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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嫡裔

骆 承 烈

孔子在我 国历史上是有着特殊地位的一人
,

历代朝廷把他奉为
“

文宣王
” 、 “

大成至圣

文宣王
” 、 “

至圣先师
” ,

其 目的是利用他的思想帮助自己的统治
。

为了达到尊孔的目的
,

历朝大略采用四种方式
:

一是对孔子屡加封谧
,

越封越高
; 一是把记载孔子言行及体现其思

想的书籍奉为经典
,

当作学习的根本
,

治国的圭泉
; 一是不断在其家乡修建林庙

、

圣迹
,

直

至文庙遍及全国
。

还有一种方式
,

就是对其嫡裔子孙不停地赐予一些政治
、

经济特权
,

历代
“

恩握备加
” 。

日久天长
,

其嫡裔子孙便在曲阜形成了一个
“

与国咸休
” 、 “

安富尊荣
”

的

世袭贵族
。

他们膺受历朝恩典
,

衍宗耀族
,

是一方面
。

另一方面也继承 先 祖 遗 志
,

诗礼传

家
,

弘扬儒宗
。

孔裔地位的升降盛衰
,

与中国历史炊关
,

它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两千

年来的儒学发展史
。

从孔子开始
,

至今已传了八十多代
。

作为一个大家族来说
,

谱系完整
,

脉络清晰
,

族规

端肃
,

族众繁多
,

世界少有
。

孔子嫡裔子孙被历代封赠者至七十七代
。

从孔子逝世到民国二

十四年 ( 1 9 3 5年 ) 国民政府任命孔德成先生为
“

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 勺 止

,

两千四 百多年

中
,

其子孙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
,

大约可分作五个阶段
。

即
:

一代 至 九代
、

九 代 至三十四

代
、

三十五代至四十八代
、

四十八代至五十四代
、

五十三代至七十六代
。

现分述如下
:

一
、

从孔子到九代孔纷

孔子生前不得志
,

逝世 以后
,

历代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他的价值
。

他死后第二年
,

鲁哀公

将其故居三间辟作寿堂
。

其子孔鲤先孔子而段
,

其孙孔极在当时是位著名的学者
。

他为了继

承
、

发展与推行孔子的学说和主张
,

也为了谋生
,

与孔子一样周游列国
,

外出讲学
,

并未能

在家专门奉祀先祖
。

四代孔 白
、

五代孔求虽系布衣
,

但却都是些有学问的人
。

六代孔箕因满

腹经伦
,

曾被魏王召为相
,

七代孔穿曾与公孙龙议白马
,

著 《谰言》 ( 一作 《儒家之语 》 )

更是一位学者
。

八代孔谦
、

九代孔纷也因通儒术被封为文信君
、

文通君及拜为少傅
。

他们、
个共同的特点是洛守祖训

,

诗礼传家
,

通习儒术
, 《孔丛子》 中对此记载甚详

。

因为他们都

是儒家学派的文人
,

所 以对秦始皇的焚书令坚决反对
。

孔鳅不怕杀身之祸鲁壁藏书
,

竟至不

惜以一贵青之家的有爵之人
,

持礼器参加了揭竿而起的陈胜起义军
。
② 这一时期处于各国争

雄之秋
,

因为天下没有统一
,

各国君主便竞相对孔氏子孙争取
。

而他们则洛遵其祖
“

有道则

见
,

无道则隐
” ③ 的教诲

,

在此
“

乱世
”

中基本上是
“

隐
” ,

即对当时的各国统治者采取了

一种淡漠的态度
。

二
、

从九代孔鱿到三十四代孔集基

在这二十五代九百多年中
,

孔子嫡裔的地位发生 了空前的变化
,

这 当然是当时政治上大

气候变化的结果
。

秦用法家治国
,

过于苛酷
,

物极必反
,

导致陈胜起义
。

楚汉相争时
,

仍是



武力角逐
。

但刘邦高子项羽一筹
,

他先是利用张良运筹帷娓
,

继而听信哪食其可以
“

马上得

天下
” ,

不可
“
马上治天下

”

的高见
,

战败项羽统一全国后
,

对儒家思想便重视起来
。

在他

一生苦秦造反
、

赫然称帝的最后一年—
十二年 (公元前 1 95 年 ) 十一月自淮南经 故 乡夸功

后过鲁时
,

便一改前策
,

用最隆重的祭天大礼 (太牢 ) 祭祀孔子
,

’

