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至圣先师”，人们自然晓得是孔子，而有“南季北
孔”之称、与孔子齐名的圣贤季札，却少有人知。季札是南
方第一位儒学大师、“南方第一圣人”，是先秦时代最伟大的
政治家、外交家、艺术评论家，他因礼仪诚信成为中华文明
史上的先驱。

季札（公元前576年—前485年）不姓季，姓姬，名札，是
周文王姬昌的后代。他生于春秋时期的周朝吴国，是吴王
寿梦四个儿子中的“老么”。

因父兄三次授王位而不受，公元前547年，季札被他
的二哥、吴国第 21 位国君余祭封在延陵，即现在的江苏
省常州市境内，史称“延陵季子”，又称季子、公子札、吴季
子。他是吴姓开氏始祖、开国国君泰伯之后、吴氏的得姓
始祖。

季札是政治家，也被人们贴上了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标
签。他与孔子同时代，但比孔子年长25岁，其思想明显带着

“启圣”的痕迹。孔子以仰望的眼神看才华横溢的季札，对
其超人的学识和见解评价极高。孔子敬佩季札在政治、道
德和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尤其在学识和品德方面，季札是
孔子最敬仰最钦佩的圣人。

季札博学多才、仁义贤德，俨然是孔子未行拜礼的老
师。季札之所以能成为连孔子都推崇的礼仪诚信的先驱，
笔者认为是因为其有“四至”品格。

至让至德

“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诸华。”季札继承先祖遗志，三次
让国美德扬名于天下。《战国策》云：“昔周太伯三以天下
让，延陆季子辞国而不处，遂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二
人所兴。”

季札从小熟读《诗经》《尚书》，聪明过人，懂得仁礼，颇
受父亲寿梦喜爱，因此“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虽然前面
有周太王废长立少，后来泰伯也传王位于兄弟，但季札坚决
不受。他说：“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
乎？”（《左传纪事本末》）这是他第一次让国位。

但寿梦主意已决，嘱咐长子诸樊，把王位从兄弟依次传
递下去，直至季札。

到了诸樊元年，孝顺的诸樊脱下孝服就要让位于季札，
但季札还是不受，并以曹宣公“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

君”之典搪塞，弃室而耕，这是他的第二次让位。
诸樊死后，王位先后传到二弟余祭及三弟余昧手里。

余昧死后，王位本该由季札接手，但他还是让位了，并趁着
出使外国的机会，躲避了起来。

季札的祖先泰伯让王位、创吴国的“至德”和功业，以及
他个人礼让贤德、诚信担当的品格，赢得了司马迁《史记》的
高度评价，他称吴氏家族为“天下第一世家”。《史记》中描写
季札的篇幅最大、绝无仅有：“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
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时其闳览博物君子也！”由此可见
季札在吴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孔子也曾评价季札说：“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
让，民无得而称焉。”季子维护周礼、数让王位的品格，让孔
子心怀敬意，还说他“主忠信，徒义，崇德也”。

在孔子眼里，季札是妥妥的“崇德”典范。周群在《季札
评传》写道：“孔子对于季札的赞佩，本质上是对其以德义为
本、礼为用的道德人格的全面认同。”

至艺至美

季札富于才学、厚于修养，其美学观点对儒家美学思想
有重要影响。

吴王余祭四年（公元前544年），季札出使各国。他先在
鲁国观赏周乐，对诗乐进行了精深的分析，同时联系当时的
社会背景，对周代的经典音乐、诗歌、舞蹈予以鉴赏和品评，
从而使此行产生了深远影响。

季札结合各国民风民俗，评述《诗经》风、雅、颂各部分
的风格特色，欣赏其美学价值。如在齐国有“季札闻齐
歌。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
未可量也”。

通过深刻品评各国音乐、舞蹈和诗歌，季札继承和发
展了周代的雅乐审美观，提出“中和之美”，开启了儒家的
中庸思想。他注重诗乐的社会功能，提倡诗乐反映政治风
俗，对社会进行教化。季札观乐而知政俗兴衰，正是以乐、
诗观政的功利文艺观的体现，对儒家文艺观的形成有启发
意义。

季、孔二人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求学时期。据记
载，孔子曾经不止一次向季札请教过学问，包括政治和文学
的问题，重在推崇礼仪、道德和人文教育。季札的教诲指

