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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孔 氏宋家庙 的主要祭祀空 间布局 源于 曲阜孔庙
,

而诸如思鲁 阁
、

六代公 爵祠
、

袭封祠

等配里又形成 了 自身特有的建筑规制
。

关健词 街 州 孔氏 家庙

中圈分类法 K 8 7 8
.

6 文献标识码 A

孔氏南宗家庙位于浙江省街州市
,

是孔氏南

迁裔孙世代奉祀孔子的场所
,

有
“

东南阅里
”

之誉
。

虽然
,

孔氏南宗家庙的规模
、

地位
、

影响远不及曲

阜孔 曲
,

但它的性质
、

功能却与曲阜孔庙相 当
,

都

是孔氏后裔祭祀孔子的家庙
,

全国仅此二处
。

由于

种种原因
,

南宗家庙知名度不高
,

研究者寥寥
,

尤

其是对家庙规制素乏专述
,

文献胭知
。

笔者因工作

之需
,

采撅资料
,

草成拙文
,

就教于方家
。

一
.

孔氏南宗家庙历史概况

宋室南迁前
,

孔子宗室
“

无异居他州者
”
川

,

均

世居 山东曲阜
,

备受历代朝廷厚遇
。

南宋建炎二年

( 1 12 8 年 )金兵南下
,

孔子第四十八代孙
、

袭封衍

圣公孔端友奉子贡手摹孔子及斤官夫人楷木像随

宋高宗赵构南渡
,

赐家于衡州 121
,

从此
,

圣裔南迁

嫡系子孙世居于此
,

衙州遂成为孔氏的第二圣地
。

在南宋和金两个南北对峙政权分别授爵奉祀的情

况下
,

孔氏后裔
“

遂分为南北宗
,

宋人则祀孔子于

衙州
,

金人则祀孔子于曲阜
,

俱世袭封爵
” 【3 ] ,

衙州

孔庙便称为孔氏南宗家庙
。

孔氏南宗迁街之初
,

由于局势动荡
,

朝廷无暇

顾及先圣祠祀
。

绍兴六年 ( 1 136 年 )高宗皇帝下诏
“

权以衡学奉祀
” ,

且
“

因循逾年
” ,

直到理宗宝枯二

年 ( 125 4 年 )
,

因祖庙隔绝
,

北归无望
,

衡州郡守孙

子秀
“

撤废佛寺
,

奏立家庙如 胭里
”
4I]

,

南宗正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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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始于斯
。

宋末元初
,

家庙
“

毁于寇
,

乃徙城南
”
l5]

。

元初
,

因
“

曲阜之宗子斩其后
” 6̀ , ,

元世祖至元

十九年 ( 128 2 年 )
, “

议仍立后于曲阜
,

得寓衡五十

三代孙孔沫
,

降旨征之
,

沫以庙墓在衡
,

固辞
,

力让

封爵于山东
,

而以国子祭酒归守江南庙祀
” 17 ’ 。世祖

忽必烈嘉之曰
: “

宁违荣而不违亲
,

真圣人后也 ,’l “ l ,

并赐棒禄及护持林庙玺书
’ 9 , 。

从此
,

南宗失爵
,

中衰

六代
,

其间不为朝廷所重视
。

直到元至正十九年

( 135 9 年
,

时称龙凤五年 )
,

朱元璋之师取衡州
,

总

制王恺
“

与百姓更始渴拜庙庭
” ,

恢复祭孔礼仪
,

并

认为此是
“

水木本源所系
,

不可无以示衡人
,

命有

司葺而新之
” ` ’ “ ,

.

明 永乐初
,

礼部 尚书胡 淡过衡
.

