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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立春、雨水、惊蛰、春分四个
节气之后，2024年的春季业已来到后半
程。清明时节，此时的关中大地时花风
起、气清景明，桃花、梨花、杏花、樱花等
都竞相开放，赶着趟儿装点春色，地处
关中腹地的古都西安也迎来了一年中
最好的时节。
清明，是中华节气中最为特殊的一

个，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每年此间在
距西安不远的黄陵县举行的公祭始祖
轩辕黄帝大典，让这个节气在春光里平
添几分庄严凝重。这一天，我们为自己
的亲人点燃一炷心香来寄托哀思。每
年此时的西安，总是会飘落或多或少的
雨丝，雨丝成了哀思，于是大家都会吟
诵出那句“清明时节雨纷纷”来。在这
种氛围下，人们只能感叹西安果然是十
三朝帝都，神奇无比。
有清明节气，也有《清明》诗歌，大

家都知道流传最广的这首《清明》，作者
杜牧，却没有人去细细考究诗歌的出
处。当然，古称长安的西安是一座诗
城，有唐一代是诗歌的时代，每一首流
传下来的诗歌都在注脚这个时代、这座
帝都，更何况一首由地地道道生长在帝
都名门的诗人所做的名诗！这种经验
主义的误差成就了商家的机敏，从晚唐
开始，多少酒家竖起酒幌自称正宗“杏
花村”，又有多少关于酒仙、诗仙和“小
李杜”的佳话在垆中坊间流传。
在唐代，关于清明的诗作不少：

“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
（杜甫《清明》）、“好风胧月清明夜，碧砌
红轩刺史家”（白居易《清明夜》）、“清娥
画扇中，春树郁金红”（温庭筠《清明
日》）等佳句流传至今，从中很少能见到

将清明与孤苦、愁思、缅怀等情绪联结
的，更多的是春景、春情的描写，情绪自
然是昂扬奔放的。唯独杜牧的这首
《清明》出现，让这个节气与节日的情调
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仔细追述文学的历史也是有趣的，

唐代的牧童遥指了杏花村，但杜牧的外
甥裴延翰亲自为舅舅编写了《樊川文
集》，没有记录这首作品，《全唐诗》里也
没有收录，反倒是最早在南宋人谢枋得
编录的《千家诗》里出现。中间两百年
的时间让杏花村在哪里自然有了争
论。京兆长安、山西汾阳、金陵南京、湖
北黄州、安徽池州都是备选答案。不管
怎样，杜牧与长安是无论怎样也割裂不
开的，早年间的《阿房宫赋》让他声名鹊
起，中年时“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
次第开”（《过华清宫》）、“南山与秋色，气
势两相高”（《长安秋望》），再到晚年回到
长安城南樊川故居，杜牧经历了个人生

命中的景色，也描写了这座都城的四
季，感悟并明白了历史的节律，那是与
节气一样无法靠人力来改变的客观存
在，人们只有尊重和顺应。于是乎，在
生命的最后时刻，杜牧为自己写下了墓
志铭，却检校再三焚烧掉了，与之一起
的，还有一生所做的认为价值不大的大
量诗文，最后留下的只有很少的一部
分。难怪到自己外甥为自己编纂文集
之时，已经没有多少素材可选了。

或许，这首《清明》就在被焚烧之
列，但是诗作已经流传在市井民间，口
口相传，等到一段时间的潜泳之后，又
回归大众文学的视野。就像春天和清
明时节一样，去了还要回来。毕竟，有
杜牧和诗作在，清明就在，昨日长安和
今日西安也就在。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作家、编剧，

西安文史艺术研究院副秘书长）
题图照片摄影新报记者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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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 王少杰 刻铜—

清欢小札

清明·新生
文/张治

清明这一天，节气与节日重合，自然

与人文交汇。《岁时百问》上说:“万物生长

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节气清明反映的是大自然物候变

化，此时阳光明媚、万物生发、气清景明，

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光。清明既是礼敬

先祖、慎终追远的肃穆节日，同时也是踏

青郊游、亲近自然的欢乐节日。

清明前，天津五大道睦南花园的玉

兰花盛开，赏花拍照的游人如织。稍后，

大理道上的海棠花就会灿烂绽放，为春天

的津城带来生命的欢愉和舞动。“梨花风

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此时的天

津和风煦暖，天朗地宁，满眼盎然之春光

与生机，这就是《论语》中说的“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矣”。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

斜。”暮春时节的长安城处处柳絮飞舞、落

红无数，寒食节东风吹拂着皇家花园的柳

枝。长安是千年古都、东方文明的中心、

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风貌”不仅仅是

青龙寺的樱花、终南山的胜境、古观音寺

的银杏树、大唐不夜城的滚滚人流……

更是西安媒体人锋哲老师笔下长安气象

万千的诗情画意和人文情愫。

清明，远足踏青，亲近自然，催护

新生。

清明，奏响了新时节、新希望、新生

命的交响曲。

清明在 长安在
张锋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