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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府 档 案 的 历 史 价 值

骆 承 烈

曲阜是孔子的故乡
,

历代统治者一直把它奉为
“
圣地

,, 。

他们在曲阜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孔

庙
、

孔林和
“ 衍圣公府仪通称

“ 孔府 ,’)
。

孔府主人凭借历代朝廷所给予的种种特权
,

保持了自己的优越地位
。

因而他们对于这些

特权以及凭借这些特权搞的活动倍加珍视
,

大部用文字记录下来
,

并加以保存
,

以便作为他

们继续进行统治的合法依据
。

正因如此
,

孔府虽然覆亡了
,

却留下了一大批记载孔府历代兴

衰的档案资料
。

现存孔府档案
,

起于明代中期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
,

公元一五三四年 )
,

到一九四八年曲

阜解放为止①
。

在此以前
,

虽然有少量资料
,

但多系后世追记而成②
。

解放前的孔府只是孔氏贵族的私家府第
,

孔府档案也只是府内的若干堆废旧文书
。

曲阜

解放后
,

在清理孔府库房时
,

在典籍房 (册房 )中发现 了大批文书档案
。

一九五六年六月
,

对

这批档案进行了整理
。

孔府档案是 目前国内保存最丰富的一份私家档案
。

它的具体性和基层的特点
,

有些为 中

央档案馆档案所不具备
。

其中大量各历史时期的原始资料
,

不只记下了这一典型贵族府第的

兴亡史
,

也从各个方面体现出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政治
、

经济
、

文化

等方面的真实情况
,

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生动
、

丰富的可靠资料
。

现从下述几方面加以介绍
:

一部 “ 圣人家
” 的兴亡史

孔府档案自一五三四年起
,

至一九四八年止
,

中间共经历四百一十四年之久
,

它从各方

面记述了孔府这一世袭贵族兴亡的概况
,

也从一些侧面反映 出我国在这四百多年间的部份历

史面貌
。

孔府是依靠孔子起家的
。

历代对孔子尊崇的程度决定了孔府地位的高低
。

这一点从孔府

档案 中可明显地看出
。

孔子被封作
“
大成至圣文宣王

,, ,

圣裔的地位也跟着扶摇直上 ( 0 0 0

六卷之一 )
。

皇帝捧圣裔
,

圣裔靠皇帝
,

代代如此
。

如清统治者刚入关
,

衍 圣 公就 在顺治元

年九月上了个
《
初进表文

》 ,

歌颂新主
“
承天御极

,

以德绥民 ,’( 六三 O八卷之二 )
。

第二年又上

了 《剃头奏稿
》 ,

报告他 已集合府内所有人员
“ 遵奉圣谕

,

俱各剃头讫 ,,<六三 O八卷之二 )
。

这些

举动 自然博得新主子的欢欣
。

于是清帝就对孔府屡颁特权
: 孔子嫡孙承袭

“ 衍圣公
,, ,

次子以

下承袭
“
翰林院五经博士气 曲阜知县独用孔氏

,

四氏学
、

侏洒书院
、

尼山书院独用学录
。

又

赐给祭田二千大顷及佃户
、

庙户
、

乐舞生等 ( 0 0 七九卷之三 )
。

康熙元年九月
,

授衍圣公孔

毓诉为
“
光禄大夫

” ,

十五年正月又晋阶为
“ 太子少师哭 0 0 六四卷之四 )

。

雍正时又特赐
“ 至

圣庙执事官四十员 ,’( 一六四一卷之九 )
,

这些宫爵还可 以 任 意出卖 (六六六七卷 )
。

乾隆皇帝

多次到曲阜朝
“
圣

,, ,

到处赋诗题词
,

歌颂孔子及孔道
,

一些 御书碑文拓 片也 多置于档案之

内
。

光绪二十年
,

那拉氏庆六十寿辰时
,

孔府不但专门措集
“ 报 效庆典银二千两

刀
送交户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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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圣公孔令贻还率母
、

妻进京祝寿
。

那拉氏将他们置于坤宁宫内
, “ 俨如家人

” ,

临走时又馈

赠物品及赠画题字
,

他们回府后
,

令人刻出
,

置于孔府二堂之内 (五四九六卷之九 )
。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
,

着手复辟活动时
,

孔府主人又活跃一时
。

在孔令贻打给

袁世凯的劝进电中写着
“ 共和国体

,

既不适用于中华 ; 君主立宪
,

已征大同于民意
。

惟我大

总统神圣文武
,

亚宜早正帝位
” (六五九三卷之十九 )

