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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孔府书院学录既是朝廷任命的学官，又是孔府管辖的属官。嘉道以降，孔府书院学录的任免
和告退已经形成了一套由孔府、地方州县、朝廷共同参与的相对固化程序，但这套制度性规定与实际运作

之间存在较大反差。与其他学官群体相比，孔府书院学录在选授资格、任免流程、任职时间和更迭频率诸

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特殊性。孔府书院学录选授中“有制”和“无规”的共存并生，固然反映了清中期以后

王朝制度与实践的背离，根源却在于朝廷对至圣后裔的尊崇和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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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山书院和洙泗书院是由孔府直接管理的著名书院，绵延６００余年之久，至今犹存。主持书院的
学录既是朝廷任命的学官，又是直接听命于孔府的属官。① 学界对清代书院和官学制度与实践的研

究，或分析书院和地方官学的行政体系、师资学额、经费来源，或讨论学官的编制、职责、出身、迁转及

其教学活动，或考察特定的学官群体②，但都忽视了对孔府书院及其学官的讨论。同样，学人对孔府

属官的研究，目前仅限于对其构成、沿革、职掌作一般性介绍③，而对包括学录在内官员选拔、任职问

题的微观研究，仍然暂付阙如。

洙泗和尼山书院先后创建于元顺帝至元二年和四年，首任山长分别为豁识达和彭。④ 明洪武

元年，部议题准仍于尼山、洙泗书院各设山长一员。正德二年，两书院山长改称学录，万历二十七年，

加国子监学录京衔。⑤ 清顺治元年，吏部复准山东巡抚方大猷条奏，尼山书院和洙泗书院学录由衍圣

公分别咨送弟侄和族人题补。乾隆元年，学录品秩由从九品升为正八品。⑥ 由是，孔府书院学录在选

拔、任事诸方面是否有一套一以贯之的程序？如有，其果否得以切实执行？与中央和地方学官相比，

孔府书院学录的选授与任职又有何异同？皆是需要尝试回答的问题。所幸，笔者在《孔府档案》中发

现了一批有关孔府书院学录任免的档案资料，为学界围绕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提供了原始文本。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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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选择嘉道以降进行考察，主要是因为此时是清代制度臻于成熟和完善的时期①，同时又与材料

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密切相关。

一、经制之规：孔府书院学录的选授程序

与清代地方书院的山长由官府指派或延聘不同②，作为朝廷命官，孔府书院学录的选拔、任事和

告退通常要遵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其信息也被收录于清代各种刊本的《缙绅录》中。③ 孔府书院学录

