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明时期孔氏北宗复爵南宗授官辨正

赵文坦

摘要 南宋金元对峙时期，孔氏宗子分裂为南北二宗。孔元措壬辰北渡，归附蒙古，其金国衍圣公

身份自然中止。元军入江南，宋主奉降表，衢州孔洙自然失爵。蒙元时期及明朝初年，曲阜孔氏经历了

失爵、复爵，再失爵、再复爵，反反复复几个过程。曲阜孔治袭爵，与孔洙无涉。按蒙元体例，不会舍北宗

而取南宗。孔思晦袭爵，端赖儒臣与族人孔思友的助力。曲阜衍圣公皆出自“袭封位”; 衢州孔洙无后

嗣，明孝宗以后衢州孔氏家庙世袭五经博士孔彦绳是孔传之后人，属“中散位”后裔，因而曲阜孔氏袭爵

具有正当性。翰林院五经博士是官职而非爵位，孔彦绳授官五经博士，只是主奉衢州孔氏家庙祭祀，而

非孔氏南宗复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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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族史既丰富多彩，又曲折复杂，爵位传承是其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之一。大宗子的认

定、爵位袭封取决于封建国家的君主，因而难免受到朝代更替的影响。近古孔氏衍圣公爵位的承袭

就不一帆风顺，曾因金元两朝与南宋的对峙而出现南北二宗，也曾出现爵位长期空缺的现象。孔子

家族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而为历代史家、文士所关注，对此相关记载极多，却又真伪杂糅，关于衍圣

公爵位的传承、南宗世系等问题，歧义亦颇多。有学者依据其中部分有利于南宗的记载，撰文论述

孔氏北宗和南宗的关系，认为元世祖至元年间南宗孔洙曾经让爵于北宗孔治，孔彦绳是孔洙嫡系后

裔，仍是孔氏大宗子，并且将孔彦绳授官五经博士当作复爵①。遗憾的是，作者没有从历史背景判

断元世祖授予孔洙袭爵的可能性，也忽略了能够证明孔思许与孔传血缘关系的碑刻、家传等史料。

本文试从历史背景探讨元明时期曲阜圣裔失爵、复爵的曲折过程，以及衢州孔氏的授官经过，并从

孔思晦和孔思许在孔氏宗枝上的位置论证北宗袭封爵位的正当性。衍圣公爵的承继并不单纯是孔

氏宗族内部事务，跟封建王朝尊孔崇儒、优礼孔子苗裔密切相关，因此本问题的探索也有助于认识

封建国家统治者对孔氏宗族的绝对支配。

一、孔氏南北宗之形成与南北宗之失爵

宋徽宗宣和三年( 1121) ，孔子四十九世孙孔端友袭封衍圣公。先是，公元 1115 年，兴起于东北

① 郑艮安:《孔子世家大宗辨》，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 年第 6 期。



地区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建立金国，称皇帝，是为金太祖。金太宗天会三年

( 1125) ，金灭辽后乘势攻宋。次年( 宋徽宗靖康元年) 闰十一月，宋都东京陷落。天会五年二月，金

帅掳掠宋徽、钦二宗北还。五月，宋钦宗之弟、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 今河南商丘) ，是为宋高宗，改

