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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里的清明 

古籍所见清明寒食假日的设立与活动 

 赵大莹 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  

 

一、寒食与清明节的由来 

清明，在每年的 4 月 4 日至 6 日之间。清明时节，风和日丽、莺飞草长、柳绿桃红，

大地呈现春和景明之象。它源于周代的祭祀祖先的礼仪，并与三月上巳踏青、寒食拜扫相结

合，形成了踏青与祭祖相结合的一个传统春季大节，与端午、中秋、春节并列，是四大传统

节日之一，并且是唯一一个与节气相关的节日。虽然清明最早记载于周代，但作为节气是在

汉代真正形成。汉代完整二十四节气和太初历，每隔十五天设一个节气，清明正是其一。 

寒食节又称“百五节”，即“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荆楚岁

时记》）。古人在寒食节不生火，只吃冷的食物。寒食节，传说是春秋时代为纪念晋国的忠

义之臣介子推而设立的节日。晋献公时期，宠爱骊姬，立为第二位夫人。为了争夺王位，骊

姬进言，将先夫人的三位公子放逐到地方，重耳便是其一。介子推支持重耳十九年，在重耳

饥饿难耐之际，介子推甚至为重耳割股充饥。在重耳回国成为晋文公以后，许多人为了追求

封赏而自诩有各种功劳，唯独介子推闭口不言，选择了退隐山林。后来晋文公经介子推的朋

友提醒，想请介子推出山任官，但介子推坚辞不受。晋文公放火烧山以相逼，但介子推选择

了抱树而死。晋文公大为震动，感念其风骨气节，自此禁止在介子推死日生火煮食，只用冷

食。后来沿袭而成寒食节。魏晋时期，寒食节已然流行，官员百姓都选择寒食之日上墓祭扫

先人。 

因为寒食跟清明非常接近，且内容都与祭扫相关，慢慢地就合并一起，成为官员的假日。

寒食拜扫之礼，也逐渐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二、寒食与清明假日的设立 

     秦汉以来，休假制度日益完善，“汉律五日一沐，晋令一月五给（急）”（《白孔六

帖》卷四三“休假”）。隋唐时期的《假宁令》，则规定了官员所享受的节日、旬休的例行

休假和婚丧、祭扫等个人生活相关的事故假。 

从《唐六典》卷二可见，唐开元时期的《假宁令》已规定休假天数为“寒食通清明，四

日”，明确将民间所重视的节日列入律法之中（另见《册府元龟》卷六十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二月壬戌条）。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五月癸卯下令，“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

恒式”（《旧唐书》卷八《玄宗纪》；另见《册府元龟》卷一五九玄宗二十年四月丙申诏），

从此“寒食扫墓，著在令文”，文武百官凡有墓茔在城外或京畿者，便可以“任往拜扫”（《唐

会要》卷二十三《寒食拜扫》）。为了给官民拜墓祭扫以方便，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敕，

将休假改为五日（《唐六典》卷二；另见《册府元龟》卷六十代宗大历十三年诏）；德宗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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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六年三月增加为七日（《唐六典》卷二；另见《册府元龟》卷六十德宗贞元六年三月丙午

条），寒食清明成为唐五代时期春季的一个重要节日。宪宗、穆宗时，许可朝官寒食拜扫假

内，出城内外不需要单独上奏（《册府元龟》卷六十宪宗元和三年二月诏、穆宗三年正月诏）。

除此以外，常参官于寒食假期间出府界上墓拜扫，还会给公券，作为对大臣的恩荣。《全唐

文》卷九六七载开成四年二月门下省《请常参官拜扫给公劵奏》：“常参官寒食拜扫，今月

七日延英面奏进止，令准往例给公劵者，臣等谨检旧案，承常参官应为私事请假，外州往来

给劵。牒伏准太和八年八月十日敕，厘革应缘私事并不许给公劵。今臣等商量惟寒食拜扫，

著在令式，衔恩乘驿，用表哀荣，䖍奉圣旨，重颁新令。其有拜扫不岀府界，假内往来者，

并不在给劵限。” 

