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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清明节是公历!月!日或"日，同中
国一样。这一天，为先人修墓对韩国人来说是
一件大事。人们也会去扫墓，扫墓时供奉的食
品和排列顺序有严格的规定：枣栗柿梨（从左
往右摆）、红东白西（红色的食品放东边，白色
的食品放西边）、生东熟西（生的在东边，熟的
在西边）、左脯右醢（脯放左边，醢放右边）、鱼
东肉西（鱼摆东边，肉摆西边）、头东尾西（鱼
头朝东，鱼尾朝西）、左干右湿（干的在左边，
有汤的在右边）、碟东盏西（用盘装的在东边，
用碗装的在西边）、左羹右饭（羹放左边，饭放
右边）、男左女右（拜祭时，男的在左边，女的
在右边）。

这一天还是韩国的植树节、寒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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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每年春天都要举行“亡人节”，即悼
念已经逝世的人。节日这一天，人们都去扫
墓，为陵墓祭奠，并点上烛灯。有些人全家
都到来，特别要带上孩子，年长者点燃烛
灯，让孩子敬献，表示纪念故人，以教育后
代不忘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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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月$日为墨西哥的“扫墓节”，家
家为死去的人扫墓。去时，准备特别的“亡
人面包”、骷髅形糖块和已故亲人爱吃的食
物及烟酒，作为祭祀供品。举行仪式后，全
家人在墓前铺上布，席地而坐，点上蜡烛，
边吃喝，边歌舞，作为守灵，通宵达旦。但
各地区扫墓的时间不同，有的地区在白天，
有的在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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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至今仍按照传统仪式扫墓，
多半为闽南仪式。每逢清明时节，新加坡华
人多会举家出行，亲戚朋友相邀同往，坐满
一两辆小货车浩浩荡荡去扫墓。人们大多先
祭祀土地神，然后在亲人墓前摆上酒食、果
品和鲜花，燃起香烛，压上墓纸，再将纸钱
焚化，磕头行礼，最后当场将酒食、肉、果
吃完回家。一般会准备五牲祭拜祖先，当中
少不了蛤、螃蟹、鸡、鸭等。祭拜完毕便当
场剥蛤吃，然后把蛤壳丢在坟前，表示子孙
已来扫过墓。

回中国寻宗认祖、祭拜先人，则是近一
二十年新加坡华人兴起的潮流。在清明节
前，祖籍海南的新加坡华人见面时往往会用
家乡话互相询问：“回屋 （家乡） 做清明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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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是马来西亚华人最为关注的节日之
一，仅次于农历新年，很多在外打工的游子
都会回乡按照传统上山扫墓。清明节在马来
西亚并不是公共假日，所以当地华人都会提
早一两个星期选择周末上山扫墓，清明正日
前的周末人潮最为拥挤。

当地华人通常会出动全家人，两三辆车
载着祭品到当地华人义山、公冢或骨灰塔
去。他们会先祭拜大伯公 （福德正神）、后
土。之后把坟墓上的杂草除去和打扫干净，
再为褪色的墓碑文字上色，然后会奉上三
牲、水果、糕点和茶酒，烧香烛，再依照辈
分依序上香跪拜。最后在墓碑上压上墓纸，
之后焚烧纸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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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犹在，往事依稀；诗以咏怀，归去来
兮。”伴随着蔡国庆、栗坤两位主持人情真意
重的开场白，第六届北京清明诗会《诗韵清
明》于!月!日在北京电视台播出，!月%日还将
重播。
《诗韵清明》诗会通过微博与网友互动精

选出的“清明心语”成为开场序幕中的亮点，
由《时空之念》、《心灵之忆》和《天地之颂》三
大篇章构成，传诵久远的古典诗词《游子吟》、
《过零丁洋》等与新鲜出炉的当代原创诗歌异
彩纷呈。

&#岁高龄的著名演员秦怡从上海赶来，
她说张瑞芳、陈强、于是之、凌元等老朋友们
是时代的骄傲，自己是用心吟诵、以诗追思。
她与杨立新、陶玉玲、吴京安、王茜华、奚美
娟、温玉娟、刘之冰等明星，声情并茂地表达
出对于是之、张瑞芳、李默然、陈强、凌元
等'(位在')*$年离我们远去的老艺术家和
“航空报国英模”罗阳等鞠躬尽瘁的科学家
的敬仰与思念。

