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0 卷第 4 期

Vol． 30，No． 4
西 华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Journal of Xihua University (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011 年 8 月

Aug． 2011

收稿日期: 2011 － 04 － 06
作者简介: 田志馥( 1979—) ，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主要研究区域历史地理。

·中国文化·

近二十年孔庙研究成果综述

田志馥
(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摘 要: 随着“国学热”和海外孔子学院的遍地开花，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专家学者的

关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研究孔子和儒学，而孔庙是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建筑和儒学精神的物质载体，因此，

研究孔庙对于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学术界对孔庙的研究取得长足发展。本文通过以时

间为轴分类、分主题的梳理方法，将近二十年来的孔庙研究成果予以综述，肯定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指出不足，并

对未来走向提出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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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Studies of Confucian Temple in the Last 20 Years

TIAN Zhi-fu
(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History，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007，China)

Abstract: With the mushrooming of Confucian schools around the world，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en receiv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Sinc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dominated by Confucianism，study of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is an indispen-
sable element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us，Confucian temple，which is the site for people to worship Confucius，is
worth studying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stud-
ies of the last 20 years and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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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清末封建

王朝崩溃，儒家思想虽偶有波折，但总体上不断上

升、巩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孔庙是儒家思

想的重要载体与象征，因此亦随着历朝历代的尊

孔从家庙发展到国庙再到遍地开花，以至清末全

国共有孔庙 1560 多座［1］。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学术界对孔庙的研究相

应增多，一方面体现在研究视角日益多元，另一方

面表现为成果蔚然。这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中国传

统文化、古代教育以及古代建筑无疑具有重要意

义。笔者不揣浅陋，拟分著述、学术论文、学位论

文( 包括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 三类对近

二十年来关于孔庙的研究成果初步梳理，以达抛

砖引玉之效。

一、著述
据笔者初步统计，关于孔庙的研究专著约有 40

余种。为使纷繁复杂的学术专著更具条理性，拟分

全国考察视野和地方考察视野两个层面对其综述。
( 一) 以全国为考察视野

《孔学孔庙研究》［2］是四川省孔子研究会首届

孔子孔庙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所收论文对孔子与传

统文化、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与精神文明建设和孔

庙的历史、功能及保护利用等问题进行探讨。《中

国孔庙》［3］以大量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为基础，图

文并茂，对中国的孔庙第一次进行系统介绍。《孔

子家族全书》第五卷《文物古迹》［4］对曲阜孔庙、北

京孔庙、衢州孔庙及我国其他各地共计 200 多座孔

庙的始建、重建时间和现状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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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外的孔庙进行了概述。《孔庙史话》［5］主要详

