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节文化手抄报内容 清明节手抄报内
容文字(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清明节文化手抄报内容篇一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
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清明节又叫踏青节，在仲春与
暮春之交，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简短文字【8篇】,
以供大家参考!

相传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途
中，在一处渺无人烟的地方，又累又饿，再也无力站起来。
随臣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点吃的，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随
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
一碗肉汤让公子喝了，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当重耳发现肉
是介子推自己腿割下的时候，流下了眼泪。

十九年后，重耳作了国君，也就是历的晋文公。即位后文公
重重赏了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很多人
为介子推鸣不平，劝他面君讨赏，然而介子推最鄙视那些争
功讨赏的人。他打好行装，同悄悄的到绵山隐居去了。

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然而介子
推已离家去了绵山。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密，找寻两个人
谈何容易，有人献计，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大火
烧遍绵山，却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背着



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晋文公见状，恸
哭。装殓时，从树洞里发现一，上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
但愿主公常清明。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
寒食节。

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
老柳树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
节。

1、扫墓祭祖的习俗

中国历，寒食禁火，祭奠先人，早已蔚为习俗。唐朝之后，
寒食节逐渐式微，于清明节扫墓祭祖成了此后持续不断的节
俗传统。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寒食野望吟》诗云：乌啼鹊噪
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
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漠重泉哭不闻，萧萧
暮雨人归去。宋朝诗人高菊卿也曾于一诗中描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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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狐狸眠冢上，一滴何曾到九泉!就是到了今天的社
会，人们在清明节前后仍有上坟扫墓祭祖的习俗：铲除杂草，
放上供品，于坟前上香祷祝，燃纸钱金锭，或简单地献上一
束鲜花，以寄托对先人的怀念。

2、踏青的习俗

清明之时，正值春回大地，人们乃因利趁便，扫墓之余亦一
家老少在山乡野间游乐一番，回家时顺手折几枝叶芽初绽的
柳枝戴在头上，怡乐融融。也有的人特意于清明节期间到大
自然去欣赏和领略生机勃勃的春日景象，郊外远足，一抒在
严冬以来的郁结心胸，这种踏青也叫春游，古代叫探春、寻
春。其含义，就是脚踏青草，在郊野游玩，观赏春色。

清明前后正是踏青的好时光，所以成为清明节俗的一项重要
内容。古时妇女平日不能随便出游，清明扫墓是难得的踏青



的机会，故妇女们在清明节比男人玩得更开心，民间有女人
的清明男人的年之说。

3、插柳的习俗

清明节是杨柳发芽抽绿的时间，民间有折柳、戴柳、插柳的
习俗。人们踏青时顺手折下几枝柳条，可拿在手中把玩，也
可编成帽子戴在头上，也可带回家插在门楣、屋檐上。谚语
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的说法，
说明清明折柳在旧时是很普遍的习俗。据说柳枝具有辟邪的
功用，那么插柳戴柳不仅是时尚的装饰，而且有祈福辟邪之
效了。清明插柳也可能跟过去寒食节以柳枝乞取新火的的习
俗有关。今天看来，随意折取柳枝是对树木的一种损害，是
不宜提倡的。

清明节插柳植树的风习，据说是纪念发明各种农业生产工具
并曾尝百草的神农氏;另一说是介子推死时所抱的柳树后来复
活，晋文公赐名为清明柳，并折柳成圈戴在头上，此习俗后
传入民间。虽然有着不同的典故源流，但这些风俗仍不离人
们对春回大地的喜悦。

4、清明游乐的习俗

清明节除了上述扫墓祭祖、踏青插柳的习俗之外，还有大量
纯属游乐的风习，千百年来，倍受人们的喜爱，如延续至今
的`牵钩、放风筝和荡秋千等，也还有曾盛行一时，惟今已不
复见的射柳和蹴鞠。

5、牵钩的习俗

牵钩是古称，其实就是现代的拔河运动。据说春秋时，楚国
为了进攻吴国，以牵钩这种运动来增强人民的体质。它主要
是以一根麻绳，两头分为许多小绳，比赛时，以一面大旗为
界，一声令下，双方各自用力拉绳，鼓乐齐鸣，双方助威吶



