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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何

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
究部主任、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
联盟秘书长唐志强表示，据史料，
清明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
中就已出现。西汉时期的《淮南
子·天文训》中说：“春分后十五
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清明
风，就是清爽明净之风。

公元前104年，二十四节气
被纳入太初历推行全国，成为人
们生产生活实践的时间指南，在
指导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不可
或缺的重要作用。比如清明节
气可以开始准备养蚕，这一节气
10日后，采取催芽法可使生姜
发芽早而整齐。

清明节作为一个节日的起
源演变，还与古代的寒食节、上
巳节密不可分。

寒食习俗源自远古先民在
春天改火。远古时期，由于火对
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古人认为

“火”有神灵，因此会举行祭祀。
各家的祭祀之火每年都要止熄
一次，然后重新钻燧取出新火，
称为改火。无火的日子里只能
以冷食度日，故称寒食。汉代也
称寒食节为禁烟节。唐代将祭
坟扫墓正式纳入五礼之中，寒食
节成了祭扫日。在后世的发展
中，寒食节中逐渐增加了祭祖、
插柳、咏诗等习俗。寒食节与清
明节的关联体现在时间上紧密
相连，一般只差一两天。

上巳节则是古代举行“祓除
畔浴”活动的重要节日，所谓“祓
除”，是把被视为陈旧污秽的东
西从身边带走，使自己变得清新
吉祥，后来发展成为集消灾祈
福、踏青郊游、求子求偶等含义
于一身的节日。上巳节与寒食
节、清明节的时间也很接近。

唐代以后，三节被囊括到同
一个假期内，人们把寒食禁火与
清明出新火贯通起来，久而久
之，三节的民俗和文化融为一
体。由此，清明节从一个代表天
文时间的节气，经过一步步删繁
就简，演变成了兼具节气和节俗
双重内涵的综合节日。

清明肩负着源自上古时代
的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尤其是
寒食节的传说和民俗文化融入
后，慎终追远的意涵更加丰满，
又成为重大的春祭节日。

清明阳气旺盛、阴气衰退，万物“吐故纳新”，大地呈现春和
景明之象，特别是上巳节传统的加持，使郊外踏青和游春更有
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清明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踏青。踏青也叫踏春，盛兴于唐
宋。宋李之彦《东谷所见》载：“拜扫了事，而后与兄弟、妻子、亲
戚、契交放情游览，尽欢而归。”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了京郊
踏青场景：“岁（寒食）清明日，都人踏青，舆者，骑者，步者，游人
以万计。”可谓盛极。

放风筝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
人们不仅白天放风筝，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
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像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

射柳和斗鸡也是富有特色的清明游乐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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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鸽
子飞的高度来判定胜负。

古代清明盛行斗鸡游戏，斗鸡由清明开始，斗到夏至为
止。中国最早的斗鸡记录见于《左传》。到了唐代，斗鸡成风，
不仅民间斗鸡，连皇上也参加斗鸡，唐玄宗就喜欢斗鸡。

“清明时节雨纷纷”
到底是不是杜牧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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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很多人会想起这首传为晚唐杜牧所作的七绝《清明》。

但它真的是杜牧写的吗？这一直是桩悬案。都说读诗如破案，不
少学者试图破解这桩800多年前留下来的疑案。

在唐代文献研究方面成就极大的陈尚君教授接受采访时曾认为：
此诗写于宋代，并非出自杜牧。原因有二：第一，杜牧文集及《全唐诗》
中均没有收入此诗；第二，唐人重视寒食节而宋人更重视清明节。

而中南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原院长罗漫教授则认为，迄今为止，唐宋
文献中这首《清明》的唯一署名作者是晚唐的杜牧。

《锦绣万花谷》之前的存世
文献，没有发现此诗存在的踪
迹。所以，不少学者就此认定这
是一首宋诗，是《千家诗》将著作
权附会给杜牧。

但罗漫教授不认为《清明》
是宋诗。在他看来，出于各种后
人不完全明白的原因，许多古典
文献没有保存下来。而杜牧晚
年还有焚诗之举，他留存至今的
诗歌必然是不够整全的。如果
仅仅依据现存的唐代文献没有
《清明》的“全身像”，就认定这首
诗是宋诗，作者是后人附会，难
免涉嫌简单化了。

