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节气与节日有深刻的

同源同构性。凡重要的岁时节日，

必锚定一个节气为其本相。传统语

境下的天人合一，其要义在于人法

天，必由天文降及人文，由节气衍生

节日。一如春节之于立春，端午之

于夏至，七夕之于处暑，中秋之于秋

分，重阳之于霜降。节气向节日的

这一层转化之后，节气退居农耕农

事，而将人间礼俗的生态位让给了

节日。于是，节日显，节气隐。

但有一例外——清明节。作为

节气，它不仅未被节日掩盖，反而逆

袭以至横跨节气、节日两界，岿然为

当代中国主流大节。

清明节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暮春墓祭三月三
清明节之所以如此独特，非因

其历史境遇相比其他节气为优。相

反，它面临的文化竞争甚至更为持

久与激烈。

起先，三月三上巳节牢牢居于

该生态位。上巳节拥有突出的原发

优势。三月三是整个岁序周期的关

键节点，自远古先民时空秩序创立

之初，三月三即成为最早的一批元

节日：正月正—三月三—五月五

—七月七—九月九。

正月正是由冬入春的节点，于

节气为立春，于节日为元日；三月三

是由春入夏的节点，于节气为清明，

于节日为上巳；五月五是夏之中、天

之半，于节气为夏至，于节日为端

午；七月七是由夏入秋的节点，于节

气为处暑，于节日为七夕；九月九是

由秋入冬的节点，于节气为霜降，于

节日为重阳。最古老的一批元节日

毫厘不差地落在这些节点上。

清明即是三月三上巳节的节气

本相。上巳之为上巳，指辰月首个

巳日。以甲辰年（2024年）为例，本

年辰月上巳日为干支历乙巳日，与

清明相差不过七

天，亦在清明节气

内，对应阴历恰为

三月初三。上巳在

阴历中的匹配节点

虽有浮动，但大体总

在三月三日前后。

自上古至于魏

晋，暮春大节唯重

上巳。上巳节集春

夏交节各种岁时观

念与礼俗于一身，

因而有着丰富的文

化源代码。传统文

化近来复兴，今人渐闻上巳之名，知

有郊游、修禊、会男女，却不知还有

招魂续魄之俗：

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

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

不祥。（《韩诗》）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

来，哀江南。（《楚辞 ·招魂》）

阳和景明，何以伤春？招魂续

魄，就是墓祭。

三月墓祭基于深厚的底层逻辑

与社会土壤。之所以易被忽略，概

因上古墓祭是长期受遮蔽不受承认

的民俗事象。一则从技术上说，古

墓“不封不树”，不设显著地标，无从

墓祭。二则从观念上说，人死后，魄

下墓，魂归庙，魄无知而魂有灵，故

祭在庙。贵人事死如生，陪葬品丰

赡，为防盗扰，为掩耳目，确有不封

不树不墓祭的实际考虑。但庶民瓮

牖绳枢，生也家徒四壁，葬也一躯枯

骨，本无所有，何须回避？庶人生活

也是要有仪式感的。本来上巳就要

出郊禊浴，那么上坟墓祭于先，踏青

览春于后，便也是应有之义与人情

之常。《唐会要》卷二十三“开元二十

年四月二十四日敕”：“寒食上墓，礼

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

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哀思？宜许

上墓，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

馔讫，泣辞，食余于他所，不得作乐，

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唐玄宗体

察民情，从风随俗，确实开明。“礼经

所无”大抵属实，惟“近世相传，浸以

成俗”之语则不然。季春墓祭发乎

天真，自古有之。但寒食与墓祭相

结合，倒真是“近世相传”。

一变：从隆冬到清明
寒食节的生命周期，经历了三

次跃变。

寒食之为寒食，最初是一种风

俗，尚不成其为节。

纪念介子推，是寒食起源最有

