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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曲阜姻里孔庙的修建 , 已经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 ,其间虽屡经周折 ,却在同一个基址上不

断地扩展并完普着同一个建筑组群 。本文从曲

阜翎里孔庙在先秦至汉代时的初建 ,到唐宋时

期的增扩 ,再到元明时代的定型 ,及现存清代阅

里孔庙的格局 ,做了一个纵贯两千多年的梳理 。

曲阜姻里孔庙在逐渐扩大的过程中 有过多次

的重建 、扩建 ,在规模上大致形成规模是在金

代 ,而在型制上则自元 、明时代趋于定型 ,现在

的格局则是在清雍正年间重建中确定的 。 因

而 ,曲阜阔里孔庙的修建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

幅中国古代建筑衍生演变的鲜活图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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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曲阜阀里孔庙建筑 ,最早而系统

的研究成果是梁思成先生于 年发表

的 《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 》中的

上篇 《孔庙建筑之研究 》。在文章一开篇 ,

梁先生就谈到 “由建筑史研究的立场上

着眼 ,曲阜孔庙的建筑 ,实在是一处最有

趣的 ,也许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的孤例 。

以一处建筑物 ,在两千年之久的期间 , 由

三间私人的居室 ,成为国家修建 ,帝王瞻

拜的三百余间大庙宇 且每次重要的修

葺 ,差不多都有可考的记录 。姑不论现存

的孔庙与最初的孔子庙有何关系 ,单就两

千年来 的历史讲 ,已是 充满 了无穷的趣

味 。', 梁思成先生的这篇大论 ,是关于孔

庙建筑修葺方面问题之探讨 ,其中的主要

篇幅是在提出诸多古建筑维修的基本原

则与方法 。 由于论文的主旨在于建筑之

修葺 ,有关孔庙建筑之历史 的研究 ,仅限

于上篇中的第一章 “孔庙建筑史略 ”部分 ,

是一个十分简要的概略性描述 。 限于篇

幅 ,梁思成先生还未及将 “充满了无穷的

趣味 ”的孔庙 建 筑历 史做 更 为 详 细 的

论述 。

孔庙 ,又称 “夫子庙 ” ,在历史上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 内 ,还曾称为 “文宣王庙 ” ,

或简称 “文宣庙 ” 、“宣圣庙 ” 、“先圣庙 ” 、

“先师庙 ”等 。而一些由地方兴建的孔庙 ,

又称为 “文庙 ” 。孔庙建筑 的历史有三个

特点 一是 ,一座建筑 , 在同一地点 ,反复

地重建 ,并不断地增扩为一个大 的建筑

群 ,时间长达两千多年之久 二是 , 同一名

称与内容的建筑 , 在自唐以来的一千多年

历史上 ,在中国的京城 ,及各个州 、县 ,曾

经普遍地建立 ,并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反复

, 本文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合院建筑尺度与古代

宅田制度关系以及对元大都

及明清北京城市街坊空间影

响研究 编号为 。

原文刊载于 年 《中国

营造学社汇刊》 ,第六卷 ,第

一期 。文章先后收入 《梁思
成文集 ,第二卷 与 梁思成

全集 》 第三卷 。

《曲阜了 庙之建筑及其修

葺计划 》 ,上篇 ,第一章 ,见

文献【〕第三卷



地加以修葺或重建 三是 ,历代京城与地方孔庙建筑 ,往往与当地最高的教育建筑 —

“学 ,' 太学 、国子监 、州学 、县学等 同时且并列地建造 ,有时甚至有 “庙 ”与 “学 ”合一的

倾向 。

一 阀里孔庙建筑之滥脑

文献 ,卷 ,孔子世家

文献 【 〕卷 , “孔子世

家 ” “集解皇览 ” “孔

子家去城一里 。家莹百亩

家南北广 步 ,东西十三步 ,

高一丈二尺 。家前以饭健为

祠坛 方六尺 ,与地平 。本无

祠堂 。家莹中树以百数 ,皆

异种 , 每 人世 世无 能名 其

树者 。

文献【

据 《三家注史记 》疏 中引

“索隐 谓 “孔子所居之堂 ,其

弟子之中 孔子没后 ,后代因

庙藏夫子平生衣冠琴书于寿

堂 中。”梁思成先生直 引其

句 ,并没有做 解释 ,而新版

《梁思成全集》有今人在此句

下所加注日 “`故所居堂 ,

弟子内 ,后世 因庙 , …… '断

句错误 ,同时 `弟子 ' 为 `第

之 '之讹 ,即原句应为 `故所

居 堂 第 之 内 , 后 世 因 庙

…… ' ”。但将原文中 “弟子
改为“第之 仅为猜测 ,若以

此为据而认为梁先生断句错

误 ,恐过于武断 故存疑 。

文献 〔 〕,卷 ,艺文 志

文献 【 〕,史 部 , 编年类 ,

后汉记 ,卷

据司马迁 《史记 ·孔子世家 》的记载 ,孔子故于春秋时鲁哀公十六年 时 岁 ,即周

敬王四十一年 ,公元前 年 。孔子身后留有两处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 ,一是其家 ,一是

其宅 。据 《史记 》

孔子葬普城北酒上 ,弟子皆服三年 。三年心丧毕 ,相诀而去 ,则哭 ,各复尽哀 或复

留 。唯子粉庐于象上 ,凡六年 ,然后去 。弟子及鲁人往从家而家者百有余室 ,因命曰孔

里 。普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家 ,而诸儒 亦讲礼 乡饮大射于孔子家 。孔子家大一顷 。

故所居堂 , 弟子内 ,后世因庙 ,藏孔子衣 、冠 、琴 、车 、书 ,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 。 高皇帝过

普 ,以太牢祠焉 。诸侯卿相至 ,常先渴然后从政 。

孔子家成为弟子及鲁人相守追思的地点 ,其众弟子曾守家 年 ,弟子子赣曾结庐家

上 ,而在其家旁结室而居者 ,有 余家 ,形成一个居住的里邑— 孔里 。孔子家占地的

规模有一顷之多 ,其家莹前成为鲁人每年奉祠礼拜的场所 ,孔子之后的儒生 ,也于其家前

举行 “讲礼 、乡饮 、大射 ”的礼仪 。然而 ,最初其家前只有一个 尺见方的砖筑坛台 ,并无

专门用于祭祀的祠堂建筑 。这座有一顷之地的孔子家 ,就是后世孔林的雏形 。

至于孔子生前的居所 , 《史记 ·孔子世家 》中并没有做任何详细的交代 ,在后世注疏

的 《三家注史记 》中引 《括地志 》所云 “充州曲阜县鲁城西南三里有胭里 ,中有孔子宅 ,宅

中有庙 。', 而 《史记 》中仅仅提到孔子的 “故所居堂 ,弟子内 ,后世因庙藏孔子衣 、冠 、琴 、

车 、书 ,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 。”关于这句话 的句读 ,这里有一些不同见解 ,以笔者之愚

见 , “故所 ”者 ,孔子的故宅也 “居堂 ”者 ,宅中的堂舍也 。整句话的意思是说 ,在孔子的后

世弟子中 ,有人以孔子的 “故所居堂 ”而为祠庙 ,收藏孔子生前的衣 、冠 、琴 、车 、书等物 ,作

为纪念与礼拜的对象 。至少在汉初时 ,路过鲁地 的汉高祖刘邦就曾以最高的礼仪 —

太̀牢 ”为孔子进行了祭祀活动 。历来的诸侯 、卿相 ,来到鲁这个地方 ,首先要做 的事情 ,

也是渴拜孔子的祠庙 ,然后才开始 日常的理政工作 。汉高祖时 ,距孔子没世约 多年 。

说明在汉以前 ,对孔子的祭祀并没有中断 ,但祭祀的地点恐怕仅仅是因以为庙的孔子故

宅 。关于这一时期孔子宅或孔子祠庙的情况 ,史料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信息 。

自汉高祖以太牢之礼祠孔子之后 ,西汉与东汉数百年间 ,围绕孔子的住宅或祠庙并

没有多少建设活动 ,却发生了一件当时贵 胃侵吞孔子宅地的事件 ,这就是西汉武帝时代

的鲁恭王 ,为扩展 自己的宫室 ,而坏孔子宅之史事 。事见于 《汉书 》

武帝末 ,粤共王坏孔子宅 ,欲以广其宫 ,而得 《古文尚书 》及 《礼记 》、《论语 》、《孝经 》凡

数十篇 , 皆古字也 。共王往入其宅 , 闻鼓琴瑟钟蘑之音 ,于是惧 ,乃止不坏 。 孔安国者 , 孔

子后也 ,悉得其书 ,以考二十九篇 ,得多十六篇 。安国献之 。

鲁共王 ,即鲁恭王 ,东晋袁安的 《后汉纪 》与唐人房玄龄的 《晋书 》中 ,均载此事 ,如 《后

汉纪 》卷 载 “武帝世 ,鲁恭王坏孔子宅 ,欲广其宫 ,得 《古文尚书 》及 《礼 》、《论语 》、《孝

经 》,数十篇 ,皆古字也 。恭王人其宅 ,闻琴瑟钟磐之音 ,瞿然而止 。', 《晋书 》,卷 载

“汉武时 ,鲁恭王坏孔子宅 ,得尚书 、春秋 、论语 、孝经 ,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 ,谓之科斗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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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孔庙修札翅建筑建史

汉世秘藏希得见之 。” 鲁恭王是汉景帝的儿子 ,好治宫室 ,曾因春秋时鲁嘻公的基兆而营

造灵光殿 。鲁灵光殿以汉时人王延寿的 《鲁灵光殿赋 》而闻名于史 。据赋中的描述 ,这座

殿堂建筑 ,前有朱圈双立 ,高门耸如间阖 ,门宽可行二轨 ,殿堂前有泰阶 ,殿内旋室窈窕 ,

洞房幽邃 ,殿前西厢脚橱 ,东序重深 ,离楼高起 ,三间四表 ,八维九隅 ,无论是空间 ,还是结

构都十分复杂 。从鲁恭王欲广其宫而坏孔子宅 ,说明鲁灵光殿与孔子宅之间的距离并不

很远 。据北魏哪道元的记载 “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闽 ,即灵光之南阐 ,北百余步即

灵光殿基 ,东西二十四丈 ,南北十二丈 ,高丈余 。东西廊庞别舍 ,中间方七百余步 。圈之

东北有浴池 ,方四十许步 。池中有钓台 ,方十步 ,池台之基岸悉石也 。遗基 尚整 ,故王延

寿 《赋 》日 周行数里 ,仰不见 日者也 。” 由此可知 ,北魏时尚完整保留遗基的鲁灵光殿 ,

规模是相当大的 ,其位置就在孔子宅东南方向侧近处 。鲁恭王因其在孔子宅中遇到的神

奇之事 ,感到了恐惧 ,而中止了对孔子宅的破坏 ,但其最初坏宅破壁的举动却成为中国文

化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 ,使得 《古文尚书 》等重要典籍得 以重见天 日 ,极大地影响了汉以

后的文化发展 。

鲁恭王的这一粗鲁做法 ,从侧面说明了在汉代时的孔子故乡 ,还没有具有强烈礼仪

性的孔子庙堂 。人们进行礼祀的空间 ,仍是孔子的故宅 。然而 ,孔子故宅的规模有多大

呢 北魏哪道元 《水经注 》 ,在谈到鲁恭王坏孔子宅之事时 ,提到了一点有关孔子故宅的

情况 “汉武帝时 ,鲁恭王坏孔子旧宅 ,得 《尚书 》、《春秋 》、《论语 》、《孝经 》。时人已不复知

有古文 ,谓之科斗书 ,汉世秘之 ,希有见者 。于时闻堂上有金石丝竹之音 ,乃不坏 。庙屋

三间 ,夫子在西间东向 ,颜母在中间南向 。夫人隔东一间东向 。夫人床前有石砚一枚 ,作

甚朴 ,云平生时物也 。” 说明在汉代时 ,甚或北魏时 ,尚存的孔子故宅仅为一座三开间的

屋舍 。但是 ,在哪道元的描述中 ,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 ,据 《水经注 》 曲阜有周公台 ,

