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代孔庙的修建及其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

张　敏　杰

内容提要　终金一代 ,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女真统治者 ,曾经对各地孔庙 ,尤其是曲阜孔

庙进行了大规模新建、重建、扩建和修葺 ,不仅光大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传承了民族

文化 ,而且也加速了金代女真族的封建化过程 ,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关键词　金代　孔庙　儒学　民族融合

由孔子创立的儒学是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世界思想文化领

域也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孔庙作为儒学的象征、传播的载体 ,在两千年来的历史长

河中 ,对于光大儒家思想、发展教育事业、传承民族文化皆发挥了重要作用。 终金一代 ,特

别是从太宗至章宗的盛金时代 ,对各地孔庙 ,尤其是曲阜孔庙进行了大规模新建、重建、扩

建和修葺 ,不仅发挥了上述作用 ,而且对于加速民族融合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金代对儒学的崇尚朝重一朝 ,孔庙的修建规模与朝俱增

　　 (一 )太宗朝宗亲渠帅止掘孔子茔 ,修复孔庙拉开序幕

金朝建国之初 ,尚属奴隶制国家的初级阶段 ,这就注定了它对宋朝的战争是一种劫掠

性的战争。广袤的中原大地 ,金兵所及之处 ,“庐舍为之灰烬 ,原野厌乎流血 ,沟壑填于残

骸。”①各地的孔庙大多没有逃脱兵燹之灾 ,甚至连名闻遐迩的曲阜孔庙也遭到严重的破

坏。但也应该看到 ,对孔庙的焚扰 ,只是一些尚在冥顽的金兵的野蛮行为 ,而绝非战争指挥

者的本来意愿。否则就不会有孔墓得以幸免破坏的结果。“宋高宗建炎二年 ( 1128年 ) ,金

粘没喝 (完颜宗翰 )陷袭庆府 ,兵至阙里 ,军士欲发孔子墓 ,粘没喝问通士高庆裔曰: `孔子

何人?’ 曰: `古之大圣人’ ,粘没喝曰: `大圣人墓安可发。’ 得军士发泗水侯及刑部侍郎宗翰

墓者二十人 ,悉斩之。”②这一历史事件在《松漠纪闻》续集中也有记叙: “初 ,汉儿至曲阜 ,

方发宣圣陵 ,粘罕闻之 ,问高庆绪 (渤海人 )。曰: `孔子何人?’ 对曰: `古之大圣人。’曰: `大

圣人墓岂可发?’皆杀之 ,故阙里得全。”《松漠纪闻》是南宋人洪皓对羁留金地时见闻的追

记。洪皓于建炎三年 ( 1129年 )持节使金 ,被金朝统治者拘囿 ,在金辗转流徙十五年 ,其间

与粘罕曾有过直接接触。该纪闻为历代金史专家所倚重。孔子墓被粘罕保护这一经过足

可确信。这里的粘罕即粘没喝的同名异音译 ,汉名完颜宗翰 ,是金太祖阿骨打与太宗吴乞

买的从侄 ,时任伐宋西路军的最高统帅。由此可见 ,孔子墓能够得以保存 ,绝非偶然 ,而是

历史的必然。一方面 ,这是金初上层人士对圣人的崇敬使然 ,另一方面 ,也是孔子的圣人的

光环保护了自己的陵寝免遭祸害。

如果说宗翰的这一行动只是出于对一般意义上的圣人的景仰 ,那么另一位领军之帅、

阿骨打的儿子完颜宗尧的行为则应被看作是已初步认识了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的伟

大 ,而由衷地敬佩 ,并且已开始了学习和借重儒家学说为金朝统治阶级服务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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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会五年 ( 1127年 ) ,金将完颜宗尧进驻燕京 ,戎马未息 ,首建太学 ,修国子监。天会七年

