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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代 孔 氏祖 训 族 规 论 析

周 柞 绍

《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 选录了不少孔氏宗族的族规家训
,

所谓
“

祖训
”

是族规

的原则
,

族规则是具体的条文
。

孔府保存的明代档案中
,

有 《 街州知府沈杰为条陈孔氏

家规以彰圣教事 》 一文
,

这是现存最早的一件孔氏族规
。

孔府的 清代 档 案中有福建建

宁
、

湖北枝江
、

江苏丹桂
、

江西临江
、

岭南保昌
、

广东潮州
、

四川顺庆和安徽等各支孔

氏族谱里的族规
。

前后相距虽有数百年
,

但葵本精神是一致 的
。

分析这些材料更能看清

封建宗法制的实质
,

一
、

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
。

《 孔 氏祖训篇规 》 ① 说
: “

务宜父慈
、

子李
、

兄友
、

弟恭
,

雍睦一堂
,

方不愧为圣

裔
。 ”

那么依靠什么来使全体圣裔
“

雍睦一堂
” 、

亲密团结呢 ? 只有三纲五常
。 《 皖江

增修孔子世家谱家训 》 ③ 就把君臣
、

父子
、

少法
一

!
、

昆弟
、

朋友等所谓
“

五伦
”

作了明确

的规定
。

在各支孔氏家谱家训中都重复 地 表 二上
“

敦一
” 、 “

教 弟
” 、 “

睦族
” 、 “

敬

上
,

等内容
.

“

统治阶级 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 想
。 ” ① 从宋 代以后

,

中国封建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更加完善
,

为 了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
,

封建王朝对三纲五常等伦理

规范更加严格
,

君权
、

族权
、

神权
、

夫权四条绳索对劳动人民的束缚更加紧了
。

孔氏族

人首先必须是封建统治者的顺民
,

顺民的你 准就是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
。

孔 氏族规

中的这个原则是毫不动摇的
。

当年朱元璋对 孔子五十五代孙孔克坚说
: “

你祖宗留下三

纲五常
,

垂宪万世的好法度
。 ”

圣人后裔对祖宗留下的好法度要始终坚持
, “

其不可得

变革者则有矣
,

亲亲也
,

尊尊也
,

长长也
,

男女有别
,

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 ” ⑦

二
、

保持儒教的祟高地位
。

孔氏族人既是圣裔
,

就必须把维护儒教作为根水
。

《 孔氏祖训咸规 》 说
: “

崇儒重

道
,

好礼尚德
,

孔门素为佩服
。 。 ”

还说这是
“

孔门预知而素行者
。 ”

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
,

族规中突出了崇儒重教 的内容
。

1
、 “

励读书
” ,

就是
“

读书之子
,

绍接书香
,

族长当加意培植
。

凡读书应童子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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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县案元十名 I)弓者
,

可为上进之阶
。

次年团拜举饼
,

以示鼓励
。 ,

这是对学业优秀的放

人子弟备加优礼
.

2
、 “

崇学校科第
” ,

就是
“

学校科第
,

家庭之光
。

凡入学入监举饼二对
,

发科岁

贡拔贡四对
,

发甲十对
,

祀学一对
,

吏员考职
“

i牛饼一对
,

出仕 照 岁 贡
,

爵显
,

仍照科

甲
.

春秋照受饼举肺
。

祭祀以爵服之长主祭
.

若尊长及亲叔伯有爵服
,

虽不 逮 己 之爵

服
,

亦必逊尊长亲叔伯
.

己特分献
.

科第之子
,

父称封君
,

其子主正殿祭
,

其父主启圣

祠祭
.

若无科第
,

仅有学校
,

则 以学校之长主启圣祠祭
,

次长主正殿祭
,

其余依序分献

执事
.

永以为例
. ’

还规定
“
凡教子成名

,

照依其子学校
、

科第举饼
、

举炸
. ” “

有父

母早丧
,

兄能教弟成名
,

嫂有协助之力
,

与父母能教子一例褒美
. ” “

有 父 母 或存或

否
,

分烟各龚
,

兄弟贫困
,

读书能竭力
,

佐助有成
,

仍照其弟兄学校
、

科 第 举 饼
,

举

肺
、

其弟其兄受兄弟之恩
,

名成之 日
,

当 日自称扬于祠
.

