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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后，大地一派气清景明，万物皆显。
清明时节，沿河看柳，吹面不寒。杜甫说，漏泄

春光是柳条。是的，春光神秘，柳是春天引路人，在
村头、在河边，我们寻柳找春，惬意无比。有诗人
说，柳树记得春天路。是真记得，柳是指引者，我们
顺微雨走，顺柳树走，就能进入明媚的春天。

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柳条能预报
天气，柳条只此青绿，春雨就会随风潜入夜来，湿
了大地，润了春天。春雨细微，斜飘，温润，在天
空，在柳枝，蒙一层薄纱，透透的，柔柔的，若柳絮
般在平常日子里散步。

清明柳，相思扣，满湖愁绪风吹皱。清明属柳，
柳上清明。柳枝上挂着翠绿，牧童遥指处，是清明，
雨纷纷处，是清明，杏花村处，是清明，四月落处，
是清明，万紫千红，是清明。

清明节在十六年前就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春季
是第五个节气。清明节也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
节、祭祖节等，节期在仲春与暮春之交，其源自上
古时代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因此兼具自然与人
文两大内涵，既是自然节气点，也是传统节日。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清明插柳
成为习俗。栽花，花不一定开，柳不同，柳有强大生
命力，它属于春天，无心一插，柳便自活。

思念亲人，怀念故友，折一枝柳寄一份情。《诗
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表述。古时，清
明节也称柳节。“忽见家家插杨柳，始知今日是清
明。”这是陆游笔下的清明节。北京冬奥会闭幕式
折柳寄情一幕太深刻了，这是中国人的浪漫惜别
方式。中国古代，亲朋好友分离，送行者往往会折
柳相赠，表达惜别和盼归之意。折柳相送，在中国
文人墨客中渐成时尚。李白更夸张：“年年柳色，灞

陵伤别。”他送别友人，大有折尽灞桥之柳的意思。
古时，清明节叫踏青节，踏青即放飞心绪。绿

水为清，日月为明。“别馆青山郭，游人折柳行。落
花经上巳，细雨带清明。”青山飞柳絮，到处是游
人，赏柳是必须，三月春风似剪刀，柳枝拂春花，满
地落，雨淋成泥，泥带香。宋代传世名画《清明上河
图》中，也有人们在郊外踏青路上折柳插满轿顶之
情景。白居易喜柳：“卷叶吹为玉笛声，剥条卷作银
环祥。”柳条柳叶皆可作笛，吹出清明踏青之乐韵。

清明戴柳风俗可追溯到远古，当年介子推为
明志守节而自焚于大柳树下，让晋文公和群臣百
姓痛心不已。第二年，晋文公率群臣爬上山祭拜介
子推时，发现当年被烧毁的那老柳居然死而复生，
晋文公当即将老柳树赐名清明柳，且当场折柳戴
头上，以示怀念。自此，清明插柳成为祭奠亲人的
一种象征。清明到，去祖先或已逝亲人坟前祭奠，

供奉祭品，焚纸燃香，磕头跪拜，寄托绵
绵哀思，那哀思化为清明雨。正鉴于此，
我对有的地方清明戴柳驱鬼辟邪的说法不
很喜欢。“客思似杨柳，春风万千条。更倾寒
食泪，欲涨冶城潮。”“清明自古少晴天，冷雨
延绵湿眼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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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奠已逝亲人，愿他们地下安息，愿世人平和安康，
阴阳相隔几多愁，断魂的思念，何来驱鬼辟邪之说
呢？

苏轼看得明白：“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
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人生
无常，生命短暂，人不为活而活着，而要真正地生
活着，简单一点，快乐一点，才有价值。

“三月里来是清明，桃红柳绿百草青。”又是一
年清明到，愿清明风至，人间皆清而明净。

清明柳
■黎 杰

纷纷的思念
还能打湿谁的忧伤
走出杜牧的诗行
就是那杏花盛开的村庄

一杯暖融融的阳光
醉了几朵桃花
踏青的脚步
如何测出春意的浅浓
蓝天上是谁放飞的心情
羽毛一般轻盈

山清水明的日子
四野绽放多少五彩的梦想
谁在山坡上的一声清唱
颤落了一地芬芳

又至清明

那树杏花
是否又飘落成一地菲红的守望
满坡的油菜
已是覆盖那座小小的坟
春光下
为什么总看见细雨纷飞
村口带露的梨花
是谁的泪靥如此纯净

多少语言
都难抵达情感的深处
多少春天
都抵不上血脉里的温情
总是在一张白纸上
写下些伤感的诗句
怎抵一行垄埂
彳亍着归去的身影

春暖花开的日子
一丝忧伤也在沿着岁月攀援
它在一个人的心口上
长出些酸涩的芽叶
远离家乡的浪子呵
像一棵返青的柳
要在拂过故乡的那缕风中
抽出思念里面
长长的痛

山
清
水
明
的
日
子
（
外
一
首
）

■
方

华

清明时节，草木新绿，花朵盛开，地气回暖，
清洁明净，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这时节，人们
忙着去郊外看花、踏青、祭祖、扫墓，享受春光明
媚。我不由得替古人操起心来，古人是如何过清
明的呢？

唐代诗人杜枚的清明，可以说是千年以来
的“范本”，烟雨凄迷飘洒，行人落魄伤感，欲喝
一杯老酒遣愁，牧童说前边的杏花村很远。前后
虽都没有交待，但想来这是走在清明扫墓的路
上。

