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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周恩来极重情

义，尤其面对为国英勇捐躯的

革命志士们，他常常深感惋惜，

泪泣悲痛之，并撰写题词或题

诗以及挽联深切悼念之。诗文

皆工的他善于运用题词或题诗

以及挽联来言志、抒怀、寄情，

其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感情真

挚，语言精练，无论用典或对仗

都有他的特色。

“种子撒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湖南工人运动领袖黄爱是与周恩来并肩
战斗过的革命同志。在国家危急存亡之时，他
奋起反抗、不惧强敌；在众人思想迂腐、麻木不
仁之刻，他高瞻远瞩、推陈出新。他饱受折磨
后仍大义凛然，高呼“我的生命，终必为劳动运
动一死”。

1919年，黄爱考入天津直隶专门工业学
校不久后，五四运动爆发，在“国土不可断送、
人民不可低头”的铮铮怒吼中，青年黄爱挺身
而出，自觉锻炼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
在李大钊、周恩来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下，他
将自己的名字黄正品改为黄爱，以表其爱国爱
民之志。
黄爱同周恩来一道战斗，随觉悟社和天津

学联请愿团赴京向北洋政府示威，要求释放被
捕代表、惩办卖国贼。他在北京加入工读互助
团，继续在北京、天津等地从事工人斗争。
1920年9月，黄爱回到长沙，与庞人铨等组织
湖南劳工会，以“团结工人，改造物质的生活，
增进劳工的知识，谋求工人福利”为宗旨，发动
工人起来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

1922年1月13日，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发
动大罢工，遭到反动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当
场死亡3人，伤30人。黄爱和庞人铨闻讯后立
即赶到现场指挥，代表工人向反动军阀政府提
出给工人发双薪、军队一律从纱厂撤出、发给
死难丧葬费、被伤工人发给调治费等共11项
合理要求。黄爱激动地说：“我决定洒我的热
血，做第一个牺牲者，去换得自由来。将来世
界能享着自由，这不是我最大的希望么！”反动
军阀政府对黄爱长期以来从事工人运动恨之
入骨，1月16日夜，派兵包围湖南劳工会，逮捕
了他和庞人铨。因他和庞人铨在工人中享有
较高威望，军阀当局未经审讯，翌日晨便将他
和庞人铨在长沙浏阳门外残忍杀害。他被砍
三刀后仍奋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

黄爱与庞人铨殉难的消息迅速传遍全
国，引起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毛泽
东立即在长沙举行两次追悼会，发行纪念特
刊，把湖南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推向高潮，
同时还策动在上海等地进行追悼烈士、抗议
暴行的斗争。

其时，惊闻黄爱被敌人杀害的噩耗后，周
恩来怀着悲痛的心情，为烈士挥笔题写了“种
子撒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的挽联，寓意革命
种子在烈士鲜血的浇灌下，必定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革命必定成功。

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做出决
议，将每年1月17日定为黄爱、庞人铨殉难纪
念日，以寄哀思。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北工农
红军的创建者。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
业后参加北伐战争，曾在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
工作。1936年，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
会副主任兼北路军总指挥。这年春，奉党中

央、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命，刘志丹率领陕北红
军参加到红一方面军渡（黄）河东征战役中，担
任红二十八军军长。

4月14日，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当遭
遇阎锡山部的狙击时，刘志丹身先士卒，亲临
一线指挥进行激烈战斗、攻城闯关，在重创敌
人之后，不幸中弹，身负重伤。他苏醒过来的
第一句话、也是他留下的遗言是：“不要管我，
坚决消灭敌人！”之后壮烈牺牲。刘志丹牺牲
时，身边仅有几份他反复阅读过的党的文件，
一件破大衣、一个纸烟盒和几根香烟。
刘志丹牺牲的噩耗，使陕北民众和广大指

战员陷入了极度悲痛之中。为了全面、客观、
公正地评价刘志丹光辉而短暂的一生，周恩来
代表中共中央起草悼词时，曾找陕甘苏区不少
同志了解刘志丹的情况。刘志丹的遗体运到
瓦窑堡后，周恩来十分悲痛，深情地与身边同
志说：“志丹是个好同志，他的牺牲是红军的重
大损失，我们要永远纪念他。”4月23日，周恩
来亲视入殓，并代表中共中央及其他领导人亲
切慰问了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女儿刘力贞；
4月24日，周恩来主持了有近3000人参加的
刘志丹追悼大会，并和博古先后致悼词。周恩
来在悼词里高度评价刘志丹是党的好儿子、人
民的英雄，他的卓著功勋和英雄业绩，永远值
得我们怀念。会后，周恩来等领导人亲扶灵
柩，将刘志丹安葬在瓦窑堡南门外3里处的水
沟坪山坡上。