到孔林参观膜拜
,

并将当

时留居曲阜的孔子九世孙孔腾封为
“

奉祀君
” ,

令其在家专职奉祀孔子
。

尽管还未宣布这一封

号世袭
,

但对孔氏子孙来说
,

却是空前的一次荣封
。

经吕后之乱
,

西汉政局稳定后
, 汉文帝

继授九代孔腾
、

十代孔贞
、

十一代孔武为博士
,

将汉初这一立于学官最大的荣誉称号送给孔

氏子孙
。

东汉光武帝永光十三年 (公元前 43 年 ) 诏以孔子十三世 孙 孔 霸 为太师
,

赐爵关内

候
,

号褒成君
,

成为封建朝廷对孔氏子孙封爵之始
。

同时又赐食邑八百户
,

黄金二百斤
,

宅

一区
。

为示敬重
,

令其户籍由曲阜迁往长安
。

人们清楚地看到
:
自汉武帝

“

罢黔百家
,

独尊

儒术
”
后

,

汉朝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孔子的价值
,

也认识到孔子嫡裔在帮助其统治中所起的作

用
。

元帝要用孔霸为承相
,

令其久居长安
。

但孔霸却谨遵祖训
,

为 人 谦 退
,

尝 称
“
位禄太

过
,

何德以堪之
” 。

再三推辞
,

力请还乡奉祀孔子
。

皇帝无奈
,

只好允准
,

令其长子的户籍

由长安迁往曲阜
。

霸子十四代孔福于汉成帝绥和元年 (公元前 8 年 ) 袭 封 关 内 侯
。

自此以

后
,

袭封成为定例
,

孔子嫡裔的子孙便真正跻身于贵族行列了
。

西汉哀帝建平二年 (公元前 5 年 ) 孔子十五代孙孔房嗣爵关内侯
,

被封作褒成侯时
,

食

邑赐户由八百户增至九百三十二户
。

平帝元始元年 (公元元年 ) 孔子首次被追封为公爵—`
褒成宣尼公

”
时

,

其十六代孙孔均也被 相应地封为褒成君
。

封爵由十九等的关内侯升到二

十等的彻侯
,

食邑赐户陡增一倍以上
,

达 到二千户
。

孔均本名孔莽
,

为避王莽讳改名均
。

怀

有篡位野心的王莽对此并不了解
。

他看到孔子嫡裔奇货可居
,

便要拿起这张王牌来树自己的

正统地位
,

下令把孔均封为太尉
。

孔均不受
。

如此再三
,

孔均推词坚辞
,

直至称病归鲁
。

王

莽无可奈何
,

只好下令取消了孔均的封爵
。

随着王莽新朝的失败
,

认定追随汉室的孔子十七代孙孔志
,

在东汉建立后
,

又被封为褒

成侯
,

仍赐食邑二千户
。

光武帝另拜其为大司马
。

孔志死后
,

溢为元成
。

章帝元和二年 (8 5

年 ) 二月
,

东巡泰山
,

告祠明堂时
,

特令孔子十八代孙孔损助祭
。

三月
,

章帝到了曲阜
,

赐

孔损为褒成侯及诸男女帛
。

和帝永元四年 (9 2年 ) 又徙封褒亭侯
,

食邑减到一千户
。

东汉末

年
,

世家豪族掌权
,

孔氏虽有虚名
,

但无实力
。

皇帝左右不了豪强大族的势力
,

以致十九代

孔嗜
、

二十代孔完虽袭封褒亭侯
,

但其食邑却陆续减为百户
。

(曹 ) 魏建国后
,

魏文帝曹不为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
,

对孔子加意尊崇
,

对孔裔特别优

礼
。

文帝黄初二年 ( 2 21年 ) 下诏
,

极言孔子及孔道之伟大
,

对东汉末
、

三国 时 期因
“

天下

大乱
,

百祀维坏
” ,

以致出现
“
旧居之庙毁而不修

,

褒成之后绝而莫继
。

阔里不闻讲诵之声
,

四时不睹蒸尝之位
”
的现象不满

,

表示自己继续尊孔
。

拜孔子二十一代孙孔羡为议郎
、

宗圣

侯
.

