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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清明节是特殊的节日，甲辰年每60

年出现一次，今年的清明节又是4月4日，清明

节通常在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间，但大多

数情况下是在4月5日，所以今年4月4日的清

明节相对较为罕见。今年恰逢无春年和公历

闰年的清明节。因此可以称之为60年不遇的

清明节。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

祖节等，是祭祀、祭祖和扫墓的节日。清明节

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既是自然节气，也

是传统节日，与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中国

四大传统节日。清明节始于古代帝王将相的

“墓祭”之礼，起于春秋时代。

关于清明节的来历要追溯到，晋国王室发

生的内斗开始，当时的介子推追随晋文公重耳

四处逃亡，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还被人追

杀。由于太艰难，追随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

剩下介子推等四个人，有一天重耳饿得快晕倒

了，但是周围一点食物都找不到。介子推就把

自己大腿的肉割下一块，煮成肉汤给重耳吃，

重耳吃完后才知道，这是介子推割了自己的肉

给他吃，非常感动，就说以后我肯定好好报答

你，这就是著名的“割股奉君”。后来重耳在秦

国的帮助下返回晋国，并成为国君，封赏了其

他三个追随自己的人，就是没有封赏介子推。

介子推本来就淡泊名利，不想当官，于是

背着老母亲到了绵山深处隐居起来了。后来，

晋文公突然想起了介子推，觉得愧对于他，就

命人四处寻找介子推的下落，得知他们母子隐

居在绵山里。但是大山绵延数十里，找个人跟

大海捞针一样。这时候有一个大臣，出了一个

馊主意：三面放火，留下一面，逼介子推出来。

晋文公采纳了这个建议，大火烧了七天七夜，

依然没有介子推的身影，大火熄灭之后，人们

在清理火场的时候才发现，介子推背着他的老

母亲，在一棵大柳树下被活活烧死。晋文公看

到这个场景，大哭不止。在整理遗体的时候，

人们发现在柳树的后面有一个山洞，里面有一

块布，上面用血写了一首诗：

割股奉君尽丹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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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文公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就葬在绵山，

第二年来祭拜的时候，发现那棵烧死的柳树，

竟然发出了新芽，晋文公就取名“清明柳”，后

来就规定，在介子推去世的那天禁止使用烟

火，只能吃寒食，并且门前屋后，还要插柳枝，

来纪念介子推，这就是寒食节的来历。因为寒

食节和清明节就一夜之隔，后来人们将寒食节

和清明节归纳为一个节日。

清明节是一种精神传承，站在祖先和亲人

的墓前，我们就会明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该往何处去。生者寻根，落叶归根。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有人烟

处，必有血脉传承，所以清明节是咱中国人自

己的感恩节。“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

来”，清明祭祖，彰显的是一种血脉的传承与责

任，思亲之余，我们更要学会珍惜眼前人，眼前

事，珍惜当下，明白了这些，人就会豁然开朗，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有的问题就都有答

案了，认识了清明，就懂得了人生。

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份，一个特殊的

节日，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

如何在这个节日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

值，无论是祭祖扫墓、祈福纳祥还是参与各种

活动，我们都应该用心去体验和感受这个节日

的独特魅力，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发现生活中很

多美好的闪光点。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每一个年份都有着

特殊的含义和象征，今年的清明节恰逢 60 年

一遇的甲辰青龙年，这无疑给这个节日增添了

几分神秘的色彩。龙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祥

瑞和吉祥，而甲辰龙年更被认为是充满了活力

和希望的年份，在这样的年份里似乎也被赋予

了更多的意义和价值。清明节是一个祈福纳

祥的好时机，很多家庭都会选择在这一天进行

祭祖扫墓，同时祈求祖先保佑家族兴旺。

此外呢，清明节各地区都有不同的习俗和

活动，有一些地方举办龙舞表演和庙会等，以

此来庆祝节日的来临。农家这一天要煮一些

鸡蛋，有的还要画一些彩蛋供孩子逗玩，大多

的寓意是吉祥如意和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因

为清明正是北方进入农耕季节，农家的开犁酒

是必须要喝的。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节日的

文化内涵，这种传统习俗也是对先人的缅怀和

尊重，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今年清明节，与往年相比是有一些不同，

导致清明节的日期有所调整，也给这个节日蒙

上了神秘的面纱。在传统文化中，清明节是一

个祈福纳祥、祭拜祖先的日子，表达了人们对

逝者绵绵无尽的思念和亘古不灭的感恩之

情。无论是科学还是玄学，每个清明节都值得

我们去关注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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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甲辰清明
■袁清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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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岗梁