    除了官员，唐代还对服役之人、官户奴婢给寒食假。《唐六典》卷六载：“其应徒则皆

配居作，‘腊、寒食各给二日，不得出所役之院’。凡元、冬、寒食等，咸与其假焉。”规

定“官户奴婢，元日、冬至、寒食放三日假”。 

     当然，如果遇到当值之日，寒食假也不可以休息的，如长庆元年（821）白居易任主客

郎中、知制诰时，遇寒食日当值而不能休假，便以诗记之：“去岁清明日，南巴古郡楼。今

年寒食夜，西省凤池头。并上新人直，难随旧伴游。诚知视草贵，未免对花愁。鬓发茎茎白，

光阴寸寸流。经春不同宿，何异在忠州。”（《中书连直寒食不归因怀元九》，《白氏长庆

集》卷十九） 

三、寒食清明的活动 

    在寒食清明休假有了官方法律的认可，官员和百姓便可以在这个春季大节里安排各种活

动。由皇帝御赐或参与的活动，包括在内殿蹴鞠、赐宴、赐新火；官员自由邀约的友朋宴游、

扫墓、户外游赏等。在各种诗文篇章中频有记载。 

1.蹴鞠、赐物 

寒食节在内殿打球等，可见于唐张籍《寒食内宴二首》所言“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

骑逐飞毬”。蹴鞠分胜负，赏赐各有差。《册府元龟》卷十一载（德宗）贞元元年（785），

“寒食节，命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与神策金吾六军使击鞠于内殿，赐物

各有差。”德宗贞元四年，甚至因为“寒食假蒲内鞠会未毕，是日特赐百官假一日。”唐穆

宗长庆元年（821），同样在麟德殿玩蹴鞠、设百戏，同样给官员“赐物有差”。 

    蹴鞠在军中、民间也十分流行。唐韦应物《寒食后北楼作》诗云：“园林过新节，风花

乱高阁。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韦苏州集》卷七）民间蹴鞠就更加热闹，唐王维

《寒食城东即事》写道“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王右丞集笺注》卷六）     

2.赐新火、设宴席 
寒食禁火，在唐诗中屡屡可见。如唐李崇嗣《寒食》云：“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

不知何处火，来就客心然。”（一作沈佺期，《全唐诗》卷九十七）唐白居易的诗文里更是

多次出现禁火的描述，如元和五年（810）和元和九年寒食节，他分别留下诗句：“无月无

灯寒食夜，夜深犹立暗花前。忽因时节惊年几，四十如今欠一年”（《寒食夜》，《白氏长

庆集》卷十四），以及“寒食非长非短夜，春风不热不寒天。可怜时节堪相忆，何况无灯各

早眠”（《寒食夜有怀》，同上）等。赶上清明落雨，禁火更增加了寒冷的氛围，往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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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亲故之情，如韦应物《寒食寄京师诸弟》诗云：“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