为了纪念刘志丹，中共中央于1936年 6
月决定：将刘志丹的故乡保安县正式改名为
志丹县。并在此为他修了陵墓。毛泽东、周
恩来尽管年龄都大于刘志丹、同桂荣夫妇，但
一直都称呼同桂荣为“刘嫂子”，以表示对刘
志丹的敬重。

1943年，刘志丹殉国7周年之际，周恩来
怀着深厚的革命感情和悲痛纪念的心情，为陵

墓敬书了一首题诗：“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
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周恩来这一题诗虽仅短短四句二十个字，

却包含着对刘志丹英雄一生和光辉品格的深
刻了解，对他的辉煌业绩和卓越能力的高度赞
颂，也凝聚着周恩来和人民群众对刘志丹的无
限缅怀与敬仰之情。

“长夜辄深思，团结精诚，
仍是当今急务；

同胞须猛省，猜疑摩擦，
皆蒙日寇阴谋。”

涂正坤，湖南平江人，1925年5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作为湘鄂赣省委主要领导人，在极
端困难的环境下，涂正坤动员苏区广大军民与
敌人展开顽强战斗，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为革命保存了一批干部和战士。1937年2月，
涂正坤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
七七事变爆发后，涂正坤多次主持召开省

委会议，研究实现团结抗日的问题，决定一面
派人请示中央，一面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停
战。7月15日，国民党政府武汉行营派来两个
参谋和一个团副，涂正坤和傅秋涛、钟期光作
为红军游击队代表与对方进行了谈判。涂正
坤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团结抗日的
方针，严正驳斥了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所谓“一
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谬论。湘鄂赣
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顺利地改编为新四军第
一支队第一团，随后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涂正坤留在平江县工作，并在嘉义镇成立

了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公开身份是新四军
上校参议、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负责

人，党内职务是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兼湘鄂赣
特委书记。涂正坤领导特委和通讯处，全力以
赴地投入到湘鄂赣边区的抗日救亡斗争。

1939年1月，国民党制定了“溶共、防共、
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各地接连发生袭击、
杀害共产党人和抗日军民的反共摩擦事件。
涂正坤觉察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多次召
集特委和通讯处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
应急措施。6月12日下午3时，国民党第二
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派兵秘密包围了新
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杨森所部中尉
侦察员张绍奇以请涂正坤去嘉义区公所商议
抗日紧急事宜为名，将涂正坤引到离通讯处
30多米的巷口。预先埋伏在巷口的几个刽子
手对准涂正坤猛烈扫射，涂正坤身中数弹，倒
在血泊之中。
国民党制造的“平江惨案”，杀害了我新四

军设在湖南平江留守处的罗梓铭、涂正坤、吴
贺立等10人。1939年8月1日，延安各界人士
举行追悼大会，周恩来撰联以志悼念：“长夜辄
深思，团结精诚，仍是当今急务；同胞须猛省，
猜疑摩擦，皆蒙日寇阴谋。”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
加紧制造反共摩擦活动。皖南事变是抗战期
间国民党顽固派对华中的新四军军部所发动
的一次突然袭击，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
顶点。1940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
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便把反共中
心转向华中。他们一方面在华中不断制造军
事摩擦，打算用武力消灭新四军；另一方面又
企图通过谈判来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压
迫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
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
发往长江以北，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
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
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
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在同
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
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
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
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
“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同国民党顽
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周恩来为书
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
在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在重庆同国民党顽
固派展开了坚决斗争，从政治上、宣传上进行
了猛烈反击。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
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
打电话怒斥何应钦。

当周恩来得悉重庆《新华日报》关于揭露
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压后，
立即满含悲愤地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
题词，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登在被扣稿件的
位置上，在《新华日报》刊出。

这样，周恩来借助媒体，睿智巧妙地将事
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在对皖南新四军将士表
达无限哀悼的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
径进行了有力的声讨。
书为心画。周恩来的这幅题字用笔艰涩，

结构险绝，章法跌宕，满含悲愤之情。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人遥指杏花村。

几乎无人不晓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的这
首《清明》，但凡清明节来临之际，它便自然
地由人们的口中吟哦而出，音节和谐圆满，
呈现的意象清新生动，一千多年来仍是余韵
邈然，耐人寻味。

杜牧（803—852年），字牧之，又号樊川。
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德宗时宰相杜
祐之孙。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大和进士，曾为
江西观察使、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和淮南节度
使牛僧孺的幕僚，历任监察御史，黄、池、睦诸
州刺史，司勋员外郎，官终中书舍人。