“台南四里许则孔庙 ,即夫子之故宅也 。宅大一顷 ,所居之堂 ,后世以为庙 。', 这里所说的

“宅大一顷 ”与前面所引之 “庙屋三间 ” ,显然是不相符的 。一顷之地 ,有百亩之多 ,何以其

主要的 “庙屋 ”仅有三间 ,令孔子及其母亲 、夫人 ,屈尊拥挤在一起 呢 联想 《汉书 》中 “孔

子家大一顷 ”的记载 ,则哪道元的 “宅大一顷 ” ,很可能是将汉时人 “家大一顷 ”的记载弄混

淆了 。

既然 “宅大一顷 ”不大可能是汉魏间孔子故宅的真实情况 ,那么 ,究竟孔子的故宅可

能会是多大规模呢 我们不妨从孔子 “儒有一亩之宫 ”的说法中加以探讨 。由 《礼记 》中

鲁哀公问于孔子 “儒行 ”之事中 ,透露了孔子关于其居处之所的点滴看法 。其一 , “儒有可

亲而不可劫也 ,可近而不可迫也 ,可杀而不可辱也 。其居处不淫 ,其饮食不褥 ,其过失可

微辨而不可面数也 。其刚毅有如此者 。” 其二 , “儒有一亩之宫 ,环堵之室 ,华门圭窃 ,蓬

户瓮墉 ,易衣而出 ,并 日而食 ,上答之不敢以疑 ,上不答不敢以馅 。其仕有如此者 。', 此

外 ,史书上经常引用的孔子有关宫室建筑的一段话是 “子日 禹̀ ,吾无间然矣 。菲饮食

而致孝乎鬼神 ,恶衣服而致美乎辅冕 ,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 。禹 ,吾无间然矣 。', 如果说

孔子 “卑宫室 ”的思想 ,更多的是就帝王 、诸侯的宫殿建筑而言的 ,那么 , “儒有一亩之宫 ,

环堵之室 ,单门圭窃 ”,却在很大程度上 ,是对春秋时一般儒生居所的一个描述 而 “其居

处不淫 ” ,则是对这种简陋居所的一种精神层面的解释 。

孔子 “儒行 ”中还特别谈到了 “儒有忠信以为甲宵 ,礼义以为干稽 ”。既然孔子如此重

视忠信 ,他又怎么可能 自己居有百亩之大的宅舍 ,而对鲁哀公侈谈 “儒有一亩之宫 ” 、“居

处不淫 ”呢 由此可知 ,孔子生前的住宅 ,恐怕也不会比 “一亩之宫 , 环堵之室 ”大多少 。

孔颖达在《礼记正义 》疏中特别对 “一亩之宫 ”做了解释 “ 儒̀有一亩之宫 '者 ,一亩 ,谓径

文献 ,卷

文献【 ,史部 ,地理类 ,都

会郡县之属 , 《山东通志 》 ,卷

“鲁灵光殿者 ,盖景帝程

姬之子 ,恭王余之所立也 。

初恭王始都下国 ,好治宫室 ,

遂因鲁值基兆而营焉。”

文献 〔 史部 ,地理类 ,都

会郡县之属 《山东通 志 》 ,

卷

文献 ,卷 , 其
疏按 “《胡里文献考 》谓古

阔里以双石阅得名 。

文献 ,卷 。 以北

魏时一步为 尺计 ,殿基东

西 步 令丈 南北 步

丈 ,灵光殿荃址面积

亩余 ,殿前有东西廊房及别

舍 ,但所谓 “中间方 余

步 ” ,不知是指庭院之南北长

度 ,还是东西宽度 ,抑或是面

积数 以其基 “周行数里 推

知 ,整座建筑群的周边当有

数里之长 ,则其边长至少在

里 ,即 步 ,而其基址面

积不会少于数百亩 。

文献

文献【

文献 〔 ,卷 ,儒行第四
十一

文献 〔 ,卷 儒行第四

一

文献【 ,子罕篇第九

文献【引



o 文献 〕

文献【 〕,雍也篇第六

文献 卷

文献 〔 〕史部 ,地理类 ,都
会郡县之属 《山东通志》 ,卷

十一之三 , “阂里志三 ”

文献【〕,卷十一之四

文献 【〕,卷 下 ,高帝纪
下

文献 〔 卷 ,杨胡朱梅
云传

文献 【 ,史部 ,地理类 ,都
会郡县之属 , 《山东通志》 ,卷

一之七 , “汉梅福请封孔子
后书。”

文献 【〕史部 ,地理类 ,都
会郡县之属 , 《山东通志 》 卷

十一之七 “汉梅福请封孔子
后书 。”

文献 〔 〕, 《前汉书 》卷 ,
盖仲书传 , “孔子作 春

秋 》 ,先正王而系万事 ,见衰
王之文焉 。”

文献 【 , 前汉书 卷

平帝纪 。事另见 文献

, 后 汉书 》 , 卷 上

儒林列传第六 , “初
平帝时王莽乘政 ,乃封孔子
后均为衰成侯 追谧孔子为

褒成宣尼 。”

文献 【 后汉书 ,卷
下 光武帝纪第一下

文献 , 《后汉书 ,卷
下 光武帝纪第一下

文献 【 经部 礼类 通礼

之属 , 《五礼通考 》 ,卷 ,

引 《册 府 元 龟 》。 事 另 见
文献 【 , 后汉书 卷 上

儒林列传第六十 “元和二

年春 帝东巡狩 还过鲁 ,幸
姻里 , 以太牢祠孔子及七

二弟子 ,作六代之乐 大会孔

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

人 ,命佣者讲《论语》。”

据《后汉书》卷 所载 汉

明帝永平 年 《 年 , 帝
“东巡狩 ,过鲁 ,坐孔子讲堂 ,

顾指子路室谓左右曰 `此
太仆之室 。大仆 ,吾之御侮

也。' ” 。另据 后汉书 卷

载 载 ,东汉光武初 ,
鲍永曾为每郡太守 时 “孔子

阔里无故荆棘自除 ,从讲堂

至于里门 。”

文献 【〕, 《后汉书 》 ,卷 ,
肃宗孝章帝纪第三

文献 ,卷 ,魏 书十
六 任 苏 杜 郑 仓 传 第 十

六

文献 后汉书 ,卷 ,
孝安帝纪第五

一步 ,长百步为亩 。若折而方之 ,则东西南北各十步为宅也 。墙方六丈 ,故云 一̀亩之

宫 ' 。', 唐以前以一步为 尺 ,则 步为 丈 。因此 , “一亩之宫 ”就是一座 丈见方的小

院落 。中间仅能布置一座三开间的居舍而已 。而这与哪道元所记 “庙屋三间 ”的情况正

好相合 。另外 ,从 《论语 》中 “伯牛有疾 ,子问之 ,自墉执其手 ” ,可知当时儒者的居舍十分

低矮简陋 ,可以隔着窗墉而执其手 。其弟子的居处如此 ,孔子 自己的住宅 ,也不会十分侈

大的 。

据后人的推证 , “曲阜庙创于鲁哀公十七年 。', 即公元前 年 ,这是孔子去世后

的第二年 。其依据是什么 最初的庙究竟有多大规模 最初的孔庙与孔子故宅是分离

的 ,还是合一的 这些我们都无从知道 。但早期文献中 ,却并没有十分肯定的有关孔庙

初创之记载 。仅在清代人编纂的 《山东通志 》中有 “周敬王四十二年鲁哀公诛孔子曰尼

父 哀公十七年 ,立庙于旧宅 ,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孔子家 。', 因没有详细的考证 ,

似不能作为确切的依据 。关于孔子故宅在曲阜孔庙中的位置 ,清代康熙帝在礼祀孔庙

时曾对臣下加以询问 “问庙基广阔 ,何处是先师故宅 毓析奏日 皇̀上所御讲筵之

后有鲁壁遗址 ,乃先师燕居之所 。', 由此也可以看出 ,孔子故宅在现存孔庙中 ,仅仅是

区区一角之地 。

西汉高祖十二年 公元前 年 ,在距孔子去世 余年之后 ,汉高祖刘邦作为最

高统治者第一次拜渴了孔子的故宅 , “十一月 ,行 自淮南还 。过鲁 ,以太牢祠孔子 。', 汉成

帝 公元前 年一前 年 时人梅福曾上书成帝 ,请求给予孔子以救封 “传日 贤̀者子孙

宜有土 ' ,而况圣人 , ……今仲尼之庙不出网里 ,孔氏子孙不免编户 ,以圣人而欲匹夫之

祀 ,非皇天之意也 。” 梅福赖以请封孔子的主要依据是 ,孔子是殷汤的后裔 ,成王认为其

事久远 , “其语不经 ……终不见纳 ” ,后来才勉强将孔子封为 “殷绍嘉公 ”。 由此可知 ,汉

时在孔子的故乡确有孔子之庙 ,但其奉祀仅仅是民间性的行为 ,与一般的家庙无大差异

所谓 “匹夫之祀 ”者是也 。但 自汉武帝时代 ,由董仲舒所提倡 的 “罢黝百家 ,独尊儒术 ”

的思想 ,已渐渐被统治者所采纳 。董仲舒第一次将孔子称为 “素王 ” ,也为后世将孔子的

地位日益提高做了铺垫 。汉平帝元始元年 年 月 “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 ,孔

子后孔均为褒成侯 ,奉其祀 。追溢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 这可以说是第二次对孔子的救

封 ,其封号已比此前之 “殷绍嘉公 ”为高 ,但在这次救封中 ,显然周公旦及其后人被放在比

孔子及其后裔地位更高的位置上 。

东汉初建武五年 年 月 ,汉光武帝刘秀曾 “幸鲁 ,使大司空祠孔子 。” 建武十四

年 年 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 。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 年 月 , “帝东巡 ,过

鲁 ,幸孔子宅 ,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 。亲御讲堂 ,命皇太子 、诸王说经 。帝 自制五经要说

章句 。” 由此可知 ,东汉时仍以孔子宅为祀孔之庙 ,但祭祀的范围已经由孔子而扩展到他

的 位弟子 。值得注意的是 ,这时的孔子宅 庙 中似乎已经出现了除祭祀之庙堂而外

的 “讲堂 ”建筑 。据史料 ,圈里讲堂 自西汉末东汉初已经存在 ,说明汉代时的孔庙已经有

了扩展 。汉章帝元和二年 年 ,帝曾 “进幸鲁 ,祠东海恭王陵 。庚寅 ,祠孔子于胭里 ,及

七十二弟子 ,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 。” 而汉桓帝时 一 年 ,曾立老子庙于苦县

之赖乡 ,画孔子像于壁 。说明东汉时 ,对孔子的祭祀并不十分隆重 ,有时甚至会将孔子附

于老子庙中 。东汉延光三年 年 ,帝 “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胭里 , 自鲁相 、令 、垂 、尉

及孔氏亲属 、妇女 、诸生悉会 ,赐褒成候以下帛各有差 。”

但是 ,有汉一代是否对圈里孔庙的建造有所建树 ,从史料中似乎无从发现 。由三国

魏明帝景初元年 年 鲁相曾上言 “汉旧立孔子庙 ,褒成侯岁时奉祠 ,辟雍行礼 ,必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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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 〔 〕卷 ,魏书二十

四

文献 〕,卷 魏书二 ,文
帝纪第二

文献 〔 〕,史部 ,地理类 ,都
会郡县之属 , 《山东通志》 ,卷

十一之七 ,曹植 “魏制命宗

圣侯奉家祀碑 ” ,黄初元年 。

文献 【, 〕,卷 ,三少帝纪
第四

里修阔孔庙史札建筑建

先师 ,王家出谷 ,春秋祭祀 。今宗圣侯奉嗣 ,未有命祭之礼 ,宜给牲牢 ,长吏奉祀 ,尊为贵

神 。” 可知 ,汉代己经为孔子立庙 是因宅立庙 ,还是救令建庙 ,尚未可知 ,祭祀行为也已

经开始国家化 。

汉末三国魏黄初二年 年 ,魏文帝有诏 “ 昔̀ 仲尼资大圣之才 ,怀帝王之器 ,

··一 修素王之事 ,因鲁史而制春秋 ,就太师而正雅颂 ,律千载之后 ,莫不宗其文以述作 ,仰

其圣以成谋 ,咨 可谓命世之大圣 ,亿载之师表者也 。遭天下大乱 ,百祀堕坏 ,旧居之庙 ,

毁而不修 ,褒成之后 ,绝而莫继 ,胭里不闻讲颂之声 ,四时不睹蒸尝之位 ,斯岂所谓崇礼报

功 ,盛德百世必祀者哉 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 ,邑百户 ,奉孔子祀 。'令鲁郡修起旧庙 ,