喊，热闹非常。

6、放风筝的习俗

放风筝是清明节人们最喜爱的活动之一。古人相信若某人生
病可将其病况写或画于扎制的风筝上，用线系着风筝在空中
放飞，让它飞至高空就拉线剪断，疾病灾难便会随着风筝一
起飞走。后来，风筝亦逐渐发展成广为流行的郊游娱乐活动。

7、荡秋千的习俗

秋千最早叫千秋，相传秋千为春秋时齐桓公从北方民族山戎
所传入，汉以后成为清明及其它如端午节、寒食节等节日的
民间游戏。秋千最初是用一根绳子，以手抓绳而荡，后发展
成于木架上悬挂两绳，下拴横板而成。

8、射柳的习俗

射柳是一种练习射箭技巧的游戏。据明朝人的记载，就是将
鸽子放在葫芦里，然后将葫芦高挂于柳树上，弯弓射中葫芦，
鸽子飞出，以飞鸽飞的高度来判定胜负。

9、蹴鞠的习俗

清明节除了祭祖扫墓之外，还有各项户外活动，像踏青、郊
游、荡秋千等等，在祭奠追思的感伤之余，还融合了欢乐赏
春的气氛。在这些活动中，蹴鞠就是一项十分有趣的活动。
蹴鞠，就是现在足球的前身，球皮是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
塞紧。相传蹴鞠早于商代已有，战国时期流入民间，至汉代
更成了军中用以练身习武，并列于兵书。

近年来，在蹴鞠的发源地山东淄博又兴起蹴鞠热，许多市民
参与其中，既锻炼了身体，又传承了两千多年的民俗。



10、斗鸡的习俗

古代清明盛行斗鸡游戏，斗鸡由清明开始，斗到夏至为止。
我国最早的斗鸡记录，见于《左传》。到了唐代，斗鸡成风，
不仅是民间斗鸡，连皇上也参加斗鸡。如唐玄宗最喜斗鸡。

11、蚕花会的习俗

蚕花会蚕花会是蚕乡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过去清明节期间，
梧桐、乌镇、崇福、洲泉等地都有此项民俗活动。其中以洲
泉的马鸣庙和青石的双庙诸的蚕花会最为精彩隆重。马鸣庙
位于洲泉镇西，在当地有庙中之称，每年蚕花会人山人海，
活动频繁，有迎蚕神、摇快船、闹台阁、拜香凳、打拳、龙
灯、翘高竿、唱戏文等十多项活动。本篇文章来自资料管理
下载。这些活动有的在岸上进行，绝大多数在船上进行，极
具水乡特色。近几年乌镇香市活动中的蚕花会，仅有迎蚕神、
踏白船、翘高竿等几个项目，大有潜力可挖。

12、拔河的习俗

早期叫牵钩钩强，唐朝始叫拔河。它发明于春秋后期，开始
盛行于军中，后来流传于民间。唐玄宗时曾在清明时举行大
规模的拔河比赛。从那时起，拔河成为清明习俗的一部分。

1.清爽的杨柳风，温润的清明雨，柔嫩的阳春草，懵懂的早
醒虫。携晓风微雨虫鸣上路吧!

2.清明节到了，老祖宗喊你们回去扫墓!三根香，一对烛，清
明不能忘祭祖。纸要烧，揖要作，工作汇报要清楚。保护老
小都平安，逝者安息生者乐!清明快乐!

3.去扫墓，祭先祖，事业顺，心情好，白天晚上没烦恼。看
春日，百花香，轻松自在负担少。清明节，你要凡事看开，
事事自在!



4.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家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
足郊原草木柔。独在异乡为异客，清明佳节倍思亲。遥知亲
人扫墓时，在此场上少一人。祝清明节快乐。

5.云朵装点着天空的精彩，问候装点着友谊的精彩，真情装
点着岁月的精彩，清明装点着春天的精彩!盼结伴踏青去，发
条短信问候你，折柳祈相逢!

6.清明节到了，如果你平安，我祝你快乐;如果你富有，我祝
你健康;如果你幸福，我祝你甜蜜;如果你无恙，我祝你吉祥;
如果你伤感，我祝你生命中没有缺憾。

7.清明节，雨下或不下，我的关心在那里;柳插或不插，我的
思念在那里;酒喝或不喝，我的情义在那里;你念或不念，我
的祝福在那里。祝你平安!

