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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民国时期孔庙的命运遭际是管窥儒家学

说乃至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视域。近年来，该问

题已经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研究主要从孔庙

的价值功能定位、修缮活动以及庙产纠纷三个角度展开，

成果斐然。但同时，既有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

足，诸如相关研究关注面狭窄、区域个案研究较多、研究

视角单一等。故此，今后研究者有必要拓宽研究主题和研

究内容，扩大史料的取材范围，尽可能呈现孔庙问题的整

体面相；同时，也应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

以期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脉络中理解孔庙在近代的多舛命

运。如此，方有望继续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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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时代，孔庙作为祭祀孔子及后世儒家先贤并进

行社会教化的神圣空间，备受当权者和儒学士子推崇。然

而晚清以降，特别是入民国后，伴随着儒学官方意识形态

地位的终结，孔庙境遇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动。首先，因

科举制废止以及制度化儒家的解体，孔庙原本承担的教育

功能逐渐被新式学堂取代，孔庙庙学合一的体制最终走向

终结；继之，在时代变革和社会改制的栉风沐雨中，孔庙

的修缮活动、庙产的归属与再利用情况这些原本不是问题

的问题，在清末民国时期却以前所未有的复杂面貌呈现出

来。凡此种种，不仅反映了新旧交替之际各派政治文化势

力对孔庙的认知与定位，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孔庙，或

其承载的儒家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之艰。目前，这一重要的

历史命题愈来愈引起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不少丰硕的成

果，但仔细审视，尚有诸多不足。鉴此，笔者拟对此加以

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分析与展望。不当之处，敬

祈方家指正。

一、孔庙的价值功能定位

传统时代，孔庙不仅是祭祀孔子及后世儒家先贤的场

域，还是教化、管理生员的重要空间。然而清末以降，受

西方文化冲击以及科举制废止的影响，孔庙“庙学合一”

