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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继承对孔氏家表吴

爵位继承的影响

表兆春

摘 要 本文以封建宗法继承原则为依据
,

对孔子嫡裔的封爵与袭爵进行 了分析
,

论述 了

孔氏家族嫡长子继承
、

非嫡长子继承
、

兄终弟及
、

孙承其祖
、

嗣子继承
、

继统
、

临时摄爵问题以及

夺爵
、

失爵
、

让爵
、

冒爵等特殊事件
。

关键词 宗法 ;封爵 ; 爵位继承 ; 孔氏家族 ; 继嗣 ; 继统

“

宗法
”

一词
,

始称于北宋哲学家张载
,

他认为
:

“

管摄天下人心
,

收宗族
,

厚风俗
,

使人不忘本
,

须是明

i普系世族与立宗子法
。 ”

① 可见
,

宗法是对存在于父系

家族内部宗子关系及原则的命名
,

其内涵包含有确

立
、

行使与维护宗子权力各个方面的内容
。

但仅从继

承关系这一角度对它进行分析
,

宗法就缩微成了一个

继承法
,

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嫡长继承的父死子继
、

嫡

庶有别
。

宗法组织是一个父系大家庭
,

它内部又分为许多

支
“

宗
” ,

但这些
“

宗
”

的地位不一
,

有大宗与小宗之别
。

宗法组织中
,

一定存在着一个
“

百世不迁
”

的大宗
,

另

有四个
“

五世则迁
”

的小宗
,

并由大宗统率四小宗 ; 同

时
, “

别子为祖
,

继别为宗
,

继 称者为小宗
”
②

。

这一宗

法继承形式构成了封建宗法发展链条中的重要 一环
,

并 l刁臻完善
。

本文试图依据宗法继承原则对孔氏家族的 爵位

继承问题进行客观的剖析
,

以此说明周代形成的宗法

对我国社会的影响
。

一
、

孔氏家族及其封爵

孔氏的远祖系商代子 姓土族
,

西周时为宋 国公

族
。

传至孔父嘉时
,

降为大夫
,

另立 一族
,

其子孙 以其

字为姓
,

形成孔 氏
,

此为孔氏之始
。

公元前 7 10 年 (鲁

桓公二年 )
,

孔父嘉被太宰华督所杀
,

其子木金父徙

鲁③ (一 说防叔奔鲁④ )
,

定居 于随
。

木金父生肇夷父

(祈父 )
,

翠夷夫生防叔
,

防叔生伯夏
,

伯夏生叔梁绝
,

五世皆为士
。

叔梁绝与颜氏野合而生 孔子 (前 551

年 )
,

名丘
,

字仲尼⑤
。

孔子三岁丧父
,

幼年即随其母迁

居鲁都 l初里
,

其后子孙繁衍
,

称
“

阀里世家
” ,

孔子便被

称为孔氏家族的始祖
。

孔氏家族
,

在历代王朝中
,

随孔子地位的不断提

高而获取了大量其他家族无法得到的尊崇及优惠
,

这

就为孔氏家族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
。

自汉

魏以来
.

孔氏家族已成为全国的名门望族之一
。

加之

有其统一的
、

严密的家族 (宗法 )管理体系
,

至今己达

八十余代
,

支派井然有序
,

世系不乱
。

其嫡系后裔多

集中居于 山东 曲阜
,

旁系支派亦有散居全国各地及

亚
、

欧
、

美诸国的
,

至九十年代初
,

孔氏家族的 国内外

总人口 已逾一百万人
。

孔氏家族的爵位赐封由来已久
。

有确凿史料可

据的如下
:
公元前 19 5 年 (汉高祖十二年 )刘邦封孔子

九代孙孔腾为
“

奉祀君
” ,

奉孔子祀
。

公元前 43 年 (永

光二年 )元帝封孔子十三代孙孔霸为
“

褒成侯
” ,

这是

孔子后裔正式袭爵的开端
。

此后到三十五代孙孔琏
之

,

基本上都是侯爵
。

7 93 年 (开元二十七 年 )唐玄宗

改封孔遂之为
“

文宣公
” ,

并规定
“

每代取长子
一
人袭

封
” ,

代代相沿
,

直到四十六代孔宗愿为止⑥
。

1 0 5 5 年

(至和二年 )宋仁宗改封孔宗愿为
“

衍圣公
” , “

封孔子

后为衍圣公
”
⑦

,

除哲宗时短期改为奉圣公外
,

直到第

七十七代孔德成都沿用这一称号
。

1 9 3 5 年
,

国 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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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改任孔子 七十 七代孙孔德成为
“