。

一旦袁世凯即皇帝位后
,

孔令贻马上

拍电祝贺
,

称颂袁
“
俯顺舆情

,

允国民之推戴 ; 仰承天命
,

建皇权之模酞
。

化 日当阳
,

慰四

海元元之望 ; 圣漠宏运
,

宏万年王工之基
,, ,

孔令贻等对此
“ 不胜欢沐鼓舞馨香庆祝之至 ,’( 六

五九三卷之二十 )
。

袁称帝后
,

马上下令对孔令贻
“
著仍袭封衍圣公

,

并加郡王衔叹六五九三

卷之一 )
。

一九一七年孔府主人听到张勋复辟后
,

马上向军阀政府外务部
、

度支部
、

参谋部
、

议政大臣及张勋本人连发八封电报
,

极力把张勋复辟之举称颂为
“ 日月重光

刀 ,

对张勋本人夸

赞
“ 毅力殊酞

” ,

自己表示
“
翘首卿云

,

倾心祝露
刀 (八O 五九卷 )

。

蒋介石
“ 四

·

一二刀政变后
,

为扩充 自己的势力
,

继续北伐到达山东时
,

在曲阜孔庙中贴

出的布告中
,

明确地说明他尊孔的目的
“
盖欲为共产主义之根本铲除

,, (八 0 0 三卷 )
。

接着
,

蒋介石亲临曲阜时
,

孔府主人隆盛地接待了他 (八O 九七卷 )
。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又把孔子七

十七代嫡孙孔德成封为
“ 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

以特任官待遇 ,’o

抗战时期
,

孔府的主事人
、

代理奉祀官孔 令 慢 与 日军 紧密勾结
,

向日军多次赠送礼品

( / 、 /又九一卷 )
,

请 日本侵略军头 目过府赴宴 (, \九一四卷 )
。

日伪联合筹办的
`
东亚新秩序大

会
” 在孔庙奎文阁前召开时

,

孔府恭恭敬敬地派出代表参加 (/ 又九一五卷 )
。

一九四二年孔令

慢在一次 日伪举办的祭孔大会上
,

与侵略者一同唱起
“ 同文 同种力 的谰调

,

表 示和 日寇采取
“ 一致行动 ,’( /又八 /又六卷之二四 )

。

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汪伪政权糜集三周年的时候
,

孔府拍去

电报
,

将其投降卖国的行径誉为
“
旋转乾坤之功仪八九五O 卷之一 )

。

这些
,

都表现出孔府主

人为了保住 自己的统治
,

不惜向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献媚的丑态
。

“ 与国咸休
” 的孔府确实与反动的国相休戚

。

清王朝被推翻
,

它便失去一部分特权
。

大革命的洪流
,

冲击了孔府的统治
。

尤其蔡元培等提出将孔 庙 孔 林收 归 国有的提案以

后
,

孔府闻之
,

更如雷轰顶
,

孔府马上向全国发出呼吁
,

乞求各地的旧势力对其支持
。

明清

时期明文规定佃户按时向孔府交纳的一些实物
,

民国以后 实际 上 收 不起来
,

孔府只好下令
“ 一律免除

” (八九八三卷 )
。

当年在集市收税之事
,

也不得不让与蒋政权征收 ( / 、八六八卷 )
。

抗 日战争前后
,

孔府佃户很多不纳租税
,

致使孔府对各庄管事催租的谕令一个接着一个

(/ 又七七四卷之三
、

五
、

六
、

九等 )
,

甚至孔德成专程到充州晋见军阀韩 复集
,

要韩以武力逼洒

水一带佃户
“
速交今年 田租

,

并带一年陈欠笙八二七七卷 o)

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推翻了孔府依赖的最后一个
“
国

,, 。

因此
,

孔府主人在临退出历史舞台

之前也必然要挣扎一番
。

在蒋军兵败如山倒的一九四八年五月九 日
,

孔府曾
“ 助昌潍守城将士

洋一百万元力 (八九七八卷 )
。

在曲阜解放前夕
,

孔府主人还写信给国民党十二军军长霍守义

和充州天主教神父
,

要把一部分古物暂存充州天主教堂
,

日后伺机运走
。

虽然这批文物最终

还是回到人民手 中
,

但却反映了孔府主人与人民为敌的态度
。

典型的贵族地主庄园

从孔府的档案中反映出
,

孔府是一个占有大量土地的 贵族 地主庄园
。

孔府土地的来源
,

一是封建国家赐与的祭田
,

一是孔府向民间自置的田产
。

这 些 土地跨鲁
、

冀
、

豫
、

苏
、

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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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
。

