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手抄报内容(实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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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清明手抄报内容篇一

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祭祖节日，而农历三月初三是我们本地
壮族传统的拜山祭祖之日，每逢三月三或清明节，我都会和
爸爸妈妈、还有家族里的大人、兄弟姐妹们到山上拜祭我们
的老祖宗。

今年可特别了，清明节和农历三月初三竟然是同一天，这可
是几十年一遇啊!怪不得这一天，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得忙
碌起来，无论远近，都赶着回老家拜祭祖先。这天，一大早，
我家的大人们就忙着汤鸡、煎鱼仔、煮腊肉、蒸五色花糯饭，
我们小孩子也忙得不亦乐乎，帮大人准备上山拜祭的用品，
所有的东西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出发了。我提着沉甸甸的
篮子，尽管一路上汗流浃背，但是还是坚持住了。

到了祖宗的墓地后，大人开始铲草、培土、清洁墓碑，我和
弟妹们去找枫树，把叶子摘下来，铺在墓碑前，用来垫祭品。
接着，大人们点蜡烛、烧香、摆放祭品、倒酒、烧纸钱，我
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插香、倒酒并在坟前鞠躬，希望祖宗保
佑我学习进步、健康成长。整个下午，山上人山人海，像是
一次大型的春游活动，也像是一场特殊的家族聚会，这样热
闹的场景，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呢!

回老家过清明节收获不小：我知道了花糯米饭的黑色原来是
枫树叶染成的，我第一次尝到茶油树长着的茶苞，我知道了



这个时节老家地道的菜是“打菜包”，我也见到了久违的小
伙伴，和她们在一起很开心，弥补了春节没能回老家的遗憾。
同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拜祭祖宗、悼念祖先是中华民族
渊源流长的传统美德，要从小培养、从我做起。

每逢清明时节，人们用祭品来祭奠自己过世的亲人和朋友。
我也和我的好朋友李坤鹏约好了，清明节一起去陵园为无名
烈士扫墓。

扫完墓，在回家的路上我想：现在的电脑不是万能的吗?说不
定还有网上陵园呢!回到家后，我打开电脑，在电脑里搜了一下
“网上陵园”。果不其然，还真搜到了。只要花点小钱和时
间注册一下，就可以为自己过世的亲人和朋友，办一个网上
坟墓。也可以像现实一样祭奠自己过世的亲人。这里的祭品
不但应有尽有，而且还不用花钱呢!在这里祭奠不但环保，还
节省时间。我想：日后大家能够到“网上陵园”去祭奠，即
环保，又安全，还方便。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网上陵园”。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祭祖扫墓，缅怀先人的日子。清明前后
许多人士都以不同的悼念方式，祭奠先烈英灵，寄托哀思。

每到这个日子，我们全家人就会一起到腾冲的山上扫墓，一
起学习在城里了解不到的知识。

今年，我们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跋涉到了腾冲的坟山脚下，我
忘记了晕车和疲劳，不管三七二十一，抬起一箱“金元宝”，
就往山上冲，巍峨的大山耸立在我面前，海拔有两千多米。
我跑了不到一半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休息了一会后，我接着
向上爬。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大家全到了坟山山顶。我向山
下瞭望了一会，啊!大自然真美呀!坟山下的田野、森林连成
一片，群山环绕，就像一片绿色的汪洋，我好奇地问外公那
是什么地方，外公说：“那分别是龙陵、芒市和梁河。”呀!



我们已经到了三县市交界的地方了。大舅们忙得不亦乐乎，
生火烧水，修坟扫墓，不一会，杀羊宰鸡开始了，可惜我还
很小，帮不上他们的忙。我在一旁看大舅们杀羊，看见他们
把羊的肠子装在一个袋子里，好奇地问了一句：“这是什么?
它有什么作用吗?”“这叫苦肠，是用来做苦撒的。”“哦，
原来苦撒是用羊的苦肠做的呀!”

过了一会，我捡到了一根石竹，又摘了一片叶子，把叶子插
进石竹的洞里当作竹笛，表弟看见了就来追我，要枪我
的“竹笛”。我们跑呀跑呀，妈妈叫我们吃饭时我们已经跑
得汗流浃背了。

这一天，我虽然流了很多汗，但是我很快乐、很开心。还看
到了大自然的美，看到了城市里看不到的东西。今后每年都
有这么一天让我参与，那我该多么的高兴啊!