8.清明节，雨纷纷，话养生，多珍重;踏青游，好时节，防过
敏，花草远;蚊虫叮，要防护，讲卫生，防疾病;休息好，精
神佳，心情好，更健康!

9.清明节，小长假，愿你背上安全的行囊，顺着快乐的导航，
带上健康的行装，朝着幸福的前方，心里装满喜悦，手里握
住希望，向绚丽多彩的人生，快乐前行!

10.清明节，小长假，忧愁烦恼都放下;去踏青，去旅游，健
康安全记心头;出远门，衣带足，吃饱睡好精神足;多休息，
多放松，甜蜜快乐放心中。

11.清明至，祭先祖。携家人，去扫墓。缅怀意，深情诉。人
生路，莫停步。勤梳理，多回顾。平常心，把握住。柳色新，
春莫负。多保重，情如故。

12.让风筝飞，飞走忧愁。请踏青去，去除烦恼。把祖先祭，
祭走哀伤。将柳枝插，插满生机。清明节至，祝你健康平安，



幸福快乐。顺风顺水，吉祥如意。

13.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住曾在自己生命留下回忆的人，无论
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清明节了，逝去的美好，记牢;现在的欢
笑，拥抱;让温情传进人人的手机号!

14.清明时节故人忆，绵绵思绪难自已。回首往事情依依，更
添悲情人哭泣。鲜花纸钱坟前祭，只愿天堂无别离。保佑生
者体康健，快乐幸福直到底!

根据全市“我们的节日•清明节”主题活动要求，我局高度重
视，结合实际，把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清明节”主题活动
纳入思想主题活动内容，向各科室下发了通知，以“缅怀革
命先烈、继承革命传统”为主题，组织开展了清明节祭奠革
命先烈、网上祭拜英烈等活动。同时，为维护清明节期间良
好的市容环境，营造节日氛围，我局对清明放水节期间的城
市管理执法工作作了精心部署和周密安排，确保节日期间市
容秩序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顺利完成。现将活动开展情况总
结如下：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我局成立了“城管局清明节主题活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由局长__同志担任，副组长由各副局长、执法大队长、环卫
局负责人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行政办，
由副局长谢国荣具体牵头，行政办具体落实各项工作。把思
想教育与城市管理工作相结合，并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认
真组织开展好清明节主题活动。

二、全局组织开展纪念革命先烈活动

4月5日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到烈士墓园进行文明祭扫，引导人
们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继承先烈遗志、珍惜幸福生活，树立
建设美好新家园的信心和决心。



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参与网上祭先烈活动。在__网上祭奠、献
花，发表心得、感言，过一个既文明又环保的清明节。

三、清明节期间我市城市管理成效显著

广大干部职工把思想教育落实到行动上，把革命先烈的自我
牺牲精神体现到城市管理工作上，以良好的城市秩序迎接清
明节到来。一是重点对古城区、新堰坎、建设路、公园路、
一环路、都江堰大道、二环路等重要街口、巷口进行了定点
定岗，包括大队守岗20个，各中队定岗30个，明细巡逻路线，
确保各项工作不留盲区、死角;二是局班子成员亲临一线，靠
前指挥，环卫职工、执法人员全体干部职工放弃休假坚守一
线;三是节前组织300余人开展城市管理集中专项整治。

由“两镇一街道”牵头，重点对中小街道进行了专项整治。
节前整治共劝导疏散流动窜卖8000处，规范越门占道经
营1754处，收缴违章物品1138件、“牛皮癣”广告1.5万张，
城市中小街道秩序有了根本好转;四是加强城乡生活垃圾清运
工作，加大收运力度，确保日产日清。对城区晚班微型车组
行车安全、垃圾清运质量及车组作息时间等情况进行突击检
查，城区每日清运各类生活垃圾200余吨，有效杜绝街面垃圾
暴桶现象的发生;五是加到清扫保洁督查。