的选任大致要经历“孔府拣选———地方核查———咨部请凭———汇题请旨———给凭任事”的过程，而告

退程序较为简单，只要学录呈请告退，即可由孔府转咨吏部，注册作缺。

（一）选拔

孔府书院学录的拣选与核查环节，分别由孔府和地方州县来完成。

首先，衍圣公确定学录拟任人选。前任学录告退后，衍圣公即在族人中拣选新学录，并颁发令其

暂时“署理”学录事务的信牌，作为该学录在接到吏部文凭成为正式学录前的办事凭证：“袭封衍圣公

府为饬委事。照得洙泗书院世袭国子监学录一员，遇有缺出，例由本爵府在于族人内拣选咨补。查学

录现在员缺，今选得署五品执事官寄居宁陵县族人孔广坦堪以补授，合行饬委。为此牌仰孔广坦遵照

署理学录事务，仍将任事日期申报备查。”④同时，孔府还会行文知会拟任学录原籍所在州县。⑤ 如果

孔府中途发现所任非人，则会请求该管州县将孔府所发信牌追缴。⑥

其次，地方州县核查拟任学录在籍有无过犯情形。衍圣公在族人内确定“堪用人员”后，即行文

地方州县核查拟选人员是否身家清白，在籍有无过犯：“袭封衍圣公府为移查事……查学录现在员

缺，今选得孔宪，直隶长垣县人，堪以顶补，除饬委署理外，拟合移查。为此札付贵县，烦为查照来文

事理，希即查明孔宪如无过犯违碍，取具族邻甘结，加具印结各二套移送本爵府，以便咨部题补，给

凭任事。”⑦嘉庆七年以后，孔府又在札付地方的行文中，增加了取具拟任学录“年貌、履历、亲供三代

存殁”的要求，以凭核查。⑧

在接到孔府行文后，州县即代为核查拟任学录的相关情况，并取具族邻甘结，加具印结，具文申送

孔府。⑨ 在这里，族邻甘结是指由族人和邻佑出具的书面保结，内中介绍所保之人的姓名、年龄、有无

过犯违碍、是否合例等情况。地方长官也要针对族邻甘结出具保结，加盖县印，是为印结。虽然地方

州县对学录身份和资格审查非常重要，但地方州县一般都会根据孔府来文的要求具结了事，只是偶尔

会碰到个别较真的情形。在嘉庆二年直隶长垣县呈给孔府的申文中，即对本县已有孔昭昂担任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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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学录，却为何还要拣选孔宪顶补感到不解，要求孔府解释。① 另一例是地方州县对孔府提出的

人选颇有微词。嘉庆十七年，直隶雄县在回复孔府的移文中称，尽管拟任学录孔继鸣并无过犯违碍，

但其“自幼务农，并不读书识字”，对其“是否堪以胜任”表示怀疑，拒绝加具印结。②

复次，孔府咨请吏部给凭任事。拟任学录经过拣选和核查环节后，即由孔府行文吏部，请求给凭

任事。在致吏部的咨文中，孔府通常强调拟任学录“品端行谨”“堪以顶补”，请求吏部“照例题补”。

只是在道光七年之前，孔府只需向吏部呈报候选学录姓名，不用进呈学录年籍、履历，也不申送甘结、

印结。此后，孔府所有属官的履历和印甘各结，均须咨送吏部。③ 例如，在道光九年孔府向吏部行文

时，就增加了拟任学录的年籍、履历、三代存殁信息。④

最后，吏部请旨发放文凭。孔府咨文到京后，吏部即查核档册记录，依例予以审议，或准或驳。例

如，当吏部发现孔府题请咨补的新任学录与前任学录“姓名相同”时，即要求孔府查明回复。⑤ 不过，

由于书院学录都是“循例咨补”，吏部通常都全然照准，汇题请旨。在庆桂等请旨补授尼山学录孔继

钫的题本内称：“定例，衍圣公凡有应补所属官员，咨送臣部题补。今学录孔广敏告病员缺，衍圣公既

称选得孔继钫品端行谨，堪以顶补，等语。应将孔继钫照例准其补授尼山书院世袭国子监，俟命下之

日，臣即照例给凭，令其任事。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四月初五日，嘉庆帝批红“依议”。⑥ 吏部

即据此颁发任事文凭。事实上，由于皇帝不可能也不会对这些“微员”进行审核，吏部汇题请旨便成

为一种形式，旨在表明“用人之权，归于上”⑦，体现了中央君主专制集权的一面。

（二）任事

皇帝允准的孔府学录，由吏部颁给文凭，并由孔府转发给学录本人：“吏部为给发文凭事。照得

孔广坦河南人，今授洙泗书院世袭国子监学录文凭壹道，合行封发衍圣公府，转给该员，令其钦遵任事

可也。”⑧孔府在接到吏部文凭后，即牌行新补学录：“袭封衍圣公府为饬发文凭事。准吏部咨发洙泗

书院世袭国子监学录孔广坦文凭一道。等因到本爵府。准此，合行转发。为此牌仰该员遵照凭限任

事，仍将任事日期申报备查，并将原领文凭申缴，以凭转缴。”⑨

由于吏部文凭和孔府信牌是学录在职任事的凭证，尤其是当学录正式入职后，要将原领的吏部文

凭回缴，信牌的凭证作用就显得越发重要。因此，遇到学录遗失信牌的情况，孔府也会予以补发。例

如，署理尼山学录孔宪岐因嘉庆年间“邪匪滋扰”而将信牌遗失，即具文呈请孔府另行补发。瑏瑠 另外，

在给学录转发文凭的同时，孔府也会行文学录所在地方督抚和该管州县衙门知照瑏瑡，只是在移文后者

时，多数情况下是要求该管州县饬令学录遵照凭限来曲阜任事。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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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２２６－００１９。
《吏部为孔继钫补授尼山书院学录由》（嘉庆十二年四月初三日），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档