( 1129年 )兵临曲阜 ,命曲阜知县`引诣圣庙’ ,`登杏坛 ,望殿火奠拜’ ”。③

金朝的两位宗室皇亲、开国元戎相继止掘孔子墓 ,进而对孔子顶礼膜拜 ,虽然仅是终

金一代大规模修复、新建孔庙 ,尊孔崇儒的一支序曲 ,但是孔子及其创建的儒学的感召力、

同化力抑或征服力在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地位已充分显现出来。正如后来金熙宗所说:

“孔子虽无位 ,以其道可尊 ,使万世高仰如此。”④正因如此 ,在金宋两国对中原的争夺战事

尚未结束 ,孔庙的修复活动即已开始。迄至划淮而治 ,就于金太宗天会八年 ( 1130年 )修冀

州 (今河北冀县 )孔庙 ;天会十二年 ( 1134年 )修大城县 (今河北大城县 )孔庙和彰德县 (今

河南安阳市 )孔庙。

(二 )熙宗、海陵、世宗期首建上京孔庙 ,修复孔庙渐成规模

金代在京师建孔庙以及首次由皇帝敕命 ,政府拨款修复曲阜孔庙发端于金熙宗时代。

“天会十五年 ,齐国废。 熙宗即位 ,兴制度礼乐 ,立孔子庙于上京。”⑤近由史家考证 ,“孔庙

位置在金上京南城内 ,皇城外的东南角处 (现阿什河乡南村五组居民区一带 )。”⑥随之 ,金

熙宗于天眷三年 ( 1140年 )秋“以孔子四十九代孙 (孔 ) 袭封衍圣公。”并于次年 (皇统元

年 , 1141年 )二月“亲祭孔子庙 ,北面再拜。”⑦紧接着于皇统二年“敕行台拨钱一万四千贯 ,

修孔庙圣殿 ,皇统四年又命`行省降钱一万四千五百贯 ,发南京入作司见材 ,修完孔庙 ,创

盖大成殿’ 。至皇统九年 ,大成殿竣工。”也就是说 ,从熙宗即位改元伊始 ,至皇统九年 ( 1149

年 )被杀 ,在位十四年中 ,由皇帝亲自过问的修、建孔庙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 ,地

方上于天眷三年 ( 1140年 )修兖州 (今山东兖州 )孔庙 ;皇统元年 ( 1141年 )修曲沃县 (今山

西省曲沃县 )孔庙 ;皇统年间 ( 1141至 1148年 )修渔阳县 (今天津市蓟县 )孔庙。

海陵王完颜亮在完成迁都和改革官制的同时 ,“命天下州县许破系省钱 ,修盖文宣王

庙” ;⑨在曲阜孔庙于“正隆二年 ( 1157年 ) ,又以羡钱修两庑及齐国公殿”。10地方上也在正

隆元年 ( 1156年 ) ,修威县 (今河北省威县 )孔庙 ;正隆二年 ( 1157年 ) ,修京兆府 (今陕西省

西安市 )孔庙。

金世宗在位时期 ,可以说是“金源文化”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原文化”融合的完成时