节前召开各清扫公司负责人工作会，安排布置节日期间环境
清扫保洁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加强巡查和督查;六是取消清
明展销会，有力保障了清明节期间良好的市容秩序和环境卫
生;七是切实加强清明放水节主会场周边秩序管理，营造良好
的节庆氛围。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节日，聚合寒食节又临春分好节气。主要
的活动是祭祀、祭祖，文化底蕴丰厚，遂形成了今日清明节
扫墓的习俗。

中华民族极重视伦理、道德、文化，认为行孝义是人本精神、



民族精神。这一优良传统是值得延承的、值的发扬的。

1、扫墓行孝义

扫墓是主题，因为在清明节这一天是祭奠亡灵的日子。中国
传统的方法是土葬，所以也称上坟、扫墓、祭扫。为故人的
坟墓添些土，清除墓碑上的灰尘，再摆些贡品鲜花等。或是
远去的先人，或是刚离别的亲友，到清明节时，来到他们的
坟前表示悼念之情思念之心。人生即意味着生死，岁月转换，
回头便是年轮。缅怀故人，孝敬亲长是美德，让我们一起施
行。

2、清明好时节

《历书》记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
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
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
明前后，种瓜点豆”之说。

这时的天，不躁不寒，春风盎然，宜居宜行。去掉春冬的冷
意，人们这时开始活动起来。农民伯伯开始犁他的田，种瓜
种豆，种上新鲜的蔬菜;而闲适的工作人群可以带上孩子，扫
墓踏青，插柳栽树，做一些有意义而又愉悦身心的事情。清
明节的习俗自古有很多，荡秋千、放风筝等皆可效行倡导。

3、延优良传统

现在的学生教学，每至清明，必写清明文章、记录清明节扫
墓祭拜感想。目的非常明确，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清明节日
的了解。或是学生随家长去扫墓，或是学校组织一起进行烈
士扫墓为，亦或是网上扫墓。为何要去扫墓?冰心《寄小读者》
中语：“清明扫墓，虽不焚化纸钱，也可训练小孩子一种恭
肃静默的对先人的敬礼。”认识先烈，知荣辱礼敬，懂孝行
深义，承优良传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这就是清明节扫墓



的意义。

又一个清明节，又一个缅怀先烈的日子。我们来到了烈士的
墓前，祭奠长眠在这里的先烈的英灵。站在烈士墓前，我们
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革命先烈们有的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
尊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为了彻底埋葬旧世界，建立社会
主义新中国而前赴后继，英勇作战，抛头颅、洒热血;也有的
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献出青春和热血。

先烈们，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是你们用自
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钢铁长城，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
着殊死拼搏。你们倒下了，但成千上万“不愿做奴隶的人
们”站起来了，他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去继承你们
未竟的事业;先烈们，是你们把对国家、对劳苦大众的爱化作
战斗中同敌人拼杀的精神力量，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以摧
枯拉朽之势，宣布了蒋家王朝的灭亡，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
的新中国;先烈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的时刻，又是你们
抛去了家庭和个人的一切，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把宝贵的
生命无私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把满腔的热血洒遍祖国大地。

面对你们，我们怎么能不肃然起敬?你们的辉煌业绩，将彪炳
史册、万古流芳!你们的英名将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共存!我
们敬慕你们,无私奉献的英雄!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些无数的
革命先烈，有了你们的崇高，有了你们的无私才有了今天的
和平环境，才有了祖国的繁荣昌盛。

战争的年代照就了烈士们的勇敢与坚强，和平美好的环境为
我们提供了学知识、长才能、成栋梁的机会。我们有信心，
因为我们有榜样!同学们，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我们应该懂
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更应该懂得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
历史使命。我们要爱自己，更要爱祖国，我们要发奋学习，
为她增光，为她添彩!

同学们，让我们继承先烈的遗志，为家乡的建设、为祖国的



繁荣富强而努力学习，共创美好明天!先烈们永垂不朽!