述孔氏家庙( 即曲阜本庙和南宗的衢州家庙) 、京师

太学孔庙、现存相对完整的部分地方孔庙、东亚与东

南亚孔庙的发展演进以及历朝历代祭孔礼仪等内

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

法研究》［6］以恢弘的背景概述了隋至清期间的古建

筑，其中论及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国子监的平面布

局，以及对曲阜孔庙大成殿和奎文阁的构图分析。
《中国孔庙研究专辑》［1］回顾孔庙发展历史，列举史

上有影响的孔庙，探讨不同时期孔庙的称谓与类型，

阐明孔庙的建筑文化、匾额文化以及祭孔礼制，介绍

孔庙的人文景观，分析孔庙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关系

以及当代孔庙的社会文化功能。该书是一部较早、
较系统化研究孔庙的综论性专著。《孔子历史地图

集》［7］“孔子思想的影响”一章中，对国内现存主要

文庙的地理分布和韩国、日本、越南的文庙分布作了

图示，并对曲阜、北京、衢州、南京等地孔庙尤其是曲

阜孔庙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图解。《世界孔庙·第

一卷》［8］对孔庙发展史简单叙述后以大量图片的形

式，直观地、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现存文庙。该书资料

详尽、图文并茂，是了解我国现存文庙状况的重要研

究成果。《中国孔庙》［9］分孔庙建筑发展史、孔庙在

西方的发展、孔庙的建筑特色及功能、孔庙祭祀的相

关程序、孔庙在儒学传播中的作用几个部分，对孔庙

在国内外的演变历史作了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并指

出孔庙已经成为中国及世界的重要文化遗产，为人

类所共享。《中国孔庙保护协会论文集》［10］分为孔

庙的历史沿革、孔庙的保护与利用、孔庙的建筑特

色、孔庙与儒学传播四部分，收集学术论文 40 余篇，

研究主题包括孔庙的历史变革、保护和利用、建筑特

色以及儒学传播等方面。《学宫时代: 古代中国人

怎样考大学》［11］分图说学宫、文解学宫、学宫变迁、
学宫遗存四编，图文并茂地挖掘了我国古代学宫文

化并搜集整理除内蒙古、宁夏、青海、西藏以外其他

省区的 204 座学宫( 文庙、孔庙) 的遗存资料，是“系

统保存学宫遗存资料，进而细致研究古代儒学教育

的知识性读物”。《元代庙学: 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

链》［12］对元代庙学的结构和祭祀、元代庙学发展的

阶段性和地域分布、元代庙学的管理和元代庙学学

产等进行说明。《远去的历史场景———祀孔大典与

孔庙》［13］以现存古迹空间的展开为叙述结构的模

式，穿透孔庙、孔林、孔府文化古迹的表层存在，解读

文化符号的深层内涵。《儒学之旅———全国孔庙、
书院、贡院、考棚完全手册》［14］介绍了孔子与儒学，

以及儒学在我国发展的大致情况，并按照行政区划

概述中国现存与孔子、儒学和中国古代教育相关的

古迹和遗址，如孔府、孔庙、国子监、贡院、书院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台湾学者对孔庙的研究

颇有见地。《优入圣域: 权利、信仰与正当性》［15］中

的第二部分“皇帝、儒生与孔庙”侧重从文化、宗教、
科举的角度论述了孔庙祭祀制与从祀制等内容。
《圣贤与圣徒》［16］主要从权力、学术与宗教三个层

面来考察绵延长达二千余年的孔庙从祀制度，并比

较了从祀制与基督教封圣制，从而理解儒教之复杂

特质。这两本著作皆可谓力作，为我们从不同角度

深刻理解孔庙文化提供思路。《认识孔子、孔庙与

祭孔》［17］是纪念孔子诞辰 2558 周年的专著，主要探

究 2500 年前孔子之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思想，考证孔

庙之由来、高雄市孔庙历史和庙制以及祭孔典礼的

完整仪节。
( 二) 以地方孔庙为考察视野

地方孔庙中曲阜孔庙无疑最为重要，这不仅在

于曲阜孔庙是孔庙发展、流变之肇始，还在于曲阜孔

庙超越家庙性质具有国庙属性，因此，学者们对曲阜

孔庙关 注 最 多、研 究 也 最 为 成 熟。《曲 阜 孔 庙 建

筑》［18］收录大量曲阜孔庙精美照片和实测建筑，并

析述曲阜孔庙的发展、建筑和空间布局，论述历代尊

孔与祀孔建筑的发展。《孔庙》［19］对曲阜孔庙的形

成、发展、建筑布局、祭祀活动、轶事等作了简要介

绍。《曲阜庙城与中国儒学》［20］分上、中、下三篇，

以曲阜为研究对象，追溯曲阜的城市发展史、儒学的

历史变迁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其中上篇谈及曲阜

孔庙的发展流变。《曲阜孔庙孔林孔府》［21］对曲阜

“三孔”的建筑形制、历史流变诸方面进行介绍，从

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角度对孔庙作了有益的研究。
《孔庙孔林孔府》［22］一书“天下第一祠庙———孔庙”
一章概述孔庙历史、孔庙规制、孔子遗迹、孔庙碑刻、
孔庙石雕，为我们了解或研究曲阜孔庙提供了翔实

资料。《曲阜孔庙祭祀通解》［23］详述祭孔活动的起

源、历史沿革、祭孔乐舞及歌辞、程序等内容，为读者

了解孔庙祭祀提供了直接知识信息，也为研究孔子

思想、儒家文化提供了翔实资料。《曲阜孔庙孔林

孔府》［24］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孔庙孔林孔府的营建、
建筑景观、祭祀礼乐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孔府