大成至圣先师奉祀

官
” 〔污’

孔氏家族在其发展过程中
,

也出现过不 少曲折
。

最令孔氏家族至今不能忘怀的是后梁乾化二年 (公元

9 12 年 )的
“

孔末乱孔
”

事件
,

这个事件几乎使孔氏裔

嫡绝嗣
。

此后
, “

阀里孔氏
”

即分为内孔
、

外孔
。

孔子

的后裔称内院孔或内孔
, “

同居庙宅
,

谓之内院 宋末

分居外宅
”
⑨ ;孔末 (原姓刘名末

,

系孔庙的洒扫户
,

人

孔庙后改名孔末 )的后代称外孔或外院孔
、

伪孔
。

外

孔之人续不上孔氏家谱
,

尽管他们也居住在曲阜
。

内孔现有六十宗户
,

这是从四十三代中兴祖开始

的
。

在此之前
,

孔氏宗族支派主要有十派
。

中兴祖之

后的孔氏支派
,

就由十派发展为二十派
,

再由二十派

改为六十宗户
,

至今未再改
。

其具体发展过程是
: 四

十三代中兴祖孔仁玉有四子
.

二
、

三子早死失传
。

下

传到第五十三代时
,

其长子孔宜传下来六派
:
洗

、

沂
、

滩
、

治
、

澄
、

济 ;其四子}劲的后人这时有十四派
:
涂

、

宁位
、

演
、

淑
、

泅
、

滨
、

滋
、

浩
、

淋
、

t蠢
、

询
、

亨内
、

注
、

含赣
,

合起来共

有二十派
。

发展到第五十六代时
,

这二十派就分为六

十宗户
,

其中宜的后代有二十五宗户
,

渤的后代有三

十五宗户
。

这六十宗户全是阳里孔氏家族的本支L
。

本文所论及的爵位继承等问题
,

即是关于这六十宗户

的宗法爵位继承问题
。

在孔氏家族内部
,

有系统而严密的宗法组织
,

以

嫡长为大宗
,

其余皆为小宗
。 “

大宗者
,

尊之统也 ;

… … 大宗者
,

收族也
。

不可以绝
” L 。

五十六代衍圣公

孔希学
,

即为六十户中第一户
,

称为大宗户
,

其余各户

都是小宗户
。 “

衍圣公
”

只能是孔裔之嫡嗣
,

它在政治

上是世袭公爵
,

在宗族中的地位则是孔氏家人的大宗

主
,

即宗
、

政合一
。

如清顺治帝 于 1 6 49 年 (顺治六

年 )
,

曾下令衍圣公统治管理孔氏宗族人员
,

严格依
“

丰L度
”

办事
。

由上可知
,

孔氏家族是由同一始祖— 孔子繁衍

下来的若干支宗族的结合体
,

其组织虽庞大
、

复杂
,

但

是严密而有序
。

他们也曾自称
: “

至于 昌宗法之遗意

以至今
,

则孔氏犹为至古
。 · ·

… 宗法久泯于 天下
,

而

梗概犹存于吾族
。

大圣之泽 固将百世不迁乎 !
”
L 在

其两千多年的宗族发展史上
,

孔氏家族在爵位承袭问

题上比较严格地遵守了封建宗法继承原则
,

即实行父

死子继
、

嫡长子继承制
。

由嫡长子自然地承嗣袭爵
,

如嫡长子早死
,

也可 由嫡孙承嗣袭爵 (
“

一生
”

) ;若无

嫡子或其早卒而无嫡孙
,

也可由庶子承嗣 ; 如无子则

由其弟承嗣 (
“

一及
”

