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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孔氏袭封世系的形成与演变

□ 覃力维

【摘要 】 六朝孔 氏 袭封世 系 源 自 汉代褒成侯
，
专 门 奉祀孔 子 。 南北朝 时 期

，
立孔子后 同

时成 为双 方标榜文 化 正统 的手段 。 但 由 于地域分裂 ，
北方政权 实 际 掌握 了 孔 氏 祖庙 所

在之地 ， 而 南方政 权却 拥 有 自 汉 以 来褒成侯 封 爵 的嫡脉 。 这造 成 血缘 与 地缘 的分 离
，

北朝政权 因 此必 须 重构 孔 氏 封 爵 的脉络 。 由 于 隋 唐承北朝 而 生 ， 北 朝 的 孔 氏 封 爵世 系

遂成 主流论述与 来源 ， 充分显 示 出 孔 氏 世 系 与 王 朝 正 统 的 关 联 。 但据 《 孔神通墓志 》

《括地志 》 《 通典》 《
元和姓纂

》 《新唐 书 》 等 ， 可 以看 出这一世 系 重 构 的 方案 不 止一种
，

在宋代以 后还 日 益呈现 出 层累 的特征 。

【关键词 】
孔 氏 世系

；
崇圣侯

；

重构
；
正统 ； 层 累

孔氏袭封世系
，
主要指

“

褒成侯一衍圣公
”
一系

，
文献中或称

“

宗子
”

，
或称

“

嗣袭

封爵
”

， 或称
“

敕封孔圣子孙
”

等 。 孔子后裔在汉代封爵者有三 ，

一为殷绍嘉侯 （宋公 ） ，

一

为褒成侯 ，

一

为寥侯 ， 学者关注较多 。
① 寥侯一脉西汉末年即 已无闻 ， 宋公

一

脉至晋犹

存
，
但后世不详 。 而在鲁地奉孔子祀的褒成侯

一脉
，
按照习见的叙述

，
则世代流传不绝 ；

只是封号屡有变化 ，
尤其是六朝时期 ，

经唐
“

褒圣侯
” “

文宣公
”

之封
，
至宋才固定为

“

衍圣公
”

。 六朝袭封孔氏
，
学者多留心于南北政权立爵的史实 ，

而对这
一

世系的追溯与

选择过程
，
关注尚少 。 六朝正史记载的错杂与孔氏家谱 、 阙里类文献记述的整饬

，
差异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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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等 ： 《汉晋孔氏家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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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世相

魏
，
居大梁 ， 始有三子

”

中的三子之后
，
长子之后承殷统为宋公 ，

中子之后奉孔子祀为褒成侯 ，
小子之

后从汉高祖征战而封寥侯 ，
然其中不无疑义 。 傅亚庶 ： 《

孔丛子校释》 ，
中华书局 ２０ １ １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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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这种整饬的世系排列 ， 明显是不断选择和调整 的结果 。

后世所接受的六朝袭封世系
，
是北朝系统

，
各代孔氏姓名隋唐时虽已基本固定 ， 但在

世数 、 朝代 、 封号的安排上
，
仍有不小的调控空间 。 其中问题的实质 ， 就是南北竞争世系

正统 ， 同时也暗含政权的合法性 ；
只是其中地缘的 因素更为重要 ，

即谁 占有鲁地曲阜
，

一

般就能成为话语的掌控者 。 六朝分裂时期
，
南北政权竞相立孔庙 、 寻圣裔 ， 彰显出孔子祭

祀的
“

象征力量
”

（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ｐｏｗｅｒ

） 。
① 因而孔氏袭封世系的选择与重构 ，

不是一个简单

的序次排列问题 ， 而是
一

个复杂的利益与政治问题 。

一

、 从 《新唐 书 》 说起

传世文献 中 ， 《新唐书 ． 宰相世系表》 应是最早系统梳理汉唐孔 氏袭封世系的文献 ，

宋后孔氏家谱 、 家志等文献多祖其说 ，
六朝世系的排列如下 ：

孔羡
（
魏奉议郎 ）

一孔 震 （ 晋太 常 卿 、 黄 门 侍 郎 ）

一孔 嶷一孔抚 （
豫章 太

守 ）

一孔懿 （
从事 中 郎 ）

＿孔 鲜
（
宋崇 圣侯 ）

一孔 乘 （
后魏崇 圣大夫 ）

＿孔灵珍

（ 秘书 郎 ）

一孔文泰一孔渠 （
后周邹 国 公

）

＿孔长孙 （ 袭公 ）

一孔嗣哲 （ 隋 吴郡主

簿 、 绍 圣侯 ）
②

其中孔羡至孔懿
，
世袭

“

奉圣侯
”