“清明时节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今年的清明节可不像
以往充满了湿润的雨珠，雨已经停了两天了，空气清新，正
是踏青的好日子。

早上九点，天空中带着一缕阳光，我们一家三口带着好心情
出发了，登上了踏青扫墓的路上。

矶山是我的先辈们墓所在地，我和奶奶等一些家里人在那里
会和，一起去扫墓。

快到矶山了，大老远就望见了我的奶奶在路口等我们一家，
我不由自主的向她招手，就算是见面礼吧。下了车，就和奶
奶走向了山上，地上的泥土还很柔软，走起来“脚感”很好;
周围的池塘发绿，都被污染了，因为周围好像有什么个工厂;
空气也不怎么清新，那个工厂所散发废气直冲入鼻。终于走
出了工厂所在的那座小山，隔着一座小山，来到了一个很美
的田野，到处都是油菜花，充满了浓浓的春意。走着走着，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矶山上，可能是因为被花的美所迷住了吧。



山上鞭炮声震耳欲聋，因为这一代坟墓很多。这是。我六伯
伯来打了这里，一起来祭祀先辈拿出了纸钱，草纸在那里烧，
烧了纸钱后，我的身上就像被煮熟了一般，被那纸钱所燃烧
的火给熏的。马上就放鞭炮，我赶忙跑到一边，去躲避鞭炮
声，我怕嘛。就这样祭祀了几个先辈后，就去别人家吃饭去
了。

吃完午饭后，玩了一会了就回家了，总之，今天一天非常累，
一回家就像软蛇一般坐在了沙发上，休息了一阵。

清明节是那么的“欲断魂”，无数人带着怀念先辈的心情去
祭祀他们，祝愿先辈保佑自己：平平安安，具有浓厚的祭祀
意义。

清明手抄报内容篇二

清明节祭先人，传人情寄哀思，莫铺张不迷信，承遗志传后
人，祖先慰笑九泉。下面是关于走进清明手抄报的内容，欢
迎阅读！

走进清明手抄报1

走进清明手抄报2

走进清明手抄报3

清明节是怀念先辈的日子，清明节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想起
了那慈祥的曾祖母。

去年的深秋，我独自坐在院子里，迎面吹来的风已经没有那
么惬意了，微微带着一丝寒意。我看着那夜空，想我眨着眼
睛的星星似乎要与我交谈，我忍不住把内心的话都倾诉了出
来。



在小时，爸妈出去工作，我便整天围着曾祖母转呀，跳呀，
笑呀。有时，我吃饭掉了一粒米，曾祖母就会对我说：“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要珍惜每一粒粮食！”，她就捡起
来，放到嘴里，慢慢的咀嚼着，脸上还挂着笑容，显得十分
开心。那时的我看这曾祖母的一举一动很不理解，心想，吃
饭也不用这么开心呀，饭再香，也香不过那些鸡鸭鱼肉呀！
曾祖母说：“我们小时候可没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有米吃
就是神仙过的日子，那有什么大鱼大肉呀！”我似懂非懂地
点了点头，便出去找我的玩伴了。

中秋节那天，我回去看望曾祖母，只见她躺在病床上，脸色
苍白眼睛里没有了昔日的神采。我轻轻地叫了一声：“曾祖
母。”曾祖母露出了微笑，手有气无力的招向我，我走到床
边，摸着她的手，只觉的好瘦好粗糙，我的双眼禁不住湿润
起来那一夜，我在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她对我的好，想着
她教育的话，眼泪不禁流下来了。

去年中秋节刚过几天，曾祖母就去世了。那一天，我并没有
去送她。听爷爷说，曾祖母去的很安详，脸上还带着笑容，
大概是想让我别太伤心。

今年的清明节，曾祖母我来看你了，曾祖母我好想你。

在这清明节让我想起了许多悲伤的回忆。

1、祖祖辈辈托的是梦，儿孙们不要牵挂，你们安康就好;爷
爷奶奶留的是话，儿女们不要担心，你们顺利就好;清明时节
牵的是心，远方朋友不要忧虑，快乐就好。

2、清明坠入黑暗，在每一年此时的梦里，散落成遥远广场上
一地破碎的玻璃瓶。在无处落脚的恐怖中，等待下一个清明，
等待着跪拜的虔诚的哀思与惆怅。

3、清明节，为什么是在暮春里。那是苍天故意的安排，清明



是春的世界，是异草的百花齐放，清明是那片被晨曦燃亮了
的天空，被清脆的鸟语引向高远的湛蓝。

4、人间四月芳菲日，清明爽朗一片天，踏青赏花多自在，自
在娇莺洽洽啼。飞燕杨柳弄碧柔，快乐从脚笑到头。清明时
节不飞雨，幸福健康送给你!

5、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更懂得爱与珍惜。所以，我们活
着的人，都要好好善待跟把握与人相处的日子，让生命不再
留下遗憾!

