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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今校讀點校本《金史》所載孔璠及其子孫事迹，本文指出三個問題: 第一，《孔璠

傳》敘述孔璠履歷“皇統三年，璠卒”有誤，實際卒於天眷三年。元朝史官立《孔璠傳》，敘及

傳主卒年，并未取《孔氏祖庭廣記》“天眷三年卒，年三十八”之文，而是直接引據《熙宗本

紀》，或雜糅《熙宗本紀》和《孔氏祖庭廣記》“孔拯”條寫成。第二，《金史》皆作“孔總”，據

金朝文獻及孔氏第五十代行輩派字，知其名應作“揔”。第三，《宣宗紀》貞祐三年十月壬子

云:“召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元措爲太常博士。”點校者認爲應從《孔元措附傳》作“超遷

中議大夫”。這條校勘記明顯忽略了孔元措散官階次的遷轉變化。

關鍵詞:《金史·孔璠傳》 孔總 孔元措

《金史》卷一○五《孔璠傳》敘述傳主孔璠履歷云:

孔璠字文老，至聖文宣王四十九代孫，故宋朝奉郎襲封端友弟端操之子。齊阜昌三

年補迪功郎，襲封衍聖公，主管祀事。天會十五年，齊國廢。熙宗即位，興制度禮樂，立孔

子廟於上京。天眷三年，詔求孔子後，加璠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奉祀事。是時，熙宗頗讀

《論語》《尚書》《春秋左氏傳》及諸史、《通曆》《唐律》，乙夜乃罷。皇統元年三月戊午，上

謁奠孔子廟，北面再拜，顧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大凡爲

善，不可不勉，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萬世高仰如此。”皇統三年，璠卒，子拯襲封，加文林郎。

本傳謂孔璠卒於皇統三年( 1143) 。不過《金史》卷四《熙宗紀》皇統二年正月壬子條卻記載

説:“衍聖公孔璠薨，子拯襲。”①施國祁《金史詳校》及《金史》校勘記五指出了上述紀、傳記

載兩相牴牾問題，都傾向於《熙宗紀》正確②。明中葉，陳鎬所編《闕里誌》稱孔璠亡故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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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統二年卒，年三十八”①。當今大多數學者相信孔璠卒年爲皇統二年②。一律採信《金

史·熙宗紀》的説法。然而該觀點似是而非，孔璠實際卒於天眷三年( 1140) 。

按大定十三年( 1173) 《四十九世孫迪功郎權襲封墓》( 今存山東曲阜孔廟) 云: “公諱

璠，字文老。曾祖諱宗願，比部員外郎，襲封衍聖公。祖諱若蒙，贈朝奉郎，襲封衍聖公。父

諱端操。享年三十有八，娶萊蕪李氏。二子: 長子拯，承直郎，襲封衍聖公，早亡，無嗣。次

子摠，今承務郎，襲封衍聖公。”③該《孔璠墓碑》止云“享年三十有八”，可惜并無生卒年記

載。所幸《孔氏祖庭廣記》卷一《先聖·世次》“孔璠”條有云:“四十九代璠，字文老，端友弟

端操之子。廢齊阜昌二年，補迪功郎，權襲封，管勾祀事。天眷三年卒，年三十八，葬祖墓西

南。生拯，及揔。贈榮禄大夫。”④此稱璠卒於天眷三年。根據這條綫索，筆者進一步發現，

《孔氏祖庭廣記》中還有兩個有力證據印證此説。

首先，上文指出孔璠次子名“揔”，據《孔氏祖庭廣記·先聖·世次》“孔揔”條記載:“明

昌元年，卒，五十三。”⑤党懷英撰《故贈正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 揔) 墓表》明言: “公三歲

而孤。”⑥將兩條史料結合起來，便可推算出孔揔喪父時間爲天眷三年，亦即孔璠卒年。

其次，檢討《金史·熙宗紀》皇統二年正月壬子條“衍聖公孔璠薨，子拯襲”事，可發現

《孔氏祖庭廣記·先聖·世次》“孔拯”條與之密切相關:

五十代拯，字元濟，璠之長子也。金熙宗皇統二年三月，行省咨:“文宣王四十九代

孫璠已襲封，未施行間身故，令長男孔拯次當襲封，照依天眷官制，合除文林郎，合封衍

聖公。自古襲封不限年齒，奏奉勅旨准奏行。”時年七歲，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管勾

祀事，終承直郎。大定元年卒，年二十六。在祖墓西南，無嗣，弟揔繼世。⑦

《金史·熙宗紀》天眷三年十一月癸丑，“以孔子四十九代孫璠襲封衍聖公”⑧。但實際卻是

“未施行間身故”，蓋即當年年底亡故。上引《故贈正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 揔) 墓表》也

提到兄孔拯的履歷，“皇統二年三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據此可知，皇統二年正月乃

是朝廷頒旨敕封孔拯爲襲封衍聖公的日期，或於是年三月執行此事或頒發到本人手中，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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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孔璠亡故時間無涉。

根據《孔氏祖庭廣記》提供的多條證據，我們解決了孔璠卒年問題，由此得知《金史·熙

宗紀》及《孔璠傳》均誤。值得注意的是，《孔璠傳》並書“皇統元年三月”及“皇統三年”，同

一個人物本傳中熙宗同種年號凡兩見，拼湊痕迹相當明顯，不妨進一步來分析其史源構成:

《孔璠傳》 史料來源

孔璠字文老，至聖文宣王四十九代孫，故宋

朝奉郎襲封端友弟端操之子。齊阜昌三年

補迪功郎，襲封衍聖公，主管祀事。

《孔氏祖庭廣記》: 四十九代璠，字文老，端友

弟端操之子。廢齊阜昌二年，補迪功郎，權襲

封，管勾祀事。天眷三年卒，年三十八。

天會十五年，齊國廢。熙宗即位，興制度禮

樂，立孔子廟於上京。
注: 此條或據金朝國史《熙宗本紀》，今無考。

天眷三年，詔求孔子後，加璠承奉郎，襲封衍

聖公，奉祀事。

《熙宗紀》天眷三年十一月癸丑: 以孔子四十

九代孫璠襲封衍聖公。

是時，熙宗頗讀《論語》《尚書》《春秋左氏

傳》及諸史、《通曆》《唐律》，乙夜乃罷。皇

統元年三月戊午，上謁奠孔子廟，北面再拜，

顧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

逾邁，深以爲悔。大凡爲善，不可不勉，孔子

雖無位，其道可尊，萬世高仰如此。”

《熙宗紀》皇統元年二月戊午①: 上親祭孔子

廟，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 “朕幼年游佚，不

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孔子雖無位，

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 凡 爲 善，不 可 不

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

史》諸書，或以夜繼焉。

皇統三年，璠卒，子拯襲封，加文林郎。

《熙宗紀》皇統二年正月壬子: 衍聖公孔璠薨，

子拯襲。

《孔氏祖庭廣記》: 五十代拯，字元濟，璠之長

子也。金熙宗皇統二年三月，行省咨: 文宣王

四十九代孫璠已襲封，未施行間身故，令長男

孔拯次當襲封，照依天眷官制，合除文林郎，

合封衍聖公。自古襲封不限年齒，奏奉勅旨

准奏行。時年七歲，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

管勾祀事，終承直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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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戊午”，點校本《金史》校改作“戊子”( 詳見第 1 册第 88 頁校勘記六) 。當從《孔璠傳》作“三月戊午”。



根據金朝修史制度，“金諸臣三品以上方許立傳”①，可見元修《金史·孔璠傳》并没有

編纂成熟的傳記文獻可供參考，意味着其史源多元。經比較不難發現，上表《孔璠傳》與《孔

氏祖庭廣記》《熙宗紀》内容大體相合。中統初年，“當時已闕太宗、熙宗實録”，而至正初年

纂修《金史》，其中《熙宗紀》最有可能是據翰林院史館所藏金朝國史《熙宗本紀》改編而成

的②。今本《金史·孔璠傳》史源當爲《孔氏祖庭廣記》和金修《熙宗本紀》。元朝史官立《孔

璠傳》，涉及傳主履歷中的卒年時，并未取《孔氏祖庭廣記》“天眷三年卒，年三十八”之文，

而是直接引據《熙宗本紀》，或雜糅《熙宗本紀》和《孔氏祖庭廣記》“孔拯”條寫成③。

附帶再談一下兩個與金代孔璠家族相關的問題。

第一個是《金史》孔總名諱用字問題。按《金史·孔拯傳》云: “弟總襲封，加文林郎。”

