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妻簇乙罄
孔子周游

列国
,

删述六

经 ,
杏 坛 设

教
,

弟 子 三

千 , 子 孙 绵

延
,

代 有 俊

杰 , 门弟之盛
,

甲于天下
。

司马迁

尝撰 《孔子世家 》 ,

加以丧彭
。

其

后
,

历代褒崇之典
,

累朝 斑 责 之

恩
, “

代增隆重 ” ,

更 是 难 以 枚

举
,

这就孕育产生了一种新的特殊

类型文献— 网里文献 ( 既不同于

族谱
,

也有别于 方 志
。

) 网里 文

献
,

固然属于孔氏家乘
,

但其中的

内容实关系到全国各地
、

历朝各代
,

堪与正史
、

邑志印证发明
、

互资为

用
。

阅里文献
,

自 《 东家杂记 》 以

后
,

代不乏述
,

其中清代孔继汾的

《 哪里文献考 》 ,

便是这方而的代

表作
。

孔继汾 ( 1 7卫5

一
1 7 8 6 ) 字体

仪
,

号止堂
,

山东曲阜人
,

孔子六

十九代孙
,

衍圣公孔传铎第四子
,

经学家孔广森的父亲
。

其父孔传铎

字振路
,

号脯民
,

恭谨和厚
,

善读

书
,

工文词
,

尤究心镰 洛 关 闽之

学
,

精于 《 三礼 》 ,

著有 《 礼记搞

藻 》
、

《 三传合纂 》
、

《 世宗修庙

盛典 》
、

《读古偶志 》
、

《 安怀堂

文集 》
、

《 申椒 诗集 》
、

《 绘 心

集 》
、

《 盟欧草 》
、

《 古文源 》
、

“
汾实左右之 , ,

而被革职
。

后得昭雪
。

拍

复主事以后
, 又被四品执事官孔继戍告其所

著 《孔氏家仪 》 “
内有增减 《会典 》 服制

,

并有其今之显悖于古者
” ,

再次被革职问罪
,

充军伊犁
。

后来
,

南游武林
,

卒 于 梁 同 书

家
。

同书将其殡于清勤堂
,

令子 弟 皆为 衣

素
,

其敬重如此
,

然其灵框运回曲

阜
,

却不得葬入孔林
。

其子广森
,

也因哀伤过度
,

突然而死
。

父子相

继去世
,

士林为之痛惜
。

继汾长于

考证
,

勤于著述
,

尝手 校 经 史 刊

板
,

为家塾读本
,

字画 皆本 《说
.