元建炎。十月，高宗放弃汴京，逃遁扬州。建炎二年( 1228 ) 十一月，金兵侵入袭庆府( 今兖州) ，袭

庆府属县曲阜亦陷落，阙里宣圣庙焚毁，孔子墓亦遭挖掘。衍圣公孔端友率部分族人南奔避难。

建炎二年秋，金军大规模南侵，兵锋直指扬州。宋高宗在扬州立足未稳，于次年二月再次出逃，

两年内奔走于杭州、江州、建康、镇江、常州、杭州、越州、明州、定海、温州、越州等地，金军则尾随追

击。高宗在奔逃期间自然无暇顾及曲阜孔氏。建炎四年，金军北撤。绍兴二年( 1132) ，宋高宗自越

州至杭州，并定都于此。是年，高宗诏命孔端友依旧袭封衍圣公，升承奉郎，权发遣郴州到任，不意

孔端友患病身亡。据孔氏宗支图，“其袭封衍圣公孔端友止有庶子玠，今来合系袭封衍圣公”，宋高

宗遂以孔玠袭爵①。玠即孔端友之弟端操之子。绍兴八年六月，高宗赐衍圣公孔玠衢州田五顷，

“奉先圣祠事”②。孔氏遂立脚于衢州。

孔玠卒后，其子孔搢于绍兴二十四年( 1154 ) 袭爵。孔搢卒后，其子文远于宋光宗绍熙四年

( 1193) 袭爵③。文远卒后，宋理宗宝庆二年 ( 1226 ) 六月，“诏以孔子五十二代孙万春袭封衍圣

公”④。孔万春，文远子。万春卒后，子洙袭封。孔继汾《阙里文献考》记载，孔洙于宋理宗绍定四年

( 1231) 袭封衍圣公⑤。《宋史·理宗四》载宝祐四年( 1256) 二月丙子纪事: “诏袭封衍圣公孙孔洙

添差通判吉州，不厘务”⑥。以上是南宋朝廷宣封的衍圣公，自孔端友至孔洙，凡六世六人，史称“孔

氏南宗”。此所谓“宗”者，即袭封爵位的宗子，非宗族。元世祖至元十三年( 1276) ，元军占领临安，

南宋朝廷奉表投降元朝。宋朝灭亡，孔洙的封爵自然作废。

北宋灭亡后，金太宗于天会八年( 1230) 立原宋济南知府刘豫为傀儡皇帝，以统治中原华北地

区，建都大名府，后迁都汴京，国号“大齐”，建元阜昌。史称刘豫政权为“伪齐”。阜昌三年( 1332) ，

伪齐以孔璠补迪功郎，权袭封衍圣公爵位，主管曲阜孔子林庙祀事⑦。孔璠是孔端友弟端操之子，

宋朝衍圣公孔玠之兄( 或说璠是玠之弟) 。于是，孔氏家族出现了两个宗子南北并立的局面，即伪齐

统治下的曲阜衍圣公孔璠和南宋统治下的衢州衍圣公孔玠。天会十五年，齐国被废，孔璠失爵。

金熙宗完颜亶即位后，崇尚儒术，于天眷三年( 1140 ) 诏求孔子后，“加璠承奉郎，袭封衍圣公，

奉祀事”。皇统二年( 1142) ，孔璠卒，金朝以其子孔拯袭封，加文林郎⑧。孔拯卒于金世宗大定元年

( 1161) ，因其无子，金朝又以其弟孔总袭封爵，仍加文林郎。大定二十年，以孔总兼曲阜县令。明昌

元年( 1190) ，孔总卒，翌年，其子孔元措袭爵。承安二年( 1197) 正月，金章宗诏令元措兼曲阜县令，

仍世袭。元措历事金宣宗、哀宗两朝。金哀宗天兴元年( 1232) ，汴京降蒙，衣冠士族和百姓多北渡

黄河，归附蒙古⑨，孔元措亦在其中。是年为壬辰年，史称“壬辰北渡”。孔元措北渡后寓居东平。

·441·

孔子研究 2018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⑨

参见孔传:《东家杂记》卷上“历代崇奉”，爱日精庐影宋刻本;《宋史》卷 119《礼志二十二·宾礼四》。
《宋史》卷 29《高宗本纪六》。
参见沈杰辑《三衢孔氏家庙志》所载宋朝制诰《以孔搢为衍圣公诰》和《以孔文远为衍圣公诰》; 孔继汾:

《阙里文献考》卷 8《世系》，清乾隆刻本。
《宋史》卷 41《理宗本纪一》。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 8《世系》。
《宋史》卷 44《理宗本纪四》。
⑧ 《金史》卷 105《孔璠传》。
《金史》卷 105《孔璠传》附《孔总传》。



金朝衍圣公自孔璠至孔元措，凡三世四人。

在大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山丞相、道士萧元和东平世侯严氏的共同努力下，窝阔台合罕五

年( 1232) 六月，诏书宣命孔元措复爵，主奉阙里宣圣庙祀事①。孔元措于是成为大蒙古国第一任衍

圣公。按照宋朝、金朝的传统，衍圣公例兼曲阜令。衍圣公既是孔子林庙的主祀者、孔氏族人的精

神领袖和族务管理者，也是曲阜的行政长官。不过，大蒙古国没有沿袭宋、金两朝的这一传统，孔元

措未能复任曲阜县令。原来，孔元措避难到汴京时，由其族兄孔元用留守阙里，权主祀事。孔元用、

孔之全父子在成吉思汗十年投降蒙古，随从助军，有功于大蒙古国。次年，孔元用战死于益都。他

死后，由其子孔之全袭职曲阜县令，仍权主祀事②。因为大蒙古国的地方军政实行“父死子继，兄终

弟及”、“相传以世”之制③，曲阜政务仍由孔元用的子孙世袭主持，故孔元措未能官复曲阜县令。孔

元措复爵后，南宗衍圣公仍在任，于是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孔氏南宗北宗并立的局面，即大朝( 其时汉

人称大蒙古国为大朝) 统治下的曲阜孔氏北宗和宋朝统治下的衢州孔氏南宗。

孔元措卒年约为宪宗八年( 1258) ，没有子嗣的他遗命其弟元纮之孙孔浈袭爵。这时，曲阜孔氏

又发生了争夺爵位的激烈斗争。孔浈性喜畋猎，不修祀事，遭族人群起围攻。孔浈罢爵，北宗因之

再次失去衍圣公爵位，直到三十六年后孔治方得复爵。自伪齐时期至大蒙古国时期，曲阜衍圣公自

孔璠至孔浈，凡四世五人，史称“孔氏北宗”。

二、元朝中后期北宗复爵之波折

忽必烈即位后，在其潜邸幕僚的建议下，建立中原王朝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至元七年

