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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孔氏家族作为世袭贵族，为天下范式，其礼仪制度独具特色。以曲阜为中心的孔氏家族是国

家“尊孔”政策和皇家礼制的重要载体。孔氏家族礼仪制度之产生，一是得益于鲁国历史文化的积淀深

厚，二是得益于孔氏家族传统以及其自觉性传承。随着孔氏家族礼仪制度与封建君主体制相结合，它所

包蕴的周礼精神逐渐让位于礼仪的具体规程，从而失去了孔子那可贵的理想主义精神。孔氏家族礼仪

制度的特点主要有: 典型性、系统性、政治性、依附性、脆弱性、超稳定性、两面性、家国文化同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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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家族之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化世家贵族，这与孔氏家族礼仪制度密切相关。孔氏家族最重

要的职责是代朝廷祭祀孔子，“祭孔”是揭示孔氏家族长盛不衰的“钥匙”。中国古代历代皇朝均尊

奉孔子之“道”，以守礼法、行仁政、实现天下大治相号召，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巩固其统治，这是历代

君主尊孔的根本原因。为尊孔，就得祭孔。经过历代累积，以曲阜为中心的孔氏家族成为了落实国

家“尊孔”政策和皇家礼制的重要载体; 以祭孔为核心的孔氏家族礼仪制度体系，亦成为王朝礼制的

典范。皇权依靠礼制维护其合法性，孔氏家族依靠皇权和礼制而繁荣，两千年来，始终如此。

一、积淀深厚的鲁文化为孔氏家族礼仪制度的

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以曲阜为中心的鲁国是中国早期文明时代重要的人文荟萃之地，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城东

寿丘是传说中的黄帝诞生地，宋真宗尊黄帝为始祖，并曾在此建景灵宫祭祀。黄帝之子少昊为上古

五帝之一，据说当政期间，天下大治，死后葬于此地。鲁国是周朝的同姓诸侯国之一，是著名的礼仪

之邦。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封其弟姬旦( 周公旦) 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属姬姓侯爵。周公

因辅佐武王、成王而未就国，派长子伯禽前往曲阜即位为鲁公。周公功勋卓著，鲁国初封时不仅受

赐丰厚，而且得到了不少礼制特权。《礼记·明堂位》载云:“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



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①周公是孔子心目中的大圣人，相传周礼由他创制，虽然他并未赴曲阜

就任，但他对于鲁地的礼制文化建设与发展，应该有深远的影响。鲁国虽是侯爵，却具备王制之礼

的实物和礼制特权，这为鲁都曲阜形成良好的礼文化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

鲁国重视周礼的推广有其现实原因。鲁国立国时，很多殷人后裔居住在这里，孔子本人就是殷

商贵族的后人。为了统治这些殷代遗民，伯禽利用礼制特权，依循“宗周模式”，将鲁国建设成为周

王朝巩固在东方的统治的重要据点，其中的重点措施之一就是向他们传播宗周文化，极力推行周朝

礼乐。周礼由周王室制订，而在具体实施时，各诸侯国一般是各取所需，因地制宜，唯有鲁国始终不

忘祖述先王之训，《礼记·明堂位》说鲁国“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

天下资礼乐焉”②。与周礼的这种密切关联，使鲁国形成了谦逊礼让的尚礼民风，成为了周礼的完

整保存者和实施者。直到司马迁时代，邹鲁之地犹有周公遗风，民风好儒，于礼完备，各国诸侯往往

要到鲁国去了解周礼。《左传·昭公二年》记载: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 “周礼尽在鲁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③

鲁国重视周礼的执行和传承，甚至拘泥于周礼而不思变通，这于政治统治固然不利，但对周礼

的保护和传承却很有利。孔子从幼年起就生活在鲁国都曲阜，礼制色彩浓厚的鲁文化，为他人生理

想的确立和礼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环境，这自然成为了孔氏家族礼仪制度产生的人文

渊源。

二、孔氏家族礼仪制度形成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家族传统

孔子的祖先是殷商贵族，是殷商礼乐文化的执行者，孔子的血脉里含有礼乐文化的基因。孔氏

家族礼仪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家族传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

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

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饣亶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

不当世，必有达者。”④

考父庙鼎上的铭文，是孔子祖先对后人的训示:“偻、伛、俯”和“饣亶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代

表了一种谦卑的生活态度，符合礼的精神。祖先高贵的血统和尚礼的品质，为孔子和孔氏家族，也

为家族的礼仪制度，打下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孔氏家族正式形成于孔子，因此孔子的价值观对于家族文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孔

