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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书院的历史源远流长
,

白鹿洞
、

岳麓等书

院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
.

池位
,

其办学方

针及培养人才等方面
,

均可资借鉴
。

在孔子故乡曲

阜有四大书院
。

据孔府档案
.

衍圣公府 (孔府 ) 所属

的书院多达二十几个
。

这些 书院与别处的书院有许

多相同之处
,

但也有它独自的特点
。

对它们进行一

些考察
,

有助于对书院制度的进一步了解
。

孔府书院的主要特点是
:

第一
、

依照
“
圣迹

” ,

到处设置
。

《 孔府档案 》 目录所载 (附目录 )
,

直接为孔

府管辖的书院达二十四所之多
,

它们分布于五省十

九个州县
。

这些书院
,

皆与孔子
、

孟 子有 关
。

例

女口
:

沫泅书院
:
又称沫泅讲学书院

,

位于今曲阜城

北偏东四公里处
。

其南为流经古鲁城北的沫水
, _

!匕

倚泅水
。

《 史记
·

孔子世家 》 记
。

鲁 哀 公 十 一年

( 公元前 4 84 年 )
,

季康子派公华
、

公宾
、

公林三

人为代表
.

持币到卫国
,

把 庄外周游十四 年之久的

孔子迎回鲁国
, “
尊为国老

, 。

孔子 决定用整理典

籍和办教育的方式传播自己的 主张
,

聚徒讲学于沫

泅之间
。

珠泅讲学使成为孔子
“
教泽

”
的代表

。

后

世所建的沫 泅书 院
,

便为各个书院之 首
。

①

尼山书院
: 《 史 记》记孔 母颜征在

“
祷于尼 山

而生孔子
, ,

曲阜城东南二十五公 里 有 尼 山 “
圣

迹
” .

当地有夫子 洞
、

颜母祠等古迹
。

后 周 显德年

间在那里修建了孔庙
。

宋元 以来
,

设 立尼 山书院
,

又称尼 山诞育书院
.

①一直发展现在的 尼山古建筑

群
。

春秋书院
: 《 史记》记 息夜公 二 年 ( 介 元 前

4 9 3年 ) 孔子打算 由卫国失普国见赵简 子
,

行币黄

河岸边听说晋大夫窦鸣犊
、

舜华被赵简子所杀而重

返
,

曾息于撇乡
,

作 《 p取操 》 以哀之
,

因而后世 以

瞰乡为息除
。

《 史 记 索 引 》 言
“
此肠取乡 非 鲁 之

4 Q

邑
” 。

瞰乡距城较远
,

而息瞰则在城 东南 六 公里

处
。

宋任防 《 述异记 》 言孔子作 《 春 秋 》 于此
,

后世认定为孔子作 《 春秋 》 处
,

并立石碑
。

在息卜取

设春秋书院
。

石门书院
:

传说孔子曾在石门学 《 易 》
,

故在

曲阜城东北约二十公里的石门 山建石门书院
,

亦称

石门学易书院
。

③

中庸书院
:

孔子
“

无过无不及
”
的中庸思想

,

为其孙孔极 (子思 ) 所发挥
。

据记载
:
子思在曲阜

南面的邹 (今邹县 ) 作 《 中庸 》
,

讲中庸
。

孟母三迁

时定居于此
。

孟柯即向子思的门人就学
。

元时在这

里设中庸精舍
。

大德六年 ( 1 3 0 2年 ) 改 为 中庸 书

院
。

④

圣泽书院
:

鲁定公五年 (公元前 5 0 5年 )孔子曾

任中都宰
。

中都在汉上之南 ( 今属嘉祥 )
。

孔子治

中都
,

使
“
长幼异食

,

强弱异任
,

男女别途
,

路不

拾遗
,

器不雕伪
。

… … 行之一年
,

而 四 方 诸侯 则

焉
” 。

因中都曾蒙先圣 之恩泽
,

故后世在汉上城西

湖畔建圣 泽书院 ⑤

崇德书院
:

《 论语
.