( 1271) ，改大蒙古国国号为大元。忽必烈时期战事频繁，先是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其后不久，

益都世侯李璮背叛蒙古，袭据济南。中统三年( 1262) 平定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思想趋于保守，采行

汉法步伐减缓，然后就是十余年的征伐南宋。灭宋之后，蒙元的对外战争仍未停息，连续征伐日本、

安南、缅国，以致无暇顾及曲阜孔氏家族袭封爵位，正如孔继汾所说:“自浈之失爵，元人在兵戈扰攘

间未暇讲求所当立者”④。衍圣公爵位袭封这件事，在孔氏家族那里如天之大，可是对蒙元朝廷来

说则似涓埃之微。衍圣公不是士人领袖，连道教的教主尚不可比拟，故不为朝廷重视。

宪宗初年曲阜孔氏争夺爵位的斗争也给忽必烈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影响了他对孔氏的态度。

前述孔浈袭爵后，权主祀事的孔子五十世孙孔鼒认为孔浈袭封爵是“宗系失传”，遂率其再从兄弟之

子之文辨正于东平路总管府，“而袭封元措，东平严侯外舅也，甚惎之，欲致于死地，囚系重狱”。东

平严侯即东平万户严忠济，系孔元措之婿。严忠济显然支持孔元措的侄孙孔浈，而对孔鼒等孔氏族

人予以严厉打击，以致差点闹出人命案件。当时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重事，正率军伐宋，驻军于濮

·541·

元明时期孔氏北宗复爵南宗授官辨正

①

②

③

④

参见陈高华:《金元二代衍圣公》，收入氏著:《元史研究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版; 萧启庆:《大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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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铎:《故奉训大夫袭封衍圣公世袭曲阜县令( 之全) 墓铭》，《阙里志》卷 13，明嘉靖刻本。
姚燧:《邸泽神道碑》，《牧庵集》卷 17，四部丛刊本;《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6 年版，第

202 页。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 8《世系》。



州①。孔鼒之子元敬，“年甫弱冠，一日夜驰数百里，愬于辕门”②。在忽必烈的干预下，孔鼒等人终

被释放。《元史·姚枢传》记中统二年姚枢奏曰: “在太宗世，诏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仍袭封衍圣

公，卒，其子与族人争求袭爵，讼之潜藩，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忽必烈大

概认为曲阜孔氏无非是为了争夺官职，故对他们颇为不满。终忽必烈一朝，并未封授袭任曲阜县令

的孔氏五十三世孙孔治为衍圣公，而只听其权主祀事。

直到元成宗即位后，在朝中北方儒臣、翰林侍讲学士阎复等人的助力下，孔治方得遂所愿袭封

衍圣公爵位。或以为孔氏南宗让爵于孔氏北宗，其实不然，真实原因是孔治之祖孔元用有功于蒙

元。若按文化修养，孔治恐怕难敌孔洙，但是朝廷认定孔治是孔子的五十三代根脚( 蒙古语，意为

“出身”) ，曾在密州做官，虽说孔洙也是孔子的五十三代根脚，但孔治同时又是孔元用的“根脚”，而

孔元用是在元太祖时期就降附蒙古的汉人世侯———尽管只是个小世侯。又，元朝有蒙古、色目、汉
人、南人之分，四等人在政治、法律、铨选等方面的地位和待遇皆不平等，用人方面则是先北人而后