期。大定二十三年 ( 1183年 )金世宗“以尚书右丞张汝弼摄太尉 ,致祭于至圣文宣王庙。”11

以致于当时文士党怀英在《重建郓夫人殿记》中颂扬他“大定间 ,天子留意儒术 ,建学养士

以风四方。举遗礼 ,兴废坠 ,旷然欲以文治太平。”正是由于金世宗的提倡 ,不仅于大定十九

年 ( 1179年 )在曲阜孔庙重建了郓国夫人殿 (宋大中祥符元年追封孔子夫人亓官氏为郓国

夫人 ,天禧年间修庙时增大寝像 ) ,还从大定三年 ( 1163年 )至大定二十九年 ( 1189年 )重

建、新建、修复平遥县 (今山西平遥县 ) ,汾州 (今山西吉县 ) ,清河县 (今河北清河县 ) ,新乡

县 (今河南新乡市 ) ,文登县 (今山东文登县 ) ,章丘县 (今山东章丘县 ) ,博州 (今山东聊城

市 ) ,泰安州 (今山东泰安市 ) ,济阳县 (今山东济阳县 ) ,曲周县 (今河北曲周县 ) ,涿州 (今河

北涿州市 ) ,夏邑县 (今山西西夏县 ) ,太原府 (今山西太原市 ) ,忻州 (今山西忻州市 ) ,潞州

(今山西长治市 )等孔庙十五座。

(三 )章宗时孔庙修建规模进一步扩大 ,孔庙规格达到空前的极致

金代章宗时期 ,封建制度已臻完善 ,民族文化的融合已趋完成 ,金统治下的北部中国

已是“变夷狄风俗 ,行中国礼乐。”12章宗顺时应势 ,实行了一系列维护巩固的措施。在修复

曲阜孔庙上超过了他的几位祖辈皇帝 ,创当时历史之最。他在登极伊始 ,即明昌元年 ( 1190

年 ): “诏修曲阜孔子庙学。”13第二年 ,又“诏诸郡邑文宣王庙 ,风雨师 ,社稷神坛坠废者 ,复

之。”“明昌二年 ( 1191年 )拨款 76400多缗大修孔庙。此次大修 ,`三分其役 ,因旧以完葺者

据其一 ,而增创者倍之。’前后历时四年 ,至明昌五年 ( 1194年 )告竣。孔庙扩展到`殿堂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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庑门亭斋厨 簧舍合三百六十余楹的规模 ,`位叙有次 ,像没有仪表以杰阁 ,周以崇垣’ ,

`制度大备于历朝’ ”。14这次孔庙的扩建 ,不仅是在建筑物数量上扩大了三倍 ,更主要的是

在建筑规模上作了突破性的提高:在专为纪念孔子讲学施教的杏坛上建起了似十字脊、四

面歇山的亭子 ,“始用琉璃瓦 ,殿庑均以琉璃瓦剪边 ,青绿彩画 ,朱漆栏槛帘栊 ,檐柱也改为

石柱 ,并刻龙为饰” ,同时在泮“桥后石栏之东 ,紧接庙墙立有一通石碑 ,上刻`官员人等至

此下马’ ,习称下马碑”。15这就第一次把孔庙的建筑制式与皇宫等同了起来。与此同时在

庙门前新建了“棂星门” ,按照“灵星即天田星 ,汉高祖祭天祈年 ,命祀天田星”等说法 ,灵星

门的建造 ,象征着祭孔如同尊天。

在拨库银修了曲阜孔庙之后 ,章宗又先后于明昌六年 ( 1195年 )“问辅臣: `孔子庙诸

处何如?’ ”于泰和四年 ( 1204年 )“诏刺史 ,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16由此 ,章宗一朝

在地方上从明昌二年 ( 1191年 )至泰和八年 ( 1208年 )修建了太原府 (今山西太原市 ) ,应州

(今山西应县 ) ,棣州 (今山东惠民县 ) ,许州 (今河南许昌市 ) ,长子县 (今山西长子县 ) ,鸡泽

县 (今河北永平县东南 ) ,绥德州 (今陕西绥德县 ) ,保德州 (今山西保德县 ) ,万全县 (今河北

万全县 ) ,肥乡县 (今河北肥乡县 ) ,郏县 (今河南郏县 )等十一座孔庙。

金章宗之后至金末二十多年里 ,虽帝位迭替、战事频仍 ,但仰仗前朝几位皇帝尊孔政

策的余温 ,仍修复过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的孔庙近十座。

终金一代 ,儒学朝重一朝 ,孔庙修建规模与朝俱增 ,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儒学最

适用于对多民族国家的封建统治 ;最受知识分子阶层崇拜以及它那移风易俗的神奇力量 ,

在民族文化大融合中占据了无可替代的地位。

　　二、孔庙修建与民族融合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一 )建庙扩大了儒学涵盖地域 ,儒学濡染了新的民族