)或由其弟之子承嗣 ;若真的绝了

后
,

那就只能由与其血缘关系最为亲近的侄辈中的长

16

者来承嗣袭爵(这些情况在本文的第二大部分中将作

具体分析 )
。

同时
,

对于孔氏家族的承袭情况
,

无论是

当时的统治者还是孔氏本身
,

都很关心
。

如 唐玄宗开

元十二年诏
: “

文宣公家每代取长子一 人承袭
”
L

。

在

曲阜的档案中
,

有材料这样记载
: “

公爵
,

孔子嫡孙则

承大爵
” ,

乾隆六年
“

查定例
,

衍圣公袭封由长子承袭
,

五经博士由衍圣公次子承袭
,

太平寺博士 由衍圣公二

子承袭
,

… …
” ⑧等等 在嫡裔爵位承袭 的实际过程

中
,

这个家族从十三代到 七十代
,

除个别变故外
,

基本

都是依上述原则进行
。

二
、

孔氏家族的爵位继承

笔者试图根据所掌握的文献资料
,

以宗法继承原

则为依据
,

对孔氏家族中大宗的爵位继承情况做初步

的分析
。

从第 一代孔子到第八代孔谦
,

孔子的子孙七世都

是单传
,

只是从孔谦起才开始繁衍开来
。

尽管第二至

第八代也可 以依宗法继承原则称作
“

一生
” :
父死子

继
。

但实际上
,

这时期还无爵位可袭
,

只是一般的继

嗣
。

前文 已说明
:
封爵始于公元前 195 年 (汉高祖十

二年 )
,

汉封第九代孔腾为奉祀君
,

经历 了第十代
、

第

十一代及第十二代后
,

直到第十三代孔霸才始袭爵
“

褒成侯
” 。

因此
,

下文的分析包括了第二代至第十二

代在内
,

这主要是出于宗源清晰的考虑
。

孔氏家族的

袭爵情况可用表 工展示
:

孔氏家族袭爵情况L

父死子继

继嗣

嫡长子继承

( 6 7 代次 )
:
2一 8

,

10一2 0
,

2 2一 4 1
,

4 3一4 8
,

5 0一 5 9
,

6 1一 6 4
,

66一 8 8
,

7 1一 7 2
,

7 4一 7 6

非嫡长子继承 ( 5 代次 )
:
9

,

4 5
,

4 9
,

5 1

7 7

兄终弟及 ( 4 代次 )
: 3 2

,

4 7
,

5 0
,

6 1

,
摘孙承其祖 ( 2 代次 )

:
61

,

70

以i可子 (养子 )继承 ( 6 代次 )
: 2 1

,

4 6
,

4 9
,

5 3
,

6 5
,

7 3

继统 ( 1 代次 )
:

70

说明
:

( 1) 上表中的 阿拉伯数字
,

系指孔氏第几代人

( 2) 第四十二代因战乱而失爵; 第六十代及六十

九代早卒
,

未袭爵
。

故上表中未收入这三代
。

( 3) 第四十三代系中兴祖孔仁玉
,

系
“

孔未乱孔
”



后孔氏之遗孤
,

虽列入嫡长子 继承范 围
,

但他并不 一

定就是嫡长子
,

也许可列入
“

兄终弟及
”

范围内的
.

)

