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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雅婷

芳菲四月，又是清明。近段时间，全省各地的烈士公园、革命陵园汇集了大量市民。他们或深深鞠躬，或献上菊花，
或擦拭墓碑，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革命英烈和逝去亲人的怀念与哀思。

今年的清明节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首个清明节，当人们感叹终于可以户外踏春、不用“云上”寄哀思
的同时，却又陷入了另外一层担忧：当清明遇上闰二月，可以祭扫吗？

“闰二清明不上坟，上坟祸事要临门”，最近你的微信朋友圈、亲戚群是不是被类似这样的“忠告”刷屏了？这
种说法靠谱吗？传言又是如何流行起来的？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就此采访了民俗专家，带你一探真相！

当清明遇上闰二月，“不宜祭扫”的传言靠谱吗

4 月 1 日，
湖南烈士公
园，大批学
生在老师或
家长的带领
下前来向革
命先烈敬献
鲜花。当天
瞻仰烈士纪
念塔人数突
破 1 万人次。
摄影 / 李炼 

 “说闰二月清明去祭扫，

祸事惹上门，传得很玄乎！”

随着清明节临近，这个清明

节不宜祭扫的传言多了起来，

部分中老年人信以为真，纷

纷改了祭扫的计划。

根据“新抖”（抖音数据

分析平台）和“新快”（快手

数据分析平台）数据显示，

在近 30 天内，抖音上以“闰

二月 + 清明”为关键词和标

题发布的相关作品有 496 个，

总获赞数 70.96 万，总评论数

6.48 万。在快手平台上发布

的相关视频内容 299 条，其

中播放量最高为 136.28 万，

内容为闰二月与清明节扫墓

的民俗介绍。

“网上有很多关于今年闰

二月清明不要去祭扫的传言，

年轻人倒是不信这些，顶多拿

传言玩个梗，但中老年人信的

多。”长沙市民小方向记者表

示，自家的老年人会提醒家里

人，不要在这个清明节祭扫。

为此，家人还特地赶在 3月

22日（编者注：今年的闰二月

从 2023 年 3 月 22 日开始，4

月19日结束）前赶回老家祭拜。

但这也令小方颇为不解，清明

扫墓是为了表达对先人的思念

之情，属于礼敬祖先、慎终追

远的一种文化传统，怎么今年

的清明节就不可以扫墓了？

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

人分享了提前或推迟祭扫的经

历。“有人相信闰二月清明不

上坟的传言，会提前很久，赶

在闰二月前来墓园扫墓。”长

沙一墓园的执勤人员表示。也

有用户发表文章：“在南方出

游时，想到快清明节了，就在

3月底返回了老家。本计划上

周五晚上带着儿子去给父亲上

坟，结果当地朋友说，这是闰

二月，闰月清明，不宜上坟。

母亲特意也打来电话叮嘱，闰

月清明不宜上坟，我们只能取

消计划。”不过，也有网友表

示：“一到有闰月的年份，传

言就比较多，身边亲朋好友

还是都会选择正常扫墓。”