请于族长日
,

某非兄不能
,

某

非弟不能
,

则名义两得而情意愈重矣
。 ” ⑤ 这真是一人登第

,

全家有光
,

举族有光
.

举

饼举炸都是祭祀中的礼仪
,

让考试优秀的子弟享受特殊的礼仪
,

对学生本人是荣誉
,

对

全族子弟是鞭策
。

3
、

建立家课制度来督促读书
` 《 福建建宁县巧洋孔氏十二条 》 ⑥ 载

: “

文学为宗族

首重
,

不可不加意作兴
,

故家课宜行也
.

族属衷货生殖
,

创置田产
,

岁收租息
,

以供课

费
.

课
,

清明
、

端午
、

中秋
、

冬至后期一 日
.

届期
,

无论生
、

监
、

儒童
,

除五十以上
,

十三以下
,

听不与课外
,

各于黎明
,

携纸
、

墨
、

笔
、

砚
,

齐集祠堂
,

尊长
、

族正命题
,

头家值馈
,

面课二艺
.

课毕
,

合饮
。

次 日
,

视文之优劣
,

酌赏纸笔
。

劣者不与面课外
,

每季散四题
,
逢课交文

.

其文批点
,

下课面发
.

散题不如数交文
,

每篇罚银一钱
.

面课

无故不到
,

罚银三钱
,

并伤补文
.

罚银仍存供课
。

诸课评文
,

尊长
、

族正公举族之老宿

司衡
,

酌给酣劳捧银
。

不公明
,

另举
。

供课 田产
,

培植丰厚
。

每岁课费外
,

酌给子弟质

美而父兄贫不能教者学捧
,

令其卒业
。

又考试酌给盘费
,

后有出仕
,

捐资助课
. ’ 既有

荣誉的鼓励
,

又有家课制度的督促
,

使族内子弟都以读书为贵
,

以学优为荣
。

4
,

在尊祟儒学的同时
,

褐力
“

屏绝邪教
” 。

所谓
“

圣人之裔
,

理宜崇尚正学
,

遵

守常道
,

一切邪教务屏绝也
. ”

对于僧道二教严厉禁绝
,

规定
: `

僧道巫 现 析 镶
、

预

修
、

荐拔之属
,

概不得举行
。

丧事发引… …俱不得延僧道
。

违者
,

计事之大小
,

罚银供

祭
,

三钱至三两为率
。

家长纵容妇女朝渴神庙
,

罚银五钱
。

又如延请勘舆
,

营谋风水
,

停搁亲丧
,

岁久不葬
,

亦在信从邪教之例
,

罚银二两
。 ” ⑦ 孔门视僧道为邪教

,

有入僧

道者
`

男子僧道
、

妇人尼姑
,

俱削名除退
. ” ⑧

其实
,

佛道二教并非封建政府所禁绝的
,

封建统治者最头疼的是往往成为农 民斗争

的宣传工具和组织形式的秘密宗教
。

清中叶以后
,

白莲教
、

天理教等流行于北方
,

清政府

三令五申加以禁止
.

衍圣公府认为
: “

凡在齐民
,

尚不可入教
,

况我宗孔氏
,

尤不应稍有

干连
。 ” 因而

“

即速传谕各户 头
,

… … 上紧留心访察
.

如有孔姓传习邪教者
,

即速指名

具集
,

以凭移送地方官严拿究 办
。 ”
并且

“

劝谕族众
,

父戒其子
.

兄勉其弟
。

当此光天化

日之下
,

共为安分 良民
。 ” ④ 族长

、

举事
、

户头
、

户举立 即
“

密访严查
” 。

为了严防孔

氏族人
`

传习邪教
” ,

竞然
“

逐户互结
” .

被查的邹县城北付庄村孔毓省
,

有本户和邻

佑保结
,

方免嫌疑
。

@ 而孔毓太
、

毓平都是
“

各住草房一间
,

室如悬磐
”

的贫苦农民
,



因为
`
均 佣工不家

” ,

就将他们的妻子传去询问
。

尽管如此
,

衍圣公府命令
“

仍速上紧

督率户头
,

将各户户内逐一严查
,

有无传习邪教情事
,

取具切结
,

限一月 内申报
,

毋得

迟延草率干咎
。 ” @ 由此

,

孔氏家规要屏绝的邪教究竟是什么
,

就很清楚 了
.

