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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秀

又是一年清明节

铫期字次况，颍川郡郏县（今属河南）人，铫猛之

子，东汉大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

铫期身材魁梧，容貌威严，身高八尺二寸（按照

现在的计量单位应该在 1.90米左右）。

铫期是刘秀落难洛阳时的少数心腹之一，后来

随刘秀平定河北，消灭了王郎及铜马、青犊等流民

军，并长期镇守魏郡，为建立东汉立下赫赫功劳，历

任偏将军、太中大夫、卫尉等。建武十年，铫期病故，

谥曰忠侯。

一

关于铫期的故里，迄今有四个版本。

一是《后汉书·铫期传》：铫期字次况，颍川郏人

也。长八尺二寸，容貌绝异，矜严有威。父猛，为桂

阳太守，卒，期服丧三年。

二是清同治三年《郏县志·人物志》：铫期父亲铫

猛曾经在西汉末当过桂阳太守，因王莽篡汉，弃官归

隐郏县大刘山中，终身不出，铫猛去世，铫期为父守

孝三年。

三是 1996 年编《郏县志》：“铫期，字次况，望小

台村人，功臣，父猛，官桂阳太守，卒，期服孝三

年。 ”

四是郏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编辑的《郏县历史名

人·古代·铫期》中亦有“现郏县黄道镇王英沟村尚有

铫期故址”一说。

从四个版本对铫期的记载可以确定：铫期是郏

县人，居住地在大刘山中，另据《后汉书·冯异列传》

“异因荐邑子铫期”，“邑”就是指“郏邑”，说的就是冯

异向刘秀推荐了铫期。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郏县志》（1996）记载：“铫

期 ，字 次 况 ，望 小 台 村 人 。”

2020 年郏县历史研究会主编

的《郏县历史名人·古代·铫期》

中：“现郏县黄道镇王英沟村尚

有铫期故址。”这两种说法的依

据或出处是否均源于清同治《郏

县志》铫期之父“弃官归隐郏县

大刘山中”呢？毕竟，望小台与

王英沟两村相毗邻，且均存在藕

断丝连似是而非的传闻。

在《东汉演义》中就有刘秀

三请铫期的生动故事，而王英沟

村亦有与刘秀相关的“敲敲石”