为患绝症的父亲拍摄真人电影的演员姚
金飞、为父母献上独舞《老爸》的舞蹈演员张
傲月等则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普通家庭
中的亲情故事。据主办方介绍，参与演出的
演员与来自各行各业的现场观众达到*+))多
人。情到深处，很多诗歌都引发观众与演员
共同吟咏。应和着舞台上摇曳的深情烛光、
多媒体侧幕明媚的柳绿花红， 《诗韵清明》
让我们相信：随着岁月流转，在这个哀而不
伤、令人感奋的清明里，我们会将铭记心底的
记忆转化为温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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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依然呼唤古老的礼

节，因为它们联系着过去与现

在。

在清明节这一天，

亲自到茔地去祭扫祖

先，以表“思时之敬”，

是中国人的传统。不只

是中国人，这世间所有

宗教、所有民族对祖先

的尊敬和缅怀都是一样

的，不一样的是形式。

西方人也扫墓，但

他们没有太多的仪式，

最常见的是献花。在许多美国影

视剧中，能看到不少扫墓的片

段，往往都充满了深情。如果

是全家去扫墓的话，有时候会

显得好像是去郊游一样，有的

人家还在墓地周围顺便野餐、

游玩，好像全家一起郊游开

,-./0。

这样的情感与表现对于中国

人来说是相通的。只不过中国人

更讲究仪式，而祭拜祖先的仪式

感之强烈与深刻又超越其他节

日。记录明朝北京风情民俗的

《帝京景物略》 曾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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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仪式，在远离京

城数千公里的南方至今还完整保

留。

对祭祖仪式的重视与恪守，

以及中国人对死亡讳莫如深的观

念，让很多人由此认为

中国人对死亡过于消极

与沉重，与西方人的积

极与幽默形成鲜明对

比。这实在是一种误

解。

中国人传统的死

亡观其实是乐观的。

不像西方有原罪的概

念，重生、赎罪、拯救是它们

对死亡的理解。在中国人的文

化中，你死了，但是你依然存

在。所以，我们要慎终，要追

远，我们相信源远必然会流长。

这是清明节的核心价值，也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每年选择一天缅怀祖先、英

烈、先贤，对于一个家族和民族

来说，是增强血缘联系与凝聚力

的重要时刻。孩子们往往在这个

时候听到一些祖先的事迹，远在

海外的游子往往在这个时候盼望

寻找最初的归属。而对于个体生

命来说，这个日子还有一个重要

的意义，敬畏过去，敬畏生命。

海德格尔说过：“动物只会

消逝，只有人类会死亡。”只有

人类会把死亡当成一个终极的问

题来思考，这种思考不分肤色、

国界、民族、性别。同样的，对

过去的缅怀，对生命的敬畏，全

世界都一样。如今，中国的变革

正以前所未有速度席卷着一切，

清明节的习俗也在变革，殡葬与

祭祀都在往更加文明的方式改

变，仪式也渐渐简化。不管是捧

一把鲜花，抑或培一把新土，最

重要的是祖坟在眼前，更在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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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前绘彩蛋是中国的传统习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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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扫墓

清明节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很受尊崇，因为这是一个沟通祖
先、团结族人的重要节日。这种情
绪属于人类共有，西方有复活节与
之相对应，但是后者的表现与内涵
与清明节都有差别，正如贝贝妈所
感受的，而这也许正是清明节能走
向世界的比较优势。

(月 (*日是西方的复活节，而
过几天就是中国的清明节，移民到
加拿大的贝贝妈此前一周的英语课
上，主要话题就是复活节。
“对孩子们来说，复活节是比平

时的吃喝玩乐还要美好的日子。”她
说，“这是我们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复
活节，自然要先向孩子传授些背景
知识，可在编入睡前故事时，我产生
了很多疑惑：一个是欢乐的复活节，
一个是总有点沉重有点忧伤的清明
节，这两者怎么区分，怎么讲给贝贝
听，真考验我的能力和水平。”

清明节的印象总是阴沉

沉的，复活节则充满了乐趣

和生机

“在祭台两端插上蜡烛，香火
插在正中的香炉里。台上摆上若干
酒菜，点燃香烛祭奠。家长主祭，
跪下磕头三次，其余人依次同样跪
拜。然后焚化纸钱，燃放鞭炮。取
一杯酒洒在焚烧纸钱的死灰上。接
着还要祭土地神。最后祭孤魂野
鬼。供品中有 *!! 块叫做米斋的小
糕。”这是美国传教士、汉学家卢
公明 （*1$! 2*11+） 在其代表作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中描述的福
州清明祭墓场景。