在中国古代 ,庙 ,这种特定建筑物 ,无疑成为了某种宗教和学说传承的最好载体。纵观

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等 ,无论是源于中国 ,还是传于国外 ,都可从其庙 (教堂 )的

建置范围与规制上推断出它的肇始、存在、兴盛抑或没落。金代几朝统治者在孔庙这一儒

学载体的修建上开创了当时的几个历史之最 ,也就把儒学的传播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首先 ,由皇帝亲自颁治建孔庙 ,修孔庙 ,祭孔庙 ,标志着金朝统治者对儒学的认同、需

要和崇敬。也就标志着儒学所教化的民族 ,从那时起又多了一个对于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少

数民族——女真族。继而发展到把诸多儒家经典翻译成女真文字刊行出版 ,在京城建立女

真太学 ,研究和运用儒学 ,使之在女真族中传承不息 ,发扬光大。

其次 ,金熙宗下诏建造的上京会宁府 (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南郊 ) ,有迄今发现的中国封

建时代地理位置最北的孔庙。姑且不与“孔子庙西行不到秦”时相比 ,就是与辽王朝建在上

京临潢府 (今内蒙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 )孔庙相比 ,又将中华大地上儒学所涵盖的区域

向东北拓展了一千多里。

再次 ,由金章宗下特旨 ,拨专款扩建的曲阜孔庙“即旧以新 ,增其十八” ,始用琉璃瓦、

刻蟠龙柱 ,更立墙外下马石 ,红墙绿瓦、石柱朱栊 ,“崇焉有制 ,宏焉唯法” ,“植植其正 ,翼翼

其严” ,俨然一座皇家庭院 ,使当时鲁及四方士人瞻仰之间叹为观止 ,大发“唯今非昔”之

慨。17这就使孔庙由春秋时“家庙”升至东汉时“国庙” ,至金时再一步跃迁为“帝庙”。从而

进一步确立了儒学在诸多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 ,唯“儒”独尊的地位。也为继之而来的蒙古

和满清树立了楷模 ,使之一俟入主中原 ,率先建庙祭师 ,以“尊孔崇儒”为基本国策。

(二 )建庙增强了君权至上的观念 ,儒学加速了金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化进程

金熙宗不但是金代第一个建孔子庙的皇帝 ,也是第一个亲祭孔子的皇帝 ,从某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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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 ,他还是金代第一个真正光大儒学的皇帝。 熙宗自幼饱读经书 ,深得儒学要旨。登极

之初 ,即“兴制度礼乐 ,立孔子庙于上京”。按照孔子“天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8的圣

训。熙宗上述行动的本身就等于昭示天下 ,自己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天子 ,是有道的明君 ,今

