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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世家谱》及其文献价值

王 纯 (曲卒师范大学图书馆 山东 曲率 27 31 65 )

t摘 要〕 文章对《孔子世家语》的姓氏源流
、

编幕体例述介之外
,

亦阐明 了孔氏 家讲所具有

的其他书籍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

孔氏家谱保存的丰富的资料
,

可供历 史学
、

社会学
、

民俗学
、

人
口学

、

地方志等诸多学科的学术研究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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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小学时
,

三孔 (孔府
、

孔庙
、

孔林 )古建筑群

是不收取门票的
。

居家离孔宅近
,

放学之后和伙伴

们去里面游荡是再 自然不过的事
。

从没把孔子当

什么圣人敬着或疏远着
,

潜意识中一直像 自家祖父

般可亲可爱
。

尽管知道孔子学问很深
,

仍以为他是

宽容的
,

任凭晚辈们堂前殿后发疯地淘气
。

不知何

时起
,

游人多起来
,

门票也由最初的几元钱到今天

的儿百元
。

到处是行色匆匆
,

为旅游而旅游的人

群
。

孔府失却宁静的同时
,

孔子他老人家也让我不

再感到亲切
,

每过孔门便懒得斜视
。

直到有一天
,

我读了孔德成先生领衔 (总裁 )修撰的《孔子世家

谱》之后
,

才重新找回了对孔氏家族的研究兴趣
。

竟然有那么多的生命
,

借助这家谱清晰地再现
。

通

过它
,

才有可 能真正意义上走近这个家族
,

而不再

只是传说
、

轶闻带来的猜疑
, “

孔子怎么会是这样

呢 ,’? 它是一份见证
,

见证 了孔府的兴盛和没落
。

它是一 种显耀
,

显耀着孔氏家族无可 比拟的延续规

模
。

它是一条线索
,

为那些尚在旅途的游子们寻根

认祖提供了线索
。

如是
,

家谱文献的功用可见 一

斑
。

但是
,

由于 种种历史原因
,

家谱长期被视为封

建遗物而无人问津
,

甚至横遭毁弃
。

随着改革开放

的逐步深入和学术领域的不断拓展
,

才冲破了这一

学术禁区
。
l卯 7 年

,

上海图书馆成立了谱碟部
,

人

藏家谱计 120厌)种
、

久XXX )余册
,

成为全世界保存中

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川
,

为家谱研究和谱碟学

发展储备 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

早在 1980 年
,

恢复

伊始的国家档案局就开始调查各藏书单位的家谱

收藏情况
,

最终于 l卯 7 年 9 月编辑出版了 《中国家
谱综合目录 》

,

全书共收录 194 9 年以前的中国家谱

目录 14 7 19 条
。

是书的出版
,

无疑为谱碟学的研究

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线索
。

然而
,

该书目所收录的家

谱远非历代遗存 的中国家谱的全部
,

仅以孔姓为

例
,

就未见收入
。

鉴 于此
,

现将《孔子世家谱 》 (民

国 )综述成文
、

以就教于方家
。

一
、 ` .

天下第一家
”

的姓源

孔府即
“

衍圣公府
” ,

位于曲阜城中心
,

是孔子

嫡系长支居住的府第
。

衍圣公是享有特权的大贵

族
,

明初作为一品文官
,

列为文臣之首
。

清代衍圣

公班列阁臣之上
,

还特许在皇宫御道上与皇上并

行
,

在紫禁城骑马
,

陪同皇帝
“

临雍
”