；
孔灵珍 、 孔文泰 ， 封爵

“

崇圣侯
”

。 这
一记载不

唯与六朝正史不符 ，
与唐人主流观念也有区别 。 清人孔继汾对二十二代至二十六代世系

，

即从孔震到孔鲜 ，
早就提出过四个疑问 ，

两个与正史记载的出人有关 ，

一

个是说从晋武帝

至宋文帝一百七十余年不应 只传四世 ，

一个是说
“

崇圣侯
”

封号 出现的时间 问题 。③ 孔

继汾虽然提出了质疑 ， 但并未改变传统的叙述。 且这
一世系的排列不仅仅只有这五代有问

题 。 《新唐书》 所记六朝孔氏 爵号 ，
有奉圣侯 、 崇圣侯 、 崇圣大夫 、 邹 国公 、 绍圣侯

，
崇

圣侯又是刘宋与北魏共用 。 而魏文帝黄初二年 （
２２ １

） 封议郎孔羡为宗圣侯 ，
④ 另 《魏修

孔子庙碑 》 也言
“

命孔子廿一世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
”⑤

， 是孔羡当为
“

宗圣侯
”

，
而非

“

奉圣侯
”

。

考诸正史
，
曹魏至刘宋的孔氏袭封世系

，
《宋书》 的记载较为详细 ， 包括魏文帝黄初

二年正月 以议郎孔羡 为宗圣侯 、 晋武帝泰始三年 （
２６７ ） 十

一

月 （ 《晋书》 作
“

十二

月
”

） 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 、 晋明帝太宁三年 （
３２５

）
诏给事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祠

孔子 、 宋文帝元嘉八年 （
４３ １

） 有司奏夺孔亭五代孙孔继之之爵 、 元嘉十九年 （
４４２

） 授

孔隐之爵位 （
三年后失爵 ） 、 元嘉二十八年 （

４５ １
）
以孔惠云为奉圣侯 （后 因重疾失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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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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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毛明远 ：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 》 第二册 ，
线装书局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１ ９ １ 页 。 胳承烈 ： 《石头上的

儒家文献 ＾—

曲阜碑文录 》 ， 齐鲁书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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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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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纪所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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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４５８ ） 以孔迈为奉圣侯 （迈卒 ，
其子孔萼嗣爵 ） 等事 。① 《晋书 》 又

有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 （
３８６

）
八月 封孔靖之为奉圣亭侯 。

② 南朝其他政权
，
齐 、 梁皆有

诏求鲁国孔氏为奉圣侯的记载 ， 但不知何人 ，
且更有可能是无人承爵 。 《陈书》 载有陈废

帝光大元年 （ ５６７ ） 十二月 ，
以仪同三司兼从事中郎孔英哲为奉圣亭侯 。③

因此
，
从魏晋至南朝

，
孔氏承爵者有孔羡 、 孔震 、 孔亭 、 孔靖之 、 孔继之 、 孔隐之 、

孔惠云 、 孔迈 、 孔萼 、 孔英哲等十人 ，
但最终进人谱系的只有孔羡 、 孔震二人 （ 明清时

期孔英哲也进入谱系 ） 。 后世又多以晋明帝太宁三年 、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的奉圣亭侯是孔

嶷 、 孔鲜 ， 而非孔亭 、 孔隐之。 且西晋至南朝陈
，
孔氏封爵多称

“

奉圣侯
”

，
亭侯只是级

别 ， 并无刘宋封
“

崇圣侯
”

