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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表寻春》

前言

　　文化遗产由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
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是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
文化精神、民族情感和审美理想的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保持中华文明的延续具有重要的作用，中
华文明成为世界几大文明中唯一绵延至今从未间断的文明，中华民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基因，凝结着民族的智慧，连结着民族的情感，保
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有利于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有利
于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是促进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共同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我国正处于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
和谐的关键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在价值观念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是全
体社会成员加强沟通和增进情感的桥梁，是广大群众共同的精神纽带，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
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就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粤深厚
的人文历史底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种类之繁多、形式之多样，在中国和世
界都是少有的，目前有74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182个项目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独特的方式抚慰着人们的心灵，一首粤剧曲调，能勾起无数广东人
对家乡的思念和牵挂；一段生龙活虎的“醒狮舞”，可令世界各地的广东人对故乡魂牵梦绕。非物质
文化遗产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共同书写出南粤文明的壮丽史诗。　　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是，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省文化生态
环境急剧改变，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冲击。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一些依靠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
文化遗产因后继无人濒临灭绝，加上一些地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视不够。大量有历史、文化价
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如果再不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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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表寻春》

内容概要

《岭表寻春:广东清明节》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广东清明节。清明节，又叫踏青节，寒食节。在中国古代
，帝王将相“墓祭”被民间仿效祭祖扫墓。唐朝时，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因清明与寒食节
相近，而寒食为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于是合二为一，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吃凉食。 广东人重清明传
统风俗，海外的、离乡的，清明都要回乡祭祖扫墓，“祭祖金猪”成了广东人的祭祖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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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广府民系居民不少是古越族人的后裔，因此广府清明习俗具有中原汉人的古风遗韵，也有百越古
族的独特禀赋。在岁时节日民俗方面，节日的仪式活动处处可见岭南特色与中原的传承因素。相传，
北宋时，珠江沿岸地区已普遍兴起清明节扫墓风俗。所谓扫，即剪除墓地周围杂草，略加整理之后，
用白色墓纸、冥之类遍布于坟上，用小泥团压住；布完墓纸之后，于坟前摆置糕饼、蛋品、猪肉等供
品，点燃香烛，跪拜和恭焚冥纸钱，然后燃放爆竹。“明清之时，北方对寒食清明不太重视，故北方
的文化重心已向南移，因此，北方的节俗也被岭南广州一带的人民接受。特别有趣的是，岭南人过清
明十分重视的是扫墓”（韩养民，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清明的墓祭习俗，基本承袭中原
而来。仪式内容也大致相同。传统社会中，先人一般都被埋葬于山里，故广府人习惯称祭祖（扫墓）
为“拜山”。　　广州人极为重视清明这个扫墓祭拜先人的日子，周边市区也不例外。如《花县志》
（1890年版）载，“‘清明’具筵上墓。祭毕，群饮祖墓，则颁胙肉。墓远者依次往祭，至一月乃巳
（己），谓之‘闭墓’也”，旧俗，广州人在清明的前四五天。在家中的祖宗牌位前和门口插、挂上
一柳枝以避野鬼。广州人将杨柳称为“鬼怖木”。清明一周后拔除，祭祖插柳的风俗在《增城县志》
（1921年版）也有相应记载，“‘清明’前一日，作糍以代饭，袭古寒食禁烟遗意。‘清明日’插柳
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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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满眼都是各种坟墓还有拜山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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