(视察学务 )
。

孔府是圣人之家
,

又是公爵之府
,

号称
“
天下第一

家
” ,

其尊贵荣华世代承袭
,

历经两千多年
。

随着孔

家地位扶摇直上
,

孔府家宅也渐具规模
,

最终形成

占地达 24D 亩的雄伟古建筑群
。

其幽深古雅
,

堪称

公爵府邸之翘楚
、

古老家宅之王冠
。

朱元璋对孔子

五十五代孙孔克坚
、

五十六代孙孔希学的
“

面谕
” ,

实录后被原原本本地刻在石碑上立 于孔府之内
,

作

为孔氏家族的座右铭
。

朱元璋称孔子
“
为帝者师

,

为常人教
,

传至后世
,

其道不可废也
” ,

劝孔希学
“

读

圣人之书
,

亲近明师良友
,

蚤夜讲明道义
,

必期有成

学
” ,

为此宜布
“

不以政事烦尔
,

正为保全尔也
” 。

一

句话改变了孔氏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

孔府只是作

为一种思想的偶像
,

享受荣华富贵
。

“

天下第一家
”

贵姓何来? 《孔子世家谱》 (民
国 )特辟

“

姓源
”

一卷
,

追叙先世及得姓氏之由
,

其历

史渊源竟一直上溯到轩辕
、

少昊
、

成汤等人
: “

昔黄

帝 (姓公孙
,

因长于姬水
,

又姓姬
。

居轩辕之丘遂名

轩辕
。

代神农为天子
,

以土德王故曰黄帝 )
,

元妃曰

螺祖
,

生玄嚣 (姓己
,

名挚
,

又名玄嚣
,

少昊氏
,

葬于

曲阜云阳山 )
。

玄嚣生娇极
,

娇极生帝誉 (姓姬
,

代

撷项为天子故称帝誉 )
,

帝誉次妃简狄生契 (尧舜时

为司徒
,

封国于商
,

赐姓子 )
。 · ·

一天 乙立 (代夏而

有天下
,

以水德王
,

国号商
。

继尧舜禹为圣人
。

因

武功成故曰成汤 )
。

… …盘庚立 (迁都于殷
,

改国号

曰殷 )
。

… …帝乙子辛立
,

辛暴虐无道天下谓之日

封
,

在位三十二年为周所灭
。

武王克商封封子武

庚
,

以续殷祀
。

成王之世
,

管叔以武庚畔
,

周公诛

之
,

乃命微子启 (帝乙妾生子 )为上公
,

国于宋
,

代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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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奉其先祀
。

… … 鳅立
,

是为厉公
,

(鳅兄 )何 (字弗

父 )遂为宋卿
。

… … 嘉 (字孔父
。

自弗父至孔父五

世亲尽当别为公族
,

而 以字为 氏
,

后遂为孔 氏 )为宋

穆公大司马
。

孔父子木避华氏之难奔鲁因家焉
,

为

鲁大夫
。

木生子罕
,

罕生防叔
,

防叔生伯夏
,

伯夏生

绝 (字叔梁 )
,

为鲁那邑 (即今尼山前鲁源村 )大夫
。

先娶鲁之施氏
,

生九女而无子
,

妾生孟皮 (《家语》云

— 作伯尼 )
,

有足疾不任祀事
。

乃求婚于颜 氏
,

妻

颜氏女
,

字征在
。

乃私祷于尼邱
,

生先圣
。

先圣生

而首上好顶
,

故因以命名及字云
。

后叔梁公卒
,

葬

鲁城东二十余里防山之阴
。 ”
图 至此

,

孔姓何来算是

理顺说清了
。

而且孔是黄帝公孙轩辕氏的后人记

载得清清楚楚
。

如此遥远的姓氏源流
,

他们是怎么

知道的呢? 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是什么 ? 他们没有

说
。

孔德成先生在 《孔世家谱
·

序》中也只是交代
说

: “

孔氏之有谱 自宋元丰始也
,

其后六十年一大

修
。 ’ ,

s)t 而从现有文献来看
,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
·

孔

子世家》是记载了孔子世系源流的
。

他所据以参考

的资料应该是从孔氏家族中得到的专门家谱
,

因为

司马氏曾
“

读孔氏书
,

想见其为人
。

适鲁
,

观仲尼庙

堂
、

车服
、

礼器
,

诸生以时习礼其家
,

余抵回留之
,

不

能去去
。 ”
闭 司马迁访问孔子故居

,

探寻当年孔子走

过的足迹
,

对孔子生平事迹进行了较全面 的调查
,

才写出这篇大传
,

研读这样一篇传记
,

当有助于我

们加深对孔子世系的了解
。

《孔子世家》开篇云
:

“
孔子生鲁昌平乡随邑

。

其先
,

宋人也
,

曰 孔防叔
。

防叔生伯夏
,

伯夏生叔梁给
。

绝与颜氏女野合而生

孔子
。

祷于尼丘
,

得孔子
。

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

生
。

生而首上好顶
,

故因名 曰 丘云
。

字仲尼
,

姓孔

氏
。 ”
川司马迁写作 《孔子世家》时距孔子的年代较

近
,

那时保留有关孔子的文献比现在当然要多并真

实可信一些
。

且司马迁对孔子的颂扬又满怀强烈

的感情
,

渗透了深切的寄托
,

孔子是轩辕
、

少昊
、

成

汤的后人
,

倘有真实可资的文献佐证
,

他不会不收

录的
。

班固的《汉书
·

孔光传》记叙孔氏世系说
: “

孔

光字子夏
,

孔子十四世之孙也
。

孔子生伯鲤
,

鲤生

子思才及
,

极生子上帛
,

帛生子家求
,

求生子真箕
,

箕
生子高穿

。

穿生顺
,

顺为魏相
。

… …
。 ” (6J 《汉书》注

家谓此段叙述中称各人名字皆
“

先言其字者
,

孔氏

自为谱牌
,

示尊其先也
” 。

可 见《汉书
·

孔光传》所据
的原始资料乃 是孔氏所自撰的谱碟

。

碟中所载孔

氏世系
,

共达十 四世之远
,

自孔子以下无一断缺
。

依此
,

孔氏有谱当不止
“

自宋元丰始
” ,

而是
“

考我家

乘
,

宋以前只具册写
,

自四十六代宗翰祖始创为刊

印
,

于明弘治二年首次重修
,

并定为六十年一大修
,

三十年一小修
。 ”
川 四十代孙孔宗翰因孔氏家谱只

具写册
,

而且仅有嫡系承袭一人之谱
,

未见刊印
,

故

于宋元丰八年以旧谱镂板成轶始创孔氏族谱
。

显

然
,

写册并没有附会轩辕
、

少昊之事
。

不过
,

攀附假

托也是中国家谱的一个常见的通病
。

因首次重修

时规定六十年甲子一大修
,

三十年甲午一小修
,

所

以明天启
,

清康熙
、

乾隆期间
,

均举行过修谱
。

可

是
,

嘉庆九年 ( 18以 )
、

同治三年 ( 18 麟 )亦为甲子
,

不

知何故未能续修
。

二
、

(孔子世家谱》《民国 )的编挤体例

家谱是家族记载宗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

图书
,

是 以特殊形式记载 的宗族发展史
。

所谓宗

族
,

指同一父系的家族
,

就是有男系血缘关系的人

的组织
,

是一种社会群体
。

孔氏是规模庞大 的宗

族
,

随着辈份增加
,

族人家庭间有的血缘关系已疏

远
,

于是根据各 自先人的情况形成多层次的组织
,

这就是
:

家庭— 家族— 支族— 宗族
。

由于房

分
、

辈分
、

年龄的关系
,

在宗族内部人们处于不同的

地位
,

形成等级的阶梯
。
以房分为缘由

,

区别 出长

房和其他二
、

三
、

四等房
,

长房为大宗
,

其他房为小

宗
,

大宗统治小宗
。

曲阜孔氏 的房分又 叫府
,

长房

即孔氏嫡系长支住孔府
,

即衍圣公府
,

其余为二府
、

三府
,

共分十二府
。

祠堂设有族长— 分支长—房长— 族姓子户
,

在族姓子户 内又实行父家长

制
。

族长制与父家长制结合在一起
,

牢不可分
。

族

长拥有管辖人的权力
,

族人也在族长治理下过着宗

族的生活
。

孔氏此次修谱 即是民 国十七年 ( 1犯 8

年 )由族长孔传峭牵头并
“

与族人孔宪崔孔凡朴倡

修合族大谱
”
阁

,

经多次协商
,

于 民 国十九年 (l 姗
年 )十月告庙开馆

,

阅七年谱成
,

共印全谱三百二十

五部
。

无论从哪个方面相比
,

一般宗族的家谱编纂活

动与中国最大的宗族— 孔府的家谱编纂活动都

是不可同 日而语的
。

孔府在修家谱这件宗族首要

大事上
,

同样表现出 了
“

圣裔
”

的
“

为 民表率
”

和
“
教

化齐尼
”

的大族派头
。

先是
,

孔府最高统治者
,

孔子

嫡传后嫡
、

世袭衍圣公在数 日前就发布长篇榜示
,

通知全族
。

榜示的内容包括修谱事宜
、

编委会名单

及开局 日期
。

此次开馆大修时
,

孔子七十七代孙奉

祀官孔德成发布的修谱
“

宗府布台
” ,

首先讲明修谱

的原因
、

意义和开馆编纂的时间
。 “

为合修全国族

谱事恭照
,

谱牌之作上而尊祖下而收族至重事宜
。

…… 于本年冬十月初十日开馆
。 ” 图接下来讲明孔

氏家谱的编修原则
,

内容包括
:

严核假 冒
,

详查遗

漏
,

表彰筋行
,

斥除匪类
,

务秉至公
。

孔氏在五代时

期发生过孔末事件
,

因此修谱极为严格
,

规定养异

姓为子
,

赘婿冒姓
,

子随母嫁同居
,

流为僧道
,

不孝

不梯以及身为下役者均不许人谱
。

全谱印完每卷

须铃盖宗子奉祀官印一颗
,

家族族长图记一方
,

其

目的是严防冒假
,

混人孔宗
。

另一方面
,

对忠 臣孝

子
,

名儒硕彦均在谱内备有小传
,

予以表彰
。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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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修谱委员会名单
: “
总裁

,

特任大成至圣先师奉

祀官孔德成 ;提调
,

家庭族长孔传情… … ; 监修
,

四

氏学附生前中庸书院奉祀官孔庆奎 ;编次
, ·

一
;校

阅
,

… … ;收掌
, ·

一
;文犊 ;书记 ;收发 ;庶务 ;交际 ;

督刊
,

北京大学学生孔庆恺
,

清太学生孔令沉
。 ”

侧

计参加纂修者六十六人
,

分成十三组
,

由孔德成任

总裁
,

编次十三人
,

多为四氏学附生员
。

选择吉 日

开馆修谱之前以及家谱修成之后
,

要
“

告于家庙
” ,

开馆仪注为
“

陈告文
、

牲醛于家庙 (孔庙 )崇圣祠
,

陈

誓词 于 (孔庙 )诗礼堂
,

宗子具礼服率宗族有事者恭

行告祭礼毕
,

谐诗礼堂
,

皆北面跪
。

族长奉誓词西

面读毕仍安案上
,

降就班
。

宗子 以下行三叩头礼

讫
,

族众向宗子序揖退
。 ”
(l1 〕谱成仪注是

“

陈谱于家

庙正中案上… … 宗子率众诣家庙行告祭礼复奉谱

告于崇圣祠
。

宗子 以下至诗礼堂
,

北面鞠躬四拜
,

平身
。

执事者奉谱一部
,

授宗子
,

宗子跪受与退
。

族众以次进跪领讫
,

向宗子序揖退
。 ”