福州清明多雨，正应了杜牧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意境，配以
山上的哭声起伏，闻之断魂。卢公
明是一位目光敏锐的文化洞察者，

在华传教 $+ 余年。他眼里的清明
节，正是这般凄风苦雨。

在欧美，与清明节时间前后差
不多的日子，是基督耶稣复活的节
日。“一大早，我的孩子们自己画
彩蛋，将它们挂在迎春花枝头。还
有各种巧克力蛋会被藏在花丛中，
等待孩子们去发现，最可爱的要数
小兔子（巧克力做的）的巢穴，里
面的彩蛋无数。”去欧洲度晚年的
蔡先生说，复活节这一天，欧洲的
孩子们可是特别的兴奋啊，所有的
家庭都充满了乐趣和生机。

蔡先生和贝贝妈在国内过清明
节的时候，印象总是阴沉沉的，商
家绝对不会刻意营造欢乐的节日气
氛，晚上路边焚烧的纸钱是必不可
少的清明景观。这种节日气氛的不
同，折射出清明节的复杂性。

清明节的核心是祭祖扫墓

和郊野踏青，肃穆与活泼并举

清明节与复活节有一个相同的
地方，都和一位名人有关系。复活
节不用说了，清明节是和介子推有
关。确切地说，是清明节取代的寒
食节与介子推有关。

寒食节被认为与火烧介子推有
关。虽然这不是寒食节的真正起
源，但民间就认它。山西的寒食曾
长达一个月。吃冷食容易生病，所
以在汉代以后的历代守土官和帝
王，如周举、曹操、石勒等的禁断
之下，固定为冷食 (天。

欧洲的四旬斋、亚马孙河流域
的塞伦图族在旱季结束前的 ( 周斋
戒，都是与中国寒食相类似的习
俗。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2斯
特劳斯认为，冷食习俗无疑是冬春
之际食物匮乏的反映。

古代寒食节主要吃什么呢？晋
陆翙 《邺中记》 说：“寒食之日作
醴酪，煮粳米及麦为酪，捣杏红煮
作粥。”直到唐宋时期，人们仍在
食用这种凉大麦粥。宋代吃杨桐
饭，佛教认为这种饭是目连奉母之
食，添加了神圣气息。

唐宋以后，清明节逐渐代替了
寒食节，成为全国性节日，核心是
祭祖扫墓和郊野踏青，肃穆与活泼
并举。唐开元二十四年 （3(% 年）
四月，唐玄宗下诏允许官员在寒食
节扫墓。元明之后，扫墓之风遍及
全国，清明节因此得鬼节之名。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祭拜祖先？
俄国学者索科洛夫的解释颇有道
理：自然界在春天的复苏使人们认
为死去的亲人也会再次复活，并在
当地事务上提供帮助。

清明节国际化要运用国际

化的传播手段

西方人认为，复活节应该开
心。东方人认为，清明节要对祖先
保持足够的尊敬和矜持，但郊游时
的开心放怀往往阻碍不住。

唐高宗看不惯人们上坟还挺开
心的现象，有一年就下诏说：“或
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
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

民俗是政治所难禁断的。面对
大好春光，人们扫墓之后，“不归
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
（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 谈谈恋
爱也好，随便走走也好，反正这个
季节适合户外活动，并不代表对祖
先的不尊重。

吴自牧 《梦梁录》 描绘了宋时
杭州清明野游的盛景：“宴于郊
者，则就名园方圃、奇花异卉之
处；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
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
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
歌鼎沸，鼓吹喧天。”

墓前哭过，园内笑过，在全世
界数百个节日中，几乎没有一个民
族在这样一个季节既缅怀历史、感
恩先祖，又开心郊游、共赏春光。
这比端午等节日更有独特性，尤其
值得中国人骄傲。但清明节远未实
现国际化。

美国占有大量节事文化资源，
每个国家级节日都非常国际化，纽
约时报广场的节事活动全世界都在
关注，新年点灯仪式吸引各国成百
上千个旅游团队，水晶球、倒计时
成为国际文化符号。

而西方一些小地方的节事同样
设计感很强，如举办奔牛节的南欧
小镇，奔牛街只有 1++ 米长，但通
过全球化的信息传播，每年都有百
万游客慕名而来。“清明节事要变
得国际化，不能只是把自家家谱拿
出来拜一拜，或仅限于吃一吃青
团、做几个润饼，而应该运用国际
化传播手段，把我们这种追根溯
源、问祖寻宗的形式和精神传扬至
世界。”有专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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