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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

子的故乡一一曲阜，位于 LIJ 东省中部侃雨，在鲁西北平原和在jt

中 山地的结合部上， 背负泰岱，面引克峰，东连沂蒙群山，西

俯平野千畴，泪水北枕，折、河南带，土地肥沃，物产丰饶.

曲阜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祥地之一. 早在四五千年前

人类就已经在这里生息劳动，并创造了发达的文化。在奴隶制

社会的商代，这里曾是古奄国的中心;周代和汉代，又相继为

鲁国的国都，历时一千余年。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 众多

的圣贤名人，给曲阜剧下了珍贵的文物古迹，它以丰富的地

下文物和雄伟的地上古建筑享誉世界， 是 rl二1 外游人向往的游

览胜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物之邦"、 "名胜之乡 " 。

"天下衣冠仰圣门 ， I日邦风俗本来敦曲阜向以"礼

义之邦" 著称于世.早在西周初年， 伯禽代父就封，带来了

大革的礼乐典籍。周公死后，周成王为褒奖周公，特命鲁国

郊祭文王，许用天子礼乐，曲阜成为当时除铺京以外全国文

化最为发达的城市。鲁国一向 注意保存古代文化，以至到礼

崩乐坏的春秋时期， 鲁国仍保存了很多古代礼乐，使人发出

"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春秋末期，孔子在鲁国聚徒讲学，

首倡私人讲学之风，弟子三千， 贤人七十，学生来自各诸



f吴国 ， 鲁国俨然成了全国的教育中心 。孔子之后 ， 由于历代

统治者对孔子的推崇和对孔氏摘系子孙的优待封爵， 使 曲

阜成为承继传统礼乐文化最为托久完备的城市。 数千年来，

"句:鲁遗风" 一直被当作民风敦厚的典范"风近邹鲁" 则被

扣为衡量一个地区民风好坏与否的重要标准。

"至今齐鲁遗风在， 十万人家尽诀书'\今日孔子的故

乡 ， 不仅拥有丰富璀灿的历史文化资源， 而且正以崭新的面

貌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1982年 2 日， r出阜被国务院公布为首

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1 986年6月， 经国务院批准， 曲阜撤

县制， 改为省辖县级市。 全市区域环境优越 ， 自然资源 丰

富， 物产种类繁多 ， 交通条件便利， 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

去;展旅游经济， 开展世界文化和经济交流的重要窗口。曲阜

悠久的 J]jj:文化 ， 独特的乡风民'惰， 浓郁的古城新姿 ， 正迎

按着越来越多的梅内外揣在;的到来 。

。
" 

李克胜

一九九三年一月于 !I !:i 车



、 岁时节日风俗-回-

曲阜的岁 时节日， 按其特点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传统气?

日，二是曲阜特有的传统古会， 三是公历节日 。

1 、传统节日

rftl 阜的传统节日 以农历行事， 历史悠久， 风俗事 象众

多，在民众生活中. ，且有童安地位， 其影响至今兴盛不衰。

( 1 )春节

春节， 俗称 "过年 UI J农历正月初 一， 是曲阜民间最

隆重的节 日。

民国以前， 曲阜城里和方圆十余里村庄的百姓，都是在

农历正月初一子时 ( 零点 ) ， 听到孔府钢炮响过三声之后 ，

才开始过年。

一年之始 ， 首先要上供祭祖。 一般百姓上供时供 大姐'

鱼， 同时燃放鞭炮， 焚香烧纸， 朝宗拜祖。 曲阜孔姓春节上

供忌供鲤鱼， 改供自芋花鱼。 这种风俗是为了避孔子之子孔鲤

的名讳. 据史料记载， 鲁昭公十年 (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

5 3 2年)，孔子二十岁 时， 夫人分官氏生了儿子， 鲁昭公特派

人送来两条鲤鱼给孔子道喜，孔子因此给儿子起名为鲤，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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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鱼.孔鲤被孔氏后裔称为"二世祖'\宋徽宗 崇 宁 元 年

(公元1102年 ) ， 孔鲤被迫封为"泪水侠"。为了避二世植

的名讳， 孔民族人在祭祀时便不用鲤鱼， 改用自季花鱼， 曲阜

人·因此也就把鲤鱼改称为"红鱼" 。

新年子夜，做菜喝酒， 菜肴中必备生菜， 取其 "生财"