传说。

二

王新国曾在郏县县委工

作，早年因参与编辑《郏县地名

志》去过鬼神庄。

在王新国的带领下，我们

很快就找到了藏在山坳里的鬼

神庄。

在鬼神庄西崖，有两个洞

穴遗迹，有一个靠南的洞穴只

看到洞底的上方（应该是一个

主洞），而另一个洞穴，由于掩

埋和洞口相对较低的缘故，呈

现出一个很小的洞口。

在望小台村，我们见到了 74 岁的高让（音）老

人，她说：“从县城 25里到鬼神庄。”指的就是从县城

十字街到望小台村刘秀庙的距离。

千百年来，在坊间广为流传着刘秀“三请铫

期”的故事：为推翻王莽政权，刘秀起兵兴汉，在棘

阳关遇上了劲敌——王莽手下的大将岑彭。岑彭

不仅武功高，刀法好，且善使暗器，故在刘秀刚刚起

兵的时候，军 中 就 根 本 没 有 能 够 打 得 过 岑 彭 的

人。即便使用双锏天下无敌的名将罕任光，在岑

彭的暗器飞镖面前，也是防不胜防，意外受伤。最

终，刘秀决定与营中主帅邓禹带领四名亲兵前往鬼

神庄请铫期出山破敌。但由于姚期要在家伺候年

迈的老母亲，没法出山帮助刘秀，刘秀前两次请

姚期的时候，姚期分别给他推荐了武艺高强的邳

彤和王伦二位将军，结果都被岑彭的飞镖和弓箭

打伤，无奈的刘秀只好三请姚期。最后，铫期母

亲在邓禹的启发下，深明大义自缢身亡，姚期见

母 亲 已 死 ，这 才 随 刘 秀 一 同 前 往 棘 阳 关 迎 战 岑

彭，成功打败了岑彭，并成为刘秀落难洛阳时的

少数心腹之一。

在望小台村，我们还有幸见到了 84岁的高冬妮

老人。她说，她 16岁时，在鬼神庄修水库，村民挖土

方时在西崖挖开两个洞穴，当时在洞里发现一盘不

大的晃荡石磨，一摞个头很大的红碗（西汉红陶），还

有发黑的小麦（遇空气氧化）。当问起文物去向时，

她说，都被县里拉走了。

在望小台村附近，还有“鬼神庄”遗址，铫母墓、

扳倒井、望小台、刘秀祠、刘秀床等遗迹。至于当年

铫期去县城买柴行走的路线，从实地勘察，铫期当年

应该是沿着二刘山下河边小路走的。

三

在安良镇杨沟村南一里许的段沟九龙口有一

座铫期母亲墓。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兴修水库，铫

母墓浸入水中。2020 年 4 月，有平顶山市、郏县、

安良乡及铫氏后人到此地察看后，筹资将铫期母

亲的坟墓重建于水库上游岸边。依山面水，墓周

用青砖砌成一米高的护圈及走廊，从水底至墓廊

有多级台阶，坟头草木葱茏，枯水季节，台阶出水

也较为壮观。

另据《郏县志》载：“大刘山前有楝树，生石隙中，

相传安成侯手植，陵台迁移，树转蓊茂，人无敢伐

者。”可惜，由于历代的战火频繁，此古树早已不在，

幸有古人《铫期树》一诗佐证：

将军生气树长留，父老乡亲不记秋；

古今人物消磨尽，孤干亭亭石上头。

历史留下了许多亦幻亦真的谜思，正是这些谜

思，形成了强大的情感磁场，引领着无数学者或探幽

访胜者纷至沓来的脚步和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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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是中华民族古老的节日，又称

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等，时间

在公历 4 月 5 日前后，这一时节，阳气旺

盛、阴气衰退，万物复苏，大地呈现一派春

明景和的气象。

清明节，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

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传统祭祖节

日。“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上古农耕文明的

产物，是指干支历（太阳历）中表示季节变

迁的 24个特定节令，反映了太阳对地球产

生的影响，始于立春，终于大寒，周而复

始。2016年 11月 30日，“二十四节气”被正

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二十四节气”有着久远的历史，不仅

在农业生产方面起着指导作用，同时还影

响着古人的衣食住行，甚至是文化观念。

清明节起源

清明节大约始于我国周代，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到了西汉时期，《淮南子·天

文训》中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

明风至。”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是中华民族

自觉遵循先祖的最原始的两种信仰，一是

敬奉天地，二是祭拜祖先。具体表现形式

为扫墓，即为“墓祭”，以虔诚肃穆的姿态

礼敬祖先、慎终追远。扫墓祭祀、缅怀祖

先，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不

仅有利于弘扬孝道亲情、唤醒家族共同记

忆，还可促进家族成员乃至民族的凝聚

力。清明节不仅有祭扫、追思的主题，也

有踏青郊游、愉悦身心的习俗。通过清明

节的追思形式，把自然节气与人文风俗融

汇在一起，完美体现了先祖们追求“天、

地、人”的和谐统一，充分彰显中华民族顺

应天时地宜、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和文化

内涵。

清明节与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

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除了中国，世界上

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过清明节，比如越

南、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有华裔的地

方。2006年 5月 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化部申报的清明节，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清明节传说

春秋时期民间流传着寒食节和介子

推的感人传说。

晋文公为逃避政治迫害而流亡国外，

路上饥饿难耐，又找不到吃的，随臣介子

推就割下了自己大腿上的肉，给晋文公做

了一碗肉汤。后来晋文公做了国君，封赏

群臣，却唯独忘掉了介子推。介子推不愿

做争功讨赏的人，他打好行装，背起年迈

的老母悄悄隐居山中。晋文公听说后，羞

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然而介子

推已离家去了绵山。绵山山高路险，树木

茂密，找寻两个人谈何容易，有人献计，从

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晋文公依计

而行，大火烧遍绵山，却没见介子推的身

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身背老母亲的介

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被烧死了。晋

文公见状，恸哭不止。在装殓介子推时发

现一纸血书，上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

但愿主公常清明。”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

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老

柳树为“清明柳”。为缅怀介子推，晋文公

晓谕天下，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第二天

定为清明节。

清明节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

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

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

俗。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

节日，到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

寒食节，因两者日子相近，所以便将清明

与寒食合并为一日。

清明节习俗

扫墓。清明节最早与墓祭无关。在

中国古代，只有贵族有墓，老百姓都是薄

葬。秦汉时期，封建等级不再那么森严，

老百姓葬后开始有墓地，那时贵族的墓地

称“墓”，可以立碑。平民的墓地叫“坟”，

只是一个土包。开始时，墓祭是贵族活

动，百姓不举行墓祭，只举行家祭。墓祭

分春秋两祭，有春祈秋报之义。到汉唐以

后，墓祭逐渐形成风俗。

清明节是传统的春祭大节，与之相对

应的是重阳节的秋祭。清明扫墓，即为“墓

祭”，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祭扫祖先

是缅怀先人的方式，其习俗由来已久。古

人已具有明确的有意识墓葬行为和礼俗观

念。扫墓祭祖，是对先祖的敬奉和缅怀，也

是清明节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清通礼》云：“岁，寒食及霜降节，拜

扫圹茔，届期素服诣墓，具酒馔及芟剪草

木之器，周胝封树，剪除荆草，故称扫墓。”