杜牧政治上意气风发，振奋昂扬，生活上
放荡不羁，风流自赏。他与李商隐同为晚唐
最著名的诗人，相对于盛唐著名诗人李白、杜
甫，他们并称为“小李杜”，故杜牧又被称为
“小杜”。

杜牧的风流才气，一一呈现在他的诗文
中，那一篇篇经典诗文，既有指陈时政的慨
叹，亦有写景抒情的观感。《清明》通俗流畅，
一气吟成，写出了作者作为羁旅之人，在清丽
春雨中迷茫纷乱的心情。
“清明时节雨纷纷”，这是幅凄凉而又美

丽的画面，很能使你想起韩愈的诗句：“天街
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清明已是暮
春时节，柳绿花红，春光明媚是此时节的常
态，可气候也变化无常，所谓乍暖还寒，时而
有疾风骤雨，而更多的是细雨纷纷。
“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

春雨挟着冷气，欺凌早开的花朵，雾气漫着
烟缕，困缠垂拂的柳条，千里烟雨暗暗地催
促着晚春的迟暮。南宋婉约派词人史达祖

的这几句词，可算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最精
确的注脚了。

清明是农事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节
气，此时暖气上升，风和日丽，“万物至此皆洁
齐而清明”，“清明节”由此而得名。古人由周
代就已开始过清明节了，习俗有扫墓、踏青、
插柳戴花、蹴鞠、放风筝等等。本应是个家人
团聚情调色彩都很浓郁的节日，或扫墓上坟，
或游玩观赏。可是，羁旅之人行色匆匆，身在
雨丝风片之中，顶风冒雨趱行，巾履沾湿，行
倦兴败，心头的滋味难以言状。何时雨止，何
处歇脚，“路上行人欲断魂”啊！

纷纷洒洒的细雨之中，行人在雨丝雾气
的荒郊野外，踽踽独行，多想在不远的前方，
找个酒店，避雨小憩，小酌几杯，以解料峭春
寒，暖暖被淋湿的躯体。可是，憩息小酌的
地方在哪呢？“借问酒家何处有”，行人也就
是杜牧在询问路人，哪里有酒店，哪里可以
饮酒憩息呀？其急切的心情已经溢于诗句
之中。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牧童遥指杏花
村”，终于问到一个牧童，当诗人问道：“哪里
有小酒店啊？”这个放牛的娃娃一手牵着耕
牛，一手向前方远远一指：“顺着我的手指瞧，
前方就有小酒店。”这“遥指”呈现出视觉的美
感，隐隐约约红杏梢头，挑出了一个酒帘。
“路上行人欲断魂”，这是诗人眼前状况

和身世境遇的自况。为人刚直，不肯逢迎权
贵，是杜牧为人处世的本色。这也就难怪他
长期辗转飘迫，郁郁不得志。“十载飘然绳检
外，樽前自献自为酬。”飘然于绳检羁束之外，
除却天马行空，乐得逍遥外，富余的时间和脑
神经，使他对历史过往，对时政利弊，细致梳

理，大胆针砭。
忧国忧民，愤世嫉俗。正是忧愤之中呕

心沥血所作的《阿房宫赋》，却在冥冥之中成
就了他功成名就的基石，也成为他的经典传
世之作。匡时济世，忧国忧民，是这篇文章的
中心和主题。赋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
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
人也。”鉴古知今可谓言尽而意无穷了。

说来有趣，三年后，正是《阿房宫赋》征服
了太学博士吴武陵，主考官经吴博士推荐也
大为欣赏，以第五名的成绩，使杜牧一举中
第。“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天下芸芸
仕子皓首穷经、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

杜牧少年得志入朝为官，可仕途却从未
得意。“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怀才不遇，
生不逢时。超然物外，形单影只。唯此，思维
和意象都有了质的飞跃，对历史兴替别具慧
眼，有着别样的总结和感怀。如《过华清宫绝
句三首》，用的就是以微见著的笔法，鞭挞唐
玄宗与杨贵妃骄奢淫逸的生活，其中有：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杜牧的诗作常常有着历史的穿越，忽而
眼前，忽而昔年，忽而往古，忽而现在，忽而
杂糅古今；忽而为一己哀愁，忽而为千古情
事，忽而熔二者于一炉；挥洒自如，放纵不
羁，文字的表述跳跃性极大，如《润州二首》，
其中有：