的吉利意义。 l喝罢年夜酒 ， 大年五更全家人同吃一顿团圆饺

子 ( 俗称"包子" )。年夜的饺子一般是素馅的 ， 取 "素

静"之意， 希望新的一年中全家人平平安安、 素素静静。 包

饺子时，还有在饺子馅中包硬币(过去为制钱 ) 的习俗 ， 认

为谁吃着包有硬币的饺子 ， ì!t在新的一年里就会发财、 有财
庐E

L 。

年夜饭后，{\f!开始拜年。 拜年先从自家拜起 民辈给长

辈拜年，平辈之间互相拜年， 然后再到近亲、 近邻、 街坊、

乡里的家中拜年。过去拜年需要磕头，现在一般只是问好。当

地习 i虫，从正月 初一到正月十五 ， 亲朋之间只要是第一次见

面都可以问"过年好" 。

新年恼供时，忌拉风箱， 以免把财气吹散。 正月 初一不

准吵嘴，否则， 这一年都不吉利。初一忌去井里打水， 怕惊

动龙王， 因此家家户户在除夕这天都要备足用水。

孔子摘系后裔居住的衍圣公府一→孔府，过春节仪式隆

重。正月初一零点开始发"纸码同时点起蜡烛，烧 上

香，燃放鞭炮。府内公爷、 木太起来后，先喝枣汤，又称喝

"元宝汤" 。 喝完元宝汤 ， 便去拜天地， 然后拜家庙、 影

堂、 桃庙、 慕恩堂等。早晨七点钟以后衍圣公"再拜孔

庙。拜庙时，有"百户"、 "管句"、"诗乐"、"典籍"四

路官员陪拜。孔子像前摆供整猪、 整羊、 注、 豆、 黄酒、檀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香等，由赞礼生鸣唱，行三跪九叩礼， 陪拜官员陪同跪拜-
U衍圣公"有时不去拜庙， 就委派孔家老族长去拜孔庙。祭

完孔庙、家庙后，公爷和太太开始用早饭， 摆酒席吃水饺。

早饭后.，公爷和太太开始接受家中仆人、 孔氏各府的本家、

以及县长、 官绅们拜年。仆人拜年要磕头、行礼，拜年后会

得到红纸包的赏钱。 孔氏各府本家前来拜年，只作拇不磕

头.

曲阜春节的节日活动， 始于头一年的腊月二十三，到新

年的正月 十五元宵节方告结束。

( 2 )元宵节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俗称"灯节曲阜姚村、 防

山、王庄等地也称之为"过小年"曲阜、 邹县、洒水三县

交界处的尼山乡 ， 称元宵节为"小年"。

元宵节有扎彩门的习俗， 彩门上挂有柏树枝和各色彩

花，并且贴有对联。节日夜晚，家家户户在门外布灯，灯一

般是用豆面捏制或用水萝 卡 刻制而成，内放豆泊， 点燃后放

置在大门两侧。 有的人家还往河里、 坑里舍灯。 有条件的人

家还扎制灯笼， 悬挂在大门两侧供儿童玩乐. 元宵之夜观灯

时， 要特意照照眼，俗话说"照照不害ø~" . 元宵节的节日

食品是元宵，现在一般是用糯米面加工制成。 民国二十三年

编修的 《 曲阜县志》卷二记载 正月上元，食汤园，观龙

珠戏，与他邑间. 家家作园明灯， J照庭院，是夕无风，俗I呼

‘收灯 主一岁丰稽。"

曲阜民间流行耍龙灯、 跑早船、 踩高院、 耍狮子等玩

耍，几乎每个村庄都在春节期间组织这类活动。' 不论哪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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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的龙灯者jí安:)'IJ孔府里去耍， 因此 ， 春节后孔府里的龙灯会

