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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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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淳风化俗的特殊印记，是一种通过怀念反省的精神遗存

来提升人性善良与美德境界的追思节日。近年来，社会上将清明作为民俗遗产申请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呼声很高，往往是继承了“遗产”却遗弃了“文化”，对清明人本精神和人文情怀关注不够。

与其清明“申遗”，不如给清明注入新的文化内涵，恪守文明的底线，借助清明文化的内涵，升华我

们文明标准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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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社会各界不断发出要将“清明”申请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但往往是将“清明”作为

民俗遗产列入，而不是将“清明”作为对人本精神与

人文情怀的招魂，也不是呼唤人类的文明回归，这无

疑是令人遗憾的。“清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

种特殊印记，是一种良知自觉的淳风化俗，更重要的

是要通过精神遗存提升世道人心，呼唤人们对人性

中善良与美德境界的追求。

一、在清明中反思申遗的

文化作用

　　学术界也有人倡议将清明节作为传统节日申报

文化遗产，但是人们在祭奠故人以寄托怀念之情，又

享受法定节日的休闲放松、随性开心之时，往往将清

明节的“本源”边缘化了。其间有多少人在清明这

个节日里能想起那个渴望国家清明甚至以生命呼唤

“勤政清明”的介子推呢？清明原本的文化内涵是

警示官员勤政清明、从善如流，追求人格尊严的仁

政，而不仅仅是一个扫墓祭奠的节日。然而，随着历

史演变和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发展，清明被有意无意

地淡化成了一种公众消费的符号，从一个追思先贤、

纪念先烈的纪念日，演化成一个家庭、亲族的扫墓

日；从一个祭祖感恩、自信自尊的庄重“节日”变成

与国民教育素质无关的边缘化“假日”；从一个知识

精英不为当权者所逼迫的阳刚纪念日，变为一个被

绑架、被裹挟的踏春游玩日。

清明文化的精髓究竟是什么？其核心内容和精

神价值又是什么？

清明既是季节转换的节气，又是追思节日。清

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彰显的根基之一，从根本上说

就是一个深刻的追思反省式的节假日，自古以来就

有着淳风化俗的功能，清明时对先贤的尊敬就是文

明的表现与体现。

人们爱说，失去了节日的民族就是失去了图腾

的流浪者，清明现在仅仅恢复成一个法定的传统节

日还不够，应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要继承、保

持清明文化中那种人性的善良和恻隐之心，那种温

柔敦厚、从容不迫、彬彬有礼的传统，并将这种中华

传统与现代社会接轨与融合，提升当代公民社会的



质量，释放文明的潜力空间，增添人生励志的信念。

我们不能继承了“遗产”却遗弃了“文化”，不能

将清明这样一个庄重缅怀的节日，转换成一个狂欢

式好玩放松的假日，清明节不能被异化成与信仰没

有多少关系的新潮聚会。清明时思念祖先，通过古

老的仪式细节追思先人之德，闭门思过，念旧叙旧，

调整、和谐与周围亲人邻里以及朋友同事的关系，当

然我们也不赞成将清明搞成一个借机说教的日子，

而是要在沉思、纪念的历史节日里总结人生意义。

越是文明的社会，对传统节日引导公众的作用

越是重视。要将清明这一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习俗提

升为人的全面发展、人格完善和精神境界的升华之

契机，使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健康的步履。清

明就是追求道德的圆满、追求成人之道的文明、养育

人格的教化与完美的文明节日。

清明的文化内涵是文明的根基、修养的起点，清

明就是要用不为功利和物欲诱惑的文化精神，去教

育、培育、养育一代代年青人。通过清明节的活动，