点，让孔子受益匪浅。二人的相知相交，共同促进了儒家思
想的孕育和发展。

季札的学识和洞察力，对孔子后来的学术发展影响极
大。孔子在晚年整理《诗经》时，明显受到季札音乐观点的
影响。孔子的思维和话语，与季札完全吻合。孔子论乐，与
季札观周乐后的评价如出一辙。周群认为，就儒家文艺思
想来看，“季、孔”并称似乎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至睦至和

季札是伟大的预言家，是和平的使者。他出使、斡旋各
国，高屋建瓴，指点江山。他审时度势、针砭时弊、倡导贤
德。他关注和点评之事，件件精准、处处应验。他的外交思
想和实践，为促进各国和睦相处、和平发展、建设礼仪之邦，
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了帮助新立的国君通好各国，吴王余祭四年（公元前
544年），季札奉命出使鲁、齐、郑、卫、晋五国。他同齐国的
晏婴、郑国的子产及鲁国的孙穆子（即叔孙豹）、卫国的蘧
瑗、晋国的赵文子等政治家会晤，评判时势，劝稳促和，既展
现了自己的远见卓识，也促进了他所在国家与中原各国的
互相了解和政治友好。

季札的政治理想，不为君主，不为疆土，唯以安民为
期。夫差在位期间，楚、吴争夺陈国。吴王夫差十一年（公
元前485年）冬，楚师伐陈。年逾九旬的季札，临危受命救
陈，以“务德而安民”为由劝楚将子期撤兵。

季札体恤百姓的仁心让人动容。他靠一己之力、一言
之辞，平息了吴楚之间的战争，既展现了自己的为民之心，
又维护了本国利益，体现了大智、大公和大仁。季札这种民
超君、民重疆的思想，比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要早200多年。

相传孔子所作《春秋》中，专门记有季札访问鲁国之事。
孔子肯定了季札的出使之举，赞赏了他的贤能德行，由此改善
了中原对吴国的偏见，也抬升了其在诸侯国中的地位。

至礼至信

季札为人高风亮节、光明磊落，是中华文明史上礼仪和

诚信的代表人物。
季札出使各国北行时，造访了颇为仁义的徐国国君。

徐君喜欢季札的宝剑，但不好意思讨要，季札因自己还要遍
访列国，当时也未相赠。待出使归来，再经过徐国时，徐君
已经去世，季札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坟头的树木上才离开。
侍从不解，季札解释说：“我内心早已答应把宝剑送给徐君，
难道能因徐君死了就可以违背我的心愿吗？”

季札挂剑酬心，乃“忠信”的典范。此事反映了他谦让、
守礼、仁义、诚信等美德，诠释了他至诚至信的品行。朱熹
说：“此季札之高义，千古知之矣。”

季札诤言孙林父，乃“徒义”的例证。公元前544年，季
札出使中原结交各国才俊，唯独在戚邑，将国君丧期仍歌舞
升平的孙林父排除在外。此举让孙林父幡然醒悟，促其余
生不近琴瑟，致力于建设戚邑，验证了“过而能改，善莫大
焉”的名言。无怪乎孔子评价“季子能以义正人，文子（指孙
林父）能克己服义，可谓善改矣”。从中也可以看出季札的
人格魅力。

公元前515年，孔子听说季札在嬴博葬子，就对学生说：
“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于是率学生前去参加葬礼。当
学生嫌葬礼简单不知是否合周礼时，孔子曰：“延陵季子之
于礼也，其合矣乎。”

据传，孔子留下两处墨宝，其中一处就是给季札题十字
碑文“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

季札的这些事迹，既为孔子的礼乐精神提供了丰富的
素材和事实，也为后世儒家文化的日臻完善提供了现实表
率。季札推崇与践行礼乐文明，对吴人吴地起到了教化和
开化的作用，同时也为吴文化反哺中原文化、共同构建先秦
文明，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启蒙作用。

难能可贵的是，季札虽为春秋时期的吴国贵族，却能在
政治取向和生活态度中展现出谦让有礼、以和为贵、仁爱诚
信的品格，与当下文明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毫不违合，实
在令人敬佩。季札以“贤”出道，具备卓越的政治眼光、超然
的贤德智慧，闻名于古今，也定将传扬于后世。

2024年，恰值季札诞辰2600周年。年末，偶然有机会接
手整理砣矶岛吴氏族谱，欣见家族之人秉承先人遗志，勇于
开海拓岛，凸显仁义诚信、文艺礼乐等方面的基因传承。愿
季札礼仪诚信之品格得以发扬光大，孔子所倡“仁、义、礼、
智、信”不被忘却，从而融入新时代烟台精神文明建设的倡
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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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是万家团圆、辞旧迎新
的喜庆日子。进了腊月门，年味一天浓过一天，俗语有“过
了腊八就是年，一年一岁盼团圆”一说。到了除夕这一天，
即农历年的最后一天，（由于农历月份天数的变化，这一天
可能是腊月二十九或三十。2025年1月28日，农历乙巳年
腊月二十九除夕），是烟台年味登峰造极的一天。