“

命有司迁庙于郡城崇文坊
。 ”
明弘治初拓修

,
川

。

明代由于统治者大力推崇孔孟之道
, “

既以上

公 (衍圣公 )之爵命袭于鲁
,

复以博士之职命袭于

衙
” ` ’ 2 } 。 弘治十八年 ( 1 5 05 年 )

,

街州知府沈杰奏

言
: “

衙州圣庙
,

自孔沫让 爵之后
,

衣冠礼仪
,

狠同

氓庶
。

今访得沫之六世孙彦绳
,

请授 以官
,

伸主祀

事
。 ”

正德元年 ( 1 506 年 )明 武宗授孔子五 十九世

孙孔彦绳 为翰林院五经博士
,

子孙世袭
l ’ 3 ! ,

享衍

圣公次从待遇
,

南宗从此重新封爵
,

但地位有所降

低
。

有清一代
,

南宗家庙未再易址
,

但历朝累有修

葺
,

其 中道光元年 ( 1 8 21 年 )的工程规模最大
,

历

时一年半
,

耗资万余金
,

家庙为之一新
。

此外
,

光绪

八年金衡严道桑树勋伤 三属官绅集款重修家庙

时
,

对博士署也作 了一定规模的整修
,

并建复部分

祠署建筑
’
川

。

抗战时期
,

日军二次攻陷衙州
,

家庙深受其

患
,

部分建筑被毁
。

194 6 年
,

衡州绥靖主任公署借

驻办公
,

对家庙略作修葺
。

解放后孔氏 南宗家庙受到人 民政府的保护
,

196 0 年曾拨款维修
。

但文革期间 又遭浩劫
,

博士

府及家祠建筑均被拆毁
,

遗址另作他用
,

文革后国

家多次拨款整修家庙
,

1 98 9 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

1 99 6 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二
.

孔氏南宗家庙建筑布局与规制

孔子裔孙息驾南行
,

寓居衙州
,

子孙蕃衍
,

蔚

为巨族
,

家庙不仅是他们祭祖的场所
,

更是他们心

中 的
“

胭里
” 。

历史上家庙数度易址
,

均与孔氏南宗

的兴衰相关联
,

因此
,

探讨孔氏南宗家庙各历史时

期 的庙制
,

有助于孔 氏南宗兴衰历史 与家庙演变

的研究
。

1
.

菱湖家庙

宋室南渡后
,

孔子南迁裔孙寓居街州
,

虽袭封

如故
,

但无专享之庙
。

赵汝腾 《南渡家庙记》对菱湖

家庙的主体建筑布局与规模作了具体记述
,

菱湖

家庙的规模较大
,

是奉指按
“

常定制
”

营造的
,

屋宇

总数为 当时 曲阜孔庙 的 三分之二左右
” 5 ’ ,

故称
“

规制 比于曲阜
” ` ’ 6 1 。

主体建筑有
:

庙 门
、

玄圣殿

( 即正殿 )
、

寝殿 (即娜国 夫人殿 ) 和东
、

西庆等
,

其

布局与 (孔 氏祖庭广记》所录
“

宋胭里庙制
”

图中揭

示的建筑布局基本吻合
。

只是
“

宋胭里庙制
”

图所

示庙门有三重
:

头门
、

书楼和仪门
,

而赵汝腾未涉

及庙门 设置与布局关系
,

笔者认为菱湖家庙也应

有书楼建筑
。

如 上所述
,

赵汝腾所说的庙门应是正殿之前的

仪门
,

其南即为书楼
,

书楼前还应有头门
,

可见菱湖

家庙主要祭祀区之建筑布局与曲阜孔庙一脉相承

(图一 )
。

所不同的是
,

曲阜孔庙对孔子父母是专祠

奉祀的
,

齐国公殿和鲁国夫人殿位于正殿之西
,

自

成院落 ; 而菱湖家庙未设专祠
,

配祀于西庞
`” ’ 。

至于孔氏族人所聚居之所
,

据《南渡家庙记》
,

林林一失人及及

玄玄圣橄橄

叹叹叹叹叹叹叹叹叹 侣侣
吕吕令堂堂堂 ,,, 偌偌

仪仪仪仪仪仪仪门门

攀攀祠祠祠祠祠祠

图一 / / 菱湖家庙平面示意图



孔氏南宗家庙庙制探析

孔庙西侧另有家祠
、

家学建筑
。

家祠 是
“

祠袭封之

得祠者
” ,

应是奉祀历代袭封衍圣公神主之所
;
家

祠之后为思鲁堂
,

是
“

合族讲学
”

的场所
,

孔子后裔

除守庙奉祀外
,

又以家学相承
,

取
“

思鲁
”

之名
,

是

为了让南宗子孙世代不忘
“

阀里之 旧
” ,

这些建筑

与孔氏族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

因此
,

他们的生活区

域应在这些建筑附近
,

由此可以大体确定孔 氏族

人的府第位于家庙之西
,

与曲阜孔庙的格局正好

相反
。

2
.

