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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明 节 气 习 俗
苏登芬

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
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 《淮南子·天文
训》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
风至。 ”在《岁时百问》是这样解释的：“万
物生长此时， 皆清洁而明净， 故谓之清
明。 ”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 是在仲春与暮
春之交，按公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 4 月
5 日开始，按农历，则是在三月上半月，
也就是冬至后的 106 天； 此时我国大部
分地区的日均气温已升到 12℃以上，正
是桃花初放、 草木萌发、 春光明媚的时
节，也正是人们春游的好时候。清明节踏
青的习俗始于唐代， 我国著名诗人杜甫
就有“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的绝句。

清明节，又称扫坟节、鬼节、冥节，与
七月十五中元节及十月十五下元节合称
三冥节，都与祭祀鬼神有关：每年的扫墓
活动通常是在清明节的前 10 天或后 10
天， 更有的地方人们的扫墓活动时间长
达一个月。 清代《帝京岁时记胜》记载：

“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担酌掣
盒，轮毂相望”。扫墓时，除了坟前陈列酒
食叩头祭扫外，还需竖纸幡，培新土，烧
纸钱。

在二十四节气中， 只有清明既是节
气又是节日：我国古代将清明分为三候：
“初候桐始华；二候田鼠化为鹌；三候虹
始见。 ” 意即在这个时节先是白桐花开
放，接着喜阴的田鼠不见了，全回到了地
下的洞中， 然后是雨后的天空可以见到
彩虹了。

寒食节，又叫做熟食节、禁烟节和冷
节。 它的日期在清明节前一天或两天。 寒
食节的主要节俗是禁火，意思是不许生火
煮食，只能吃已经备好的熟食、冷食，因此
而得名。寒食节是汉族传统节日中唯一以
饮食的习俗来命名的节日。

据说寒食节来源于春秋时候。 当时
晋国国君晋献公的大儿子叫重耳。 可重
耳的继母想让自己的儿子夷吾继承王
位， 于是千方百计地加害于重耳。 重耳

迫于无奈只好逃出了晋国，流亡在外。
晋献公死后， 夷吾如愿以偿做了国

君，即晋惠公。晋惠公觉得重耳即使逃亡
在外， 但终究是祸害。 为维护自己的地
位，他派了几个得力武士，秘密去刺杀重
耳。 没想到刺杀行动却走漏了风声。 重
耳得知这个消息后，急忙往齐国逃跑。途
中，他的行李和盘缠都让人偷走了，所以
他和随从只好乞讨为食。一日，他们来到
卫国的郊外，这里荒无人烟。而且天气炎
热，长时间赶路又饥又渴，又热又累。 特
别是重耳，中途休息时直接就昏过去了。
但是周围没有人烟， 更找不到可以吃的
东西。正在众人万分焦急之时，有一名叫
介子推的武将，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双手
还端着冒着热气的盆儿。重耳一看，原来
是一盆儿肉汤! 随从赶忙把重耳扶起来，
把肉汤端给他。 重耳二话不说喝了个精
光，于是才有力气继续逃亡。

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王，成了
著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 对那些与他同甘共
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却唯独忘了介子推。
有人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忆起旧事，终
于想明白当时是介子推割了自己身上的
肉来给他吃。 他心中愧疚万分，马上差人
去请介子推上朝，想要给他受赏封官。 可
是，几次三番派人去请，介子推都不来，晋
文公只好亲自去请。 可是，当晋文公来到
介子推家时， 介子推已经带着母亲离开
家，到锦山去了。晋文公令人上锦山搜索，
但最终也没有找到。此时有人给晋文公出
了个主意，即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
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便会自己从那一方走
出来的。于是，晋文公采纳了这个办法，下
令烧山。 谁知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却不见
介子推的踪影。 众人上山一看，介子推母
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没有了
气息。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了很
久，准备安葬遗体时，发现介子推脊梁堵
着的柳树树洞里有什么东西。 掏出来一
看， 原来是一片衣襟， 上面题着一首血

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看后，不禁潸然泪下，懊悔不

已。 他将介子推母子安葬在那棵烧焦的
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把绵山改为
“介山”，他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在夏历
冬至后一百零五日)定为寒食节，晓谕全
国，并规定每年的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
食。

寒食节因此而产生。 后来因为寒食
节和清明节的日期离得很近， 所以人们
习惯于把寒食和清明合在一起过。 在后
世的发展中寒食节逐渐由食冷食增加了
祭扫、秋千、斗鸡、蹴鞠、踏青、牵勾等风
俗，寒食节前后绵延两千余年，曾被称为
民间第一大祭日。