并相传至今。

明《帝京景物略》载：“三月清明日，男

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

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

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

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

园圃，列坐尽醉。”其实，扫墓在秦以前就

有了，但不一定是在清明之际，清明扫墓

是到唐朝才开始盛行的。清明祭祀各地

有所差异，按照平顶山周边的习俗，一般

在清明节上午出发扫墓。一是整修坟墓，

二是挂烧纸钱、供奉祭品。扫墓时首先整

修坟墓，其做法主要是清除杂草，培添新

土，然后叩头行礼祭拜。这种行为一方

面 可 以 表 达 祭 祀 者 对 先 人 的 孝 敬 和 关

怀，另一方面，在古人的信仰里，祖先的

坟墓和子孙后代的兴衰福祸有莫大的关

系，所以培墓是不可轻忽的一项祭奠内

容。清明节祭扫先人墓地，历来为百姓

十分看重的事情。如果不祭扫，就会被认

为是“断后”。因此，无论后代多穷困，这天

都要到祖坟上去看一看，以尽缅怀思念之

意。所供奉祭品主要是食品，都是当地人

认为的并且按祭祀者的经济能力能拿得出

来的美味佳肴，或合于时令的特色食品。

清明作为节日，与纯粹的节气又有所

不同，节气是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

而节日则蕴含着精神信仰和节俗礼仪等

内容。祖先信仰与祭祀文化是清明节形

成的重要因素，清明节是传承信仰、家庭

人伦的重要载体，清明祭祀是文化表达，

是感恩先人、密切人情的重要方式。清明

扫墓祭祖习俗经历代沿袭已成为固定的

礼俗主题。

踏青，也称“踏春”，一般指初春时到

郊外散步游玩。据《旧唐书》记载：“大历

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踏青。”可见，踏

青春游的习俗早已流行。杜甫有“江边踏

青罢，回首见旌旗”的诗句。到了宋代，踏

青之风盛行。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风

俗画《清明上河图》就极其生动地描绘出

汴京外汴河周边清明时节的热闹情景。

在这一画卷中，画面人物有 550 多人，牲

畜 50 余头，船 20 多艘，车、轿 20 多乘。清

明踏青之盛况，可见一斑。

清明节期间到大自然中去欣赏和领

略春日景象，郊外远足，这种踏青也叫春

游。古代叫探春、寻春，其含义就是脚踏

青草，在郊野游玩，观赏春色。踏青这种

节令性的民俗活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

史，其源泉是远古农耕祭祀的迎春习俗。

这种农耕祭祀的迎春习俗对后世影响深

远。清明时节，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

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

时光。中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

习惯。由于我国时差不同，各地春天到来

的时间不一，因而踏青节也就有先有后。

我们这里的踏青，一般在农历三月开始为

宜。

放风筝。风筝又称“纸鸢”“鸢儿”，即

在竹篾等骨架上糊上纸或绢，拉着系在上

面的长线，趁着风势可以飞上天空，属于

一种单纯利用空气动力的飞行器。清明

放风筝是普遍流行的习俗。清人潘荣陛

所著《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清明扫墓，倾

城男女，纷出四郊，提酌挈盒，轮毂相望。

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

胜。”古人还认为清明放风筝，可以放走自

己的秽气，所以很多人在清明节放风筝

时，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灾病都写在纸鸢

上，等风筝放高时，就剪断风筝线，让纸鸢

随风飘逝，象征着自己的疾病、秽气都让

风筝带走了。

放风筝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

动。在平顶山的一些县区，每逢清明时

节，人们会到郊外田野或公园绿地放飞风

筝，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

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以期

除病消灾。

插柳。清明节是杨柳发芽返绿的时

间，在平顶山地域，民间有折柳、戴柳、插

柳的习俗。人们踏青时顺手折下几枝柳

条，可拿在手中把玩，也可编成帽子戴在

头上，也可带回家插在门楣、屋檐上。据

说插柳的习俗与避免疫病有关。唐人认

为在河边祭祀时，头戴柳枝可以摆脱毒虫

的伤害。宋元以后，人们踏青归来，往往

在家门口插柳以避免虫疫。这是因为春

季天气变暖，各种病菌开始繁殖，人们在

当时医疗条件差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插

柳避免疫病了。柳枝插在屋檐下，还可以

预报天气，古谚云：“柳条青，雨蒙蒙；柳条

干，晴了天。”

古人有“折柳赠别”的风俗，灞桥在长

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

别。李白有词云：“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堤长十里，一步一柳，

由长安东去的人多到此地惜别，折柳枝赠

别亲人，因“柳”与“留”谐音，以表示挽留

之意。这种习俗最早起源于《诗经·小雅·

采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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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树可以有多方面的象征意义，古人

