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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上巳节与三月三诗文的双向促进与发展 
宁萍 

（韩国韩瑞大学  安徽  阜阳  236041） 

摘要：上巳节我国传统节日，作为晋朝时期的一个盛大节日，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质，上巳节是每一年的三月三日举办，具有多

个意义。对上巳节日而言，晋朝时期出现了多种类型的诗文，西晋时期上巳节诗文多以歌功颂德为主，东晋时期更侧重于玄理阐释。

基于此，本文对上巳节起源、上巳节与诗文的思想结合进行分析，并对上巳节诗文和晋三月三日诗的发展进行探讨。 

关键词：上巳节；三月三日诗；发展 

 

前言：晋朝时期岁时节日较多，并且内容多种多样，岁时节日

通常是社会风俗、时代文化、社会人文精神的汇集，晋朝时期岁时

节日包括了夏历一年内绝大多数时节，节日活动也丰富多彩。节日

中也包括了多重历史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

生活状态、情感等，是反映历史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上巳”本

是上古时期人们用于选择婚期的方式，在晋朝时期成为了一个节

日，且具有多个内涵。 

一、上巳节内涵的分析 

上巳节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这是在我国夏历三月

份季节中的一个巳日，也被称之为“元巳”、“三巳”，被后人普遍

称之为“上巳节”。上巳节起源于我国古代，在古时候人们通常用

来记录数字、天干地支的记录，上巳节中的“巳”就是记录地支的

一个表示方法。其中《山堂肆考》中对上巳节的解释是除去不祥的

意思，这个节日的流传到三国时期依旧是三月第一个巳日为上巳节

活动的时间。由于农历三月巳日几日每年都不是同一天，具有一定

的差异，为此在后续历史的发展中，将每一年的三月三定为上巳节

日的时间，因此历史上将上巳节也称为“三月三”“重三”节日。

目前对上巳节的起因并没有明确的定论，但多数认为这个节日来源

于中国古老神话中，具有求子、姻缘等美好寓意。上巳节起源有着

一种说法是来源于祓禊，在历史中上巳节最早形成于春秋时期，在

晋朝时期较为兴盛[1]。上巳这个词汇在文献中最早出现于汉初时期，

但是对上巳节的描述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在《论语》中对上巳节

的活动进行了描述，其中“暮春者”中的“暮春”则代表着阳春三

月的意思，“春服既成”则表示穿春天的衣服等内容都是描述三月

初春的时节，气温转暖，人们在上巳节当天会去河边沐浴，寓意除

去冬天的污垢。在《论语》中描述出来春秋时期的上巳节较为详细，

这也是我国最早记录上巳节的一个著作。 

二、三月三日诗与上巳节诗文的思想结合 

文学艺术多数来源于生活方方面面，这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表现

形式，也是时代对历史社会的一种艺术描述。在文学中，上巳节作

为一种文学艺术，不仅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也体现出了当

今时代发展特点，反映出了历史朝代各个时期的价值观、生活观等

生活状态。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上巳节从岁时节日逐渐朝着人文

节日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中也是人们思想价值转变的过程，这个

转变的过程中诗词文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上巳节发展而