虽然寒食节的影响逐渐消失了，但
寒食的食俗却传承下来了， 并保存于清
明节中： 很早之前清明节就是人们祭祖
扫墓的日子，这是中华民族崇本尊亲、慎
终追远的具体表现。 据传它起源于古代
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也相继
仿效，在清明节这天祭祖扫墓，历代沿袭
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 宋代

高菊涧的 《清明》 诗云：“南北山头多墓
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
血泪染成红杜鹃。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
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
到九泉。”按照传统，扫墓时，人们携带着
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
祭在先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填
上新土， 坟上插纸幡或者折几枝嫩绿的
树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
吃掉酒食回家。 唐代诗人杜牧的诗 《清
明》：“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
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写出了清明节的特殊氛围。 到今天这个
习俗已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步简化。 随
着遗体火化越来越普及， 传统的扫墓逐
渐被前往骨灰置放所拜祭先人的方式所
取代。

不管用哪种方式， 都是为了纪念先
辈和亲人们。

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多彩的， 除了
扫墓还可以踏青。踏青又名春游，古时叫
探春、寻春等。清明节踏青的习俗始于唐
代。三月清明，春光明媚，草木吐绿，自然
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正是
人们春游的大好季节。 清明踏青不仅可
以欣赏到大自然的美好景色， 还可以锻
炼身体、增强人们的免疫力。

离间计 头断棘门里
———楚考烈王记事⑦

沈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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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冬天，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在

赵都邯郸举办“峰会”，商议怎么合纵来
共同对付西方的秦国。

秦国潜伏在邯郸的 “双面间谍”姚
贾，进入了六国“峰会”会场。

姚贾成功策反了韩国派往邯郸之会
外交使团的“武官”宁腾。

邯郸之会后， 在秦国的暗中策动之
下，宁腾不断得到韩国的重用。仅仅只用
了 3 年时间， 就坐上了韩国南阳守卫位
置。

南阳守卫之职， 也就是南阳警备总
司令，手握南阳军政大权。

南阳，韩国之旧都。韩国西拒秦国之
门户。

南阳失，则韩国门户洞开，直接威胁
到韩都新郑。

公元前 231 年， 雄才大略的嬴政担
任秦国的王，已经第 16 年。

这一年，嬴政发动灭韩决战。
秦军兵临南阳城下， 南阳守卫宁腾

打开城门，献南阳予秦。
苦心经营、 重兵守卫的韩国门户要

塞南阳，就这样轻易落入秦国之手。
秦军几乎未损一兵一卒。 韩都新郑

再无屏障。
拿到南阳的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

230 年，嬴政任命宁腾为统帅，率领秦军
突然南下，一举攻克韩都新郑，俘获韩国
最后一任王，韩王安。

韩国灭亡。
因为宁腾的杰出贡献， 嬴政统一六

国后， 任命宁腾担任秦朝京都咸阳的最
高领导职务内史。

这是嬴政的风格， 决不会让跟着自
己 “干活 ”的人吃亏 ，说到做到 ，奖惩分
明。 所以，大家都愿意跟着嬴政“干活”。
能赢得人心，最终赢得天下。

其实，宁腾这个人并不姓宁，至于他
姓什么， 无人知晓。 后世的文学影视作
品，为了便于称呼表述，才让他姓了宁。
所以，我们看到的史籍中的这个人，表述
为“南阳守腾”“内史腾”。

“南阳守腾”， 不过是嬴政灭六国的
手段和谋略之一。 其缜密布局和高超运
作，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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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嬴政牢牢把握和灵活运用其曾

祖父，同样雄才大略的秦昭襄王，钦定下
的国策“远交近攻”。

一代雄主秦昭襄王， 在他担任秦王
的时候，起用了一文一武两个超级人才。
武将，就是白起，攻破楚国郢都、长平之

战打残赵国， 都是这位战神的杰作。 文
臣，就是范雎，秦昭襄王拜范雎为相，采
纳并推行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策略，
奠定了秦国后来灭六国的基础， 并最终
在他的曾孙嬴政担任秦王时， 实现了一
统天下、开启秦朝的光荣梦想。

远交近攻， 就是先打秦国相邻的国
家，这样每打下一片土地，迅速合并到秦
国的版图，让秦国的领土越来越多，不断
延伸。 同时，以战养战，取得源源不断的
兵员和粮草支撑。

秦灭六国的顺序是：韩赵魏楚燕齐。
灭韩之战，揭开了秦灭六国的序幕。
秦把韩国旧土悉数纳入版图， 设置

颍川郡。
按照远交近攻的战略布局， 嬴政灭

韩后，就把目标对准了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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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襄王 47 年，也就是公元前 260