7、花木芳香，草长莺飞，怎奈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
人欲断魂，使得清明二字在文字深处更增添了几分烟雨迷蒙
的感觉。

8、鹃声凄切、蛙声凄厉，清明时节，雨纷纷、泪也纷纷。

9、清明的微风，携带无限的哀思吹过你长眠的山谷;清明的
细雨，饱含深情的缅怀润泽你脚下的土壤;清明的鲜花，承载
无声的祭奠，祈愿你在天国安心长眠!

10、一年一年的清明，一年一年的牵挂，一次一次的想念，
一分一秒的记忆。不会忘记，也不会离去，为了身边的，离
去的，好好努力，好好珍惜。

清明手抄报内容篇三

清明习俗有扫墓、祭祖、踏青、春游、植树等，体现出以哀
悼追思为基调、迎春健身为调剂的双重色彩。

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人们正结合时代的发展，不断改造和发
展着清明习俗的内涵与形式。



中国历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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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乃因利乘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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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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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见的射柳和蹴鞠音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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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威呐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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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人潘荣陛所著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清明扫墓，倾城男女，
纷出四郊，提酌挈盒，轮毂相望。

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古人还认为
清明的风很适合放风筝。

清嘉录中说“春之风自下而上，纸鸢因之而起，故有‘清明
放断鹞’之谚。”在古人那里，放风筝不但是一种游艺活动，
而且是一种巫术行为他们认为放风筝可以放走自己的秽气。

所以很多人在清明节放风筝时，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灾病都写
在纸鸢上，等风筝放高时，就剪断风筝线，让纸鸢随风飘逝，
象征着自己的疾病、秽气都让风筝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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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千之戏在南北朝时已经流行。

荆楚岁时记记载“春时悬长绳于高木，士女衣彩服坐于其上
而推引之，名曰打秋千。”唐代荡秋千已经是很普遍的游戏，
并且成为清明节习俗的重要内容。

由于清明荡秋千随处可见，元明清三代定清明节为秋千节，
皇宫里也安设秋千供皇后、嫔妃、宫女们玩耍。

今日的公园和游乐场仍然有秋千，供儿童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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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蹴鞠”就是用脚踢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



淄，唐宋时期最为繁荣，经常出现“球终日不坠”，“球不
离足，足不离球，华庭观赏，万人瞻仰”的情景，宋太祖蹴
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情景。

杜甫的清明诗中写到，“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
同”，也说明了当时蹴鞠活动的普及。

在讲求“中庸”的传统文化背景下，蹴鞠逐渐由对抗性比赛
演变为表演性竞技。

到了清代，在史籍上有关蹴鞠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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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精彩隆重。

马鸣庙位于洲泉镇西，在当地有“庙中之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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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手抄报内容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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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扫墓日期一般在寒食节，宋后移到清明。传说中“寒食
节”的起源地就在山西中部介休，介休一名的来历即是为纪
念介子推“割股充饥”而不图为报最终在此被大火烧山而亡，
绵山所在地原名叫“定阳”，被晋文公更名为“介休”，意
为介子推休息之地。现绵山已由当地人民开发为著名旅游景
区，其中一重要景点就是高大的介子推母子石像，介子推成
为当地人民孝忠两全的人物代表。这就是清明节的来历。

在清明节这一天，我和爸爸去扫墓。在路上，路边的桃花和
杏花竟相开放；小草探出了脑袋，柳条随风飘扬。在那里纪
念亲人的人络绎于途、浩浩荡荡，有的将鲜花献给了亲人，
有的在焚烧纸张，燃放鞭炮。有许多人都在那里缅怀故人，
他们个个神情肃穆。我不禁想起了唐代诗人杜牧写的一首诗
《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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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手抄报内容篇五

许多年以来，我都想认真地叙一下清明节。但每次拿起笔，
总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就像魂牵梦萦的阴雨不经意间牵
扯到地面，使我不知从何说起。

本人居住在南方城市郊区的山岭上，每当这个节日到来时，
可以看到在绵绵不绝的清明雨中，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墓地，
用传统的方式宣泄情感。满山烧不完的纸钱，还有那白色的、
黑色的、红色的塑料袋到处乱飞。以及那吃不完的鸡、鸭、
鱼、肉，各种罐头、啤酒瓶，鞭炮声超过了过年时城市里所
放流行歌曲的音响声。据报道说，有些有官衔的所谓孝子还
带枪去祭奠，一不小心还弄出了人命。北方人过清明节轻描
淡写，而南方人的清明节却是兴师动众。我不知道这是否是
从内心深处要求表达的哀悼。