孔府档案中除对土地的综合记述外
,

每部分土地坐落地段
、

四至
、

亩数
,

各有细账
。

孔府的祀田到底有多少 ? 历代变迁
,

谁也说不清
。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 日孔府管家孔令

傀在回答青岛夭主教堂神甫鲍润生的信中有一段记着
: “

历代帝王封 赠 孔 氏奉祀祭田共大顷

三千六百顷
。

每顷一百大亩
,, (八一一五卷 )

。

依此计算
,

应有一百零八万市亩之多
。

这一数

字当然并非绝对可靠
,

但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孔府的土地多以祀田 (祭田 )的名义出现
,

但祀田的剥削方式却有多种多样
。

如
“ 屯地每

大亩征正耗丁银八分八厘六丝三忽
。

其地许屯户买卖
,

赴屯官处过粮更名
,

粮银 由管勾征解
。

犹似乎朝廷大粮地亩
,

只征粮银听民买卖也
。

其厂地按地亩之高下
,

分别等则
,

输纳租银
。

其官

庄有分收籽粒者
,

有征收租粮者
。

其租额视地之厚薄不等
,

皆为招佃耕种 ,’( 四九二四卷之五 )
。

其祀 田采用定额租
,

但 自置田产却采用分成租
。

孔府与佃户 名 义 上是对半分或四六分
,

但却要加上成倍的种子粮
,

有的还有牛租
,

实际上榨取租额高达百分之七十四 (四八一八卷

之一四 )
。

孔府所属的独 山屯
,

地势低下
,

常被水淹
,

农民栽森养鱼
,

要交草租
、

鱼租 (四一

二一卷之四三 )
,

有的要交藕租
、

芦苇租等 ( 四六O 二卷 )
,

对昭阳湖的船户征收船租 ( 四八三

四卷之一八 )
,

还收一些宅基租 ( 四八二六卷 )等等
。

孔府除迫使佃户交纳租粮外
,

有时还将租粮折成租银
。

收租银时又有加耗 (三七三六卷

之一三 )
、

解费 (四一一 O 卷之一六 ) 以及任意抬高银钱比价 (六七四 O 卷之一四 )等办法
。

致

使佃户对这个
“
巍巍公府… … 任意索取

,

无有定数
,, 的 苛 重 剥 削 多次进行控诉 ( 四一O 二卷

等 )
。

其他又如斗尖
、

地皮
、

合子粮的特殊剥削方式 (四七五 O 卷 )
,

竟至出现
“
斗外之米

,

往

往多于斗内
”的现象 ( 四一三四卷之五一 )

。

“
安富尊荣

”的孔府主人为了更大限度满足其享乐的贪欲
,

又挖空心思地对农民进行各种

名 目繁多的额外剥削
。

在明代的档案中就有令佃户交纳租炭
、

制作卷箱
、

交纳金银纸箔
、

征

收年例布花
、

年例银两
、

自带工具修墙等记载 (见六十卷之六十三
、

七十六
、

七十四
、

四十六
、

六

十六
、

七十一 )
。

清代以来
,

又有令佃户交纳鸭蛋 (六三九五卷 )
,

派冰冻差 (六七三一卷 )
,

令

屯
、

柜
、

厂户出天棚资 (八四六一卷之一 )
,

令佃户运输林柴 (八四六四卷 )
、

交花炮差 (八七

六一卷 )
,

交花炮
、

杏仁
、

肉腿
、

干果
、

年菜
、

椿芽等杂差费 (六七三一卷 ) 以及封建皇帝到

曲阜朝
“
圣

,, 时
,

加派黄
、

兰
、

红布
,

席
、

箔
、

竹竿
,

给戏班添办行头等项 目 (五一四五卷之

八 )
。

更有甚者
,

孔府办丧事时还要屯户服役
、

戴孝和捐款 (一 三 二 四卷之八 )
。

不仅租种孔

府土地的佃户如此
,

即使专司为其服役的庙户
、

洒扫户
、

仆人等也不幸免
。

孔府对农民剥削的花样还有很多
。

如出卖集头
、

集市收税
、

开钱庄
、

当铺
、

放高利贷以

及卖官窝爵等剥削方式
,

在档案中均屡见不鲜
。

孔府主人靠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
,

过着穷奢极欲的寄生生活
。

在一九三六年府内的一份

收支帐中记着这一年利用地租
、

地税
、

房租
、

杂派等方式
“
共合收存洋九万八千七百九十一

元三毛五分四厘
,

钱四万一千九百八十四千八百七十文 ,,( 八七六三卷 )
。

尽力宣扬
“ 四权

” 的样版

孔府大门两旁挂的一付对联上写着
: “ 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

,

同天并 老文 章道德圣

人家 ,, 。

充分体现出孔府与历代统治者关系密切
,

依 靠 封建 统治来维护 自己利益的特点
。

一

九二七年孔府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说
: “
今共逆直接间接 尚 思乱国人之耳目