孔庙文物珍藏》［25］汇集、梳理、论述了孔府有代表性

的文物，包括孔子夫妇楷木雕像、孔子画像、孔氏族

谱手卷、孔府档案、孔府门神等，为孔庙、孔府和孔林

的深入研究提供素材。《孔府孔庙孔林》［26］ 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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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孔府和孔林悠久的历史、宏大的规模、厚重的文

化、丰富的文物珍藏以及高超的艺术价值作了详细

论述。
除了曲阜本庙的研究著作之外，其他各地孔庙

的研究著作也层出不穷。《建水文庙研究资料汇

编》［27］利用历史文献整理了建水孔庙的发展和孔庙

中的建筑、树木、匾额、石刻、祭祀人物等方面的资

料。《儒家文化现代透视: 安溪文庙始建千年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28］收录 56 篇学术论文，主题涉及孔

子及儒家思想、安溪文庙、儒家文化与茶文化等。
《建水文庙: 开启滇南文明的圣殿》［29］从建水文庙

的历史源流、建筑规制、碑刻文存、文化影响等方面，

对建水文庙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全面介绍，并配

有大量的图片。《云南文庙》［30］按地区分布介绍了

云南 55 座现存文庙的历史与现状，对文庙的起源、
分布、选址、建筑作了概述性研究，并对云南文庙的

保护与 开 发 提 出 了 建 设 性 的 意 见。《夫 子 庙 史

话》［31］介绍了南京夫子庙的人文景观、民俗活动、文
化市场、花鸟市场以及夫子庙美食等。《湖南文庙

与书院: 儒家文化的载体》［32］收录湖南现存的文庙

与书院 36 处，图文并茂，史料翔实，全面而系统地介

绍了湖南省现存文庙与书院的历史、建筑式样和建

筑特色，为研究和保护孔庙提供依据。《恭城文庙

武庙》［33］介绍了恭城的名胜古迹文庙和武庙，包括

历史沿 革、建 筑 装 饰、庙 内 陈 列 品、人 物 传 说 等。
《四川文庙》［34］对德阳文庙、犍为文庙、富顺文庙和

渠县文庙作了全面研究，介绍了四川文庙的建造思

想、规制、建造方法、传统工艺和各种祭祀活动等内

容。《江南文庙》［35］对江南文庙的历史沿革、建筑

形制、衰落复兴、现存状况和祭孔典礼进行考证和论

述。《杭州文庙》［36］对杭州孔庙的建筑、陈设以及

碑的起源、南宋太学石经、御书、法帖类、绘画、墓志

等均有涉及。《泉州府文庙碑文录》［37］收录宋、元、
明、清以及民国时期泉州府文庙碑文 74 篇，以碑文

撰拟镌刻时间先后梳理，记述碑记的来源、碑石的现

状、作者事迹简介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文字。《北

京孔庙国子监史话》［38］分为北京国子监史话和北京

孔庙史话两篇，对北京孔庙国子监探源、古韵经纶国

子监、源自国子监后院的佳话、孔子历代谥号和配

享、北京孔庙的历史作用等方面进行探究。《儒风

同仰: 首届闽台孔庙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9］收

录 57 篇学术论文，围绕儒家思想文化的价值、意义

以及与孔庙的历史传承关系，闽台孔庙的历史、现状

及其保护问题，儒家孔庙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

展开讨论。

二、学术论文
近年来，关于孔庙的学术论文层出不穷。由于

专家学者的专长与兴趣点迥异，其成果的研究视角、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就五花八门。为清晰勾勒研