文 》 ,

识者珍之
。

著有 《阁里文献

考 》 一百卷
、

《 脚里仪注 》 三卷
、

《励仪纠缪集 》 三卷
、

《 丧祭仪

节 》 一册
、

《乐 舞 全 谱 》 二 卷
、

《孔氏家仪 》 十四卷
、

《家仪问答》

四卷
、

《 行余诗草 》二卷
、 《摘系

小谱 》 十卷
,

编次乾隆甲子 《孔子 ,

世家谱 》二十二卷
,

校刻 之文献通

考序 》 一卷
。

其中
,

尤以 《 闭里文

献考 》 为最
。

《 阅里文献考 》 之撰著
,

始于

乾隆十年 ( 1 7 4 5 )
,

成于乾隆二
一

1
·

六年 ( 1 7 6 1 )
,

前后达
一

1
`

六年之久
。

此书刊于乾隆二十七年 ( 1 7 6 2 )
,

衍圣公孔昭焕曾将其进呈御览
,

史

志
、

邑乘及各家书目多有著录
。

原

.对洪才

孔继汾与ī阂里文献考í

《红粤词 》
、

《炊香词 》 等著作
。

继汾幼秉

家学
,

留心典则
,

及长更是笃志力行
,

乾隆

三年恩贡
,

十二年中举
。

高宗幸鲁
,

屡充引

导官
,

仪节周想
,

以讲书称旨而蒙特用
。

由

内阁中书
、

军机处行走
,

补户部广西清吏司

主事
。

乾隆二
一

l一年 ( 1 7 5 6 ) 春
,

因衍圣公

以公事与有司姐龋
,

陈奏失当
,

当事者弹劫

刻已入善本
。

` 圈里文献考 》何为

而作? 孔继汾自称 咐瞿阂里 文 献

之妙征而作
” 。

朗里文 献 旧 籍 很

多
,

著名者如 《东家杂记 》
、

《孔氏祖庭广

记 》
、

《孔氏实录 》
、

《 孔 庭 纂要 》
、

《孔门金载 》
、

《 素王事纪 》
、

《 圣门志 》

等
,

其书或缺佚不传
,

或家有藏本而未经铰
刻

,

学者难得一见
。

明弘治问
,

会稽陈镐始
·

衷集旧闻
,

成 《朗里志 》一书
,

纲举 目张
,

事迹粗备
,

然 中多考据失精
,

去取无当
。

其



后载经增辑
,

止缀述恩荫
,

间杂簿书文章
,

而于前人纸缪繁漏之失
,

举而不加匡正
,

识

者病之
。

康熙丁丑
,

孔尚任尝别纂 《 阂里新

志 》 ,

一变旧 《 志 》 体例
,

颇有所增益
,

然

而芜杂傅会
, “

失更过之
” ,

故其书流行不

广
。

况且 《新志 》 成于康熙丁丑
,

自 后 未

经纂述
,

继汾因撰是书
,

以集大成
。

孔昭焕

序其书
,

谓
“
类别门分

,

摧繁辨误
,

言不越

六十万
,

而二千三百余年之事
,

灿然大备
。 ”

孔宪彝称其
“
纪述恩资

,

表扬幽潜
,

足裨家

乘
。 ” 《孔子世家谱 》 本传 誉 之 “

继 往开

来
,

功冠千古
” 。

其书休例
,

略仿马端临 《 文献通考 》 ,

凡正文一百卷
,

卷末一卷
,

分为十六门
。

即

卷一至卷十为世系考
,

卷十一至卷十三为林

庙考
,

卷十四至卷十七为祀典考
,

卷十八为

世爵职官考
,

卷十九至卷二十二为户田考
,

卷二十七至卷二十八为学校考
,

卷二十九为

城邑山川考
,

卷三十为宗谱考
,

卷三十一为

孔氏著述考
,

卷三十二至卷四十一 为艺 文

考
,

卷四十二为圣门弟子考
,

卷四十三至卷

七十二为从祀贤儒考
,

卷七十三至卷九十九

为子孙著闻者考
,

卷一百为叙考
,

卷末为辨

讹
。

其中每门
,

又包括若千细 目
。

如林庙考

中有
: 至圣林

、

启圣林
、

至 圣 庙
、

尼 山 书

院
、

株铡书院
、

圣泽书院
、

中庸书院
。

世爵

职官考中有
:

衍圣公
、

翰林 院 五 经博士
、

太常寺博士
、

国子监学录
、

国子监学正
.

四

氏学教授
、

四氏学录
、

圣庙执事官
、

世袭六

品官
、

孔庭族长
、

林庙举事
、

司乐
、

奎文阁

典籍
、

屯 111 管勾
、 `

午卫林庙百户
、

知印
、

掌

书
、

书写
、

奏差
、

伴官 ( 附奉祀生 )
。

目下

始为具体内容
。

“

其卷三十一 《孔氏著述考 》 ,

是孔继汾

据己家所藏及前籍所载
,

编纂而成的一篇孔

氏家庭书目
,

共著录孔氏著作二百 三 十 种

( 其中卷佚者四十七种 )
,

一千七百七十四

卷
。

其中
,

经部四十四种
,

史部六十一种
,

子部三
一

! .j \种
,

集部八十八 种
。

休 例 仿 照

《 隋书
。

经错志 》 ,

分为经
、

史
、

子
、

集四

部
,

各部根据需要
,

又分若干类目
。

侮类先

以小序述其源流
,

再依世次列其著作
,

著录

事项有
:
世次

、

朝代
、

官职
、

名字
、

书名
、

卷数
,

间加小注
。

例如经部
.

春秋类
:

《春秋》
,

鲁史也
。

东周之世
,

世衰道微
,

臣

狱其君者有之
,

子就其父者有之
,

先圣很焉
。

以鲁周公之国
,

礼文备物
,

史官有法
,

故与左

丘明观其史记
,

据行事
、

仍人道
,

因兴以立功
,

就败以行罚
,

假日月 以定历数
,

藉朝聘以正礼

乐
,

有所褒讳贬损
,

不可以书 见
,
口 授 弟

子
,

弟子退而异言
。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
,

以失其真
,

故论本事而作 《 传 》 。

及 口 说

行
,

又有公羊
、

谷梁之 《 传 》
。

左氏亲受经

先圣
,

而公
、

谷实子夏弟子
。

授受相承
,

分

有端绪
。

故传说虽有不同
,

要竹依附圣经
,

非由臆说
。

汉兴
,

诸儒各守师 传
,

互 相 攻

击
,

或立或否
,

递为盛衰
。 一

1
`

三代孙汉弘农

太守骇有 《公羊训沽 》
、

《 谷梁训沽 》 ( 卷

并佚 ) ,
一

卜六代孙处士奇撰 《 左氏义洁 》 ,

未毕而没
,

宗人子通为校其箱 目 并 序 《答

问 》 ,

凡三十一卷 ;
一

}
一

七代孙汉城门校尉嘉

有 《左氏说 》 一卷 :
二

一

卜代孙汉少 府 融 有

《 春秋杂议难 》 五卷 ,
二十二代孙晋广陵太

守衍有 《 左氏训注 》
一

卜三卷
、

《 公羊集解 》

十四卷
、

《 谷梁训注 》
一

l’ 四卷 ( 《 旧唐志 》

十三卷 ) , 二十六代孙宋 J一州刺 史 默 之 有

《 谷梁注 》 一卷 , 唐贞观中
,

三十二代孙颖

达奉诏作 (( 左传正义 》 三
一

己
一

卜六 卷 ( 《 !!
一

! 店

志 》 三十七卷 )
,

又 《 公羊疏 》 三
一

}
·

卷 ,
六

十八代衍圣公有 《三传合纂 》 十二卷
。

山此我们不难看出
,

这 篇 《 孔 氏 著述

考 》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

叙 抓 流
、

明 师

承
,

继承发扬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优 良传统
,

有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的功用 , 2
.

明其世次
,

使书目带有鲜明的家族特色
, 3

.

举其官职
,

藉以表彰祖先功名
,

不使重名者相混淆 , 4
.



往明旧籍著录异同
,

以备研究参考
。

我国古

代正史
、

邑志
,

多有艺文
、

经籍 《志 》
,

以

纪一朝一地文献之盛
。

然记一家一族著述之

丰者
,

却以此为最
。

它大可补正史之不足
,

小可供邑志
、

家乘之采撷
。

章宗源 《 隋书经

籍志考证 》
、

《 山东通志
.

艺文志 》等俱采

其说
,

不是没有原因的
。

《 阅里文献考 》 一书
,

除载有大量的礼

乐制度
、

名胜古迹
、

官职沿革
、

艺文建置等

史料
,

还收入 了许许多多的人 物 传 记
。

其

中
,

包括孔子
、

孔门弟子
、

历代儒学大师
、

孔氏子孙著闻者及事迹不详与清初为官在任

者
、

贤媛淑女
,

通计有一千余人
。

这些人物

的写法
,

有详有略
,

如对孔子的 一 生言行事

迹
,

系之 以年
,

编为年谱 , 孔门弟子
、

儒学

大师
,

分别于祀典考
、

圣门弟子考
,

从祀贤

儒考等多处记载 , 孔氏子孙著闻者
,

详述其

生平大节及遗言轶事
,

其他则从简
,

不过是

人名录
。

这些人物有的见于经传
,

有的不见

于经传
,

甚至地方志也无载
。

见于经传者
,

可与其相互印证
、

校其异同
,

不 见 于 经传

者
,

正可借为依据
,

特别是孔氏子孙
。

孔继

汾是乾隆甲子 《孔子世家谱 》 主要编辑人
,

此书撰写始于 《 谱 》 成之后
,

故于 《家谱 》

多所取材
,

其记载比它书自然详实可信
。

此外
,

该书于 旧籍之失 也 多 纠 正
。

如

《 圈里志
.

宗子世纪 》 云:
孔子 十代孙忠

,

征为博士
,

褒成侯
。

据考证
,

褒成之封
,

始

于十三代霸
,

之前未有此爵
。

又 《 圈里志
。

溢号 》 云 .
隋文帝赠孔子为先师尼父

。

然据

考证
,

隋大业以前皆以孔子为先圣
,

颜回为

先师
。

又 《 圈里志
,

祀典 》 云 :
金世宗大定

十四年释奠先圣
。

考诸 《 金史 》
,

是年并无

亲行释奠之事
。

再如 《 阅 里 新 志
.

古 迹 》

云 :
孔子旧宅在孔庙东

,

偏前为寿堂
、

伯鱼

闻诗礼处
,

后为金丝堂
、

孔纷藏书处
,

今改

建述圣庙
。

然考李东阳 《序金丝堂铭 》 ,

金

丝堂 旧在孔庙左庞之东
,

东直故井
,

`

前直诗

礼堂
,

尝掘地得石刻
,

知为 孔 子 故宅
。

又

《 圈里新志
·

幸鲁 》 云 :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

二年
,

车驾东巡
,

诣圈里
,

遣宗室皆诣孔氏

宅
,

赐酒肉
。

考之史书
,

是年也未见有东巡

之事
。

诸如此类
,

不一而足
,

继汾均一一作

了订正
。

《 胭里文献考 》 是一部孔氏文献
,

但它

的意义和价值
,

却决不限于孔氏尸家
。

通观

全书
,

我认为至少
: 1

.

它可以为我们研究孔

子
、

孔门弟子提供详实的资料 , 2
.

它是探讨

儒学
、

孔氏家学的重要依振 , 3
.

