生活相关时就变得无比神秘和深邃
了，比如清明的柳枝、端午的艾草。司空
见惯的柳枝一旦换个位置，走上清明的
门楣之上，信奉自然、神灵的农人立马恭
敬起来，这柳枝不再是一株植物，物性消
失，神性生成，而是一个驱邪避灾的神圣
之物，正俯视着农人、庇佑着农人。

据说柳树为“鬼怖木”，有“柳枝门头
插，百鬼不入家”的说法。民间认为清明
节的柳枝具有驱虫辟邪之效，这天除了
将其插于门框，还折来一束握在手中当
笤帚清扫土墙，一边扫一边口中念念有
词：“清明柳，扫墙头，蝎子蚰蜒上山走。”
大人们折柳枝，孩童们也紧随其后跟着
学，不过，小孩们折下柳枝纯粹是为了
玩，或是拿在手里当鞭子甩，或是编成柳
帽戴于发间，或者拧成柳笛乱吹一气。
老家一带，有“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

“清明不戴柳，红颜变皓首”之说，认为不
戴柳就是不祭祖、不孝顺，故而清明节这
天，任凭孩子们戴着柳帽满大街疯跑，呜
呜啦啦把柳笛吹得震天响，大人们也不
嫌聒噪，更不会责怪。

清明风俗泛览山水名胜 细说鹰城文化
●王定翔

平顶山位处中原
腹地，居宛、洛之扼，
历史上既是关隘也是
要塞，是军事战场也
是商贸通衢，频繁的
战事、商事、文化交
际，留下了众多的名
胜古迹，孕育了博大
而独特的中原文化，
也使得当地民性在炎
黄子孙勤劳、智慧、包
容等共性的基础之
上，独具本土特色。

平顶山位于中原腹地的黄淮
平原与豫西山地的过渡地带。千
里秦岭自西北一路奔来，进入平
顶山地域停下脚步，重新积聚能
量，隆起新的峰峦支脉，造就了八
百里伏牛山脉峻拔雄奇的万千气
象，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山水景观：
西部尧山、六羊山、十八垛诸峰耸
立相为呼应，龙潭峡、画眉谷、好
运谷壁挂珠帘各有美景；北部迓
迎嵩箕余脉，与之搭连的具茨山、
四寨山、大鸿寨、汝州紫云山奇峰
竞秀紫气氤氲；中部为横亘于平
顶山市区与平顶山、郏县紫云山
等连体的“九山十八峰”，山重水
复柳暗花明；南部为秦岭与大别
山过渡地带的桐柏山余脉，九头
崖、二郎山、灯台架等景区环绕，
如在锦屏；东部，是辽阔的黄淮大
平原。

平顶山境内山体连绵，水系
发达。发源于尧山东西两麓的大
沙河、北汝河绕过高山，越过平地，
出襄城交汇流注淮河，是为淮河之
上源。发源于南阳市方城县四里店
的澧河，下行与沙颍河交汇入注淮
河，在上游的叶县境内则与甘江河、
灰河交汇，汪成湖池，乃筑燕山水
库。源自南阳丹江口的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进入平顶山境内跨过沙河，
潜越北汝河，新建成的沙河大渡槽、
汝河倒虹吸与昭平台水库、白龟山
水库、燕山水库、石漫滩水库等大
中型治水工程一道，成为人间水
利奇观。

平顶山地区景观名胜有其独
特的审美价值。总览之，有的景
区花团锦簇百鸟啁啾以声色夺
人，有的景区壁立千仞直插云霄
以奇险取胜，有的景区峰峦叠嶂
岫壑得兼占尽天下山水之长，有
的景区有天池有深潭有洞穴瀑布
壁挂溪流淙淙使人平生求知探胜
之欲，有的景区农户几家相扶相
帮尽现民俗风情。还有的景区地
质地貌独特，无量的地理信息和
科学奥秘蕴含其间，让游历者尽
可收获穿越时空隧道的快感和神
秘感，尽情领略河谷为陵、山陵成
渊的沧桑巨变。

山水美景之外，平顶山域内
的人文胜景更是星罗棋布、美不
胜收。

史前文化厚不可测。沿沙
河、汝河前行，盘桓在尧山、具
茨山之间，凭览距今 4000 年至
8000 年的先民聚落遗址，似可
闻见炎黄部落联盟拓土扩疆的
征战硝烟、三龙氏（应龙、豢龙、
御龙）养龙玩龙的天籁野性和
先民从天帝那里盗来稻种引水
种植的艰辛劳作、蒸制滍皋香
粳 冒 出 的 清 香 气 味 和 伐 条 采
叶、植桑养蚕、缫丝纺绩的机杼
之声，还有那从史前到现代历
数千年口耳相传而不衰的有关
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黄帝
战蚩尤、尧舜禅让、舜耕历山、
大禹治水神话和原生态的西游
故事……

进入有史可考的时代，曾助
黄帝战胜蚩尤、在滍水一带监管
蚩尤部落流民的应龙部落，在有
商一代仍据守应水（滍水支流，
流经平顶山西域）两岸。周初，
这里又成了应侯封地。春秋战
国时期，楚王与周庭抗礼向北拓

土，在叶邑设立县治，这里成“方
城”（内方山）之外的楚国北方军
事重镇。先秦至于两汉，这里一
直都是冶铁重地，著名的合伯、
龙泉（渊）、棠溪宝剑皆出于今舞
钢一带。