南人。按照曲阜孔氏、衢州孔氏投降蒙古的先后，按照蒙元王朝的用人政策，忽必烈即使封授衍圣

公，也断无舍孔治而取孔洙之理。总之，所谓孔洙让爵于曲阜族弟孔治云云，实属穿凿附会。孔洙

之失爵，不是因为谦让于其曲阜族弟孔治，而是因为宋朝灭亡。

元朝中后期，衍圣公爵位袭封又曾发生危机。大德十一年( 1307) ，孔治卒后，元廷未让其子思

诚袭封爵位。直到元仁宗延祐三年( 1316) ，爵位由孔元用的后裔转到了孔元孝的后裔，孔思晦及其

子孙被认定为“大宗子”，爵位世袭罔替; 孔思诚及其子孙则成了“小宗子”，世袭曲阜县尹，直至明

朝初年朝廷改世袭县尹制为世职知县制。按，北宋时，孔子四十三世孙孔仁玉的后裔分为五位，因

孔宗愿袭封衍圣公，称为“袭封位”③。为明了起见，兹谨节录曲阜孔氏世系图中的袭封位世系( 孔

子第四十六世孙至五十四世孙) ④，见表 1。

据表 1，到了孔子五十三世孙“水”字辈，因孔浈和南宗的孔洙无嗣，若蒙这一支统统绝嗣; 若

虚、若拙这两支，除个别迁往外地，皆传一世或两世即绝嗣。到了孔子五十四世孙“思”字辈，只有若

愚的后人孔拂一枝独秀。所以明朝人陈镐说:“自端操至浈凡六世，北袭封嗣绝，于是推端立( 若愚

子) 之后焉”⑤。

孔端立之孙孔拂有三子，长子孔元直无嗣，按照孔氏宗法，二子元孝后人“升”为长支，三子元用

后人仍为小支。以次相推，元孝子之厚为长，元用子之全为次; 之厚的长子孔浣为长，之全的长子孔

治仍为次; 孔浣的儿子孔思晦在同辈人中依然居长，孔治的长子孔思诚依然居次。北宋衍圣公宗愿

的后裔中，在金和南宋的衍圣公都绝嗣的情况下，本来是“小宗之嫡”的孔思晦升格为大宗子，孔思

晦最有袭封爵位的资格。孔思晦“以次相推，最为宗长”⑥，就是这么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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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元史》卷 4《世祖本纪一》，忽必烈在宪宗九年( 1259) 曾驻军濮州，“( 岁己未) 夏五月，驻小濮州。征东

平宋子贞、李昶，访问得失”。可知孔浈被夺爵在是年。
黄清老:《故承事郎兴化路经历孔公( 元敬) 墓碣铭》，陈镐:《阙里志》卷 3，明嘉靖刻本。
孔子四十三世孙文宣公孔仁玉的长子孔宜在宋初袭封爵。“宜为冢嫡，至孙宗愿皆袭封世爵，故称宗愿曰

袭封位”。四子勖生道辅、良辅、彦辅等五子，道辅生二子，“长舜亮，为中散大夫，称中散位。次宗翰为刑部侍郞，称

侍郞位”。良辅长子宗寿“为太子中舍，称中舍位”。彦辅次子宗彀“为国子博士，称博士位”。孔仁玉其他子、孙和

曾孙无嗣，或再传绝嗣。见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 30《世系》。
孔德成:《孔子世家谱》卷首，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0 年版。表中无搢、万春、文远、洙等，为笔者添加。
陈镐:《阙里志》卷 2。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 8《世系》。



笔者曾指出，孔思晦得以袭爵，受益于中书省平章政事李孟和礼部尚书元明善的主张和助

力①。笔者近期读阙里志书发现，孔思晦的叔父孔潾之子孔思友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阙里

文献考》卷 75 有《孔彦侔传》，内中追述了孔思友的事迹，其云:

彦侔字朝德，先圣五十九代孙。六世祖潾，五十二代赠鲁郡侯( 孔之厚) 第三子也，仕

元为巨野令，生思友。思友资禀魁岸，不屑凡近，以儒业荐为太师府掾，官至汝宁府推官。

初大宗世绝，以宗法立嗣，宜以小宗之嫡思晦袭爵，而治与思诚再世以支庶越次绍封，为族

人所不服。思友乃叙述家谱，力言于政府，其后卒黜思诚而封思晦，皆思友之力也。

孔思友之所以助推孔思晦袭爵，乃是因为孔思友和孔思晦是亲叔伯兄弟，而与孔思诚的血缘关系相

对而言就比较疏远了。在孔氏爵位争夺中，孔思友自然要为孔思晦争取。孔思友不仅在孔氏族人

中有地位、威望，而且在朝廷中有关系，而能够左右朝廷决策的又是在朝中有后台的孔氏族人。

前引《阙里文献考·孔彦侔传》所记“太师”，当即哈剌哈孙，《元史》卷 136 有传。斡剌纳儿氏，

其曾祖、祖、父分别在太祖、太宗、宪宗朝立有大功，世袭答剌罕之号。哈剌哈孙在世祖朝曾掌宿卫，

历官大宗正、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等职，成宗时官至中书右丞相。成宗死后，武宗、仁宗夺得皇位，哈

剌哈孙作用甚巨。哈剌哈孙卒于至大元年，追赠推诚履政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

追封顺徳王，谥忠献。哈剌哈孙“雅重儒术”，“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京师久阙孔子庙，而国学

寓他署，乃奏建庙学，选名儒为学官，采近臣子弟入学”。其子脱欢，“博贯经史”②。可知这是一个

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蒙古族家庭。孔思友在崇尚儒术的哈剌哈孙府中任职，当结交了不少蒙、汉上

层官员。朝廷中倾向汉法的蒙古或色目官员可能也参与了衍圣公爵位袭封的决策。元仁宗在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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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拙文:《蒙元时期衍圣公袭封考》，载《孔子研究》2012 年第 2 期。
《元史》卷 136《哈剌哈孙传》及所附《脱欢传》。



