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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天地 7版

每逢清明，就会想到杜牧在安
徽池州写的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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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此
诗一出，全国范围内至少有七八
个名叫杏花村的地方，声称杜牧

所写的，即是他们的村子。正因
为是好诗，才千古流传，脍炙人口，
正因为是好诗，才争着抢着，为乡
土增光吧？

写清明的诗很多，写清明的好
诗也很多。但是，画清明的画却很

少，而像北宋时期张择端的《清明
上河图》那样宏大题材的作品，更
是绝无仅有，可人们在清明时节，
很容易想起来杜牧的这首清明诗，
却很少想到珍藏在故宫的张择端
的这幅清明画。这幅画和这首
诗，同写清明时节，清冷与火热，
沉重与喧嚣，抑郁与亢奋，低调与
昂扬，给人留下的感受，绝对是截
然不同的。 （小编整理）

写清明的好诗很多
——李国文《一首清明诗与一幅清明画》

品读名家笔下的
扫墓祭祖、踏青插柳……清明既是节

气又是节日，包含着丰富的习俗和特定的
慎终追远、行孝尽哀的文化纪念意义。

让我们一起看看名人笔下的清明，追
忆故人往事。

海棠依旧，你不在了
——邓颖超《海棠花祭》

清明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

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
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
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
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
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
住。你住了整整二十六年，我比你住得还
长，到现在已经是三十八年了。

海棠花现在依旧开得鲜艳，开得漂
亮，招人喜爱。它结的果实味美，又甜又
酸，开白花的结红海棠，开红花的结黄海

棠，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真像花果山。秋
后在海棠成熟的时候，大家就把它摘下来
吃，有的把它做成果子酱，吃起来非常可
口。你在的时候，海棠花开，你白天常常
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抽几分钟散步观赏；
夜间你工作劳累了，有时散步站在甬道旁
的海棠树前，总是抬着头看了又看，从它
那里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得以
稍稍休息，然后又去继续工作。你散步的
时候，有时约我一起，有时和你身边工作
的同志们一起。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
昨天，就在我的眼前。我们在并肩欣赏我
们共同喜爱的海棠花，但不是昨天，而是
在十二年以前。十二年已经过去了，这十
二年本来是短暂的，但是，偶尔我感到是
漫长漫长的。

海棠花开的时候，叫人那么喜爱，但
是花落的时候，它又是静悄悄的，花瓣落
满地。有人说，落花比开花更好看。龚自
珍在《己亥杂诗》里说：“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你喜欢海棠花，我也喜
欢海棠花。你在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时候，
我们家里的海棠花正在盛开，因为你不能
看到那年盛开着的美好的花朵，我就特意
地剪了一枝，把它压在书本里头，经过鸿
雁带到日内瓦给你。我想你在那样繁忙
的工作中间，看一眼海棠花，可能使你有
些回味和得以休息，这样也是一种享受。

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
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花下树
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
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

清明例行扫墓。扫墓照理是悲哀的事。
所以古人说：“鸦啼雀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
哭。”又说：“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
愁。”然而在我幼时，清明扫墓是一件无上的乐
事。人们借佛游春，我们是“借墓游春”。

清明三天，我们每天都去上坟。第一
天，寒食，下午上“杨庄坟”。杨庄坟离镇五六
里路，水路不通，必须步行。老幼都不去，我
七八岁就参加。茂生大伯挑了一担祭品走在
前面，大家跟他走，一路上采桃花，偷新蚕豆，
不亦乐乎。

到了坟上，大家息足，茂生大伯到附近
农家去，借一只桌子和两只条凳来，于是陈
设祭品，依次跪拜。拜过之后，自由玩耍。
有的吃甜麦塌饼，有的吃粽子，有的拔蚕豆
梗来做笛子。蚕豆梗是方形的，在上面摘几
个洞，作为笛孔。然后再摘一段豌豆梗来，
装在这笛的一端，笛便做成。指按笛孔，口
吹豌豆梗，发音竟也悠扬可听。可惜这种笛
寿命不长。拿回家里，第二天就枯干，吹不
响了。

逢到节令，我们依着老例祭祖
先。我家过节共有三桌。上海弄堂
房子地位狭窄，三桌没法同时祭，只

得先来两桌，再来一桌。杯筷碗碟
拿不出整齐的全套，就取杂色的来
应用。蜡盏弯了头。香炉里香灰都
没有，只好把三支香搁在炉口算
数。总之，一切都马虎得很。

供了香，斟了酒，接着就是拜跪。
平时太少运动了，才过四十岁，膝关节

已经硬化，跪下去只觉得僵僵的，此外
别无所思。从前父亲跟叔父在日，他
们的拜跪就不相同。容貌显得很肃
穆，一跪三叩之后，又轻轻叩头至数十
回，好像在那里默祷，然后站起来，恭
敬地离开拜位。所谓“祭如在”，“临事
而敬”，他们是从小就成为习惯了的。

依着老例祭祖先
——叶圣陶《过节》

借墓游春
——丰子恺《清明》

·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