叫 依次跪领

家谱之后
,

孔府大堂设宴
,

酬劳编纂馆员以及 曾为

修谱效力者
。

修谱资金费用
,

向族众派募
,

所捐大洋数 目
、

户

首及族人代表名字以及支销总数都一一备载
,

摊派

捐洋少至一圆
、

二圆
,

多至几百元不等
,

唯见
“
纸坊

户孔祥熙 (山西太谷县人 )特捐洋一千圆
” ,

是最多

的捐款户
。

领谱户及领谱部数也有记录
,

因 当时抗

战已经开始
,

外地各支派多未能领谱
。

《孔世家谱》(民国 )共计九千九百余页
,

分装一

百五十四册
,

从一世祖孔子到七十七代孔德成都写

人该谱
。

体例最为完备
,

其记事范围几乎涉及到宗

族事务的各个方面
。

基本格式如上所述
,

包括谱

名
、

谱序
、

凡例
、

谱论
、

恩荣录
、

先世考 (姓源 )
、

嫡裔

考
、

伪孔辨
、

嫡裔相承图
、

南宗相承图
、

内院真孔图
、

外院伪孔图
、

家规
、

家法
、

祠堂
、

传记
、

年谱 (如从孔

子一岁一直记到七十四岁 )
、

世系图 (圣祖至 四十二

代图
、

中兴祖至分二十派世系图
、

二十派分六十户

图 )等
。

宗谱的体例
,

以记录族人血缘关系的世系

为主体
,

如果没有世系
,

也就不成为谱书
,

世系是谱

书基本的或主要的内容
,

但谱书不 以世系 为限
,

应

有宗族人物传记
,

宗规族约等内容
,

它们与世系共

同构成谱书内容
。

孔氏修谱凡例主要阐明家谍的

纂修原则和体例
,

多达二十三条
,

如
“

— 家谱标题

仍遵清康熙
、

乾隆甲子修谱旧例
,

名 日 《孔子世家
谱》 (乾隆甲子年修谱始冠以今名

,

之前为 <孔氏族

谱 >
。

此次全国合修族谱共例为四集
,

初集仍以先

圣为卷一
,

中兴祖为卷二
,

六十户则 自大宗户次第

分为六十卷 ;二集则中兴祖以后流寓共三十 四卷 ;

三集则中兴祖以前流寓共为十卷 ;四集则上代失考
者共为二卷

。

统计共一百零八卷
。 ” 帅〕初集是分居

在曲阜地区的二十派六十户 ;二集是中兴祖孔仁玉

四十三代以后由曲阜徙居外地的三十四个支派 ;三

集为中兴祖以前由曲阜迁出的十派
。

四集均为上

代失叙的各支
。

凡例是我们了解孔 氏家谱体例的

重要材料
。

从 以上介绍中可 以看出《孔子世家谱》 (民国 )

