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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介绍】

孔子世家明代文书档案及其价值
鲁　凤　张　鹏

孔子世家明代文书档案，简称 “明代孔府档案”，是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馆藏孔府档案中的一

部分。档案记录了自明嘉靖十三年 （１５４３年）至崇祯十七年 （１６４４年），衍圣公在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宗族等社会层面上的活动，是孔氏家族跌宕起伏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明代社会历史变迁

的重要实物资料。

一　孔子世家明代文书档案的形成

孔府，又名 “衍圣公府”“圣 府”，是 孔 子 嫡 裔 子 孙 世 代 居 住 的 府 邸。据 史 料 记 载，孔 子 去 世

后，子孙依庙而居，岁时奉祀，习礼其家。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以孔子思想为核心

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历代王朝为了利用儒家学说巩固统治地位，对孔子格外

尊崇，不断追封 加 谥，从 褒 成 宣 尼 公 到 先 师、先 圣、文 宣 王、大 成 至 圣 文 宣 王、至 圣 先 师 等。同

时，对孔子嫡系后裔也是 “恩渥优加”，一再赐官晋爵。宋至和二年 （１０５５年），太常博士祖无择

言：“前代所封曰宗圣，曰奉圣，曰崇圣，曰恭圣，曰褒圣；唐开元中，尊孔子为文宣王，遂以祖

谥而加后嗣，非礼也。”① 经群臣讨论，宋仁宗赵祯遂改封孔子第４６代嫡孙孔宗愿为衍圣公，世袭罔

替。从此，这一封号历经宋、金、元、明、清、民国，沿袭８００余年。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尊孔崇儒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为了重建社会秩序，明太祖朱元璋推行以儒

治国的政策，一方面重用中原文化精英阶层大力发展儒学，另一方面对孔子后裔不断加官晋爵。洪

武元年 （１３６８年），明太祖召见孔子第５５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克坚，曰：“尔年未迈而病婴之，今

不烦尔以官。尔家，先圣后，子孙不可不学。尔子温厚，俾进学。”次日命其训厉族人，并对侍臣

曰：“先圣后，特优礼之，养以禄而不任以事也。”② 十一月，命其子孔希学袭封衍圣公，秩二品，晋

阶资善大夫，百官朝会时班列丞相之后。洪武十七年，孔子第５７代嫡孙孔讷袭封衍圣公，授光禄

大夫，给三台银印，百官朝见时位居文臣之首。明英宗复辟时，孔弘绪入京朝贺，“朝见便殿，帝

握其手，置膝上，语良久”。③ 在明廷崇儒政策的影响下，孔府档案有了重要的形成条件：

其一，衍圣公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明代衍圣公先是官居正二品，后又居正一品，死后工部给

价造坟，皇帝遣官致祭。同时，衍圣公嫡长子１５岁便可题授二品官服；次子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

主持邹县子思子庙祀事；三子承袭太常寺博士，主持汶上圣泽书院祀事。此外，衍圣公还是孔氏家

族的最高统治者，负责管理整个家族的内部事务，包括督率亲族、处理家族矛盾和纠纷等。

其二，孔府与明廷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据史料记载，明代共有衍圣公１３位，分别为孔克坚、

孔希学、孔讷、孔公鉴、孔彦缙、孔承 庆、孔 弘 绪、孔 弘 泰、孔 闻 韶、孔 贞 干、孔 尚 贤、孔 胤 椿、

孔胤植。自洪武元年明太祖 召 见 孔 克 坚 后，历 代 衍 圣 公 均 受 到 皇 帝 的 召 见。孔 弘 绪１０岁 入 朝 时，

“进止有仪，帝甚悦。每岁入贺圣寿。帝闻其赐第湫隘，以大第易之。凡南城赏花、西苑较射，皆

与焉”。④ 除了很高的礼遇外，还赏赐衍圣公大量财物。洪武六年八月，孔希学服阕入朝，赏赐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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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绮。洪熙元年 （１４２５年），明仁宗朱高炽对侍臣曰：“外藩贡使皆有公馆，衍圣公假馆民间，非崇