不但令孔羡续奉孔子祀
,

又下令修起 旧庙
,

置百石吏卒以守卫
。

又 在 庙 之 外
“

广为屋

宇
,

以居学者
” 。

此后西晋
、

刘宋等朝陆续将孔子后裔封为奉圣大夫
、

崇圣大夫等
。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改革
,

在颁布推行汉化的一些政令中
,

除官制
、

服饰
、

又俗
、

鲜汉通

婚等改革外
,

更特别重视尊孔崇儒和优礼孔裔
。

太和十九年 ( 4 9 5年 ) 四月
,

帝 至 曲阜亲祀

孔子庙
,

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爵世袭
,

奉孔子祀
。

封二十八代孔灵珍为崇圣侯
。

北齐
、

北周

仍之
。

北周大象二年 ( 5 8 1年 ) 追封孔子为邹国公
,

其嫡裔袭封
,

三十一代孔长孙承袭邹国公
。

j 石



隋朝统一全国后
,

继续优礼孔裔
,

三十二代孙孔嗣哲于文帝时应制登科
,

授径州司兵参

军
,

迁太子通事舍人
。

隋场帝在历史上虽被人们称作暴君
,

却在尊孔崇儒上也不甘落后
。

场

帝大业四年 ( 6 0 8年 ) 十月下诏表彰孔子
,

续封孔嗣哲为绍圣侯
,

食邑百户
。

唐 高 祖李渊即

位后不久
,

于武德九年 ( 6 2 6年 ) 封孔子后裔为褒圣侯
,

令孔嗣哲之子德伦嗣 爵
。

太 宗贞观

十一年 ( 6 3 7年 ) 诏褒圣侯朝会
,

位同三品
,

食邑百户
。

武后天授元年 ( 6 9 0年 ) 特地颁赐御

书及时服
。

三年后
,

又将其子孔崇基封为褒圣侯
。

中宗复位后
,

又授朝散大夫
,

令其陪祭朝

才公
2 芬 。

这九百年来
,

中国历史上处于统一—
分裂— 统 一的时期

。

不论统一还是分裂
,

不论

汉族还是少数族统治者当皇帝
,

无不认识到尊孔的重要
,

自然也都优礼孔氏嫡裔
。

孔裔的特

权世代周替
,

屡膺殊荣
。

兰
、

从三十五代孔珑之到四十八代孔端友

我国的封建社会
,

至盛唐发展到了顶峰
,

安史之乱后由盛而衰
。

基于封建统治的需要
,

唐朝韩愈提出圣人创造历史的
“

道统
” ,

把尧舜禹汤
、

文武周公
、

孔子
、

孟子的思想说作天

经地义
。

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
,

其后代也膺受封建社会中除皇帝之外最高的封爵— 王爵
。

唐玄宗开元五年 ( 7 1 7年 ) 诏令孔子三十五代孙孔琏之 袭封褒圣侯
,

授国子四门博士
、

那王府文学
、

蔡州长史
。

到了开元二十七年 ( 7 39年 ) 诏溢孔子为文宣王
,

以其嫡 裔 为文宣

公兼究州长史
,

使
“

代代勿绝
” 。

在其颁行的诏书中
,

说明自己的目的是
“

尊崇先圣所以弘

至教
,

褒奖后嗣所以 美先烈
” 。

孔隧之感激涕零
,

表示 一 定忠于唐朝皇帝
。

不久遭安史之乱
,

寄居宁陵
,

卒后葬于宁陵
,

日后的一段时间曾以宁陵为家
。

其子孔董袭封文宣公兼完州洒水

令
。

实际上仍居宁凌
,

死亦葬该地 (今河南宁陵仍有孔集
,

即当年孔族聚居之地 )
。

此后 的几代

孔子嫡裔
,

虽代代承袭文宣公
,

但品级却不太高
。

至四十二代孔光嗣
,

仅做 了个洒水主簿
。

洒扫户孔末见
“
孔氏子孙单承

,

门柞衰弱
,

又多流寓他所
” ,

纤弱可欺
,

居然杀掉主人
,

窃

取了世爵
。

四十三代孔仁玉
,

在孔氏嫡裔中
,

是最关键的人物
。

其父被杀时他才九个月
。

其母张氏

将他抱感于外婆张家 ( 当地还传说张娠舍弃 自己的亲生儿子救
“

小公爷
”

