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节扫墓散文诗(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清明节扫墓散文诗篇一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快到清明了，我校
组织1—3年级学生去儿童公园扫墓。

天空阴沉沉的，还时不时伴着雨滴。我们的心情也跟天气一
样沉重，我们穿着整洁的校服，戴着红领巾、小黄帽来到了
儿童公园。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那碧波荡漾的文瀛湖，我
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顺着文瀛湖来了高高耸立的烈士纪念碑
前献上了自己亲手做的小白花，表达了我们对烈士无限的敬
意。

来到彭真纪念馆，首先我们参观了高君宇的展厅。高君宇是
山西静乐人，是中共早期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19考入北
京大学生，他曾在自己的照片上写了一首言志诗：“我是宝
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慧星之迅
忽”。

之后，我们又参观了贺昌展厅，贺昌是我国共产党早期无产
阶级革命家。191月19日贺昌写过一首诗，让老师们刮目相看，
诗是：“扛罢笔杆再扛枪，经文纬武干一场。颈血常思敌国
测，寸心久欲报家邦，自古将相本无种，谁说好男兵不当。
但得东风时与便，贺郎也不亚周郎”。

最后，我们参观了彭真爷爷的展厅，彭真生于19，逝于，享



年95岁。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
活动家。他于1923年加入共产党，从此他矢志不移，投身党
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好日子都是革命烈士、革命先辈抛头颅、
洒热血换来的，让我们珍惜现有的一切，让我们学习先辈大
无畏的精神吧!

清明节扫墓散文诗篇二

清明节，是世人悼念已逝的亲朋好友于尊重之人的节日，其
中扫墓是清明节鲜明的代表性活动，但是随着一个个清明节
的到来又流去，其节日的代表性活动也露出了种种丑陋的一
面，不得不令人为之思考。

革命先烈之墓谁人真诚来扫?

清明节扫墓的铺张浪费攀比之风

记得以前清明节为祖先扫墓，烧点纸钱然后在虔诚祭拜一翻
即可，可是如今放眼祭品市场，纸钱、纸人、纸房、纸车等
等之些，祭品多的可谓是眼花缭乱，而这些祭品也是价格不
菲，我曾问过一位老人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老人毫不犹豫的
说：没什么用，扫墓只要是真心祭拜就行。既然没什么用，
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大方的买这些祭品呢？其中原因不外乎面
子工程，只要自己朋友为祖先扫墓时买这些东西当祭品烧给
祖先，自己不这样做，岂不就显的很没面子？于是，我比你、
你比他，慢慢的就形成一股攀比之风，而要搭上这股攀比之
风就需要花费很多不应该花费的金钱，其实清明节扫墓我们
祭拜祖先只要有一颗虔诚的心就行，当然，烧些纸钱也未尝
不可，但是虚荣攀比而造成的铺张浪费实在不可，这样你们
这些子女把祖先当作什么了？是尊敬的祖先？还是互相攀比
满足虚荣心的工具？！



清明节假期扫墓变为出外游玩现象

清明日，扫墓时；为祖先，为先烈。铺长浪费攀比不可取，
认真虔诚用心就足矣；出外游玩莫为之，只因清明的意义。
逝去故人在哪里？你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窝里。

清明节扫墓散文诗篇三

清明祭扫坟茔是和丧葬礼俗有关的节俗。据载，古代“墓而
不坟”，就是说只打墓坑，不筑坟丘，所以祭扫就不见于载
籍。后来墓而且坟，祭扫之俗便有了依托。秦汉时代，墓祭
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活动。

《汉书.严延年传》载,严氏即使离京千里也要在清明“还归
东海扫墓地”。就中国人祖先崇拜和亲族意识的发达、强固
来看，严延年的举动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后世把上古没有纳
入规范的墓祭也归入五礼之中：“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
入五礼，永为常式。”得到官方的肯定，墓祭之风必然大盛。

清明节是一个纪念祖先的节日。主要的纪念仪式是扫墓，扫
墓是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及行孝的具体表现，基于上述意义，
清明节因此成为华人的重要节日。

清明节是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也就是冬至后的106天。扫墓活
动通常是在清明节的前10天或后10天。有些籍贯人士的扫墓
活动长达一个月。

来源

晋文公无计可施，只好放火烧山，他想，介子推孝顺母亲,一
定会带着老母出来。谁知这场大火却把介子推母子烧死了。
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每年的这一天，禁止生火，家
家户户只能吃生冷的`食物，这就是寒食节的来源。



寒食节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古人常把寒食节的活动延续到
清明，久而久之，人们便将寒食与清明合而为一。现在，清
明节取代了寒食节，拜介子推的习俗，也变成清明扫墓的习
俗了。

纪念方式

清明节纪念祖先有多种形式：

扫墓是清明节最早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延续到今天，已随
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简化。扫墓当天，子孙们先将先人的坟
墓及周围的杂草修整和清理，然后供上食品鲜花等。