使连续不断，元宵节前后几天更是达到高潮. 孔府要龙灯的

地点在二门里大堂的前面， 村民币1孔府外的人都可以涌进去

看。要龙灯时，孔府当差的和"花炮户 " 还要放焰火， 焰火

制作得相当精致，各类五颜六色的焰火在高空中变幻出各种

花朵。孔府里备有两套十八罗汉的头 型面 具， 龙、 虎、 仙

鹤、 大肚子弥勒佛、 孩童形象等应有尽有， 府内当差的也借

机拿出来一起玩耍。

孔府:从正月十四起， 集合十几个老妈子， 用黄 豆面 捏

"灯笼克而灯和茶杯一样大，内燃豆油 ， 正月的灯捏一

个鼻， 二月的灯捏两个挠， 依次类推捏成十二个月 ， 另外 ，

还有粮精灯、 强马灯等。正月十五下午各房林、 庙、 东西

粮仓、 车栏、马号都来领面灯。晚上摆供品烧香， 祭拜完就

送书11 • 送神后，公爷、 太太都到大堂前观看花炮、 龙灯、 花

船， 太太赏钱、 货点心茶水，分发给玩龙灯、 放花 地的 人

们。当晚， 火太命令把点完的象征十二个月的豆面灯妥都呈

送上来， 看看那个月的面灯内的水气大， 若面灯内有水气或

水汪， 就表明那个月的雨水大， 而灯内若是干枯的 ， 反表明

这个月 早象严童.

正月十五晚十时左右 ， 有送祖先的活动。 一家之主烧香

上供，焚化纸钱， 燃放鞭炮， 把祖先牌位收起，以示ÏE:祖先

送走 ， 年节至此结束。

正月十六是叫闺女回娘家的 H 子 ，俗称"叫客日 "。 过

去， 多用小推车、 毛驴、 大车去接闺女。闺女临走时，要给

公公、 婆婆磕头辞行， 待婆婆告知允许住的天数后再走. 住

娘家不能超过二月 二，忌讳围在仓外，一般在正月二十八日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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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对出嫁三年内的闺女娘家每年都叫， 对出嫁时间长的闺

女有的也去 uq 。 现在住娘家时间的长短已不讲究. 另外， 曲
阜还有农历六月 叫闺女回娘家住的习惯，目的是为了避暑。

当地讲究过完六月六以后再叫闺女， 忌讳在娘家过六月 六 ，

俗话说不忌六月六， 死她野 " , fl !.\ 来后住到六月底再送

回婆家。

( 3 ) 二月二

农历二月 初二，俗称"龙抬头 传统习俗在这天耍炒

"和! 豆" 、 撤青灰、固仓.

料豆， 目p黄豆， 又称"蝇子爪"。 料空有吭、 甜之分，

或料豆首先把黄豆用盐汁渍泡后， 再生J、而食之 ; 甜的是把黄

豆渍泡在黯水中 ， 然后再炒。 传说吃了蜗子爪， 可以不楼蜡

子茧。

2月二清晨撒青灰。 撒时一般把青灰撒在院落 的 墙 根

下、 角落里，一边撤 嘴里一边说 二月 二，报青灰，喝

子、 蛐蜓死成!{t" 。

围仓也是在天亮以前举行，围仓必须由男人主抖. 回仓

使用的青灰一般是春节的灰。 围仓时， 用 !在英端着灰， 围成

一圈一固的， 大环套小环， 多者五圈， 少则三圈 ， 围 [1'1.不围

双，最内圈的中间放五谷杂粮， 用瓦片成砖头把粮食盖陀，

象征粮仓， 希望粮食满仓， 五谷丰登， 过三天后再把粮食收

起来。孔府二月二这天， 管粮仓的仓夫领来香烛 供 品 ， 在

仓神庙内上供、 燃烛、 焚香，并由仓夫在各仓屋院内用青灰

盟仓， 在三个圆圈内的中间，挖一个小坑窝，放一把五谷杂

粮， 再用一块砖压住，在一边还开有梯形的仓口 ， 这样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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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住丰盛的粮仓。

二月二的主食是大包子， 忌喝面条， 民间认为喝面条是

抽龙筋。这天不准打水， 不准推碾，不准妇女在屋内梳头，

更不准拿用民绳，免得屋上掉下来蛇 ( 俗称 "长虫 n ) 、蛐

蜓、 蝠子等。

二月二这天国l阜城内玩龙灯。 玩龙灯的前一天要到城东

南的龙王庙 ( 今已不存 ) 取水， 举行祭祀仪式。 结孔府挑水

的水夫，这天要领一封香、 一表纸， 到南门外拉甜水的水井

旁焚纸烧香。

( 4 ) 三月 三

农历三月三，正是民间收荠菜的日子. 过了三月三，荠

菜就要开花， 因此，人们把开花之前的荠菜收起来做汤喝。

这一天， 孔府花园里的园夫领香烛供品祭祀花神， 在花神牌

位前摆供品，燃蜡烛， 焚香。 同时在这一天花园里的园夫们

会餐， 热闹 一番。

( 5 )清明节

清明节是民间的重要节 日 。在现行的清明风俗事象中 ，

许多内容都是融合寒食风俗而来的。

《荆楚岁时记》载去冬节一百五日， ~Il有 疾 风 甚

雨， 谓之寒食。 禁火三 日 ， 造炀大麦粥。 " 因寒食.有禁火、

冷食等习件俗L 故又称"冷节

食是为了纪念春秋时被火焚于绵山的介子f推住住 ， 晋文公下令修

火禁，后来便形成民间节日。民国初年，每逢此节 禁 火 三

日， 只准吃冷食， 有时甚至也不点灯.因冷食伤身，常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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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患病，此俗渐渐绝迹.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 玲食习俗