衍圣公时所阅孔氏族谱，即出于孔思友所奏呈。孔思晦之袭封爵，出于孔思友与朝中儒臣合力所

为。总之，在中国封建社会，孔氏家族衍圣公爵位的袭封，如同做官一样，必须“朝中有人”才行，至

于在孔氏家谱世系中所处的位置，并不是袭封的充分条件，因为爵位封授的最终决定权在朝廷，即

宗统决定于君主。

元顺帝元统元年，孔思晦卒后，其子克坚已成年，但却未袭封爵，宣圣林庙祭祀由县尹孔克钦权

奉，这说明曲阜孔氏又发生了爵位争夺。至元六年( 1340) ，克坚在中台监察御史、族人孔思立的帮

助下方得袭爵。至正十五年( 1355) ，克坚传爵于其子希学，但好景不长，至正二十八年，明军占领曲

阜，元顺帝北遁朔漠，曲阜衍圣公自然又失爵了。明洪武元年( 1368 ) 十一月，太祖命孔希学袭封

爵①，重新确立了他的衍圣公身份。这同样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宗统的支配。

三、孔彦绳是孔传的后裔

元朝后期修《宋史》，所记南宋时期衢州孔洙事迹甚简，未言及孔洙是否有后嗣。这个问题也成

为衢州孔氏家族史上的一大疑案。元代黄溍曾称孔洙有子孔楷②，而沈杰修《衢州府志》却明确记

载孔楷实为孔洙之弟孔演之子③，或许孔楷曾被过继给孔洙。明代孔氏族谱亦无孔楷是孔洙之子

的说法。孔端友南渡避难时，随从族人有孔子四十七世孙孔传( 孔氏族长) 和孔端木、孔瓒、孔管等

人。据明代曲阜碑刻和明人记载，继嗣孔洙者是孔传之后裔孔思许。

曲阜孔庙现存明朝弘治九年( 1496) 的《宗法碑》述及了孔氏南宗，其云:

若蒙生端友，□□□□□□□□文远，曰万春，曰洙，凡六世，袭封嗣绝。玠余枝，后无

存。万春弟□□□□□□□七 世 孙 洵 为 后，而 洙 以 孔 传 八 世 孙 思 许 为 后。今 衢 族 皆

传□□□□□。④

该碑明言孔洙无嗣，孔思许是孔传的八世孙。自元朝中期起，曲阜孔氏和衢州孔氏开始共同修撰族

谱，衍圣公孔思晦和曲阜孔淑、衢州孔涛还曾编有《阙里宗谱》一秩⑤。此宗法碑当为双方共立，思

许乃孔传之后是衢州孔氏所承认的，因此，该碑应该是记载孔思许与孔传血缘关系的最真实的史料

之一。

明中期文士、儒臣谢迁曾作《博士记》一文，记述孔彦绳授官事迹，其中对孔洙和孔彦绳是否有

血缘关系有过交待。该文称，孔洙觐见元世祖后，世祖特加奖赐，“授以国子祭酒兼提两浙学校事。

复守江南故迹而终。是后，衢之封爵已焉”。明朝建立后，厚遇曲阜孔氏而薄待衢州孔子后裔，“褒

封子孙于鲁，礼乐制度超迈千古，而独于三衢之封典缺焉”。弘治十一年，衢州知府沈杰就衢州孔氏

衰败状况上奏朝廷，其后始有衢州孔氏家庙设置翰林院五经博士之举。《博士记》写道:

( 沈杰) 驰奏于朝，先帝命下，理其嫡派子孙以官之。迄今皇上嗣位，首先是举，授今五

十九代孙彦绳以五经博士职，俾世袭也。谨按，玠生搢，搢生文远，文远生万春，万春生洙。

嗣洙者，思许也，是为传之八世孙。嗣思许者，克忠也，是为犹子。忠生希路，希路生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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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明史》卷 284《孔希学传》。
黄溍:《承直郎潮州路总管府知事孔君( 涛) 墓志铭》，《文献集》卷 9，四库全书本。
吾冔、吴夔纂，沈杰修:《弘治衢州府志》卷 8《流寓》，明弘治十六年刻本。
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济南，齐鲁书社，2001 年版，第 433—434 页。
孔淑:《阙里世系图题辞》，周伯琦:《跋〈孔氏宗谱〉后》，载沈杰辑:《三衢孔氏家庙志》，明嘉靖刻本。



生公诚，是为彦绳之父。呜呼! 有为于前，而后有所继。有继于后，而前始弗替。顾彦绳

者，其亦可谓孝慈而有继者矣。然又欲不诬朝廷之恩而以付珉之记进属于予。①

谢迁这篇《博士记》明确记载说孔洙无嗣，其嗣者是孔传的八世孙孔思许，而且嗣思许者孔克忠也不

是其亲子，而是他的侄子。谢迁字于乔，余姚人。宪宗成化十年( 1474) 乡试第一。明年举进士，复

举第一名。初授修撰，累迁左庶子。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等朝，历官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兵部

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等职，有“贤相”之称。著有《归田稿》十卷。正德元年( 1506) ，谢迁曾主修《孝宗