,

辄指孔道为

不合时宜
,, (, \四三七卷 )

。

明确地道出他们利用孔孟之道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动 目的
。



封建的宗法制度是反动政权的支柱
,

族权统治在孔府尤为典型
。

孔府档案中存有大量族

谱
、

族规
、

家训
。

如在一份
《
祖训十戒

》
中

,

就规定了春秋祭祀
、

谱碟之设
、

崇儒重道
、

优免

差摇
、

婚姻嫁娶以及孔氏族长的职权
。

历代统治者利用封建的旧礼教统治人民犹嫌不足
,

往往又搬出神权来为其服务
。

神化孔

子的例子如 “ 先圣诞生之夕
,

有二龙绕室
,

五老降庭… … 空中有声云
: 天感生圣子

,

故降以

和乐笙箫之音仪一 O 五五卷 o)

旧礼教的
“ 三纲 ”

中明确规定
“ 夫为妻纲

” , 《孔氏族规
》
中明确规定

: “ 妇人
,

伏于人也
。

是

故无专制之义
,

有三从之道
。

在家从父
,

适人从夫
,

夫死从子
,

无所敢 自遂也
。 ,,
还规定

“ 妇

有七去
: 不顺父母去

,

无子去
,

淫去
,

妒去
,

有恶疾去
,

多言去
,

盗窃去
。 刀 (一O 六一卷之

二 )
。

孙府档案中宜扬夫权
,

鼓吹男尊女卑的资料甚多
。

人民反杭斗争的记录

历代人民的反抗斗争
,

冲击了反动的政权
,

不同程度地打乱了他们的统治秩序
,

因而历

代统治者对此讳莫如深
。

在孔府档案中有大量收租的材料
,

里面不时出现 佃 户 抗租的内容
。

如明万历十一年
,

巨野屯屯长王梅去向佃户郭礼催租时
,

郭 “ 上房撇瓦
,

将梅头颅砍破
,

昏

倒在地
,

亏众救回
。

称说
`

五
、

六年不纳钱粮
,

以 (已 )无见如何
’ ” ( 0 0 三 O 卷之一 )

。

清雍正

十二年
,

坟上县新庄小甲吴廷瑞去佃户薛衍智家催租时
,

薛不但
“
分厘不纳

” , “ 反触虎怒
,

兄

弟三人
,

手持铁棍
,

各带凶器
,

将身头颅打破
,

几至丧命气四一三八卷之一 )
。

曲阜现存碑文中记载农民起义的材料有七
、

八处
,

孔府档案中更多
。

如明天启年间
,

徐鸿

儒起义不久
,

在鲁西南一带孔府的祭田上
,

到处发生农民起义
, “

连年以来
,

妖寇乱后
,

奸

究未能尽除
。

贼盗接踵
,

生民日切寒心
,

内外惊惶
刀。

佃户罗登等也人伙起义
,

孔府
“
欲行捕

捉
,

奈人力不口 (足 .)
· ·

… 况盗贼极多
,

寡不敌众
” ,

而勾结郸城县会同镇压 ( 0 0 三三卷 )
。

清朝以来
,

各地农民反抗者更多
。

六三五五卷中就有四处记载清统治者虽已入 关 五 年
,

人民仍在地方上不断进行反抗的资料
。

康熙年间
,

孔府佃户
、

洒水盐民起义
,

逼得孔府会合

洒水一带的地方官
“
拨各路员兵

,

四处剿除
刀 ,

后来起 义军 首领孔振公被捉
, “ 解至长清县张

夏地方
,

绝食身死仪四九一二卷之四 )
。

民国以来
,

人民反抗斗争的记载也很多
。

如曲意一带佃 户借 土地升科
,

拒纳租银 (六七

四四卷之四 )
,

洒水戈山厂等十七村向外发出通告
,

串连抗租
,

佃户张方策等抗租退佃 (六七

四六卷 )
。

洒水西岩庄等三村
“

七
、

八年抗租不交叹八七七六卷 )等
。

通过上述内容
,

可以得知
:
档案工作是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

。

历史档案是人类社会

生活的原始记录
,

历史的见证
。

注
:

① 时间最晚的一件是八九七八卷 、 一九四八年一至六月收人款项流水账簿 、

② 其中 0 0 0 六
、

0 0 0 七两卷
《成化年间修刊孔 氏宗谱

》系其后的印刷品
。

·

1 2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