( 4 ) 由于历 经五季之乱
、

孔末乱孔及宋金元 的动

乱等原 因
,

上表中除第一代孔子及第四十二代
、

第六

十代及第六十九代共四代未列入外
,

只 列举了七十三

代
,

但封
、

袭爵者却不止七十三人
,

表中共收录 了八十

五人次

( 5) 在个别的史料中
,

除上述袭爵者外
,

涉及袭爵

的还有如 下五人次
:
孔靖之 ( 东晋 武帝封为奉圣亭

侯 )
,

孔继之 (奉圣亭侯 )
、

孔惠云 (公元 45 1 年
,

宋文帝

封为奉圣侯 )
、

孔迈 ( 宋孝武大明二年即公元 45 8 年

封 )
、

孔 答 (孔迈之子
,

嗣爵)
`
⑧这些都是南北朝时的战

乱所致
,

详细资料无考
,

故仅录于此
,

以 供参考
。

从表 I 中就可 以清楚地看出
:
孔氏家族的爵位继

承基本上是严格地按宗法继承原则继续下来的
,

体现

了中国第一大家族的最主要特点
,

这也许是
“

帝王之

姓时有易
,

定鼎之区有时而改
,

独孔子之阀里则与天

地长存
”
L的主要原因吧

。

我们知道如从继承法的角度去考虑宗法问题
,

那

么宗法的主要内容就是身份继 承
。

孔 氏家族亦不例

外
。

从孔氏第五十六代起
,

衍圣公的长子继承了衍圣

公的爵位后
,

就独住孔府之中
,

而他的弟弟们都要搬

出孔府
,

分别住在外面的十二府里L 。

这里的十二府

并不是十二个府
,

而是当初修造时按照排行称呼
,

行

几就叫几府
,

共有九府
:
大

、

二
、

三
、

四
、

五
、

七
、

八
、

十
、

十二
。

其中
,

大府指的是庶出长子
。

在衍圣公的弟弟

们搬出去时
,

除了给房子
,

还要给部分田地
,

但数量并

不多
,

仅几十亩而 已
。

孔府的祖传赐 田虽很多
,

却不

能动
。

这些搬出的弟弟们也没有封号
,

只是到了 明

代
,

曾封衍圣公次子为世袭五经博士
,

三子 为世袭五

常寺博士L
。

由于 十二府没有世袭棒禄
,

土地 又不

多
,

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就不很稳定
,

因而孔氏家族的

族权就全部集中于衍圣公一人手中
,

在孔氏兄弟之间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既然孔氏家族为了保持
“

阉里世家
”

的脉系永继
,

坚持严格的宗法继承原则
,

那么为什么在这七十七代

孔氏嫡裔中出现了节外生枝的诸种情况呢 ? 下面
,

就

依表 I 中的先后顺序详加分析说明

(一 )
“

继嗣
”

中的特殊情况
“

继嗣
” ,

即
“

为人后
” ,

也就是在被继人 (父
、

祖 )死

后所发生的承嗣关系
。

在这一部分之中
,

又有以下 几

种情况需分析
:

1
.

嫡长子继承

孔氏家族在嫡裔承袭爵位的过程中
,

从第四十九

代到第五十四代之间发生了较大变化
,

产生 了南宗 与

北宗两大支系 这主要是由于在宋末
、

金
、

元初时期
,

社会动荡不定
、

民族之争及政治斗争的需要
,

给孔氏

家族的嫡裔之爵位承袭施加了外在的影响
` _

具体经

历是
:
第四十六代衍圣公孔宗愿有三子

,

由长到次为
:

若蒙
、

若虚
、

若愚
〔

第四 十 / \ 代孔端友 (若蒙之长 子 )

袭封衍圣公后
,

在北宋末随宋高宗于 1 1 2 8 年 (建炎二

年 )雇驾南渡
,

定居衡州
,

谓之孔氏南宗
。

其弟孔端操

留守林庙
,

遂被金命袭封衍圣公
,

谓之孔 氏北宗 南

宗衍圣公孔端友无子嗣
,

就以孔端操 (孔若蒙次子 )次

子孔欲为嗣
,

承袭衍圣公
,

其后有孔 丰晋
、

孔文远
、

孔 万

春
、

孔沫等六代
,

依次承袭南宋衍圣公的封号
。

后来

孔沫无子遂罢而封北宗
。

北宗孔端操之次子孔拼于

1 1 31 年被金封为衍圣公
,

主孔子 祀事
。

后由其长子

孔拯
、

次子孔德及孔 息长子孔元措相继袭封衍圣公 ;