把酒看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韦苏州集》卷三）宋苏轼在《寒食雨》一诗中写

道：“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东坡全集》卷十二） 

寒食禁火之后，在清明时节要恢复用火。唐宋时期的皇帝经常会“赐新火”，也称改火，

作为对臣子的优宠。古人在不同季节使用的木柴火种不同，因而“新火”便是换了一种新木

材的火种。苏轼《徐使君分新火》诗云：“卧皋亭中一危坐，三月清明改新火。”唐张说《奉

和寒食作应制》诗便提到“改木”：“寒食春过半，花浓鸟复娇。从来禁火日，会接清明朝。

斗敌鸡殊胜，争球马绝调。晴空数云点，香树百风摇。改木迎新燧，封田表旧烧。皇情爱嘉

节，传曲与箫韶。”（《张燕公集》卷二）新火的木种不同，可在唐诗中觅迹。如唐杜甫《清

明二首》：“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紫塞，指北地边关，诗人用此代北方的

京华长安。据唐郑辕《清明日赐百僚新火》（“燧发白榆新”）及白居易《谢清明日赐新火

状》（“榆柳之燧”），则春季新火，当用榆柳；杜甫诗中的楚地人家，纷纷钻青枫取火。

荆楚用青枫，长安为榆柳，尽管南北地域与取材不同，但风俗都紧扣清明节令。《说郛》卷

六九引《辇下岁时记》，记录长安城每岁清明节“钻火”的过程：“至清明，尚食内园官小

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匹、金椀一口”。颁赐新火，自内廷出，“鱼钥侵晨

放九门，天街一骑走红尘。桐华应侯催嘉节，榆火推恩忝侍臣。多病正愁饧粥冷，清香但爱

蜡烟新。自怜惯识金莲烛，翰苑曾经七见春。”（欧阳修《清明赐新火》，《文忠集》卷十

三）分传天下，声势浩大，“遥知阙下颁新火，百炬青烟出汉宫。”（宋宋祁《途次清明》，

《岁时杂咏》卷十五），百姓则“争持新火照清明”（张耒《清明日卧病有感》，《柯山集》

卷十九）。 

御赐新火相关的诗文颇多，在《全唐诗》卷二八一所载的大历九年（774）同题进士诗

《清明日赐百僚新火》四首中，可得其意。如史延诗：“上苑连侯第，清明及暮春。九天初

改火，万井属良辰。颁赐恩逾洽，承时庆自均。翠烟和柳嫩，红焰出花新。宠命尊三老，祥

光烛万人。太平当此日，空复荷陶甄。”郑辕诗：“改火清明后，优恩赐近臣。漏残丹禁晚，

燧发白榆新。瑞彩来双阙，神光焕四邻。气回侯第暖，烟散帝城春。利用调羹鼎，余辉烛缙

绅。皇明如照隐，愿及聚萤人。”韩浚诗：“朱骑传红烛，天厨赐近臣。火随黄道见，烟绕

白榆新。荣耀分他日，恩光共此辰。更调金鼎膳，还暖玉堂人。灼灼千门晓，辉辉万井春。

应怜萤聚夜，瞻望及东邻。”王濯诗：“御火传香殿，华光及侍臣。星流中使马，烛照九衢

人。转影连金屋，分辉丽锦茵。焰迎红蕊发，烟染绿条春。助律和风早，添炉暖气新。谁怜

一寒士，犹望照东邻。”在寒食禁火冷餐之后，以新火调羹，添炉暖气，显示出御赐新火所

具有的尊三老、优近臣，暖宅第与聚人心之意。 

对御赐新火，官员往往要写谢状表达心意，如白居易便有《谢清明日赐新火状》，表明

“今日高品官唐国珍就宅宣旨，赐臣新火者，伏以节过藏烟，时当改火。”（《白氏长庆集》

卷五十九）除此以外，有些百姓家贫无火，也是现实。如唐代诗人孟云卿《寒食》一诗写道：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岁时杂咏》

卷十一） 

寒食赐宴，一般都是冷食，如唐张籍《寒食内宴二首》云：“朝光瑞气满宫楼，彩纛鱼

龙四面稠。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球。”（《张司业集》卷五）晚唐皮日休《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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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寒食杏园有宴因寄录事宋垂文同年》描写了寒食赐宴之况：“雨洗清明万象鲜，满城车马

簇红筵。恩荣虽得陪高会，科禁惟忧犯列仙。当醉不知开火日。正贫那似看花年。纵来恐被

靑娥笑。未纳春风一宴钱。”后梁开平四年（910）寒食节，群臣进贺，时连清明，太祖在

宣威殿设清明宴，四品以上文武官员受邀，《册府元龟》卷一九七载：“诸道节度使、郡守、

勋臣竞以春服贺。又连清明宴，以鞍辔马及金银器、罗锦进者迨千万，乃御宣威殿，宴宰臣

及文武官四品已上。” 

寒食节里，适逢假期，官员可以交游宴饮。白居易《（大和）六年寒食洛下宴游赠冯李

二少尹》写道：“丰年寒食节，美景洛阳城。三尹皆强健，七日尽晴明。东郊蹋青草，南园

攀紫荆。风坼海榴艳，露坠木兰英。 假开春未老，宴合日屡倾。珠翠混花影，管弦藏水声。

佳会不易得，良辰亦难并。听吟歌暂辍，看舞杯徐行。米价贱如土，酒味浓于饧。此时不尽

醉，但恐负平生。殷勤二曹长，各捧一银觥。”（《白氏长庆集》卷二十二）有时候假日内

聚会频繁，斗鸡蹴鞠，很是热闹，如“鸡球饧粥屡开筵，谈笑讴吟间管弦。一月三回寒食会，

春光应不负今年。”（《赠举之仆射今春与仆射三为寒食之会》，《白氏长庆集》卷三十五）。 

3.扫墓、祭祀 

如前所述，寒食上墓拜扫，“采菁草杂米麫为饵，谓之携酒祭墓”（《浙江通志》卷一

百《台州府志》），是民间最为常见的活动。寒食与清明设假以后，因礼、法之规，上墓拜

扫，便成为必须安排的假内活动。在唐代，帝王的拜陵、王公以下的拜扫，士庶的上墓奠祭，

各有具体的仪式。皇室与六品以上官员可以参据《大唐开元礼》《大唐元陵仪注》；王公以

下的祭墓，见于《通典·开元礼纂类十六·吉礼十三·王公以下拜扫·寒食附》等文本要求；

其他官员也往往上行下效，如设席、奠爵进馔、哭泣辞茔等。寒食清明的祭墓活动，成为君、

臣、民共同拥有的节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载会昌二年二月，“十七日，寒食

节。前后一日，都三日暇，家家拜墓。十九日，清明节。”宋高翥诗云：“南北山头多墓田，

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塚上，夜深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明解增和千家诗注》，另见《菊磵集》，题做《请

明日对酒》。图 1） 

 

图 1 《明解增和千家诗注·清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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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扫的时间可以由官员自主调节，有时候祭扫与春游也会结合起来。前引《辇下岁时记》

载扫墓轶事，如唐咸通年间，福建观察使杜宣猷，每年都派将吏“契荷食物”祭奠宦官王宗

实的先人塚墓，被称为“敕使看墓”，而长安城内寒食节，中官纷纷洒扫阉塚，热闹非凡，

此书写道：“都人并在延兴门看内人出城洒扫，车马喧闹。”士庶游赏，则带有更多的欢乐

氛围，如《遵生八笺》卷三引《武林旧事》云：“清明前后十日，城中士女艳装秾餙，金翠

琛缡，接踵联肩，翻翻游赏，画船箫鼓，终日不绝。” 