的两个特点
,

一是内容丰富
,

是家族的百科全书
,

也

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资料库 ;二是体例广泛
,

是合书
、

图
、

史
、

表
、

志
、

传为一体之体例
。

修谱体例表现了

孔氏家谱基本面貌
,

也是体现孔氏家谱风格的体制

特征
。

三
、

(孔子世家谱 )( 民国】的文献价值

家谱就是家族史
,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

恐怕

没有一种书像家谱那样影响面之广大
,

影响时间之

久远 了
。

上至天子
,

下至百姓
,

从满腹经纶的文人

学士
,

到目不识丁的乡野村夫
,

都对家谱怀有一种

崇敬心理
,

不同程度地受到家谱的影响
。

家谱以其

丰富的内容名正言顺地成为除正史
、

方志之外的重

要历史文献
,

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功能
。

作

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家文化的代表

和天下第一家的《孔子世家谱》
,

蕴藏着有关历史

学
、

人 口学
、

社会学
、

民俗学
、

人物传记
、

宗族制度以

及地方志等方面的丰富资料
,

其学术价值体现得更

为充分
。

家谱是史籍
,

自然具有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
。

梁启超先生指出
: “

族姓之谱
,

… … 实重要史料之

一
。

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 …等无数问题
,

恐除族

谱家谱外
,

更无他途可 以得资料
。

实可谓史界瑰

宝
。

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
,

能尽集天下之家谱
,

惮

学者分科研究
,

实不朽之盛业也
。 ’ , 〔闭 《孔子世家

谱》最直接反映的是孔氏宗族及其成员的历史
,

即

宗族史和家史
,

从形式到内容都渗透着宗法制度的

精神
,

故对中国宗法制度研究具有特殊的文献价

值
。

如上所举其
“

上而尊祖下而收族至重事宜
” ,

“

族中有忠臣孝子
、

义夫节妇
、

名儒硕彦
、

言行卓然

可传者立传
”

的修谱宗旨
,

即是宗法思想的典型体

现
。

而家谱中的宗族法规
、

祠堂
、

宗族组织
、

字辈
、

宗桃承嗣 等项内容
,

更是宗法宗族制度精神的体

现
。

祠堂既是祭祀之所
,

又是处理宗族事务 之处
,

是一个由宗子
、

族长为核心组成的宗族统治集团
。

族权掌握在宗子
、

族长手中
。

如孔氏修谱告庙仪式

中
,

宗子孔德成身着礼服率宗族执事者在孔庙崇圣

祠内恭行告祭礼
、

族长孔传宜读誓词以及族众跪拜

进退等仪节
,

都生动体现了结构森严的孔氏大家族

的等级制度
。

为了维护祖宗血脉繁衍和财产继承
,

宗法制度社会实行宗桃承嗣制度
。

孔氏每一世系

亦只能有一人享受宗桃继承权
。

正宗承继是嫡系

长支
。

《孔子世家谱》 (民国 )多处记载
“

圣祖以下单

传者八代
,

至九代始有兄弟三人
,

长 曰鳅
,

次 日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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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曰 树
,

是 为 三 支
’

哪 〕 。 “

不孝有 三
,

无后 为

大
” 〔’司 ,

繁衍生息的 旺盛
,

是历来对家族要求 的基

本标准
。

况且是一个如此显赫的家族
。

养尊处优

的孔 氏家族
,

嫡系子嗣稀疏的阴影一直弥漫在孔府

院内
,

四十二代孙孔光嗣遭孔末之害仅存孤子孔仁

玉 (中兴祖 )
。

直到七十六代嫡孙孔令贻
,

缺少后嗣

仍是心头永远 的痛
。

这种烦恼总是寻常百姓家所

没有 的
,

可 见哪个阶层都有 自己 的隐忧
。

于是纳

妾
,

生 下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
,

孔府上下感天谢地
,

国家亦皆大欢喜
, “

德成
,

字玉汝
,

号达生
,

中华民国

九年袭封衍圣公
,

二十四年改赠大成至圣先师奉祀

官
,

以特任职待遇
。 ” 〔’ 7 〕因此

,

此谱是我们今天 了解

孔 氏家族发展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

家谱中记载有族规
、

家法
、

族约
、

家规
、

祖训
、

家

训等宗族法规
,

对研究我国的宗族法具有重要的文

献价值
。

因有孔末之变
,

故在谱中专设 《伪孔辨》规
训族人不得让伪孔混人

, “
凡我族人稍有人心者

,

岂

可贪图金钱忘世仇以相援引乎 ? 语云
,

非我族类其
心必异

,

可不戒与矣
”
{ls 〕?

“

凡养异姓子
、

下贱者
、

不

孝子弟
、

干犯名义者俱不准人谱
” 〔间

。

福建建宁县

巧洋孔氏宗谱之族规
,

还规定凡盗葬祖山者
,

责令

房长拘出
,

答责三十
。

江西临川孔 氏支谱家规条例

规定
,

凡犯件逆者处死
,

得罪族长
、

叔伯
、

兄长
,

重责

三十
,

罚谷一担
,

再犯革除族籍
。

这些都是研究中

国古代宗族制度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

受儒学伦理文化的浸染
,

中国大多数宗族对宗

教采取排斥态度
,

这在家谱中有鲜明的体现
,

多数

做法是将人教子弟削谱除名
。

《孔子世家谱 》 ( 民
国 )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 “

流人僧道者不准人谱
” 。

临川孔氏支谱家规规定
, “

禁僧尼
、

道师
,

… … 族系

圣裔
,

岂可令子弟人于异端
。

… … 男子僧道
,

妇人

尼姑
,

俱削名除退
” 。

福建建宁巧洋孔氏宗谱族规
“

屏绝邪教
”