置百石吏卒以守卫之 ,又于其外广为室屋 ,以居学者 。” 其结果是 “修复旧堂 ,丰其亮宇 ,

萃萃学徒 ,爱居爱处 。” 这也许是孔庙建筑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官方性质的维修与

扩建活动 ,但其扩建的目的 ,是为了 “广为室屋 ,以居学者 ” ,并不是对孔庙本身的扩建 。

魏少帝齐王正始五年 年 , “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 ,以颜渊配 。”。晋武帝

泰始三年 年 , “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 。又诏太学及鲁国 ,四时备三牲以祀孔

子 。明帝太宁三年 年 ,诏给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祠孔子祭直 ,如泰始故事 。', 从两汉

至魏晋数百年间 ,对于孔子的祠祀渐渐正规化 ,且国家化了 。

南北朝时 ,曲阜孔庙已经初见规模 ,这从孔子旧庭中的柏树中可见端倪 “鲁郡孔子

旧庭有柏树二十四株 ,经历汉 、晋 ,其大连抱 。有二株先折倒 ,士人崇敬 ,莫之敢犯 ,义恭

悉遣人伐取 ,父老莫不叹息 。', 若以其庭中有连抱柏树 余株 ,则其庭院的规模也一定

相当宏大 。这说明 ,自孔子没后 ,到北魏时 ,其间的 年间 ,由原本简陋为 间屋舍的

孔子宅 ,到内设讲堂 、庭院中植有柏树数 棵 ,孔庙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 ,随着孔子威望

的 日益增高 ,孔庙的基址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之中 。

据 《宋书 》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 年 曾遣臣奉表

路经阔里 ,过靓孔庙 , 庭宇倾顿 ,轨式颓弛 , 万世宗匠 , 忽焉沦废 仰瞻俯慨 , 不觉涕

流 。既达京晕 ,表求兴复圣祀 ,修建讲学 。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 日 ,奉被明诏 ,采 臣鄙议 ,

教下充州鲁郡 ,准旧营饰 。故尚书令谢石令臣所须列上 又出家布 ,薄助兴立 。

说明南北朝时的孔庙建筑已经倾颓沦废 ,而晋孝武帝于太元十四年 年 对其进

行了 “营饰 ”。而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 年 “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鲁郡孔乘为崇圣

大夫 ,给十户以供洒扫 。” 这可能是为孔庙特设 “洒扫户 ”之开始 ,这一由国家特别安排为

孔庙设立洒扫护理人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口孝文帝太和十九年 年 , 月 ,又 “行

幸鲁城 ,亲祠孔子庙 。辛酉 ,诏拜孔氏四人 、颜氏二人为官 。 ……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 ,

封崇圣侯 ,邑一百户 ,以奉孔子之祀 。又诏充州为孔子起园柏 ,修饰坟垅 ,更建碑铭 ,褒扬

圣德 。” 东魏天平元年 年 , “迁都于邺 ,以仲旋为营构匠作 ,进号卫大将军 。出除车

骑大将军 、充州刺史 。仲旋以孔子庙墙宇颇有颓毁 ,遂修改焉 。” 这两次都是由国家对孔

庙及孔林开展的修缮及完善工作 。这时的孔庙 ,其建筑规模恐还不甚大 ,这一点由 《魏

书 ·地形志 》中对鲁地前代重要遗迹的排列中略可看出 “鲁 二汉 ,晋属 。有牛首亭 、五

父衡 、尼丘山 、房山 、鲁城 、叔梁绝庙 、孔子墓 、庙 、沂水 、泅水 、季武子台 、颜 母祠 、鲁昭公

台 、伯禽家 、鲁文公家 、鲁恭王陵 、宰我家 、儿宽碑 。 ” 这时曲阜的孔子墓与庙 只是诸多

前代遗迹中的一个 ,并不显得特别突出 。 而后世渐渐纳人孔庙建筑群中的祭祀其父的叔

梁绝庙与其母的颜母祠 ,都还是独立于孔庙之外的建筑物 。

文献 」,卷

文献 【 〕,卷 , 另

北魏哪道元《水经注 》中也提

到了这一点 。

文献【 〕,卷 上

文献

文献 」,卷

据文献汇 〕,卷 , “沂水出
鲁城东南 ,尼丘山西北 ,山即

颜母所祈而生孔子也 。 山东

一十里有颜母庙 。”

文献 【〕,卷 中 , 《地形

志 》中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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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卷译

文献 ,卷

文献 〔 ,卷

文献 【 ,史部 ,地理类 ,都
会郡县之属 《山东通志 》 ,卷

十一之七 , “东魏充州刺史李

逛修孔子庙碑 ”。

文献 【 , 卷 帝纪 第
三

文献 〕,卷

文献 〔 卷

文献 〔 〕,史部 ,地理类 都

会郡县之属 , 《山东通志 》 卷

十一之七 ,皮世南 “唐勃撰

孔子庙堂碑记 ”。

文献 【 〕,卷 ,志第五

文献 【 〕,卷 巧 志第五

文献 【 〕,卷 上 ,疑与

武德二年诏为同一次 ,史料

记录有差 。

文 献 〔 〕, 卷 , 志 第
五

文 献 〔加 , 卷 , 志 第
五

文献 〔 史部 ,地理类 ,都

会郡县之属 , 《山东通志》 卷

十一之七 ,贾防 “唐修文宣

王庙记 ” 。

南北朝时代晚期 ,虽然朝代更替频繁 ,但对孔子的崇奉 ,仍然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

视 。北魏正光二年 年 “二月 ,车驾幸国子学 ,讲 《孝经 》。三月庚午 ,幸国子学 ,祠孔

子 ,以颜回配 。” 北齐天保元年 年 “六月辛巳 ,诏改封崇圣侯孔长为恭圣侯 ,邑一百

户 ,以奉孔子祀 。并下鲁郡 ,以时修葺庙宇 。” 北周大象二年 年 , “诏进封孔子为邹

国公 ,邑数准旧 ,并立后承袭 ,别于京师置庙 ,以时祭享 。', 东魏兴和元年 年 ,充州

刺史李逛曾修孔子庙 , “乃命工人修建容像 ”。隋大业四年 年 ,诏称孔子为 “先师尼

父 , ……蕴兹素王 , ……宜有优崇 。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 。” 唐代帝王在着力提倡释 、老

之术的同时 ,也对儒学加以了特别的关注 。高祖武德二年 年 , “令国子学立周公 、孔

子庙 ,四时致祭 ,仍博求其后 。” 武德七年 年 “诏 `……州县及乡 ,并令置学 。'丁

酉 ,幸国子学 ,亲临释奠 。引道士 、沙门有学业者 ,与博士杂相驳难 ,久之乃罢 。” 这场宫

廷辩论的结论 ,我们虽然不很清楚 ,但其后孔子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却是不争的事

实 。武德九年曾下诏对孔庙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 ,事见于唐虞世南碑 “乃命经

营 ,惟新旧址 ,万难斯建 ,百堵皆兴 ,摇 日占星 ,式规大壮 ,凤亮赛其特起 ,龙桶俨 以临空 ,

霞人绮寮 ,日晖丹槛 , … … ', 贞观二年 年 ,左仆射房玄龄与博士朱子奢建言 “周

公 、尼父俱圣人 ,然释奠于学 ,以夫子也 。大业 以前 ,皆孔丘为先圣 ,颜 回为先师 。”于是

“乃罢周公 ,升孔子为先圣 ,以颜回配 。” 更重要的是 ,开元二十七年 年 ,孔子被加

上了 “文宣王 ”的封号 ,孔子在庙祀中一直作为周公陪衬的命运 ,也得到了根本的改观

“二十七年 ,诏夫子既称先圣 ,可溢曰文宣王 , ……以其嗣为文宣公 ,任州长史 ,代代勿绝 。

先时 ,孔庙以周公南面 ,而夫子坐西墉下 。贞观中 ,废周公祭 ,而夫子位未改 。至是 ,二京

国子监 、天下州县夫子始皆南向 ,以颜渊配 。',

在这一过程中 ,自初唐以来 ,无论对曲阜孔庙 ,还是对各地州 、县孔庙的建设 ,都给予

了较大的关注

高祖武德元年 年 ,诏 “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 、孔子庙各 一所 ,四时

致祭 。”

太宗贞观四年 年 , “诏州 、县学皆作孔子庙 。”

太宗贞观十一年 年 , “诏奠孔子为宣父 ,作庙于充州 ,给户二十奉之 。”

高宗咸亨元年 年 , “诏州 、县皆营孔子庙 。”

武后天授元年 年 , “封周公为褒德王 ,孔子为隆道公 。”

中宗神龙元年 年 , “以邹 、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 ,以奉岁祀 ,子孙世袭褒圣侯 。”

睿宗太极元年 年 , “以充州隆道公近祠户三十供洒扫 ,加赠颜回太子太师 ,曾参

太子太保 ,皆配享 。”

玄宗开元二十七年 年 , “诏夫子既称先圣 ,可溢曰文宣王 , ……以其嗣为文宣

公 ,任州长史 ,代代勿绝 。”

代宗永泰二年 年 , “修国学祠堂成 , … …',

鼓宗咸通十年 年 ,因旧̀ 往月来 ,颇有倾摧之势 ” ,而 “命工龙事 ,饰旧如新 ,侠旬

之间 ,其功乃就 ,门连归德 ,先分数切之形 殿接灵光 ,重见独存之状 。”

这一连串的举措 ,尤其是武德九年的大规模维修 ,贞观十一年 “作庙于充州 ” ,及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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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修缮 ,显然是继三国时魏 “修起旧庙 , ……于其外广为室屋 ”之后由政府出面对曲

阜孔庙开展的几次较大规模建设活动 。然而 ,有唐一代在孔庙建设上的更大建树 ,似乎

是在各地州 、县孔庙的建造上 。如贞观四年与咸亨元年两次下诏 ,要求各州 、县皆营孔子

庙 。这样一个全国性建造孔庙的工程 ,使孔庙从其发祥地 — 鲁 ,走向了京城 ,也走向了

全国各地 。从此 ,对孔子的祭祀开始变得现地化 。这一做法被唐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

用 ,帝王的重要释奠礼仪多在京师孔庙 。京师孔庙与国子监 ,及各地州县孔庙 ,与州学 、

县学 ,都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重要工程 。由于这一问题涉及过宽 ,不拟放在本文的讨论

范围之内 。

唐末五代仍然继续着唐代以来渐趋强化的尊孔 、祀孔 的趋势 。如周太祖广顺二年

年 “帝幸曲阜县 ,渴孔子祠 。 ……遂幸孔林 ,拜孔子墓 。 ……仍救充州修葺孔子祠

宇 ,墓侧禁樵采 。” 宋初太宗太平兴国八年 年 诏修曲阜孔子庙 。真宗景德四年

年 又诏 “充州增二千户守孔子坟 。” 大中祥符二年 年 , “诏立曲阜县孔子庙

学舍 。', 然而 ,唐 、宋两代虽然堪称盛世 ,对孔子地位的提高与儒学的普及做 了前所未有

的努力 ,但在孔庙建筑方面 ,则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京师及地方孔庙及学校的建设上 ,