的体制最先受到冲击。就孔庙为生员进学的教化功用而

言，自清末新政时起，个别地区为解决各府县在兴办新学

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场地难寻等问题，已经开始了将

文庙改做新式学校、图书馆等教育机构的尝试。张亚祥在

考察江南文庙时就发现，晚清最后十年，苏州府文庙、江

阴文庙以及南京夫子庙的部分建筑已陆陆续续为新式学堂

所占用[1]。霍红伟则在列举了清季各地孔庙改作新式学堂的

部分实例后指出，清季民初时期孔庙被改作新式学堂的事

项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孔庙传统“学”的功能丧失殆

尽，且孔庙日益被边缘化，则是不争的事实[2]。

在孔庙传统“学”的功能丧失殆尽的同时，其祭祀功

能并未随之瓦解，而是依旧受到当权者的认可。1906年，在

儒学日益式微的大背景下，清廷试图继续借助于孔庙的祭

祀功能统摄人心，故而赫然将孔庙祭祀制度由中祀升为大

祀。对此，学者李俊领认为，由于处在清末预备立宪的特

殊时刻，孔庙祀典升格虽在民间取得了部分儒学士子的支

持，但并未引起朝中大员们的重视，甚至招致了部分无政

府主义者、疑清知识分子们的批评与质疑。在他看来，大

祀孔子“劳而无功”，主要在于此举不能从制度、信仰层

面改变孔子和儒学日益衰颓的地位，且与清末新政提倡的

宪政大趋势背道而驰。[3]与之相近，学者张国鹏亦认为，晚

清当权者尽管将孔庙祭祀制度由中祀升为大祀，但并不能

改变孔庙神圣空间地位悄然滑落的现状。[4]这些研究充分表

明，清季孔庙祭祀活动虽得以延续，但其工具化利用的功

效已远不如往昔。

入民国后，因官方政策迭经更易，孔庙命运几经浮

沉，其价值功能定位亦随之转变。最初，由于体现礼教精

神的孔庙祭祀制度与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社会理念格格

不入，孔庙祭祀制度遂被当政者改造为具有现代性的仪式

纪念，孔庙的纪念功能渐次取代其祭祀功能。美国学者柯

必德即持此种观点，他在爬梳清季民国时期苏州地区孔子

诞辰纪念活动的发展流变时就指出，孔庙作为孔子诞辰纪

念的场域，虽为普通民众进入孔庙提供了可能，但此举同

时也削解了孔庙的神圣性，孔庙的祭祀功能最终完全被纪

念功能所取代，并进而演变成为宣扬民族主义的公共纪念

场所。[5]与之不同的是，不少学者虽然留意到民国时期孔庙

纪念活动的仪式、意涵层面均同传统时代有着明显差异，

但他们依旧将转变后的功能笼统地概括为孔庙的祭祀功

能，而非纪念功能。如陈悦在爬梳祭孔活动在近代的演变

轨迹时，尽管已经注意到民国时期祭孔仪式呈现出现代性

的样态，但仍笼统地将其称之为孔庙的祭祀功能。[6]当然，

大多数学者注意到，此时的孔庙被定位为文物古迹、现代

性公共教育空间或政治宣教空间存在的事实。如马春霞即

重点研究了文庙转变为现代性公共教化空间的过程。她以

1916年前后江苏文庙被改做通俗教育馆事件为例，指出孔

庙不复为封闭式的祭祀空间，转而被改造为意在向民众普

及常识，提高国民素质的公共教化空间。[7]张国鹏则以上海

文庙为例，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维度考察了辛亥革命

前后、北京政府时期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当政者对于上

海文庙的不同功能定位。他认为，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

孔庙承载的道德价值于民国肇兴之际便受到多方攻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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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孔庙传统功能之一的祀孔活动一度中断，孔庙由备受士

子尊崇的“圣域”被改造为向民众宣扬共和理念的道场；

但此后，面对社会失序、民众行为失范等乱象，北京政府

在对祀孔旧典稍作修订的基础上再次推行文庙祭祀活动，

以期利用文庙所承载的道德价值发挥其教化民众、统摄人

心的作用；待及北伐战争后，在革命的强势话语下，文庙

复被定位为现代性的公共文化空间，原为祭祀之用的上海

文庙也被移作供市民休闲学习的公园和民众教育馆；直到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出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目的，将革

命话语、党义学说等因素附加于文庙固有场域之上，文庙

复被改造为宣扬民族大义、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政治宣教空

间。[8]无独有偶，学者庞毅以长沙文庙为例对近代孔庙功能

定位多元且模糊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民国以后作为

兴学、祭祀之用的文庙，其定位日益受到“城市公共空间

扩大的冲击”，1921年，长沙市政公所与警察厅共同向省

署提议，将三处学宫改作供民众休闲之用的公园，但此项

提议最终以妨碍文庙兴办学校为由被驳回。[9]该文为理解孔

庙的现代性功能定位问题提供了较为详实的案例，但美中

不足的是，庞文论述的过于简略，未能像张文一样将促使

孔庙功能发生转变的原因以及民众对于孔庙功能定位的反

应展开全面剖析。学者杨莉在其专著中，也介绍了文庙功

能定位模糊的问题。有所不同的是，杨莉从官方和地方士

绅两个群体的角度窥探此问题。她指出，为改变文庙的萧

疏境遇，天津地方士绅试图采用“祭祀+节庆”的方式将文

庙改造为集祭祀功能、休闲功能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而官

方则在祀孔活动之上，嫁接了符合自身需要的政治理念以

及现代性的仪式，将文庙形塑为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教化

空间。在她看来，当政者与地方士绅对于文庙的功能定位

出现了错位和背离。[10]此外，针对孔庙近代功能定位模糊的

原因，学者黄进兴从宗教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

为，这同儒学的国家宗教性质不无关联。因儒学非个人的

宗教，故而在封建帝制终结后，孔庙祭祀制度顿失所依，

孔庙自然难以在现代社会寻求新的立足点，其功能定位亦

模糊不清，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也就渐行渐远。[11]

