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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品二十四节气 读风雅赏民俗

清明时节的传统民俗，样样都带着春
天的味道，踏青、荡秋千、吃青团、放风筝，
处处蕴含着祥和蓬勃的春意。

今年60岁的王建新，是天津市风筝运
动协会副主席，要说他跟风筝的缘分，还得
从儿时说起，当时，王建新家里的亲戚，有
不少人都在杨柳青风筝厂上班，其中一位
跟他关系十分要好的表哥，一直在厂里担
任风筝设计师。表哥设计出来的硬翅风
筝、拍子风筝、直串风筝，花样繁多、精美耐
用，除了销往天津及国内其他地方，还曾出
口到20多个国家。当年，在表哥的带动
下，王建新很小就开始自己动手做风筝了，
常常跟左邻右舍的小伙伴儿一起，点灯熬
油地模仿大人的样子，劈竹条、绑架子，而
这也成了他童年记忆中最快乐的部分。

春天，一个适合放风筝的季节，微风不
燥，风力持续，天空湛蓝而明媚，尤其到了
清明前后，人们在踏青游春的时候，常常会
放一放风筝，“风筝在我们国家到现在已经
有两千四百多年历史，清明时节放风筝，寓
意对逝去之人的追思、纪念，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放晦气，把不好的运气和烦恼啊，通通
放飞到九霄云外。”王建新说。

做风筝是个磨性子的事儿，纯手工制
作一架风筝，从加工竹料、烤制定型、绑架
子、糊纸彩绘，再到调整试飞，全部工序忙
下来得好几天，相当考验制作者的手艺和
耐力，王建新说：“做风筝骨架相当麻烦，竹
子劈完了刮，刮完了削，削完了还刮，一定
得坐得住，以前也带过徒弟，可人家在这儿
刮竹子，刮了没一个月就走了，再找就不来
了，觉得太枯燥乏味啦。”眼看着坐在工作
室里招徒弟比较费劲，王建新换了个方法，
从小范围收徒改为广泛培养，他把目标对
准校园，抓住各种机会走进中小学，手把手
教孩子们学习制作风筝，如此一来收获果
然很大，许多孩子都喜欢上了风筝，有的学
校甚至还专门增设了相关的手工兴趣课。

风筝，因风而生，踏青，因美景而
盛。清明时节的诸多民俗当中，无论是
美食还是活动，都饱含着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期许和向往，而所有这些顺应大自
然风雨物候、凝聚百姓勤劳智慧的产物，
无一不与时节紧密交织在一起，二十四
节气以及那些从节气中孕育而来的浩瀚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如同这微风、细雨
和阳光一般，滋养着我们的生命，世世代
代，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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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一首节气歌，包裹着多少

人的童年记忆，又蕴含着

祖辈先贤们多么厚重的智

慧与哲理，品不完的文化

内涵，道不尽的典故传说，

这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

四节气。

天津文史学者段志涛，近两年一
直在研究与二十四节气有关的内容，
并编写出版了一本叫做《风雅时节》的
书。不同于单纯讲述节气知识的科普
类书籍，段老师这本书更侧重“风雅”二
字，分章节描绘了每个节气的民俗文
化以及历朝历代与时节相关的诗词佳
作，“尤其这些节气的名字令人十分着
迷，比如小满，一听到就感觉世间一切
皆为满意啊，而且非常有意思，有小雪
有大雪，有小寒有大寒，但唯独没有大
满，我们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过犹不
及，物极必反，大满太满就要满招损，所
以在节气的命名上，也体现了古人的
智慧，他们把天、地、人、物融为一个整
体，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可以说是
我们中国人的时间哲学。”段志涛说。

中国的农耕文化历史悠久，在漫
长的岁月中，我们的先祖意识到，四季
交替，万物轮回，并非混沌无序，而是在
遵循一定的章法，周而复始地运转
着。蝉鸣何时响起，彩虹何时挂上天
空，不同的作物何时播种、又在何时成
熟，都有它的规律。我国传统历法农
历，最初就是在“四时八节”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殷、周之交分出四时，春秋时代
已有八节，战国时期，就制定出立春、立
夏、立秋、立冬，以及冬至、夏至这几个
节气，后经不断细化，最终构建起了由

七十二个物候组成的“二十四节气”气
象学体系和农事经纬。

眼下正是清明时节，天气温润舒
适，清澈明朗，因此用“清明”二字来命
名这样一个节气是十分恰当的，那么，
清明作为节日，踏青扫墓、缅怀故人的
习俗又是怎么来的呢？这就得从清明
节前一天的寒食节说起了。

