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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门的宗教态度 
 

魏德东 
 

 
    笔者上周为济南市宗教慈善事业培训班讲课后，顺访曲阜。先参访了正在建设中的占地 35
平方公里的尼山圣境，后用大半天的时间参拜了孔庙、孔府与孔林，最后拜访了曲阜市基督教两

会。走马观花之中，对曲阜孔门的宗教态度，也就是曲阜孔门对宗教的看法，有了切身的体会。

对孔子后人宗教观的了解，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有益于我们把握儒家的根本精神。 
    首先想说的是孔府中的佛堂楼。孔府是衍圣公府的俗称，是孔子后代长子长孙居住的地方，
现占地 180亩，房屋 463间，主要为明清建筑。令人吃惊的是，在孔府后堂楼西侧，有一座两层
小楼，叫佛堂楼，是专门供衍圣公烧香拜佛的地方。遗憾的是，佛堂楼现在并不开放，据说里面

的佛像在“文革”中都被破坏了。网上流传着一份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1973 年《关于“讨孔
联络站”破坏文物的汇报》，“铜佛卖掉三百二十个，锡佛九个，佛楼烛台一千一百四十二斤”。

根据这份材料，得知当年佛堂里的佛像数以百计，规模不小。目前，曲阜市有佛教协会和龙山禅

院等佛寺。 
    孔子后人对道教活动也积极参与。孔庙里有一个小四合院，是土地祠。衍圣公还曾主持修建
过一些道教处所，并供养过一些道士，以求风调雨顺。据文献记载，曲阜原有道观 70 多处。西
关大街现有一座碧霞元君庙，虽无专人管理，但有香火。2015年，道教信仰者向市委统战部提出
了成立“曲阜市道教协会筹备组”的申请。 
    基督宗教在曲阜的活动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曲阜曾经有天主教堂，后毁于“文革”。曲阜的
基督教现在比较活跃，设有市基督教两会，有信徒 8000 人，29 个活动点，没有正式教堂。其中
西关活动点距离孔庙约 0.5 公里，最近引起巨大争议的建堂所在地距离孔庙约 3.5 公里。在与牧
师的交流中我们得知，在 29个活动点中，至少一半的负责人姓孔，广义上说也就是孔门后人。 
    曲阜市有伊斯兰教协会。曲阜有回民约 3000 人，其中 70%集中在西关，建有西关清真寺，
距离孔庙约 500米，千百年来与孔门后人和平相处。中午，我们在孔府门前的小摊上吃山东特有
的煎饼卷大葱，里面居然夹着专门从回民那里买的馓子。这种饮食上的融合，也是不同文化与宗

教相得益彰的体现。 
    通过对孔府、孔庙中各种宗教建筑的考察，通过对孔子后人宗教信仰与活动情况的了解，或
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儒家的宗教观。孔子思想的基调是人文主义的，但对于宗教，他讲

“祭神如神在”，是存有一份敬意的；对于鬼神，或者说那些迷信性的信仰，孔子说敬而远之，

并没有太多的斗争精神。孔子所创建的儒家思想，在特定的语境下，也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宗教属

性。但至少在孔门后人的心目中，儒家并不是一种与其他宗教并列的宗教。儒家的功能是为全人

类的文明提供一个文化平台，这个平台奠基于人本与理性精神，强调学以成人。在这个文化平台

的基础上，每个人信仰什么宗教和意识形态，那属于个人精神趣向的延伸，孔门后人不仅不予反

对，反而积极参与。孔庙里可以供土地神、孔府里建佛堂，孔氏族人信仰基督教，孔门后人不仅

没有将各种宗教看成是与儒家有竞争关系的意识形态，甚至还选择宗教作为自己的信仰。孔门后

人的宗教态度，值得研究者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