言，文人士子具有重要意义，文人士子作为统治阶级中一种知识分

子的代表，对上巳节文学思想发展有推动作用，也是文化思想价值

转变的参与者，这种转变也是在历史发展中沉淀而来。由此可知，

上巳节诗文中所描绘的内容与情感与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相符，上巳

节诗文思想与上巳节日体现高度契合[2]。从上巳节诗文中可以感受

到，上巳节在不同朝代所表现出的情感价值也各不相同，即使在历

史发展中，其情感也存在一定变化，通过上巳节诗文能够感受到时

代发展的特征，相对于其他节日文学而言，上巳节诗文具备自身特

有的特点，主要在于上巳节诗文中表达的情感是当时朝代发展高度

符合，这一特点从《兰亭集序》中能够充分体现出来。《兰亭集序》

中对上巳节的描述较多，兰亭诗的发展背景就是在上巳节这个节日

逐渐成熟的形势下创作的，人们通过诗歌来抒发自己对上巳节的情

感以及对生命的感悟，许多文人墨客借助上巳节活动抒发自身的文

学情怀，部分文人也会利用这个机会表达自己对上巳节的看法。但

由于时代在不断发展，上巳诗文中也透露着对时代发展的感悟，从

侧面分析上巳节诗文也体现出了某个时期社会文化的变迁。 

三、上巳节诗文和三月三日诗的发展 

上巳节主要萌发在先秦时期，在这个时期，上巳节一般是为原

始的宗教以及生产祭祀需求中，具有浓烈的宗教意义和政治色彩。

•这一特点在文学《礼记 月令》中可以充分体现出来，从诗文内容

中可知，上巳节活动最初是为了表现自然时序发展要求而创建的一

种人文时间，同时也是社会生活节奏不可或缺的一个时间表现形

式。上巳节属于岁时节日，具有适应自然发展、社会发展的特点。

在晋朝时期以前，岁时节日在自然节律中占据着主要导向地位，而

在晋朝时期以后，上巳节的人文性和世俗性不断增加。晋朝时期形

成了中华文化基础，同时也形成了明确的岁时节日体系[3]。晋朝时

代中，时令祭祀节日活动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岁时节日发展导

向明显倾向于为民众生活服务的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巳节人

文性思想也逐渐大于宗教思想，这时的岁时节日逐渐呈现出多样

性。 

（一）祓禊活动 

魏晋时期以后，社会迎来了一个短暂和谐的时代，在时代繁荣

昌盛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化，这也为后续文化时代

复兴奠定基础。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诗文中可以了解到永和九

年上巳节繁荣昌盛、政通人和的社会风气，这次上巳节的主题是“修

禊”习俗，在古代春季和秋季两个季节时期，民众通常会举办祭礼

习俗，一般会在河水旁举行，以此祓除不祥，这种祭礼习俗也被称

之为“祓禊”，其中“祓”表示祈福仪式，而“禊”表示在祭祀风

俗，也就是在水边举行祭祀仪式。这项祭祀活动起源于“兰汤辟邪”，

懺 浄在南朝梁武帝《和太子忏悔》中“兰汤浴身垢， 悔 心灵。”也

是这个寓意。唐代时期，白居易诗文“弄水游童棹，湔裾小妇车。”

中的湔裾意思相似，湔裾小妇车是指女子浸湿自己衣裙的一种动作
[4]。诗文中提到人们会在上巳节这一天将中药在水中浸泡，并用树

枝蘸水朝着“受礼者”点洒，具有健康平安的祝福之意。 

（二）宴饮活动 

时至今日上巳节已经由传统的祓禊辟邪风俗思想逐渐朝着水

边春游习俗的方向发展。诗文中“是日，人们集聚于山水间，宴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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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游，伴以流觞曲水，唱和赋诗。”可知当时的风俗习惯与社会发