《左传》中记载，晋国公子重耳为
躲避祸乱流亡他国长达19年，一个名
叫介子推的随从对他忠心耿耿，不离
不弃，后来重耳励精图治，成为春秋五
霸之一的晋文公，可因为受谗臣蛊惑，
晋文公与介子推产生嫌隙，介子推辞
去官职隐居深山。晋文公醒悟过来
后，想让介子推回到自己身边，为了迫
使其相见，便下令把山围起来放火烧，
没想到介子推宁死不出山，最终被烧
死在一棵柳树旁，临死前，他留下一句
话说：“唯愿主公常清明”，以此激励晋
文公，希望他能关爱百姓、强大国家，晋

文公非常感动，把介子推的死难日定
为寒食日，禁火寒食，寄托哀思。

传说，介子推去世第二年，晋文公
再次去祭奠他的时候，发现之前被烧
的老柳树竟然死而复活了，于是亲自
给老柳树赐名“清明柳”，并把寒食节的
后一天定为清明节，后来，寒食节与清
明节逐渐合二为一，作为我国的传统
节日，一直流传到现在，距今已有两千
多年历史了。

说到清明，还有一个节日不得不
提，那就是我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
——上巳节，而昨日正好是上巳节。
上巳节的节期是农历三月初三，处于
清明节气之内。《诗经》中记载，每到上
巳节，青年男女便会结伴出行，以互赠
芍药来传情达意，魏晋以后，这项风俗
逐渐演变为青年男子相约到河边沐
浴，寓意洗去不祥，消除灾祸。除此以
外，折柳祈福、祭祀宴饮、曲水流觞、郊
外游春等，也是上巳节的常见活动。

如今，回顾二十四节气也好，单说
清明时节也罢，都不仅仅是在说一种
气候现象，更多的，是在品味与之相关
的文化内涵，正如段志涛在书中所说，
清明节，体现的是我们慎终追远的民
族性格，历史的长河中，春秋英烈，魏晋
风华，唐宋优雅，千年岁月流逝，至今人
们对清明的礼敬和期许，一如初衷。

霍树青，出生于杨柳青年画世家，
他的父亲、叔叔和姑姑都是资深的年画
艺人，五彩斑斓活灵活现的年画形象，
仿佛如影随形的玩伴，陪他度过了整个
童年，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小时候，每到
一些重要节气，家里的长辈们都会创作
一些与当下时节相呼应的作品，如《仕
女游春图》，作为传统年画，更多地出现
在清明时节。画中，古代年轻女子手持
鲜花，眉眼含笑，在一片春色中惬意徜
徉，我们虽不得闻其声，却依旧能够从画
中人的神态中感受到踏青的喜悦之情。

一片片嫩绿的柳叶，一只只灵动
的燕子，随着画笔的描绘，有了颜色，仿
佛也有了生命，雀跃着，将春的气息传
递出来，飞入田间地头。

刘金月，种了一辈子地，对各种机

械化农机具，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干起
活儿来劲头十足，然而回忆起自己在
庄稼地里最有趣、最值得怀念的过往，
刘金月觉得，还得是他十几岁时刚开
始种地的那段经历。那会儿，他每天
扎在田间地头，听父辈们念叨着各种
农业谚语、传授自古流传下来的耕种
经验，可谓受益一生。刘金月说：“别看
时代变了，设备变了，古人留下的老办

法还是不能丢，到了什么节气种什么
东西都是有说法的，清明前后种瓜种
豆，西瓜从下籽到爬蔓都有它的周期，
而且只有这个时节昼夜温差大，西瓜
甜，到了伏天昼夜温差不大，再种西瓜
就不甜了，这就是节气的意义啊。”

不论现如今机械化耕种方式取代
了多少畜力、提升了多大效率，这二十
四节气在农业生产中的指导作用始终
至关重要。古人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
翔实的数据，他们仅凭双眼双手和一份
勤劳智慧，便在生产劳作中，总结归纳
出了这套时间节律，既是大道至简的哲
学，也是动人心魄的美学，它很大，包罗
万象，广阔到无处不在。同时，它又很
小，一滴雨、一粒麦子都是它的化身，被
人们握在手里，绕在指尖，代代相传。

二十四节气之风雅韵味

我们身边的节气

清明时节民俗多

杨柳青年画杨柳青年画

山花盛开山花盛开

段志涛著作段志涛著作《《风雅时节风雅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