究现状，拟以研究主题的不同粗略分块叙述如下。
( 一) 关于孔庙保护与开发

有《台南孔子庙的保护和管理》［40］，《如何开发

利用哈尔滨文庙的几点思考》［41］，《旧城改造中孔

庙建筑群保护应注意的几个问题》［42］，《新世纪孔

庙博物馆征集工作之我见》［43］，《试论德阳文庙的

开放与保护利用》［44］，《云南文庙的保护与开发利

用》［45］，《浅谈资中孔庙的保护与利用》［46］，《江西

新余孔庙魁星阁的开发》［47］，《郑州文庙的保护与

复建》［48］，《论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视 野 中 的 现 代 旅 游

业》［49］，《文庙的保护与利用: 应在冲突中寻求和

谐》［50］，《中国文 庙 旅 游 资 源 开 发 问 题 初 探》［51］，

《热河文庙与避暑山庄———兼谈文庙的保护与利

用》［52］等论文。
( 二) 关于孔庙功能与遗产

有《论元代庙学书院的规模》［53］，《金元之际的

庙学考论》［54］，《孔庙与儒学的传播》［55］，《着力发

掘利用孔庙的教育功能，使之服务于当代》［56］，《金

代孔庙的修建及其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57］，《中

国孔庙在儒学传播中的历史地位》［58］，《孔庙与“庙

学合一”》［59］，《“庙 学 结 合”与 治 潮 良 吏 兴 学 刍

议》［60］，《闽台的庙学规制探略》［61］，《元代庙学考

辨》［62］，《恢复苏 州 文 庙 府 学 规 模 势 在 必 行》［63］，

《中国孔庙的文化特征管窥》［64］，《孔庙及其社会价

值》［65］，《儒家文化的精神家园———孔庙》［66］，《孔

庙的教育功能试论》［67］，《国家性祭孔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68］，《中 国 庙 学 教 育 实 践 及 其 启 示》［69］，

《福建庙学探讨》［70］，《试论文庙的现代定位》［71］，

《武威文庙与武威历史上的教育》［72］，《平遥文庙的

历史文化内涵及价值》［73］，《南诏学校教育考》［74］，

《中国文庙在当代社会的利用现状研究》［75］，《中国

文庙文化遗产价值构成初探》［76］，《由台南孔庙庙

学论清代台湾的儒教化》［77］，《略论孔庙与闽台文

化交流》［78］，《如 何 发 挥 孔 庙 在 现 代 社 会 中 的 作

用》［79］等论文。
( 三) 关于孔庙建筑与装饰

《湖南的三座文庙》［80］，《北京孔庙大成殿修缮

设计》［81］，《漳州文庙大成殿建筑》［82］，《安顺府文

庙建 筑 装 饰 艺 术》［83］，《孔 庙 和 学 宫 的 建 筑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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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84］，《德阳文庙的建筑特色》［85］，《闽台文庙建