影响力的讲法。实际上，介子推死

难之日，语焉不详并无实载，其人抱

木燔死情节，史源不古亦为后世层

累。但传说之虚，无碍于风俗之

实。因虚向实，在越是后发的节日

形成过程中越是常态。可以明确的

是，作为一种社会面的禁忌，寒食最

早实存于东汉并州太原一带，民间

自下而上自发自为，禁火于隆冬。

汉代礼制以冬至日钻燧改火，改火

前必禁断旧火，也不知太原郡民隆

冬禁火是否与此有关。

另有蔡邕《琴操》“五月五日不得

举发火”之说。其说自有根据。《后汉

书 · 礼仪志》以夏至“禁举大火”。《月

令》谓仲夏月“毋用火南方”。足见

五月五即夏至禁火有迹可循。

是以，东汉时代寒食究竟在何

时，风俗不齐，莫衷

一是。但无论冬夏，

都 还 没 有 指 向 清

明。自东汉至三国，

较短时期内情况幡

然一变。最迟于曹

操《明罚令》前，寒食

已明白无疑地指向

冬至后一百零五日：

闻太原、上党、

西河、雁门，冬至后

百五日，皆绝火寒

食，……北方冱寒之

地，老少羸弱，将有

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

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

长夺一月俸。

这恐非自然演进，当出乎自上

而下的风俗整饬。这时我们再读

《后汉书 · 周举传》，似有所悟：

太原一郡，……士民每冬中辄

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

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

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

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

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

大抵周举在太原郡施行了一场

风俗改革。但民间禁忌，根深蒂固，

哪是一纸吊书便能化解？既然难

禁，不如采取引导举措。一是改迁

寒食时令，二是缩短寒食周期。清

明正当冷暖交，寒尽阳气升，此时寒

食三日，危害不大。

另一方面，暮春上巳亦即清明

时节本须墓祭，祭祀介君之灵更显

天经地义。更遑论墓祭郊游，早出

晚回，“侵晨祭罢薄暮归”，来去总须

整日。前日“炊熟”，寒食出行，在外

野餐，本为冷餐。不仅不以为苦，还

饶有兴味。如此这般，水到渠成。

二变：寒食节横空出世
稍加验算，就会发现，冬至后一

百零五日正满七个节气，严丝合缝

落在清明。也即，寒食改革，从隆冬

移出，其移入本意是对标清明。

从来禁火日，会接清明朝。（《全

唐诗》卷八六 ·张说《奉和圣制寒食

作应制》）

在落地过程中却又不得不有所

分化。既有禁火，自然还要举火。

禁火为第一节点，改火为第二节

点。乃以清明交节为基准，设为改

火日，前推一两日，设为禁火日。寒

食、清明，各为头尾。唐人将这三日

视为整体，统称寒食。

盛唐的突出特征，还不仅在于

国力之强盛与疆域之广大，更在于

内生的活力与踊跃的精神，强有力

的岁时造节运动，以及由此而来的

广泛而深远的社会文化动员与生活

方式转型即是表现之一。现代意义

上的中国节，趋于形成。寒食就是

这一波造节运动的直接受益者，一

跃为唐代最主流的节日：

（开元廿年五月癸卯）寒食上

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旧唐

书 ·玄宗纪》）

顺民情，推动墓祭上行而礼制

下行，从“礼经无文”到“编入五礼”，

遂至于“永为恒式”。寒食由民间淫

祀转为朝廷正祀，完成了主流化经

典化。上巳节作为暮春节俗集大成

的混一状态被打破，招魂续魄事象

从此分化，归入寒食。

《唐六典》卷二《开元假宁令》：

“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寒食通

清明，四日。”《唐六典》卷六《刑部都

官》：“官户奴婢，元日、冬至、寒食，

放三日假。”敦煌遗书《寒食篇》（编

