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嘉靖十三年（1534），曾子五十九代
孙曾质粹奉召由吉安返回嘉祥奉祀曾子祠
墓。曾质粹就是曾氏东宗的开派祖，又是第
一任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除夕下午，家族

全体男丁都去祖林祭拜，我们东宗这一支是到县城西曹山曾
质粹祖林去祭拜。祖林已有四百多年历史，我们的列祖列宗一
直葬在那里，我们带上纸钱、用纸叠的元宝、香、蜡烛、供品、烟
酒、鞭炮、烟花等，每个坟头都烧纸祭拜，并请先祖回家过年。

大年初一，曾氏族人带上香、供品、鞭炮、烟花去曾庙祭
祀。近几年来，每年的曾子诞辰日（旧历十月十二日），全族都
要在曾庙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届时国内外曾氏宗亲到曾子故
里省亲谒祖，在古柏苍翠、袅袅乐声当中，以雅乐、鲜花祭祀先
祖，敬香、献爵，然后恭读祭文，焚烧祭文，全体鞠躬，整个祭祀
活动庄重严肃。初一这天我们还到县城曾子像前烧香祭拜。

除夕下午，族中长辈带领，到城里东关
大街上的傅氏宗祠，将厅堂、院落内外清扫
干净，泼水除尘，将大门、重门上贴上新春
联，悬挂上纱灯。正厅内将阁老爷画影和清

顺治帝给阁老爷的御笔画像展开、悬挂，把太师椅摆放于正
中，摆上供品，点燃香烛，由族长带领，向四世以上神主及阁老
爷画影叩头辞旧岁。

第二天即大年初一上午，分布在城里城外、四乡八村的傅
氏各支族人，先后来到宗祠，由长辈率领致祭。礼毕，各支长辈
相互拱手相拜，问候道贺，恭贺新年，一团和睦喜庆气氛。然
后，各支分别到城里的同族长辈处拜年。

拜年活动中，不管以往彼此间有什么隔阂、过节，大年初
一这一天都要上门相见，拱手道贺、问候致意，从这一天、这一
拜开始，什么隔阂、误会、纠葛等全部烟消云散，重新又恢复了
往日的一团和气。

每年的大年初四，是傅氏家族的公忌日。分布在各地的傅
氏族人，相继来到位于城南的傅氏祖茔（聊城人称傅家坟），统
一向先祖致祭。祭祀活动前，族人集中在“享堂”，摆上供品，点
上香烛，燃放鞭炮、点燃火纸，由族中长辈带领分别向始祖母
和阁老爷行跪叩祭拜礼。然后，由长辈带领大家瞻仰先祖坟前
的几统衮龙冠龟驮大碑。

《明史》记载，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临
清破，（宋）应亨与知县（陈）显际谋城守，应
亨以城北庳薄，出千金建瓮城。浃旬而毕，

（宋）玫及邑人赵士骥亦出赀治守具。无何，
大清兵薄城，城上火炮，矢石并发，围乃解。次年二月，复至，城
遂破。玟、应亨、显际、士骥并死之。

祖上先人口传至今：崇祯十六年二月初五，吏部稽勋司郎
中宋应亨与工部右司郎宋玫、族人宋瓘及家僮三十多人，抗清
于城上，失守后被活捉，先威逼利诱，再严刑拷打，始终不降服。

次日，清军将他们绑在城门前荡秋千的木桩上示众。最
后，以乱箭射死，三位仁人志士英勇就义，宋氏族人为了纪念
他们大义凛然的英雄主义气概，以及他们宁肯隐居田园终老，
也征辟不就，拒不出仕的浩然正气。从此以后，莱阳宋氏族人
遗留下春天不荡秋千的习俗。

“请家堂”——— 除夕下午，族长亲率族
中晚辈，请着正管高香，挑着写有“冯府”的
一对红灯，走出村头，朝着祖茔方向一拜，

说声：“列祖列宗，请回家过年吧！”
族长的堂屋中，已经正中挂上祖宗遗像，桌上摆满供品，

桌后条几上排开列祖的排位“折子”（一份可以折叠的牌位，始
祖名为正中，向右左展开去，只写族长的直系祖宗名讳）。族长
请香进屋，将香插于桌上的香炉内，就算是请列祖列宗落座
了。族长率众叩四个头，奉列祖享祭。

年五更开始拜年了，无论家族或邻居，凡来族长家拜年
者，向族长问好，必须向列宗叩四个头。正月初一下午傍晚，族
长再率族人向列宗叩拜，收起祖像、牌位，奉香再“送”至村头，
叩拜，放鞭炮，就请送列祖列宗过年已毕。

每逢春节必有子孙大祭，春秋二季
自古都是官方致祭。历代都有奉祀生制
度，朝廷给予琅邪王氏三位先人以奉祀

生待遇，只有奉祀禄，不算官职，合五品奉。
每逢春秋二祭，王家奉祀生知会当地府尹、教喻对王氏三

位圣人(王祥、王览、王羲之)共同举行祭祀。
每逢春节，族人集孝友祠，以辈分为次序，长者前少者从，

宣读由王氏子孙撰写的祭文，然后行三跪九叩大礼，此朝廷制
度非一家之私也，故至今因之。然后有族人辈讲述先祖之孝友
事迹，或讲解王羲之故事。以教育后代子孙。逢此盛会，不唯王
氏后人，他姓亦多携子孙前来参加祭祀，借此氛围以教育子
弟。