之事 。 同时 ， 孔嶷 、 孔抚 、 孔懿 、 孔鲜 四人 ， 唐前传世文献

无闻 ，
但孔嶷 、 孔抚曾见于隋代墓志 。

与南朝相比
，

北朝孔氏封爵的史实相对简单 。 北朝四史记载孔氏封爵者
， 《魏书》 有

两条 ：
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 （

４７３
） 四月

，
以孔乘为崇圣大夫 ； 太和十九年 （

４９５
） 四月

，

诏选诸孔宗子
一

人封崇圣侯
，

④ 但未记姓名
，
唐人言为孔珍

，
后世多作孔灵珍 。 《北史》

载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 （
５５ ０

）
六月 ，

诏改崇圣侯孔长为恭圣侯
，
后世多作孔长孙

，
而

《北齐书》 未言改封事 。
⑤

《周书》 又载周宣帝大象二年 （
５８０

）
三月 ， 追封孔子为邹国

公
，
且立后承袭

，

⑥ 也不记姓名
；
后世或以为仍是孔长孙

，
或与 《新唐书》

一样认为是

孔渠 。 孔渠 、 孔长孙为父子
，
按照各 自封爵时间

，
封子还在封父之前

，
显然有误

；
且北周

占有鲁地也只在追封前三年 ，
此前鲁地都在北齐的掌控中 。 因此 ， 北朝 四史中 ， 姓名确切

者只有孔乘 、 孔长 （孙 ）
二人 ，

加上唐人论述中 的孔 （ 灵 ） 珍 ，
也就三人 。 且孔文泰、

孔渠之名
，
也不见于唐前传世文献 。

从魏孝文帝到周宣帝百余年间 ， 孔 氏已传四世 。 由孔震至孔鲜 ，

一百七十余年间也只

传四世
，
确实令人生疑 ，

当然不排除高寿的可能 。 这
一世系是 由北朝奠定的 ， 只是在姓名

与朝代 、 世数的搭配上
，
有过数次变化 。 孔继汾对正史与家志记载的差异

，
有 自 己的解

释 ， 非常精到 ：

亭与靖之、 继之三人。 或 系二十二代震之冢摘。 至 隐之 、 惠云 、 迈、 萼等 ，
或 以

大宗无人
，
遂取旁支代袭 。 后 因 鼎祚屡移 ，

子孙不 嗣
，
家乘失传 ，

殆 由 于此 。 至灵珍

崛起北朝
，
大约 由 于支别

，
自 溯祖父以接大宗

，
如懿

，
如鲜 ，

未必尽曾主 鬯 。 其所封

爵
，
或 系追崇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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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继汾言孔灵珍
“

崛起北朝
” “

自 溯祖父以接大宗
”