向吴亭东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

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

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

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

诗人江南游历途经赤壁，凭吊三国古战

场，发“怀古之幽情”，借史事吐胸中之块垒，
暗含“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慨叹，这便是
他的七言绝句《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杜牧生活在晚唐，那是个藩镇割据、党争
激烈、宦官专权、皇位频更的风雨飘摇的岁
月，可官僚贵族仍然沉浸于声色歌舞、纸醉金
迷的生活，以《玉树后庭花》的靡靡之音，填补
他们腐朽而空虚的灵魂。诗人经建康（今南
京）秦淮河，以所见所闻作《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杜牧读史论史从不落人云亦云的窠臼，
向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所发议论往往出人意
料，发人深省。他在做池州刺史时，来到和县
乌江浦，凭吊项羽自刎之处，对这段历史的思
考采用的就是反说其事的方法，所作《题乌江
亭》云：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诗人咏史之作中不乏同情弱者的篇什，
如《秋夕》就是以真情实感的笔法，描写了失
意宫女的孤独生活和凄苦心情。如此反映封
建时代妇女生活悲惨命运的诗作，在那个时
代尤为罕见。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杜牧的咏史七绝最负盛名，那些写景抒
情之作也毫不逊色。《清明》中细雨蒙蒙、酒香
阵阵的春光，秀似清流，美如画图，给人以温
馨的美感享受。此类诗作很多，如《山行》，山
路、人家、白云、红叶，诗人的笔下呈现的是一
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看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杜牧的诗作在晚唐别具风采，前人多以
“轻倩秀艳”“气俊思活”“俊迈”“俊爽”褒之。
同是晚唐“小李杜”之李商隐对他尤为推重，
称他：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清明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从起源和形成的

角度看，清明是由清明节、寒食节、上巳节三者共同

融合而成的节日。其中，寒食节是我国历史上一个

内涵非常丰富的传统节日，通常在清明的前一日或

二日，核心节俗是禁火与寒食。盛唐以来，改火活动

在民间十分盛行，具体做法是：寒食节来临时将正用

的火熄灭，到清明日再取新火。一取一灭间，两种火

被赋予了“旧”与“新”的不同价值。在宫廷内，皇帝

还会将钻燧取得的“新火”分赐臣工。此外，寒食清

明的假期在唐代也呈不断增长之势，清明的地位日

渐凸显上升，最终在中唐时期“一跃而上”，成为独立

的节日。清明节的习俗深受寒食节的影响，譬如扫

墓、斗鸡、蹴鞠、拔河、踏青等，都不过是寒食节习俗

的延续与挪移而已。但今人大部分只知清明，却几

乎将寒食节与临近的上巳节（三月初三）遗忘。在清

明习俗中，祭奠和嬉游的传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但

寒食节所蕴含的饮食文化往往被人忽略。尽管如

此，而今清明的传统食俗也是丰富多彩的。

江南流行“清明吃青团”的食俗。据明代郎瑛

《七修类稿》卷四十三记载：“古人寒食采杨桐叶，染

饭青色以祭，资阳气也，今变而为青白团子，乃此义

也。”而清代顾禄在《清嘉录》卷三解说：“市上卖青

团、焐熟藕，为居人清明祀先之品。”关于青团的做

法，袁枚《随园食单》也有记载：“捣青草为汁，和粉作

团，色如碧玉。”做青团，有的采用浆麦草，有的采用

青艾汁，也有用其他绿叶蔬菜汁和糯米粉捣制再以

豆沙为馅而成。青团作为祭祀的功能日益淡化，而

更多被人用来当做春游小吃。

江南还盛行“清明嘬螺蛳”的食俗。因为清明

前后螺肉肥美，民间有“清明螺，肥似鹅”和“清明

螺，顶老鹅”的说法。据明代医学家倪朱谟《本草

汇言》记载：“螺蛳，解酒热，消黄疸，清火眼，利大

小肠之药也。”汪曾祺好吃螺蛳，曾在《家乡的食

物》中写道：“我们家乡清明吃螺蛳，谓可以明目。

用五香煮熟螺蛳，分给孩子，一人半碗，由他们自己

用竹签挑着吃。”