子继承了家族的良好传统，自小就对周代礼仪制度十分感兴趣，“常陈俎豆( 祭器) ，设礼容，”经常

做和礼仪有关的游戏。青年时代，更是努力学习周礼，“如太庙，每事问”; 以郯子、师襄、老聃为师，

向四方之人广泛学习礼仪，逐渐掌握了周代礼仪制度的仪规和精髓，青年时期就成了礼乐专家。对

于恢复周礼，孔子具有远大的抱负。面对已经衰落的礼乐文化，孔子始终保持进取精神，坚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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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创立了以“仁”为核心观念、倡导“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在孔子之后的数百年间，孔子创

立的儒家学派不断发展壮大。至秦汉统一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古

代中国的繁荣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孔子不仅是孔氏家族发展脉系的起点，更是其家族精神特

质的引领者。当然，孔子尚礼的特质为孔氏家族礼仪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孔氏家族对礼仪制度的自觉性传承

孔子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理想主义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他为了实现恢复周礼的理想而

周游列国，寻找从政治国的机会。他虽然处处碰壁，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终其一生，他的礼制

理想也未能实现。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更多地投入到古礼的整理和教育事业中，将自己的礼制思

想通过典籍和门徒传递下去，这对于儒家礼制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去古未远，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自己读到孔子的书，想像孔子的为人，曾经去鲁

国观拜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见到“诸生以时习礼其家”。这就是说，在漫长时代中，孔子后裔和门徒

信奉孔子的思想，坚守以周礼治理天下的美好理想，并时时习礼不辍。自觉地习礼和传承礼，形成

传统，孔氏家族的礼仪制度有着坚实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随着秦汉大一统后历代封建王朝实行全面的尊孔崇儒政策，孔氏家族的政治地位日益上升，孔

子由思想家变成了政治偶像，其家族及其礼仪制度也随之与封建政治体制相结合，其礼仪制度的内

涵逐渐发生了变异，所蕴含的周礼精神逐渐让位给了礼仪的具体规程，而失去了孔子的可贵的理想

主义精神。李安宅在《〈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中论及礼的功用时，以社会学家的独特眼

光深刻指出:“人是习惯的动物，不是理想的动物。”在孔氏家族内部，“礼已经变成了具体的操作，

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必需，有如布帛菽粟，并不十分高远”①。在习惯性动作中，孔氏家族及其主人自

觉地扮演着“礼的执行者”的角色，凭着对皇权的虔诚，孔氏家族的礼仪制度得以习惯性延传。

四、孔氏家族礼仪制度的基本特点

以孔府为代表的孔氏家族是典型的封建贵族，孔氏家族礼仪制度是对孔子思想的实践性阐释

和补充，其内容丰富而庞杂，具有典型性、系统性、政治性、依附性、脆弱性、超稳定性、两面性、家国

文化同构性等突出特征。

典型性。在中国历史上，孔氏家族是唯一一个世袭罔替和不因王朝改变而衰落的贵族之家，具

有封建大贵族的一切特征。经过历代皇权的检验和调整，孔氏家族形成了极其丰富完整的、适合封

建专制制度需要的礼仪制度体系。无论是在与政权关系的体现上，还是在各种礼仪制度的可操作

性上，孔氏家族及其礼仪制度都具有典型性特征。剖析孔氏家族及其礼仪制度，对于研究中国传统

社会贵族发展规律具有典型意义。

系统性。孔氏家族所有的礼仪制度都围绕祭孔礼仪展开，涉及家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丧

葬、婚嫁、祭祀、修谱、族规，甚至建筑格局等方面，形成了独特而全面的礼制系统，内容极其丰富，礼

仪制度的“家族特征”十分明显。孔氏家族依托系统性的礼仪制度，与历代朝廷进行直接对话，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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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自身的延续和发展。

政治性。这是孔氏家族礼仪制度区别于其他贵族之家礼仪制度的主要特征。孔子思想被尊奉

为国家正统思想之后，孔氏家族礼仪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受制于政权，因而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特征。

孔氏家族礼仪制度已经不单纯是礼的仪式，而是更多地体现为政治的需要，在体现家族特征的同

时，深刻体现着国家礼制的特征。

依附性。政权决定孔氏家族及其礼仪制度的价值走向，没有政权的支持，孔氏家族不会延续千

年的繁荣; 没有政权的需要和调整，孔氏家族的礼仪制度也不会如此完备。南宗让爵而被剥夺衍圣

公特权之后，“子孙承祀掌管漫无统纪，衣冠祭仪混同流俗”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孔氏家族礼