1、清明节如果去扫墓的话，要把时间多选在下午3点前完成
为好，因为此前为阳气旺的时间，利于拜祭，切莫在傍晚黄
昏时去，如果时间来不及，可以拖后一天去，因为黄昏时阴
气过重，易对体质弱的人不利。

2、不要去太偏僻的地方祭祀，因为祭祀难免要去一些人烟稀
少的地方，是走人们常走的路，不要在偏远地区踏青，一个
是安全方面的考虑。再者容易有负能量的气场。如果确实需
要去的话，建议是多人一起同行为好。

3、清明节去拜祭先人的话，可以随身配带好玉佩，这样可以
避免不良磁场信息，如果没有玉佩的人，可以戴上避邪的物
品或者佩带佛像之类的宗教物品。气场比较弱的朋友，是回
家跨火盆或洒柚子叶水，以消除负面的能量，在日常生活中
也常见有人扫墓回来就会发热或不舒服，用这种方法可以避
免。

4、体质弱的人如果扫墓回来，可以去人多的地方走走或者有
阳光的话，照射下为好，同时要尽量不要带了一脚的泥土回
家。扫墓时，要多毕恭毕敬，不要踩到别人家的墓或踢到别
人家墓上的供品。墓地处是不可嬉笑打闹，特别是带有小孩
的要注意。

5、墓地为庄重肃穆的地方，切勿随便乱说话，对故去的人要
有恭敬之心，切勿脚踩墓碑或者手扶墓碑，万万不可对别的
墓地发表评论。在祭祀和扫墓需要多真诚，在路边有坟墓时
候，行走或是站立，都应该毕恭毕敬，表情必须严肃，应怀
有恭敬之心。扫墓过程中，不应该将碎石碎土扰动地太多，
以免影响周围环境。

6、清明节前后也是梦到故去的人高发的时间段，梦见已故去
的亲人或好友，这就代表着你得去扫拜他们的墓地了，如实



在去不了的，也要让人代为扫拜。切莫嫌麻烦，恭敬之心多
存。这种梦境的现象往往在清明前后出现比较多。

7、家中如有人形的物品，在清明前后多收起来，放到看不见
的地方为好，如人脸的造形，人形的饰物。

8、孕妇与幼儿在清明前后要多注意，不必去墓地，多远离阴
暗的场所为好，除非特别的情况，要去的话一定要配上护身
符。如果是女性扫墓去的话，是要避开例假的时间，滴天居
士建议怀孕的妇女也别去扫墓，在家祭拜下就可以了。

9、墓穴潮湿主是非常严重不利的风水，扫墓时可多观察下，
另墓碑要完整，也不可以有杂草从生，建议多修缮下为好。
关注先人的墓碑是对祖先的尊敬。祖先的坟墓必须能够正确
地清理杂草，添加一些好土好花。消除碎片，做好后墓碑上
的清洁。要将整个墓地外观换新一下，而且心中必须充满怀
敬之心。

10、清明节可以在门上悬挂柳枝、桃木等，阻挡邪气入侵，
清明有鬼节之称，且人们大多去祭拜祖先，从墓地、陵园等
回来，为保证不把邪气带回，在门外有一层阻挡，民间素有
桃木辟邪的说法，加上柳枝，都可以斜插或挂在门口，起到
阻挡邪气入侵的作用。

11、放风筝是清明时节常见的一项活动。对自己之前运势不
太满意的朋友，还可以在清明节这天，利用这项活动，把自
己不好的运势放走，给好运腾出空间。这也是风水中的方法。

12、因为扫墓也往往是亲人相聚到一起的时候，此时要注意
切不可在墓地周围合影留念，这样会有不利，建议在阳光充
足，气场强旺的地方再合影为好。

1、清明扫墓怎么净身、防身



取红包袋一个，内中放七片榕树叶与盐米少许。若无榕树叶，
可以用艾草、芙蓉叶替代。在出发去扫墓前，把红包放在上
衣口袋，扫墓完成后，记得将红包丢掉，不可带回家，这样
做有助于避开不好的气场。

而为了保险起见，在扫墓结束后，建议大家到外面的餐厅吃
饭，或是去商场买东西，亦或是外面公厕方便都好，然后再
回家，这样来避免不干净的东西跟你回家。

2、扫墓忌讳嘻笑打闹，也不能胡乱拍照

墓地是先人的安居之所，所以扫墓时，记住不能做出对祖先
不敬之事，诸如跨过坟墓供品，喧哗笑闹、随处小便等都万
万不可。另外，清明扫墓是为了纪念祖先，这是后人带着追
思之意向亡灵敬拜的时候，因此自拍或合影的举动都不合宜，
更忌讳将坟墓拍入镜头。

