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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来到，想起春天最富诗情画意

的节日——清明节，我不由想起小时候老家清

明插柳的风俗。

记得每年清明节的前一天下午，就有很多

小孩子们爬上柳树，去折断一些柳枝，或制作成

哨子，吹起来，或编成帽子，戴起来。试想那热

闹的场面：一群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吹着柳笛，

戴着柳帽，穿梭在大街小巷，加上牛哞羊咩，鸡

唱鸭和鹅展翅，构成了一幅清新淡然的农家闹

春图。更重要的是，拿回家一些柳枝，次日早上

把柳枝插在门楣上，插在窗户上。当然，也有人

在清明节当天一大早起床去折柳枝的，同时，还

会捋柳叶晾干当作茶叶泡茶喝，且美其名曰：柳

叶茶。所以，到了清明节，人们与“柳”分不开。

随便到街上走走，随便去串个门，门楣上、窗户

上都摇曳着枝青叶翠的柳枝，别有一番风味。

长大后，上学、工作，清明节几乎没有在老家

过过。去年的清明节，放了假，我回到老家，一方

面慎终追远，怀念先人，另一面，也想感受一下儿

时过清明的热闹劲儿。但是，时过境迁，儿时的热闹却只能留在了记忆

里。插柳只保留在个别“执拗”老人的家庭中。个别的年轻人竟然把插

柳当作了落后的象征。这也难怪，时代在发展，过去住房是土墙，门楣旁

随便就能找个缝隙、小窟窿，插柳很容易；现在，砖墙而且还用混凝土浇

铸，哪有插柳的缝隙？问起一些乡亲，他们笑着说：“现在，不兴插柳枝

了。”但我，却感到一丝怅然。好在我年逾古稀的老父亲还在坚持着传

统，从邻家大门口的柳树上折了一把柳枝，恭恭敬敬地插在我家的大门

上方和窗台上方。

节后，上班了，问及一些同事他们家乡是否有清明插柳的风俗。大

多数答曰：“没有。”看来，我们老家清明插柳是保存了古代的传统。我

打开电脑，在百度上一搜，有关清明插柳的风俗和报道弹出来一串串。

其中有一则是这样说的：“在古人观念中，柳树有着神奇的力量……唐

人认为头戴柳枝可以摆脱毒虫的伤害。宋元以后，清明节插柳的习俗

非常盛行。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里也有记载：‘取柳枝著户上，百鬼

不入家。’”怪不得家乡的老人们说：“清明插上柳枝，蝎子不蜇的。”

在传统文化中，清明节是由“清明”节气、寒食节、上巳节三者共同融

合而成的重大节日。除扫墓外，还有踏青、插柳、荡秋千、放风筝等多种

民俗活动，但遗憾的是，插柳、荡秋千等风俗现在已很少有人知晓和问

津。在家乡，插柳戴柳的风俗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正在渐行渐远。我不由

感到一阵阵遗憾。虽然折断树枝有损树木的成长发育，但柳树生命力极

强，对成长也造不成多少危害。另外，在我的感觉中，清明节才算是最富

春意的传统节日。因为春节虽名为“春节”，但正在数九寒天，即使过了

立春，也鲜见自然界春天的气息。只有清明节到来时，春暖花开，春鸟啁

啾，到处春潮涌动，洋溢着浓浓的春意。但愿我们把清明节丰富的内涵

传承下去，使我们自己的节日承载我们民族更多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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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春天脚步

又到了清明时节

每年的今日

都有一种深深的思念

那是对亲人的思念

更是对英雄的怀念

在历史的课本里

在学校的课堂上

我仿佛看到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

有多少战士迎着枪林弹雨

让星星之火燎原在中国大地

在白山黑水间

杨靖宇将军的足迹依稀可见

狱中顽强的方志敏同志

写下豪迈诗篇

小英雄王二小

用鲜血保护了老乡的安全

十五岁的刘胡兰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英雄的名字至今代代相传

英雄们在枪林弹雨中

用伟岸的身躯

撑起祖国的蓝天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因为有英雄的壮举而巍峨

九八抗洪中

汶川地震时

抗击非典里

还是2020年抗击肺炎的前线上

无数的英雄冲在最前面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烈士长存 丰碑永恒

此时此刻

热血在心中沸腾

胸前的红领巾格外耀眼

那是英雄用鲜血染红的颜色

庄重地行一个队礼

凝聚着一个少先队员的敬仰

编织着小伙伴的铮铮誓言

少年强则中国强

清明忆英雄

最美人间四月天，

赏花踏青正当时。清明

时节，大地回春，万物复

苏，人们急切想走出家

门，开启生态之旅，感受

万物生长的美妙。

古时，清明节被称

为“踏青日”，郊游散步

游玩，同时又称为行清节、祭祖节，融合了自然节气

和人文风俗。

清明节气，吐故纳新，生气旺盛，气温回升，大地

呈现春和景明之象，是非常适合出外游玩的时节，看

花团锦簇，听燕语莺啼，心情逐渐明朗净澈。

当然，这个时期，如果您选择继续和家人宅在家

里，也是情有可原的，小编可带您云上赏瓷看花吧！

请关注：www.chinaruyao.net

汝窑，花器之王。与其他瓷相比放置家中不争

不闹。黄色花，搭配相宜，白色花，淡雅幽静，与湖边

的莲蓬、芦苇搭配，照样别有一番风韵……

爱花器，用汝窑，赏瓷，插花，古时高雅，如今一

样可以给平淡生活增添许多滋味。 （李赛楠）

清明踏青日
我们一起云上赏瓷看花

缅怀先烈 致敬英雄 作者：张小柱

康龙农业生态园内牡丹绽放，吸引众
多游客们踏青赏花 杜鹃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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