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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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
又称之为祭祖节、扫墓节、扫坟
节、鬼节；因含有踏青、郊游的风
俗，古人还把清明节叫做踏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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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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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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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稼生长的关键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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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造林，莫过清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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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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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提前几天最
迟也要在当天中午之前举行，忌
讳推后。农历十一祭祖则推迟
几天，而农历七月十五须在当日
祭拜。

扫墓祭祖是清明节最重要
的一项节日风俗。按照民间风
俗，清明上坟时，家家户户要到
祖坟前给先人焚烧纸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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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民间习俗，扫墓
者到达墓地后，要先将酒食果品
等祭品摆放在亲人墓前，再将纸
钱焚化，最后才为坟墓培上新
土。清明扫墓祭祖，祭品的准备
也很有讲究。在平顶山地区民
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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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节是杨柳发芽返绿的
时节，在平顶山地区的民间，清
明节有折柳、戴柳、插柳的习
俗。清明节这天的早上，趁太阳
还没有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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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佑着农人。《岁时杂
记》记载宋代风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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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柳树为“鬼怖木”，流传
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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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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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
让孩子们乐和乐和，况且此时正
值柳树旺长的时节，折下一些柳
枝过不了几天就会长出新枝，对
于枝繁叶茂的柳树来说伤害不
大。

周末陪婆婆到风穴寺郊游，看到山坡上一
棵棵清新嫩绿的荠菜，思念的泪水禁不住簌簌
而下，模糊的眼中仿佛又看到公公慈祥和蔼的
笑容。

以前，每年清明前后，公公都会带我们全
家到郊外挖荠菜，婆婆把菜洗净，配上炒鸡蛋、
葱花，给我们包荠菜饺子。绿莹莹的荠菜、黄
澄澄的鸡蛋、雪白的葱根，光看上一眼就垂涎
欲滴了，咬一口，满嘴都是清香的滋味，常让我
吃了一大碗还意犹未尽。旁边公公乐呵呵地
给我们夹菜，欢声笑语飘荡在餐桌旁。

自从嫁到婆家后，公公就把我当做亲女儿
一样看待。每天下班回到家中，一家人热热闹
闹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唠家常，谈工作，快
乐无比。公公总是自己顾不上吃，给这个夹
菜，给那个拿点心，忙得不亦乐乎，这也是公公
最开心的时候。他总是把菜夹到我碗里，刚开
始我不习惯也不好意思，但看到老人那亲切劲
儿，也不好推辞。等再夹时，我就谎称不喜欢
吃这个菜，公公赶紧吩咐婆婆：“看孩子喜欢吃
什么，再给孩子做点儿！”真是弄巧成拙，我只
好坦然接受公公夹菜了。

公公每次出差回来总给我们带礼物，我和
小姑子的总是一样。在公公的眼里，我既是他
的儿媳，也是他的女儿，我常常为能遇到这样
一位好公公而庆幸。

公公对儿孙们更是疼爱有加，从来没有大
声呵斥过孩子们，有好吃的总是给孩子们留
着，自己不舍得吃。给孩子们讲故事，陪孩子
们玩，孩子们都喜欢和他在一起。

可是几年前，无情的病魔降临在公公身
上。公公做了手术，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每次半夜咳嗽，我起床给他捶背倒水时，他都
愧疚地说：“又吵醒你们了，不用管我，赶紧睡
吧！”再以后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憋着，生怕影响
我们休息。一想到公公自己忍着病痛还牵挂
我们休息不好，我的泪水总是禁不住无声地落
下来。

出院回家后，他怕这种病会传染(后来我
们才知道不会传染），为了家人的健康，他克制
着不再给我们夹菜了。

少了公公夹菜的情景，餐桌上冷清而又沉
闷。有好几次，公公满心欢喜夹着菜往我们碗
里送，突然想起了什么，赶紧收回筷子，缓缓放
进自己碗里，眼里的神采跟着就黯淡下来。看
到老人深深的失落和孤独，我心里难受极了。

不久，无情的病魔再次降临，公公离我们
远去了……直到失去，我才明白，亲人给你夹
菜，那是多么温暖、多么幸福的享受啊！那筷
子夹着的美食，包含了公公对晚辈多少关心和
爱护啊！

清明时节雨纷纷，想念亲人欲断魂。又是
一年清明，远在天堂的公公，您可安好？您可
又闻到荠菜的清香？您可感受到我们无尽的
思念？

多想再吃一次您夹的菜啊……

梨花风起正清明
□梁永刚（河南平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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荠菜香里思亲人
□孙利芳（河南汝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