孔元措无子
,

以弟之长孙孔侦嗣爵 (孔侦于 12 51 年被

元宪宗免爵)
,

孔侦亦无子
,

这样一来孔宗愿长子若蒙

之嗣到第五十三代后已无传 ;孔宗愿次子若虚
,

有四

子
,

传一代后
,

亦俱绝
。

孔宗愿 三子若愚
,

生 四子
,

唯

四子孔端立有后
,

孔端立之孙孔拂生三子
,

长子元直
,

无传后 ; 次子元孝
,

三子元用
。

孔元用于元初继宗兄

孔元措袭封衍圣公
,

子之全
、

孙治
,

俱袭爵
。

孔治生思

诚。
。

元灭南宋后
,

1 282 年 (至元十九年 )元世祖宣孔

端友之孙
、

衍圣公孔沫
“

赴圈议令袭爵
” ,

孔沫以本枝

累代圣祖坟莹在衙
,

曲阜子孙守护先垄
,

有功于祖
,

“

愿让爵与曲阜宗弟孔治承袭公爵
”
。

。

于是
,

1 2 9 5 年

(元贞元年 )
,

元成宗封孔治为衍圣公
。

这在当时
,

是

南宗以嫡裔的身分让北宗的庶支
,

使北宗由小宗变成

了大宗
,

成了整个孔氏家族的大宗户
。

衍圣公的封号

自此始
,

由北宗世代承袭
,

由元迄明清
,

近 6 00 年
,

成

为定制
。

当然
,

孔沫绝嗣那是让爵之后的事情
。

五十四代衍圣公孔思诚
,

是承父孔治袭爵
。

但在

1 3 1 5 年 (元延子右二年 )孔氏族人上书皇帝
,

说他是庶

支而思晦 (元孝之重孙 )才是 正支
,

于是 1 3 1 6 年被罢

爵而改封思晦娜
。

直到此时
,

孔氏家族经过七代的磨

砺后
,

才恢复了正常的嫡长承袭制
。

孔氏家族第四十九代到五十四代间的变化
,

可 以

表 11 概括出来
:
(表 n 见下页 )

2
,

非嫡长子继承

在现有史料中
,

较明确的有以下五代
:

第九代孔腾
,

系孔谦之次子
。

因长子孔鳅被
“

秦

始皇召为鲁国文通君
,

拜少傅
” ,

后自隐于 篙山
,

且 后

来失考
,

故汉高祖时封孔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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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代孔端操
,

系孔若蒙之次子
,

因其兄长

端友随宋康王赵构南下定居衡州而留守林庙
,

金命其

袭封衍圣公。
。

第四十九代孔孺
,

系孔端操之次子
,

因其兄外迁

定居于江西
,

遂被金之大齐皇帝封为衍圣公 ;大齐之

表 n 四十六至 五十四代世系表

4 6 (代 ) 4 7 4 8 4 9 5 0 5 1 5 2 5 3 5 4 5 5

端友 (绝 )

「〕宜 (迁居江西 )

I } 「拯 (绝 )

}若蒙 }
、

山
. _

}猫—— 一 }
_ 厂元措 (绝 )

}
: 骊深 { 畔阮宏

一
之固一侦阴

宗愿匕价唯 (绝 )

镇 (绝 )

珍 (奉端友祀 )一措一文远一万春一诛 (绝 )

弼 (绝 )

雅 (绝 )

察 (绝 )

立一唬

_
随

饰一 {些
L ,石

直 (绝 )

孝一之厚一洗一思晦一克坚

用一之全一治一思诚

端端端端厂l落ee畏lwsswsssseeeeeeeeseì

愚若

后
,

金仍封之⑨
。

第五十一 代孔元用
,

系孔宗愿三子孔若愚的重孙

孔拂之三子
,

与孔元措为同宗兄弟
。

当孔元措随金宣

帝南迁汁京时
,

就由孔元用暂主曲阜祀事
,

1 2 2 5 年

(宝庆元年 )宋兵收复山东时
,

以孔元用为衍圣公。

第七十七代孔德成
,

系孔令贻之后
。

孔令贻先后

有四个妻妾
:

前妻孙氏
,

病死时尚无子女 ; 纳妾牛氏
,

未生育 ;续娶陶氏
,

生一子
,

三岁夭折
,

此后未育 ;最后

收王 氏为侧室
,

生两女一子
,

子即孔德成
。

孔德成出

生时其父去世
,

因此
,

孔德成刚出生三个月就于 1 9 2 0

年承袭衍圣公的公爵封号⑥
。

3
.

兄终弟及

现有史料中只有如下四例
:

第三十二代孔嗣忽
,

系孔长孙的次子
,

其兄孔英

忽被陈封为奉圣侯
,

但早卒无子
,

隋场帝即封嗣忽为

绍圣侯L
。

第四十七代孔若虚
,

为孔宗愿次子
,

因其兄孔若

蒙封衍圣公后坐事夺爵而袭封
。

若虚卒后
,

仍以若蒙

长子端友袭封衍圣公。 。

第五十代孔德
,

系孔王番次子
。

在其兄孔拯袭封

衍圣公无子后
,

继兄承袭爵号L 。

1 8

第六十一代孔宏泰
,

系孔承庆次子
。

承庆长子宏

绪袭封后
, “
以官室逾制

”

被幼夺爵
,

有臣
“

乃据宋若

蒙
、

若虚故事以请
” ,

明帝就
“

命其弟宏泰代袭
.