又赋予柳树种种感情，于是借柳寄情便是

情理中之事了。今天看来，随意折取柳枝

是对树木的一种损害，是不宜提倡的。

植树。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

的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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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植树风俗一直流

传至今。

荡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

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

讳，改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丫枝为

架，再拴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

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秋千之戏在

南北朝时已经流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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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荡秋千已

经是很普遍的游戏，并且成为清明节习俗

的重要内容。由于清明荡秋千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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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培养勇

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在我国不同地区还有拔河、斗鸡、射

柳、蹴鞠等民间习俗，不再赘述。

清明节饮食

寒食。传说寒食节是在春秋时代为

纪念晋国的忠义之臣介子推而设立的节

日，但寒食习俗起源更早一些，可以追溯

到《周礼》。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

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

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寒

食节是流传于我国古代北方中原一带较

早的节日，寒食节禁烟火、只吃冷食。寒

食节的风俗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已再不流

行，我们这里只有少数上了年纪的老人还

记得吃寒食。

馓（sǎn）子。我国南北各地清明节

有吃馓子的食俗。“馓子”为一油炸食品，

香脆精美，古时叫“寒具”。馓子深受世人

喜爱，现在流行于汉族地区的馓子有南北

方的差异，平顶山地区的馓子以麦面为主

料，个大精美，可做扫墓祭品。

鸡蛋。民间习俗认为，清明节吃个鸡

蛋，一整年都有好身体。清明节吃鸡蛋其

源起是先秦时代某些地区有禁火习俗，多

日的禁火寒食，煮熟的鸡蛋是度过这一时

期最好的食品。

清明饼。用青菜、萝卜丝、花生等原

料，掺和相当比例的面糊，铺展烙饼，提前

做好，作冷食用。清明饼在中原地区普遍

流行，尤其在平顶山地域至今沿用。

在我国南北各地，清明节饮食的内容

和花样十分丰富，各有特色。

结语

清明节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

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

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

俗。传说中的晋文公把介子推的血书藏

在身边，焦木削屐，自谦足下，以此作为鞭

策自己执政的座右铭，勤政清明，励精图

治，成就了他强国富民的治国宏业。

清明祭扫坟墓的风气，秦汉时代犹

盛。据《汉书》记载，大臣严延年即使离

京千里，也要定期还乡祭扫墓地，同时

也 伴 之 以 踏 青 游 乐 的 活 动 。 由 于 清 明

上坟都要到郊外去，在哀悼祖先之余，

在明媚的春光里踏青原野，调节缓解哀

伤的心情。

宋元时期形成一个以祭祖扫墓为中

心，将寒食风俗与上巳踏青等活动相融合

的传统节日。明清大体承接前代旧制，清

明节仍然坚守和巩固着盛大节日的地位。

民国时期，清明节这天，除了原有的扫墓、

踏青等习俗，植树也被确定为常规项目，这

实际上是赋予了清明节新的含义。

“ 清 明 时 节 雨 纷 纷 ，路 上 行 人 欲 断

魂”。在一片萦绕的惆怅哀思中，我们更

能够体悟活着的美好，于是便有了逝者如

斯，光阴轮回的释然。

清明，给人的印象总是一片湿雨。仿

佛有了这雨，清明才更能显出它淡淡悲凉

和丝丝忆念的味道来。这纷纷扰扰的细

雨，承载着太多的惆怅，太多的悲伤，太多

的生离死别，透着春天的阴冷与寂寞，丝

雨细如愁，多少人在这忧愁中徜徉留恋，

对岁月的感叹，对先祖的敬畏袭上心头，

祭奠和怀念便赓续传承。

“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

谓之清明。清明节，一个以悲伤和纪念命

名的节日。扫墓祭祖是思念缅怀祈福，是

寄托和感恩。在祖先面前都是渺小的生

者，虔诚的哀悼和殷殷的祈愿是不能少

的，但也要明白生者总是会不断地成为逝

者的自然规律。培一锨黄土，把悲伤掩

藏，借一缕东风，把关爱传承，托一抹云

霞，把烦恼抛开，播一阵细雨，让心情释

怀，迎一缕阳光，让生活多彩。

“ 满 街 杨 柳 绿 丝 烟 ，画 出 清 明 二 月

天”。天地万物，四季轮回，无数的生命在

这流转的时光里延续，不要让清明沉浸在

悲泣里，把思念和伤感打包封存，不负气

清景明时节。“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

家”，挽一盘青枝柳叶戴在头上，转身便是

生活的开始。在新一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愿天堂静好，愿人间安康。做好自己，活出

精彩，或许是最好的感恩和报答。

清 明 节 ，不 只 有 思 念 和 悲

痛，还有春暖花开，继往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