围绕曲阜孔庙见于记载的活动 ,除了渴拜 、救封外 ,主要是维修性质的 。如果说有所扩

展 ,也仅仅是在孔庙附近的学舍或守墓邑户的规模上 。

据梁思成先生的研究 ,曲阜孔庙的大体完备是在宋 、金之间 。宋天禧二年 年 ,

对曲阜孔庙有一次大规模的修缮 ,但事不见 《宋史 》与 《续资治通鉴 》。《山东通志 》简单地

记录了此事 “ 天禧 二年诏葺孔子庙 ,赐文宣公家祭冕服 。', 梁先生引 《曲阜县志 》卷

所载其事曰

……乃大扩圣庙旧制 。建庙 门三重 ,次书楼 ,次唐 、宋碑 亭各一 ,次仪 门 ,此御赞殿 ,

次杏坛 ,坛后正殿 , 又后为邪国夫人殿 ,殿 东虎为洒水侯殿 , 西虎为沂水侯殿 。 正殿西鹿

门外为齐国公殿 ,其后为香国太夫人殿 。正服东虎门外曰燕申门 ,其内曰斋厅 ,厅后 曰金

丝堂 ,堂后则家庙 ,左则神厨 。由斋厅而东南为客馆 ,直北曰袭封视事厅 ,厅后为恩庆堂 ,

其东北隅曰双桂堂 。凡增广殿庭廊虎三百十六间 。

宋天禧年的修缮 ,不见于正史 ,也不见于曲阜现存的碑记 。碑记中所存宋代修缮的

记录 ,是太平兴国八年 年 的 “宋充州文宣王庙碑铭并序 ” ,其中有

帷鲁之夫子庙堂 ,未加营葺 ,阀孰甚焉 。况像设卑而不广 ,堂庞陋而毁颓 ,触 目荒凉 ,

荆棒勿剪 ,阶序有妨于函丈 ,室壁不可以藏书 ,既非大壮之规 ,但有岿然之势 ,倾纪寝久 ,

民何所观 。遂乃鼎新 ,规革旧制 ,遣使星而藏事 ,募梓匠以得功 ,经之营之 ,厥功告就 。观

夫燎垣云孟 ,飞檐翼张 ,重门近其洞开 ,层阀郁其特起 ,绮疏瞰野 ,朱槛凌虚 。

但这次修缮与宋天禧二年的修缮 ,相差 年 。显然 ,在宋以前 ,曲阜孔庙的规制还

十分简陋 。自宋初太平兴国与天禧年两次修缮 ,其规模初具 ,形制渐趋完备 。但天禧年

间的修缮 ,其规模若如此之大 ,似与其后金章宗明昌年间的修缮之记录 ,有所矛盾 。

有史可察的对曲阜孔庙较大规模的扩建 ,应该是在金代 。辽 、金两代虽然是由少数

民族立国 ,但在对孔子的尊崇上 ,并不亚于中原汉族王朝 。辽初神册三年 年 就曾下

诏 “建孔子庙 、佛寺 、道观 。” 神册四年 年 辽太祖又 “渴孔子庙 ,命皇后 、皇太子分渴

寺̀观 。,, 显然 ,辽统治者在对待儒 、释 、道三者关系上 ,是将孔子与儒家放在较高地位上

的 。金大定二十二年 年 ,似有过一次对曲阜孔庙的修复工程 。而更大的修复重建

工程是在后来的明昌年间 。金明昌元年 年 “诏修曲阜孔子庙学 。', 明昌五年

年 ,金章宗与其辅臣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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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问辅臣曰 “孔子庙诸处何如 ”平章政事守贞曰 “诸县见议建立 。”上因曰 “僧

徒修饰宇像甚严 ,道流次之 ,惟孺者于孔子庙最为灭裂 。”守贞曰 “孺者不能长居学校 ,

非若僧道久处寺观 。”上曰 “僧道以佛 、老营利 ,故务在庄严阂侈 ,起人施利 自多 ,所以为

观美也 。,,

章宗认为僧道以佛 、老营利 ,人多施利 ,故其寺观常建常新 ,而孔子之庙则不具有这

样的性质 ,因此 ,孔庙的建设则更多地仰赖国家或地方政府 。正是金章宗对曲阜孔庙进

行了较大规模的新修与扩建 。金明昌六年 年 ,工程告竣 , “命充州长官以曲阜新修

庙告成于宜圣 。,, “金救有司增修 曲阜宜圣王庙毕 ,赐衍圣公以下三献法服及登歌乐一

部 ,仍送太常旧工往教孔氏子弟 ,以备祭礼 。” 从记载中之 “新修 ”与 “增修 ”等语可知 ,在

这一次修建工程中 ,孔庙建筑应该是有明显扩展的 。据 《山东通志 》 “ 金 章宗明昌元年

三月 ,诏修曲阜孔子庙 ,增拓 旧制 。 ··一 六年 夏四月 ,救有司 以增修 曲阜宣圣 庙共

毕 , ……七月 ,命竞州长官以曲阜新修庙告成于先圣 。” 这一点还可以见于党怀英所撰

“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 ”

仍命选择干 臣 ,典领其役 。役取于军 ,匠佣于民 ,不责急成 ,而责以可久 不期示侈 ,

而期于有制 。凡为服堂 、廊虎 、门亭 、斋厨 、簧舍 ,三百六十余楹 。位序有次 ,像设有仪 ,表

以杰阁 ,周以崇垣 。 ··一 三分其役因旧 ,以全加葺者什居其一 ,而增创者倍之 。盖经始于

明昌二年春 ,途年而土木基架成 ,越明年而谋漆彩绘成 。

以文中所言 “凡为殿堂 、廊庞 、门亭 、斋厨 、簧舍 ,三百六十余楹 ” ,当与现存孔庙的规

模基本相当了 。而由 “三分其役因旧 ,以全加葺者什居其一 ,而增创者倍之 。”可知 ,金代

重修后的规模 ,比此前的规模至少应该扩大了一倍 。但以其同碑中有 “胭里祠宇弗治 ,捌

其旧制既隘且库 ,乃诏有司 ,乃疏泉府 ,撰材沱工 ,众役具举 。梓人献技 ,役夫劲功 ,隘者

以宏 ,库者以崇 崇焉有制 ,宏焉有法 ,即旧以新 ,增其什八 。殖殖其正 ,翼翼其严 。', 可以

推知 ,原有的规模是比较库陋狭窄的 。而此次大规模的修复重建 ,增加的规模在

“而增创者倍之 ” 或 “即旧以新 ,增其什八 ” 。不知两种说法何 以为确 。而若以

《曲阜县志 》所记宋天禧二年的修缮 ,规模已经达到 “殿庭廊房三百十六间 ” ,与金明昌年

的增修扩建的记载大相径庭 ,则金人之所谓 “增创者倍之 ” 、“即旧以新 ,增其什八 ”的记述

似错讹过甚 。或者可以理解为 ,宋末时的曲阜孔庙曾因战争而遭到过大规模 的破坏 ,其

规制重归简陋 ,仅余宋天禧间规模之半 ,而金明昌时在此破败基础上 , “增创者倍之 ” ,才

有 “三百六十余楹 ”的规模 ,亦未可知 。

有关宋 、金间这两次修建工程记载的矛盾 ,还不止这一处 。再举 “奎文阁 ”的例子 。

据 《山东通志 》卷十一之六 , “胭里之六 — 至圣庙 ”条 ,有 “今奎文阁宋时所建 ” 语 ,而据

同书卷十一之七 ,党怀英撰 “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 ” ,却为 “又庙有层阁以备皮书 ,愿得

赐名 ,揭诸其上 ,以观示四方 ,诏以奎文名之 ,而命臣怀英记其事 。”而元初宪宗二年

年 杨矣所撰 《东游记 》中则有 “次南奎文阁 ,章宗时创 ,明昌二年八月也 ,开州刺史高德裔

监修 ', 的描述 。据 《金史 》,高德裔为金章宗与宣宗时人 ,事情确然 ,又有党怀英碑记为

证 ,则奎文阁初建于金代是比较可信的 。而奎文阁恰是大成殿前最主要的建筑物 ,则金

代时 ,对奎文阁以南诸殿阁 、廊房做较大规模的增扩 ,则是比较可能的事情 。

金宣宗贞佑二年 年 ,在山东 、河北一带 ,有过一次大规模 的蒙古兵祸 , “时山

东 、河北诸郡失守 ,惟真定 、清 、沃 、大名 、东平 、徐 、郑 、海数城仅存而已 ,河东州县亦多焚

毁 。” 曲阜孔庙再一次遭到了较严重的焚毁 。正因为如此 ,元初宪宗二年 年 杨灸

东游记 》中所记载的曲阜孔庙 ,所余建筑似不为多 “……趋大中门而东 , 由庙宅过庙

史建筑︵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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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自毓粹门之北人 ,斋厅在金丝堂南 ,燕申门之北 ,堂取鲁恭王事也 。 ……班杏坛之下 ,

痛庙貌焚毁 ,北向邪国夫人新殿绘像修渴 , ……坛南十步许 ,真宗御赞殿也 , … …贞佑火

余物也 , … …次南奎文阁 ,章宗时创 ,明昌二年八月也 , … …东庞碑六 ,皆隶书 ……西庞

之碑八 ,隶书者四 ,余皆唐宋碑也 , …… ” 这时站在杏坛前 ,所能够看到的是 “庙貌焚毁 ”

的悲凉景象 ,唯大成门外的奎文阁 ,与大成殿西偏的金丝堂 ,及斋厅等尚存 。在今大成殿

的位置上 ,似乎是新建的郸国夫人殿 。而据元人所撰 《郸国夫人殿记 》 “……前庙后寝 ,

三代之定制 ,而吾夫子之祀 ,本用王者事 ,胭里旧有郸国夫人殿久矣 ,由唐 、宋降及于金 ,

号称尤盛 ,贞佑之乱 ,扫地无余 , … …以兴废补弊为所务 ,经始于己酉 年 八月 ,落成

于壬子 年 之七月 。', 故杨奥壬子年游曲阜孔庙时所见之 “哪国夫人新殿 ” ,正是这

座新修的殿堂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郸国夫人殿 ,是 “吾夫子之祀 ”的重要场所 。这恰

恰说明曲阜孔庙的规制 ,在元初还尚未定型 。

金大定 、明昌年间的修复 、重建工程 ,当使曲阜孔庙的型制趋于完备 ,但 《山东通志 》

中将时间顺序搞错了 。据 《山东通志 》卷十一之三 ,在金大定 、明昌之修复重建后 , “金贞

佑之乱 ,庙貌尽毁 ,至是修复 ,制乃大备 ”。然而 ,此话仅说对 了一半 ,贞佑 一

年 在大定 一 年 、明昌 一 年 之后 ,故其语应该是 金大定 、明昌之

修复重建 ,制乃大备 ,然贞佑之乱 ,庙貌尽毁 。所以 ,元初杨奥 《东游记 》中所见 ,实在已是

一种劫后仅余的破败景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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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阅里孔庙建筑之定型

自元代以降 ,曲阜孔庙的建设 ,趋于定型 ,并逐渐完善 。元世祖至元四年 年 正

月 ,救修曲阜孔庙 ,并救上都重建孔子庙 。这时距离金代壬子年重修孔庙 的时间近

年 。据元成宗大德五年 年 翰林学士阎复所撰 《重建至圣文宣王庙碑 》记录 ,大德二

年始修 ,大德五年秋告成的曲阜孔庙 “殿盗重檐 ,亢以层基 ,缭以修廊 ,大成有门 ,配俏

诸贤有所 ,泅沂二公有位 ,肪座既迁 ,更塑郸国像于后寝 。缔构坚贞 ,规模壮丽 。大小以

楹计者 ,百二十有六 ,货用以络计者 ,十万有奇 。” 这一次所 “修曲阜文宣王庙 ,庙殿七间 ,

转角复檐重址 ,基高一丈有奇 ,内外皆石柱 。外柱二十六 ,皆刻龙于上 。神门五间 ,转角 、

周围亦皆石柱 ,基高一丈 ,悉用琉璃 。沿里碾玉妆饰 ” ,已经具备了今 日所见曲阜孔庙大

成殿的主要特征 ,如殿身为七间 ,重檐副阶 ,两重台基 ,副阶柱为石柱 ,前檐柱为盘龙柱 ,

屋顶为琉璃瓦 。但奇怪的是 ,这次重建的结果 ,仅有建筑 楹 ,似远比金代明昌年重修

后的 余楹 ,在规模上要小很多 。是统计之误 ,还是因计算方法上的差别而引起的误

差 ,尚未可知 。至顺三年 年 , “诏修曲阜宣圣庙 ” 。顺帝至元四年 年 诏修曲

阜孔子庙 。这次修缮的结果 ,见于至元五年翰林学士欧阳玄的 《救修曲阜宣圣庙碑 》,但

其记录之修缮时间始于至元元年 年 月 ,终于至元二年 年 月 ,新落成之

孔庙 “宫室之壮以宁神栖 ,楼阁之崇以皮宝训 ,周垣缭庞 ,重门层观 ,丹碧黝娅 ,制体王

居 。', 这里的 “制件王居 ”可以说是对曲阜孔庙规制的一个恰 当解释 。其主殿为殿身

间 ,副阶 间 ,坐落在有两重石雕栏杆的台基上 ,周围廊庞环绕 ,并用盘龙石柱 ,其制度等

级 ,仅略低于天子之正衙 。 “王居 ”之制 ,可以说是奠定了曲阜孔庙规制的基调 。

回顾有元一代 ,曾三修曲阜孔庙 ,大约每 年 ,就有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工程 。最后