后就必须按照新的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就必须严格地实行“君为臣纲”。 还应提

及的是主祭人由谁担任的问题也属于礼的范畴。远在春秋 ,就有献祭牺牲由盟主执牛耳的

成例。 后经演进 ,在中央集权的封建时代 ,祭天、祭祖、祭神 ,主祭人都是皇帝担任 ,至少必

须由得到皇帝委派的宗亲、重臣担任。未受皇帝委托 ,私立祭祀的行为被称为僭越 ,历史上

如此丢了身家性命的不乏其人。 金熙宗深知这一点 ,当仁不让地主祭孔子 ,北面再拜。 一

方面表达了对孔子的崇敬 ,同时也向天下宣示了他的君权至上。他的继任者们也同样不是

亲自释奠孔子 ,就是钦定祭孔释奠乐章和仪秩。章宗还特“定宣圣庙春秋释奠 ,……祝词称

`皇帝谨遣’ ……”。19随着一系列新的礼制、官制的颁行 ,金代皇权得到巩固 ,中央集权的

封建化过程得以迅速完成。

(三 )建庙缓和了民族矛盾 ,儒学培养了一批封建统治人才

孔子是儒士心中的偶像 ,对孔子的祭拜是儒士精神寄托的表达 ,修建孔庙从思想感情

上拉近了女真统治者同汉族儒士的关系。 并且金初女真统治阶级对羁留金国的宋朝士人

不是采取杀、关的办法 ,而是让他们西席设馆 ,教授贵族子弟 ,这就迎合了儒生“士可杀不

可辱”和“士为知己者用”的心理。谁能想象整天一起切磋“仁者爱人”和“和也者 ,天下之达

道也”的师生还能心存互相杀伐的敌对情绪。从熙宗“天眷二年 ,诏求孔子后 ,加 承奉郎 ,

袭封衍圣公 ,奉祀事”20开始 ,金朝时孔子四代嫡孙袭封衍圣公 ,并多次晋升品秩 ,世袭曲

阜县令。对其他孔门后代在科举上也给予特殊照顾 ,甚至特赐进士及第。这些都进一步使

汉族儒生认清了女真统治者是在真心实意地在推崇和学习儒学。从而缓和了民族矛盾 ,加

速了两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

另一方面 ,从北朝开始的庙学合一的体例 ,经隋、唐至宋沿袭传承 ,渐成定制。 从金章

宗泰和四年“诏刺史 ,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21和现存重建于金大定三年的山西平

遥文庙左右各有一学的形制来看 ,金代同样承袭了庙学合一的成例。那么 ,就不管金代是

因庙立学还是因学设庙 ,结果是中原大批学校与孔庙的同时修复 ,为汉人子弟提供了更多

的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机会。加之以儒学水平为考核标准的科举制度日臻完备 ,给汉人士

子跻身仕途拓宽了道路。世宗大定年间开设了女真儒学学校和女真进士科 ,也为女真子弟

系统学习儒学和由学儒而进仕的条件。因之出现了史称的“世宗、章宗之世 ,儒风丕变 ,庠

序日盛 ,士由科举位至宰者接踵”22的局面。这样 ,金以儒学为国学的结果 ,使一大批儒学

造诣颇深的汉、女真、契丹族统治人才相继进入金代统治阶层 ,对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

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四 )建庙提供了化民的场所 ,儒学促进了风俗的进化

儒学自孔子创建以来 ,其所倡导的纲常伦理 ,在调解人际关系 ,稳定社会生活方面 ,起

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金代女真统治者在学习和运用了儒学治国方略一面的同时 ,也把这

些道德规范接受过来 ,做为教化子民的思想武器。世宗在即位之初 ,便下诏暴扬海陵王十

七大罪状 ,其中主要的就是海陵杀掉政敌后 ,纳被杀人之妻为妃 ,其中有婶子、嫂子、侄媳

妇等。 其实按照当时女真人的习俗 ,这种收继婚并不构成罪名 ,“父死则妻其母 ,兄死则妻

其嫂 ,叔伯则侄亦如之。”23世宗指以为罪状 ,说明女真统治者已经开始接受了由儒家倡导

的封建伦理观 ,已开始同本民族旧有的习俗决裂。承安五年 ( 1200年 )三月和泰和五年

( 1205年 )六月 ,“定本国婚聘礼制”“制本国婚礼。”后来就有了褒扬贞节的行动。章宗在明

昌三年 ( 1192年 )就曾“诏……赐同州贞妇师氏曰`节’ ”。24金代统治者在宣扬贞节的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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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肆鼓励孝悌 ,金史上有奖掖孝子的记载时有所见。 对于不行孝悌的人 ,则是实行劝化的

办法。例如大定二十二年的进士蒲察郑留在任顺义军节度使时: “西京人李安兄弟争财 ,府

县不能决 ,按察司移郑留平理 ,月余不问。 会释奠孔子庙 ,郑留乃引安兄弟与诸生叙齿 ,列

坐会酒 ,陈说古之友悌数事 ,安兄弟感悟 ,谢曰: `节使父母也 ,誓不复争。’乃相让而归”。25

从这段记载 ,我们既可以看到孔庙作为“化民”的场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 ,也不难看出儒学

在金代后期传播得已多么广泛 ,可谓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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