儒重道意，乃赐第于东安门北。”⑤ 这是孔府得以保存大量与明廷往来文书的重要原因。

其三，衍圣公的职责和孔府的办事机构日趋完善。洪武元年，朱元璋命孔希学袭封衍圣公，置

官署，在府内设置掌书官、典籍官、司乐官、知印官、奏差官、书写官各一人。其中，书写官负责

文书的起草和书写；典籍官管理 典 章、书 册、礼 制；掌 书 官 管 理 档 案；奏 差 官 负 责 文 书 的 上 传 下

达；知印官管理大印。他们各司其职，共同协助衍圣公处理好内外事务。弘治十六年 （１５０３年），

由大学士李东阳设计的孔府扩建完工，前衙后宅，合二为一。不仅办事机构、办事效率更加完善、

高效，也更加注重对往来文书的处理和保存，使得孔府档案能够历经几百年而留存下来。

“与国咸休公府第，文章道德圣人家”。衍圣公在政治上特殊的地位和孔府完善的办事机构，使

孔府得以保存大量的档案史料。目前，孔府档案已整理出９０２１卷２０余万件，散档近２万 件／套，

分明代、清代、中华民国三个时期。其中，孔子世家明代文书档案是最早的一部分。

二　孔子世家明代文书档案的主要内容

孔子世家明代文书档案主要是围绕明代衍圣公的活动而形成的文书档案，现存６２卷３００余件，

保存良好。因档案中保存了大量衍圣公与明代中央和地方机构往来的文书资料，使其又兼有官方档

案的性质。从公文 文 种 上 来 说，主 要 有 奏、咨、札 付、手 本、启、禀、札、行、牌、批、票、知

会、保结、下帖、申、勘合、告示等。此外，还有家谱、账册、抄单、信函等。从内容上来说，主

要有袭封、宗族、属员、徭役刑讼、租税、宫廷、文书、灾异、资料等９类。以下按照内容对孔子

世家明代文书档案做一简单介绍：

１．袭封类。共５卷３７件，包括嘉靖二十年曲阜县官吏里老邻佑人等保举孔承业继任曲阜世职

知县事，崇祯元年选补曲阜世职知县催办考试给凭手续事，崇祯四年先贤左丘明后裔争袭奉祀互控

冒继乱宗事，崇祯九年曲阜世职知县孔弘毅贪婪渎职罢官夺诰经过，崇祯十七年衍圣公府咨礼部为

题授长子孔兴燮二品官服事等。

２．宗族类。共５卷５件，包括成化年间修刊孔氏宗谱、嘉靖年间重修漆桥孔氏家乘和衍圣公

府捐分曲阜等处宅园地基资助族人事等。

３．属员类。共７卷２２件，记录了衍圣公对孔庙、孔府属员的管理。包括嘉靖十三年吏部咨准

孔公铉充任孔颜孟三氏学教授司学录，万历十九年 （１５９１年）选补独山屯屯长事，崇祯五年咨请孔

庙管勾司乐典籍等官依例由州县有司考察事，崇祯十四年咨请吏部题授孔兴荣继任尼山书院学录，

崇祯十六年咨吏部为题授孔庙奎文阁典籍官缺，崇祯十六年选补陈裔元奏差札付等。

４．徭役刑讼类。共２６卷１４２件，是现存明代孔府档案中内容最多的一类。涉及孔氏族人、庙

户、佃户、船户、巡林户，包括户人胡景 河 启 为 豁 免 杂 差 事，鱼 台 县 讯 结 族 人 孔 闻 钻 杀 兄 奸 嫂 一

案，平阳屯佃户与土豪互控欺隐祭田地亩事，处理独山屯佃户控诉劫财害命及房地纠纷各案，处理

小甲侵盗官地合行招佃一案告示等。

５．租税类。共８卷２２件，主 要 为 粮 价 账 单、查 催 拖 欠 粮 银、处 理 祭 田 房 产 纠 纷、地 亩 粮 银

册、清查官宅房租、集市纠纷等。

６．宫廷类。共５卷９件，主要有孔希学进京朝见礼遇抄件、万寿节和皇子诞生进京朝贺表文

及领用兵部勘合等。

７．文书类。共３卷１００余件，主要有衍圣公府处理公务稿簿、领存备用兵部勘合、查究伪造

衍圣公府朱票印批诈害案经过。其中，衍圣公处理公务稿簿涉及的内容较多，主要有清查祭田、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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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粮银、为京中供应储备、查办抗纳粮银佃户、严拿逃脱犯人等。