案，登录号：１２２２６１－００１。
王庆云：《石渠余纪》卷１，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０页。
《吏部为给发洙泗书院学录孔广坦文凭事致衍圣公府咨文》（嘉庆二年九月初九日），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２５－０００４。
《衍圣公府为饬发吏部文凭事致洙泗书院学录孔广坦信牌》（嘉庆二年十月十六日），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２５－００１６。
《署尼山书院学录孔宪岐为补发信牌事至衍圣公孔庆禀文》（道光十年九月），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７１－０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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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２５４－０００６。
《衍圣公府为饬令尼山书院学录孔继贵来曲任事事致直隶元城县札付》（嘉庆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档号：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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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录收到孔府转发吏部文凭的信牌后，即前往曲阜任职。学录入职时，在出具接收钤记的领状

后，即可领取印信任事。① 印信为木质，竖条形，纵８．２厘米，横５．３厘米，印文为“尼山书院世袭国子
监学录之钤记”，双列并排，每列７字。② 同时，学录还要向孔府呈文申报到任日期，并将原领吏部文
凭申缴。③ 衍圣公再据此向吏部转缴学录原领文凭，并转报学录“凭限任事”日期④，而这一个时间也

被吏部视为学录正式任职的开始。

（三）告退

学录告退也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只是相对前者来讲，程序较简，环节较少。

首先，本人呈报孔府。学录遇有终养、丁忧、患病等情况，即可呈文孔府请求告退卸职，并呈缴钤

记。⑤ 然后，孔府“据情咨报”吏部。如果孔府未将学录请求告退的呈文咨报吏部，则新任学录的选拔

将不能进行。⑥ 最后，吏部注册作缺。孔府咨文到京后，吏部即准许学录告退，并转咨孔府知照。⑦

综上，孔府学录的任免过程虽然复杂，但看起来仍然是有制可遵、有例可循。一方面，从制度运作

上说，学录的选授涉及孔府、地方督抚和州县、吏部、皇帝等不同主体，整个流程需要经过很多环节，每

个环节均有不同的主体参与，但由于每个环节衍圣公都参与其中，事实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勾连作

用。另一方面，从权力分配上讲，表面看来孔府行使的是荐举权，州县行使的是核查权，吏部和皇帝行

使的是审核与决定权，但由于孔府拣选学录时不需征询中央和地方的意见，地方州县只有配合孔府核

查拟任人选之责，吏部也只是“循例”请旨后颁发文凭，故书院学录选任的最终决定权仍在孔府。要

言之，作为朝廷命官的书院学录，本应由朝廷决定去取，但实际上却操之于孔府之手。

二、无规之举：孔府书院学录的选授实态

以上根据《孔府档案》中孔府与中央和地方各级衙门的往来公文，梳理了孔府书院学录选拔和任

免的制度性规定。但如果据此认为这就是学录任免的实态，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此，档案文字表

现出来的“经制之规”，与实际操作折射出来的“运行之实”是否相符？我们仍需透过档案，次第考察

这套程序在实践中发生了哪些偏差。

一是地方州县与中央吏部的核查和驳议徒有其名。按照选任程序，孔府确定拟任学录人选后会

移文地方州县查明该学录在籍有无过犯。实际情形如何呢？以嘉庆二十五年选补洙泗书院学录孔昭

祥为例，郏县知县李虎臣六月初一日接到孔府札付，并于七月初八日造具孔昭祥履历清册和印甘各结

复送孔府。⑧ 可是，孔府在没有接到郏县回文之前，就已向吏部咨请题补学录了，而吏部也早在六月

二十六日即具题请旨补授了。⑨ 概言之，地方州县核查一环只是虚有其名的例行程序而已，其结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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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尼山书院学录孔传蓉为领到钤记事所具领状》（嘉庆七年十一月），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５４－００１４。
《署尼山书院学录孔宪坪为呈报到任日期事致糐圣公府申文》（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档号：０１－

０００２７４－００２０。目前《孔府档案》中暂未发现洙泗书院学录的印信，但该学录也应有钤记，因为乾隆年间洙泗书院学
录孔兴皀前往江西赣县访查族谱时，曾为当地孔姓族谱“盖用学录木戳”。参见《刑部为孔昭焕滥委查谱由》（乾隆三