先进 》记孔子与弟子从游

干舞零坛下
。

《 颜渊 》 篇又记樊迟从 游 于舞 零之

下
,

向孔子 问
“
崇德

,

修愚
,

辨惑
” ,

孔 子 回 答
“
先事后得

”

等
。

后世在曲阜城南一公里的舞零坛

下建崇德书院
。

⑥

峰 山燕居石像书院
:
古籍记载孔子燕居

,

弟子

侍侧
,

有人说在邹县之南的峰山上
。

后世在蜂 山之

阳 “
孔子教授生徒处

”

设峰 山燕居石像书院
。

⑦

宁阳遗像书院
:

宁阳在曲阜之北
.

有一孔子遗

份划石
,

后 人便在该地设遗像书院
。

至今仍有村名

“
乡饮

” .

即袭孔子遗风
。

⑧

嘉祥获麟书陀
:

《 史记》 记载 鲁哀 公十 四 年

( 公元前招 1年 )
,

叔孙氏赶车 人铂商在鲁国西郊

打猎时得到麒麟
.

不久死去
,

孔子为此慨叹
。

后世

嘉祥有获麟堆
。

在当地建获麟书院
。

⑨

郑城间官书院
: 《 左传》昭公十七年

,

郊子到鲁



国
,

孔子向其询问 七古官职
。

邦子说到其祖少昊氏

的官职情况
。

后世为纪念此事
,

在山东东南的郊城

建问官书院
。

L

费县登东山而小鲁遗像书院
: 《 孟 子

·

尽 心

上》 : “
孟子 日

: `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

登泰山而小

天下
。 ’ ”

后世有人解释东山即蒙山
,

在曲阜城东

二百多里的费县境内
,

故于是处建书院
。

⑥

单县琴台书院
: 《 说苑》记孔子 弟 子 毖子贱

( 不齐 ) 性仁爱
,

有才能
,

为单父宰 时
1 ,

鸣琴 而

治
,

故后世于当地设琴台书院
。

@

武城县闻纹书院
: 《 论语

·

阳货 》 记 “ 子之武

城
,

闻结歌之声 ” ,

其弟子子 游以结歌治武城
,

后

世在当地设闻结书院
。

@

肥城县大成书院
: 《 孟子

·

万章下 》 记孟子说
“
孔子之谓集大成者也

” ,

谓将天下一切文章道德

集于一身
。

后在鲁 国北 面 不远 的 肥 城设 大 成书

院
。

@

济阳闻韶书院
: 《 论语

·

述而 》 记
: “ 子在齐

闻韶
.

三 月不知肉味 ” ,

《 八份 》 又 记 孔 子 谓韶

乐
“
尽善尽美

。 ” 后世在齐国国都附近的临淄韶院

立
“
孔子闻韶处

”
碑

,

一说闻韶处 在 临淄 西的 济

阳
,

故在当地设闻韶书院
。

⑥

江南松江府大成书院
:

孔子道德文章达 到各

处
,

江南亦赞其集大成
,

故设书院
。

⑥

河南至圣川上书院
: 《 论语

·

子罕 》 记
: “

子

在川上 日 : `

逝者如斯夫
’ 。 ”

此 tt) f!
”
在何处

,

有

许多说法
`

一说在河南辉县
,

故在该地设书院
。

@

河南仪封书院
: 《 论语

·

八储 》 记
“
仅封人请

见” 时
,

说孔子
“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 ” 后世解释

仪封在开封一带
,

故在当地建仪封书院
。

⑧

江西新城贺溪书院
:

古新城在今河南商 丘 西

南
。

孔子为宋人
,

新城应是其先人所居 之地
,

故亦

设书院
。

L

滕县孟子性善上宫书院
: 《 孟子

·

滕文公 》 记

孟子至滕国
,

向滕文公讲性善说
,

在滕县设性善上

宫书院
。

⑧

青州府孟子雪宫书院
: 《 孟子 》记孟子见齐宣

王于雪宫
,

后世谓雪宫在临淄县北
。

因在 此 设书

院
。

⑧

河南祥符县亚圣游梁祠书院
: 《 孟子 》记孟子

见梁惠王
,

后世在梁地的祥符建游梁祠书院
。

L

浙江衙州书院
:

北宋末年
,

孔子嫡裔孔端友随

宋室南渡
,

离居衡州
,

建孔庙
,

亦设书院
。

⑧

由上可知
,

孔府书院
,

大多因孔子活动之处
,

或其思想影响所及之处
,

或其弟子
、

再传弟子活动

之处而设
。

因此不止在孔子家乡
,

而是 远达各地
,

遍及全国五省十九州县
。

第二
、

官办而非民办
,

历史漫长
。

书院的兴起
,

多因官学失修
,

士子苦于无处就

学
,

而向一些学者求知而来
,

故多由民办
。

国家既

无统一计划
,

又不直接管辖
,

孔府 书 院却与 此 不

同
。

因孔子是历代尊祟的圣 人
,

有官封爵衔
,

有官

颁祀田
,

有官赐特权
,

故所属书院也多为官方领衔

出资兴办
。

例如
:

沫泅书院
:

书院故址本为孔子讲堂
,

《 阀里文

献考 》 卷十二记
“
汉时诸弟子房舍

、

井瓮犹存
。

建

武五年
,

光武帝击破董宪于冒虑还
,

过鲁
,

坐孔子

讲堂顾指子路室谓左右日
: `
此吾太仆之室也

, 。 ”

同书又记孔子五十五代孙
、

世袭曲阜县令孔克钦于

元顺帝至元年间始于孔子讲堂旧址建涂泅书院
。

民

国版 《 续修曲阜县志》记书院建于元世宗至元戊寅

年 ( 元代无世宗
,

世宗系惠宗之误
。

故书院应为元

顺帝 ( 惠宗 ) 戊寅至元四年 ( 13 38年 ) 所建 )
。

此

后
,

明弘治七年 ( 1 494年 )
,

嘉靖三年 ( 1 5 2 4年 )
,

天启七年 ( 16 2 7年 )
,

均曾修葺扩建
。

每次增修均

由政府拨款
,

非孔氏一家所为
。

孔克钦时为 曲阜县

令
,

此人倡修
,

即宫府倡修
。

明正德 六年 ( 15 1 1

年 )
,

刘六
、

刘七起义军打到曲阜孔庙
, “

称马于

庭
.

污书于池
”
后

,

又至城北
“
焚沫泅讲堂之门

”

⑧
。

嘉靖三年 ( 1 5 2 4年 )对侏泅书院作较大的修复

时
,

也是官方出钱
,

并在门前建了
“
沫泅书院

”
石

坊
。

清康熙十三年 ( 1 6 7 4年 )
、

二十八年 ( i e 8 9年 )

又对沫泅书院进行了小规模的整修
。

康熙五十三年

( 1 7 1 4年 ) 书院毁于雹灾
, “
五月二十一日

,

大风

拔木
,

屋瓦皆飞
,

雨雹大如梨
,

其厚盈尺
,

一望如

雪
,

寒气贬人… … 殊泅书院坊全覆
,

合抱之松纠结

如绳
” , “

殊泅书院坏” 。

⑥ 次年
,

官 方 又拨 款兴

修
。

乾隆年间石坊再次倾倒
,

裂为 数 段
,

但 未 重

立
。

1 9 3 4年由珠洒书院奉祀官孔宪备改立
“
沫 洒书

院
:
石碑一座

。

尼山书院
:

自后周显德年间充州守赵某在 尼

山建庙以来
,

宋庆历三年 ( 1 0 4 3年 ) 四十六代文宣

公孔宗愿即庙为学
,

增广祠堂
,

设学舍
,

置祭田
,

使这里开始成为教徒讲学之所
。

《县志》 记元至顺三

年 ( 1 33 2年 )五十四代衍圣公孔思晦 “ 用林庙管勾

4 1



牌漪

简实理言请复尼 山柯庙
,

置官师奉祠刀 时
,

尼山 己

是 “ 有庙久毁” 。

至元二年 ( 1 3 3 6年 ) 中书左承王

愁德奏请在尼山创立书院
,

并保举彭稀为山长
,

皇

帝批准
。

彭瑙上 任后不久就对尼山开始大规模的修

建
。

《 尼山创建书院 》 载
“
凡齐鲁之境

’l

汤卿大夫
,

民之好事者
,

出钱而劝成之
。

择木于 山
,

陶 镑 于

野
,

布庸俄致远
,

牵牛车
,

服力役
,

连珍载途
,

饮响

相望
。 ”
可知此次修建系宫方委派代表

,

集民资而

修成
,

官方亦为主导
。

元末
,

尼 山书院衰败
, “

故

址颓基
,

鞠为茂草
,

春秋祭祀
,

扫地而行
,

触 目荒

凉
,

诚为可叹
” L

,

致尼山只有山长而无书院
,

有

名无实
。

直到明永乐十五年 ( 1 4 1 7 年 ) 才重 新 修

建
。

明弘治七年 ( 1 4 9凌年 ) 六十一 代 衍圣 公孔 弘

泰
、

四氏学学录孔公磺又用修建孔庙所余费用再次

修建
,

又都是官修
。

中庸书院
:
元元贞初年

,

邹县县尹司居敬始在

传为子思当年的讲堂遗址建堂四间
,

称 为 中庸 精

舍
,

设子思
、

孟子 之像
,

春秋祭祀
。

其继任宋彰又

在此建讲堂 (名率性堂 )
、

学官居室和斋舍厨库
。

元大德六年 ( 1 3 0 2年 ) 经奏请改为中庸书院
,

并增

建诚明殿
、

景贤书院和慎独斋等
。

延枯二年 ( 1 3 1 5

年 ) 诏改为子思书院
,

明又改为中庸 书院
。

元 至

正
、

明永乐
、

嘉靖
、

万历年间曾多次修葺
。

天启二

年 ( 1 6 2 2年 ) 曾被徐鸿儒农 民起义 军捣 毁
,

三 年

后
,

又 由充州孙朝肃修复
,

清乾隆二十年 ( 17 5 5年 )

再修
,

可 见一直受到官府的重视 和关怀
。

圣泽书院
:

北魏李昌元年 ( 5 2 5年 ) 此处 已有

祭祀场所
,

宋景枯 四 年 ( 1 0 3 7年 ) 县令 周师 中重

修
,

元之马之贞
,

明之陈凤梧
、

吴漏等地方官及衍

圣公不断主持修葺
。

由上可知
,

这些书院多为官办官修
,

而非民办

民修
,

因而它历 时漫长
,

历代不 衰
。

即使 明代 嘉

靖
、

万历
、

天启年 间
,

朝廷 三次下令毁书院时
,

孔

府书院也均有修建
。

天启五年
, “

天下 书院俱毁
” ,

而中庸书院却在这 一年由充州知府孙朝肃主 持 重

修
。

有时因战乱兵资
,

孔府一些书院残破衰败
,

不

久又被修夏
,

这都是各个朝廷及 官府由尊孔崇儒出

发对其重视的结果
。

第三
、

政府设置官员
,

按时祭祀
。

孔府书院既为官办
,

政府就要派员管理
,

因而

历代在各书院分别设置一些名目不同的官员
。

如明

正德二年 ( 1 5 0 7年 ) 以衍圣公次子为翰林院五经博

士
,

主中庸书院祀事
。

又命殊泅
、

尼山两书院的山

长均改为学录
。

不久
,

又 以衍圣公等三子为太常寺

五经博士
,

主圣泽书院祀事
。

从这几个书院官员的

任命来看
,

规格都很高
。

自宋 以来学录本是国子监

设的学官
,

明清因之
。

孔府书院设置学录
,

意示同

于 国子监
,

确实不同寻常
。

正如清顺治年间 山东巡

抚方大酞在奏章中说
: “

四氏学独用学录者
,

盖 以

比隆国学
,

亦以圣贤子孙不与他学同也
” @

。

由此

亦可知
,

孔府书院的学录 已不是 书 院 中教学 的 首

领
,

而是政府官员了
。

《 曲阜县志 》 记尼 山书院元

至顺三年 ( 1 3 3 2年 )
, “
置官师

” 。 “
师

”
前加

“

官
” ,

一意为官方
,

一意为官员
,

学录 正应此意
。

《 孔府档

案 》 中有大量所辖书院学录的记载
。

如清代
“
题补

沫 泅书院学录
”

就有二十八卷七八百件⑧
, “

题补尼

山书院学录
”
就有三十七卷 近 千 件 L

。

有 的 还

被称作
“
国子监学录

” ,

还可
“
世袭

” ,

更非一般

官员可比
。

有的学录实际上充当了为孔府服务的官

员
。

如乾隆年间
,

尼 山学录孔传沂曾帮助孔府侵吞

别人的田地L ; 四品执事官世袭珠泅书院学录孔毓

升于嘉庆十一年
、

十二年替孔府到泅水魏庄收租
,

被农民围了起来⑨ ,世袭尼山书院学录孔宪璧于咸

丰十一年为保护尼山孔庙向孔府主人呼吁等
。

孔府书院既然为官修
,

设官员
,

他们的职又为

纪念孔子及其弟子而设
,

因而对于孔子等圣贤的祭

祀 自然成为一项主要内容
。

早在东汉明帝永平二年

( 50 年 )
,

皇帝就下令全国学校皆祀周公
、

孔子
,

此为学校祀孔 之始
。

西晋武帝泰始三年 ( 2盯年 )

十一月
,

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祀孔子
。

隋文帝

赠孔子为先师尼父
,

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

典
,

州县学 以春秋仲月释典
。

唐贞观四年 ( 6 3 0) 年
,

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
。

宋神宗熙宁七年 ( 1 0 7 4年 )

定学校释典十哲从祀制
。

元至元 三 十一 年 ( 12 9选

年 ) 七 月壬 戌诏
“
孔子之道垂宪万世

,

有国家者
,

所当崇奉
。

凡庙学书院 ,’’ … 其 赡 学土 地
,

毋 许 侵

夺
,

专以供祭祀
,

赡师生
,

修庙宇
” 。

明洪武十五

年 ( 1 3 8 2年 ) 诏天下儒学每岁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

由上可知
,

明代 以前
,

官办学校都要祭孔
,

孔

府书院也要祭孔
,

两者并无 区别
。

但到了济代
,

孔

府各书院 已
“
庙祀虽肃

,

而诵结之声无闻
” ,

L孔

府书院只祭祀孔子而不教授生徒了
。

皇帝明令孔氏

子孙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和太常寺五经 博士 自 明代

开始
,

在此前后孔府书院便专职祭祀了
。

在尼 山学

录孔宪璧给孔府的一份察文中写得很清楚
: “
窃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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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书院每年春秋二 丁
,

职赴 In陪祭
,

今春二
.