８．灾异类。共１卷１件，为崇祯四年山东布政使司咨达一体救护月食事。

９．资料类。共２卷２件，主要有衍圣公府文簿和明代官服款式抄单。其中，文簿的内容主要

有正德十五年 （１５２０年）秋 《奎文阁重置书籍记》，嘉靖三年十一月 《重修洙泗讲坛记》，嘉靖四年

六月 《城阙里记》，嘉靖五年九月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席书等题为陈情遵比旧例优免供给

人丁事，嘉靖七年衍圣公孔闻韶奏请修理钦赐宅第经过，巡抚山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赵璜等官员、

名人致祭孔子告文等。

三　孔子世家明代文书档案的史料价值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孔子世家明代文书档案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其史料价值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一、为研究孔府与明廷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史料。明建立之初，明太祖曾颁布谕旨，“衍圣公

袭封及授曲阜知县，并如前代制”。⑥ 除了政治待遇外，明廷经常会有一些特别 的 赏 赐，比 如 服 饰、

给符乘传等。《明史·舆服志》：“文臣有未至一品而赐玉带者，自洪武中自学士罗复仁始。衍圣公

秩正二品，服织金麒麟袍、玉带。”据档案卷１记载，崇祯十七年，衍圣公孔胤植向礼部咨文，称

长子孔兴燮 “年逾一十五岁，例应题请钦依二品官服，以昭国典”。明廷批准其奏请，依例授给孔

兴燮二品官服。此外，对明朝官服的颜色、样式、尺寸、配饰等，档案中也有详细记载，如蓝色领

蟒袍，身长３尺４寸５分，袖长３尺１寸，袖肥２尺５寸，腰身９寸，台肩１尺２寸，下摆１尺３
寸，领子１尺３寸 （卷５９）等。

明代衍圣公进京的次数较为频繁。《明史·孔希学传》：“自是，每岁入朝，班亚丞相，皆如宴

赉。”除了每年正常的觐见外，遇到万寿节、正旦、皇子诞生等重要节日，衍圣公都要要进贡物品、

入京朝贺。从档案记载的内容看，衍圣公进京的时间安排和进贡的物品都非常严格，须按照规定进

行报批。拿到批回后，人员与物品方可 入 京，如 万 历 三 十 五 年 衍 圣 公 府 进 表 文 领 用 兵 部 勘 合 （卷

５３）、天启二年 （１６２２年）为庆贺万寿圣节进呈表文 （卷５４）、天启四年为庆贺皇子诞生进呈表文

（卷５５）等。当然，也有进贡物品被抢劫的时候。崇祯十一年，埠头徐文盛等诈银不遂，纠党劫掠

进京船只，衍圣公府手书东昌道请求重究 （卷４９）。

二、为研究明代孔氏家族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孔府是一个 “具体而微的宗法社会”，⑦ 衍圣公是

这个庞大孔氏家族的最高统治者。作为孔府唯一的主人，除了负责祭祀孔子、管理林庙外，衍圣公

还担负管理孔氏族人、管理先贤先儒后裔、推荐地方官员等。天启六年，孔闻永状告孔贞利妄造谣

言、喝谤邻里，请求严行并纠，以正家范 （卷２１）。崇祯四年，坊郭社户举孔贞春因受贿擅自允许

族人埋葬孔林，遭到林头田明举报，衍圣公责其修葺林墙。有人为孔贞春鸣冤叫屈，写了匿名帖。

衍圣公札付族长、举事亟查匿名帖之人，以肃家范以正国法 （卷２２）。

衍圣公推荐的地方官员包括曲阜县世职知县，孔庙管勾官、典籍官、司乐官，孔颜孟三氏学教

授司学录、曲阜各大书院的院长等。嘉靖二十四年，为保举族人孔承业继任曲阜世职知县，衍圣公

分别咨请山东承宣布政使司、吏部。在这次保举事件中，共有衍圣公、曲阜县丞、儒学教谕、三氏

学教授、孔氏族长、曲阜县医学、阴阳学、免差户、里老、邻佑人等１３０人出具保结。崇祯元年，

曲阜知县空缺，衍圣公又多次手书兖州府、咨山东巡抚，为选补曲阜世职知县催办给凭手续。值得

注意的是，衍圣公不仅有推荐曲阜世职知县的权力，也有监督权。崇祯九年，曲阜世职知县孔弘毅

贪婪渎职，衍圣公上奏明廷，请求将孔弘毅革职并转敕山东巡抚速为考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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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研究明代的税收制度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从现存的档案中，可以发现孔府拥有大量