号P.3608V）：“天运四时成一年，八

节相迎尽可怜。秋贵重阳冬贵蜡，

不如寒食在春前。”在唐玄宗时代，

寒食不仅成了法定节日，进而成为

法定假日。且寒食节极重要，不仅

厕身唐八大节，与上巳相并列，更在

八节之中跻身上三节，堪与元日、冬

至相比肩。惟上三节允准全民放

假，恩及官户、奴婢。官户、奴婢这

样的低贱人，终岁苦于役使，全年仅

三次假，而寒食列其一——节日重

不重要，关键看假期给不给足。此

后，寒食清明假进一步扩充。大历

十三年改五日，贞元中增为七日。

三变：天下赐火重清明
隋唐士大夫重新审视寒食禁

火，追本溯源，对介子推传说颇不信

从。新观念主张：寒食禁火源于周

代四时变火与春修火禁，而春修火

禁源于太古火历时代三月季春大火

星崇拜。自隋人杜公瞻以来，隋唐

精英重建了寒食禁火的常识谱系与

历史叙事，并由此，为清明改火升格

为清明赐火做好了铺垫。

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顺

阳气。（《唐会要》）

至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

前钻火。（唐《辇下岁时记》）

唐时惟清明取榆柳火以赐近

臣、戚里，本朝因之。（宋 ·宋敏求《春

明退朝录》）

赐火与改火大不同。改火是生

活的刚需，纯属自然而然；赐火则是

礼制创设，由皇帝颁赐，自有深远用

心。赐火究竟起于何时，目前缺乏

直接的史料。从唐诗中为数众多的

清明赐火诗看，主要分布在中晚唐，

最早最密集的一批诗作约在唐代宗

大历年间，尤以王濯、韩濬、史延、郑

辕四人均于大历九年进士及第，进

士试题以《清明日赐百僚新火》为

题，四首同题诗一并收入《全唐诗》，

可见当年盛况。这种撬动科举杠杆

昭告天下的集中发力举措，似可证

赐火约始于大历九年前后。

赐火本质上是

宗教性、政治性、表

演性的：寒食第三

日即清明当日，御

殿钻燧、中使策马、

朱骑传烛、光耀九

衢 。 所 见 者 火 光

也，所闻者蹄声也，

所感者皇恩也，构

建起富于神性美学

属性的仪式动线。

新火所赐范围固然

有限，但沿途目击

的受众与口耳相传

的播布，弥满天下。

这像是盛唐该

有的景象，却为何

生在中唐？

是时，安史之

乱初平，藩镇长期割据局面已成。

唐朝君主在弱皇权下，亟需重振法

统，再造权威。硬处无力，就从软处

着力。清明赐火从立意创意，到仪

式设计，从动线规划，到发动士人集

体创作以扇动舆论场，绝对是一次

精心安排、周密组织的文化工程，简

直像极了一场快闪，而这些诗赋就

像不断被人转发、被平台推送的短

视频。如此努力的背后，是饱受罹

难后改火再受命的政治神学隐喻，

是王朝中兴天佑大唐的深深期许。

因着赐火，在寒食清明二元结

构中，清明得自上而下的贵气加持，

权重陡然增加。它不再只是寒食内

在的一部分，而成为足以与寒食分

庭抗礼的一极。至此，季春岁时大

节实现了两轮剥离：先从上巳剥离

寒食，再从寒食剥离清明。

二元结构逆袭上位
寒食清明二元结构，既在礼俗

事象上完全分工，在气质格调上也

便截然不同。寒食主闭，禁火是也；

清明主开，改火是也。寒食主死，墓

祭是也；清明主生，郊游是也。阴阳

相济，相反相成。寒食之后，民心民

情只待清明。既已改火，百无禁

忌。郊游踏青自不在话下，不仅此，

上巳会男女亦为清明收纳。

以孟棨《本事诗》的讲法，博陵

崔护赴京赶考，于清明日游城南，得

遇少女。崔护内向，少女含羞，两人

相对无语。就此一别经年，再未相

见。直至来春又清明，崔护再访城

南，却见门墙如故，空锁春深。乃于

门扉上写下《题都城南庄》：去年今

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

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当我们从唐诗稍拓展至唐传

奇，便发觉“博陵崔书生”清明爱

遇，那实在是一系列玄怪小说的大

母题。在类型叙事中：男女交叠加

阴阳交，其实质即寒食叠加上巳；

女子亦人亦鬼，这是寒食墓祭主题

的文化基底；女子死而复生，这是

清明复活主题的文化基底；男女郊