二、孔庙的保护与修缮

在古代中国，孔庙实体建筑作为儒家文化的尊严承

载以及政治权力的投射，其保护与修缮问题深受当政者和

地方士绅重视。以天津文庙为例，仅康熙年间就曾先后六

次修缮，平均修缮周期约为十年，而实际中修缮时间相隔

最短的一次仅为两年，修缮次数不可不谓频繁。然而近代

以来，孔庙的保护与修缮状况却大不如从前。尽管部分坚

守儒学传统价值观念的当政者和地方士绅依旧热衷于修缮

孔庙，但修缮活动时常因财力不济、舆论反对等因素不了

了之。故而，孔庙庙貌频频受到侵扰，诸如“文庙芜秽不

堪”[12]“被人任意损毁，胜迹日就消灭”[13]等语时常见诸报

端，孔庙不复往日庄严。长此以往，不少孔庙面临着年久

失修、倾圮坍塌的尴尬处境。但综合观之，受尊孔崇儒思

想以及官方统治的需要，清朝末年以及20世纪的20年代、30

年代还是兴起了三次规模较大的修缮热潮。

首先，部分学者对清朝末年因孔庙祀典升格而兴起的

修缮热潮进行了考察。如李俊领指出，1906年，清廷将孔庙

祭祀制度由中祀升为大祀，并提出孔庙建筑配置同样按制

升格的要求。但在具体实践中，京师和大多数地方孔庙受

修缮资金等因素的影响未能如期完成修缮任务。以京师孔

庙为例，因当局财政匮乏，又深陷立宪运动之中，人浮于

事，修缮活动迟迟未能动工。[14]王君怡在对清末郑州文庙的

修缮活动加以考察后发现，除1896年和1898年进行了两次规

模较大的修缮活动，郑州文庙并没有因1906年孔庙祀典升格

而加以修缮。[15]

其次，亦有一些学者对民国时期孔庙的保护与修缮情

况进行了研究。如王君怡在研究郑州文庙的修缮活动中指

1935年孔庙成为长崎华侨新生活运动开会场所1929年即墨孔庙毁于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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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较于清季修缮活动由地方知州主持，1915年郑州文庙

的修缮活动改由地方教育家李光华主导，绅民辅以配合，

且绅民的参与程度有所提升；而至1930年代，修缮工作的

主导权则交由地方政府接管。相应，修缮资金的筹措方式

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但作者对此转变着墨不多，个中缘由

亦难得知。[16]刘守柔撰文指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反复

兴起的“尊孔崇圣”思想，引起了时人对保护孔庙建筑的

重视；加之新生活运动倡导儒家道德、中原大战焚毁了部

分曲阜孔庙建筑等因素，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于孔庙修缮

活动的关注；她还认为，30年代兴修与保护孔庙的举措蕴

含着当政者借孔庙增强民族凝聚力以抵御外侮的期望。在

她看来，曲阜孔庙修缮计划因耗费甚多，在社会上并未得

到民众的广泛支持，甚而有民众对保护孔庙建筑之必要性

产生了质疑。[17]赖德霖则重点探讨了新生活运动同1930年代

孔庙修缮活动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新生活运动发起后，

国民政府对孔子愈加推崇，曲阜本庙的保护与修缮工作也

相应获得了更多关注。作者指出，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

榘的主持下，曲阜孔庙修葺计划的准备工作逐步展开。但

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对修葺计划的具体实践情况详加考

察，仅是对新生活运动与曲阜孔庙修缮计划间的关联作了

简要的概述。[18]杨宇振、杜林东以档案资料和报刊报道为基

础，系统梳理了1941年国民政府修缮重庆文庙事件，他们认

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国民党当局有意借修缮文庙增

加民族凝聚力并进而强化自身统治的正当性，但因修缮机

构间权责不清、重复设置，使得修缮计划进展缓慢；加之

占用文庙的机关迟迟不肯迁出，导致了修葺计划实施的滞

后；同时，战时状态下的通货膨胀，也使修缮活动面临经

济竭蹶的窘境。故而纵使国民政府有意兴修文庙，奈何阻

力过多，重庆文庙终究难逃被拆除的命运。[19]