由于火化遗体越来越普遍，其结果是，前往骨灰置放所拜祭
先人的方式逐渐取代扫墓的习俗。

新加坡华人也在庙宇里为死者立神主牌，庙宇因此也成了清
明祭祖的地方。

清明节当天有些人家也在家里拜祭祖先。

在清明节这一天，可到先人坟地、骨灰放置所或寺庙的灵位
前静默鞠躬。

不论以何种形式纪念，清明节最基本的仪式是到坟前、骨灰
放置处或灵位前追念祖先。为了使纪念祖先的仪式更有意义，
我们应让年轻一代的家庭成员了解先人过去的奋斗历史。

清明节现在成了人们祭扫墓地、追远怀人的重要节日，清明
节扫墓始于何时？民俗学家对此作了解释。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李万鹏说，清明节作为24节气之一，最
早与墓祭无关。在我国古代，只有贵族有墓，老百姓并没有
墓。秦汉时期，封建等级不再那么严密，老百姓葬后开始有



墓地，那时贵族的墓地称“墓”，有碑。平民的墓地
叫“坟”，只是一个土包。开始时，墓祭是贵族活动，百姓
不举行墓祭，只举行家祭。墓祭分春秋两祭，有春祈秋报之
义。到汉代以后，墓祭逐渐形成风俗。

专家判断，“寒食墓祭”大约在南北朝时形成习俗。据《旧
唐书・玄宗纪》记载：“寒食节上墓拜扫礼经无文，但近代
相沿，积久成俗，士庶之家，每逢寒食节无不祭扫。”鉴于
此俗已久，唐玄宗就于开元二十年下诏：“士庶之家，宜许
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寒食墓祭于是作为国家礼俗
确定下来。后来寒食与清明混为一体，清明节祭祀遂成习俗。
清明节祭扫先人墓地，历来为百姓十分看重。如果不祭扫，
就会被认为是“断后”。因此无论多穷困，这天都要到祖坟
上去压一张黄表纸，以尽缅怀思念之意。

清明节扫墓散文诗篇四

清明节扫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清明节扫墓

。一到清明节，妈妈就会跟爸爸说起这两句诗，然后就妈妈
就会眼睛里有一点滴滴的泪珠，爸爸就会告诉我说你今天乖
点啊，别惹你妈妈啊，她心情不好，你妈妈想她的妈妈了。
以前年我纪小，按家乡的风俗不主张小孩去上坟祭扫，所以
爸爸妈妈也不肯带我去扫墓。我也一直就不懂清明节扫墓到
底是做什么。今年我10岁了，在我强烈的要求下，爸爸妈妈
决定清明扫墓时带上我。

清明节早上，我便与爸爸妈妈早早地起来，爸爸把准备好的
供品、鲜花、纸元宝和冥币搬上车，妈妈又不知从哪里搞来
好用纸糊的模型，有汽车，电脑，电视，手机，最搞笑的是
还有一个大别墅。那个别墅太大了都没有办法放到车后备箱
里，在爸爸提意下把它给折开了，说到了目的地再组装起来，



一切准备好了我们快乐的一家人就象外公家进发了。

我们终于来到了外公家的村子，远远地就看见外公在大门口
等着我们，我们和外公一起到外婆的墓地，妈妈摆好供品，
然后就烧冥币和那些纸模型。说这些是送给外婆，让她在那
面生活用的。爸爸和外公表情凝重，妈妈的眼圈又红了，祭
奠完毕我们要回家了，这时妈妈的眼泪一串串地掉下来都伤
心地哭出了声音。我也跟着哭了，我感到我长大了，能理解
妈妈的感受了，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好好爱妈妈，不让
妈妈操心我的学习成绩，一定不会再让妈妈伤心了。

慧达小学三年一班

清明节扫墓散文诗篇五

太棒啦!我期待已久的扫墓“活动”终于开始啦!我记得以前
是先到山上，然后，前面的叔叔们用镰刀帮我们开路，接着
到我们的祖先的坟墓前，烧烧纸、拜一拜就好了。我想这次
扫墓也就是这样的吧。

我们一家乘着车来到了一座大山的面前。“哇喔!~”我情不
自禁地喊了出来：“这座山真高，真雄伟啊!”

但是，当我们要去扫墓的时候，我却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忘了居然还要爬那座那么高的山，我的妈呀!可是，已经到
了，我别无选择，只好乖乖地爬上这座那么高，那么雄伟的
山。

过了一会儿，“哎呦，哎哟!”我一直发出喘气声，停也停不
了。一开始也不怎么累的，后来，越走越累，因为山越来越
斜了。爸爸在前面，我在中间，妈妈在后面保护着我。我牵
着爸爸的手，迈开腿，艰难地向上爬。“呼!终于爬上来了!
我还以为我要摔得很惨很惨呢!”我松了一口气。



虽然，爬山很艰难，但是，也有好玩的地方呀!那就是：“烧
纸钱”。我看着大人们点燃了火，接着把假币放进去，再用
砍下来的木棍压一压，“哇塞!马上就变黑了耶!”我惊叹道。
大人们一张接着一张的把纸币放进火了，最后，一张张红彤
彤的纸币变成了一摊摊灰。

虽然，扫墓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我也有几次想过不想去的，
但是，我们扫墓不是为了拜别人，而是我们的祖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