要感召人、教育人，使其在社会中学会合理的角色定

位，学会正确的立身处世；要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和提

高人的文明程度，使受教育者得到人格和素质的

完善。

清明节作为传统文化节日，有着自己的文化底

蕴和人文情怀。清明既是一种历史传承，又始终联

系着当代的境况，而且是我们关注清明节的源泉与

转化的动力。清明的活动，不但关乎我们民族的复

兴，还要关乎人类文明的新图景。

清明是传统文化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沉重感日

子，而不是一个宣泄情绪、释放压力、张扬个性的节

日，除了追念先辈、团圆亲情、友朋团聚外，不反思清

明的文化含义，不增添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即使申

遗，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期望加强清明的文化内

涵，使其既要有充满生气的形式，也要有富含活力的

内容。

二、在清明中体味人格的文明

　　自从清明被确定为中国法定的节假日后，提升

了清明节旅游和休闲的适应度，但是其真正的“仁

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被忘却了，清明的文化精

髓被熟视无睹。

近年来，清明节假日里产生了许多不文明现象：

许多游赏的景区脏乱差、涂鸦刻字、垃圾成堆、随地

便溺，不文明的人不顾廉耻，做出一些缺乏公德心的

举动，甚至浑然不知文明的基本底线。道德滑坡的

现象屡屡发生，公民的素质亟待提高。如日常生活

中动辄争执僵持、恶语相向、暴戾之气充溢；蔑视规

则、素养缺乏、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浪费腐败、占便

宜陋习流行；尤其是过度商业化使得佛教圣地也充

斥着不文明现象，从包治百病的补品到高价熏香，从

丧失了慈善功能的捐款到佛祖爱钱的质问，这些都

有违清明纪念的宗旨和精神。

随着社会进步而应该同步形成更高的文明素

养，所以如何在清明中体味人格文明现在成为必须

思考的问题。文明是所有人种植幸福的结果，文明

不是枷锁，而是让他人幸福也让自己收获幸福的方

法。从公益活动、无偿劳动、义务献血、绿色保护、公

交让座等具体事情到互相扶助、文明友爱、真诚相

待、包容胸怀、开放氛围等宽阔事业，都是文明俯拾

皆是的鲜亮表征，也是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提高的表现。

我们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明公约，内容涵

盖城市形象（因读书受人尊敬、因学习奉献爱心）、

人文精神（厚德诚信、仁义礼智信、观念创新）到行

善助人（名利如浮云、助人为乐）、交通礼让、和睦邻

里、环境卫生等等。大家都讨厌直闯红灯、堵车加

塞、插队添乱等等不文明行为，大家都爱说这是基本

的文明准则，却没有养成引领人格健康向上的文明

方式。

城市文明是社会文明、社会和谐在城市的缩影。

民众文明素质的高下，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的重要

标志。现在全国有１２７个城市测评文明城市指数，

这是追求文明之城的排名。实际上，真正够得上文

明称号的城市并不多见。

有人说，社会发展过程中财富分配的不平衡、贫

富差距拉大、心理压力增大、怨气戾气增多、理性消

沉、理智丧失、理想消失、社会浮躁导致了公众的文

明程度急剧下降。

文明讲究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君子文化，可是

我们过去在一个充满着斗争哲学的世界里浸淫久

了，对文明总是轻视的，最多的不过是本能地说说而

已，我们没有对文明最起码的尊重，反而将儒雅的文

化变成粗鄙的行为，将高雅的举动变成流氓式的痞

气，有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底线屡屡被突破，甚至对

文明所推崇的儒雅文化做了本质的践踏。如果说教

育存在很大失败，那么公民缺乏对文明的敬畏、缺少

对文明的礼赞就是表现之一。文明与经济基础无

关，而与公民教育有关。即使经济发达了仍不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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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坚守文明的底线，那也是徒劳的，而从小学教育起