城南家庙

南宋德佑二年 (元至元十三年
,

1 2 76 年 )
,

元

军攻 占衙州
, “

衙 民青催患
” L’ s ’ ,

菱湖家庙也未能

幸免
,

毁于兵焚
, “

乃徙城南
” ,

故称之为城南家庙
。

有关此次迁徙的文献记载
,

仅见于明初衙州

教授胡翰所撰的 《孔 氏家庙碑 》
。

民 国 // 衙县志》编

者对胡翰所述的注释
,

则认为家庙城南之徙
“

当在

元初
,

但仅书楼
,

庙较小耳
” ` , 9 , 。

笔者认为这当属 可

信
。

理由有二
:

首先
,

菱湖家庙遭兵焚正值宋
、

元交

替之际
,

南宋政权 自顾不暇
,

元朝 尚未统治全国
,

- - - 一 ~ J

图二 / / 崇文坊家庙平面示意图

因此
,

孔氏难有大规模建庙之举
;其次

,

家庙虽遭

战火
,

可能书楼幸存
,

在战乱时期和财力不济的情

况下
,

将其迁建城南以奉祀事
,

这并非不可能
。

况

且书楼上可收藏御札
、

玺书
,

下可奉祀孔子
,

一楼

二用
,

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

当属可行
,

故胡翰称
“

其制非宝枯之旧
” 。

据此
,

有理由认为城南家庙是

以书楼为主体建筑
,

起初可能为临时过渡之用
,

后

因孔诛让爵
,

南宗衰微
,

故终元之世未建新庙
。

笔者认为家庙城南之迁当属无疑
,

理 由是
:

其

一
,

菱湖家庙焚毁后
,

孔氏族人须有安身立命之处

和奉祀孔子之所
;
其二

,

元初孔沫让 爵之理 由为
“

墓
、

庙在衙
” ,

明言其时有庙
。

其三
,

元末明初城南

家庙尚存
,

胡翰 《孔 氏家庙碑 》述及
。

胡翰 ( 1 3 0 7 一

1 38 1 )
,

金华人
,

文章与宋镰齐名
,

时为衙州府学教

授
` 2 “ , ,

其言当可信
。

3
.

崇文坊家庙

崇文坊家庙为明代永乐至正德年间南宗奉祀

孔子的场所
,

由于其迁建之时未留下任何资料
,

我

们只能从 明弘治初重修碑记 中了解当 时的情况
。

据罗澡 《重修家庙记》载
:

明永乐初
,

礼部尚书胡淡

过街
,

见家庙荡无遗存 (指菱湖家庙 )
,

命有司迁庙

于郡城崇文坊 (在城南隅 )
。

明弘治初
,

吏部郎中周

近仁出使蜀藩
,

经衙渴庙
,

见家庙
“

风雨震凌
,

不无

朽弊
” ,

嘱同知萧显修葺
,

萧显
“

遂抽己奉为倡
” ,

并
“

措置增益
。 ”

当时的建筑有前殿 ( 即正殿 )
、

寝殿
(即邪国夫人殿 )及东西厢房

, “

视柱石之坚 固者仍

其旧
,

其朽损者悉易之
” ,

同时
, “
建大成之门与殿

相称
” ,

殿前厢房
“

东以待渴庙之宾
,

西设教读以训

孔 氏子孙
” 【川

。

此与城南家庙相 比
,

规格 略备 (图

二 )
。

上述资料显示
,

崇文坊家庙规模不大
,

但功能

尚完备
,

有寝殿
、

有家学
、

有客馆
。

由于规模较少
,

部分建筑的使用功能发生变化
,

如东西厢原本为

配祀之用
,

而崇文坊家庙却分别用于接待及家学
,

其规模之小可见一斑
。

究其原因
,

自元初让爵后
,

南宗失去袭封待遇
,

其孔子嫡裔之地位一直未被

重视
,

故崇文坊家庙之建
,

仅仅基本满足
“
揭虔妥

灵
”

而 已
。

在这种情况下
,

傍依家庙之居宅可能更

为简陋
,

只能将原本属于府第中的家学
、

各馆置于

庙 中
。

所 以后世有
“

城南 之迁
,

恒祠弗若
,

圣 宵易

容
”

之叹
` 2 2 〕。

4
.