根据唐以来的官员给假规定，官员请假超过百天，要停任现职。但遇到特殊情况，比如

寒食节，也会有例外。后唐长兴二年（931），司农少卿王昭诲被御史台弹奏，说他“自寒

食请假归镇州洒扫已满百日，准例停官”。但明宗敕旨云：“王昭诲方念继绝，特授殊恩。

久别丘园，许归祭奠。虽违假限，宜示优弘，不停见任。”（《册府元龟》卷九〇七）王昭

诲没有免官或与他的身份被“优弘”有关。王昭诲为世袭镇州节度使王镕次子。王镕遇害那

晚，王昭诲被军人带出府第，藏在地洞十几天，剃掉头发，着和尚衣服，后到南岳寺学佛避

祸。后王镕故将符习任汴州节度使，王昭诲来投奔他，经符习表奏，明宗赐衣，后来以朝议

大夫、检校考功郎中、司农少卿授职，赐与金紫。王昭诲与符习女儿成婚，以后也多次任官。  

拜墓祭扫之外，传统还有皇家庙祭和官员的家祭。家庙的建立，是逐渐下行到民间的。

只有皇帝、贵族、官僚才有不同的权力建庙祭祀祖先，平民庶人原本没有这个权力。在宋代，

平民不能建庙来祭祀祖先，而是将祖先的画像、泥塑像或神主牌位供奉在佛寺里，被称为“功

德祠”。朱熹认为“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将士庶祭祖的场所不叫做“庙”而是

改称“祠堂”，原则是“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且“凡祠堂所在之宅，宗

子世守之，不得分析”，“祠内放四龛，供奉先世神主”（《家礼》卷一）。随着社会的发

展，明代有礼法规定，士庶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庙”，逐渐演化为“祠堂”。而明以后的世

家大族，往往通过营建“家庙”，将其作为家礼的中心，以维系宗族制度和团体，祠堂本身

也日渐成为地方社会的建筑象征。  

4.荡秋千、插柳 

寒食节出游、荡秋千也是常见的活动。唐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蹴鞠屡过飞鸟上，

秋千竞出垂杨里。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唐韦庄《长安清明》诗中除了追忆

盛唐时期赐新火，还有其他玩蹴鞠而受赐金钱、荡秋千等娱乐活动，他写道：“内官初赐清

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紫陌乱嘶红叱拨，绿杨高映画秋千。”（《才调集》卷三） 

宋李清照《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有“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袅残烟。梦回

山枕隐花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黄昏疏雨湿秋千。”（《浮山集》卷三） 

宋张先《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龙头舴艋吴儿竞，笋柱秋千游女并。芳洲拾翠暮忘归，

秀野踏青来不定。行云去后遥山暝，已放笙歌池院静。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

（《安陆集》）春天柳树发芽，垂柳秋千相映如画，人们也兼有插柳习俗。插柳之意，有诗

记之，不过是记取年华：“寂寂柴门村落里，也教插柳记年华。禁烟不到粤人国，上塚亦携

庞老家。”（按：此诗作者有争议，一说为宋刘克庄《后村集》卷九《寒食清明二首》其一；

另一说为宋赵鼎《寒食书事》，图 2） 

清明时节，民间插柳习俗的另一说法是为了驱虫，如《台州府志》载，人们插柳“于门

或簪之”，“谓之驱香九娘。盖指螫虫云。”（《浙江通志》卷一百《台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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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明解增和千家诗注·寒食即事》 

民间寒食盛行斗草（李清照前引词）、镂鸡子、打球、荡秋千等游戏，以及郊游踏青、上墓

祭扫，在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之十六皆有所见，“何处春深好，春深寒食家。玲珑镂鸡子，

宛转彩球花。碧草追游骑，红尘拜扫车。秋千细腰女，摇曳逐风斜”（《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六）。

宋范成大《清明日狸渡道中》：“洒洒沾巾雨，披披侧帽风。花燃山色里，柳卧水声中。石

马立当道，纸鸢鸣半空。墦间人散后，乌鸟正西东。”（《石湖诗集》卷五，图 3）。宋元

以后的踏青游赏，在许多绘画作品中也有呈现。比如《百子团圆图》中的放纸鸢、荡秋千等

（图 4）。 

寒食与清明的各种习俗一直影响至今，反映了人们对先人的敬重与怀念，对现世美好生

活的热爱，重视人伦美德、惜取年华是民族血脉中共同的生活理想，值得继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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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石湖居士诗集·清明日狸渡道中》 

  
图 3 《百子团圆图》（放纸鸢，荡秋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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