筑形 制 研 究》［86］，《世 界 建 筑 文 化———中 国 孔

庙》［87］，《韩城文庙及建筑特点》［88］，《云南省建水

县孔庙棂星门形制分析与探讨》［89］，《探析福建汀

州府文庙建筑文化特征》［90］，《安顺文庙———石雕

艺术的殿堂》［91］，《透过建筑审视文化: 德阳孔庙文

化探 析》［92］，《岳 阳 文 庙 的 建 筑 规 制 与 特 色 初

探》［93］，《建水文庙植物景观艺术探讨》［94］，《阿城

市文庙建筑的外部装饰艺术》［95］，《从韩城文庙的

琉璃艺术造型说起》［96］，《元大都孔庙、国子学的建

筑模式与 基 址 规 模 探 析》［97］，《赵 州 文 庙 建 筑 沿

革》［98］，《长春文庙恢复设计》［99］，《文庙及崇善寺

街区保护与更新研究》［100］，《徐州文庙整体复原初

探》［101］，《嘉兴的孔庙》［102］，《资中旅游资源的现状

和开发: 以文庙、重龙山和罗泉镇为例》［103］，《天津

文庙室外地面修缮探讨》［104］，《洛阳河南府文庙戟

门、大成殿建筑特征探析》［105］，《杭州文庙彩绘现场

保护研究》［106］，《武侯祠和孔庙的对比与思考》［107］，

《文庙的一般性做法: 以云南建水文庙为例》［108］，

《西安府文庙的择址及其对周围环境的塑造》［109］，

《从曲阜孔庙的建筑与石刻艺术看传统美术资源的

理解和运用》［110］，《以台北孔庙为例谈闽南传统建

筑之闽式孔庙》［111］，《论中国孔庙的植物配置》［112］

等论文。
( 四) 关于孔庙发展与变迁

有《中国孔庙发展史简论》［113］，《宋代四川孔庙

的设置及兴盛原因》［114］，《古代各地孔庙发 展 概

要》［115］，《论金代的孔庙建置及其作用》［116］，《曲阜

历代孔庙考述》［117］，《汉魏鲁城孔庙考》［118］，《元代

庙学的发展过程》［119］，《曲阜孔庙建制考述》［120］，

《历代京都及地方孔庙考述》［121］，《谈文庙与孔子思

想的宣传》［122］，《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中国北

方两座孔庙之实地考察》［123］，《岁月凝风霜旧貌变

新颜: 蠡测杭州孔庙及碑林》［124］，《汉中府文庙的沿

革》［125］，《杭州文庙: 见证儒学理学化》［126］，《蒙元

时期山西地区的官办庙学》［127］，《四川德阳文庙调

查》［128］，《变 愚 昧 为 文 明 的 僻 壤 学 府———建 水 文

庙》［129］，《浅析德阳文庙现存格局之成因》［130］，《广

安文庙调查纪要》［131］，《安顺文庙: 凝结在石头上的

儒家文化》［132］，《上海文庙的变迁》［133］，《文庙与云

南文化》［134］，《宋代泉州府学、石笋变迁管窥》［135］，

《济南府学文庙》［136］，《黑龙江省文庙历史遗迹考

证》［137］，《山西现存文庙简述》［138］，《福建现存文庙

述略》［139］，《四川第一文庙———犍为文庙》［140］，《哈

尔滨文庙建筑名称考源》［141］，《官府、士绅与庙学的

修建: 明清时期婺源庙学的个案考察》［142］，《文庙与

儒家文化———以昆明地区文庙为例》［143］，《泉州文

庙侧记》［144］，《台湾庙学探讨》［145］，《静宁州庙学建

修述略》［146］，《定州文庙考》［147］，《追记南昌的文庙

和府学》［148］等论文。
( 五) 关于孔庙礼制与祀制

有《阳明从祀典礼的争议和挫折》［149］，《光绪间

关于王夫之从祀文庙的争论》［150］，《元儒吴澄从祀

孔庙的历程和时代意涵》［151］，《元儒熊禾的学术思

想及其从祀孔庙议案》［152］，《国家与礼仪: 元明二代

祀孔典礼的仪节变化》［153］，《从哈尔滨文庙看中国

古建筑中的等级观念》［154］，《试论明代孔庙祀典礼

的升降》［155］，《王守仁从祀孔庙之争》［156］，《明代地

方庙学中的乡贤祠与名宦祠》［157］，《王守仁从祀孔

庙之争》［158］，《陈白沙从祀孔庙考》［159］，《王阳明从

祀孔庙的史料问题》［160］，《礼制“损益”与“百世可

知”: 孔庙释奠礼仪时代性问题省察》［161］，《北京孔

庙的祭孔典礼》［162］，《明清时期德阳文庙的祭孔活

动与礼乐文化述论》［163］，《文庙从祀制度考论》［164］

等论文。
( 六) 关于孔庙域外传播与流变

有《中朝孔庙之异同》［165］，《庙学教育制度在朝

鲜地 区 的 发 展———中 国 文 化 圈 存 在 的 历 史 见

证》［166］，《近现代中国孔庙在东亚及东南亚发展的

历史及成因》［167］，《孔庙在日本》［168］，《河内文庙及

孔子思想对越南的影响》［169］，《中国和海外近邻文

庙制度之比较》［170］，《韩国朝鲜王朝的庙学 与 书

院》［171］等论文。
( 七) 关于孔庙其他方面

有《古代孔庙的祭祀乐舞》［172］，《明代西安碑

林、文 庙 及 府 县 三 学 整 修 述 要》［173］，《泮 池 考

论》［174］，《〈孔 庙、国 子 监 全 图〉考》［175］，《泮 池 考

论》［176］，《明代石屏庙学碑考释》［177］，《论金元之际

庙学碑记文的文化内涵》［178］，《浅释福州孔庙的匾

额楹联》［179］，《福州文庙讲解刍议》［180］，《正定府文

庙戟门》［181］，《长春文庙祭孔的文化反思》［182］，《泮

池: 庙学理水的意义及表现形式》［183］，《孔庙学刍

议》［184］，《孔庙泮池之文化寓意探析》［185］等论文。

三、学位论文
据不完全统计，研究孔庙的学位论文始于 2003

年止于 2010 年，共约 22 篇。由于各位作者专业不

同、兴趣迥异，将所列学位论文以某一标准分门别类

而又精确地划分几乎不可能。因此，只能依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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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大致将其分为如下几类，以时间顺序依次概述