新桥街家庙
自元初五十三世孙孔沫让爵后

,

南宗一直缺

官奉祀
, “

祀事不严
,

几同流俗
” 12 3 } ,

家庙的修建不

能正常进行
,

直到南宗重新授官封爵
、

世袭五经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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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新桥街庙平家面图士
,

境遇才有所改观
。

明正德

十五年 ( 1 5 2 0 年 )
,

崇文坊 家

庙
“
岁 久就纪

” ,

且 因 高基浅

狭
, “

弗称厥祀
”

,

巡按御 史唐

凤仪请于朝
,

迁家庙于先义坊

县学旧址 (即今新桥街 )
,

此为

家庙最后迁徙之地
。

据明正德十六年《街州 重

建孔氏家庙碑》
,

此次迁建之家

庙
, “

规制宏敞
” ,

将县学旧址
“

界为二区
,

缭以高垣
,

立庙于

东
,

作廖于西
,

外建 二门
,

以别

庙
、

麟
”

于是
, “

妥灵有地
,

收族

有方
,

凡厄
、

福
、

燕
、

集之所
,

尤

弗焕然者
,

而庙始备矣
” ’ 2 4 ,

关于此次重建家庙的 建

筑分布情况
,

现存孔庙内的明

代 《诏建街州孔 氏家庙》图
,

为

我们提供 了形象而具体的布

局关系
,

与文献记载
“

左 庙右

麻
”

的格局相吻合
:

孔庙部分
,

中轴线上依次有照壁
、

头门 (先

圣庙门 )
、

大成门 (仪门 )
、

大成

殿及寝殿 (为楼阁建筑
,

上称思

鲁阁
,

下称
“

燕居
”
)

,

大成殿前

两侧为东
、

西庚
; 中轴线东侧

、

东庞的南端为恩官祠 (后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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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池池池池池

功祠 )
,

前后两进
,

其前有方形水池
.

其后偏东 为启

圣祠 (两进院落
,

前有照壁 ) ; 中轴线西侧
、

西庆的南

端依次为袭封祠
、

六代公爵祠
,

与恩官祠相对称 再

西为贯通南北的围墙
,

作为庙
、

癣的分界
` 2 5 ’ 。

孔庙的西侧 为翰林院五经博 士之解署
,

俗称

孔府
,

为南宗历代五经博士办公与生活之所
.

依次

有
:

孔圣先宗 门
、

翰林公署 (即大堂 )
、

尼山嫡派
、

圣

泽楼 (即书楼 ) 四进建筑
,

楼后围墙外有咏春亭

上述建筑布局也见于 康熙 《街州府志 》所录
“

孔氏家庙 旧图
” 12 6 ’ ,

表明康熙年间家庙建筑布局

未发生变化
。

但康熙
“

孔 氏家庙旧图
”

所示
,

圣泽楼

之后有一座五开间房屋
,

未标注名 称
,

其所处位置

与孔府现存 内宅相同
,

应为内宅建筑所在
。

不标注

名称
,

可能是因 为私宅之故
,

明 代《诏建衙州孔 氏

家庙》图对此略而不画
,

也可能出 于同样的原因
。

新桥街家庙明代之左庙右廖的格局一直沿续

到清代中期
。

道光元年 ( 182 1 年 )
,

家庙
“

栋宇颓朽
,

扳璧缺

坏
”

,

地 方官员发动 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捐修活动
,

“

街州之五属暨旁郡士民
” , “

计集捐资万金
” ,

工程

历时一 年半
,

费银一万一 千余两
,
27]

、

此 次重修仍限于明 代基址范围之内
,

并未拓

展
_

仁王
“

彻旧宇
,

起新宫
”

,

多数建筑在原址上重建
,

有的作了局部调整
,

见于重修碑记的变动有
1 28 ’ :

( l) 将大成殿后已纪的思鲁阁
“

移建西北隅隙

地
”
( 即西庞北端之空地 )

,

就其址建大成殿
,

主轴

线上建筑减为三进
,

使得
“

石阶挥
、

门庆得以次开

拓
”

.