2024年11月1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全
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
施行。《决定》明确春节放假4天（农历除夕、正月初一至初
三）。除夕假期的正式设立，不仅为国人增加了休息与团聚
的时间，更象征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呵护。2024年
12月，春节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因此，2025年春节，是我们的首个“世界
非遗版”春节，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愿除旧妄生新意，端与新年日日新。”除夕是烟台人年
味最浓的一天，也是烟台人一年中最忙碌的一天。远在他
乡的游子，除非万不得已，再远、再忙都会在除夕来临之前
回老家和家人团聚。因此，这一天家里人要做的事情太多
了，年味就在忙碌中飘散在港城的上空。

早上捞圣饭

“团栾儿女，尽情灯火照围炉。”除夕早晨起来，家庭主
妇便忙着捞圣饭（即捞剩饭，为表吉祥寓意大多写为捞圣
饭）。捞圣饭是将小米淘洗干净放在水里，烧开后捞到盆
里，手蘸着凉水团起来放进碗里，分别摆放在家堂、财神、
天地、灶神等神位前，插上筷子以及桃树枝，以示吉祥。到
了中午就吃小米干饭或大米干饭，配菜是排骨、白菜、粉条
炖豆腐。干饭要盛出一大碗放到供案上，插上筷子加上
枣，敬祭天地神，年后再用其熬稀饭喝。所炖大菜也要盛
出一大碗，和干饭一起放到年后再动，这叫“隔年干饭隔年
菜，年年有余福无边”，寓意家景富裕，当年的饭菜吃不了，
留到来年吃。

晌午贴门对

晌午即中午，除夕午饭后开始贴门对。“千门万户曈曈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门对是楹联的一种，也叫对联、春联、
桃符。家家的大门都要贴上大红门对，农村的进间门、厢房
门、院门也要贴上长短不等、字数不一、涵义吉祥的门对。
过去有牲口的人家还要在牲口棚贴上“六畜兴旺”“牛马成
群”，马车、牛车、驴车要贴上“日行千里”，现在的货车、轿车
一般也都贴上“幸福启程，一路平安”等吉祥语。院门口迎
门贴“出门见喜”，炕头一侧贴“抬头见喜”，门檐上以及磨
盘、水缸等到处贴福字，大小衣柜贴“金玉满堂”“招财进
宝”。若赶上家中有成年人过世，第一年过年贴黄纸，第二
年贴蓝色对子，三周年后才可以贴红色对联。傍晚，家家户
户还要挂上红灯笼，寓意驱散邪气，带来好运。“彩绚户庭更
郁垒，欢传院落竞樗蒲。”

挂画贴窗花

贴好门对后，再用糨糊贴年画。“门神灶马寿仙翁，墨染
衣衫木版中。”年画反映了烟台人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
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传统年画有《福禄寿三星图》《天官
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浓墨重彩的图
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现代艺术家们
创作的反映城乡新面貌、新气象、新变化的新年画，也受到
人们的喜爱。“镂金作胜传荆俗，翦彩为人起晋风。”烟台人
还喜欢在窗户上贴各种窗花。窗花也叫扣花、剪纸，题材极

其广博，举凡戏剧人物、历史传说、花鸟鱼虫、山水风景、现
实生活及吉祥图案均是窗花的表现内容，但最多的是花卉
动物、吉祥纹样，常以“吉祥喜庆”“丰年求祥”“五谷丰登”

“人畜兴旺”“连年有余”“贵花吉鸟”等为主体。“生肖窗
花”永远是窗花的主题，民间艺术的十二生肖窗花造型优
美，细致、准确地表达了人们的祈福心理。今年的蛇年窗花
已经上市，笔者在商店、集市上看到独具韵味、形态各异的
蛇窗花蜿蜒灵动、流畅婀娜，宛如新生灵蛇初窥世界。它们
被剪纸艺人精雕细琢，鳞片细密排列，头颅昂扬，似正蓄势
待发。正是：龙骧盛世，蛇报佳春。