年 5 月，秦国和赵国在长平（现在山西省
晋城高平市）发生了一场战争，史称长平
之战。

战争的最初， 赵国大将军廉颇坚守
长平牢固的城池，决不出战。秦军远途而
来，粮草补给跟不上，长久耗下去，秦军
必将不战自溃。

如果按照廉颇的策略， 长平之战的
结局，未必就是后来的那样。

但后来的那样，人尽皆知。
秦国见廉颇坚守不出， 派出间谍在

赵都邯郸散布：廉颇手握重兵，本来是可
以出城和秦军决战而取胜， 但廉颇早就
心怀二心，意图谋反，因而才坚守不战，
他是为了保存实力，也借此讨好秦国。秦
国惧怕的并不是廉颇， 而是赵国名将赵
奢的儿子赵括。

彼时，赵国的王是赵孝成王，果然中
计。免去了廉颇的军职，换上了只会纸上
谈兵的赵括。

40 万赵军精锐尽失。
长平之战，赵国丧了元气。
按照常理逻辑，领教了长平之战中，

秦国离间计血的教训， 赵国应该刻骨铭

心，长长记性，永不会犯第二次。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从公元前 229 年算起， 也就是嬴政

担任秦王的第 18 年， 至公元前 222 年，
秦灭赵用了 7 年时间。算起来，是秦灭六
国中用时最长的一个国家。

那是因为，赵国出了一个战神，他的
名字叫李牧。

因为李牧从没有打过败仗。 即便是
秦国的名将王翦，也奈何不得他。

手法如出一辙， 秦国的间谍在赵国
邯郸散布：李牧早已为自己留好了后路，
他准备效仿韩国的南阳守腾。

赵王迁果然中计，让赵葱、颜聚取代
李牧。

王翦很快攻陷赵都邯郸， 还顺手俘
获赵王迁。

赵国灭。
公元前 225 年， 秦军攻克魏国都城

大梁（现在河南省开封市）。
魏国灭。
按照嬴政的远交近攻战略， 秦国的

下一个目标，就是楚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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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韩国的南阳守腾、赵国的李牧，

秦王嬴政的心里比谁都清楚， 楚国还有
春申君黄歇。

如果黄歇在，犹如李牧在，秦国奈何
不得赵国和楚国。猛将王翦又能怎样呢？

黄歇，成为秦灭楚最大的障碍。
可是，黄歇和楚考烈王熊完，他们又

是生死之交。
他们之间的友谊、信任，牢不可摧。
但是，机会还是被嬴政等到了！
公元前 241 年， 以楚国考烈王为合

纵长、 楚相春申君黄歇为联军总司令的
五国攻秦特别军事行动， 以五国惨败而
告终。

这样的结局，让楚考烈王无法接受。
一直对是否发动这场攻秦之战持犹

豫态度的楚考烈王，对坚定主战、担任联
军主帅、主导这次军事行动的黄歇，内心
产生了极大不满。

考烈王渐渐疏远了黄歇。
考烈王的疏远， 让黄歇倍感忧伤和

失落。
无可选择，黄歇只能离开都城寿春，

去往他自己遥远的封地吴。
楚国君相之间发生的这些微妙变

化， 都没有能逃过潜伏在楚都寿春秦国
间谍的眼线， 信息很快飞报秦都咸阳的
嬴政。

这只是打下了一根楔子。
还远不足以动摇楚考烈王和黄歇之

间牢固的信任根基。 更何况， 嬴政所要
的，也不止这些。

不久， 楚都寿春坊间出现了一些传
言。

这些传言， 被寿春城内的大鼓书艺

人，改编成了曲折动人的故事，在都城广
为传唱。

故事情节大致如此：
当年，黄歇还是楚国左徒的时候，出

使赵国，寒冷冬天的风雪之夜，在邯郸的
丛台和一对年少贫寒的兄妹偶遇。

君子风度的左徒黄歇， 不仅以锦袍
相赠， 还买走了这对少年兄妹无法售卖
出去的一柳篮子棉鞋。

左徒黄歇并不记起，风雪中，那对少
年兄妹，凝望他的背影，眼中涌出感激涕
零的热泪。

此后 10 年，左徒黄歇陪同楚国太子
熊完，远赴秦都咸阳“游学”。

多年以后， 那对兄妹从邯郸一路找
寻着他， 终于在陈郢和已经贵为楚国国
相的黄歇重逢。

10 多年光阴之后，那对昔日年少的
兄妹，已经脱胎换骨。哥哥，玉树临风。妹
妹，容颜倾世。

哥哥做了国相黄歇的门客， 妹妹随
同哥哥一起寄居于相府之内。

从此，国相黄歇晚出早归。上朝的时
候，也是心不在焉。

只是相府内，时有筝声悠扬起，飞越
高墙深院。 烛光盈盈，红袖添香，夜夜伴
读，暗香浮动……

大鼓书艺人说唱到情节的紧要处，
戛然而止。

留下的悬念，给了听众无限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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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鼓书艺人留下的悬念， 同样让楚