那么，清明节在闰二月内

不宜祭扫的说法，真的有科学

依据吗？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陈
勇 贺星）缅怀先烈、祭奠先人，慎

终追远、弘扬美德。4 月 1 日，“山

河清明 · 一脉湘承——2023 湖南

省清明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湖南

烈士公园举行。

今年清明节是我国疫情防控取

得重大决定性胜利、实施“乙类乙

管”后的首个清明节，有关方面预

测可能出现群众扫墓相对集中、人

流车流量大的情况，为了有效引导

群众文明祭扫、绿色出行，同时利

用清明传统节日大力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培育家国情怀，省民政

厅、省文明办联合举办清明文化宣

传活动。现场通过大屏 VCR，以丰

富史料和真实人物，生动讲述了党

史中的清明、家国中的清明、新时

代的清明、民俗中的清明等，让观

众感受到蕴含在清明传统节日当中

的浓烈家风家教文化。

省文明办、省民政厅还在启动

仪式上发布了《2023 湖南省清明

文明祭扫倡议书》，提倡文明扫墓、

绿色祭扫，用网络寄语、植树绿化、

敬献鲜花、踏青遥祭等文明健康的

方式缅怀先烈、追思先人。市民祭

扫应避免聚集拥堵，自觉维护公共

秩序，注意出行安全；严格遵守防

火规定，注意用火安全，不在山头、

林地、公墓内违规用火；不在城市

道路、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焚香

烧纸。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殡葬改

革、移风易俗工作，全省严格落实

“两办法一清单”，加强对殡葬市场

的检查，加强源头管控。目前已有

115 个县市区出台惠民殡葬政策和

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制度，全省节地

生态安葬率增长到 53.2%。长沙市

仅建立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全免制度

一项，就每年为市民节约 8000 万

元左右的治丧支出。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曹忠

平表示，要通过清明文化系列宣传

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殡葬工作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文明祭祀新

风尚，讲好新时代湖南殡葬改革、

移风易俗工作好故事。

闰二月，指的是农历一年中

出现的第二个二月，针对今年“闰

二月清明不上坟”的网络传言，

湖南省民俗学专业委员会会长、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李琳告诉记者，这个说法完全

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民间对闰

月有一些禁忌，可能大家觉得

“闰”有“重复”的意味，于是

将“闰”和清明进行了相关的联

想，大多数人则“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再加上现代网络

信息传播速度快，才使今年“闰

二月清明不上坟”这个说法流

传开来。“其实上一次闰二月的

时间是在 2004 年，那一年大家

都正常扫墓祭拜，根本就没有‘不

能上坟’的说法。”

李琳介绍，闰月属于中国农

历，是阴阳合历。阴历以月亮的

圆缺盈亏周期作为依据，阳历

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

期为基础而制定，阴历一年与

阳历的一年相差 10.875 天，经

过一年年累积，阴历日期同季

节就会发生脱节的情况，无法

指导农耕生产，于是中国古代

就以“增设闰月”的办法来解决

这个问题。而清明属于二十四节

气之一，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

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以

“清爽明净”的季节气象来定位，

不是按照传统农历来的。所以

闰二月和清明节分属不同的历

法体系，“但二者都是我国历法

和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与传

统文化的体现”。

“清明是春耕、春种的时间，

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

树造林，莫过清明’的民谚。”

李琳介绍，清明节还和寒食节

有着紧密联系。

据史籍记载，春秋时期，晋

国公子重耳为躲避祸乱而流亡

他国十九年，大臣介子推始终

追随左右、不离不弃，甚至还“割

股啖君”。当重耳成为一代名君

晋文公之后，介子推不求利禄，

与母亲归隐绵山。为迫使介子

推出山接受封赏，晋文公下令放

火烧山，最终介子推被火焚而

死。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志，将

其葬于绵山，修祠立庙，并下

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禁火寒食，

以寄哀思。

由于寒食节在清明节前一二

日，在唐代便把寒食节与清明

节合而为一。李琳表示，古代

极其讲究孝道，祭扫被视为“孝”，

“由于官员回乡扫墓，放假时间

太短会有耽误职守的事发生，

唐肃宗时决定把寒食节和清明

节假期从4天延长到 7 天”。

除了禁火、吃冷食、祭祖，

清明期间各地还有不少习俗，

如标祀、标墓、插柳，祭扫时

不能大声嬉笑、喧闹等。“湖南

各地的清明习俗也有细微的区

别。比如在安乡，扫墓要烧纸钱、

点香、放鞭炮，但在汉寿，纸

钱不能烧，要撒在坟上。”

清明时气温回升，祭祖活动

往往在郊外进行，于是人们把

祭祖扫墓和郊游踏青结合起来，

既追思先人，又健康身心，踏

青也成为清明节的习俗之一。“这

个习俗在古代的很多诗词中已

有体现，如‘梨花风起正清明，

游子寻春半出城’‘况是清明好

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等。”

因此，清明不只是缅怀过

世亲人，还可以孝敬在世亲长、

融洽人际交往，同时也是一次

拥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机

会。春天是一种生机的象征，

代表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

系的重新构建。李琳建议，“趁

此春暖花开时节，祭拜祖先，

看望在世的老人，和久未相见

的亲戚朋友相聚，表达孝亲之

意，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未尝不可”。

有人取消计划，有人提前祭扫

专 家 不是什么“封建迷信”，根本就是网络谣言

■资讯

山河清明 一脉“湘”承
2023 湖南省清明文化活动启动

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