实录》，可见其又颇具史才②。《博士记》不见于现存谢迁《归田稿》，沈杰《三衢孔氏家庙志》有收

录。该记是孔彦绳本人嘱托谢迁写作，孔洙与孔思许的关系、孔思许与孔克忠的关系等出自孔彦绳

本人之口，此说当确凿无误。

孔洙无嗣之说，又见于明代吕元善所作《圣门志》。该书云: 孔端友于建炎四年偕族叔孔传、嫡

侄孔玠扈从高宗南渡，寓居浙江衢州府西安县，绍兴二年( 1132) 卒于邠州知州任上，“无子，以侄玠

嗣”。玠生搢，搢生文远，文远生万春，万春生洙。洙字景清，“卒年六十，无子”。“自端友至洙，袭

封凡六世，正嗣绝，始罢封焉”③。吕氏记玠、搢、文远、万春、洙等关系，皆清楚明白，所记洙无嗣，亦

当确凿可信。

明朝嘉靖以前的《一统志》、衢州方志对衢州孔氏都有记载，但都没有叙述其世系。最早记载衢

州孔氏世系的是嘉靖时所修《衢州府志》。该志卷 12《孔氏世系表》称:

四十八代孔端友，宋建炎初袭封衍圣公，避寇扈驾南渡，居衢。四十九代玠，端友子，

袭封衍圣公，端操第四子，继端友。五十代搢，玠子，袭封衍圣公。五十一代文远，搢子，袭

封衍圣公。五十二代万春，文远子，袭封衍圣公。五十三代洙，万春子，袭封衍圣公。……

五十四代思许，继洙后，未仕。蚤卒，无嗣。五十五代克忠，思俊子，继思许后，以孔氏恩例

仕福建福清州学正。五十六代希路，克忠子，任福州府三山书院山长。五十七代议，希路

子，未仕。五十八代公诚，议子，未仕。五十九代彦绳，公诚子。……六十代承美，彦绳子，

五经博士。六十一代弘章，承美子，袭五经博士。④

由这段文字可见，两代衍圣公若是父子关系，作者会明确某是某之子。该志含混地说孔思许继孔洙

后，则思许非洙之子无疑。作者又说思许无嗣，其继任者是思俊之子，皆与谢迁《博士记》所载吻合。

有必要说明的是，上述记、志皆载孔洙于至元十九年觐见元世祖时所谓宁违荣不违道等细节，乃因

袭沈杰旧说，亦致其真伪相杂。

孔子六十八世孙孔继汾遍阅正史、孔氏家乘和其他典籍中有关孔子家族史的记载，对孔氏家族

世系的考证堪称精详，其《阙里文献考》对孔洙有无子嗣的问题亦曾述及。该书卷 73《孔彦绳

传》云:

彦绳字朝武，先圣五十九代孙也。十二世祖传，有传。传长子端问，南宋时为奉新县

丞，生璹。璹，漳州录事参军，生摅。摅，铜陵主簿，生应发。应发，武宁县令，生之言。之

言，兖州府同知，生津。津生思许。思许无嗣，以兄思俊第三子克忠为嗣。克忠，福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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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谢迁:《博士记》，载沈杰辑:《三衢孔氏家庙志》。
《明史》卷 181《谢迁传》。
吕元善:《圣门志》，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0 年版，第 556、614、615 页。
赵镗纂，杨准、郑伯兴修:《嘉靖衢州府志》，民国抄本。



正，生希路。希路，福州岳山书院山长，生议。议生公诚。公诚生彦绳。此明初旧谱之世

次也。

孔继汾记述孔传至思许世系清楚明白，与《宗法碑》《博士记》等所言思许为孔传之后相吻合。孔传

又名若古，是宋朝中散大夫孔舜亮( “中散位”) 之子，所以孔思许属“中散位”下。

将孔思许当作孔洙之子，大约始于明代的《天启衢州府志》。该志卷 9《人物志一·圣裔》云:

“孔思许，五十四代，洙子，字与道，未仕，卒。孔克忠，五十五代，思许子，字信夫。”清代修《明史》，

为孔彦绳立传，但引沈杰奏言“洙之六世孙彦绳”之说①而不作考究，未免以讹传讹。其实，南宋末

年南宗衍圣公孔洙无嗣，自孔思许至孔彦绳等皆为孔传之后裔，无需隐讳。孔氏所谓宗子在魏晋南

北朝时期就不是一脉相传，宗子血脉断流而由旁枝继绝的情况并不鲜见。再如前述元朝曲阜孔浈、

孔治、孔思晦，无一不是“旁枝代袭”。总之，孔思晦属“袭封位”下，孔思许属“中散位”下，两者的世

系如下:

宗愿( 袭封位) —若愚—端立—琥—拂—元孝—之厚—浣—思晦……彦缙

舜亮( 中散位) —传———端问—璹—摅—应发—之言—津—思许……彦绳

既然孔思晦是孔宗愿之后，那么在孔氏家族树上，孔思晦及其后裔仍是孔氏宗族的主干、大宗子，孔

思许则属于这个家族远离树干的树枝。孔思晦及其后裔袭封爵位，具有正当性，符合孔氏宗法。

四、孔彦绳授官五经博士并非复爵

前已述及，南宋建炎四年( 1230) ，孔玠家于衢州府西安县。绍兴年间，南宗以衢州旧学为家庙，

宋朝廷给田五顷以供祭祀。宋朝末年，科院孙子秀至衢州，以家庙简陋而请于朝廷，于理宗宝祐元

年( 1253) 在城之东北陬佛寺废墟上建筑孔氏家庙( 菱湖家庙) ，形制依照阙里宣圣庙。次年落成②。

明初胡翰谓此家庙“后毁于寇，乃徙城南”，应该是毁于元军灭宋时期。元朝末年，城南家庙“会兵

革，益圮坏不治”。至正十九年( 1359 ) ，朱元璋的军队取衢州，命行省郎中王恺治衢州军民事。王

恺命有司将孔氏家庙“葺而新之”③。又，罗璟《重修孔氏家庙记》云:“庙始建于城北菱塘。规模弘

阔，比拟曲阜。元季毁于兵燹，荡无遗宇。”未言及城南家庙。永乐初年，户科都给事中胡濙( 后任礼

部尚书) 经过衢州，“始命有司迁庙于郡城崇文坊”。几十年后，孔氏家庙又因风雨侵蚀而破败不

堪。景泰年间，郡守张世英、守贰萧文明等出资予以修葺④。

衢州孔氏自南宋时起，虽立有家庙，但两经兵燹，屡次迁址，致祀事时常有缺。胡翰、罗璟皆未

言及主祀事者，大概主祀乏人。而且，孔氏从明朝初年起就没曾享受到免除杂泛差役的特权，和曲

阜孔氏大宗子世袭复爵、族人任曲阜世职知县并免差发的景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明英宗正统八年

( 1443) ，直隶顺天府推官徐郁上疏，谓“今其子孙流寓浙江衢州府居住，未得均沾恩泽，与民一体当

差，有司不加优容，甚至将夫作贱役一概差遣”，周敦颐、程颢、程颐、司马光、朱熹等先贤“子孙亦皆

沦杂编氓，祠墓不免夷圯”，请求“将先贤子孙体访上闻，照例优免差役”⑤。衢州孔氏家庙不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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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祭田在明朝初年被官府没收。正统八年，浙江等处提刑按察司签事彭贯

上奏《乞复衢州孔氏旧赐祭田疏》，内称: 孔克显等二十三人俱系宣圣嫡派子孙，编入衢州府西安县

东南隅附报民籍。他们连名请求归还被没收的祭田，至于祭田被没收的原委及造成的后果，孔克显

等人如是说:“洪武十四年，有异姓王希达随母嫁来，与族兄孔与夫相依住过，就冒姓孔氏收报在户。

后不期王希达为事累及前田抄没入官，以致子孙贫难，供祭不前。切思曲阜家庙，钦蒙太祖高皇帝

赐田三十顷，与免税粮。克显等委系嫡派子孙，无田供祀。”徐贯查阅了相关史籍和衢州方志，并经

过一番调查后得出结论:“勘得前田委系宋时给赐孔庙祭田，洪武年间俱系嫡派孔克显等父祖管业。

洪武十四年，收报孔希达户内。洪武十九年，因孔希达为杨彦文陈情事抄没入官，散佃民间纳粮。

及吊该图黄册，查得委因孔希达为前事抄没前田是实。”为此，他请求朝廷仍赐其五顷祭田①。王希

达既能冒姓入孔氏，还将家庙祭田收报自己户内，又因官司而致祭田被抄没入官，实属奇事! 这也

说明明初确无孔洙后人在衢州主持祀事，不然的话绝不至于酿成此种后果。徐贯上疏后，衢州孔氏

重得祭田，祭祀不缺。

不过后来又出现了新情况。弘治十八年( 1505 ) ，衢州知府沈杰上《乞添授衢州孔氏官职及处

置祀田疏》，内称“先朝钦赐田五顷，中间多有硗脊。每岁该纳官粮一百三十余担。子孙输粮艰难，

以致岁时祭祀不敷”，为此请求朝廷“除照例免其杂泛差役，并岁佥均徭、门子二名看守庙宇，着令子

孙祭扫”，“将本户旧赐田亩，照依原税数目，每岁依期上纳本府官仓或儒学仓。按月支给与米二石，

以供洒扫祭奠”②。就是说，孔氏家庙洒扫祭祀费用从孔氏税粮中支出，等于每年返还孔氏二十余

石税粮。

沈杰上疏，更重要的目的是请求朝廷授予衢州孔氏世袭五经博士职位，理由之一是衢州孔氏

“子孙益多，相违曲阜阙里路远，承祀掌管漫无统纪，衣冠祭仪混同流俗”。即是说，衢州孔氏家庙祭

祀关系到圣裔身份地位等切身利益，很有必要。理由之二是徽州、建宁两处祭奠先贤朱熹，都授予

世袭五经博士官职以主祀事，孔氏南宗的家庙更应有世袭五经博士主祀，因为其子孙是圣裔，本在

贤裔之上，更不可混同编氓。有鉴于此，沈杰乞请“将衢州孔端友嫡派子孙一人添授以五经博士一

员，以主祭祀，责令洒扫家庙，看守各代圣公坟茔，统领见存子孙”③。在此之前，颜、孟等先圣和先

贤的后裔中也已授官五经博士主祀。明武宗正德元年，朝廷接受了沈杰的奏请，授予孔彦绳翰林院

五经博士。其后，孔彦绳之子孙承美、弘章、闻音、贞运相继世袭五经博士④。

然而孔彦绳世袭五经博士，主持衢州孔氏家庙祀事，并不是孔氏南宗复爵。若明朝皇帝认定孔

彦绳是孔氏大宗子，授予他衍圣公爵位，可称复爵，但这早已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洪武元年八月朝廷

