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為二十四節氣之一，

必須按照太陽在天空中運行的真實位置而定。

它其實是一個「時刻」，而非「一日」。

清明，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五節氣，

在我國傳統的曆法中，把一年分為二十四個節氣，

用來反映氣候的變化和農業的生產。

清明的時間大約在「春分」之後，「穀雨」之前，

約當陽曆四月四日、四月五日、四月六日三天中的一天，

其中最重要的活動就是掃墓。

清明節的由來



掛紙：又叫壓紙，就是替祖先修理房子的意思。

培墓：是較隆重的祭墓儀式，通常新墓要連續培墓三年，

而過去一年中有娶媳婦或生男丁的家庭也要培墓。

踏青：也叫行青、探春、尋春、郊遊。

插柳：柳枝具有避邪的功用。

蹴鞠：用足去踢球，這是古代清明節時人們喜愛的一種遊

戲。相傳是黃帝發明的，最初目的是用來訓練武士。

植樹：自古以來，中國就有清明植樹的習慣。有人還把清

明節叫作“植樹節”。

放風箏：每逢清明時節，人們不僅白天放，夜間也放。夜

裏在風箏下或風穩拉線上掛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燈籠，像閃

爍的明星，被稱為“神燈”。過去，有的人把風箏放上藍天

後，便剪斷牽線，任憑清風把它們送往天涯海角，據說這

樣能除病消災，給自己帶來好運。

所謂掃墓只是一種籠統的講法，在台灣掃墓的方式，

很清楚分為「掛紙」及「培墓」。

清明節的習俗



主耶穌要離開門徒時，安慰門徒心裏不要憂愁，因為在我

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我去是為你們預備地方，並且還要

再來接你們到那裡去（約十四1-3）。
從主對門徒的應許中，可見墳墓不是人死後的居所，所以

不必替祖先修房子。主已經為信祂的人預備了天上永存的

房屋（林後五1），信主之人，死而復活，是不朽壞靈性
的身體（林前十五35～44），

因此不會住在人所造「墳墓」的房子裡。

清明節掃墓是漢人表達對先人的一種懷念，基督徒應當遵

守聖經的教訓，父母還活著的日子，要孝順父母，使我們

在世蒙福（弗六2～3）父母離世安息後，子女也應當去
掃墓，追念親人的懿行典範。

惟掃墓時應避免落入世俗的忌諱綑綁中，長輩可帶領一起

唱詩、禱告（悟性）、誦讀聖經、並訓誡晚輩要遵行先人

的信仰、德行，叮嚀每個人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信仰，

因為死是眾人的結局，活人也必將這事放在心上（傳七1
～2），這樣才是真正的掃墓而「慎終追遠」。

對於清明節
我們的看法及作法



唯有拜真神才能使人真正得救，此乃「慎終」；

亦唯有拜真神才能使人真正拜到人類祖先的源頭，

此乃「追遠」，「慎終追遠」，才能使民歸於仁厚，

使社會風氣得以匡正，國得以安泰，實乃萬民之幸。

你們要嘗嘗 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 
投靠祂的人有福了！（詩三十四8）。

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