月间
,

缘教匪猖撅
,

不敢致祭
,

当时 察 明在 案
,

蒙 恩 移

祭
。

现在教匪独霸东南一方
,

烧掠内外
,

居 民苦不

堪言
,

今又抢至曲境
,

距城约有数里
, _

且教匪不时

盘居书院
,

将看庙小甲抢掠一空
,

逃避无迹
。

再巡

山八户及看祭各户头
,

自春间逃散
,

不知何往
。

兹

叉逢秋祭临期 … … ” 。

⑧可知尼山学录专职在尼山

祭祀
,

如遇特殊情况
,

则可暂时移到别处祭祀
。

他

还管着
“
巡 山八户

” 。

这份察文休现出学录忠于祭

祀职守的态度
。

第四
,

建筑仿效学宫
,

无名家授课
,

亦不藏书

孔府书院既为官办
,

就要仿照官办学校的样子

建造
。

官府最高的学宫是国子监
。
自唐以来

,

官府

令各州县建的孔庙形制
,

一般有权星门
、

大成殿
、

两庞等
。

孔府书院建筑亦多仿此
。

如珠泅书院正面

有院门三间
,

讲堂三间
,

主体建筑是正 中的 大 成

殿
,

配房有东西宪各三间
,

明显地体现出以大成殿

祭祀为主
.

讲堂讲教为辅
。

尼 山孔庙在元至元四年

( 1 3 3多乒 ) 八月建成的时候
,

除建成大成门
、

大成

殿
、

毓圣侯祠
.

两庞和观川 亭外
,

又 于庙西仿国子

监之制建造学宫
,

这就是尼山书院
。

尼 山书院是尼

山孔庙的一部分
,

尼 山书院官员学录 正是管理尼 山

孑L庙的官员
,

书院
、

孔庙构为一体
。

孔府书院的建筑既仿孔庙
,

里面当然供奉孔子

及先贤
、

先儒
。

各地孔庙 ( 文庙 ) 多奉乡贤
,

而孔

府书院却供孔子及全国性的
“
先贤

沙 、 “
先儒

” 。

如圣泽书院在唐时就有著 名 书画 家吴 道子
、

颜真

卿
、

徐 浩分别画孔子
、

颜子象和题额于 内 元 以后

又塑十哲象
.

适时供祭
。

尼 山
、

沫泅等书院的两庞

多供
“
先贤

” , “
先儒

” ,

从这点看
,

俨然 又是个

小孔庙
。

各地 书院的设置
,

多由少数学者主讲
,

学子慕

名而来
。

生徒择师长而至
,

师长择生徒而教
。

所教内

容
,

多是 反对八股文
,

反 对科举制
、

反对官方正统

思想 中僵死的教条
.

而 以开 阔的思路
, ’

待殊的思想

方洪
,

对国家世事的看法上独到 见解
,

或对世道
、

人生新的 解释
。

孔府书院则不 是这样
,

书院中的学

录是官员
,

有的设置的教授
,

也只是讲一般的正统

儒学
,

教士子熟读经书
,

不主张发挥
,

也没有发挥

的本领
。

更多的是虚应故事
,

装磺门面而已
。

孔府书院不读书
,

即使读一点也不是五经四书

毋外的书
,

自然无藏书之处
。

唯一的藏书之处是孔

庙奎文阁
。

奎阁文亦称藏书楼
,

自宋天禧二年 ( 10

18 年 ) 孔府主人文宣公将御赐经籍藏于 此后
,

又不

断增置
。

明中期农民起义军打进孔庙
, “

污书于池
”

后
,

又重置书籍
。

但所藏 也 不过 是 四书
、

五经
、

《 性理大全 》
、

《 通 鉴纲目 》 等
,

无其他方面的书

籍
。

综上所述
,

孔府书院徒具书院之名
,

而无书院

之实
。

那么
,

它在书院制度的研究上是不是毫无价

值呢? 不是
,

这是因为
:

第一
、

在孔府书院的发展史中
,

曾经历 了一个

做为教育组织的过程
。

如侏 泅书院初设时曾
“
设山

长
,

教育生徒
” 国 , 尼山书院创建之前

,

早已
“
即

庙为学
” ,

元至元年间正式 成立 书 院 时
,

尚仍然
“
设子弟员 ” ⑨ ,中庸书院的前身中庸精舍已延师

授徒
,

元延二年改为子思书院时
,

仍
“
设山长以司

祭祠及教事
” 国

。

对这一段活动加以考察研究
,

正

是书院史研究的内容
。

第二
,

孔府书院虽非教学之所
,

但却是教化之

处
。

在封建社会传授的知识
,

一是维护正统的
,

一

是反正统的
。

许多书院的教 学 反 科 举 制
,

反 八股

文
,

反僵死的文化有其积极意 义
,

但其终极目的还

是为封建统治出谋划策
,

挽救封建制的灭亡
。

孔府

书院以封建的正统思想对人教化
,

不但对入学的学

子
,

也对不入学的乡民
,

教育他们尊崇圣贤
,

以圣贤

为榜样
,

依圣贤的教导去做
,

达到社会稳定
,

维护统

治的 目的
。

两者是一致的
。

第三
,

孔府办了许多书院
,

对我国书院制的发

展有促进作用
。

一 是重视 以儒学思想为主的文化传

播 ; 二是 运用生动的事例
,

进行封建的道德教育 ;

三是除官办外
,

动员士民集资办学
。

第四
,

孔府书院是历史上孔府在政治
、

经济
,

特别是思想方面特权的具体体现
。

对孔府书院的研

究是研究孔府这一世袭贵族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

而孔府历 史的 研究又是对我 国封 建社会研究的一

个重要典型
。

因此对孔府书院的研究
,

涉及古代教

育史和古代政治思 想史方面的重要内容
。

如上所述
,

孔府书院教育 知识的内容不多
,

那

么
,

孔子及其弟子的后裔怎样受教育呢 ? 原来曲阜

还有一个专为
“
圣贤后裔

”
开设的

“

孔颜曾孟四氏

学沙 ,

在这个学校中
,

对四姓子弟更集中
、

系统地

进行正统的儒学教育
。

注
:

① 《 孔府档案 》 1 2 1卷

② 《 孔府档案 》 1 7 5卷等

4 3



③ 《 孔府档案 》 61 8卷

④ 《 孔府档案 》 12 4卷等

⑤ 《 子七府档案 》 12 9卷等

⑥ 《 孔府档案 》 169 卷

⑦ (( 孔府档案 》 81 2卷

⑧ 《 孔府档案 》 187 卷

⑨ 《 孔府档案 》 129 卷

@ 《 孔府档案 》 1 9 3卷

@ 《 孔府档案 》 1 9 4卷

L 《 孔府档案 》 19 5卷

L 《 孔府档案 》 1 9 7卷

L 《 孔府档案 》 1 9 9卷

L 《 孔府档案 》 2 00 卷

L 《 孔府档案 》 2 0 2卷

L 《 孔府档案 》 20 3卷

L 《 孔府档案 》 2 8 5卷等

L 《 孔府档案 》 2 8 0卷

L 《 孔府档案 》 5 16卷

⑧ 《 孔府档案 》 5 19卷

L 《 孔府档案 》 526 一 528 卷

吻 《 孔府档案 》 10 6卷

@L 《 曲阜县志 》 卷二十九

颐张敏 《 尼山新庙碑 》 ( 载《网里文献

考 》 卷三十三 )

L 《 圈里文献考 》 卷十

L 《 孔府档案 》 21 2一 2 40 卷

L 《 孔府档案 》 2 40 一 2 87 卷

L 《 孔府档案 》 4 0 1 4卷之 35

⑨ 《 孔府档案 》 4 1 4 0卷之 29

LL 《 孔府档案 》 6 0 4 5卷之 40

L 《 阀里文献考 》 卷十三

L 《 奎文阁重置书籍记 》

L 《 圈里文献考 》 卷七十五

L 《 曲阜县志 》

L 《 幸鲁盛典 》

〔附〕 《 孔府档案》 中有关书院资料的 目录

第 16
、

1 7
、

12 1一 1 4 3
、

16 6一 16 9
、

17 1
、

1 7 4
,

1 7 6
、
1 8 2

、
1 3 7

、
1 9 0

、
1 9 1

、
1 9 4

、
1 9 5

、
1 9 7

、

1 9 9一 2 0 3
、

2 1 2一 2 9 8
、

5 9 45一 5 9 色飞鉴
。

典汁 1 3 9

卷
,

约 2 0 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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