三
、

保证封建政府的赋税剥削

各地的孔氏族规都以明确的条文规定孔 氏族 人必须按时交纳赋税
。

因为从汉代以来

历代封建王朝对孔氏后裔的优待是
“

优免差摇
” ,

而赋税是照常交纳
。

《 孔氏 祖 训 篇

规 》 说
: “

孔氏子孙徙寓各府州县
,

朝廷迫念圣裔
,

优免差摇
,

其正供国课
,

只凭族长催

征
。

恩深为浩大
。

宜各踊跃输将
,

照限完纳
,

勿误有司奏销之期
。 ”

按照这个规定
,

孔

氏族人缴纳赋税是 由
“

族长催征
” L

,

这是与其他老百姓不同的地方
。
《 福建建宁县巧洋

孔氏族规十二条
》 ⑧中的

“

督率急公
”

条
,

规定得更具体
。

它说
, “

收租完课
,

事属分

内
。

况我族世沐皇仁
,

杂泛差摇
,

一概优免
。

惟正之供
,

自宜踊跃急公也
。

每年条编定

限
,

四月完半
,

九月全完
。

粮银务要足纹足戮
,

及时送至柜前交兑
。

如有延握拖欠
,

致累承

催
,

族正着令该房房长拘出祠上 答责
,

即押清完
。

殷实之家
,

押完外
,

每欠银一两
,

罚

银三钱
. ” 《 江西 临川孔氏支谱家规 条例 》 中的

“

禁拖欠钱粮
”

条@ 说
: “

本族钱粮又

申输纳
。

以承旺公为总户
,

无经催
、

里长
。

往者设有经管
,

不无侵渔
,

近自输纳
,

又无

统率
。

以至抄区
、

会案
、

房经承等事无人调理
。

今合族公议
,

照依分 支 祠 内
,

私立八

户
,

其人丁稀少者
,

本户同租带管
,

轮次值年
。

每年抄区等事
,

开单登户
,

派银催征
。

四月完半
,

十月全完
。

若有顽欠
,

波累族长
,

通众察明县主
,

将其田地山园
,

家庙照业

出卖
,

以完国课
,

余入祖宗祭祀
。 ” 《 四川顺庆府蓬州孔氏族规 》 ⑥ 规定

“

抗拒不输自

催国法… … 尚不遵此致
,

是背圣祖君子怀刑之戒也
.

请公法治
。 ”

这些地方的孔氏族规

都把缴纳赋税 当作孔 氏族人的应尽义务
,

并把它 当作封建皇帝对孔氏后裔
“

恩遇
,

的一

种
“

报答
” .

然而
,

作为族规的内容明确下来
,

又使这种封建剥削笼罩 了宗法的外衣
。

明

清两代都以里 甲制作为征收赋税 的渠道
,

清代的保甲制虽以治安为主
,

但仍不失去征税

的作用
.

不过
,

在孔氏宗族来说
,

家族制代替了里甲制
。

而
_

且使族权在征税中起了重要

作用
.

缴不出税的
,

不仅要受封建王朝的
“
国法

”

来
“

惩罚
” ,

而且首先要受族规家法

的
“

惩罚
” ,

这种族内处罚的形式和程度并不比
“

国法
”

轻
。

正因如此
,

历代封建王朝

对孔 氏宗族组织的存在是不会加 以干涉的
,

他们之间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
。

当然
,

由于

族内征税的加强
,

对地方官府的额外科派和勒索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这个矛盾也不会很

大
,

敲诈勒索可以改换面 目搜刮到孔氏族内的贫苦农民身上
.

四
、

四条绳索的集中体现

孔氏宗族的族规
,

不论是曲阜本地的大宗户还是散居各地的流寓支
,

都以其明确的条

文
,

体现 了神权
、

王权
、

族权
、

夫权四根绳索的作用
,

封建宗法制的落后
、

残酷和顽 固

本质就表现的更明显
。

如上所述
,

族权与王权是完全一致的
,

族权必须在政治
、

经济和

思想意识方面表现王权的意志
,

必须绝对服从王权
。

族权和神权之间
,

由于历代封建统

了0



治者对孔子的神化
,

对儒家思想的推崇
,

使儒教居于独尊的地位
,

因而它们之间也是一

致的
。

至于夫权
,

更是族权的一个内容
,

更能表现出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反 动 作 用
.