一次修缮 ,距离前一次修缮 ,仅 年时间 。如此频繁地修缮孔庙 ,除了建筑本身的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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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也不排除有政治方面的因素 。而元代重修 ,主殿大成殿内外皆用石柱 ,这与元大都宫

殿正衙大明殿内外用石柱的做法一样 ,是元人所崇尚的结构形式 。这一点由明以后重修

大成殿 ,将内柱重新改为木柱的做法中 ,可以略窥一斑 。

明代建国之初 ,太祖朱元璋即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 ,并遣使诣曲阜致祭 。洪武七

年 年 救修曲阜孔庙 。时距元代最后一次修缮孔庙也在 余年左右 。说明自元代

以来 ,国家加大了对曲阜孔庙建筑进行修缮的频次 。在洪武重修约 年之后 ,永乐十三

年 年 正月再次诏修闭里孔子庙 ,永乐十五年 年 夏 ,重修孔子庙成 。英宗天

顺八年 年 ,诏山东巡抚贾锉重修圈里先圣庙 。宪宗成化六年 年 ,重修工程

竣工 。孝宗弘治十二年 年 月 ,网里孔子庙灾 ,这次灾害的后果十分严重 , “无

穷庙貌尊严 ,古今崇奉 ,比今遭回禄喂烬靡遗 。', 弘治十三年 年 重建工程开始 ,

“重建大成殿九间 ,殿前盘龙石柱 ,两翼及后檐俱镌花石柱 。” 由现存遗构看 ,这里所说的

间 ,其实仍是殿身 间 ,副阶 间的规制 ,并没有比元代大成殿规制更高 ,应该还是因元

代基座而建的 。弘治十七年 年 正月 ,重修工程完成 。

明嘉靖朝 ,围绕是否在孔庙中供奉孔子像的问题 ,展开了一场争论 ,嘉靖九年 ,大学

士张德言 “孔子宜称先圣先师 ,不称王 。祀宇宜称庙 ,不称殿 。祀宜用木主 ,其塑像宜

毁 。篷豆用十 ,乐用六情 。配位公侯伯之号宜削 ,止称先贤先儒 。” 嘉靖帝命翰林诸臣进

行争议 ,有言易号毁像之不可的 ,却引发了帝怒滴官的结果 。嘉靖帝亲 自写了 《正孔子祀

典说 》,为主张毁像削号者助威 。诸臣会议的结果 ,直接影响到孔庙本身 ,如 “去其王号及

大成 、文宣之称 。改大成殿为先师庙 ,大成门为庙门 。” 首先从国子监开始实施 ,如 “制木

为神主 ” , 以取代孔子塑像 。这一毁像易主削号的举动 ,同时涉及了历史上诸多大儒的

配祀问题 ,引发持久的争辩 ,其结果是 “仅 国学更置之 ,胭里庙廷及天下学宫未逞颁行

也 。” 这一插曲 ,也反映出了对 自唐代以来 ,对孔子地位及孔庙祭祀等级 日益抬高之趋势

的一个反思或争论 。

在嘉靖朝论辩以后 ,逮至万历己卯年 年 ,又有过一次重修工程 。但此事并不

见于正史 。自兹之后 ,及于明末 ,陷于内外交困中的明王朝 ,再也没有能力顾及对曲阜孔

庙的大规模修缮工程 。

有清一代的祀孔活动始于清帝人主中原之前的皇太极崇德元年 年 , “遣官祭

孔子 ”。并于崇德五年 年 确定了每年对孔子行释奠礼 的时间 。崇德八年

年 再遣臣赴曲阜网里祭告 。顺治十四年 年 ,曾修孔子庙 ,但不确知是京师孔庙 ,

还是曲阜孔庙 。康熙三十八年 ,曲阜孔庙重修完成 ,康熙御书 《重修网里圣庙碑文 》。雍

正二年 年 月 ,曲阜孔庙再次被火 , “先师大成殿 ,以及两庞 ,俱被火灾 。请出圣

像 、牌位 。新建崇圣祠 ,幸得无恙 。” 崇圣祠在大成殿东路北侧 ,雍正二年大火前新建 ,现

尚存原构 。雍正三年 年 月 ,重修胭里孔庙的工程开始 。

雍正间重修曲阜孔庙的工程 ,得到雍正帝的直接关注 。工程一开始 ,雍正帝即下谕

要求 “文庙工程务期巍焕崇阂 ,坚致壮丽 ,纤悉完备 ,集然一新 。', 并下诏要求胭里孔庙大

成殿改用黄瓦 ,因为 “庙自明弘治十三年始用绿色琉璃瓦 ,今特改黄瓦 ,由内厂监造 ,运赴

曲阜 。” 并御书 “大成殿 ”匾额 。此次重修工程 ,包括了重修同时被大火焚毁的康熙御书

碑亭 奎文阁左右增建作为执事人员斋宿之所的值房 在大成门内 “复设二十四戟 ”将权

星门石坊上原镌 “宣圣庙 ”额 ,改为 “至圣庙 ”额 将奎文阁前之 “恭同门 ” ,改为 “同文门 ”

将大成殿东路南侧之 “诗礼堂 ”前的 “燕申门 ”,改为 “承圣门 ”。雍正帝还要求 “将殿庞规

制 ,以至祭器仪物 ,悉绘图呈览 ,指授修制 。', 按照雍正帝的上谕 , “朗里文庙依仿帝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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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之制 ,规模宏焕 ,视昔有加 , … …肤虽未曾亲至其地 ,而筹画指授 ,痞寐瞻仰之诚 ,无刻

不在尼防沫泅间也 。” 由此 ,也可以知道 ,这一次的重修工程 ,是直接由清帝运筹指授的 ,

其规制依仿帝王之宫 。在工程即将竣工之际 ,雍正还为大成殿 内 、外御书了 “万世师表 ”

与 “生民未有 ”匾额 ,并书写了对联 ,并为原来没有题额的大门 、二门题写了匾额 ,大门为

“圣时门 ” ,二门为 “弘道门 ”。

雍正八年 年 工程告竣 。这一次重修工程 ,最终确定了现存曲阜孔庙的形式 、

格局与门殿题额 。之后 ,又对孔林进行了修缮 ,将孔林享殿三间 , “照网里寝庙之制 ,用黄

瓦镶砌屋脊 ,以表仪典 。,, 雍正以后 ,道光十四年 年 ,曾 “修山东阀里至圣孔子林 、

庙 。” 这一次修缮 的主要工程似在孔林 。光绪三十四年 年 月 , “修曲阜孔子

庙 ”。这一次修缮 ,当是延续中国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最后一次对 曲阜孔庙

的维修工程 。从现存孔庙遗构来看 ,这次修缮仅仅是局部的维修 ,没有大规模的改建工

程 ,更没有触及既有的庙殿规制 。因此 ,可以说现存孔庙仍然保持着雍正八年重修后的

基本格局与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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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修闭孔史札庙建筑建

四 阅里孔庙建筑之型制

曲阜孔庙的最终型制 ,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是元 、明 、清三代逐渐确立并完善的 。

对于孔子的祭祀释奠 ,虽然古已有之 ,但其礼仪 、规制一直处在变动中 。如三国曹魏时 ,

是在京师辟雍中释奠孔子 ,至南北朝元魏时 ,才为孔子独立设庙 。唐武德时 ,开始在京师

国子监中立孔子庙 。但当时的做法是 ,为周公与孔子各自立庙 。并封周公为先圣 ,以孔

子为配祀 。唐时房玄龄对这一做法提出了疑义 ,认为 “周公孔子俱称圣人 ,库序置奠 ,本

缘夫子 , ……允请停祭周公 ,升孔子为先圣 ,以颜渊配 。” 并于太宗贞观四年开始 ,在地方

郡县设立文庙 ,此为地方庙学之始 。高宗永徽中 ,又恢复了以周公为先圣 ,孔子为先师的

做法 ,至高宗显庆二年 年 ,将周公的祭祀移到了周武王的庙堂中 ,作为武王的配祀 ,

而复尊孔子为先圣 。乾封三年 ,高宗封禅泰山时幸曲阜祠孔子 ,追封孔子为 “大师 ” , “庶

年代虽远 ,式范令图 ,景业惟新 ,仪型茂实 其庙宇制度卑陋 ,宜更加修造 。仍令三品一

人 ,以少牢致祭 。” 可见 ,唐时孔子的在国家祭祀谱系中的地位仍然较低 ,其祭祀官仅为

三品 ,并以较低等级的 “少牢 ”致祭 。但已经开始关注孔庙的 “式范 ” 、“仪型 ”。

唐开元十三年 年 ,玄宗帝亲诣曲阜孔子宅奠祭 ,并遣官以太牢礼祭祀孔子墓 。

这说明当时的曲阜孔子庙 宅 ,还十分卑陋 ,无以提供较高规格的祭祀条件 。开元二十

七年 年 ,追溢孔子为 “文宣王 ” 。这是对孔子救封以 “王 ”号之始 。也可以说是对孔

子祭祀 ,及孔庙规制加以等级提升之始 。正是开元二十七年改变了以往以周公为主祀 ,

孔子为配祀的 “仪型 ” ,将孔子升在主祀之位 “昔周公南面 ,夫子西面 ,今位既有殊 ,岂宜

依旧 ,宜补其堕典 ,永作常式 ,其两京 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县学 ,夫子南面坐 ,十哲东西行

列 , … …救两京及充州旧宅庙像 ,改服衰冕 ,乐用宫悬 ,舞用八情 , … …给曲阜林庙百户洒

扫 。” 也就是说 ,从唐开元二十七年开始 ,孔子才作为面南而坐的正位 ,而受到天下人的

礼祀 。这也为后世的孔庙建筑空间布局奠定了基本的格局 。

五代后周广顺二年 年 ,周太祖人充州渴夫子庙时 ,以帝王之身而礼拜孔子 ,时

随行近臣认为天子不当拜 ,周太祖说 “夫子 ,圣人也 ,百王取则 ,安得不拜 。', 并诏修曲

阜祠庙 。宋太祖建隆元年 年 , “诏祭文宣王庙 ,立十六戟于庙门 ,用正一品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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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先圣 、亚圣 、十哲像 ,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庞之木壁 。,' 由此可见 ,殿前

两庞的出现 ,是与释奠配祀的礼仪有所关联的 。太平兴国三年 年 , “诏复曲阜县文

宣王家 ” ,并 “诏大将作恢敞儒宫 。', 这可以说是开启了对曲阜孔庙规模 、型制大加扩张之

做法之始 。淳化四年 年 , “诏绘三礼器物制度于国学讲论堂木壁 。', 则说明 “讲论

堂 ”在庙学建筑中曾居有重要位置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年 , “诏追封孔子父叔梁