平顶山地区处在中原与南
方荆楚交接地带，同时又是佛教
文化进入中土的必经之地，中原
文化与荆楚文化、以道教为代表
包括民间宗教信仰在内的本土
文化与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异
域文化，在这里都曾发生过激烈
的碰撞。这种碰撞，不是此消彼
长，而是兼容和合。

至于儒释道文化包括民间
宗教信仰文化，在经过激烈的碰
撞之后，儒家思想仍不失其正统
地位，道教更多地与民间宗教融
合，并从佛教文化中吸收有益成
分，形成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
佛教则从内容到形式都融入本
土，佛教神灵也成为世俗百姓最
乐于求助的宗教神灵。各地文
庙、佛寺、道观、城隍同生共处，
出现了诸教并举共享人间烟火
的盛况。

被称观音祖庭的香山寺供
奉的观音菩萨，原本就是历尽劫
波修成正果的当地居民，再加上
对普通人的苦难感同身受遂常
常施以援手，因此被人们亲切地
称为“观音娘娘”。每月的初一、
十五，三五成群的中老年妇女挑
着经担、唱着挑经歌，会聚香山
寺，朝拜观音，表达爱戴之情，历
百代而不绝。

被称为中国四大名刹之一
的汝州风穴寺，除大殿内供奉佛
祖、观音等大神外，仍不忘辟一
仄小室来供奉本土神灵女娲。
在超凡脱俗的氛围中，也不忘在
每年的农历六月十八、十九两日
为有情男女开禁，令男女头戴遮
颜帘帽，聚于风穴寺内外，过一
把桑林之会的瘾。

平顶山地区的瓷器烧造，历
史悠久，闻名海内外。汝瓷名冠
中国五大名窑（汝、官、哥、定、
钧）之首。鲁山段店唐花瓷窑、
宝丰清凉寺北宋汝官瓷窑、汝州
仓巷街北宋汝官瓷窑等窑址的
考古发掘，都是轰动一时的重大
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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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地区物华天宝，人杰
地灵。历史上有多少知名和不知
名的外籍人士或游览或做官或经
商客居于此，终老于斯，在这里留
下他们活动的遗迹。春秋战国时
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经叶入楚途
中，与叶公议政，留有问政处、晒
书台、妆头、泥车等一大串村落掌
故；唐代大诗人李白为寻访隐居
石门山的好友元丹邱，足迹差不
多踏遍汝州、郏县、鲁山、叶县、舞
钢的青山绿水，留下数十篇歌咏
平顶山山水的浪漫主义诗作；与
李白齐名的大诗人杜甫羡平顶山
山水美景和厚重历史，来此游历，
留下杰作；在鲁山任县令的元结
病逝之后，其好友、著名书法家颜
真卿亲为之撰作墓志并书丹碑
铭，而今藏于鲁山一高校园内，这
通巨碑已入列国宝级文物；被誉
为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的诗人黄
庭坚不仅有歌咏平顶山山水的诗
作留世，更以书丹的《幽兰赋》碑
为平顶山增光添彩；诗词赋俱佳
的苏东坡生前在这里做过官，死
后更是把平顶山作为自己归宿的
风水宝地，胞弟踵继其兄，结穴于
此，其父苏洵也由族人迁葬这里，
结为衣冠冢，是为“三苏坟”。如
此，不一而足。

平顶山地区的“老”字号众
多，为世人所瞩目。老树、老井、
老桥、老房子、老村落、老山寨、老
市街……几乎随处可见。睹此老
物，犹重历沧桑，不禁让人生发思
古思乡之幽情。

平顶山地方文化特色十分鲜
明。以建筑论，汝州风穴寺是其
代表。风穴寺打破惯常的对称、
均衡建筑格局，在寺庙建筑与山
水环境的结合上，更见其宏观上

的相融协调和韵致上的浑然一
体。以经济论，郏县的冢头、长
桥、堂街、安良等老市街堪为代
表。闻名海内的郏县烟叶、石
材，加上汝州的陶瓷、鲁山的丝
绸、叶县的柿子、宝丰的白酒等
农副产品、工艺品，从这里通过
水陆交通运往全国各地，也吸引
着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
杭州、无锡、烟台、青岛、西安、太
原等地的巨商大贾来此贸易，设
商号，建商铺。发达的农商贸
易，繁荣的农商经济，带动了当
地餐饮业、旅馆业和其他服务业
的兴起。如今的郏县冢头镇尚
保存完好的融各地不同风格的
商铺、商号、民居、市街是其见
证，而当地居民至今也仍旧保留
着诚信、好客的朴实民风。

平顶山的特色文化，在民性
方面的表现也是十分突出的。由
于历史上受多种文化的交错辐射

影响，平顶山人从来不“唯”于某
一种文化，而总是以平和、大度的
心态吸收各种文化的有益成分为
我所用。平顶山地区道教传统和
民间信仰传统深厚，但并不排斥
其他宗教信仰，而是谋求与其他
宗教信仰的和谐共处。这一带山
有山神，村有村庙，即使宏大的佛
寺，也要于山门之内首列大成之
殿，把儒圣孔子的神像供奉其中，
还不忘把当地民间有影响的大小
杂神如智慧之神张良、药王孙思
邈、医圣张仲景、媒神和生命女神
女娲入列供奉。

至于平顶山民性，除勤劳、智
慧、包容等共同性之外，差异性也
是很明显的，如鲁山人鲁直尚武，
叶县人守法好讼，汝州人儒雅崇
礼，宝丰人好客重艺，舞钢人质朴
而时尚，郏县人重迁守土而不失
开放。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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