已确定衍圣公袭封“并如前代制”⑤，即确认了孔希学及其后裔为孔子大宗子。早在南宋亡后，孔洙

已成“前宗子”“前衍圣公”，孔洙卒后，南宗已无宗子之说。后孔洙时代的所谓衢州孔氏南宗，其含

义是衢州孔氏宗族，而不是孔氏的宗子; 世袭五经博士也只是职衔，而非爵位。虽然清修《明史》将

衍圣公和翰林院五经博士都列入职官志，但是两者的性质并不相同———衍圣公只有孔氏大宗子可

以世袭爵位，“正二品。袍带、诰命、朝班一品”; 翰林院五经博士则是衍圣公所统属的清流官，正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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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①。衍圣公是明朝五等爵位之一，见于《明会典》②。不惟衢州孔氏设翰林院五经博士，曲阜孔

氏、颜、曾、孟、子路，以及朱熹、周敦颐、邵雍等先圣和先儒后裔中亦设置翰林院五经博士，以奉其祀

事，皆是隶属衍圣公府的官员。

孔彦绳早在授官五经博士前，就涉嫌伪造他和孔洙的血缘关系，对此，孔继汾考证说: “弘治十

一年，彦绳改刊家谱，谓己实南宗衍圣公洙之六世孙。北宗驳焉，勒石衢之学宫，而衢州知府沈杰右

之。”③所谓孔彦绳改刊家谱，即以其五世祖孔思许接续孔洙。他的这一行为竟还得到了衢州知府

沈杰的庇佑。其后多有文人把孔彦绳当作“孔子嫡派”，如黄佐《翰林记》卷 3《录用圣贤后裔》云:

“永乐以后，累举象贤世禄之典，颜子、孟子、周子、程子、朱子后裔择宗子以闻，皆授世袭五经博士，

惟居乡给俸以奉祭祀而已。……弘治中，孔子嫡派在浙江衢州者，有司以宗子孔彦绳奏闻，诏世袭

五经博士。”这是将孔彦绳称为衢州孔氏嫡派宗子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言论。不过，黄佐也道出了世

袭五经博士这一官职的执掌不过就是“居乡给俸以奉祭祀而已”。其实，颜子、孟子、周子等圣贤后

裔中的所谓“宗子”，也即是他们家庙的专司主祀者。孔彦绳亦如之，如此而已。

五、结 语

孔氏南北宗的形成，是由历史上封建政权宋、金两朝的分治造成的。封建统治者因其政治需

要，尊孔崇儒，恩及圣裔，使圣裔世袭封爵。早在宋朝以前，若孔氏宗子无嗣，朝廷就有从曲阜孔族

中挑选杰出者继嗣的情况，其标准是学识及官职，与宗子的血缘关系亲疏远近倒在其次。元朝用

人，有其传统和制度，对汉人和南人的待遇也很不平等。忽必烈嗜利黩武，四征不庭，圣裔承袭封爵

在他看来实属不急之务。曲阜孔氏与元朝廷的渊源远非衢州孔氏可比，因而忽必烈断不会舍弃孔

治而封授孔洙爵位。曲阜孔氏失爵复爵的曲折过程，既可见封建君主对孔氏宗统的支配，也可见孔

族中杰出人士在其中的积极作用。封建国家统一，孔氏南、北宗亦通好，共修宗谱，亲密无间，笔者

所阅史料中未曾见有元朝曲阜、衢州两地孔氏发生谁是大宗、谁是小宗的争执。明朝初年起，朝廷

厚遇曲阜孔氏而薄待衢州孔氏，以致后者穷困不堪，家庙祭祀常缺。衢州地方官吏和文士们为了给

衢州孔氏争取朝廷恩泽，遂撰出孔洙让爵和孔彦绳为孔洙六世孙之说。然孔洙无嗣及孔彦绳为孔

传之后裔( 即孔彦绳源出孔氏“中散位”而非“袭封位”) ，见于曲阜碑刻中的孔氏《宗法碑》、谢迁撰

写的《博士记》( 衢州孔氏世系部分据孔彦绳本人口述) 等史籍，班班可考。孔思晦袭封爵位完全合

乎孔氏宗法。孔彦绳世袭的翰林院五经博士，和颜、曾、孟、朱、张等圣贤后裔的五经博士一样，只是

官职而非爵位，无需上升到“复爵”的高度。

( 责任编辑: 依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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