的田产和房产。这些田产和房产有明廷钦赐官拨的，也有孔府自置的。其中，官拨的土地俗称 “官

地”，主要为祭田 （亦称祀田）和学田，用来供应孔庙祭祀和孔颜孟三氏学及曲阜各大书院经费开

支之用，有固定的租税，分租粮和租银。洪武初年，明廷赐给孔府祭田２０００大顷 （１大顷相当于３
官顷），岁收租入供庙祭祀，余则为衍圣公廪禄。永乐五年 （１４０７年），又赐赡庙田４段，共计７３
大顷。自置的土地俗称 “民地”，属于孔府的私产，历代都有购置，没有固定的租税。其收入主要

用来供应孔府日常的生活开支之用。据统计，明代孔府有田产７０００多顷，是名副其实的贵族之家。

从档案的记载看，孔府的土地主要集中在 “五屯”，即巨野屯、平阳屯、独山屯、洸河屯、郓

城屯，曲阜、邹城、滕州等地也有一部分。为了管理这些田产，孔府设置了管勾一职，专管土地租

税、征催粮银、清查地亩等，下设管勾衙门、屯长、厂长、总甲、小甲等，负责征催完纳粮银、布

匹、马匹及祭祀和进贡所用的物品等。如万历十 九 年 六 月 札 付 王 启 元 接 替 父 职 补 用 独 山 屯 屯 长 事

（卷１４）、天启四年五月札付铜匠李应春赴郓城屯审编工食事 （卷１８）、万历十八年五月票仰屯长李

炯将佃户张朴等拖欠粮银火速完纳事 （卷４５）、给票郓城屯屯长王仲才为查报祭田事 （卷６０）、票

仰平阳屯屯长王守恒速备 布等项以便上京应用事 （卷６０）等。

孔府的土地主要依靠佃户来耕种。正统四年 （１４３９年）八月，明英宗准户部奏，存佃户五百，

凑人丁二千，专门办纳籽粒，以供祀事。崇祯十五年 《孔庙平巨屯六、七甲祀田地亩粮银册》 （卷

４８）、《孔庙平巨屯八、九甲祀田地亩粮银册》（卷４９）详细记录了佃户缴纳粮银情况。当然，并不

是每年的租税都能按时完纳，常有佃户拖欠租税甚至拒不缴纳的情况，如万历十一年二月巨野屯屯

长王梅控告户丁郭 礼 等 抗 差 抗 粮 叫 打 伤 人 事 （卷３０），崇 祯 三 年 处 理 巨 野 屯 佃 户 互 控 漏 报 地 亩 事

（卷３１）、票仰洒扫户毕宽等缴纳年猪年鸡事等。孔庙的庙户也种祭田，但不纳租税，只出劳役。此

外，集税和出租房屋也是孔府收入的一部分，如万历十九年票差张斐等清查鱼台县谷亭镇官宅房租

（卷５０），崇祯十二年四月佃户魏见状告苑可养等侍强霸占集市 （卷５１）。

综上所述，孔子世家明代文书档案是明代孔府活动真实的历史记录，弥足珍贵。目前孔府档案

正在进行数字化工作，随着这项工作的逐步完成，孔子世家明代文书档案的文物价值和学术研究价

值也会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侧面被进一步发掘和整理出来，必将对孔府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丰

富明代公文文体、官吏制度、税收政策、驿传交通等方面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注释：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３３１，“祖无择传”，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２０２页。

②④张廷玉等：《明史》卷２８４，“孔希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９５、７９５页。

③⑤孔继汾撰：《阙里文献考·世系第九》，山东友谊书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９２、９１页。

⑥张廷玉等：《明史·本纪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５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二编），齐鲁书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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