绝为齐国公 ,母颜氏为鲁国夫人 , ……又追封圣配开官氏为郸国夫人 ” ,并 “亲巡鲁甸 ,永

怀宣圣之德 ,躬造胭里之庭 。” 徽宗崇宁二年 年 , “诏追封孔鲤为泅水侯 ,孔汲为

沂水侯 。” 这样一些追封事件 ,及 “躬造圈里之庭 ”的愿望 ,为曲阜孔庙规模的扩大与制度

的完备 ,奠定了基础 。如后世曲阜孔庙 ,在相当一个时期内 ,都将与孔子有血缘关系人物

的种种封号 ,如叔梁绝殿 、颜母殿 、郸国夫人殿 ,及泅水侯殿 、沂水侯殿等 ,作为曲阜孔庙

中的主要祭祀建筑之一 。

大中祥符五年 年 ,又在孔子的封号前加了 “至圣 ”二字 ,改封为 “至圣文宣王 ”。

庆历四年 年 将曲阜孔庙的洒扫户增加到 人 。至和二年 年 ,救封孔子嫡

传后裔为 “衍圣公 ”。这一对孔子后人的最高封号 ,自宋仁宗年间始封后 ,经过了历史上

数次反复地改封 如改为 “奉圣公 ”等 与恢复 ,最终一直沿用了下来 。崇宁四年

年 , “诏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为名 ” ,这是将祭祀孔子的主殿称为 “大成殿 ”之始 。

元年 年 ,下令禁止在孔林中樵采林木 ,并立赏钱 贯 ,以奖励那些 “告捉 ”之人 。

同年 ,还采用 《周礼 》王制 ,使孔庙文宣王 “改执镇圭 ', ,并将孔庙前象征身份等级的庙门

立戟 ,由原来的 “十六戟 ”改为 “增立二十四戟 ,如王者制 ”。 南宋高宗绍兴十年

年 ,又将对孔子的释典改为 “大祀 ” 宁宗庆元中又改回为 “中祀 ,' ,这些都将孔庙祭祀的

等级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

元大德十一年 年 , “武宗追封孔子为 大̀成至圣文宣王 ' , ……遣使胭里 ,祀以

太牢 。” 这显然是承袭了宋代以王者之仪释奠孔子的做法 ,并在宋代 “至圣文宣王 ”封号

的基础上 ,又加上了 “大成 ” ,更加昭显了孔子的地位 。在至顺元年 年 和至顺三年

年 又先后将齐国公叔梁绝加封为 “启圣王 ” ,将鲁国太夫人颜氏加封为 “启圣王夫

人 ” ,而将郸国夫人加封为 “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 ” ,从而将孔子父母及配偶的地位抬高到

了极致 。这些都为将曲阜孔庙建筑的规制等同于王者之制 ,奠定了基础 。

我们可以看一看孔庙建筑空间的构成 ,据 《山东通志 》 ,卷十一之六

至圣庙 在香城内 ,本距曲率县八里 ,明正德中从金事潘珍之请 ,环圣庙为城 ,迁县于

此 以 卫 之 。

按 旧制

圣庙二门 ,榜曰大中门 ,宋仁宗御笔也

三门之后曰书楼 ,藏踢书之楼也 即今奎文阁

楼后 ,御路东西两碑亭

次仪门 ,门内御赞殿

次杏坛 , 即讲堂遗趾 ,汉明帝幸孔子宅 ,御此说经 ,后世因以为坛

坛之后即正殿 ,殿榜乃宋仁宗御制飞白书也 ,徽宗崇宁二年诏殿名大成

其后为邪国夫人殿

殿东虎祀洒水侯 ,西魔祀沂水侯

正殿廊西门外齐国公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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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里孔筑修史札庙建建

其后为普国太夫人殿

次后为五贤堂 宋时所建 ,祀孟子 、荀卿 、杨雄 、王通 、韩愈

正殿廊东门外 , 曰斋厅 , 即宋真宗东封渴庙驻碎之所 真宗回妻 , 次充州 ,诏去其殿

制 , 赐本宗为厅 ,族人遇祭 ,致斋于此 ,遂名为斋厅

斋厅之东门外 ,其南客馆 ,其北客位

斋厅之后客堂 ,孔氏接见宾客之所 ,由客位东一门直北 ,曰袭封视事厅

厅后恩庆堂 ,乃孔中垂道辅典 乡郡时 ,会内外亲族之所 。

堂之 西 , 曰家庙

堂之东北隅 , 曰双桂堂 。 孔氏舜亮 、宗翰尝读书于此 。 皇枯元年同赐第 ,故名庙 。

左为衍圣公第 ,第前为阀里坊 , 古阀里也 。

庙创后鲁哀公十七年 ,汉 、魏 、唐 、宋 ,代有修饰 。至金皇统 、大定间 ,制乃加备 。

元至元丁卯 至元十四年丁丑 年 ,二十四年丁亥 年 , 丁卯只有泰定四年

年 大德戊戌 大德二年戊戌 年 至元 己卯 惠宗至元五年己卯 , 年

凡三修焉 明洪武初 ,奉诏重修 。永乐十四年 ,又撤其旧而新之

成化十九年 ,始广正殿为九间 ,规制益宏 。

弘治十二年 年 灾 ,奉诏重进 建

嘉靖 、隆庆以来 , 守臣屡加修葺 。

如上所录之曲阜孔庙规制 ,当是元 、明代时的 “旧制 ” ,以其将 “大中门 ”称为 “二门 ”

看 ,其前仅有一门 ,这显然是早于现存孔庙的型制 。而以前述元初杨奥 《东游记 》中 “……

趋大中门而东 ,由庙宅过庙学 ,自毓粹门之北人 ,斋厅在金丝堂南 ,燕申门之北 ,堂取鲁恭

王事也 ”的记录 ,似与这里所记载的大中门为庙前之二门 ,可以横穿而过 斋厅在正殿 大

成殿 廊东门外 。但杨氏将大成殿西路的金丝堂与大成殿东路东房门外的燕 申门 今承

圣门 在空间上与斋厅连为南北一线 ,说明杨奥在记录上也有误 ,这里不详究 。但从庙中

主要建筑之正殿大成殿来看 , “其后为郸国夫人殿 殿东 庆祀泅水侯 ,西房祀沂水侯 正

殿廊西门 外齐国公殿 其后为鲁国太夫人殿 次后为五贤堂 ,祀孟子 、荀卿 、扬雄 、王通 、

韩愈 ”来看 ,这时的主要建筑格局 ,基本上是按照封祀的名位设置的 。其余附属建筑 ,仅

为藏书楼 奎文阁 、斋厅 、家庙之属 。

另据 《明史 》,洪武十五年 年 所建南京孔庙 “庙在学东 ,东西两庞 ,前大成门 ,

门左右列戟二十四 。门外东为牺牲厨 ,西为祭器库 ,又前为灵星门 。” 已经初步确立了孔

庙的建筑 ,权星门 、大成门 、大成殿为轴线 , 以东 、西两庞为两翼 , 门外设厨 、库等辅助建筑

的基本格局 。然而 ,由于最初的设置还比较狭促 ,洪武三十年 年 又将南京孔庙进

一步加以扩展 “三十年 ,以国学孔子庙隘 ,命工部改作 ,其制皆帝所规画 。大成殿门各

六楹 ,灵星门三 间 ,东西庞七十六楹 ,神厨 、库皆八楹 ,宰牲所六楹 。” 明初南京孔庙的

规制 ,已经十分接近现存曲阜孔庙的建筑格局 。其前设权星门 开间 , 大成门为 开间

六楹 ,大成殿前两庞为各 开间 各只十八楹 ,共七十六楹 。这与现存曲阜孔庙前

有 开间权星门 , 开间大成门 ,东西两庞各 间的格局 ,已经十分接近 。这说明初洪武

帝亲 自参与了孔庙建筑格局的 “规幽 ”。

这一 “规画 ”直接影响了曲阜孔庙的格局 ,形成了如上描述的这样一个以大中门 二

门 、三门 同文门 、书楼 奎文阁 、仪门 现已无存 为前导空间 ,以大成门 、大成殿 ,及殿

前两房为核心 ,以其后郸国夫人殿 ,及殿前东西泅水侯 、沂水侯两庞 ,形成的曲阜孔庙中

路建筑 和正殿廊西 门外依序排列的齐国公殿 、鲁 国太夫人殿 、五贤堂 当在今启圣门

文献 〔 飞,史部 地理类 ,都
会郡县之属 《山东通志 》 卷

十一之六

文献 〔 〕卷 ,志第二十
六 ,礼四 ,至圣先师孔子庙

祀

文献 」

古人之 “楹 ” ,有时指开间

数 有时指正面柱子数 ,故这

里有两种可能 一是两庆各

间 二是两庆各 柱

间 。 从 上 下 文 看 , 这 里 的

“楹 ”数似指柱 子数 , 故为

间 。



. 这 里 的 “五 十 间 当 是

“四十间 之误 。现存两房为

间 ,在雍正八年至清末没

有对两房进行大规模重建的

记录 ,也没有可以设皿 间

虎房的空间。

春秋时卫 国大夫趁 音

媛 ,字伯玉 ,见 《汉语大辞
典 》 。 据 《三 家注 史

记 》 ,卷 ,仲尼弟子列传第

七 “如文翁所记 又 有林

放 、趁伯玉 、申帐 、申堂 ,俱是

徒人所以见增益 ,聆今殆不

可考 。”

《汉语大辞典 》 第 页

引《广韵 ·便韵 》 “林 ,姓 。

《风俗通 》曰 林放之后。'林

放为孔子弟子 ,参见前一条

注释 。

内 及正殿廊东门外依序排列的斋厅 、客堂 、恩庆堂 当在今承圣门内 ,构成了元 、明曲

阜孔庙的基本格局 。而这一格局 ,恰恰是 自唐 、宋 、元以来不断提高与增加的对孔子及孔

子的亲眷和弟子所施予的种种封祀名号以建筑空间形式加以展示的结果 。

清代康 、雍大修重建以来 ,最终确定了今日所存曲阜孔庙的格局

至国朝康熙二十八年 ,奉诏重修 。

雍正二年六月复灾 ,奉诏大加鼎建 ,告成 ,规制如左

金声玉振坊 ,在棍星门南 。

校星门 ,在金声玉振坊北 ,门前有水环流如带 。

太和元气坊 ,在校星门北 左侧为德体天地坊 ,右侧为道贯古今坊 。

至圣庙坊 ,在太和元气坊北 。

圣时门 ,在至圣庙坊北 ,三间环洞 ,如城门制 ,左右各有雁翅墙 。

浮池 ,在圣时门北 ,上有三墙 池南左侧为快舰门 ,右侧为仰高门 每门三间 ,东西对

峙 ,各通官道 。

弘道门 ,在浮池北 ,五间 ,高一丈七尺 , 面阔五丈四尺 ,进深二丈八尺 , 四围俱石柱 ,左

右皆有掖门 。

大中门 ,在弘道门北 ,五间 ,高二丈四尺 ,面阔六丈四尺 ,进深二丈四尺 ,左右各有

掖 门 。

同文门 ,在 弘道 门北 ,五间 , 高二丈四尺 ,面阔六丈四尺 ,进深二 丈四尺 ,左右各有

掖 门 。

奎文阁 ,在同文门北 ,七间 ,三枪 ,高七丈四尺 ,面阔九丈 ,进深五丈五尺 ,前面擎檐俱

石柱 ,阁两傍各有便门三间 ,门左右各有屋十五间 。

左侧为宗子斋宿所 , 门一 , 正斋房五间 ,西向南北房各三间 。

右侧为有司斋宿所 ,门一 ,正斋房五间。

大成门 ,在奎文阁北 ,五间 ,高二丈八尺 ,面阔六丈五尺 ,进深三丈五尺 ,前后擎檐 , 中

间盘龙石柱 ,两傍镌花石柱 ,诏用黄琉璃瓦 ,檐下设采 , 列戟二十四枝 恭悬御制御书对联

于明间中柱

两掖门 ,左为金声门 ,右为玉振 门 与大成门并南向 ,每门各三间 。

左侧为毓粹门 ,右侧为观德门 ,在奎文阁北 ,大成门南 ,东 西对峙 ,各通官道 中列碑

亭一十二座 。奎文阁后 ,八座 大成门前 ,四座 。有新建圣祖皇帝御制碑亭 。

皇上御制碑亭 。

杏坛 ,在大成门北 ,盖口 色琉璃瓦 ,坛前东 南有圣桧遗迹 。

大成殿 ,在杏坛北 ,九间 ,两檐 ,高七丈八尺 , 面阔一十三丈五尺 ,进深八丈四尺 ,前面

用盘龙石柱 , 两山及后檐俱用镌花石柱 ,诏盖黄琉璃瓦 ,檐下设采 。 正殿设至圣孔子像 ,

南向 四配 、十一哲像 ,分侍左右 。 至圣殿 内天花材上恭悬圣祖仁皇帝御 书匾额 ,殿外门

标上 ,恭悬皇上御书匾额 ,殿外正间明材恭悬御书对联 。

两虎 ,在大成殿左右 ,各五十间 , 高二丈三尺 每庞阔五十五丈三尺 ,深二丈五尺 , 盖

口镶砌黄瓦 。 东魔祀先贤莲玻 以下六十二位 西虎祀先贤林放 以下六十三位 。

寝服 ,在大成殿北 ,七间 ,附檐 ,高六丈四尺 ,面阔九丈五尺 ,进深五丈 ,四围擎檐 ,俱

用镌花石柱 ,盖口镶砌黄瓦 ,檐下设采 。

两配殿 ,在寝殿左右如两鹿制 正殿祀圣配邪国夫人 。 左殿祀治水侯伯鱼 , 右殿祀沂

国公 子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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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孔阔修庙建筑史札建