，
并怀疑孔懿 、 孔鲜等人的封号

是出于追崇 ， 为这
一

世系的排列提供了
一

种合理的解释 。 孔继汾已经意识到鲁国孔 氏在六

朝时期
，
其实也形成了南北两支 ，

只是未能深人考证 ，
且并未言明其中的数次变化 。 孔氏

封爵的南北分立
，
自然是南北政权树立 自 身正统 、 合法性的手段之一 ， 但 《新唐书》 《阙

里文献考》 等为何接受北朝系统 ，
北朝最初 的世系排列又是如何 ，

还需要进
一

步考证和

说明 。

二
、 北 魏至唐 的世系选择

《新唐书》 孔氏世系的记录 ，
明显是后人选择的结果 ，

并非原初的安排 。 事实上
， 原

初的世系到底如何
，
今已不能确知 。 但通过挖掘 、 对比隋唐墓志 、 传世文献的记载

，
不难

复原北朝至隋唐有关世系的排列 ， 进而探究这
一

世系不断调整变化的原 因 。 １９２８ 年 ， 在

洛阳城北前海资村南沟出土了 《孔河阳都尉墓志 》 ，
墓志主人公名孔神通 ，

鲁国邹邑阙里

人 ， 卒于隋炀帝大业七年 （
６ １ １

） ， 次年下葬 ， 墓志中对北魏之前孔氏袭封世系的历史变

迁
， 有非常明确的记载 ：

汉封孔子十三世孙霸 为 关 内侯 ， 号裒成君 ， 食 邑八百户 。 霸子光 ，
封博山侯 、

汉

丞相 、 太师 、 太傅 、 仆射 ，
邑依旧

。 光子收 ， 袭爵博山侯 ，
汉平帝改封收男均 为裒成

侯。 后王莽篡汉 ，
均之子孙不 义其禄

，
便不 受莽官 。 光武重兴

，
还封均子志 为裒成

侯
， 食邑博平县。 汉祚既灭

，
魏朝践位 。 魏文帝黄初 元年 ， 封羡为 崇圣侯 。 羡孙震 ，

蒙晋改封 为Ｓ亭侯。 震 男巍 ， 袭封蜜亭侯 。 庭子抚 ，
亦 为萤亭侯。 晋柞既灭 ，

南宋北

赵
，
递为 交争

， 未遑立封 。 至魏孝文皇帝轩驾亲 幸灵厝
，
封乘为 崇圣大夫 。①

该志与习见世系最大的不同 ， 在于将褒成侯一脉的世系 ， 从孔霸长子孔福移至少子

孔光名下 ， 这与孔光在汉时的显赫地位有关 。 《汉书 》 明言孔霸传孔福 ， 世系记载非常

明确 。② 《汉书 》 又记载孔光之子孔放袭爵 ，
孔收此人不见于书册

，
放 、 收之间意义相

反
，
或为同一人。 如此安排

，
应该是借尊崇先祖而拾高 自 身血脉的手段 ，

这在家谱 、

家世叙述中很常见 。 可见 ， 《孔神通志》 的记述也不是真正的史实 ，
同样是选择和追溯

的结果 。

其中所载曹魏至北魏孔氏世系 ， 与后世习知的 比较
一

致 ，
不同者在于孔羡与孔震为祖

孙而非父子 、 晋奉圣侯为蝥亭侯 ，
且不言南朝对袭封世系 的影响 。 志 中 明确说

“

羡孙

震
”

，
与唐人的主流观点一致 。 《新唐书 》 将孔羡 、 孔震列为父子

，
至少不符合隋唐人的

世系选择与排列 。 蜜亭侯之
“

螯
”

， 应指奉圣侯的食邑 ， 其地不详。 观其文 ，
六朝孔氏封

爵姓名 确 切者 ， 有孔羡 、 孔震 、 孔嶷 、 孔抚、 孔乘五人 。 孔神通 享年七十 四
（
５ ３８
—

６ １ １
） ， 由魏人周人隋 ， 对北朝孔氏世系应该比较熟悉 。 另孔羡的世系数是 固定的 ，

魏文

帝黄初二年 （
２２ １

） 《魏修孔子庙碑 》 明言
“

孔子廿一世孙
”

。 而 《魏书》 《北史》 《太平

①王其伟 、
周晓薇编著 ： 《 隋代墓志铭汇考》 第四册 ，

线装书局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２７０ 页 。

② 《汉书 》 卷八
一

《
孔光传》 ，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版
，
第 ３３ ６４ ￣ ３ ３６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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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览》 《
册府元龟》 《资治通鉴》 等都记孔乘为孔子二十八世孙 ，

与唐人定为二十七世不

同 。 这说明在魏收撰著 《魏书》 之前 ，

北魏孔 氏的封爵世系就已经开始了选择与重构 ，

其情形推测可知 ：

２ 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

孔羡—口—孔震—孔巍—孔抚—口—□—孔乘

这一世系的重构
，
与南朝没有任何关系 ，

甚至言晋祚灭亡后
，
南北

“

未遑立封
”

。

这说明 ，
北魏孔 氏系统承魏 、 晋而来 。 与之对应 ，

北魏在建构 自 身政权合法性时 ，
也

是承魏 、 晋之统 ，
但忽视东晋的地位 。① 而世系排列

，
并不能忽略东晋封爵 的史实

， 在

叙述时却可以尽量减少其影响 。 与王朝正统关系很明显的还有视孔羡为
“

崇圣侯
”

，
而

非 《三国志 》 《魏修孔子庙碑》 中 的
“

宗圣侯
”

， 学者多以其传写失误 ，
但实情恐怕 并

不如此 。

《新唐书》 以孔鲜为刘宋崇圣侯
，
后世多从之

，
孔继汾认为这是

“

以北朝之号而混于

南
，
以孙之封而加于祖

”

，
而孔灵珍才是崇圣侯始封之人 。 但 《孔神通志》 记载孔羡就是

“

崇圣侯
”

，
且唐代 《括地志》 及 《后汉书》 李贤注也是如此 ，

这显然已经不是文献传写

ｉ化误的问题 ，
应是有意为之 。 北魏之

“

魏
”

与曹魏之
“

魏
”

，
在北魏定国号的过程中 ， 有

非常紧密的联系 。② 曹魏封孔羡为
“

崇圣侯
”

，
以此与北魏时期的

“

崇圣大夫
” “

崇圣侯
”