而后仍

归其子
”
⑧

。

4
.

孙承其祖 ( 即
“

为祖后
”

)

现有史料中仅存以下两例
:

第六十一代孔宏绪
,

为孔彦绪之嫡长孙
,

其父孔

承庆未袭爵即卒
,

由其代父承爵位 。
。

第六十八代孔传铎
,

其长子孔镬二十多岁卒
,

未

袭爵 ;后来孔传铎重病染身
,

于 17 31 年 (雍正九年 )

“

以沉病难起
,

上疏乞休
。

蒙恩予告
,

而以 长孙袭世

爵
” L 。

即孔传铎的衍圣公爵位由其长子孙孔广架袭

承 因孔广集当时只有十二岁
,

孔传铎又 年老多病
,

故日常府务就由小衍圣公的两位叔父孔继汾
、

孔继谏

主持L
。

在上述第二例袭爵案中
,

孔传铎之所 以
“

上疏乞

休
” ,

请求皇帝批准由孔广架继爵
,

笔者认为也许与孔

广柴年龄不 足十五岁有关
。

因 文献记载
:
自 16 16 年

( 明天启年 )起
, “

衍圣公长子 至十五袭爵
”

成为定例。 。

当然
,

尽管年龄偏小
,

但这毕竟是孙子而非长子
。

同

时
,

这两例
“

孙承其祖
”

的情况也符合 自周而成的宗法



继承原则
,

与嫡长子继承原则并不 矛盾
。 “

周道
,

太子

死
,

立嫡孙
’ ,

⑧ ,

也就是 由嫡孙直接继承祖父 的 身份

(爵位 )等
,

它与现代继承法中的代位继承极为相似

5
.

嗣子继承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
,

人们生儿育女的目的就是

为了延续宗桃 (继嗣 ) 及老有所养 其中的延续宗桃

则是使祖先永享后嗣的祭祀
,

而祭祀又是由男系子嗣

承担的
。

所以
,

如果某男性婚后未育或虽育无子
,

就

被称作绝嗣或绝祀 为了延续宗桃 及老有所养
,

在没

有亲子的情况下
,

就要收养他人之子为已子
,

亦称
“

拟

制亲子
”
⑧

。

不过
,

以延续宗桃为 目的养子只能是同

宗之后
,

如
“

为人后
” 、 “

同宗则可为之后
”
②

`

习惯上又

称这种同宗养子为
“

嗣子
” 、 “

立嗣子
”

等
。

在现存有关

孔氏家族的史料中
,

涉及嗣子袭爵的有以下六例
:

第二十一代孔羡
,

系第二十衍圣公孔完的弟侄
。

因孔完袭侯后无嗣
,

而由其弟孔育赞之长子孔羡承嗣袭

侯L
。

第四十六代孔宗愿
,

系孔宜次子孔 延泽的长孙
,

因孔宜嫡长子孔延世的长子孔圣佑袭公爵后绝嗣
,

就

由宗愿
“

维圣佑
”

承袭公爵L
。

第四十九代孙孔价
,

因其伯父孔端友袭爵后无嗣

而
“

奉端友祀
”

承袭公爵@
。

第五十三代孔侦
,

第五十一代衍圣公孔元措弟孔

元全宏之长孙
。

孔元措年老无子
,

就将孔侦抚育为嗣
,

之后由孔侦袭爵L
。

第六十五代孔衍植
,

系孔闻韶次子孔贞宁的长

孙
。

因第六十四代衍圣公孔尚贤 (孔闻韶长子贞干之

子 )二子早卒
,

就由孔衍植袭封公爵L
。

第七十三代孔庆馆
.