3、清明节扫墓用什么花，穿什么衣服合适

清明节扫墓通常使用有思念和怀念含义的菊花，但花色不宜
太艳，一般以白色、黄色最为适合，也可以搭配一些绿叶较
大的鲜花，如百合、康乃馨等，更能表现对先人的追思敬意。

清明节扫墓为尊重逝者，衣着装扮应该以自然、素雅端庄为
主，一般是穿深色衣服而忌讳大红大紫、过于暴露的衣着。
另外需要注意，除了扫墓时带去的供品，祭祀的花束和墓地
的花草、昆虫、野果，一定不要带回家中。

4、清明时节忌讳探视亲朋好友

清明节是祭奠祖先的特殊时候，一般不应安排清明节当天去
探视亲朋好友，这是为了避免不吉利。若是清明节之前已经
提前扫墓了，那么清明节当天可以到附近人多的地方走走，
如人多的商场、市集等，到了晚上应该早点回家。



5、扫墓当日一早，察看自己的额头

扫墓当日早上洗脸之前，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额头，若呈
现有乌黑气色，则表示时运较低，在参加扫墓时，除了按照
上文所述做好净身、防身准备，也可在右手佩戴黑色系的水
晶，或翡翠观音、佛公、开运红绳等，以此来帮助化解。

清明节文化手抄报内容篇二

有关清明节的习俗：

中国历，寒食禁火，祭奠先人，早已蔚为习俗。唐朝之后，
寒食节逐渐式微，于清明节扫墓祭祖成了此后持续不断的节
俗传统。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寒食野望吟》诗云：乌啼鹊噪
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
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漠重泉哭不闻，
萧萧暮雨人归去。宋朝诗人高菊卿也曾于一诗中描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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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狐狸眠冢上，一滴何曾到九泉！就是到了今
天的社会，人们在清明节前后仍有上坟扫墓祭祖的习俗：铲
除杂草，放上供品，于坟前上香祷祝，燃纸钱金锭，或简单
地献上一束鲜花，以寄托对先人的怀念。

清明之时，正值春回大地，人们乃因利趁便，扫墓之余亦一
家老少在山乡野间游乐一番，回家时顺手折几枝叶芽初绽的
柳枝戴在头上，怡乐融融。也有的人特意于清明节期间到大
自然去欣赏和领略生机勃勃的春日景象，郊外远足，一抒在
严冬以来的郁结心胸，这种踏青也叫春游，古代叫探春、寻
春。其含义，就是脚踏青草，在郊野游玩，观赏春色。

清明前后正是踏青的好时光，所以成为清明节俗的一项重要
内容。古时妇女平日不能随便出游，清明扫墓是难得的踏青
的机会，故妇女们在清明节比男人玩得更开心，民间有女人



的清明男人的年之说。

清明节是杨柳发芽抽绿的时间，民间有折柳、戴柳、插柳的
习俗。人们踏青时顺手折下几枝柳条，可拿在手中把玩，也
可编成帽子戴在头上，也可带回家插在门楣、屋檐上。谚语
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的说法，
说明清明折柳在旧时是很普遍的习俗。据说柳枝具有辟邪的
功用，那么插柳戴柳不仅是时尚的装饰，而且有祈福辟邪之
效了。清明插柳也可能跟过去寒食节以柳枝乞取新火的的习
俗有关。今天看来，随意折取柳枝是对树木的一种损害，是
不宜提倡的。

清明节插柳植树的风习，据说是纪念发明各种农业生产工具
并曾尝百草的神农氏；另一说是介子推死时所抱的柳树后来
复活，晋文公赐名为清明柳，并折柳成圈戴在头上，此习俗
后传入民间。虽然有着不同的典故源流，但这些风俗仍不离
人们对春回大地的喜悦。

清明节除了上述扫墓祭祖、踏青插柳的习俗之外，还有大量
纯属游乐的风习，千百年来，倍受人们的喜爱，如延续至今
的`牵钩、放风筝和荡秋千等，也还有曾盛行一时，惟今已不
复见的射柳和蹴鞠。

