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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老”是过年的重头戏。活
着的人快快乐乐，欢聚一堂，这个
时候，不能忘了故去的老人，也要
请他们回来过年。

“请老”是一件最严
肃、最郑重的事，必须
由最年长、最有权威
的人去做。下午，爷爷
领着我们老少三代的
代表，带上纸烛、供
品、鞭炮，到孔林里去
请老人。先到享
殿 后 的 孔 子 墓
行大礼三跪九叩，再拜孔鲤、子
思。拜完始祖三代，才到明墓群东
我们小家族的墓地。爷爷动情地
喊着：“祖啊，都回家过年吧，我们
来请您了！”

回到家门，爷爷把事前写好的
我家祖上主要故去老人的牌位放
在托盘上，双手端着站在最前面，
其他人跟在后面。家里的人早已准
备好了爆竹，鞭炮齐鸣中，大家共
同把“老人”迎回家中。那种浓浓的
家味儿，足以让每一个人陶醉。

爷爷把牌位一一插在牌位座
上，又依次放在八仙桌后长长的
条几上。那牌位是用红纸写就的。
最中间的是：显 始祖大成至圣
文宣王 讳 仲尼 始祖母亓官
老太太 之位。尔后是两边侧分，
依次是爷爷的高祖、曾祖、祖父以
及4位父辈。

后面的墙上挂了“祖轴”，也
叫中堂，上面画的是偌大的三进
院落，建筑都是用竖条方格组成
的，方格内填写的全是故去的祖
上的名字。祖轴两边挂上了76代
衍圣公孔令贻手书的挂对，文曰：

“东鲁雅言诗书执礼,西京明召孝
弟力田。阙里孔令贻。”把“祖宗”
安置停当，接着上香炉、烛台，摆
供品。爷爷点上成股的一炷香，他
首先行大礼，然后一家人依次行
大礼，请老仪式宣告结束。

孔府过年
礼 仪 制 度 严
格，规矩也多。
从腊月初一开
始，全府上下
就要做过年准
备，正月十五
灯节过完，才
算结束。

至今孔家
后人还恪守着
春节的礼仪，
将过年看作最
隆重的节日来
对待。

一年中最有意义的一
顿饭就是除夕的晚餐，因
为这是天、神、人在一起
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
过年，不仅要祭祀自己
的祖先，还要祭天，这
反映了我们老祖宗孔
子以人为本、知天
命、畏天命、天人合
一的思想。爷爷告诉我们：

“过年的真谛就是祭祖、祭
天，既不祭祖，也不祭天，
那还有啥年味儿。”

俺堂屋门东侧，有一
个高高的祭台，上面是一
块大约一米见方的石头平
台，我们叫“香台”。香台后
面的墙上早已悬挂了祭天
的牌位，文曰：天地三界万
灵十方真宰。黄昏时分，首
先在香台上点燃香、烛，摆
上祭品；然后，在堂屋的方
桌上摆上祭品；再后，为东
间的保家神和厨房里的灶
君神摆上祭品。行大礼后，
人们入座准备用餐。妇道
人家在厨房里做菜，下水

饺。小孩子们跑
来 跑 去 ，把 饭
菜 全 都 分 别
放在各个祭
台上，给天、
神、祖供上，
让 他 们“ 吃 ”

完后再端下来
放 在 人 们 的 饭 桌

上。程序虽然繁琐了点儿，
可是天、神、人和谐共处，
共享这顿美味的晚餐，那
是何等美妙的境界啊！

子时前算上一年，到了
子时就是新一年的开始。

旧年之末，大约亥
时，大人们全都起来
忙年了。女人们在厨
房里准备供菜，男人
们分别拾掇着4个供

桌，堂屋的外间里祭祖，
天井里祭天，堂屋的东间

里祭保家神，厨房里祭灶君神。
小孩子们全都被轰起来。整个

屋里灯火通明，高高的铜制蜡烛
台连同那牛蜡足足有半米多高。
子时将到，供菜摆好了，鸡鱼肉全
有，果蔬也一应俱全。香点上，着
得像莲花瓣儿一样。爷爷说：“快
去放鞭炮。”大人点燃火鞭，我们
小孩捂着耳朵躲在后面。外面响
了起来，此起彼伏，漆黑的夜空竟
然成了银光闪烁的海洋。

一阵热闹后，开始祭天、祭
祖、祭神灵。祭祀完毕，该轮到孩
子们给大人磕头了，大家都争先
恐后，因为要领压岁钱。压岁钱到
手了，总算清净下来。

上香是压茬进行，不能等头
一炉香尽了再去烧下一炉。三炉
香尽，爷爷发话了：“都去拜年吧，
五服以里的拜完就回来吃早饭。”

小孩子打着灯笼在前边给大
人照亮。外边人山人海，近支拜年
的都出来了。街上遇着就作揖，互
致“过年好！”俺这个大家族一二十
户人家，一圈儿下来就天明了。

早饭桌上，爷爷催促道：“快吃，
不然拜年的又来了。”他接着说，“饭
后接着去拜年，全村都要走到。过年
是个截头儿，人的恩恩怨怨、差差点
点，一拜年都一笔勾销了。”抿了口
酒，他自语起来：“中国人的年啊，还
真是有说处。不管你出去多远，这回
来一聚，什么事儿都没了。这年，就是
按俺老祖宗的中庸之道来的……”
大家都不愿打断爷爷的思绪，一个
个默默地出去，又拜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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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孔林“请老” 年夜饭人最末 全村都要拜到

□孔令绍

除夕午时一到，就贴春联。我
的爷爷孔繁泗本是私塾先生，毛笔
字写得好，春联都是他自拟自写。
父辈们贴，小孩子们从春联堆里捡
出来给递。爷爷站在一旁指指点
点，哪是大门的，哪是二门的，“嗯？
错了，错了，上联、下联不能反了。”

个把时辰，春联全贴好了。爷
爷吆喝着：“都过来，看春联。”我
们当中大的十几岁，小的两三岁，
大的念，小的听，不认识的字爷爷
给指点，他还慢条斯理地讲春联
里的故事，我们乐在其中。

大门的竖联：沂水一畔五色
相宣临圣域，圣地两端八音协奏
颂仲尼。横批：阙里世家。我们不
解，爷爷说：“我们家在沂河边上，
老祖宗孔子原来住在曲阜的最东
边鲁源村，咱住在曲阜最西边，这
不叫‘两端’吗？”大门门心：源起
东鲁尼山地，流经沂水有孔家。

再看二门上，一下子变了格
调：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
落迟。横批：春华秋实。让人觉得
清新自然。进到院中，堂屋门上：
一勤天下无难事，百忍堂中有太
和。横批：东鲁雅言。门心：天增岁
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爷爷
开腔了：“人要乐于做事，不能游
手好闲。遇事要学会忍。忍，才能
家和，才能有福。”

走进屋里，东间门上：忠厚传
家久，诗书继世长。横批：仁和人
家。西间门上：一夜连双岁，五更
分二年。横批：又是一年。我们认
为看完了该撒欢儿了，可爷爷说：

“不行，再去看看厨房门。”那竖联
简直太大白话了：百菜白菜美，野
菜菜根香。横批：素以养人。爷爷
说：“人要有平常心，粗茶淡饭能
长寿，萝卜白菜可养人……”没等
爷爷说完，大家一溜烟跑了，边跑
边喊：“咱家都成书斋咯！”

门门上上每每副副春春联联
都都有有说说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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