为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

之弟宪增的长子
。

因孔宪培未育
,

就过继侄 ) L孔庆宁容

为子
。

孔庆宁容在十岁时即袭爵位⑧
。

以上六例
,

有四例是由其侄辈继嗣袭爵
,

另两例

由其弟孙辈或重孙辈继嗣袭爵
。

但无论如何
,

都是 出

于一个共同的目的
:

保持大宗的祭祀继续
,

大宗不 可

绝
。

以上分为五个层次
,

分析了孔氏家族爵位继承的

继嗣情况
。

(二 )与
“

继嗣
”

并列的
“

继统
”

所谓
“

继统
” ,

也就是在被继承人年老体弱时
,

被

继承人就把其宗子的地位传给合适的继承人
,

这里体

现出了被继承人对继承人的主动性
。

对此
,

有的学者

称之为
“

生前继承
” 。 ,

以示 与
“

继 嗣
”

中被继人死后才

发生的继承有所区别
。

在现有的涉及孔氏家族的史

料中
, “

继统
”

只有一 例
,

即前面 已经分析过的孔广柴

继承其祖 父孔传铎公爵例 孔广某是集 生前继承 与

代位继承于
一

体
,

在此不详述
_

(三 )除上述
“

继嗣
”

与
“

继统
”

外
,

在孔氏家族的 爵

位承袭过程中还发生过更特殊的情况
。

即在继爵者

待定而被继承人己亡的情况下
,

由同宗
一

长者暂主府

务
,

也可以称之为
“

临时摄爵
” (

这一事例发生在孔氏

第七十六代衍圣公与第七十七代衍圣公交替之际
`

第七 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
,

在去北京时病危
,

此

时其侧室土 氏怀孕半年左右 于是在他在临终前给

徐世昌人总统及清逊帝溥仪的遗呈中
,

提出了如下要

求
:
如其侧室王 氏生男

,

则由其袭爵 ; 如生女
,

则在同

宗之中择合适者袭爵
。

在未确定袭爵者之前
,

孔府的

所有府务
,

暂由其叔伯堂兄孔令誉代理
。

孔令 贻去世

后
,

孔令誉及其妻(袁世凯之妹 ) 及他们的独生女儿孔

德恭
,

就由五府搬进孔府居住
,

暂时行使衍圣公的权

力
。

子L德成出生袭爵后
,

孔令誉全家又 由孔府搬回了

五府居住⑥
。

(四 )孔氏家族作为中国第一大家族
,

其爵位之

高
.

令其他家族望尘莫及
,

但这并不能使孔子后人一

日袭爵即终生受用
。

孔氏家族在其发展过程中
,

也发

生过被夺爵
、

免爵的情况
,

还有失爵
、

让爵
、

冒爵的事

情发生
〔

例如
:

第十五代孔均
,

在王莽夺权后受封
,

后因王莽败
“

失爵
”
⑥

。

第三十六代孔继之
,

为奉圣亭侯
,

于公元 4 31 年

(宋文帝元嘉八年 )因
“

博塞替祀
”

被
“

夺爵
” ,

改封为第

二十六代孔鲜即孔隐之@
。

第二十七代孔惠云被封为奉圣侯后
,

因
“

重疾失

爵
”
L

第二十九代孔芯嗣爵后
,

因罪被
“

夺爵
”
。

。

第四十二代孔光嗣
,

其父昭俭袭封文宣公
`
因社

会混乱 曲阜又远离朝廷而使孔光嗣
“

失世爵
” ; 后任

泅水令期间
,

又为孔府庙户孔末所害
。

同时
,

孔末在

将孔子后裔
“

剪灭殆 尽
”