的故事 )
。

到了后

唐明宗长兴元年 ( 9 3 0年 ) 仁玉已
一

长成十九岁
。

在当地父老的帮助下
,

上告朝廷
,

终诛孔末
,

得主孔子祀
,

授曲阜主簿
。

两年后迁龚邱令
,

封文宣公
,

历后晋
、

后汉
,

至后周太祖广顺二

年 ( 9 5 2年 ) 皇帝渴林庙时
,

令其诏对
,

十分满意
,

赐五品服
,

封为曲阜令兼 监 察御史
,

卒

后赠兵部尚书
。

孔仁玉拙败孔末事
,

在孔氏家族中
,

历来认为是个大事件
。

孔氏后人认为如无此举
,

则

真正的孔子后裔永不翻身
,

伪孔的尊位将永远保持 ( 日后真孔
、

伪孔 区 分 甚严
, 《孔 氏族

谱》 中有 《伪孔辨》 )
。

因而后世孔裔尊奉他为
“

中兴祖
” ,

在 孔 庙 中专 设木主
,

岁时奉

祀
。

对搭救孔仁玉的张姥姥
,

也特殊优礼
。

他们被尊为
“

世代姻亲张姥姥
” ,

以张家长房媳

妇世代继承
,

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孔府
,

每逢年节大典均至府内居上坐
,

凭着皇帝赐给的一根

藤杖
,

可以管理府内主人
。

历朝皇帝对孔子嫡裔如此厚爱
,

孔氏子孙当然感激涕零
,

效忠朝廷
。

仁玉长子孔宜袭封

衍圣公后
,

随同宋太宗北征时督军晌
,

渡巨马河时以身殉国
。

朝廷马上令其子延世承袭
,

另

赐学究出身
,

授 曲阜县主簿
,

后历知闽
、

长葛二县
,

袭封文宣公
。

宋真 宗 天 禧五年 ( 1 0 2 1



年) 以四十六代孔圣佑光禄寺卿袭封衍圣公
,

知仙源县事
,

迁赞善大夫
,

终太子 中舍
。

因无

嗣
,

由从弟宗愿袭爵
。

孔宗愿本来在仁宗宝元二年 ( 10 39年 ) 袭封文宣公
,

但不久朝内在此名号上出现了重大

争议
。

先是集贤院祖无择建言中
,

尽述历代对孔子后裔之封溢
。

认为
“

追谧孔子为文宣王
,

始以其后为文宣公
。

是以祖之美溢而加后嗣
。

生而谧之
,

不经甚矣
” 。

皇帝依此议下诏令朝

臣议论
。

集贤殿学士刘敞奏言其后之爵用孔子之溢
“

考核本末
,

甚失事理
。 ”
皇帝听从此议

,

诏 言
“

宜法汉之归
,

革唐之失
,

稽古正名
” 。

于是便在仁宗至和二年 ( 1 0 5 5年 ) 改孔宗愿为

衍圣公
。

此名之含意为孔子嫡系后裔衍宗耀族
,

世代承袭
,

于是孔子嫡裔便成为我国封建社

会后期声势煊赫的大贵族了
。

衍圣公的封号并不是一开始便为人所认定了的
。

宗愿长子
、

四十七代若 蒙 承 袭 十七年

后
,

其叔宗翰知竞州时
,

议定此说不妥
。

经他的建议改为奉圣公
,

专主祀事
,

不预他职
。

如

遇郊祀大礼赴阔陪位
。

后因坐事被除妄其弟若虚袭爵
。

宋徽宗大观年间又改封衍圣公
。

再次

封此名号的道理
,

如徽宗诏书中所言
“

自书契以还
,

爵于朝者多矣
。

未有传世四十有八而不

绝者
。

惟尔文宣王之后
,

次当承袭
,

宜锡文阶
,

并示宠握
,

往加格慎
,

务保厥荣
。 ”

四
、

从四十八代孔端友南渡起
,

南北两个衍圣公时期

北宋末年
,

金统治者南下威胁宋室
,

山东
、

河北一带人民起义
, “

数万成群
” ,

曲阜孔

裔历来
“

依庙为宅
,

家有赐书
,

以至祭器
、

御书
、

田 园
、

仆役
” 。

④ 享有各种特权
,

农民起义

打来
,

使其
“

家所蓄藏
,

荡然云散
” 。

更加北宋灭亡
,

徽
、

钦 帝 被 掳
,

康 王赵 构 南 渡 称

帝
,

于是孔端友及其从父孔传就在南宋建炎二年 ( 1 1 2 8年 ) 秋
, “

赴扬州陪郊祀
” ⑤ ,

仓皇

南奔了
。

在孔子五十代孙孔拟为 《东家杂记 》 所写的
“

后序
”

中说
“
孔子子孙聚居孔庙

,

凡

二千年
,

无异居他州者
” 。 “

自经建炎兵火
”