消失， 寒食节也逐渐被人淡忘. 但介子推与寒食的传说至今

仍在民间流传。

寒食的第二天是清明节. 扫基、 捅柳、 放风筝是清明节

的主要活动。

民国二十八年 《 曲阜县志》载清明祭扫与他邑同.

……孔氏宗族无虑 ， 数千百户，皆此一日祭扫，过期即各散

去。 " 民间 以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一为祭扫的日子。 曲

阜清明节，扫墓者携带火纸，提着酒壶和供菜， 到祖莹 上

坟， :Jj 嫁的女儿要回娘家给死去的父亲或扉亲 上 坟。 扫 墓

时，还要给坟墓添新土， 据说， 这是给祖先修屋 ， 以防夏天

雨大漏水，实际上这也是对祖先表示怀念之情的一种方式.

清明\'í这天 p 人们习惯用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 把折

来的柳枝插在门框上。据说，火焚绵山的第二年， 晋文公重

耳到绵山祭奠介子J住， 晋文公当时掐了柳枝， 编成圈戴在头

上， 后来人们纷纷仿效， 逐渐成为风俗。此俗至今尚存 。

清明时节，天气晴朗，风和日丽， 正是郊游踏青的好时

节。曲阜的青少年喜欢在清明前后放风筝。清明节的林门会

上，有专门卖风筝的摊贩， 卖的风筝， 既有当地手艺人 自 己

扎制的，也有远道从路坊杨家埠贩运来的。城镇住户喜欢到地

势较高的周公庙附近放风筝。放风筝时，如果风筝断了线，

落到户家，户家则认为这是凶兆 ( 会失火) ， 为了去凶，风筝

落到谁家， 谁家就把风筝在磨盘底下压三天， 一般情况下不

再把风筝还给失主。如果失主与此家关系要好，登门道歉后

也有再要回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清明节除民间原有的节日活动， 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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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祭扫烈士陵园的内容. 洁明前后，机关、 学校都纷纷组

织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 到烈士陵园祭扫烈士陵墓， 缅怀

革命先烈的英雄业迹， 进行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

( s ) 端 ß8 节

农历五月 初五为端阳节。 因五月初五被称为"午 日

所以此节又被称为 "端午节'\ 俗称 "端午"。 民 国 19 年

( 19 30年 ) ， 国 民政府曾通令改五月初五为 "重五节" 。 端

细节纪念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之说在当地民间流传甚广。

每逢端阳，人们便在大门两旁插文和高市， 据说此举可

以读毒气， 避邪恶 ，曲阜童谣 (端午 ) "门口不插艾，死了

变个大鳖盖"。 大人给儿童缝香荷包， 并让儿童戴在胸前，

象征屈原的声望流芳百世。这天吃棕子和煮鸡蛋， 鸡蛋象征

龙蛋，吃鸡蛋是人们对曾经伤害过屈原尸身的龙的 一 种惩

罚.

端阳节在孔府中是家节， 不拜庙，只祭祠堂和慕恩堂。

报本祠堂内摆供菜十桌， 慕恩堂内一桌， 香、 烛、 酒俱全。

由衍圣公夫人前去祭拜，女仆跟随伺侯， 祭拜后回 来 吃早

点。 · 饭后厨房内包江米棕子、 黄米括:子、 大米 在:;~ 子， 蒸熟

后， 由仆人用瓷盘盛好， 放在分层的盒篮内， 挑到各府本家

及亲朋处送礼。 各府本家及亲朋也往孔府内迭， 均货给对方

仆人小费， 礼尚往来， 热闹异常。下午府内宴会过端阳节，

传晚游花园喝茶吃树:子。

近几年来， 每逢端阳节，曲阜还出现了分家的儿子和已

经出踪的闺女给父母送鸡蛋的节日新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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