后 人 主孔府
,

夺爵印
,

冒封

爵⑧
。

第四十七代孔若蒙
,

于 10 6 8 年 ( 宋熙宁元年 )袭

衍圣公
,

又于 10 86 年 (宋元丰右元年 )
“

改奉圣公
,

专主

祀事
,

不任他务
” ,

10 98 年 (元符元年 )
“

坐事夺爵
” ,

以

其弟若虚袭封L 。

南宗五十三代孔侦
,

让爵与曲阜宗弟孔治承袭公

爵。
。

第五十三代孔侦
,

系孔元措之弟孔元岁白均孙子
,

为 , `全圣之子孔之固的侧室所生
,

后其母带其改嫁给驱

f
一

!李氏
。

孔侦长大后
,

适值元措年老无子
,

就由元措

l 9



领回抚养 而孔侦袭爵后
,

终日游猎
,

不认真祭祀
,

引

起孔 氏族人的不满
,

族人联名上书皇帝
,

说孔侦非孔

子后裔而是驱 日李 氏之子
。

1 252 年 (元宣宗 二年 )宪

宗下沼免去孔侦衍圣公的封爵御
。

第五十四代孔思诚
,

承袭其父孔治衍圣公爵
。

但

13 巧 年 (元延手右二年 )孔氏族人上书皇帝
,

说思诚是

庶支而思晦是正支 于是仁宗亲自查看孔氏潜喋
,

遂

于 1 3 16 年罢思诚衍圣公爵。
。

第六十
一

代孔元绪
, “

少贵
,

多过举
” ,

于成化五年
“

以宫室逾制
,

被劝夺爵
” ’神

以上根据宗法继承 原则 对中国第 一大家族—
孔氏家族的爵位继承情况作 了初步分析

。

总的来石
,

它是与封建的宗法继承原则相吻合
,

其中所发 生的变

故既有政治的
、

战乱的 客观原因
,

也有孔氏家族本身

的原因
,

如无嗣等情 况 宗法 继承内容丰富
,

探讨的

问题也很多
,

可 以进
一

步研究
。

注 :

① 张载《张子全书 ) (卷 四 ) (经学理窟
·

宗法 》
。

② 、 礼记》大传
,

嵘礼记 )丧服小记
。

③ 又孔氏宗谱》序跋之宗图
,

《孔子世家谱护
、

( 阅里广

志》世表
。

④ 之孔 子家 i淤本世解
,

<世本 )
,

<阅里广志 )世谱
。

⑤ 、 史记》孔 子世家
、

卫世家
、

宋世家
,

又左传》 昭公七

年
,

弋网 里文献考》 (孔继汾撰 )
。

⑥
.

⑧
.

@
.

L
.

⑤
.

L
.

0
.

⑧
.

L
,

@
.

岔 山东省曲阜市孔

子博物院存明清时期孔府档案
,

具体编号略
。

⑦ 乾隆戈曲阜县志》卷 2 5
,

(宋史》卷 12
·

仁宗

⑨ 丈孔子 世家谱》内院真孔之图

L 丈孔子世家谱 )宗派总论
,

《胭里 J
一

志》世家
。

L 丈议礼》丧服第十一
。

L 康熙 <孔子世家谱》卷首序
。

L 仁朗里广志》卷 .7 恩典
。

与 、孔子 世家谱》
,

《孔府档案》
,

《胭里文献考》
,

(胭 里

广志 )
,

(续修曲阜县志》 (中华民国 )
。

L (孔子世家谱》宗子
,

(胭里文献考》
,

《胭里广志》卷 2

·

世家
。

L (脚里广志》卷首刘芳
·

镯序
:

L 《朗里广志 )卷 .2 世宗

L
.

L
.

L
.

@ (孔 子世家谱李

L (网里广志 ) 宗子
,

丈孔子世家谱》
。

⑨
.

L
.

④
.

0
.

9 (孔子世家 i普》
,

(洲 里文献考》
.

( 阔里

,
`

志 》
。

L
.

L
.

L 《孔 子世家潜)
,

(朗里广志》
。

。
.

L
.

L
.

。 《阅里文献考》世系
。

L 《史记》梁孝王世家第二 t
一

八
。

0
.

L 叶孝信主编 《中国 民法史》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19 9 3 年 7 月版
。

第 3 9 8
、

1 5 7
、

2 2 1 页

O 《礼记》丧服传
。

⑧ 民国 (续修曲阜县志夯卷 .2 尚贤纪
,

<孔府档案》

L
.

L
.

L
.

L (孔子民家谱》
、

《阅里文献考》
,

该四例皆

发生 于南北朝战乱时期
,

只有此二文献记载
,

别无他考
。

勺
.

0
.

0 (孔子世家谱》嫡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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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大字俪字研讨会鹅于 5
、

6 月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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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济南大学孺学研讨会将于 1 9 9 8 年 5
、

6 月召开
。

会议主题 为
`

继承发展儒家学

说
,

促进
: 互德文明建设

” 。

会议将立足于本校专家的研讨
,

并将邀请国 }
’
! 等名孺学学者与会

,

预

计会议将有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发表
,

在省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

自 1 9 9 6 年以来
,

济南大学每年都举行一次儒学研讨会
,

1 9 9 6 年与 19 9 7 年的会议主题分

别是
“

儒学与现代化
”

和
“

儒 家的伦理学说与现代道德文明建设
” 。

两次都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有

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
,

在省内外产生 了较好的影响
,

为促进我校的学术研究及提高学术知名度

做出了贡献
。

(济南大学儒学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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