游野恋，这是上巳崇祀高禖野奔不

禁的文化基底。从慎终追远对标

寒食，经送死迎生对标清明，到生

殖驱动对标上巳，崔书生类型叙事

本身即是清明节内在结构发育成

熟的隐喻——清明节前统寒食，后

统上巳，既是时序上的前后枢纽，

又是意涵上的自然衔接，终成生态

位上的居中统摄。

至此，清明与上巳，不仅时令基

本重叠，文化生态

位也已完全重合，

形成了不共生的竞

争局面。而从寒食

一头看，寒食倘能

守住禁火墓祭基本

盘，则尚不至于失

位。但问题就出在

这：祭祀本是需要

用火的。

《诗 · 大雅 · 生

民》：“取萧祭脂，取

羝以軷，载燔载烈，

以兴嗣岁。”因火以

烧化，藉此为灵媒，

乃 可 达“ 行 神 之

所”，不用火的祭祀

终究不到位。但寒

食禁火，如此便与

人情相违。王建《寒食行》：“三日

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供

奉纸钱却不得烧，唐人心里并非没

有想法。一面是官方寒食禁忌走

弱，另一面是民间烧纸刚需走强。

那么墓祭用火的突破，也就只是早

晚的事了。

实际上，禁火是从民间上行的，

解禁也是从民间先行的。《新五代

史 · 晋家人传》：“五代，干戈贼乱之

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

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

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天子而

为闾阎鄙俚之事者多矣！”连五代的

君王都跟着做了，足见积习成风，由

来已久，唐时必已传开。宋代火镰

广为普及，野外取火的技术限制完

全破除。唐代城市宵禁至宋废止，

唐代寒食火禁入宋亦趋消解，烧纸

更司空见惯。唐宋之变，可见一斑。

野哭行歌满道边，纸灰飞处落

乌鸢。（宋 ·吕本中《寒食 ·其三》）

人家青烟不禁火，俚俗岂复思

子推？（宋 ·陆游《一百五日行》）

禁火是寒食的核心事象。一个

不再禁火的寒食节，便逐渐空心化，

立不住了。清明前几日当然仍要墓

祭，这无关寒食，三月墓祭古已有

之。如今烟火之禁废去，寒食之名

蜕去，人情畅达。

寒食清明二元结构是一个重心

不断迁移的动态系统。从唐玄宗重

寒食、以寒食统清明，到唐代宗寒食

清明并重、禁火赐火各执一端，到此

时进一步向清明倾斜。数百年间，

暮春诸节离合重组，升降沉浮，一再

剥离与拆分后，终于分久必合。清

明整合了寒食墓祭，整合了上巳禊

游，后来居上，完成了“大逆袭”；薪

火相继，实现了大传承。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年 月7日 星期日

本版编辑∶史佳林

国学论谭  

本报零售价
每份 1.00元

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

●国内邮发代号3-5/国外发行代号D694/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100020050030/社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编:200041/总机:021-22899999转各部

●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泰国、菲律宾、日本、法国、巴拿马、意大利、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英国、德国、希腊、葡萄牙、捷克、瑞典、奥地利等
● 本 报 印 刷 :上 海 报 业 集 团 印 务 中 心 等 ,在 国 内 外 6个 印 点 同 时 开 印/上 海 灵 石 、上 海 龙 吴 、上 海 界 龙/北 京 、香 港 、美 国 洛 杉 矶

◆ 姚 渊

■五代 ·赵喦《八达春游图》

■ 元 ·王振鹏《驭马踏青图》

（局部）

岁时竞争中的清明节“大逆袭”
从节气到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