形成对应
，
很可能就是受到王朝正统性建构的影响 。 这一世系正统的溯源与改造

，
未必是

政治直接介入的结果
，
更有可能是孔氏家族 自我改造形成的

，
也就是孔继汾所说

“

自溯

祖父以接大宗
”

，
但也需要尽量符合王朝正统的论证。

《孔神通志》 所记应该可以说明北魏的世系选择与重构 ，
但追溯至孔光

，
明显与史实

不符 。 但其中部分孔氏姓名
，
主要是孔嶷 、 孔抚 、 孔懿 、 孔鲜四人 ，

应该有所本 。 而正因

为世系中存在的疏漏 ，
选择和调整还会继续 ，

主要体现在世数 、 朝代 、 封号的变化上。 这

种调整在孔神通时期 ，
就已经开始 。 在隋炀帝大业七年 （ ６ １ １

） 《陈叔毅修孔子庙碑》 中 ，

有
“

以三十二世孙
，
前太子舍人 、 吴郡主簿嗣慙 ， 封绍圣侯

” “

孔子州
？
一世孙孔长名 、 卅

四世孙孔子叹
”

的记载 。③ 如此 ， 《新唐书》 中有三十一世孔长孙 ， 与 《北史》 《陈叔毅

修孔子庙碑 》 相较 ，
似亦有据 。 若以孔乘为二十八世 ，

经孔灵珍 、 孔文泰 、 孔渠
，
至孔

长孙 、 孔嗣哲则分别为三十二 、 三十三世 。 但比较唐时各家说法 （见表 １
） ，
实则都 以孔

乘为二十七世 、 孔 （ 灵 ） 珍为二十八世 ，
如此正符合孔嗣哲三十二代孙的身份 。 这说明

至少在隋代 ，
北魏所传的孔氏世系 已经有所变化 。

①何德章 ： 《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 》 ， 《历史研究 》 １ ９９２ 年第 ３ 期 ， 第 １ １ ３ ￣ １ ２５ 页 。 罗新 ： 《
十

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題 》 ， 《中 国史研究 》 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
， 第 ４７￣ ５６ 页 。 胡克森 ： 《北魏的正统与汉

化》 ，
《史林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５ 期

，
第 ３ ８

￣

５３ 页 。 郭硕 ： 《五德历运与十六国北魏华夷观的变迁 》
， 《 中央

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５ 期 ， 第 ２０
￣

２７ 页 。

② 何德章 ： 《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
，

《历史研究》 １ ９９２年第 ３ 期 ， 第 １ １ ６
￣

１ １ ７ 页 。

③ 胳承烈 ： 《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一曲阜碑文录》 ，
齐鲁书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９０ ￣

９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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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唐人论汉唐孔氏封爵对比表

封号 括地志 李贤注 通典 元和姓纂

褒成君

汉封 夫子 十 二 当为
“

三
”

代孙 忠 当为
“

霸
”

为 褒成

侯当为 “

君
”

元帝即位 ， 霸以师赐

爵关内侯
，

号褒成君

汉元帝时 ，
孔霸以帝师

赐爵
，

号褒成君
，
奉孔

子后

武孙霸

褒成侯

平帝封孔霸孙莽二千户为

褒成侯 ，
后汉封十七代孙

志为褒成侯

平帝封孔均为褒成侯

平帝元始初 ，
追谥孔子

曰褒成宣尼公 ，
追封孔

均为褒成侯

霸 曾孙均 ，
汉封

褒圣当作
“

成
”

侯

宗圣侯
魏封二 十二 当为

＂
一

”

代

孙羡为崇圣侯

献帝后至魏 ， 封孔子

二十
一叶孙羡为崇圣

侯

魏文帝黄初二年 ，
以孔

子二十
一

代孙议郎羡为

宗圣侯

奉圣

亭侯

晋封二十三代孙震为奉圣

亭侯

晋封二十三叶孙震为

奉圣亭侯

晋武帝泰始三年 ， 改封

孔子二十三代孙宗圣侯

震为奉圣亭侯

晋封奉圣侯

崇圣

大夫

后魏封二十七代孙为崇圣

大夫

后魏封二十七叶孙乘

为崇圣大夫

后魏封孔子二十七叶孙

乘为崇圣大夫

崇圣侯

孝 文 帝 又 封 三 十 一 代

当作
“

二十八代
”