《孔總附傳》亦云:“總，字元會。”④稱其名爲孔總者，亦見《世宗紀》大定三年( 1163) 七月庚

戌，“以孔總爲襲封衍聖公”; 大定二十年十二月癸卯，“特授襲封衍聖公孔總兗州曲阜令，封

爵如故”⑤。不過，党懷英《故贈正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卻記載説: “至聖文宣王五

十代孫，諱揔，字元會。”⑥《孔氏祖庭廣記·先聖·世次》亦稱:“揔，字元會。”⑦此外，據大定

十三年《四十九世孫迪功郎權襲封墓》記述孔璠“次子摠，今承務郎，襲封衍聖公”⑧，參照墓

碑用字“摠”，其名寫作“揔”爲是。再考察孔氏同輩兄弟的名字，凡可考見者有:《孔氏祖庭

廣記·先聖·世次》“五十代拯，字元濟，璠之長子也”⑨。《族孫》“擢，字用之，五十代孫”。

《世系别録》“摭，字伯順，五十代，廟學録”; 及“摯，字莘夫，五十代，廟學正”瑏瑠。從孔氏第五

十代行輩派字皆爲“扌”分析，《金史》亦當名從主人作“孔揔”。

第二個是貞祐三年( 1215) 孔元措散階問題。按《金史·宣宗紀》貞祐三年十月壬子云:

“召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元措爲太常博士。”該卷校勘記指出，“按本書卷五五《百官志》

吏部，從三品下曰‘中奉大夫’。品階太高。卷一○五《孔璠附孫元措傳》作‘超遷中議大

夫’，疑是”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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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校勘記明顯忽略了孔元措散官階次的遷轉變化。檢上引《孔元措附傳》記載，明昌

三年( 1192) 四月詔曰:“衍聖公視四品，階止八品，不稱。可超遷中議大夫，永著于令。”檢討

其史源，盖即《孔氏祖庭廣記·世次》“五十一代孔元措”條，並且還從中得知，明昌四年，

“超授中議大夫，仍賜四品勳，封其誥”①。那麽，本傳稱“中議大夫”實乃是明昌四年授官，

不宜與貞祐三年十月壬子所見“中奉大夫”简单對此。

筆者注意到以下幾條材料，均涉及孔元措散官官階之陞遷。

據《孔氏祖庭廣記·崇奉雜事》記載: 承安元年( 1196) 十二月一日，“降襲封四品印

記”。上文指出，明昌四年爲中議大夫( 正五品上) ②，到承安元年時掌四品印記，蓋即少中大

夫( 從四品下) 。又見《完顔膏昭告至聖文》( 今存山東曲阜孔廟) 署作“承安四年三月廿一

日，五十一代孫，中大夫、襲封衍聖公、管勾先聖祀事兼世襲曲阜縣令孔元措”③。中大夫爲

從四品中。承安五年正月，“奉特旨襲封衍聖公，兼世襲曲阜縣令，五年内祀事不闕，縣事修

舉，特轉官一階。”④此時元措散官遷轉一階，當爲大中大夫( 從四品上) 。此外，我們發現

《孔氏祖庭廣記引》作者爲孔元措，其官銜署作“正大四年( 1227) 歲次丁亥十月望日，資政大

夫、襲封衍聖公、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⑤。根據《金史·百官志》，資政大夫則係正三品中。

綜上所述，孔元措的散階由明昌四年中議大夫到承安四年中大夫，再轉官至正大四年資政

大夫，在从正五品上晋升正三品中的過程中，那麽，貞祐三年十月孔元措官階爲从三品下的

中奉大夫，完全符合金朝文官遷轉序列。

( 本文作者爲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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