仪制度对政权有依附性，同时更要为政权服务。代朝廷祭祀孔子，按时赴阙陪位祭祀，当好传承礼

制的典范，是孔氏家族的职责所在，也是其礼仪制度的价值所在。

脆弱性。依附性决定了孔氏家族及其礼仪制度的脆弱性，发生在乾隆年间的“孔继汾《孔氏家

仪》事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据孔继汾称: 此书的撰写起因于衍圣公孔昭焕续娶咨问仪注，刻成

于乾隆三十年，“不过记载家庭仪节，俗间通行之事，原不关系朝廷典制”; 其自序中所谓“今之显悖

于古者”一句，“说到底是家庭现今行事有显悖于古昔祖风之处。凡书内古今二字，都是指今俗古

俗，并非指斥今制有干违悖。”②但孔继汾还是被乾隆钦点严厉查办。且不论告发他的孔继戍是否

别有用心，也不论清代“文字狱”政策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有一点可以肯定: 孔继汾忽略了孔氏家

族及其礼仪制度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他主观上割裂了家族礼制和国家礼制之间的关系。当政权突

然发难时，孔氏家族礼仪制度脆弱的一面暴露无遗，孔继汾因一句“今之显悖于古者”而获罪，就是

必然的了。可见，无论孔氏家族的具体礼仪制度多么完美，只要它稍不合于“朝廷之制”，就会被强

烈打压。

超稳定性。虽然孔氏家族礼仪制度具有依附性和脆弱性，但是其又能够适应封建政治制度的

需要，与历代封建皇权并行发展二千余年而不衰，这就是其超稳定性特征: 封建政治制度不变，主流

意识形态就不变，尊孔崇儒的政策也不必变化，孔氏家族的礼制当然就无需质的变化，因此孔氏家

族礼仪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缺少深刻的制度性变革。当然这种超稳定性特征使孔氏家族获得了

与任何皇权对话的资格，每次政权更迭，其只需要做出小范围的调整就能满足新皇权的需要。具备

超稳定性特征的孔氏家族礼仪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

两面性。一方面，孔氏家族礼仪制度是其家族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充满了温情色彩，协调

了家庭与外界、家庭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代表了孔氏家族礼仪之家的形象; 另一方面，作为封建贵

族，其家族礼仪制度带有封建宗法性质，包括族规家训在内的所有礼制代表家族上层的利益，而以

牺牲家族下层的利益为代价; 孔氏家族的组织管理又把政权和族权结合在一起，位于“金字塔”尖顶

的宗子衍圣公，维护的是政权和族权利益，他所颁布的族规具有家族法律的性质，甚至可以以家法

代替国法处置户人和雇佣人员。因此，孔氏家族礼仪兼具家族温情与宗法残酷的两面性色彩。

家国文化同构性。孔氏家族礼仪制度蕴含着一种崇礼尚德而生生不息的文化，这与国家文化

具有同构性。孔氏家族虽然以一个家族的形式出现，其礼仪制度却是通过以衍圣公为代表的一代

代孔氏族人来实践和传承的，所以孔氏家族礼仪制度既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礼仪制度，也蕴含着一

种“家国同构”的崇礼尚德的文化，因为中国不仅政治上是“家国同构”，文化上也是“家国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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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乾隆元年( 1736) 衍圣公孔广棨见驾时，皇帝谕告曰: “遵家训，即所以报国恩也。”①所以，以衍圣

公为代表的孔氏家族以家族礼仪制度为依托，崇礼尚德，约束族众，成为天下每个家庭忠君孝亲的

道德典范。所以它们在政治与文化上共同形成了“家国同构”思想。

时至今日，虽然孔氏家族礼仪制度所依附的“家国同构”宗法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家国同

构”的中华文化却绵延不断，孔氏家族“诗礼传家、崇文尚德”的文化已经成为千家万户家规、家训、

家风的精神内涵，这正是中华文化“家国同构”性的体现，受到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华人的认可

与传承，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据与活水源头。

以孔氏家族为代表的家族文化、家规家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家庭精神标识，包含着中华

民族的深层精神追求，也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家国同构”思想下的文化创造和文化

成果。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 “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

础。”②“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

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

和谐的重要基点。”③总书记的话深刻揭示出中华文化的“家国同构”性，揭示了培育良好家风、家

规、家训和治理好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了建设传统优秀家风、家规、家训文化对中华民族建立

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成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理论指导。

( 责任编辑: 公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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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孔氏家族礼仪制度的形成与特点

①

②

③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影印，第 50 页。
习近平:《以千万家庭好家风支撑全社会好风气》，《南方日报》，2016 年 12 月 13 日。
摘引自习近平在 2015 年春节团拜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见《光明日报》，2015 年 2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