三、孔庙庙产纠纷

孔庙庙产因受到冲击而引发的纠纷，并非近代所独

有，在传统社会亦偶有发生，但在视孔庙为“圣域”之地

的古代中国，这一现象少之又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降

及清末民国，在儒学意识形态地位终结之后，孔庙庙产因

被教育界征用或移作他用而引发的纠纷就不胜枚举了。

孔庙庙产纠纷不仅是新旧文化阵营的对垒，而且还夹

杂着复杂的利益、权力与法律的纠葛，[20]同时也是管窥孔庙

或其表征的儒家文化现代转型之艰的重要视点。目前对界

对此已经有一些初步研究，如：张国鹏即以1917年孙增大

拆毁嘉兴文庙一案为例，爬梳了造成纠纷的原因、不同群

体的态度以及最终的解决方式，认为该案提供了了解在新

文化运动背景下地方社会思想观念的独特角度。[21]唐仕春探

讨了1917年广州市政公所因拆毁学宫兴修马路而引发的纠

纷案件。作者通过地方绅民、市政公所应对纠纷的方式考

察了他们在价值观念上的异同，认为广州市政公所的最终

胜利揭示了广州市政公所所代表的新阶层，其力量在传统

氛围中的上升。[22]庞毅则梳理了1921年湖南岳麓孔庙庙产纠

纷案的来龙去脉，并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揭示了庙产纠纷背

后的深层意涵，认为纠纷处理结果显示出传统让位于现代

的趋势。[23]李先明以孔府档案馆所藏的相关史料为依据，以

1930年前后河北长垣县两处民间孔庙祭田课租之支配权与主

祭学录之人事权的纠纷案为切入点，充分挖掘和运用原始

档案，考察了长垣县孔氏族人、县教育局、县政府、省民

政厅、北平大学区教育行政院与曲阜孔府在此纠纷案处理

过程中的不同态度与复杂博弈，进而揭示了孔庙原有的权

力秩序被打破，代之以地方政府确立的新的权力秩序的历

史进程。[24]黄国斌则着眼于国民政府处理庙产纠纷的管理政

策，认为彼时当权者尽管颁布了多项庙产管理政策，但由

于地方教育机构软弱无力以及财政支绌，并不能从根本上

遏制孔庙庙产纠纷的发生。[25]此外，龚鹏从长时段角度考察

了民国时期陕南孔庙的变迁发展，并对陕南孔庙庙产的再利

用以及庙产纠纷状况进行了初步探析，认为陕南孔庙庙产的

占用、损毁状况仅为全国性庙产兴学风波的冰山一角。[26]

四、问题与展望

近年来，一系列研究晚清民国时期孔庙境遇的著述

相继面世，为后发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学术基础。但综合观

之，学界对于此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可避免

地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约略论之，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学界对晚清民国时期孔庙价值功能定位与转换