以来
,

孔端友等
“

絮家护驾南渡
” 。

当时南渡

者除四十八代衍圣公孔端友及其从父孔传和一部份族人外
,

更奉传为端木 赐 手刻 孔子 夫妇

象
。

显示孔氏嫡裔正式南移
。

孔子是历代朝廷尊奉的圣人
,

孔子嫡裔是块难得的王牌
,

南宋

朝廷急需取得各方面的支持
。

孔端友南渡后
,

宋高宗十分高兴
。

当他向宋高宗拜叙孔氏家门

旧典
,

以及叙及离祖丧家之苦
,

并提出赐家安居后
,

高宗念其南渡护驾之功
,

颁 旨赐其族人

家于浙江蒲州
,

令其在街州兴建家庙
,

在新建的孔庙大成殿西侧
,

特建思鲁阁
。

阁内供奉孔

子夫妇木雕像
,

一切祀祖礼仪如 旧
,

孔端友继任世袭衍圣公
,

主持祀事
。

端友无子
,

高宗绍兴二年 ( 1 1 3 2年 ) 以其弟端操之幼子孔价嗣爵
。

价后
,

绍兴二十四年

( 1 1 5 4年 ) 授其子捂为右承奉郎袭封衍圣公
。

捂死
,

其子文远于光宗绍熙四年 ( 1 1 9 3年 ) 袭

封
。

文远死
,

其子万春于理宗宝庆二年 ( 1 2 2 6年 ) 袭封
。

万春死
,

理宗绍定四年 ( 12 3 1年 )

其子沫袭封
。

南宗几代衍圣公每次承袭时
,

皇帝均郑重下诏
,

将孔子及孔道褒奖一番
,

然后

叙及
“

实为绍续其务
,

洛恭以承祭祀
” 。

南宋皇帝在分封几代衍圣公时
,

对孔氏族人也重用

不少
,

如随端友一起南渡的从父孔传
,

官至中散大夫
,

端友的堂兄弟端植官至湖广通城令
,

端隐为江陵府推官
,

端弼为大理寺评事
,

端思为杭州府教授等
。

与此同时
,

在北方也同时出现了几代衍圣公
。

端友南渡后
,

金统治者占领曲阜
,

在山东

一带扶持刘豫建立伪齐政权
。

刘豫也为了利用孔子维护自己的统治
,

以 此 拉 拢 汉族封建文

人
,

于金太宗夭会十一年 ( 1 1 3 3年 ) 授迪功郎
,

封衍圣公管勾祀事
。

伪齐政权败亡后
, 金熙

宗天眷二年 ( 1 13 9年 ) 仍封衍圣公
,

授光禄大夫
。

金熙宗皇统二年 ( 1 14 2年 ) 授潘长子孔拯

、 、



为衍圣公
。

拯 死
,

其弟孔密于金世宗大定三年 ( 1 16 3年 ) 袭封
。

经多年战乱
,

林庙损毁甚重
,

牙息主 持修 复
。

其子元措于金章宗明昌二年 ( 1 1 9 1年 ) 袭封衍圣公管勾祀事
。

特 旨令视四品
,

后兼曲阜县令
。

历任集贤院太常垂光禄大夫
、

太常卿等
。

因此人在南北竞争中是一重要人物
,

故记载 对其多有夸张
。

如 《网里文献考》 记载其父 )息年已 四十
,

数子 皆不育
,

及宰曲阜收葬

枯骨
,

夜梦众人来谢 日… … 今子非尔子
,

后丑年庚月丁 日所生真尔子矣
,

当名元措
” 。

生子

后
,

遂 名元措
,

字梦得
。

此时北方的蒙古人威胁金的统治
,

孔元措随金统治者迁往汁京
,

以

其本家族之孔元用权主祀事
。

宝庆元年 ( 1 2 2 5年 ) 宋兵将要收复曲阜
,

以孔元用为衍圣公
。

次年又授元用之子孔之全为衍圣公
。

不久
,

蒙古统治者占领曲阜
,

仍以孔之全为衍圣公
。

此

时
,

南宋
、

金
、

蒙古三方面统治者各拥有一个衍圣公
。

他们之间的较量
,

实际上是宋
、

金
、

蒙三方政治力量的较量
。

蒙古兵于太宗五年 ( 1 2 3 3年 ) 六月攻下金都沐京后
,

得到附金的孔

元措
。

元措任衍圣公多年
,

根底较厚
,

蒙古统治者便承认了他
,

将 以前 自己封的孔之全改为

专尹曲阜县
。

至此北方两个头绪合一
。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 12 7 9年 ) 南 宋帝最投海
,

南宋彻

底灭亡后
,

元朝统 一了中国
。

依附南宋的衍圣公孔沫也不得不归元
。

至元十九年 ( 12 8 2年 )