圣迹殿 ,在寝殿北 , 门 一间 ,殿五间 ,高三丈八尺六寸 ,面阔九丈六尺一寸 ,进深三丈

三尺 。殿 内石刻至圣事迹 。

崇圣祠 ,在大成殿东 。

承圣门 ,与大成门 并列南向 ,在金声门 左 ,三间 ,高二丈 ,面阔三丈一尺 ,进深一丈

三 尺 。

诗礼堂 ,在承圣门 北 ,五间 ,高二丈八尺 ,阔七丈五尺 ,深四丈二尺 堂西北 ,为孔宅

故井 、为普壁 。

堂前左侧为礼器库 ,九间 ,高一丈六尺 , 阔八丈五尺 。

崇圣祠 ,在诗礼 堂北 ,祠 门 ,正一旁二 ,祠五间 ,高三丈 ,面阔七丈二尺 ,进深三丈六

尺 ,前面擎枪 ,中二根盘龙石柱 ,旁四根镌花石柱 。 祠 内祀至圣先世五王 。

家庙 ,在崇圣祠北 ,五间 ,为孔氏家祠 。

启圣祠 ,在大成殿西 。

启圣门 ,与大成门并列南向 ,在玉振门 右 ,三间 ,与承圣门 等 。

金丝堂 ,在启圣门北 ,三间 ,高二丈八尺 ,面阔七丈五尺 ,进深四丈二尺 。

堂前右侧为乐器库 ,九间 ,高深如礼器库 。

启圣殿 ,在金丝堂北 ,祠 门 ,正一旁二 ,殿五间 ,高三丈 ,阔七丈二尺 ,深三丈六尺 ,前

面擎檐 ,中二根盘龙石柱 ,旁四根镌花石柱 。 殿 内祀启圣王 ,先贤颜无称 以下分侍

左右 。

启圣寝殿 ,在启圣殿北 ,三间 。 殿 内祀启圣王夫人 。

圣迹殿垣左有后土祠 ,在家庙北 ,门一 ,祠三间 。右有望痊所 ,在启圣寝殿北 ,门一

东北有神厄 ,门一 ,神厄正室五间 ,左右厢各五间 。西北有神厨 ,如神厄制 ,共屋十五间 。

角楼四座 ,庙垣四周 ,二座在大中门左 、右 二座在后垣 良 、乾二隅 。楼高二丈 ,面阔二丈

三尺 ,进 深二 丈三尺 。

从行文中可以看出 ,如上之格局 ,显然是雍正八年刚刚大修重建后的规制 。如奎文

阁之北 “列碑亭一十二座 ” ,其中不包括乾隆三十年的碑亭 。文中在 “有新建圣祖皇帝御

制碑亭 ”之后所云 “皇上御制碑亭 ”之 “皇上 ” ,显然是指雍正帝 。而雍正重修后的格局 ,已

经将明代一些规制及殿名改变 。如大成殿后之寝殿 ,当为元 、明时之郸国夫人殿 其前两

庆分别为元 、明时之泅水侯殿与沂水侯殿 ,但雍正后 已与正殿前两房联为一体 。正殿西

之启圣殿 ,当为元 、明时 “正殿廊西门 外齐国公殿 ” 其后之寝殿即为元 、明时 “鲁国太夫

人殿 ”。而原在 “鲁国太夫人殿 ”之后的 “五贤堂 ” ,则已不存 ,而将对五贤 即 “至圣先世五

王 ” 的祭祀地点 ,改在正殿之东的崇圣祠 。这里是否是元 、明之斋厅 、客堂 、恩庆堂之位 ,

尚不十分清楚 。此外 ,元 、明时之奎文阁后的 “仪门 ” ,已被 “大成门 ”所取代 ,而仪门与杏

坛之间的御赞殿已不存 。由此也可以看出 ,由元 、明 ,至清雍正间 ,曲阜孔庙建筑的规制

仍然处在变化之中 。

颜无礴 ,顺回之父 。据文

献 〔 索隐家语云 “颜由

字路 , 回之父也 。孔子始教

于阔里而受学焉 。少孔子六

岁。见文献 【 卷 ,仲尼

弟子列传第七

文献【 ,史部 ,地理类 ,都

会郡县之属 , 《山东通志 》 卷

十一之六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在这里做一些讨论 。一是 “杏坛 ”的问题 二是曲阜城的问题 。上

文所引明代圈里孔庙的记录中 ,关于杏坛是这样描述的 , “次杏坛 ,即讲堂遗趾 ,汉明帝幸

孔子宅 ,御此说经 ,后世因以为坛 。”也就是说 ,作为孔子讲道之象征的 “杏坛 ” ,其原址是



. 文 献 【 杂 篇 , 渔 夫

三十一

文献 ,卷

文献 ,卷

文献 〔 〕 祠庙类 “曲阜

孔庙 ”条

汉代孔庙 宅 之讲堂的所在 。其实 ,遍查《史记 》、《汉书 》及 《论语 》 ,并没有出现与孔子有

关的 “杏坛 ”一词 。将杏坛与孔子扯到一起的是庄子 。 《庄子 杂篇 》中有 “孔子游乎绷帷

之林 ,休坐于杏坛之上 。弟子读书 ,孔子弦歌鼓琴 ” 之语 。清人顾炎武已经对杏坛之真

实性提出了怀疑 ,并指出 “《庄子 》书凡述孔子 ,皆是寓言 ,渔父不必有其人 ,杏坛不必有

其地 。既有之 ,亦在水上苇间依肚旁诸之地 ,不在鲁国之中也 ,明矣 。今之杏坛 ,乃宋乾

兴间 ,四十五代孙道辅增修祖庙 ,移大殿于后 ,因以讲堂旧基石为坛 ,环植以杏 ,故取杏坛

之名名之耳 。', 由此可知 ,以杏坛代讲堂 ,是宋乾兴间 一 年 的事情 。以杏坛

表征孔子布道之所 ,与讲堂之原意相合 ,且比功能性之讲堂更具空间象征意味 ,倒也是孔

门之后在建筑上的一个创新 。

前所引文中还有 “在鲁城内 ,本距曲阜县八里 ,明正德中从金事潘珍之请 ,环圣庙

为城 ,迁县于此以卫之 。”这里说出了孔庙与曲阜的关系 。孔庙原在胭里 ,因春秋时鲁公

之南门两观而名之 。据 《水经注 》 “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胭 ,故名圈里 。”又汉鲁恭王欲

扩宫室而坏孔子宅 。故孔庙是在鲁之宫室的左近 。顾炎武引 《春秋 ·定公二年 》 “夏五

月壬辰 ,难门及两观灾 。冬十月 ,新作难门及两观 。呻 这里的定公 ,是指鲁定公 。鲁定公

二年是公元前 年 ,那时孔子 岁 。金 、元时阂里孔庙 已经颇具规模 。故 明正德间

一 年 将原距阅里有 里之远的曲阜县城迁移到了胭里 。因而也形成了以孔

庙为中心的特殊城市格局 。这里引用清人徐坷的 《清稗类钞 》中一段有趣的话 ,聊作对曲

阜城空间特征的一个总结

曲率全城面积 ,孔庙殆占其三分一以上 ,尝戏摹其形 ,恰如一 “面 ”字 。圣庙之南 ,直

抵城南门 ,其北直抵城北门。 东西数切之墙 , 则 “面 ”字中心两直笔也 。 “面”字之首画为

城北门外之孔林 。 自孔林至北门 , 为极长之荤道 ,苍松夹路 , 匝地成 阴 ,则 “面 ”字之第二

撤笔也 。

我们知道 ,北方州 、县城市 ,多以 “十字 ”形平面格局布置 ,略似隋唐长安 、洛阳城内之

里坊内的空间格局 。与梁思成先生所说 阴里孔庙这样一座延续两千余年之久 ,反复重

建 ,不断展拓的建筑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孤例一样 ,曲阜县城这种 “面 ”字形的城市布局 ,在

中国县城空间格局中 ,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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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孔庙修建历史略表