延长了大成门 与大成殿之间的轴线距离
,

并

将大殿殿基增高五尺
,

以崇大成之殿
。

( 2 )
“

崇圣祠 (雍正前称启 圣祠 )以下皆踵而新

之
” ,

并
“

视旧制进深高广增十之二焉
” ,

单体建筑

体量也略有扩大

由于重修碑记没有更详细的记录
,

加之孔庙

西侧的解署
、

家祠建筑已毁 (除内宅建筑外 )
,

经道

光元年大修后最终形成的整体庙制情况不明
,

只

能从民国徐映璞《孔氏 南宗考略
·

衡州家庙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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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其布局
。

从徐映璞所述的情况看
,

道光至民国期间
,

家庙建

筑新增 了权星门
、

家塾
、

五支祠
,

少了 咏春亭
。

另

外
,

圣泽楼移至大成殿之东
。

199 8 年
,

为配合孔府复建工程
,

衙州市博物

馆对孔府遗址进行清理
,

其揭示的清代建筑基址

与徐映璞所述基本吻合
L29 」,

使我们得以 了解家庙

的整体布局情况 ( 图三 )
:

( l )孔庙部分基本沿袭明制
,

仅局部调整
。

除

前述之变动外
,

清咸丰二年 ( 185 2 年 )于庙之东厅

设立承启家塾
。

( 2 )家祠进一步扩大
,

并移至明代孔圣先宗门

轴线上
,

袭封祠
、

六代公爵祠北移
,

其南增设五支

祠 (五开间
,

祀孔 氏五房支祖 )
,

依次为
:

孔圣先宗

「1
、

五支祠
、

袭封祠
、

六代公爵祠四进
,

形成独立的

空间 区域
,

为南宗家祭之场所
。

( 3 )孔府部分 (清以 前称博士署
,

民 国称奉祀

官府 )
,

整体北移
,

依次有
:

大门
、

大堂 (明代称翰林

公署 )
、

花厅
、

内宅 四进建筑
,

大门前设照壁
。

由此可知
,

道 光至民 国期间家庙 的建筑格局

是由孔庙
、

家祠
、

孔府三部分组成
,

并由东至西并

列组合布置
,

每路建筑各设一 门
,

以供出入
,

并设

便门供内部通行
。

这种格局形成 的具体年代未见记载
,

但从遗

址发掘的情况分析
,

当在道光元年大修之后
。

因 为

所揭示的清代建筑遗址布局完整
,

各建筑平 面关

系规整有序
,

为同时形成之布局
,

且家庙 自明正德

十五年重建后
,

虽经多次修建
,

但道光元年之工程

历时最长
、

耗资最多
,

故其可能性最大
。

结 语

孔氏南宗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 的
,

因

此
,

其家庙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演进
。

由于孔 氏南

宗寓居他乡
,

仅南守一朝袭封衍圣公
,

其后便经历

了让爵
、

复爵
、

废爵的兴衰历史
,

家庙 也随之数度

迁徙
,

历经菱湖
、

城南
、

崇文坊
、

新桥街 四次易址
,

毁建不已
,

遂成现今之布局与规模
。

南宗家庙 与曲阜孔庙有较深的渊源关系
,

其

主要祭祀空间的建筑构成 与布局规制源于后者
,

族人居宅依庙 而建
,

并有家学 (家塾 )
、

家祠
、

客馆

等建筑
,

但孔氏南宗及其家庙的特殊历史经历
,

又

形成了一些 自身特有的建筑规制
,

诸如思鲁阁
、

咏

春亭
、

恩官祠
、

六代公爵祠
、

袭封祠等配置
,

而这些

建筑的构成以及家庙的变迁
,

也恰反映出孔 氏南

宗的兴衰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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