十一月元世祖为确定谁充任衍圣公事
,

特地将孔沫召至京师
,

征询孔侏的意见
。

实际上此时

韭方的衍圣公在位时间较长
,

根基深厚
,

南末的衍圣公难以代替
。

孔侏知己力难违
,

便主 动

提出让位给北方
。

忽必烈正中下怀
,

大加赞赏
,

说
: “

宁违荣而不违亲
,

真圣人后也
” 。

于

是马上任命孔珠为国子祭酒
、

承务郎兼提举浙东学校事
,

并授予护林庙墨书
,

救给傣禄
,

秩

满再授奉训大夫
、

儒学提举
。

南宗孔沫得到相当的补偿后
,

北宗稳住了地位
。

南北宗相合
,

于是国内又止存一个衍圣公
。

但是
,

这一个衍圣公又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
:

孔元措无子
,

其弟元红之孙孔侦为嗣
。

演

为元结子之固侧室所生
,

之固正妻任氏嫉妒
,

曾将侦母改嫁给驱 口李氏
,

孔侦曾一度随改嫁

之毋姓李
。

才贞
一

民大由元措领 回后
,

宪宗元年 ( 12 5 1年 ) 袭封衍圣公
。

因
“

不修祖祀
” ,

整 日

游猎
,

族人便攻许其为驱 口之子赶下了台
。

嗣后之厚
、

之全又袭封
。

几经风波
,

直到元成宗

元贞元年 l( 2 95 年 ) 之全子孔治被封为衍圣公后
,

才基本稳定下来
。

至于南宗
,

孔沫无子
,

北宗正宗地位更加稳定
。

但百余年后
,

孔彦绳 又自称系孔沫九代

孙
,

为此又引起一番风波
。

但这次余波
,

在政治保证下并未动摇了北宗的正统地位
。

五
、

五十三代孔治到七十六代孔令贻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
,

此时在封建社会内的反对力量正 日益发展
。

封建统治

者更需要利用孔子思想来挽救和稳定 自己的统 治
,

孔裔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

先从元代说起
: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 ( 1 3 0 7年 ) 皇帝下诏追封孔子为
“

大成至圣文宣王
”

