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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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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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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到了，我和阿姨、姨父、表哥们约好去
扫墓。一路上人山人海，车子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好不容易到了石砰，正准备登山，可惜“天公不作美”，幸
好我们早有准备，立刻换上雨衣、雨鞋，大人们也撑起了雨
伞开始出发了。沿途我们看到了不少平时难以看到的花草树
木，突然，一群羊闯入了我们的眼前，它们发出”咩咩“的
声音，仿佛是为迎接我们这群远到而来的客人。我们的心情
丝毫没有被今天的天气影响，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第一座
墓前。大家又是除草，又是扫地，把墓打扫的干干净净，大
人们在墓碑前放了一束鲜花，还放了些纸钱、蜡烛和其它祭
品，并要求我们轮流给死去的亲人拜三拜，听说这样她们能
在天堂保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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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清明节，我和妈妈以及姨妈一家去姜堤乐园踏青。我们
先坐六路到光岳宾馆，然后坐十九路到姜堤乐园。

我们到了一座假山，有瀑布从山顶流下，很美，很多人在这
里照像。我和姐姐在假山上爬来爬去，玩的兴高采烈。山下
有一条很浅的小溪，水很清澈，我竟不假思索的用手捧了一
口喝了下去，有点儿甜，还有点儿咖啡苦，姐姐说：“弟弟，



你真行！”我说：“味道好极了，姐姐，你要不要也来一
口？”姐姐连连摇头。

我们又来到另一座假山，这座假山也有瀑布，瀑布下方流着
水，中间还有一个小巧的石拱桥，上面镶嵌着椭圆的鹅卵石，
真是漂亮极了。这里真美呀，有山，有水，有树，有花，像
是人间仙境。

妈妈催促了好几遍，我和姐姐才恋恋不舍的离开姜堤乐园，
真盼着再次放假，我还想再来痛痛快快的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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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到，天阴沉沉的，大风不停地刮，那天气
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我们一行人去给太太扫墓。

大家来到山脚下，七手八脚地把要用的东西搬上山。山很陡，
一路上，耳边不时传来鸟演奏的哀曲，大家的心情更加沉重，
大家来到太太的坟前，舅舅把坟上杂草除去，然后打开颜料
盒。我、三舅妈等人，拿着毛笔，用心地描，把思念一笔一
画地描在字上。在我们描字的时候，外婆拿着蜡烛，点呀点，
怎么都点不着，最后，外公手遮着，才把蜡烛点着。然后，
大舅妈把太太生前最爱吃的点心、水果摆在桌子上。我们把
字描完，在地上铺上垫子，就轮流跪拜。我在太太的坟前，
用思念与太太“交流”，心中喃喃自语“太太，今天我来看
您。请您保佑我们身体健康；保佑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
好。”就在我们跪拜时，天空飘起雨，那雨仿佛是云姐姐悲
伤的眼泪。大家心都酸酸的。

下山时候，我望着太太的坟，耳边响起一首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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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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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是重要的“八节”（上元、清
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除夕）之一，一般是
在公历4月5号前后，节期很长，有10日前8日后及10日前10日
后两种说法，这近二十日内均属清明节。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基祭”之补。后来
民间亦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
个固定的风俗。

要谈清明节，需从一个现在已失传的节日—寒食节说起。

寒食节，又称热食节，禁烟节，冷节，它的日期又距冬至105
日，也就是距清明节不过一天或两天，这个节日的主要节俗
是禁火，不许生火煮食，只能食备好的热食，冷食，故而得
名。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
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
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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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习俗：

1、扫墓祭祖

中国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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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踏青

清明之时，正值春回大地，人们乃因利趁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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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插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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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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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牵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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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助威吶
喊，热闹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