它载有大量

的礼乐规章
,

是研究历代礼乐制度及其发展

演变的不可缺少的文献 , d
。 ’

已对研究封建社

会政治
、

经济
、

文化皆有一定参考价值
。

但

是
,

此书也有不足
,

如著名文学家
、

《 桃花

扇 》 的作者孔尚任
,

才华横溢
,

著述等身
。

据我考添 其著述有近三十种
,

而本书 《 孔

氏著述考 》 却只载其 《 节序同风录 》
、

《会

心录 》
、

《 网里新志 》 、 《 岸 堂 文 集 》
、

《湖海集 》 诸书
。

一些重要的
、

至今流传的

作品
,

如 《 桃花扇 》
、

《小忽雷传奇 》 、 《 石

门山集 》
、

《 长留集 》
、

《 出山异数记 》
、

《 人瑞录 》
、

《 享金簿 》
、

《 画林雁塔 》 ,

以及主持编修的 《 平阳府 志 ))
、

《 莱 州 府

志 》等皆不见著录
。

六十八代衍圣公 ( 孔继

汾自己的父亲 ) 孔传铎编有 《 东塘岸堂石门

诗全集 》
,

也未提及
。

且将 《 岸堂文集 》 误

为 《岸塘文集 》
、

孔尚任卒于康 熙 五 十 七

年
,

距此书之撰相去不远
,

未知何以继漏若

此? 此外
,

既名 《 孔 氏著述考 》
、

凡旧目有

著录
、

史传有记载者
,

不管现在存与不存
,

都应加以考录
,

著之于篇
。

而本书于此
,

也

多漏失
。

如唐代国子博士
、

经学大 师 孔 颖

达
,

在 《 易 》 学方面
,

除了 《 周 易正义 》 十

四卷
, 《宋史

,

艺文志 》 载有 《 玄谈 》 六卷

( 与颜师古等合撰 )
, 《 四库圈书目 》 载有

《 周易正义补圈 》 七卷
。

《 曲阜县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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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意识和情报能力而被掩盖
,

因此
,

通过情

报教育激发用户的情报需求
,

对增强社会的

情报意识与情报能力 具有 重要 的作 用
。

目

前
,

我国的情报教育基本上是在部分高等院

校内对学生进行
,

而社会对情报教育的潜在

价值和意义尚不明确
,

因此
,

图书馆大部分

用户未接受过情报教育
,

这也是我国社会情

报意识较低的重要因素
。

在呼吁社会重视普

及情报教育
,

采取措施广泛开展情报教育的

}司时
,

馆员应主动承担起情报教育的重任
。

自觉的将情报教育 寓于 日 常的 情报 服务之

中
,

在平时借还书刊
、

解答咨询的过程中
,

不失时机的进行情报教育
,

主动地向用户滋

榆情报在社会科学
、

教育
、

经济发展以至用

户木身生活
、

工作
、

学习
、

科研中的作用
,

l勺用户介绍利用图书馆的知识
,

介绍有关书

目
、

索引及其它有关文献检索工具的使用方

法
,

启发用户的情报需求
,

帮助用户树立情

报意识
,

逐步培养 用户 利用文 献情 报的能

力
。

五
、

利用份报的愈识

馆员既是文献悄报的收集
、

整理与传递

者
,

.

也是文献情报的吸收与利用者
。

随着图

书情报工作管理手段 日趋现代化
、

科学化
、

服务方式多样 化
、

馆 员如果不注 意自身素

质的提高
,

不注意知识更新
,

则难以适应现

代 图书情报工作的要求
,

也就难以为用户提

供优质的服务
。

所 以
,

馆员不仅要有浓厚的

情报服务的意
一

识
,

更重要的还应具备一定的

情报服务能力
。

因此
,

馆员本身也要具有强

烈的情报需求辣利用情报的意识
,

在做好本

职工作的同时
,

自觉利用图书馆丰富的文献

情报资源
,

努力钻研业务知识
,

掌握开展情

报服务的内容和方法
,

并不斯拓宽知识面
,

捉高情报服务的技能
。

馆员在掌握了具体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的

卜J时
,

要善于捕捉利用图书馆学
、

情报学及

共它学科的研究成果
,

注意识累资料
,

结台

自己的工作实践
,

开展学禾研究
,

培养自己

的科研能力
,

在工作
、

学习
、

科学研究中
,

`

不断更新知识
,

在实现知识更新的基础上
,

提高自身素质
,

强化 自己 {均情报能力
。

总之
,

馆员在图书馆工作中虽然分工不

同
,

但浓郁的情报忘识必须人人具备
,

这是

一个优秀馆员所应有的良好索质
,

也是现代

图书情报工作对馆员的要求
。

如果每个馆员

都有较强的情报念识
,

都积极参与情报实践

活动
,

则会形成图 行馆馆 员的 群体1青报总

识
,

这个群体情报意识一旦形成
,

必将对社

会情报意识的强化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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