《岁时百问》中说：“万物生长时，皆清洁而
明净，故谓之清明。”万物生发，阳光明媚，清明
原本是一个美好的时节，可这烟雨朦胧，又是去
扫墓，让人心中不由自主地染上一层淡淡的忧
伤。

宋代诗人范成大也趁着清明去郊外扫墓，
他比杜枚的淡淡烟愁更进了一步，山风、细雨、
花燃、柳卧，然后笔锋一转，石兽默然而立，纸鸢
当空飞舞，黯然离去，怆然回首，只见乌鸦鸟鹊
上下翻飞，四处觅食，凄凉寒苦之意涌上心头，

怅惘之情跃然笔端。
北宋文豪欧阳修最爱西湖，清明节没有跑

去郊外踏青，而是跑去西湖看景。清明时节，西
湖风光好，满眼都是繁华景色，大文豪欧阳修沉
醉于旖旎的西湖风光，流连忘返。

清明上巳去水滨踏青，《梦梁录》和《东京梦
华录》里都曾有过记载，所以欧阳修先生也不算
独出心裁。西湖风光好，游人络绎不绝，绿柳丛
中，车如流水马如龙。唐宋时期有簪花习俗，从
西湖到城里，一路上，花头攒动，好一幅西湖春
游图。

唐代诗人白居易最会享受生活，清风明月
夜，凉风习习，月色朦胧，一个人在碧玉雕栏红
墙府邸里散步，听乐赏花，绕着回廊走走停停，
一会儿看看天上的月亮，一会儿低头想想心事，
生活得悠然自得，闲适自在。

和《琵琶行》《长恨歌》相比，这首《清明夜》
虽没有前者那般宏大的背景和气势，但传递出
来的感觉却清新温婉，另具一种生活美学。

唐代诗人贾岛也是个有意思的人，清明日，

他和朋友们在园林中小聚，天气回暖，柳絮飞
扬，取新火下厨做饭，对花饮酒，谈论诗词文章。
会不会和朋友们发点小牢骚，就不得而知了。

有满清第一女词人之称的顾太清，在清明
前一日种了一棵从“古寺”移来的海棠幼苗。词
人满怀期待，海棠参天，猩红吐萼，嫣然多姿时，
不要忘记了种花人。每年清明前后，种几棵树，
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方式。

清明，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见证，人们趁
着春光正好，放飞心情。古人也是如此，清明的
过法可谓花样繁多，除了祭祖、扫墓，还热衷于
踏青、改火、插柳、放风筝、吃寒食、荡秋千、打马
球等等，同时，清明前后也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
节，所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何不趁着
春光正好，种花、种草、种树，种点想种的植物，
干点想干的事。

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清明是古人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脉络和生活方
式，让我们踩着古人的脚印，一代一代传承下
去。

古诗词中觅清明
■积雪草

清明节到了，家门前的李花开了，枝
连着枝，花挨着花，一簇簇一团团，好不

壮观。我彷佛又看到了奶奶端坐在
李树下折金元宝的身影。

奶奶心灵手巧，在村里是出了
名的。小小的金纸在她手指间翻

转折叠，不一会儿功夫，一个个
闪亮的金元宝就做成了。

小时候，看着奶奶变法似
的，把一张张纸片变成一个
个金元宝，我羡慕极了。于
是急忙学奶奶的样子，可每

次都做不好，不
是把纸弄烂

了，就是样
子 没 了
正形。我
急 得 哭

鼻子，奶奶慈爱地把我搂在怀里安慰道：“别急，
来，奶奶教你。”于是，奶奶一步一步做示范，手
把手地教，直到我可以把一个规整的金元宝折
好。

奶奶一边干活，一边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关
于爷爷的故事。

“你爷爷读过几年私塾，是村里最有文化的
人，过年时各家各户的春联都是他写的……”

“这棵李树，是我们成婚后第二天你爷爷种
的，可惜还没等到李树开花结果，他就离我而去
了……”

奶奶絮絮叨叨地给我讲着爷爷的故事，脸
上的表情时而欢乐，时而悲伤，时而若有所思，
仿佛爷爷还在，她还是那个青涩的女子。

一阵风儿吹过，洁白的李花如鹅毛般飘落，
落在奶奶洗旧的衣衫上，落在她灰白的发梢间，
落在她思念的心怀里……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奶奶离开我们也有

二十个年头了。这些年，家里盖起了新楼房，门
前铺起了水泥路。但每次改造之前，母亲总是
说，这棵李树不能砍，那是你奶奶在世时的念
想。其实，这棵老李树何止是奶奶一个人的念想
啊，它承载了我们家多少欢乐和哀愁啊！

年年月月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如今，
端坐在李树下折金元宝的人已换成了我的母
亲。母亲和当年的奶奶一样，在虔诚地折着金元
宝，一如奶奶当年的絮叨，和我的孩子们述说着
关于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

又是一年清明至，一树李花压满枝。一阵风
儿吹过，洁白的李花如鹅毛般飘落，落在母亲洗
旧的衣衫上，落在她灰白的发梢间，落在她思念
的心怀里……

我突然鼻子一酸，只恨时光太匆匆，多希望
世上的光阴定格在这一刻，愿我能多陪一陪年
迈的母亲，愿母亲有生之年享尽人间清欢。

清明风起落李花，一树花香情悠悠。

清明风起落李花
■赵玉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