以求杂而有序。
( 一) 关于孔庙保护与开发

《甘肃省孔庙遗存状况研究》［186］从保护文化遗

产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甘肃省的各类方志、石刻资

料、实地调查资料以及网络资料的研究，将甘肃省现

存孔庙及孔庙遗存的历史、现状及风貌尽可能展示

在世人面前。《济南府学文庙的保护与开发问题探

析》［187］通过梳理我国各地文庙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探讨目前济南府学文庙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并

根据济南府学文庙的现实情况，结合有代表性的地

方文庙，提出运用济南特有资源使府学文庙更具有

地方特色的方法。
( 二) 关于孔庙建筑与装饰

《云南明清文庙建筑实例探析》［188］以实例调研

与相关文献为基础，在更广的时空范围内认知云南

文庙，分析明清时期云南文庙建筑实例多元倾向、建
筑形态与建构逻辑上所显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以及

其深层的原因。《闽台传统建筑文化历史渊源的研

究》［189］以历史和文化的视角，用联系和比较的方法

对闽台包括文庙在内的建筑进行实证比较研究得出

结论，即台湾不仅在宗教信仰方面源自福建，而且在

传统建筑的形制、风格及营建方法方面也与福建有

着深厚的渊源。《韩城文庙建筑研究》［190］根据实地

调研，运用多种资料和方法，对韩城文庙的历史沿

革、选址与环境、总体布局、单体建筑、细部特征及总

体建筑特征进行初步探讨，为韩城文庙的研究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资料和理论。《广东孔庙建

筑文化研究》［191］前部分阐述广东孔庙学宫的文化

背景与历史沿革，后部分以形制模式和地域特色为

两条主线，论述广东孔庙的建筑特色，并对广东孔庙

建筑文化的深刻内涵作了详尽剖析。《孔庙建筑装

饰初探》［192］以孔庙装饰为研究对象，并视孔庙装饰

为建筑的子系统，与建筑的其他子系统按照一定的

关系形成建筑的系统整体，以此来探讨装饰系统承

载的精神性以及展现的人类的社会生活、地域文化、
时代精神等丰富的人文内涵。《论曲阜孔庙大成殿

龙纹装饰纹样的艺术特色》［193］在实地考察和借鉴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装饰艺术的视角，对曲阜大成