高高兴安岭，余脉显峥嵘，

流云山间过，呦呦听鹿鸣。

(二)阿斯哈图石林

山高石为峰，待势起鲲鹏，

岁月做刻刀，相由内心生。

（三）乌兰布统

策马啸西风，犹听战鼓鸣，

前事不可忘，生态筑长城。

（四）达里湖

世人羡西湖，草原有明珠，

梦回大唐朝，肥美归正途。

(五)热水温泉

温泉洗过往，祛病体自强，

上善莫若水，人间神仙汤。

（六）白音敖包云杉林

婀娜美姑娘，气概比胡杨，

绝世而独立，护佑在一方。

（七）平顶山

磨砺出锋芒，利剑胸中藏，

古今英雄泪，伴酒入愁肠。

（八）大青山

九缸十八锅，酿酒自成河，

西拉沐沦水，醉倒两岸客。

（九）浑善达克沙地

白马化此境，海市蜃楼情，

人间多虚幻，何处不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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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开雨帘
任时节的雨
滋润久违的遇见
心里话
说了一遍又一遍
把无边的相思和惦记
用一柱香点燃
清明，那一捧捧黄土
堆积成永久的思念

情意绵绵
泪水涌出了心愿
香烟袅袅
传递着人间的温暖
毕竟
寒冬已经过去
枝头上的杏花
绽放着春天

天地之间
亲情穿越了时空的界限
祭祖的步履
总是在一条小径上蹒跚
老牛依旧是千年的哞声
山羊咩叫着春天的画卷
清明的诗画
依旧是梦里的山水田园

溪水潺潺
岁月在清明里峰回路转
时光的印记
长满了绿意的苔藓
时光啊
除了鸟鸣，除了蓝天
还有一朵白云
飘成了流浪的印鉴

此刻，祭祀的香烟
已升起袅袅的祈愿
昨日的梦里
拥抱着从前
今日的汨渺
潮水般汹涌着起伏的情感
亲人啊
这割舍不下的心疼
是一次又一次的呼唤

哦，这也是踏青的时间
脸上的泪水
已经被和煦的春风吹干
寻觅春天的足迹
在一抹嫩绿的色彩上圈点
揣好那句嘱托
珍藏那份惦念
用清明平仄的诗韵
写下承前启后的诗篇

淡淡的哀愁与辛酸
镌刻在心田
绿柳垂丝
映照着一泓绿水碧潭
桃花灼灼开
心愿袅袅上云端
蝴蝶翩飞
燕子呢喃

有清风拂面
有春阳温暖心田
春雨、新绿、花开
这都是风雨的凝练
那些平淡无奇的家常话
真想再聊一聊
那句说了一辈子的家训
意境深远

清明诗痕
■犁夫

诗歌

听说达里湖的日出非常美，去年暑假，我

特意起了一个大早，让爸爸妈妈带我去达里

湖看日出。

清晨，东方泛起了粉红色的霞光，洒在波

光粼粼的湖面上，湖水也成了粉红色。这烟

波浩渺的湖面和霞光万丈的天空融为一体，

给人一种旷亮无比的美。此刻，四周静极了，

只有零星的鸟叫声衬托着达里湖的清晨。

天空越来越亮，霞光的颜色越来越深，由

粉红慢慢边成大红，这时，湖面像是着了火。

刹那间，在那水天一色的苍茫远方，一轮光芒

四射的红日冉冉升起。一开始，它升得很慢，

只露出一少半，接着变成半圆……突然，它猛

地一窜，瞬间跃出湖面，霎时间，天地之间洒

满耀眼的金光。小小的我站在湖边，被日出

的美景惊掉下巴。

晨曦把我瘦小的影子投在湖边的草地

上，像一幅精致的剪纸。此时此刻，我在想，

我该如何描述达里湖的日出之美呢？

达里湖日出
■王若钦

人民公社的背影早已远去，那段岁月被

书之竹帛，成为历史，经过那段时光的人们，

一定不会忘记那饥饿的生产队时期。那时

管种地的庄户人叫社员，社员们在生产队长

的领导下统一参加集体劳动。当时有口头

禅：大锅饭养懒汉。高级社的活慢慢磨。所

以，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出工不出力。但说

这出工就很不易：队长早起吃完饭便站在村

中间喊人下田，社员们听见也不肯出屋。吃