从政治的角度上看
,

抬到了顶峰
。

其子孙 自然又沾余荫
。

五十三代孔治于成宗元贞元年 ( 1 2 9 5

年 ) 袭封衍圣公后
,

其子思诚又袭公爵
,

兼宰曲阜
。

不久因非嫡裔署封后
,

之全孙孔流子孔

思晦又在仁宗延佑元年 ( 1 3 1 6年 ) 袭封
。

为抬高其地位
,

由四品铜印改为三品银印
,

卒后溢

文肃
,

追封鲁郡公
,

其夫人封鲁郡夫人
,

享受到空前的荣耀
。

五十五代孔克坚生当元末
,

顺

帝至元六年 ( 13 40 年 ) 袭封衍圣公
,

授嘉议大夫
。

两年后幸太学时
,

又赐二品银章
。

后又摄

太常卿
,

拜山东肃政廉访使等
。

至正十八年 ( 1 3 58 年 ) 红巾军起义打近京哉
,

廷议欲迁关中

时
,

克坚曾向皇帝进言
“

天子 当与社程共存亡
,

岂可他徙
。

今勤王兵颇众
,

与决战
,

尚可平

也
” 。

足见其对元朝皇帝的一片中心
。

但当他看到元朝将要灭亡时
,

便辞官回家
。

不久
,

朱



元璋力量强大
,

大将徐达下济宁
,

克坚对新朝犹豫
,

称病未见
。

接着朱元璋建康称帝
,

克坚

马上南行晋见
。

经过与皇帝一番对话
,

得知这一草莽出身的皇帝依然尊孔时
,

马上表现为更

加亲近新主
,

回府后马上将与皇帝的对话刻石立于府 内二门东侧
,
以示永遵不忘

。

朱元璋此

次不但封其为衍圣公
,

还赐祭田两千大顷
,

百余女户
、

乐户
。

皇帝对圣人后裔
“

养以禄而不

任以事
, 以先圣后特优礼之

” 。

在把他留在京中的二年间
, “

慰劳时至
,

郊祀必致播肉
” ,

给予最高的礼遇
。

明初以后
,

衍圣公的地位越来越高
。

五十六代孔希学于明初朝京师时
,

皇帝不但
“

诏衍

圣公及世袭知县官属并如旧制
” ,

又封秩二品
,

晋阶资善大夫
,

并免子孙摇役
,

还
“

手救 中

书省下所司优其库给
,

下逮仆从
,

勿使有乏
” 。

又赐裘衣冠带
, “
正旦朝贺

,

命位亚垂相
” 。

“

万国来朝
,

班列上相
” 。

五十七代访于洪武十七年 ( 1 3 8 0年 ) 袭封时
, “

百僚班列
,

救礼

官以教场乐导送至太 学
,

学官率诸生二千余人迎成贤街
,

观者如堵
” 。 “

恩礼 之 加 古 未有

也
” 。

此时已革除垂相
,

令衍圣公班列文臣之首
,

`

又赐以织文玉轴
,

加 光 禄 大 夫阶 ( 正一

品 )
。

五十九代孔彦绪于仁宗洪熙元年 ( 1 4 2 5年 ) 袭封时
,

仁宗语侍臣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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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此孔氏在京师有了自己的

府第
。

英宗时又赐给一处更大的宅院
。

万历二十二年 ( 1 59 4年 ) 六十四代孔尚贤又被赐给二

品冠服
,

死后追赠太子太保
。

终明一代
,

凡衍圣公嫡裔多生前荣封
,

死后追溢
,

工部造坟
,

遣官致祭
。

其夫人死后亦被荣封
。

不但长子承袭衍圣公爵位
,

十五岁即着二品冠服
,

主持孔

庙祀事
。

次子十五岁承袭翰林院五经博士
,

主持子思书院祀事
。

三子承袭太常寺五经博士
,

主持汉上的圣泽书院祀事
。

真是生有荣典
,

死有哀荣
,

满门贵显
,

圣裔宠隆
。

有清一代
,

孔裔继续显赫
。

六十五代孔 )6L 植 (后因避雍正皇帝之讳
,

改名衍植 )
,

明天

启二年 ( 16 2 2年 ) 已封衍圣公
,

七年加太子少保
,

崇祯三年晋太子太保
。

顺治入关的当年
,

衍圣公就奉上 《初进表 》 ,

高呼
“

泰运初享
,

万国仰维新之治 ; 乾 纲 中 正
,

九 重弘更始之

仁
” 。

对清军入关表示
“
瞻汁鼓舞

” , “

趋跄恐厉
” ⑥ ,

接着又上了 《剃头奏稿 》 ,

表示
“

恭

设 香案
,

宣读圣谕
” ,

率先剃头
。
⑦ 这些表现

,

均使清朝皇帝大为高兴
。

当山东巡抚方大欲

向皇帝奏言历代尊崇孔子
,

优礼圣裔
,

孔氏应享受各种特权的建议后
,

皇帝下诏
“

先圣为万

世道统之宗
,

礼 当崇祀
。

昭朝廷尊师重道至意
。 ”

方之
“

本内所开各款俱应 相 沿
,

期 于 优

握
,

以成盛典
” 。

表示清政府一定把历代至明朝对孔裔的各种优礼沿袭下来
。

除衍圣公长子
、

次子
、

三子分袭爵位外
,

又规定曲阜知县独用孔氏
,

四氏学
、

侏 洒 书 院
、

尼山 书院独用学

录
。

顺治三年 ( 1 6 46年 ) 皇帝特派右副都御史刘 昌到曲阜祭孔
。

不久
,

又晋升六十六代衍圣

公孔兴燮为太子少保
,

越年又兼太子太保
。

同时又赐
“

统摄宗姓匾
” ,

令其统摄孔氏族人
。

十七年 ( 1 6 6 0年 ) 顺 治帝面临辟雍时
,

皆应召族人陪祀
, “

乍石贵优握
” 。

六十七代孔毓沂
,

更连得康熙
、

雍正二帝优礼
。

康熙九年 .( 16 7 0年 ) 授光禄大夫
,

死后溢恭意
,

雍正帝为
“

礼

重尊师
” ,

特亲书碑文立碑表彰
。

六十八代孔传铎时
,

雍正帝主持大修林庙
, “

殿庞制度规

模
,

以至祭器仪物
,

皆令绘 图呈览
,

亲为诣授
” 。

历六年时间
,

建成
一“

宏深壮丽
”
的网里孔

庙
。

乾隆朝六十年
,

是衍圣公府的黄金时间
。

府内六厅 (管勾厅
、

百户厅
、

典籍厅
、

司乐厅
、

知 印厅
、

掌书厅 ) 俱备
。

清初御赐的四十名官员中
,

除实衔外
,

还有许多虚衔
。

衍圣公府成

为典型的贵族地主府第
。

在乾隆时期
,

先后优礼过四个 衍圣公
:

七十代孔广整在乾隆三
、

四
、



五
、

六年每年入朝朝见皇帝时
,

均令陪祀
,

倍受器重
。

乾隆六年孔广整与曲阜知县为争利而

相互控告时
,

皇帝对孔广整
“

勿问
” ,

而把知县调走
。
⑧ 七十一代孔昭焕曾六次入朝

,

乾隆南

巡时七次迎接
,

皇帝对他多次赐
“
貂裘蟒服

” 、 “

曲柄黄盖缴 (伞 )
” 、 “

周范铜器
” 、

各种

书画
,

并对他多次题写诗文
。

还对其子宪允格外垂青
,

赐名宪培
,

将女儿下嫁孔府 (世传乾

隆帝令女儿认作于敏中的义女
,

称于氏 )
。

圣人家与皇家结亲后
,

地位又抬高了一层
。

于氏

在孔府时
,

从增加祀田
,

到镯免差摇
,

各种优握
,

到令其增加
“

统率宗姓
” ,

管理族人方面

的特权
,

使孔府地位越来越高
。

日后孔氏子孙对于氏也特别敬重
,

府 内的慕恩堂就是死后纪

念于氏功德的地方
。

宪培无子
,

由其弟宪增子庆馆嗣爵
。

嘉庆帝多次对其面谕
,

令其管摄族

人
,

严拿邪教
。 一

七十四
、

五两代值清朝末年
,

虽封建大厦将倾
,

但公府威仪未减
。

七十六代

孔令贻于光绪二年 ( 18 7 7年 ) 六岁时袭封
。

成人后
,

慈禧太后为媒
,

娶太子太保军机大臣孙

毓汉之女
。

孙氏段后
,

续娶京官陶式奖之女
。

光绪二十年 ( 1 8 9 4年 ) 随母彭氏及妻进京为慈

禧祝寿时
,

受到特殊礼遇
。

慈禧令她们住进坤宁宫 内
,

以便与她
“
朝夕相见

,

俨如家人
” 。

对孔令贻赐双眼花翎
,

带月素貂挂
。

离京前
,

又亲笔书写几个
“

寿
”

字及颁赐一些珍宝
。

孔令

贻将这批字刻石立于府内二堂
,

以记太后的恩典
。

辛亥革命后
,

篡夺革命政权的袁世凯继续尊孔
,

民国二年 ( 1 9 1 3年 ) 二月袁发布 《大总

统令》 : “

所有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
,

均仍其旧
。 ”

颁给衍圣公一等大缓宝

光嘉禾章
。

次年
,

又颁布了 《崇圣典例 》 ,

除承认衍圣公的各种特权外
,

又具体规定了给衍

圣公的傣禄
。

不久
,

袁要称帝
,

孔令贻上书劝进
。

袁登帝位后
,

封其为
“

郡王
” 。

衍圣公对

清朝皇帝矢志效忠
,

甚至在民国十二年 ( 19 23 年 ) 给宣统帝的一封 信 中
,

仍 以
“
宣 统十五

年
”

纪年
。

民国八年 ( 19 19 年 ) 孔令贻在京逝世
,

其遗腹子孔德成于次年二月二十三 日 (正

月初四 ) 诞生
。

这年的四月二十 日
,

即三个月后
,

北洋军阀政府徐世昌便 以
“

大总统令孔德

成袭封为衍圣公
” 。

民国二十四年 ( 19 3 5年 ) 国民政府任其为
“

大成至圣文宣王奉祀官
” ,

以特任官待遇
。

自此结束了八
、

九百年衍圣公的封号
。

综观两千多年来孔子嫡裔的历史
,

大略有两个特点
:

一是他们膺受历朝 恩 典
,

衍 宗 耀

族 ; 一是他们继承先祖遗志
,

诗礼传家
,

人们可以通过孔子嫡裔历史的研究
,

从一个侧面观

察两千年来的中国社会
。

更可由此窥出我国历 史上封建朝廷尊孔崇儒的轨迹
,

从而有助于儒

学发展史的研究
。

注
:

① 《续修 曲卒县志 》
。

② 《阅里 文献考》 (此 书多次引用
,

后 均略 )
。

③ 《论语
·

泰伯 》
。

④ 《东家杂记 》 后序
。

⑤ 《孔子世 家谱 》 初集
,

卷二
。

⑥⑦ 《孔府档案》 6 3 0 8卷
。

⑧ 《 曲卒县志》 三十二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