十二年四月初三日），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２２２２５５－００１。
《尼山书院学录孔传蓉为呈报到任日期事致衍圣公府申文》（嘉庆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５４－

００１３。
《衍圣公府为转缴尼山学录孔宪文凭事致吏部咨稿》（嘉庆二年九月廿七日），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５３－００１３。
《尼山书院学录孔传蓉为丁忧事致衍圣公孔庆呈文》（嘉庆八年二月），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５５－０００４。
《衍圣公府为报明尼山书院学录孔传蓉丁忧开缺事致吏部咨稿》（嘉庆八年闰二月十五日），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５５

－０００５。
《吏部为已准尼山书院学录孔宪终养作缺事致衍圣公府咨文》（嘉庆三年十一月廿七日），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５３

－００１９。
《河南郏县知县李虎臣为移送洙泗书院学录孔昭祥年籍履历三代清册并印甘各结事致衍圣公府申文》（嘉庆二

十五年七月初八日），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３３－００３０。
《吏部为题补洙泗书院学录孔昭祥事致衍圣公府咨文》（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６８－０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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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拟任学录产生任何实际影响。

吏部审核也是虚应故事。按照学录咨补程序，吏部和皇帝享有最终的审驳权和决定权。但实际

上，对于孔府呈报的人选，吏部在题请圣旨后即全部给发文凭。换言之，在咨补学录的过程中，吏部和

皇帝的审核权与决定权只是制度上的规定，而孔府呈报的拟任人选即是最终确定的学录人选。

二是孔府为一己私欲欺上瞒下。在书院学录的选授过程中，孔府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在学录本人

与地方州县、吏部和皇帝中间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过，孔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非忠实行使上

传下达之责，而是有所取舍。前已述及，无论从吏部咨行孔府给发文凭的要求来看，抑或是孔府牌行

学录饬发文凭的套语来讲，都明确规定学录文凭系由吏部“封发衍圣公府，转给该员”。那么，孔府是

否确实将该文凭转发学录本人？或者是学录本人前来孔府具领？

绎各件公文的往来时间可以发现，吏部文凭到达孔府的时间，与孔府牌行学录转缴文凭的时间

抵牾之处颇多。例如，吏部给发尼山书院学录孔继淞文凭的咨文于嘉庆五年正月初八日到达孔府①，

但孔府早在吏部文凭到达的２天前就已经牌行该学录将“吏部文凭”转发了。② 光绪二年咨补尼山书
院学录孔广钰时，吏部文凭五月二十一日才到孔府③，孔府却早在２０天前的五月初二日就已经向学
录发放转发文凭并催其来曲阜任事的信牌了。④ 因此，实际的情形更可能是，孔府既不将文凭转发给

学录本人，学录也不用真的来曲阜领取文凭，而是孔府一直将该文凭扣留不发，待学录来曲阜任事后，

直接将文凭咨行吏部缴回。换言之，学录从孔府那里领凭和交凭的环节，实际上并未发生。⑤

同样，孔府也会在向吏部呈报学录任事日期凭限上做手脚。孔府牌行转发学录文凭的日期与要

求学录凭限任事日期之间的间隔长短不一，长则数月，短则数日，还有不少发文当日、次日、甚至发文

之日前一日或数日即需任事者，从而导致孔府上报的学录任事日期与实际不符。例如，孔府转发尼山

书院学录孔毓奇吏部文凭的信牌于正月十六日签发，但牌文中却要求该学录于正月初三日任事⑥，而

且孔府行文吏部回缴孔毓奇文凭时仍称其“遵照凭限于嘉庆二十五年正月初三日任事”。⑦ 类似地，

在孔府转发孔广元文凭的信牌中，要求其于道光元年十二月初三日任事，而行文吏部回缴孔广元文凭

的咨文中也称其已遵限于该日任事，然而孔广元不但未遵限任事，反而屡次借故迟延，并以老父染患

痰疾为由恳求终养，孔府最后也只好咨行吏部，将其“注册作缺”。⑧ 可见，在转发吏部文凭时，无论学

录本人早已任事多日，还是已逾任而未到职，孔府都会在向吏部回缴文凭时具报该日期。可见，孔府

呈报给吏部凭限任事的日期，根本不是实际到任日期，只是为了避免“致干部议”的程序性具文而已。

简言之，孔府作为上传下达的中间人，追求的是程序性“合法”，而非合理性“事实”。

综上，孔府书院学录不过是一介八品微员，其选任与告退却牵涉极广，下至族邻，上至皇帝，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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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吏部为给发尼山书院学录孔继淞文凭事致衍圣公府咨文》（嘉庆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５３－
００２０。