破案，若无法得到最直接的证据，
那么，还有诸多间接证据可以构成有
力的证据链。罗漫教授搜罗剔扒唐宋
文献，试图从中找出蛛丝马迹。晚唐
诗人韦庄的七律《柳谷道中作却寄》引
起了他的注意。从这首诗的前二联
中，他看到了《清明》、《山行》和《汴河
怀古》的三重印记：“马前红叶正纷纷，
马上离情断杀魂。晓发独辞残月店，
暮程遥宿隔云村。”

罗漫教授告诉记者，这两联的“纷
纷、上、断、魂、遥、村”7字3韵与出现
顺序，与《清明》一诗完全同步。这足
以说明它与《清明》之间有着仿效关
系。如果能确定是它模仿《清明》，那
么，就足以说明《清明》在韦庄之前就
已经存在；而如果能确定是《清明》仿
效它，也说明《清明》是一首宋诗，作者
是后人附会给杜牧。

而从这两联诗中，罗漫教授还找
到了其他两重证据：“马前红叶”、“隔
云村”与杜牧《山行》中的“霜叶红于二
月花”、“白云生处有人家”高度一致；

“断杀魂”的“断杀”也是杜牧的独创词
语。杜牧《汴河怀古》已有“折柳孤吟
断杀肠”的句子。现存唐诗中的“断
杀”，仅仅在杜牧和韦庄的这两句诗中
出现，杜牧的“断杀”就是韦庄“断杀”
的唯一上源。

这都确凿无疑地说明韦庄这首诗
深受《清明》、《山行》和《汴河怀古》这
三首诗作的影响。

罗漫教授介绍说，韦庄比杜牧小
约33岁，和杜牧是老乡，同在杜陵樊
川有房产和诗作。两人志向相同、性
情一致，韦庄甚至有意追寻杜牧的步
履游历山川。因此，罗漫认为，《柳谷
道中作却寄》正是韦庄这位同乡兼崇
拜者对杜牧这位前辈的精心仿制。

而更有力的证据是，罗漫教授从
杜牧诗歌中发现他独有的一些七绝第
三句的言说方式：《闲题》的“借问春风
何处好”、《寄杜子二首》的“若问使君
何处去”，都与七绝《清明》的“借问酒
家何处有”，在句式结构上完全相同，
显示出杜牧独家构思的强力惯性。

罗漫认为，无论是从韦庄诗向偶
像致敬，还是从杜牧诗独特的构思方
式和独创词语看，《清明》作者，杜牧之
外，难觅他人。

（综合中新、北京晚报、扬子晚
报、光明日报）

南宋人留下一桩悬案 从晚唐诗歌中
寻找蛛丝马迹

杜牧的小老乡
帮忙“破了案”

寒食清明上巳
三节合着过

古人玩得简直停不下来
《清明》是唐诗
还是宋诗？

□冷知识

这桩悬案的始作俑者
生活在 800 多年前的南
宋孝宗时期。

那时，不知
是什么人出版了
一部类书，题为
《锦绣万花谷》。

这部书收录了一首诗，题为《杏
花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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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作
者署名，只有“出《唐诗》”3 个
字。这是现存文献中这首诗第
一次出现。

稍后于它的《古今合璧事类
备要》，也收录了这首诗，也无作
者署名，同样留下三个字：《古选
诗》。说明这首诗是从一部名为
《古选诗》的书籍中选出来的。

如果只是这样，倒还构不成
“悬案”。又过了几十年，一部诗
选横空出世——《分门纂类唐宋
时贤千家诗选》。这部书第一次
将这首诗的著作权归入“杜牧”
名下，标题定为《清明》。在它之
后，多种《千家诗》版本收录了这
首诗，一律署名杜牧。正是借着
这一类选本的流行，《清明》的唯
一作者是杜牧，成为大众熟知的

“史实”和常识。
但是，为何《锦绣万花谷》和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没有署作
者之名？又为何《分门纂类唐宋
时贤千家诗选》开始将它定为杜
牧所写呢？依据在哪里？更为
可疑的是，杜牧外甥裴延翰所编
的杜牧诗文集《樊川文集》，未曾
收录这首诗。

春风骀荡，陌上花开，又是一年清明时
节。《岁时百问》中说：“万物生长此时，皆
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在二十四节气中，只有“清明”，既
是节气，又是节日。“清明时节雨纷
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是清明；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
出城”，这也是清明。作为中
国唯一以节气命名的节日，清
明既有慎终追远的感怀、礼
敬祖先的庄重，又有出游赏
春的快乐、清新明丽的景象。

清明节为何独具悲喜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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