牵钩是古称，其实就是现代的拔河运动。据说春秋时，楚国
为了进攻吴国，以牵钩这种运动来增强人民的体质。它主要
是以一根麻绳，两头分为许多小绳，比赛时，以一面大旗为
界，一声令下，双方各自用力拉绳，鼓乐齐鸣，双方助威吶
喊，热闹非常。

放风筝是清明节人们最喜爱的活动之一。古人相信若某人生
病可将其病况写或画于扎制的风筝上，用线系着风筝在空中
放飞，让它飞至高空就拉线剪断，疾病灾难便会随着风筝一
起飞走。后来，风筝亦逐渐发展成广为流行的郊游娱乐活动。



秋千最早叫千秋，相传秋千为春秋时齐桓公从北方民族山戎
所传入，汉以后成为清明及其它如端午节、寒食节等节日的
民间游戏。秋千最初是用一根绳子，以手抓绳而荡，后发展
成于木架上悬挂两绳，下拴横板而成。

射柳是一种练习射箭技巧的游戏。据明朝人的记载，就是将
鸽子放在葫芦里，然后将葫芦高挂于柳树上，弯弓射中葫芦，
鸽子飞出，以飞鸽飞的高度来判定胜负。

清明节除了祭祖扫墓之外，还有各项户外活动，像踏青、郊
游、荡秋千等等，在祭奠追思的感伤之余，还融合了欢乐赏
春的气氛。在这些活动中，蹴鞠就是一项十分有趣的活动。
蹴鞠，就是现在足球的前身，球皮是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
塞紧。相传蹴鞠早于商代已有，战国时期流入民间，至汉代
更成了军中用以练身习武，并列于兵书。

近年来，在蹴鞠的发源地山东淄博又兴起蹴鞠热，许多市民
参与其中，既锻炼了身体，又传承了两千多年的民俗。

古代清明盛行斗鸡游戏，斗鸡由清明开始，斗到夏至为止。
我国最早的斗鸡记录，见于《左传》。到了唐代，斗鸡成风，
不仅是民间斗鸡，连皇上也参加斗鸡。如唐玄宗最喜斗鸡。

蚕花会蚕花会是蚕乡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过去清明节期间，
梧桐、乌镇、崇福、洲泉等地都有此项民俗活动。其中以洲
泉的马鸣庙和青石的双庙诸的蚕花会最为精彩隆重。马鸣庙
位于洲泉镇西，在当地有庙中之称，每年蚕花会人山人海，
活动频繁，有迎蚕神、摇快船、闹台阁、拜香凳、打拳、龙
灯、翘高竿、唱戏文等十多项活动。这些活动有的在岸上进
行，绝大多数在船上进行，极具水乡特色。近几年乌镇香市
活动中的蚕花会，仅有迎蚕神、踏白船、翘高竿等几个项目，
大有潜力可挖。

早期叫牵钩钩强，唐朝始叫拔河。它发明于春秋后期，开始



盛行于军中，后来流传于民间。唐玄宗时曾在清明时举行大
规模的拔河比赛。从那时起，拔河成为清明习俗的一部分。

清明节文化手抄报内容篇三

清明节是一个纪念祖先的节日。主要是扫墓，扫墓是慎终追
远、敦亲睦族及行孝的具体表现。清明节是在仲春与暮春之
交，也就是冬至后的106天。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是，清明作为节日，与纯粹的节气又有所不同。节气是我
国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而节日则包含着一定的风俗
活动和某种纪念意义。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
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
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

按照旧的习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
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
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
最后吃掉酒食回家。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明》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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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了清明节的特殊气氛。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4月4日至6
日之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
（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候，所以古人有清明踏青，并开展一
系列体育活动的的习俗。

直到今天，清明节祭拜祖先，悼念已逝的亲人的习俗仍很盛
行。



清明节是我国汉族的传统节日之一，为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
时间约在每年的阳历4月5日前后。古有清明前一天为“寒食
节”之说，相传起于春秋时期晋文公悼念介子推“割股充
饥”一事，后逐渐清明寒食合二为一。