所

以
,

只要抓住族权这个关键向题
,

其他方面就迎刃而解 了
。

族规森严
,

家法无情
,

充分表现族权的威严
,

这是孔氏族规的明显特点
. 《 福建建

宁县巧洋孔氏族规十二条 》 写 的很详细
,

如
“

惩治不率
”

条规定
: “

书 日戒之用威
。

惩治

之条宜立也
,

件逆父母
,

凌辱尊长
,

及纵容妻妾辱骂祖父母
、

父母
,

一经闻族
,

开祠答

责三十
,

甚
,

革昨除派
.

至大反常
,

死处
.

不必察呈
,

致累官长
。

大盗
,

亦家法处死
。

奸淫答责三十
,

革昨除派
。

小窃及拐编
,

初犯答责三十
,

停昨
。

改 过 自新
,

炸复
.

再

犯
.

答责五十
,

革昨除派
,

逐出境外
.

三犯
,

处死
。

窃蔬菜
、

薪木
、

鸡
、

犬小物
,

罚银三

钱修祠
.

屡犯
,

答责革炸
.

纵容妻
、

妾
、

奴脾辱骂有服尊长
,

罚银一两
,

陪礼
.

身充衙

门
.

服残役
,

习徘优
,

俱停炸
。

改正业
,

炸复
.

侵占公基
,

私收祭租
,

除追还本项外
,

罚银三两
。

负固
,

答责三十
,

革炸除派
。

以上尊长绅士犯
,

加等
. ” ⑧ 对于 违 犯 族规

者
,

轻则答责
、

罚银
、

驱逐
,

重则处死
。

族内的处分
,

可 以不必察呈地方衙门
.

曲阜孔

氏族内的事件
,

由族长衙门处理
.

外地孔氏皆由本支处理
。 《 湖北枝江县孔氏族规 》 规

定
: “

族中有犯伦常要件
,

必 须投同本房户首
,

带同确证亲赴祠堂
.

问明 从 何 干犯实

事
,

着户首带同传唤人
,

即将胆大干犯之人
,

传到祠堂
.

大者公同处以家法
,

小者公同

劝令和睦
.

犹敢任意违犯
,

不遵家教
,

公同察送官究
。

惩一警百
,

顽梗 自化
。 ’ 。 在这

里
,

祠堂的作用与族长衙门是一样的
.

枝江孔氏还规定违犯族规者不 准埋入孔氏莹地
。

真是
“

族家法如山
,

决不拘情
。 ” L 《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 中摘录的解决族内纠纷

的案件有属于不尊族长的
,

如
:

孔兴炽
、

孔玉芳父子 殴辱族长
,

被革去职官
.

L 有属于

不分尊卑的
,

如
:
孔传阶纵仆凌婶

,

被 罚 捐 银五百两
。

@ 有孔毓梅以孙殴祖的
.

也有

属 于违犯同姓不准通婚条的
,

⑧其中孔邱氏之子与孔承经之女结亲
,

不仅千犯同姓
,

而

且因为
“

孔末之后
,

为我家世仇
,

岂可忘仇联姻
。 ” 。 还有一些其他内容的

.

这些案子

都发生在清代乾嘉时期
,

当时衍圣公府相当兴盛
,

族内事务也很繁杂
。

族规对于贵践的区分
,

也有严格的规定
。

《 孔氏祖训咸规 》 规定
, “

孔氏润孙
,

男

不得为奴
,

`

女不得为蟀
。

凡有职官员不可擅辱
.

如遇大事
,

申奏朝廷
,

小事仍请本家族

长责究
。 ,

孔氏子孙
“

勿得入于流俗
,

甘为人下
. ” 。 族规中明确提出僧尼

,

道师
、

学

戏
、

隶卒等是下残的职业
, `

有充衙门皂卒及学戏营生
,

削名
,

不许入宗庙二 。 在孔

府中侍候的孔氏族人都要改姓
.

