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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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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诗人杜牧
这首脍炙人口的《清明》，诉说着思念与哀伤。
清明节是我国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扫墓和祭
奠、追思已故亲人的日子。

青岛是一个移民城市，清明节含有多地风
俗，带有独特的地域性和群众性特点，其中不乏
蕴含着移民文化和繁杂的思想。本文主要是通过
文字和图片，追寻一下老青岛的清明节习俗。

□刘增平

《寒食》

(唐)韩
春城无处不飞花，
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
轻烟散入五侯家。

《途中寒食》

(唐)宋之问
马上逢寒食，
途中属暮春。
可怜江浦望，
不见洛桥人。
北极怀明主，
南溟作逐臣。
故园肠断处，
日夜柳条新。

《清明》

(宋)王禹俏
无花无酒过清明，
兴味萧然似野僧。
昨日邻家乞新火，
晓窗分与读书灯。

《苏堤清明即事》

(宋)吴惟信
梨花风起正清明，
游子寻春半出城。
日暮笙歌收拾去，
万株杨柳属流莺。

《清江引 清明日出游》

(明)王磐
问西楼禁烟何处好？

绿野晴天道。
马穿杨柳嘶，
人倚秋千笑，

探莺花总教春醉倒。

清明节诗词

寒食赐火与扫墓

在老青岛清明节前后流传着很多传
统的风俗活动。如寒食赐火、清明扫
墓、踏青郊游、放风筝、荡秋千、斗
鸡、拔河等，这些习俗随着岁月交替和
社会变迁，有些已经逐渐被遗忘，连一
丝记忆都不复存在，有些仍遗留至今并
赋予了新的内涵。

在旧时的青岛，清明节也被看作是
一个大节气。寒食节是在清明节的前一
天，每家都要断火，吃冷食。冬至后105

天谓之寒食，从前的这一天禁火，冷
食，故又称“冷节”、“禁烟节”。人
们在清明前两天就开时断火，即天不亮
就把饭做好，直到落日后再烧火，以示

对亲人的怀念，由于人们常把寒食节的
活动延续到清明，逐渐将寒食与清明合
二为一。

旧时青岛在清明节扫墓的习俗比较
盛行，扫墓俗称“上坟”。这一天要去祖坟
上填土整坟，扫除沙尘杂草，上香、烧纸，
举行祭礼。有的人家要利用这一机会修整
坟墓，大多数是象征性地给坟头上添添
土，还要在上边压些纸钱，让别人看了，知
道此坟尚有后人，所以说，无论家里多穷，
清明节都是要去上坟的。老青岛时期，人
们祭祀完毕，都要进行野餐，将上供的食
品吃掉，也就是吃福根，以向先人表示节
俭之意。

关于黑龙的传说

随着1891年青岛开埠，包括招远、栖
霞等胶东一带的农村人纷纷来到青岛做
生意或打零工，一些胶东的风俗习惯也
融入到青岛。旧时的青岛农村一带，清
明前后也有赶山会搭台唱戏，祭奠秃尾
巴老李，保风调雨顺又是一项民俗。

传说黑龙江的黑龙祖籍是山东，姓
李，父亲是一个木匠。黑龙出生时大雨
倾盆电闪雷鸣，在一声炸雷声中降生并
随着一道刺耳的闪电冲上天空。时隔数
月后，一日天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黑
龙回家吃奶。可怜的母亲被他的长像吓
呆了，当场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过来。
他的父亲一看这形似龙的怪物头在其妻
怀中吃奶，尾巴翘在梁上就抄起手中的
锛一下砍下他的尾巴，黑龙痛极了抓起
他的父亲抛弃到渤海。因缺了尾巴敌不
过白龙，后来在闯关东的山东老乡帮助
下，战胜了白龙占居了黑龙江。此后黑
龙为纪念他的母亲就筑坟修庙(黑龙无他

父亲的坟庙就是这个由来)。从此以后，
每年清明，黑龙就从黑龙江返乡为母亲
上坟，来时由西北方向，总是劈雷火闪
还带冰雹，秃尾巴老李就这样得名。

清明节，青岛许多人家都要吃大葱
和蛋饼，寓意聪明伶俐，这个习俗一直
延续至今。此外，旧时青岛地区有的人
家还要捏面花，称作“蒸小燕”， 吃
白面小鸡和鸡蛋。寓意小燕子来了，真
正的春天到来了。清明这天早晨全家人
一定要吃鸡蛋和小鸡，心明眼亮不得
病，很多学生要带鸡蛋给老师以表敬
仰。另外，清明节时将印有蝎子图案的
纸贴在家里，家中不招蝎子、蜈蚣，尤
其是在农村特别盛行。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这是一句流
传广泛的民间谚语。清末民初，青岛的农
村一带开始合理安排农时，清明节这天，
好多农家给牲口吃高粱米饭，俗语：“打一
千，骂一万，不忘清明节一顿高粱米饭。”

吃高粮米粥、麦子粥、玉米粥，表示日子步
步高，这一天用粥要让牛、驴等饱餐一顿，
以犒赏它们一年的辛劳。

渐行渐远的习俗
旧时青岛的百姓信奉城隍爷，

他是除灶王爷、财神爷外百姓最信
奉的神佛，其实就是一个城、一个
县的“不管部”部长。据一些老人
回忆，在旧时的胶县和即墨一带还

有清明节“城隍爷”出巡活动，

当 时 的 人 们 用 大 轿 抬 着 用 编 制 的
“城隍爷”在街上巡走，各表演队
相随其后，分别在后面扭秧歌、踩
高跷等，一边走一边演，看眼儿的
人很多。

清明节民俗文化最大的特点是
悲 哀 与 快 乐 同 在 ， 敬 畏 与 欢 笑 共
存。先是祭奠已故亲人，心情沉

重。后又沿街出巡，既有生死
离别的悲伤泪，又有祈福平

安的笑声，对生的渴求，
对 死 的 恐 惧 ， 是 人 之

常情。清明节从悲
到 乐 的 节 日 过

程，是旧时人
们 在 追 思

先 人 、 感 恩 父 母 、 增 进 亲 情 的 同
时，启迪人们更达观地对待生死，
舒缓面对生死的紧张心理。

清明期间，春回大地，桃红柳
绿，人们三五成群到野外去荡秋千
和踏青，“清明踏了青，不生脚痛
病，秋千甩得高，日子过得好”，
特别是妇女和孩子们，有“女人的
清明男人的年”的说法。清明节是
节气和节日合二为一，包含了祭祖
扫墓、保风调雨顺、踏青游玩等人
文内容，呈现出自然与人的和谐统
一。人们通过清明节祭祀祖先，来
怀念祖先对后人的生养之恩，对后
人的教育之情，祖先为后人留下的
众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还有更多丰富有趣的活动。这让人
们想到生活原本应该就是这样的，
在平淡中细水长流、知足长乐，先
辈的生活应该也是这样的，也许清
贫却不贫穷、也许平淡却很富足。编编辑辑：：赵赵 郁郁 组组版版：：台台丽丽娜娜

古时扫墓图。

黑龙。

无论古今，清明前后是踏春郊游的
好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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