含阅里 、京师 、州县学孔庙及曲阜孔林历代修建略况

朝朝 代代 年 代代 公 元元 文 献 记 载载 备 注注

周周周 敬王四十二二 公元前前 周敬王四十二年 ,鲁哀公诛孔子曰“尼父 ” 哀公十七七七
年年年年 年年 年 ,立庙于旧宅 ,鲁世世相传 ,以岁时奉祀孔子子子

三三国国 魏文帝黄初初 年年 诏以孔羡为“宗圣侯 ” ,奉孔子祀 ,令鲁郡修起旧庙 ,,,
元元元年年年 置百石吏卒以守卫之 ,又于其外广为宫室 ,以居学者者者

南南北朝朝 北魏太武帝帝 年年 起太学于城东 ,祀孔子 ,以颜子配配 京师师

始始始光三年年年年年

宋宋宋文帝元嘉嘉 年年 诏袭孔子后修先圣庙 ,下鲁郡守卫莹墓诏 ……可速速速

十十十九年年年 议继袭于先庙地 ,特为营建 ,依旧给祠 ,宜令四时飨飨飨

祀祀祀祀祀 。胭里往经寇乱 ,簧教残毁 ,并下鲁郡修复学舍 ,,,

采采采采采召生徒 。 … …而坟荃荒芜 ,荆棘弗剪 。可踢墓侧侧侧

数数数数数户 , 以掌洒扫 , ··一 种松柏六百株 ,封孔鲜为崇崇崇

圣圣圣圣圣侯侯侯

宋宋宋孝武帝孝孝 年年 令建孔子庙 ,给祭秩……庙制同诸侯之礼礼 非闭里里

建建建元年



续表

里栩孔庙修建史札建筑

朝朝 代代 年 代代 公 元元 文 献 记 载载 备 注注

南南北朝朝 北魏孝文帝帝 年年 修严孔子庙祀祀 不详详

延延延兴二年年年年年

南南南齐武帝永永 年年 建孔子庙 ,给祭秩 ,复奉圣爵爵 非胭里里

明明明七年年年年年

北北北魏孝文帝帝 年年 诏立孔子庙于京师师 京师师

太太太和十三年年年年年

太太太和十九年年 年年 车驾行幸鲁城 ,亲祠孔子庙 , ……封崇圣侯邑一百百百户户户户户 ,以奉孔子之祀 又诏充州为孔子起围栽柏 ,修饰饰饰

坟坟坟坟坟垄 ,更建碑铭 ,褒扬圣德德德

南南南梁武帝天天 年年 正月诏立州郡学 ,六月建孔子庙庙 州 郡 建建

监监监四年年年年 学之始始

东东东魏孝静帝帝 年年 充州刺史李诞始建圣像雕塑 ,十子侍侧侧 塑像像

兴兴兴和三年年年年 之始始

北北北齐文宣帝帝 年年 诏奉孔渠为 “崇圣侯 ” ,邑一百户 ,以奉孔子之祀 并并并

天天天保元年年年 下鲁郡 ,以时修治庙宇 ,务尽褒崇之至至至

梁梁梁敬帝太平平 年年 诏求孔子后为“奉圣侯 ” ,修庙荐秩秩秩

二二二年年年年年

北北北周静帝大大 年年 追封孔子为邹国公 ……邑数准 旧……别于京师置置 京师师

象象象二年年年 庙 ,以时祭享 。改封孔渠为邹国公 ,食邑一千户户户

陈陈陈后主至德德 年年 释奠先圣 ,救修葺庙宇宇 不详详

三三三年年年年年

隋隋隋 隋 文 帝 开开 赠孔子为 “先师尼父 ” ,制国子寺寺 京师师
皇皇皇初初 年后后后后

唐唐唐 唐高祖武德德 年年 立周公 、孔子庙于国子学 , ……宜命有司立周公 、孔孔 京师师

二二二年年年 子庙各一所 ,四时致祭祭祭

武武武德九年年 年年 封孔德伦为“褒圣侯 ”,重修孔子庙庙 不详详

太太太 宗 贞 观观 年年 罢祀周公 ,尊孔子为先圣圣圣

元元元年年年年年

贞贞贞观四年年 年年 诏州 、县学皆立孔子庙庙 州建建建建建建 县文 学学庙庙

之之之之之之始始

贞贞贞观十一年年 年年 尊孔子为 “宣父 ” ,作庙于充州 给户二十以奉之之之

高高高 宗 乾 封封 年年 东封泰山 ,幸曲阜 ,祠孔子 追封太师 ,增修庙制制制
元元元年年年年年

咸咸咸亨元年年 年年 诏州 、县皆营孔子庙庙庙

玄玄玄 宗 先 天天 年年 诏于充州取侧近孔庙三十户 ,以供洒扫扫扫
元元元年年年年年

开开开 元 二 十十 年年 追溢孔子为 “文宣王 ”……昔周公南面 ,夫子西面 ,今今今

七七七年年年 位既有殊 ,岂宜依旧 ,补其堕典 ,永作常式 ,其两京国国国
子子子子子监及天下诸州 、县学 ,夫子南面坐 , 十哲等东西行行行

列列列列列侍 ……救两京及充州旧宅庙像 ,改服衰冕 ,乐用宫宫宫

悬悬悬悬悬 ,舞用八份 , ……给曲阜林庙百户洒扫扫扫

五五代代 辽太祖神册册 年年 诏建孔子庙……四年孔子庙告成 ,躬渴祭奠奠 京师师
三三三年



续表

朝朝 代代 年 代代 公 元元 文 献 记 载载 备 注注

五五代代 后唐明宗长长 年年 修复文宣王庙祀 时朱梁丧乱 ,庙祀废 ,至是复之
兴兴兴二年年年年年

后后后周太祖广广广 救充州修葺祠庙 ,给复十户为洒扫户 ,伤禁樵采采采
顺顺顺二年年年年年

宋宋宋 宋太祖建隆隆 年年 诏祭文宣王庙 ,立十六戟于庙门 ,用正一品礼 。增葺葺 东西虎虎

元元元年年年 太学祠宇 ,塑先圣 、亚圣 、十哲像 ,画七十二贤及先儒儒 之出现现
二二二二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庞之木壁壁壁

太太太宗太平兴兴 年年 重修栩里文宣王庙 ……诏大将作恢宏儒宫宫宫
国国国 又年年年年年

淳淳淳化四年年 年年 诏绘三礼器物制度于国学讲论堂木壁 ,又诏建国子子 洛阳阳
监监监监监 、文宣王庙于河南府府府

真真真 宗 景 德德 年年 诏诸道州府军监修葺文宣王庙庙 诸州州

三三三年年年年年

大大大 中 祥 符符 年年 加谧孔子为“元圣文宣王 ”……复救修饰祠宇 ,给近近近

元元元年年年 便十户 , 以奉莹域 ……追封孔子父叔梁绝为 “公公公公公 齐国国国” ,母颜氏为 “鲁国夫人 ”……又追封圣配开官氏为为为
“““““郸国夫人 ”””

大大大 中 祥 符符 年年 诏立曲阜县孔子庙学舍 ,加先圣冕服 ,植圭 ,从上公公公

二二二年年年 之制制制

大大大 中 祥 符符 年年 诏州县立孔子庙庙庙

四四四年年年年年

大大大 中 祥 符符 年年 改封孔子为 “至圣文宣王 ”””

五五五年年年年年

仁仁仁 宗 庆 历历 年年 诏圣父齐国公像易以九章之服 ,于圣殿后立庙奉安安安

八八八年年年年年

至至至和二年年 年年 封孔子后为 “衍圣公 ', ,,,

神神神 宗 元 丰丰 年年 诏充州修葺先圣祠祠祠

元元元年年年年年

徽徽徽 宗 崇 宁宁 年年 诏追封孔鲤为 “泅水侯 ” ,孔汲为“沂水侯 ”””
元元元年年年年年

崇崇崇宁四年年 年年 诏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为名名名

大大大观元年年 年年 诏先圣墓立赏钱十贯 ,禁樵采林木 ,许人告捉捉捉

大大大观四年年 年年 制文宣王改执镇圭 ,庙门增立二十四戟 ,如王者制制制

金金金 金世宗大定定 年年 重修圈里孔子庙成成成

二二二十二年年年年年

章章章 宗 明 昌昌 年年 诏修曲阜孔子庙 ,增拓旧制制制
元元元年年年年年

章章章 宗 明 昌昌 年年 命充州长官以曲阜新修庙告成于先圣 。。 制度度

六六六年年年 凡为殿堂 、廊房 、门亭 、斋厨 、簧舍 ,三百六十余楹 。。 大备备
位位位位位序有次 ,像设有仪 ,表以杰阁 ,周以崇垣垣垣

宣宣宣 宗 贞 佑佑 年年 迁沐 ,建宣圣庙于会朝门内 ,岁祀如仪 。金贞佑之之之

三三三年年年 乱 ,庙貌尽毁毁毁

筑史建︹辑第︶



续表

里孔庙翎修史札建筑建

朝朝 代代 年 代代 公 元元 文 献 记 载载 备 注注

兀兀兀 元太祖十年年年 平燕京 ,以金枢密院为宜圣庙 ,行释奠礼礼礼

太太太宗五年年年 救修孔子庙 ……八年三月复修孔子庙 。九年令衍圣圣圣公公公公公孔元措修曲阜孔子庙 , 赐给其费 。复给守庙一一一
百百百百百户户户

世世世 祖 中 统统统 修宣圣庙成成成

三三三年年年年年

世世世 祖 至 元元 年年 正月救修曲阜宣圣庙 ,五月救上都重建孔子庙庙庙

四四四年年年年年

成成成 宗 大 德德 年年 修曲阜文宣王庙 庙殿七间 ,转角复檐 , 重址 ,基高高高

六六六年年年 一丈有奇 ,内外皆石柱 ,外柱二十六 ,皆刻龙于上 ,神神神
门门门门门五间 ,转角周围亦皆石柱 ,基高一丈 ,悉用琉璃 ,沿沿沿
里里里里里碾玉妆视视视

建建建建建孔子庙于京师师师

成成成 宗 大 德德 年年 八月京师大都文宣王庙成 ,行释奠礼礼 京师师

十十十年年年年年

成成成宗大德德 年年 武宗追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

十十十一年年年年年

至至至顺元年年 年年 加封圣父为 “启圣王 ” ,圣母为 “启圣王夫人 ”。 …………
三三三三三年正月 ,加封圣配为 “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 ”””

顺顺顺 帝 至 元元 年年 正月诏修曲阜孔子庙庙庙

四四四年年年年年

明明明 明太祖洪武武 年年 二月修曲阜孔子庙庙庙

七七七年年年年年

洪洪洪武十四年年 年年 四月建国子学于南京 ,定文庙之制 , 自先圣以下 ,罢罢 南京京
塑塑塑塑塑像 ,改设木主主主

洪洪洪武三十年年 年年 十月重建国子监孔子庙成成 南京京

成成成祖永乐乐 年年 正月诏修圈里孔子庙 。 ……十五年夏重修孔子庙庙庙

十十十三年年年 成 。九月建碑于庙庙庙

英英英 宗 天 顺顺 年年 诏山东巡抚贾锉重修圈里先圣庙庙庙

八八八年年年年年

宪宪宪 宗 成 化化 年年 救修胭里孔子庙庙庙

元元元年年年年年

宪宪宪 宗 成 化化 年年 修孔子庙成 。六月帝撰文勒石树于庙庭庭庭

四四四年年年年年

孝孝孝宗弘治治 年年 六月闭里孔子庙灾 , ……十三年二月重建孔子庙 。。。

十十十二年年年 重建大成殿九间 ,殿前盘龙石柱 ,两翼及后檐俱镌镌镌
花花花花花石柱 。

弘弘弘治十七年年 年年 正月阅里孔子庙成 。 计工料银一十五万二千六百百百
有有有有有奇 。

清清清 清顺治二年年 年年 定文庙溢号称为 “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 ”””

康康康熙十四年年 年年 议改溢号为 “至圣先师孔子 ”””

康康康 熙 三 十十 年年 御书 《重修阴里圣庙碑 》文 “……顾圣庙多历年所 ,,,

八八八年年年 丹艘改色 ,攘确渐歌 ……特发 内努专官 ,往董其役 ,,,鸿鸿鸿鸿鸿工龙材 ,重加葺治 ,经始于辛未 年 之夏 ,峻峻峻

于于于于于壬申 年 之秋 ,庙貌一新 ,观瞻以肃 。”””



朝 代 年 代 公 元 文 献 记 载

续表

备 注

雍正二年 年

六月初九日申时拥里圣庙灾 ,衍圣公孔传铎疏状以

闻 ,奉上谕 ,据奏 ,先师大成殿以及两房俱被火灾 ,请

出圣像 、牌位 ,新建崇圣祠 ,幸得无恙……计材料工 ,

择日兴修 ,务期规制复旧 ,庙貌重新

雍正七年 年

清 雍正八年 年

史建筑︵第辑︶

雍正九年 年

雍正十年 年

道光十四年

光 绪 三 十

二年

光 绪 三 十

四年

年

又请复二十四戟于大成门内 。权星门石坊一座 , 旧

镌宣圣庙 ,请改为至圣庙。奎文阁前之门日恭同 ,诗

礼堂前之门曰燕申 ,请遵幸鲁盛典 ,改恭同为同文 ,

改燕申为承圣 。

救将殿庆规制 ,以至祭器 、仪物 。悉绘图呈览 ,指授

修制 。

上谕……年来遣官兴建阅里文庙 ,依仿帝王宫殿之
制 ,规模弘焕 ,视曹有加 ,时时谕令监督……

圣庙权星门 、石坊以内 ,大门 、二门 , 向无题额 ,应请

御定嘉名 ,奉诏大门名为圣时门 二门名为弘道门 。

七月 ,大成殿报峻 。

诏遣内府塑手 ,摹塑圣像裹冕 ,服色一如周制。

十二月……题报修建圣庙正绩各工共享努银一十五

万七千六百九十六两有奇

五月修理先圣林园……奉旨孔林工程仍着修理朗里

庙工之陈世信 、张体仁等 ,会同衍圣公孔传铎敬谨

监修

题请将孔林享殿三间照阅里寝庙之制 ,用黄瓦镶砌

屋脊 ,以表仪典 ,奉诏允行 。……十一年 ……题报修

理孔林各工共享努银二万五千三百三两有奇

五月 ……庚寅 ,修山东阴里至圣孔子林 、庙

十一月 ……丁卯 ,建曲阜学堂 ,发内努十万济工

《清史稿 》

年 《清史稿 》

年 五月……甲午 ,修曲阜孔子庙 《清史稿 》

注 除特别注明者外 ,本表资料来源均来自清乾隆年间编篆之窟山东通志 》 见亡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

郡县之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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