的研究不够充分。一方面，现有研究多围绕孔庙祭祀功能

的嬗演流变加以讨论，或是将孔庙的这一传统功能与其被

新赋予的现代性纪念功能混在一起进行笼统地评述，而针

对现代化语境下孔庙兴学、文物古迹、政治宣教等新被赋

予的功能的专门性研究并不多见。另一方面，多数研究是

通过个案或区域性研究对孔庙的价值功能定位予以考证分

析，如部分学者多以上海、陕西、江苏、曲阜等地的孔庙

为例，而对更广范围内孔庙功能定位与转换之面向的关涉

不多。

二是对孔庙修缮研究的关注面较为狭窄。既有研究

多止于对修缮过程或修缮计划粗略描述，未能对修缮背后

的权力关系、具体运作详加考析，研究成果缺乏深度；同

时，孔庙修缮问题一直贯穿近代历史，但学界鲜少关注不

同时间段倡修者的人员结构、修缮原因、修缮经费来源、

民众响应程度、修缮活动的空间布局等议题。此外，学界

对一些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修缮事件也着墨不多，如1930年

代南京国民政府如火如荼修缮曲阜孔庙，但最终却不了了

之的事件就未见有专文分析。

三是学界对于孔庙庙产纠纷的研究较为缺乏，且已

有研究亦多为个案，这些个案研究虽可帮助我们了解孔庙

庙产纠纷的具体状况以及区域多岐性，但个案呈现出的仅

是诸多矛盾纠纷中的冰山一角，很多问题的答案难以从个

案中得到推断。如仅有的孔庙庙产纠纷的个案研究表明，

纠纷的发生多是个中利益相关者对孔庙庙产所有权、管理

权的争夺而引发的。但实际上，从宏大背景来看，此中原

因极为复杂，诸如庙产兴学的冲击、时人恣意变卖孔庙庙

产、公产与私产的产权不清、法律界定不明确等等，都是

导致庙产纠纷的重要环节。对此，学界尚无人予以关注。

再如，兴学的孔庙种类、孔庙庙产范围究竟如何界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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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庙产纠纷的最终博弈结果及其总的发展态势等等，都有

待超越个案研究，以得出总体性的结论。

基于以上缺陷与不足，今后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和

深化清末民国时期孔庙问题的相关研究。

一者，拓宽孔庙问题的相关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如

针对孔庙价值功能定位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学界应有意识

地将孔庙祭祀、纪念以外的功能定位作为研究对象，并进

一步扩大孔庙研究的空间范围。再如，在孔庙修缮问题的

研究中，不同时间段倡修者的人员结构、修缮原因、修缮

经费来源具体呈何种面貌，存在何种差异，造成差异的因

素又有哪些？对于这些问题，学界亦应做出细致梳理。此

外，造成庙产纠纷的原因、纠纷的表现形式、各方解决纠

纷的方式以及异同等内容，也是未来学界理应厘清的问题

所在。

二者，扩大史料的取材范围，尽可能呈现此一时期孔

庙问题的整体面相。针对当前学界对清末民国时期孔庙问题

的研究，多为个案探讨的事实，今后的研究着力点当扩大史

料的取材范围，具言之，一方面继续充分利用《申报》《益

世报》《新闻报》以及各地的政府公报、教育公报等文本中

刊载的大量关于孔庙的史料；另一方面加强对档案文献、方

志、家谱、个人日记等史料的发掘力度；此外还应将视野延

伸至文献资料之外，相关石刻、时人口述资料都是获取孔庙

记忆的重要载体。如此，多样多种史料相互印证，将有助于

在更大范围或空间中呈现府、州、县孔庙，以及孔氏家庙等

不同类型孔庙的“整体性”境遇。

三者，借鉴相关理论，改进研究方法，从近代社会文

化转型的脉络中探究孔庙在清末民国时期所面临的问题。

史料不等于历史真相，基于本论题的特性，研究者必须借

鉴有关“空间”“仪式”“象征”“文化权力”等方面的

研究方法与理论，并从更长的时段中及近代政治、社会、

文化变迁的图景中观照孔庙的近代境遇问题。如景军运用

象征资本、知识、记忆等社会学理论对孔氏家庙历史变迁

与家族发展间因应关系的考察，[27]以及李先明以河北长垣

县孔庙纠葛为个案，在社会近代转型的脉络中对国家、地

方、孔氏族人、衍圣公府之间的博弈过程进行探讨[28]的研究

理路便可以资借鉴。由是，如何运用社会变迁理论、社会

控制理论、人类学的仪式理论、社会记忆理论，将孔庙的

命运遭际问题置于清末民国时代大的社会图景中去考察，

将是今后深化这一问题研究的主要着力点所在。

总而言之，学界未来研究亟需强化历时性和共时性两

重因素，既要拉长时段，做到研究中的上下贯通，又需跨学

科、多角度、全方位阐发，以对孔庙的近代境遇问题进行总

体的、动态的、类型化的评估。如此，才能有望克服现有研

究中的缺陷与不足，推动孔庙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