步的礼貌教育与文明息息相关。

文明的国民人格说起来非常虚拟，但一旦展露

出来却这般深重。２０１２年反日游行引发的打砸抢

行为和付出的社会代价，又引发我们对国民人格命

题的关注与反思。中国自古是一个文明古国，讲究

文明是我们民族一贯自豪的特点，但是不文明的现

象现在却四处蔓延，似乎给人们留下一个没有法治、

文明以及理性的国民人格的印象。因而，一些人又

重提“国民性”改造的问题，甚至有极端的劣根性批

判之说。

文明不是做秀式的炫耀，也不是矫情式的显摆；

文明是人的基本素质，是从野蛮走向礼让的洗礼。

文明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传统节日是人的伴生物，节日活动围绕人而展

开，我们要在清明文化中认真思考人格的文明，认识

到节日习俗背后必有文化支撑的规律，认识到人格

文明的自然流露。

三、在清明文化中培养文明

　　清明时节草木葱郁，而我们的社会文明也应处

在草木葱郁阶段，古今中外的节日都会突显自己的

底蕴，因为文明既有交流、交融，也有交锋、冲突。尽

管中西方由于政治体制、民族习俗、行动思维的差

别，常常对文明表现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中西方对文

明的价值核心理解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文明的尊

严、典雅的风范、礼貌的教养、人格的平等公德的恪

守。不管哪个民族的文化，对文明的吸纳和推崇是

共同的。

文明的境界决定民族的境界，时下的真实写照

显示出中西方现代文明的反差。２０１１年中国出境

游客达７０２５万人次，居世界第二位；游客境外消费

额超过７２６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德国。其中，部分

游客不文明的“粗鲁”行为令人汗颜。中国游客因

“不讲卫生、不遵守公共秩序、踩踏黄线、闯过红灯、

高声喧哗、争夺座位、随地吐痰、树丛方便”等原因

名列全球“最差游客榜”第二名。有些中国游客随

意破坏历史文化建筑，玷污博物馆珍品展览设备，在

艺术大厅高声喧哗，顺手牵羊带走小物品，种种不文

明行为甚至引起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冲突。一些

发达国家评论中国人“素质低、文明意识差”，对中

国国民整体素质提出异议和非议。

中国游客给人的感觉是：不愿观光，只愿购物；

不喜欢气势恢弘的教堂建筑艺术，却喜欢花费时间

在免税店购物；不喜欢在博物馆欣赏世界顶级艺术，

却喜欢在中餐馆内吃“变味”的中餐；不尊重当地风

俗习惯，不关注当地文化名胜和自然景色。据美国

相关机构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人在境外刷卡消费４７０

亿美元。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２日美国《纽约时报》在报

道中称中国游客为一群疯狂冲动的购物狂，欧洲、美

国政府发言人都调侃和感谢“傻冒中国人只愿意买

香水不愿意观光”，他们认为这是拯救经济困难时

期欧美人的好事。

公共道德失衡与社会行为失范，并非是一个伟

大民族所作所为。一些国家认为，凡是有中国人的

地方，机舱内嘈杂喧闹，饭馆内划拳吆喝，商店内彼

此呼喊，酒店内糟蹋用品，阳台上乱挂内衣，公园里

乱丢垃圾，街道内随意吐痰，马路上超速逆行。这些

粗鄙行为使得老派欧洲人认为中国人是“最恶劣的

暴发户”，有的外国人甚至扬言不接待无视环境安

静与私密空间的中国游客。这的确检视着一个国

家、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扭转和消弭这类势头不

是依靠行政力量可以凑效，必须要用文化来纠正和

改正。

节日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当灵魂脱离依附的载体，节日的文化味道就会“异

化”与“物化”。中国在经济起飞和强大之后，比任

何时候都迫切需要文化的支持，需要自己民族的节

日传统来保持凝聚力、亲和力和向心力。我们不能

让年轻一代生疏清明节本来的意义，更不能疏远对

文明的尊重，失去文明的底线。

笔者认为，与其为清明“申遗”，不如给清明注

入新的文化内涵，恪守文明的底线，因为我们的文化

并不是靠“申遗”才能增强自信或促进中华民族四

海一家的认同感和亲和力。要“申遗”的东西，显然

是因为传统渐淡乃至变味，或是地域特色日渐式微，

缺乏吸引力。现在毕竟是文化多元的社会，各种文

化交融，中国的乞巧节就拼不过西方的情人节，中国

的元旦就拼不过西方的圣诞节，如果中国传统节日

只对公众起着精神娱乐的作用，其价值就大大缩小

了。所以我们要借助清明文化的内涵，让经典的清

明文化因子渗透在公民基因里，从小事做起，提升我

们的公共道德修养和文明标准底线。

四、结　语

　　总之，中华民族的清明文化既不是节日里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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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自乐，也不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僵化说教，而是一种

全社会追求文明的精神文化，蕴含着对人类有积极

意义的元素，我们要让每个个体都能在文明的阶梯

上抬高脚步，塑造自己民族优良的品格与气质，在民

族节日的精神脉络上“润物细无声”。文明不是让

人们卑躬屈膝，而是让人们挺起胸膛骄傲。

ＴｏｍｂｓｗｅｅｐｉｎｇＤａｙ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ＥＣｈｅｎｇｙ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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