孙珍为崇圣

侯

太和十九年 ， 孝文幸

鲁
，
亲祠孔子庙

，

又

改封二十八叶孙珍为

崇圣侯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
，
改

封二十八叶孙珍为崇圣

侯

魏封崇圣侯

恭圣侯 高齐改封珍为恭圣侯
北齐改封三十一叶孙

为恭圣侯

北齐改封三十一叶孙为

恭圣侯

邹国公
周武帝改封部国公

，
隋文

帝仍旧封邹国公

周武帝平齐 ，
改封邹

国公
， 隋文帝仍旧封

邹国公

后周武帝平齐
，
改封邹

国公。 隋文帝仍 旧封邹

国公

绍圣侯 场帝改为绍圣侯 隋炀帝改封为绍圣侯 炀帝改为绍圣侯 隋汴侯

褒圣侯
皇唐给复二千户 ， 封孔子

裔孙孔德伦为褒圣侯也

贞观十
一

年
，
封夫子

裔孙子德 伦为 褒圣

侯 ， 伦今见存

大唐贞观十
一

年 ， 封孔

子裔德伦为褒圣侯

武德时 ， 均十 六

代孙褒圣侯德伦

如表 １ 所示 ，
其中 《括地志》 《元和姓纂》 已无全本传世 ，

为辑佚本
； 《通典》 叙史

实无偏颇
，
还曾提及南朝刘宋封爵事

，
却不及陈朝孔英哲事

； 《元和姓纂》 所论最简 ，
或

是散佚严重 ， 所述与其他三家差异也很明显 。
① 如 《元和姓纂 》 以 隋封汴侯 ， 不见于他

书 ， 笔者怀疑
“

汴
”

字当作
“

沂
”

。 沂侯或言食邑 ， 隋时痕邪郡有沂水县 ， 与鲁郡曲阜县

① 《史记》 卷四七 《孔子世家 》 ， 中华书局 １ ９６３ 年版 ，
第 １ ９４４ 页。 《后汉书 》 卷

一

《光武帝纪

下》 、 卷六七 《党锢列传》 、 卷七九 《儒林列传上》
，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 年版
，
第 ６３

、
２２ １４ 、 ２５６３

￣ ２５６４ 页 。

（ 唐 ） 杜佑 ： 《通典》 卷五三 ，

王文锦等点校
，
中华书局 １ ９８８ 年版

，
第 １４７９ ￣ １４８０页 。 （ 唐 ） 林宝 ： 《元

和姓纂》 卷六 ， 岑仲勉校记 ， 郁贤皓 、 陶敏整理 ，
孙望审订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４ 年版
，
第 ８０２

￣

８１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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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去不远 。 孔氏封爵食邑不在 曲阜
，
汉已如此

，
如汉平帝封孔均为褒成侯 ，

食邑即在山 阳

郡瑕丘。 又汉时鲁国有卞县 ， 隋为泗水县
，
或指泗水之地

，
也有可能是 《元和姓纂》 传

写有误。

通过比较 ， 除 《通典》 在北魏与晋之间述及刘宋史实 ， 其他三家都是直接由晋及魏。

《括地志 》 还经张守节 《史记正义》 引述
，
说明在唐人的习惯中

，
南朝孔 氏封爵一般没有

言说的必要 ， 这与 《孔神通志》 是
一

致的 。 另孔羡与孔震为祖孙 ，
也是当时的共识 ， 而

不是 《新唐书》 中的父子关系 。 《括地志 》 以孔羡 为孔子二十二世孙
，
显 系传写之误 。

《括地志 》 及李贤注以孔羡为崇圣侯 ， 应是当时的主流观点 ， 实则当为宗圣侯 ， 前文 已述

改作之由 ； 《通典》 虽不误 ，
但与主流观点不同 。 又李贤 、 杜佑以孔珍为二十八世 ， 《括

地志》 言为三十
一

世
，
应是涉

“

恭圣侯
”

事而误 。 综合分析
，
由隋至唐中期

，
六朝孔 氏

封爵世系可能出现过这样的排列 ：

２ 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 １３２

孔羡—口—孔震—孔疑—孔抚—□—孔乘—孔衫
＇
—

□
—□—孔长—孔嗣哲

这种排列在孔震与孔乘之间减少了一代
，
且按照这种排列

， 《元和姓纂》 虽然在世数

的安排上与正史及诸家差别较大 （ 主要是在孔霸之前加入了两代 ） ， 但若无传写之误 ， 恰

好可以形成连贯的世系
，
满足唐时褒圣侯孔德伦为孔均十六世孙 、 孔齐卿为孔子三十八世

孙的要求 。① 可以注意到 ，
隋唐都是在北魏世系的基础上予以调整 ，

正与隋唐时期的正统

建构
一

致 。 唐初立周 、 隋之后为
“

二王
”