《衍圣公府为饬发吏部文凭事致尼山书院学录孔继淞信牌稿》（嘉庆四年正月初六日），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５３－
００２２。

《吏部为给发尼山书院学录孔广钰文凭事致衍圣公府咨文》（光绪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７７－
０００３。

《衍圣公府为饬发吏部文凭事致尼山书院学录孔广钰信牌稿》（光绪二年五月初二日），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７７－
０００４。

会不会是吏部根本就没有颁发文凭，以致孔府无凭可转呢？一些吏部文选司司员漏发、错发学录文凭和孔府

将奉到学录文凭扣缴的事件，足可否定这种推测。参见《吏部为补发洙泗书院学录孔昭祥文凭事致衍圣公府咨文》

（道光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６９－０００２。
《衍圣公府为饬发吏部文凭事致尼山书院学录孔毓奇信牌稿》（嘉庆二十五年正月十六日），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６８

－０００２。
《衍圣公府为呈缴尼山书院学录孔毓奇文凭事致吏部咨稿》（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十一日），档号：０１－０００２６８－００１３。
《衍圣公府为尼山书院学录孔广元呈恳终养烦请注册作缺事致吏部咨稿》（道光二年二月十八日），档号：０１－

０００２６９－０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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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以致来往公文繁杂。这套上下贯通的程序表面上看起来完整且有序，但实际执行起来却频频走

样，而子虚乌有、兼乖典则之处，更是数见不鲜。既有繁文缛节之扰，复有上下乖离之实，传统中国选

官制度这一鲜为人知的面相，应是其为人诟病之所在。

三、判若两然：孔府书院学录的群体具象

孔府书院学录不但在选任程序的具体实施方面存在诸多有谬常法之处，而且与其他学官相比，也

表现出诸多有乖典制的独特性。

一是孔府书院学录不避本籍。清代学官任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虽不回避本省，但需回避本府，一

般都是就近选补，“例用本省人，惟同府州者避不用”。① 研究也表明，地方学官任职需回避本籍的制

度性规定，与实际情形基本相符。② 但是，孔府书院学录的选任，既不专用本省，更不回避本籍。

统计分析表明，嘉道以降有史可考的７６位实授学录中，来自山东的３５人，河南的２１人，直隶的８
人，江苏和安徽各３人，山西、湖南各１人，另有４人籍贯不详。换言之，来自山东本省和周边他省的
学录人数，大致相当。来自山东省内的３５位学录，分布于除沂州府、莱州府、胶州和临清州之外的９
个府（州），其中来自兖州府的有１８人之多，内中曲阜县即有１４人。也就是说，孔府书院学录的来
源，不但不限于本省（４６％），而且还集中在本府（５１％），甚至本籍（４０％）。

二是孔府书院学录任职时间短、更迭速。孔府书院实授学录的任期长短不一，短者不足１月，长
者近２０年。在７６位实授学录中，任期不到一年的最多，超过总人数的４０％，任期１到３年的超过
３０％，二者合计近７１％，任职３年以上的仅占总人数的２０％。这与地方学官任期动辄一二十年，甚至
卒于其任的情形大异其趣。③

当然，各朝之间也有差别，而嘉庆朝尤其突出。嘉庆一朝不过２５年，实授学录居然有４１名之多，
占清后期学录总人数的一半多，远远超过道光朝的１８名和光绪朝的１１名。并且，嘉庆时期任职不到
一年的实授学录多达２４人，几占清后期人数的８０％。这显然有悖常理。原因在于，孔府书院学录既
可“优免一切杂派差徭”，又可“出学免考，每遇乡科照教职例一体准同录遗”。④ 学录获得此职，其意