总之
,

他们认为
“

孔氏闹孙非常人也
。 ” ⑧ 总要提高本

族的地位
。

对妇女的轻视和压迫是孔氏族规的突出内容
。 《 丹阳县孔 氏天启族谱家规纪 》 ⑧规

定
: `

生男喜银五分
。

生女三分
. , 《 皖江增修孔子世家谱家训 》 ⑧ 说的更明白

: `

妇

人伏于人也
.

是故无专制之义
,

有三从之道
。

在家从父
,

适人从夫
,

夫死从子
,

无所敢

自遂也
.

教令不出于闺门
,

事在馈食之间而已矣
.

是故女及 日乎闺门之内
,

不百里而奔

丧
。

事无擅为
,

行无独行
.

参知而后动
,

可验而后言
。

昼不游庭
,

夜行以火
,

所以正妇

德也
.

女有五不取
,

逆家子不取
,

乱家子不取
,

世有刑人不取
,

世有恶疾不取
,

丧父长

子不取
.

妇有七去
,

不顺父母去
,

无子去
,

淫去
,

妒去
,

有恶疾去
,

多言去
,

窃盗去
。

有三不去
,

有所取无所归不去
,

与更三年丧不去
,

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 ’

另外
,

又大力



表衫所渭
“

火节 烈妇
” . 《 江 西 临 川孔 氏 家 规 》 @规 定

: “

钓年少娟居
,

不轻出田

门
,

举动礼法自闲
,

而能孝敬公姑
、

教子成人者
,

公举族奖
. ”

对妇女 的不平等待遇
,

在族谱中随处可见
。

如族谱只记男而不 记女
,

只记子孙而不记妻女
.

上 查 三 代 是曾祖

父
、

祖父
、

父等男系前辈
.

如无子者即写
“

无传
”

等等
。

这种重男轻女
、

歧视妇女的观

念是父系家长制的残余
,

也是封建社会中妇女比男子多的一根绳索
.

总之
,

孔氏祖训族规 的种种条文
,

充分显示 出封建制度四根绳索的结合
,

表现 出政

权与族权的 结合
,

孔氏宗族制度既维系了孔氏
一

血缘关系
,

又加强了封建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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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四照 片说明
’

济 南 民 居 的 门 楼

济南民居的门楼是济南旧城 民居四合

院中最具装饰的地方
。

它一般位于四合院

的左前方
,

或东南角或西门角
,

当地老百

姓称之为
“

门楼子
” .

济南民居的门楼形

体高大
,

装饰精美
,

在山东 民居的门楼中

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
,

集中地体现了
“
厚

、

轻
、

精
、

雅
”

的特点
。

“

厚
”

指济南民居形体深厚
,

造型质

朴
,

体量高大完整
,

充分体现了北方 民居

的主要特色
。

“

轻
”

指济南民居门楼的瓦背
、

出檐

等细部处理曲线优美
、

舒展
、

轻盈
,

与门

楼整体的深厚形成了对 比
. “

轻
’

是济南

民居门楼不同于其它北方 民居最重要的特

征
。

“

精
”

指济南民居门楼用材考究
、

作

工精美
。

门楼的灰砖和青石都一丝不苟地

按传统工艺砌成
。

一线一面都严谨准确
.

门楼上的砖
、

石
、

木雕也都集中了线刻
、

浮雕
、

圆雕等多种手法
,

刻工精湛
,

内容也

包涵了几乎所有的花鸟人物的吉祥图案
.

“

雅
,

指济南门楼色彩清新
、

雅致
.

深灰的瓦顶
,

灰 白的台阶
,

漆黑的大门
,

在昔日旧城
“

家家泉水
,

户户垂柳
,

的气

氛中
,

宛如一幅水墨山水小品
。

漆黑大门

上红底的对联也透着阵阵的书卷气息
.

昔日
,

在济南的旧城中
,

门楼高大的

形象和瓦脊上富于变化的 曲 线
,

构成了

旧城街巷中起伏变化的天际线
,

门楼也成

为济南民居的象征
.

可惜
,

现在随着旧城

的不断改造拆毁
,

济南民居的门楼正越来

越快地减少 了
。

( 美 波 撰丈
、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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