展情况。“这次雅集真乃高朋满座，群贤毕至，其规模之大，名流

之多，世所罕见。”由此可知，当时社会对上巳节的重视程度，从

其规模、名流之多、世所罕见可以了解到上巳节被社会各个阶级所

重视。而《兰亭集序》也是上巳节中最为著名的一首诗文，这也为

后续上巳节诗文发展提供依据。 

晋朝时代上巳节相关诗文主要内容都是围绕歌颂功德、应制酬

唱等开展的，这种特点主要是在西晋时代公宴诗中体现得较为明

显。曹魏时期，曹家兄弟经常举办具有文学特色的宴会活动，为诗

文创作提供基础活动。对这种活动来说，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

多数娱乐性质较高，可以说是文人墨客附庸风雅的聚会之地，为此，

这个时代的诗文中经常带有一些歌功颂德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是主

要组成部分[5]。西晋时代，统治者也不断参与到诗文中来，并且大

力提倡诗文创作，导致诗文政治色彩浓烈，而个性化色彩越来越淡

化。西晋时期三月三上巳节逐渐演变成华林园集会，人们多数是为

了创作诗文而参与，这时传统上巳节的思想已经改变了。比如“皇

居伟则，芳园巨观。仁以山悦，水为智欢。”中，可知歌功颂德特

点较为明显，此外《公宴诗》中“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开馆

羣延 士，置酒于斯堂。”也充分体现出这一特点。由此可知，当时

诗文创作中多以晋朝王室的威严和功德作为创作出发点，并认为诗

文具有千篇一律的性质。 

上巳节作为最古老同时也为当时社会人民带来了一定乐趣，因

此，社会人民非常认可上巳节，在发展的过程中，承载着较多的民

众情感，在晋朝时期统治者也重视上巳节的发展。晋朝时期社会发

展相对于稳定，在这个时期，文人的创作情绪高涨，无论从文学角

度、还是政治方面他们都希望能够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才华，能够在

历史和文坛上名垂千古，因此，晋朝时期上巳节诗文中对上巳节宴

会场景的描述较多，一方面，表达自己能够参加统治者举办的宴会

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也借助参加宴会的机会彰显自己的才华，一

定程度上，也能够体现出自身作为文人的价值。比如《上巳会诗》

中“三春之季，岁惟嘉时。灵雨既零，风以散之。英华扇耀，翔鸟

群嬉。”便体现出了上巳节人们春游的情景。上巳节的时间是三月

季节，这个时间已经是春暖花开，正是踏春的好时节，因此，踏青

至水滨、赏花游玩也成为了上巳节的一个特色，《诗经》中“士与

蕑 蕑女，方秉 兮。”其中 代表兰草，具有吉祥、君子的美誉。“维士

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是表示采花赠给喜欢的女子，表

示美好爱情的寓意。 

（三）其他活动 

除此之外，上巳节也具有一定的玄理解释，这一点在《兰亭诗》

中能够充分体现出来，在东晋时期八王之乱以后，晋朝南迁以后，

上巳节成为了士族们游山玩水、谈玄论道的一个好时机，在上巳节

到来时他们可以邀请自己的朋友进行酌酒创作诗文活动，文人雅士

们多趁这个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如“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

罚酒三升”内容则表明了上巳节中人们喝酒作诗的场景。知名士族

在聚会时不仅是喝酒作诗，更是以谈天为了乐趣，三月三日上巳节

在东晋是著名的文人雅会，其中永和九年的三月三聚会最有名气，

会稽郡是东晋时期一个最佳的清谈地点，多数善于清谈士族都会到

这个地点进行交谈，这就导致兰亭诗中存在玄理内容[6]。东晋诗人

在谈玄论道时，存在超越俗世的思想，以山水、自然等景物衬托诗

人心灵、性情的自由，借助上水自然表达“大道”之理。由此，上

水也渐渐被融入到玄理之中，成为玄理表达的一种形式。随着人们

对山水的审美不断深入，山水自然景观才逐渐被独立显示，得到人

们咏叹。上巳节不仅是传统祭祀活动的节日，也是人们小聚游玩的

好时节，三月春意盎然的季节，大自然带给人们万物复苏的体验，

为诗人创作提供风雅环境，为名士聚集提供良好的交流机会，这也

是东晋名士们比较青睐上巳节的一个理由。 

四、三月三日诗人文精神对上巳节的意义 

随着历史发展上巳节包含了多种人文精神，这发展的过程中不

仅受到时代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社会风气以及人文精神

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通过对诗文的深入分析也能够感受到诗文在

作诗时表达的思想意识，并从中体会当时社会人文精神和政治风

气，由此可知，三月三日诗文作品与上巳节之间是双向促进的关系。

晋朝时期民众的价值观念具有多元化特点，这种观念转变在上巳节

诗文中也有所体现，比如《论语》《诗经》《后汉书》《上巳日帝会

天渊池诗》等都表现了不同的人文精神。上巳节诗文包含的人文精

神有文化领域、政治领域、思想等领域，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相对于其他方面思想文化发展较慢，思想文化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积

累完成的，受到时代发展经济和政治理念的影响较深[7]。上巳节诗

文发展与当时人们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有着一定的联系，其中自然

景观看法对上巳节诗文的影响较深。从晋朝三月三诗文中可以体会

到上巳节诗文作品人文精神和思想的变化，首先，诗文中阐述传统

上巳节的祭祀活动，表示美好寓意；其次，上巳节逐渐增添了宴会、

游玩的乐趣；最后是寄情于上水的玄理思想。如庾阐《三月三日临

曲水诗》，孙绰《三月三日诗》都客观地描述了上巳节自然景物，

还原了自然事物本身特点，并且在此基础上融入诗人自身情感表

达，充分展示出上巳节人们的活动。 

结论：综上所述，无论是描写三月三日上巳节的诗文，还是三

月三日创作的诗文，都能够真实反映出当时社会风气，反映出当时

的真实生活。诗文创作更多源自生活真实写照，这些诗文中都描述

了上巳节的风俗和活动，也是晋朝士族真实的生活记录，从上巳节

诗文中能够了解到时代发展中民众的思想、文化、经济等变化，为

我们了解历史提供了载体，同时也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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