客家尚有“清明吃艾粄”的食俗。清明节制作艾

粄，是流传于客家地区上千年的习俗。“粄”为客家方

言里各类糯米和黏米糕点的通称。艾粄因一般在清

明期间制作使用，故属于清明粄，也是最常见的一种

清明粄。据宋代陈元靓《事林广记·染青饭》记载：

“杨桐叶、细冬青，临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

叶染饭，色青而又光，食之资阳气，谓之杨桐饭，道家

谓之青精饭、石饥饭。”各地制作艾粄的方法及相关

习俗都大同小异，甜馅或咸馅、清蒸或煎炸的食用方

法各有千秋。客家人一般将艾粄压成扁圆状，甜味

为主；江西地区喜欢裹肉馅并且捏成饺子形。

北方还有“清明打卤面”的食俗。打卤面做法

多样，风味不一，用料随做法有差异。打卤面分清

卤、混卤两种，清卤又叫汆儿卤，混卤又叫勾芡

卤。做法不同，吃到嘴里滋味也两样。打卤不论

清混都讲究好汤，清鸡汤、白肉汤、羊肉汤均可，口

蘑丁熬的汤是汤料中隽品。汆儿卤除了白肉或羊

肉香菇酱、口蘑、干虾米、摊鸡蛋、鲜笋等一律切丁

外，北京人还要放鹿角菜，洒上点新磨的白胡椒、

生鲜香菜，辣中带鲜，才算佐料齐全；而天津人倒入

独流老醋，打卤面才正宗。

三晋流行“清明子推馍”的食俗。子推馍又称老

馍馍，外形非常别致，看上去就像是盛装打扮的馒

头，通常都是成套的，其中较大的“总馍”，再搭配几

个小馍，每个馍又分为面团和面塑两个部分。子推

馍的面团比常见的馒头要大，有些地区大馍的面团

要用十二两白面，代表一年十二个月，面团中间夹入

枣、核桃或者豆子，面团蒸好后顶上还要放一个鸡

蛋。面塑又叫面花，是用白面手工捏成的装饰物，造

型多姿多彩，活灵活现，有的是花鸟鱼虫、文房四宝，

有的是上古神兽、十二生肖。每种面花都各有来源

和说法，比如：蛇、蝎造型是祈求先祖庇佑，去除五

毒，而龙凤造型则寄托着子女成才的美好期望。

晋陕两地尚有“清明吃子福”的食俗。子福原来

作为一种祭祖供品,用白面制作,内包枣子、豆子、核

桃等物，外层放一只鸡蛋，周围盘几条面蛇，上笼蒸

熟即成。这种食品主要用来上坟祭祖，祈求子孙有

福，故名。祭祖时用一个大子福，祭完后全家分吃。

娘家每年都要给出嫁的女儿送一个子福。女儿出嫁

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娘家要特制一对子福送给女儿

女婿，女儿便抱着子福到婆家祭祖、认祖。

闽南、潮汕以及台湾地区盛行“清明吃润饼”的

食俗。润饼主要原料有春笋丝、胡萝卜丝、卷心菜

丝、韭黄、绿豆芽、香菇、酥海苔、猪腿肉、虾仁、蛋皮

丝等，吃时用薄如蝉翼的熟面皮把各种菜肴制成的

馅料包卷成枕头状，然后根据个人嗜好蘸各种酱

料。润饼嫩脆甜润，醇香多味，近似春卷，别有一番

风味。由于润饼的制作过程一般由家庭成员一起完

成，因而特别有利于亲情及民俗的交流。

许多地方都有“清明吃枣糕”的食俗。枣糕为

“满汉全席”十大糕点之一。谚云：“日吃三个枣，

一生不易老。”枣糕原是清朝宫廷御用糕点，曾有

清宫第一糕点之美称，其味香远，入口丝甜，含有

维生素C、蛋白质、钙、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既能

补脾和胃、益气生津，又有保护肝脏、增加肌力、养

颜防衰之功效。

四川还有“清明吃鱼腥草”的食俗。鱼腥草，

又名折（侧）耳根。随着川菜热销，鱼腥草赢得众

多吃客，有人吃它是为正宗，有人却连闻都不想闻

到它——觉得它味道怪异。腌好后的鱼腥草，去

掉了生腥，吸收了豆瓣的咸辣，变得鲜香。一两节

可以下半碗白稀饭，三四节可以下整碗稀饭。碗

里刨得稀里呼噜，嘴里嚼得咯吱咯吱，白米粥很快

被带下去，鲜香咸辣的感觉还留在口腔里，用舌头

舔舔，用齿颊吸吸，味道不错。凉拌的鱼腥草不能

多吃，吃多了咸。还不能多嚼，嚼多了嚼不动。

许多地方还有“清明吃馓子”的食俗。馓子，又

称食馓、捻具、寒具、麻物子，是一种油炸食品，香脆

精美。春秋战国时期，寒食节禁火时食用的“寒具”

即为馓子。北方馓子以麦面为主料，南方馓子多以

米面为主料。馓子色泽黄亮，层叠陈列，轻巧美观，

干吃香脆可口，泡过牛奶或豆浆后入口即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