考烈王浮想联翩。
寡人的女人，你也敢想！
江山、美人，都是王的专属，都是不

可窥视和染指的底线。
楚考烈王的内心动了杀念。
公元前 238 年春天，楚考烈王染病；

此年初冬，楚考烈王病危。
预感到时日无多， 楚考烈王的内心

几经权衡，最终，情感战胜了理智。
楚考烈王召王后李嫣的亲哥哥、太

子的亲舅舅李园入宫，予以密诏。
公元前 238 年深冬，楚考烈王死了。
享年 52 岁，担任了 25 年的楚王。
楚考烈王的丧讯， 由都城寿春快马

送往吴。
接讯，黄歇丧魂落魄、泪流满面、悲

伤欲绝。
昼夜兼程，黄歇从吴飞驰都城寿春，

奔丧。
楚考烈王死后的第 17 天，黄歇抵达

都城寿春。
黄歇从都城寿春棘门（南门），入城。
棘门门洞内，埋伏的杀手群倾而出。
黄歇被砍下的头颅，扔在棘门之外！
头断棘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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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在寿春的秦国间谍， 将黄歇被

杀的消息，迅速传往秦都咸阳。
秦王嬴政说：楚国，可灭了！
说罢，秦王嬴政长时间默默不语。
随后，长声叹息，对群臣说：各国都

讲是寡人灭了他们的国，其实，灭他们国
的，不是寡人，而是他们自己啊！

公元前 223 年，秦将王翦、蒙武率领
秦军，一举攻陷楚都寿春，俘获楚国最后
一任楚王负刍。

楚国，没有了。
过了很多年以后， 有人写了一首伤

感至极的歌曲《破碎的心》，这样唱道：
凌晨的天空
有冷的风 吹痛我面容
我呼吸声在抵抗 记忆冷冻
多么心痛
回望以往 全是命运捉弄。

寿州内八景初探
余茂赏

寿州剪纸是江淮地区古老的民
间传统美术形式。 本人自幼目睹母
亲剪纸贴花，受其熏陶 ,开始一心钻
研剪纸艺术。 本人创作的《寿州内八
景》 剪纸作品不仅传承了寿州的剪
纸文化， 也是对寿州文化历史的弘
扬。

“寿州内八景”顾名思义即景点
在寿州古城内， 它是古城寿州的重
要地理标识， 也是这座古城文化灵
魂的一种呈现。 当你步入古城南门，
右侧门墙上的 “门里人 ”石刻 ,记载
着楚国楚相春申君被暗杀的故事，
它教育后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
之心不可无”。 当你走进东门，瓮城
一侧的墙壁上刻着 “人心不足蛇吞
象”，它告诫后人：人不要有贪心，知
足才能常乐。 当你移步到著名的报
恩寺时，一尊精美的香炉（此香炉现
收藏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内） 呈现
在你的面前，它叫“城中城”，上面精
细的雕刻图案会让你惊叹古人的智
慧和雕刻技艺。 “石羊抵头”镶刻在
寺内大雄宝殿廊柱下的石基上，原

是一幅石刻作品， 应是 “异生羝羊
心”一语所表达的含义（见唐代善无
畏等译的《大日经》卷一《住心品》）
的演绎画。 这一譬喻就是佛陀用来
对人世的一种劝诫， 告诫世人不要
像羝羊这样愚顽相争。 再顺寺庙向
西便是有名的“三步两桥”，人们经
过时总要回眸一下，不禁感叹道：这
里曾是“三步两桥！ ”当你漫步到南
北过驿巷， 不一会儿便到了 “三眼
井”，因为有了三眼井，才有了南北
过驿巷当初的繁华， 它是有着历史
故事的井， 直到今天井水还是那么
清澈甘甜，仍可供人们饮用。 当你走
入古城西门， 城门内的墙壁上刻着
“当面鼓对面锣”， 它告诉人们做人
要守信,说话要算话!当你行至北门，
登入城门楼内， 便可见寿州内八景
之一的“无梁庙”，无梁庙的故事是
讲述一个书生屡考不中有了轻生的
念头，想去上吊，结果庙上无梁，他
想：是不是神灵不让我寻短见，我还
有一次考试的机会呢？ 再考时果然
金榜题名！ 他的人生顿悟留给后人
极大的启发意义。

愿《寿州内八景》剪纸作品不仅
能让大家领略到寿州剪纸文化的精
妙， 也能领略到古城寿州文化历史
底蕴的厚重。

人心不足蛇吞象

楚大鼎

门里人

三眼井

剪纸 余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