下晌摆供桌

除夕下晌开始摆设供桌。供桌一般摆在客屋，没有客
屋的则安置在堂屋正位。供桌擦洗干净，围上绣花桌衣。
供桌摆正后，将家谱从阁龛里请下，面南悬挂在供桌北墙
上，两旁配有对联，如“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先祖高德
传百世，后人善行颂千秋”等。悬挂好家谱，再将神主从阁
龛请下，在家谱下面按世次排列，但不摘神主套。同时，将
祭祀神主的专用器皿，如酒盅、茶盅、碗、盘、碟、香炉、蜡台
等，洗净抹干后摆好。主妇将供品、菜肴办好后，男主人按
次序摆放，从神主向外延伸：一般第一行摆放酒盅、茶盅、筷
子；第二行交替摆放米饭、水饺；第三行摆放菜肴，四盘四
碗，四盘是鱼（必须有鳞）、鸡、猪或猪头、锅塌豆腐，四碗一
般是炸小丸子、炸花鱼、扣肘子、粉条；第四行是菜碟，包括
四碟水果：苹果、金枣、白果、核桃或柿饼，四碟点心：桃酥、
江米条、燎花、麻花儿；第五行正中是香炉，香炉两侧是蜡
台，蜡台两侧摆枣饽饽，每摞五个。下面三个呈品字形，正
放，第四个倒扣在品字上，第五个放在第四个底部。这样摆
放比较牢固平稳，即使受到震动，也不致滚落。

丰盛年夜饭

“对此欢终宴，倾壶待曙光。”除夕夜，家家的饭菜既讲
究又丰盛。过去，富庶人家的年夜饭质量好些，一般人家质
量差些，但盘子和碗一定是满的，数量以双为吉，而且各有
名堂：四个菜叫“四季发财”，六个菜叫“六六大顺”，八个菜
叫“四平八稳”，十个菜叫“十全十美”。如果整上四冷一汤
六热菜，则叫“四季发财一路顺”，或者弄上四冷二汤八热
菜，取意“四平八稳而顺愿”，反正都是吉利词儿。一家人坐
在热炕头上，吃团圆饭，喝团圆酒。年夜饭中，鸡和鱼是不
能少的，有鸡则为“年年有吉”，鱼必须最后上，意为“连年有
余”，但没有鳞的鱼不能上席。除夕下午包饺子，要连初一
早上的一同包出来。包饺子时全家一齐动手，洗菜切菜、剁
肉和馅、调面揉面、擀皮包馅，放钱、糖和枣（象征财源滚滚、
甜甜蜜蜜、早日成才或早生贵子），分工明确，忙而有序，如
此更显得其乐融融，年味浓浓。晚上还要煮芋头、炒花生，
芋头象征聚宝盆满锅，花生叫“长生果”，寓意长生不老。过
年的饭也要多做，剩饭放在粮囤里，盖上红包袱，寓意“年年
顿顿有饭吃”。

傍黑请家神

傍黑就是天擦黑儿（夜幕降临）的时候。男主人领着儿
子来到祖墓，请“老地老母”（祖先）回家过年。先摆好供品，
再提上灯笼，按世次高低绕每座坟转一圈。转圈时嘴里要
虔诚地念叨“请‘老地老母’回家过年”，直到把“老地老母”
引导到摆供桌的屋子即“伺候神主的家”，再禀告“老地老
母”到家了。神主请回家之后要紧闭大门，在门前放上木
棍，目的是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扫除茅舍涤尘嚣，

一炷清香拜九霄。”此后，供桌上的烛火常明，香火缭绕，每
日三次烧纸叩拜祖先，香台前的纸灰不能扫掉。同时，神灵
既已请回，后辈必须严守规矩，供桌两旁是给神灵备下的座
位，任何人不得擅坐，免得和祖先争位。神主牌位只祭祀
太、高、曾、祖、父五世，太祖以上者入族谱。过世未满三周
年之长者，不能当神供奉，因此不入家堂，而是单独设供桌
供奉，供品可以比家堂简略些。和家人一起过完年的所有
祖先，要于初二晚上送走。

发纸拜两神

除夕饭前还要祭祀两神。一是敬天地神，一是敬迎财
神。“愿新春以后，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发纸先在庭院
正南方位所设的天地供桌进行，为走路方便，天地桌一般用
六仙桌或饭桌，供品不如神主桌丰盛齐全。供牌上写着“天
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君之神位”，祭祀时焚香酹酒，磕头跪
拜，祈求天地老爷保佑。最后烧道黄表纸才能起来，说是