相传大禹治水后，人们就用“清明”之语庆贺水患已除，天
下太平。此时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天清地明，正是春游踏
青的好时节。踏青早在唐代就已开始，历代承袭成为习惯。
踏青除了欣赏大自然的湖光山色、春光美景之外，还开展各
种文娱活动，增添生活情趣。

清明节流行扫墓，其实扫墓乃清明节前一天寒食节的内容，
寒食相传起于晋文公悼念介子推一事。唐玄宗开元二十年诏
令天下，“寒食上墓”。因寒食与清明相接，后来就逐渐传
成清明扫墓了。明清时期，清明扫墓更为盛行。古时扫墓，
孩子们还常要放风筝。有的风筝上安有竹笛，经风一吹能发
出响声，犹如筝的声音，据说风筝的名字也就是这么来的。

清明节还有许多失传的风俗，如古代曾长期流传的戴柳、射
柳、打秋千等，据载，辽代风俗最重清明节，上至朝廷下至
庶民百姓都以打秋千为乐，仕女云集，踏青之风也极盛。

清明节文化手抄报内容篇四

祭祀的方式有：

拒绝采用焚烧冥币、烧香化烛、燃放鞭炮等旧有祭祀习俗，
倡导采用鲜花祭扫、植树祭扫、网络祭扫、家庭追思等文明
环保的方式来寄托哀思。

倡导“简祭”“薄祭”“公祭”等新的祭祀形式，反对铺张
浪费、大操大办、相互攀比，抵制庸俗愚昧、封建迷信的祭
祀陋习，使清明节祭祀由注重实地实物祭扫向以精神传承为
主转移。



倡导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在缅怀与追思中增强对生命的尊
重和对生活的热爱，倡导参加郊游、踏青、放风筝等民俗活
动，举行经典诵读，烈士陵前入党、入团、“成人宣誓”等
活动，亲近自然、陶冶情操，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

增强安全意识，严禁在十字路口、社区楼院等公共场所和山
场、林区等禁火区域焚烧冥币、燃放鞭炮，严防火灾和伤亡
事故的发生。倡导平安出行，遵守治安管理秩序，合理安排
祭扫时间和路线，避免发生各类安全事故，共同营造一个和
谐有序的节日环境。

清明节文化手抄报内容篇五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节日，聚合寒食节又临春分好节气。主要
的活动是祭祀、祭祖，文化底蕴丰厚，遂形成了今日清明节
扫墓的习俗。

中华民族极重视伦理、道德、文化，认为行孝义是人本精神、
民族精神。这一优良传统是值得延承的、值的发扬的。

1、扫墓行孝义

扫墓是主题，因为在清明节这一天是祭奠亡灵的日子。中国
传统的方法是土葬，所以也称上坟、扫墓、祭扫。为故人的
坟墓添些土，清除墓碑上的灰尘，再摆些贡品鲜花等。或是
远去的先人，或是刚离别的亲友，到清明节时，来到他们的
坟前表示悼念之情思念之心。人生即意味着生死，岁月转换，
回头便是年轮。缅怀故人，孝敬亲长是美德，让我们一起施
行。

2、清明好时节

《历书》记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
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



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
明前后，种瓜点豆”之说。

这时的天，不躁不寒，春风盎然，宜居宜行。去掉春冬的冷
意，人们这时开始活动起来。农民伯伯开始犁他的田，种瓜
种豆，种上新鲜的蔬菜;而闲适的工作人群可以带上孩子，扫
墓踏青，插柳栽树，做一些有意义而又愉悦身心的事情。清
明节的习俗自古有很多，荡秋千、放风筝等皆可效行倡导。

3、延优良传统

现在的学生教学，每至清明，必写清明文章、记录清明节扫
墓祭拜感想。目的非常明确，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清明节日
的了解。或是学生随家长去扫墓，或是学校组织一起进行烈
士扫墓为，亦或是网上扫墓。为何要去扫墓?冰心《寄小读者》
中语：“清明扫墓，虽不焚化纸钱，也可训练小孩子一种恭
肃静默的对先人的敬礼。”认识先烈，知荣辱礼敬，懂孝行
深义，承优良传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这就是清明节扫墓
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