殿龙纹装饰纹样的艺术法则以及龙纹装饰纹样的艺

术特色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对龙纹装饰纹样今后的

发展进行初步探索。《“三孔”( 孔庙、孔府、孔林) 景

观的审美》［194］视“三孔”为一个互为联系的生命体，

通过对其景观的审美研究，挖掘其体现的人文内涵

和审美思想，萃取出适用于现代城市景观发展的人

文思想和审美价值，以期对中国现代城市景观事业

予以帮助和启示。《川西地区文庙建筑的装饰特点

研究》［195］对成都平原的文庙建筑装饰进行大量实

地考察和调研，分析川西文庙装饰赖以生存的自然

环境和人文环境，再从文庙建筑装饰的不同部位、构
件、工艺技法、装饰题材、文化内涵等几个方面进行

分析，归纳出川西地区文庙建筑装饰特点的文化特

征和总体特征。《曲阜孔庙景观研究》［196］从孔庙景

观环境研究入手，论及孔庙历史地位、祭孔活动，并

结合孔庙历史对曲阜孔庙的景观元素、建筑空间组

合、景观空间布局进行研究。
( 三) 关于孔庙发展与变迁

《传统城镇中文庙的形态分析———以山西太原

晋源镇文庙建筑为例》［197］以晋源文庙为主要研究

对象，以儒家文化为背景，对晋源文庙的历史变迁、
选址与布局、单体及总体建筑特征进行初步探讨，并

就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自己的见解。《曲

阜孔庙的建筑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研究》［198］以曲

阜孔庙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曲阜孔庙的建筑艺术的

研究，明确曲阜孔庙的布局特色和规模发展，在各个

层面上探寻孔庙建筑艺术特色的文化渊源。《宋代

江西孔庙研究》［199］采用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

合的方法，通过实地考察江西现存孔庙，对当地居民

进行人文调查，对江西孔庙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宋代

江西孔庙对儒学教育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研究。《中

国文庙文化遗产价值及利用研究》［200］将文庙作为

一种文化象征和文化符号进行研究，探讨文庙在以

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

位。通过挖掘文庙的遗产价值，试图建立文庙文化

遗产价值体系，寻找其与当代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契

合点，为更好地发挥其文化遗产对于人类文化传承

作用提供理论和现实上的依据。《中国孔庙研究初

探》［201］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对孔庙建筑群的环境形

态、空间布局进行系统研究，其中亦涉及孔庙的发展

历史及文化，并针对现阶段的保护和利用提出建议。
《闽南文庙建筑文化研究》［202］以儒学为切入点概述

文庙的缘起、发展与流变，分析闽南地区儒家文化传

播和文庙发展，并剖析闽南文庙建筑文化的深刻内

涵。
( 四) 关于孔庙礼制与祀制

《明清时期乡贤祠研究———以河南乡贤祠为中

心》［203］通过研究明清时期文庙祭祀体系中乡贤祠

流变，乡贤入祀、祭祀的条件和程序，得出乡贤祠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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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化民众、扶风辅政、崇德报功之功效。《文庙祀

典及 其 社 会 功 用———以 从 祀 贤 儒 为 中 心 的 考

察》［204］以从祀贤儒的变迁为主线，梳理文庙祀典的

历史发展，探讨文庙祀典的源流、构成等问题，以期

从政治、文化、社会等角度对文庙祀典的社会功用进

行较全面的阐述。
( 五) 关于孔庙域外传播与流变

《越南国子监文庙研究》［205］结合历史学、文化

传播学和儒学等多个学科理论，对越南国子监文庙

的历史发展、建筑、祭祀和管理制度以及教育功能和

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展开剖析，探讨其在越南的地位

及其在越南传播儒家思想的作用。
( 六) 关于孔庙其他方面

《神圣与世俗共筑的多神世界———从孔庙、城

隍庙、本主庙看云南儒学的特征》［206］在运用民俗学

原理、田野调查资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的方法的基

础上，以庙宇作为切入点，将孔庙、城隍庙、本主庙进

行中原与云南的对比性研究，以此揭示儒学教化在

云南的特征。《朝鲜文庙雅乐的传承与变迁》［207］以

查阅历史文献为基础，与现时朝鲜李家王朝传承雅

乐作综合性、通盘性考察，分析朝鲜文庙雅乐的历史

变迁、文化成因以及朝鲜半岛从古至今对中国雅乐

文化的受纳态度等。
总之，近二十年来孔庙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主

要表现在研究人数日益增加、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
究视角有所拓宽、研究方法逐步改善等方面。但是

总体来看，尚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多数研究成果

从孔庙的历史沿革、遗存状况、祭祀从祀、建筑装饰

等角度谈及孔庙，具有一定的知识普及性和资料汇

编性，从学术深度看则稍显不足; 其次，学术界从历

史学、建筑学、人类学、文化学、地理学、宗教学等不

同学科角度对孔庙进行研究，有助于全面展现孔庙

文化，但同时也缺乏跨学科或泛学科联动研究; 再

次，大多成果沿袭传统的文献搜集整理、实地考察等

方法，较少尝试新理论和新方法，创新意识不足; 最

后，对各地孔庙的研究不够平衡，与山东、四川、湖

南、云南、江西等地的孔庙研究相比，其他各地的研

究成果无论数量还是深度都稍显薄弱，甚至有些省

份的孔庙尚未引起学术界关注。
孔庙作为祭祀孔子及门人的国家性的礼制建

筑在历史上存在时间之久、存在范围之广是其他

任何建筑都不能媲美的。虽然经受了科举制废除

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以及“文革”的浩劫，

各地还是不同程度地存有孔庙。加之，改革开放

以来各地政府逐渐重视对孔庙的修缮和重建，部

分地恢复了孔庙的建筑和格局。这些都为我们深

入研究孔庙提供了直观素材。同时，孔庙作为儒

家文化的载体和古代重要的教育场所，与古代人

民生活息息相关。对于孔庙的记述浩繁如烟，散

见于地方志书、碑文石刻以及其他历史文献，这使

得孔庙研究具有丰富内容和不竭资源。因此，只

要学术界借鉴跨学科的研究视域，采用新方法、新

理论，充分利用既有条件，必能将孔庙研究推向一

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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