本不在入职供事，而是以之谋取进身之阶、荣身之利。这就导致学录一旦得缺，多不赴任；即或赴任，

往往不久之后即告假回籍避差，甚至呈请终养销差。相应地，孔府也为一己私利，招权纳贿，借机另补

学录。御史吴敬恒曾奏称：“衍圣公官属一接札付，无论父母存殁，捏告终养。所遗之缺，即另补他

员，辗转递让，俱为将来覃恩地步。”⑤这样一来，实授学录在任日短、交替频繁之弊愈演愈烈，终至无

可复加，经道光初年整顿后方才敛迹。此后，在任学录的人数明显减少，但任期反渐有加长之势，咸同

以后几乎不见任职不到一年的学录。

三是孔府书院学录任职资格低，且形同世职。清代学官因掌一方教职，多是正途出身，地位清高。

地方府州县官学的教授、学正、教谕等正印官，多由进士、举人充任，非正途出身者，非经保举不得膺

任。⑥ 即使是地方聘任的书院山长，也需学问博通、品行方正，“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才能担任，

而科甲出身者亦复不少。⑦ 考之各地实际，大致不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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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誽等：《钦定历代职官表》卷５１《学政表》，戴逸主编：《文津阁四库全书·清史资料汇刊》（史部·六四），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２４页。

李新芳：《清前期儒学教谕的探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５年，第１５页；陈豆豆：《清代南阳地区府州
县学研究》，西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８年，第４１—４３页。

魏雅丽：《清代广州城的学官群体及其历史贡献》，《广州文博》２０１６年第９辑。
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３编第１６册，第７９页。
《清宣宗实录》卷１２１，道光七年七月丙午，《清实录》第３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０２７页。
陶嘉：《清代前期学校教育概论》，《教育评论》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清高宗实录》卷２０，乾隆元年六月甲子，《清实录》第９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８８页。
张海静：《清顺治至乾隆间兖州府师资情况小考》，《遵义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５期；杨艳华：《清代入台学

官及其文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第９—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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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书院学录的任职资格则更为宽泛。洙泗书院学录由孔氏生员咨送题补，尼山书院学录只需

从衍圣公弟侄中题补即可。① 在嘉庆至宣统年间出身有据可查的１２位实授学录中，出身最好的是监
生，而在１８名署理学录中，童生居然占了三分之一。虽然孔府书院的学录人选没有限定由孔氏家族
的某个人担任，但却都从固定支系的孔子后裔中题补，也就使得书院学录之职兼具世袭的意味。

综上，作为学官群体的一员，孔府书院的学录与地方学官存在诸多迥异之处。这既体现在制度规

范中，也体现在实际操作中，凸显了孔府书院学录在学官群体中的特殊性。

余　论

自秦汉以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逐渐发展成为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明清诸帝更

是对至圣嫡裔眷顾备至，赐官赐爵，优渥有加，孔府书院学录官缺的设置即是其一。

有清一代，孔府书院学录的选任与告退程序，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孔府、地方、朝廷共同参与的完整

系统，各个主体都具有明确的分工，扮演不同的角色，而衍圣公府则是整个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

环。然而，从实体档案中梳理出来的这套流程，表面上看来“有制”可循，但实际操作中的“无规”之举

却数见不鲜。不但州县核查权有名无实，中央决定权也徒有其名，而且衍圣公府更是上下其手，扣发

学录文凭，谎报任职日期，肆意践踏学录选任制度。并且，与一般学官任职时需要避籍、避亲不同，孔

府书院学录既多用本地人，又全由孔氏子孙充任，品级也相对较高，任职资格却更低，任职时间更短，

更迭更为频繁。

如是，无论是程序上的“有制”，还是运行中的“无规”，都是孔府学录选授实态中的共有面相，既

体现了皇权对孔子及其后裔的尊崇，也反映了衍圣公绅权的悄然扩张。这一矛盾统一体能够并生共

存的关键在于，它始终都是在皇权许可的范围内运行，一旦试图突破皇权与绅权博弈的张力，学录选

任的实态就会呈现迥然有别的另一面相。

［本文为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孔府档案道德教育资源整理与研究”（１６ＣＬＳＪ０２）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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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无规：嘉道以降孔府书院学录选授探研·　

①光绪《清会典事例》卷１４２《吏部·世爵》，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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