完饭男人们侧歪在炕头儿抽烟袋，女人们则

洗洗涮涮赶猪上圈，还要照顾她那一堆孩

子。队长喊不出人来，大骂，骂孙子似的，亲

爹后娘地骂，祖宗八代也问候几个遍，仍喊

不出人来，便吼，用尽力气大吼，吼如贵州驴

鸣。吼破了喉咙鼻口流血，喊得久了，驴鸣

成了公鸭子的动静。您可别小瞧队长这个

职务，虽然官小得没了品，连流外也算不上，

然而，等闲人物还真干不了，如果让今天的

县长去当队长，绝难胜任。那时庄户人不知

道啥叫钟表，看时间手打眼罩观太阳。太阳

一竿子高了，社员们才陆陆续续地走出屋，

慢吞吞地下田。下了田也不出力，磨到天黑

记工分儿。庄稼地全是牛马咀嚼的东西，枯

黄的小苗被欺压在蒿草下，地里不打粮，社

员们就分不到应得的口粮，一日几两粮食的

定量实难度日，人们只好采野菜掺粮食填肚

皮。野菜中犹以苦菜为先，老百姓叫苣荬

菜。苦菜药食兼优，对人类没有任何索取，

任何干旱瘠薄的土地都能生存，古来就是贫

苦百姓赖以生存的希望。

生产队开了大食堂，室内支起了几口大

铁锅，大铁锅大，可煮一头牛。队长从社员

们中挑出几个老头儿当伙夫，派年老体弱和

孕身女人们上山挖野菜，回来洗干净交给食

堂，按每人挖菜多少记工分儿。师傅们将菜

放入大锅内煮熟，然后按人口定量放入杂合

面，做成菜苦力、菜粥，按人口分到各户。社

员们干活收工回来，端上盆碗去分饭。有的

户分了饭端回家吃，有的端到院中，支起一

块大石板当餐桌，一家人围着餐桌吃起来。

说苦力，其实就是裹了点面的菜团子，碗大

的苦力蛋抓捧而猪吞，嚼着咯吱咯吱地生咸

菜疙瘩，风卷残云，撩起小衣襟撸一下子汗，

脸上写满了社会主义的满足。

其它粮食加苦菜犹可下咽，苦荞面加苦

菜着实把人苦坏了，大有谈苦色变之难，真

可谓吃得苦中苦了。长期的艰苦生活，使得

女人们生了孩子无奶喂养。男人们屁股不

长肉，往哪一坐直喊硌腚。

直到有一天，农村实行了责任制，土地

包产到户以后，这些苦的东西统统被驱除人

们生活的视线，继之而来的是庄户人过年也

吃不到的粳米白面、大鱼大肉上了餐桌。日

月流转中，女人们的胸脯鼓起来了，生了孩

子奶水充盈吃不完，真真是“胀乳已流床。”

今天用这句诗和当年东坡先生写这句诗的

本意完全不同，东坡先生是因死了女儿，妻

子无儿可哺“胀乳已流床”。今天用这句诗

是幸福生活的写照。

改革开放四十年，人们生活水平得到空

前提高，老百姓乐得晕头转向，满大街大肚

子大得出奇，每个人身上都夸张地显现着好

日子。日子是好了，可随之而来的是很多人

都吃出了毛病，三高、糖尿病、减肥等等一系

列陌生的字眼儿成了国人所关注的热点。

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研究证明：过去人

们吃的那些苦东西，对健康大有益处，可解

决今天健康出现的大问题。于是，过去望而

生厌的苦菜，又重新被端上餐桌，俨然城市

人待客的一道风景。 酒肉美食充斥餐桌的

今天，这苦菜品起来苦中带甜，脆嫩清香别

具风味，回味舒畅。营养学家讲，苦荞是糖

尿病人首选食材，所以，它经历了一度冷落

之后又得到人们的青睐。大鱼大肉的日子

里，偶尔吃一盘苦菜，吃一顿苦荞面等粗粮

饮食，实乃别样滋味的享受。苦荞生命力极

强，它抗干旱耐瘠薄，储存期长可谓五谷之

王。由是，它身价倍增，然而人们依旧竞相

购买，乐此不疲。

如此看来，人的一生不能吃一点苦，有

时候吃点苦可能就是通往成功之路的铺

垫。如此说来，还是苦回味悠长。正所谓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散文

苦味悠长
■郭久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