初一要到曾庙祭祀
□曾令霞

过年不荡秋千
□宋彦

除夕迎祖，初一送出村头
□冯益汉

靠拜年消弭隔阂
□傅尚明

长辈讲王羲之的故事
□王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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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
间 ，各 种 习
俗都会在春
节 期 间 展
现 ，有 共 性
的 一 面 ，也
有个性的一
面 。去 年 以
来 ，本 报 陆
续报道了齐
鲁世家的家
风 文 化 ，且
看看这些世
家都是怎么
过春节的。

除夕之日，邹城当地
孟氏男性后裔会到孟母林
或孟子林所在方位的附近
田地里，举行祭祀活动（俗
称上坟），主要目的是邀请
逝世的老人回家过年。由
于很多村子距离孟母林、
孟子林较远，故选择在祖
辈坟茔之地所在方位的近
地举行，犹如伊斯兰教徒
在开斋节期间面向麦加方
向朝拜一样，变成了一种
象征性的仪式。

祭祀的对象为家庭中
去世的长辈，祭祀规模也
比较小，多是每家每户单
独祭奠，但也有同宗的堂
兄弟一起共同致祭。祭祀
选择在早上八点到十二点
之间，祭祀仪式也很简单。
祭祀完毕后，要拿一根燃

烧的香回家，而且保
证路上香不会熄
灭，也不能燃尽，
否 则 家 里 过 世
的 老 人 会 因 为
没有香的指引而
迷路，到家后要

将过世老人的照
片和“三代宗亲之神

位”供奉到客厅香案神龛
中，将带回来的香插到香
炉里，这才完成了整个祭
祀仪式。接下来可以贴春
联、挂灯笼，做其他过年的
准备。

从除夕请老人回家过
年，直到正月十五送老人
回去，半个月时间，过世的
长辈时时、事事都要受到
礼敬，无论是吃饭用餐，还
是抽烟饮酒，都必须先礼
敬长辈之后方能开始。

放假、思亲友、鼓动群众

以前的人怎么过年
齐
鲁
世
家
过
年
有
讲
究

古人过春节也有节假日之说，
但不可能全部人员都放假一个月，
不然国家得不到运转。让我们且看
先人们如何过春节？

古人过年放假一周

据《后汉书》和《太平御览》等记
载，汉朝官员在节假日，要么进修，
如宋均“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要
么从事劳动，如尚子平“为县功曹，
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饮食。”要么
搞科学实验，如蔡伦“每至休沐，辄
闭门绝宾，暴体田野。”

唐玄宗颁布《假宁令》：“元正、
冬至，各给假七日。”“元正”指的就
是新年，意思是说，春节放假7天，冬
至放假7天。宋代延续了这个天数，
元明清三个朝代则缩减为三天。

在古代也出现新人替老人值班
的情况，据《南部新书》记载，唐代御
史台很会欺负新来的同事，凡新入
台省官员，“节假值五日，谓之‘伏豹
值’；(其他)百司州县初授官，陪值
者皆有此名”。

正月初七遥寄诗

唐代诗人高适晚年曾经写就
《人日寄杜二拾遗》，高适和杜甫早
在开元末年就成了意气相投的朋
友。安史之乱后，杜甫流离转徙，到
达成都，高适立即从彭州寄诗问讯。
上元元年（760），高适改任蜀州（治
所在今四川崇庆）刺史，杜甫从成都
赶去看望。此时，安史叛军在中原还
很猖獗，蜀中局势也不平静，他乡遇
故知，短暂的聚会，更加深了别后的
相思。

于是，高适就在上元二年正月
初七这天，写诗给杜甫，称“今年人
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表达
自己怀友思乡之情。诗寄到成都草
堂，杜甫看到后，竟至“泪洒行间，读
终篇末”（《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并
序》）。

按照旧俗，正月初七为人日。汉
东方朔《占书》载，正月一日占鸡，二
日占狗，三日占猪，四日占羊，五日
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
谷。后来人日逐渐从单一的占卜活
动，发展成为包括庆祝、祭祀等活动
内容的节日。尤其是唐代，民间相当
重视人日节。而因为高适和杜甫二
人关于人日的唱和，至今不少成都
市民都有正月初七去杜甫草堂凭吊
的习惯。

抗日根据地里抚慰战士

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
在70多年前，抗日根据地的春节又
是怎么过的？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
共产党深入华北敌后，为获得以农
民为主体的民众支持，积极利用春
节开展革命动员工作。

春节处于农闲季节，时间跨度
长，各种活动民众参与度高，是对民
众进行革命动员的大好时机，因此
边区各级政府将春节作为“教育群
众、鼓舞群众、团结抗日、密切军民
关系、发展生产、提高人民文化素质
的最佳时期，无不竭力以革命的文
化思想为武器，加强抗战信念，开展
宣传工作”。

1942年的春节，抗日根据地正
处于粉碎日军冬季大扫荡和敌伪阴
谋的时刻，利用春节期间，对群众加
强反扫荡教育。春节，不少战士想念
家人，为了减轻战士思念之情，抗日
根据地会组织优待抗属活动，给予
精神或者物质上的慰问。

本报记者 刘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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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记
者

朱
洪
蕾

整
理

祭祀的香

回家前不能灭

□孟淑勤 邹城市政协副主席
孟氏宗亲联谊会会长

编辑部的故事┩捣悼
光鲜的台前，青春靓丽展露笑颜；灿烂的幕

后，奔走忙碌不知疲倦。大德州的帅哥美女给您
拜年啦。 ———《今日德州》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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