规定
, “

吾族为圣人之裔
,

理宜祟尚正

学
,

遵守常道
,

一切邪教务屏绝也
。

僧道巫观祈攘

概不得举行
。

丧事发引
,

用鼓吹送殡
,

俱不得延僧

道
。

违者
,

计事之大小
,

罚银供祭
。

家长纵容妇女

朝渴神庙
,

罚银
” 。

这种宗教观反映了孔 氏宗教信

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
。

《孔子世家谱》 (民 国 )也是记载重大历史事件

的文献资料
,

比如对孔末之乱的记载颇为详尽
。

五

代后 梁乾化三 年 ( 9 13 )
,

洒扫户孔末杀死圣裔四十

二代孙孔光嗣
,

取而代之
。

当时光嗣之子孔仁玉只

有九个月
,

且是独苗
,

被藏匿于乳母张妈妈家
。

孔

末追杀至张家
,

张妈妈用 自己的儿子冒名顶替
,

保

全了圣脉
。

孔仁玉懂事后
,

发愤读书
,

终于科举成

仁
,

拔乱反正
,

剿灭孔末
,

中兴祖业
。

孔仁玉之后
,

子孙繁衍
,

先分为五位
,

又分为二十派
,

再分为六十

户
。

仁玉被追称为
“
中兴祖

” ,

张妈妈家也成为孔府

的世代恩亲
。

又如记孔子十九代孙孔宙墓碑移在

孔庙中之事
,

孔宙做过泰山都尉
,

死后他的故吏门

人采嘉石为他刻制了一块墓碑
,

这就是闻名于世的

孔宙碑
。

古人谓孔宙碑书体秀丽婉约
,

圆浑饱满
,

“
结构廉稳如蛰虫蟠屈

,

深冬静摄自卫
,

又如人循墙

讴楼
,

不敢逾尺寸
,

而端凝质重
,

望之可 与拱揖
” ,

“

实天下超前绝后第一手也
” 。

此墓碑现存孔庙
,

是

举世仰慕的汉碑极品
。

孔宙子孔融的故事在中国

家喻户晓
, “

融
,

字文举
,

应大将军何进辟举高第为

侍御史
,

出为北海相
,

领青州刺史
。

… … 曹操恶其

异己
,

诬以不法杀之
,

年五十六
,

妻子并遇害
” 〔刘

。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许多重大事件
,

孔氏家谱中都

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

虽不完全系统
,

亦不失为研究

者取得资料的一种途径
。

《孔子世家谱》 (民国 )的文献价值是多方面的
,

其他如教育史料价值
、

民俗学价值
、

人口学价值
、

历

史人物研究价值
、

地方志价值等
。

另外
,

读其他姓

氏的谱书
,

以男性为叙述主体
,

在丈夫名下
,

附书妻

子
,

曰
“

配某氏
”

等
。

《孔子世家谱》 (民国 )中除书写
孔子母亲颜征在及孔子之妻元氏之外

,

却不见其他

男子名下写妻子
,

可见女子在孔氏家族中的地位之

卑下
,

亦是中国古代儒家歧视妇女的错误观点
。

不

能不让人想起
,

他们的老祖宗孔子对妇女的看法
,

“

唯女 子与小人 为难养也
,

近之 则不逊
,

远 之则
怨

”
{2l 〕 。

这对研究妇女史乃至儒家三纲五常的伦

理思想都不 失其学术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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