清明时节，面对黄土下的亲人，给予怀念是无可厚非的。通
过祭奠，使人想起在过去的岁月里，与他们相濡以沫的点点
滴滴，以及漂浮着人间的许多遗憾和酸楚。同时，使真正的
凭吊者胸中增加了痛，会将一份洁白的心意栽在故人青草萋
萋的坟上，长成温馨的慰藉，芬芳生死隔绝的漫长日子。

我们从呱呱坠地那时起，就沐浴着亲人的阳光雨露。他们用
宽大的胸怀，挡住风雨，让我们无忧无虑地生长。当子孙后
代根深叶茂的时候，他们却悄无声息地倒下了……感念他们
的艰辛哺育，我们怎能不善待生命?所谓“祭而丰不如养之薄
也”!

清明手抄报内容篇六

(唐）张继

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



试上吴门窥郡郭,明朗几处有新烟。

“唐宋八各人”之一的欧阳修,也为后人留下了描写明朗节的.
著名诗句:南国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
长蝴蝶飞。

(宋）黄庭坚

佳节明朗桃李笑,野田荒冢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宋）程颢

芳草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周;

兴逐乱红穿柳巷,固因流水坐苔矶;

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红;

况是明朗好气候,不妨游衍莫忘归。

(宋）高启

满衣血泪与灰尘,乱后回籍亦可哀。描写清明节的诗句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明）王磐

问西楼禁烟那边好?

绿野晴天道。经典诗句

马穿杨柳嘶,描写清明节的诗句



探莺花总教春醉倒。

清明节古诗8

他皆携酒寻芳去，我独关门好静眠。

唯有杨花似相觅，因风时复到床前。

柳暗花香愁不眠，独凭危槛思凄然。

野云将雨渡微月，沙鸟带声飞远天。

久向饥寒抛弟妹，每因时节忆团圆。

饧餐冷酒明年在，未定萍蓬何处边。

（唐）李峤

游客趋梁邸，朝光入楚台。

槐烟乘晓散，榆火应春开。

日带晴虹上，花随早蝶来。

雄风乘令节，馀吹拂轻灰。

晴晓国门通，都门蔼将发。

纷纷洛阳道，南望伊川阙。

衍漾乘和风，清明送芬月。

林窥二山动，水见千龛越。

罗袂罥杨丝，香桡犯苔发。



群心行乐未，唯恐流芳歇。

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

百花如旧日，万井出新烟。

草色无空地，江流合远天。

长安在何处，遥指夕阳边。

君与田苏即旧游，我于交分亦绸缪。

二年隔绝黄泉下，尽日悲凉曲水头。

鸥鸟似能齐物理，杏花疑欲伴人愁。

寡妻稚子应寒食，遥望江陵一泪流。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

车声上路合，柳色东城翠。

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戏。

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

林卧愁春尽，开轩览物华。

忽逢青鸟使，邀入赤松家。

丹灶初开火，仙桃正发花。

童颜若可驻，何惜醉流霞！

柳如眉，云似发，鲛绡雾縠笼香雪。梦魂惊，钟漏歇，窗外



晓莺残月。

几多情，无处说，落花飞絮清明节。少年郎，容易别，一去
音书断绝。

烟水初销见万家，东风吹柳万条斜。

大堤欲上谁相伴，马踏春泥半是花。

清明暮春里，怅望北山陲。

燧火开新焰，桐花发故枝。

沈冥惭岁物，欢宴阻朋知。

不及林间鸟，迁乔并羽仪。

冷食方多病，开襟一忻然。

终令思故郡，烟火满晴川。

杏粥犹堪食，榆羹已稍煎。

唯恨乖亲燕，坐度此芳年。

蚤是伤春梦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

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

紫陌乱嘶红叱拨，绿杨高映画秋千。

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

（唐）韦庄



清晓妆成寒食天，柳球斜袅间花钿，

卷帘直出画堂前。

指点牡丹初绽朵，日高犹自凭朱栏，

含嚬不语恨春残。

清娥画扇中，春树郁金红。

出犯繁花露，归穿弱柳风。

马骄偏避幰，鸡骇乍开笼。

柘弹何人发，黄鹂隔故宫。

（唐）张籍

郡内开新火，高斋雨气清。

惜花邀客赏，劝酒促歌声。

共醉移芳席，留欢闭暮城。

政闲方宴语，琴筑任遥情。

（唐）张继

晚霁龙门雨，春生汝穴风。

鸟啼官路静，花发毁垣空。

鸣玉惭时辈，垂丝学老翁。

旧游人不见，惆怅洛城东。



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

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