“送钱粮”。发纸后再到家堂祭奠一下，顺手将预先放在供
桌旁的升（旧时的量具）拿走。端上香盘子，按“灶马头”所
示当年财神所处方位，到村外焚香叩拜。然后，摸黑捡起一
块手最先触到的硬物，如泥块、柴棒等，摸到什么拿什么，轻
轻放进升里，扭头返回，路上严禁说话。回家以后，将升放
在供桌下面，盖上红布。还有的人家在家里专设财神供桌，
悬挂财神像，摆下供品，焚香祭祀，这叫“迎财神”。

五更守双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对于年之尾、岁之首的除
夕五更，是烟台百姓尤为看重的美好时光。辛劳、节俭了一
年的烟台人，此时都显得大方阔气起来。火炉要旺旺的，炕
头要暖暖的，灯光要亮亮的，糖果糕点、麻花馓子、花生瓜子
等零嘴美食和香烟美酒堆满炕桌，在喜气盈盈的氛围中一
宿不睡，名曰“守岁”。“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儿媳妇守
岁是为长辈添福寿，不能早睡。据说坐得越久，长辈的福寿
越长，这是孝心。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
会，也成为烟台人守岁的新年俗。吃了五更饭，再放一阵迎
新爆竹，至此就算是辞别了旧岁，迎来了新春，开始提灯拜
大年了。“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先是家拜，即从自己家
里祖父祖母和父母拜起，晚辈要给长辈叩头，长辈要给晚辈

“压岁钱”。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保佑晚辈平平安安
地度过一岁。家拜之后再出门拜年，那已是大年初一的活
动安排了。东家进，西家出，你家拜，他家迎，“过年好”“拜
年啦”“恭喜发财”的恭贺声，伴着人们匆匆的脚步声，伴着
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闹”成一片，高潮不断，所以有“除夕下
黑儿满街走”一说。这些年由于手机的普及和新冠疫情的
影响，电话拜年和利用短信、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拜年的人渐
渐多起来了，但烟台城乡至爱的亲朋还是以登门拜年为敬，
认为不见面拜年显得生疏，登门互拜才算正儿八经的拜年
形式。

年味最浓是除夕，岁时最美属新春。在现代社会，随着
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文化的多元化，传统年味似乎淡了，一些
年轻人对除夕的传统习俗可能感到陌生而忽视。然而，老
传统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它们蕴含着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大家沉醉对芳筵。愿新
年，胜旧年。”国家除夕假期的设立，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找回
除夕浓浓的年味，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家
庭的关爱。遵守这些传统习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祖先
的智慧和情感寄托，同时也能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
系和文化认同。

“南季北孔”：季札是“至圣先师”之师？
——谨此纪念吴氏得姓始祖季札诞辰2600周年

□吴忠波

年味最浓是除夕
□燕台石

栖霞农民自编自演
再现当地红色历史

现代吕剧
《岗山英魂》
重启公演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滕新书 摄影报道）时隔
三年半，由栖霞农民自编自导自演、反映当地红色历史
的现代吕剧《岗山英魂》，日前在栖霞市官道镇重启，正
式公演。

1月6日，烟台市委党史研究院负责人和抗战时期栖
霞党的地下交通员吴胜令（郭大娘）的孙子郭玉文等受邀
赶到栖霞市官道镇，参加了现代吕剧《岗山英魂》的重启
仪式，并与当地百姓一起观看了《岗山英魂》的部分选
段。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陈人康为该
剧重启发来贺信和题词，毛主席的贴身卫士田云毓为该
剧题词。

《岗山英魂》是由栖霞市官道镇大花园村退休教师隋
建国组织创作的现代吕剧。该剧以当地岗山周边抗战时
期党的地下交通员、杨家洼村的吴胜令（郭大娘）和支前
模范、沙岭村的杨素真（杨大娘）等革命前辈为原型，以当
地李家庄保卫战（岗山阻击战）、收复寺口、毕郭战役等战
例为背景创作而成，歌颂了当年军民一家共同对敌斗争
的英雄事迹。2021年4月，隋建国首次组织当地群众自
导自演《岗山英魂》，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奉献了
一份厚礼。此次重启该剧并公演，是为了庆祝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当年，我的奶奶不仅自己为党传递情报，还把我的
伯伯、我的父亲和两个姑父等亲人送到了前线。我的伯
伯在解放战争中牺牲，我的父亲在朝鲜战场受伤，后来也
成为烈士！”郭玉文告诉记者，退休后的这几年，他参加了
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和中华英烈褒扬事业
促进会，作为志愿者义务为志愿军烈士寻亲，也算是接过
了革命前辈的接力棒。他希望将红色基因世世代代传承
下去，为祖国和人民美好的未来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