， 天宝间又立魏孝文帝十代孙元伯 明为韩 国公
，

以备三恪
， 形成魏 、 周 、 隋 、 唐的德运转移序列 。 虽然唐代德运有过数次争论与改作 ， 并

涉及关陇 、 关东集团 的权力斗争
，
② 但主体仍以此为主 。 从

《
孔神通志 》 到 《元和姓纂 》

等书 ，
都未突出东晋 、 南朝的作用 ，

而是不断强化北朝系统 ，
不妨视作北朝正统论的

一

部

分。 但因涉及地缘因素
，
唐人所述孔氏世系

，
并不讳言北齐封爵

“

恭圣侯
”

之事
，
并注

意到北周平齐 ， 方才改封部国公 。 而 《新唐书 》 将正史 中孔长 （孙 ） 曾封恭圣侯之事隐

去
，
似与隋唐王朝正统序列相类

，
但又将孔鲜视为刘宋崇圣侯

，
将孔羡 、 孔震 目为父子 ，

其选择 、 调整 、 改造的痕迹更加明显 。

根据唐代墓志
，
北齐时鲁 国孔 氏又有

“

承圣侯
”

之封
，
据武则天天授二年 （ ６９ １

）

《大周孔 （
业

） 将军墓志铭》 记载 ：

君讳业 ， 字仲茂 ， 本鲁 国 曲阜人也。 先圣太师孔 宣 父卅六代孙
，
任隋 为 河南郡

守
，
因而 家焉 。 今为洛阳人。

……祖玖
，
宇文朝 司 农少卿 、 曲阜县开 国 男 … …父延

，

①（ 唐 ） 林宝 ： 《
元和姓纂 》

卷六
，
岑仲勉校记

，
郁贤 皓 、 陶敏整理

，

孙望审订
，

中华书局 １ ９９４

年版
， 第 ８０７ 页 。 其中所载世系 ，

以南方会稽孔氏为 主 ，
北方鲁国孔氏 、 下博孔 氏似只处于从属地位 。

其所增加的两代
，

一是将孔允 （
子慎／孔顺 ） 视作孔求的玄孙

，
实际上当为曾孙 ；

二是将孔腾与孔襄视

作父子 ，
惯常的理解 当为 同

一

人 。

② 吕博 ： 《唐代德运之争与正统问题——以
“

二王三恪
”

为线索 》
，

《 中 国史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
第 １ １５

￣

１ ４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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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左武卫大将军 、 承圣侯。①

文 史 考 证

孔延另在唐高宗龙朔二年 （
６６２

） 《唐光州光 山县丞孔 （ 信 ） 君墓志铭》 中称
“

那

延
”

，
为齐左武卫车骑将军 ，

孔信是孔业之子 。② 孔延北齐时封为
“

承圣侯
”

，
应与孔子

有关
，
但与

“

崇圣侯一恭圣侯
”
一

脉的关系不是很清楚 。 孔延为孔子三十五世孙 ， 唐人

以孔子三十一世孙封恭圣侯 ， 孔延
一

系应别有承传 。 孔琰 、 孔延之后在唐朝的情形 ，
还有

唐玄宗开元十
一

年 （
７２３

） 《大唐故潞州黎城县令孔 （珪 ） 君墓志》 可 以参考 。③ 此
“

承

圣侯
”

当是功勋封爵 ，
非是世袭 ，

与
“

恭圣侯
”

有所不同 。

三
、 宋 以后 的世 系调整

北魏至唐的孔氏封爵世系 ，
虽然屡有调整

，
但恪守北朝序列

，

不及东晋 、 南朝封爵诸

人
，
是时人共识。 至 《新唐书 ？ 宰相世系表 》 ， 其对此前的六朝孔氏世系 ， 改动非常 明

显
， 如将孔羡与孔震改为父子 ，

将孔乘之父定为刘宋崇圣侯 ，
将孔渠与孔长孙皆视为北周

所封部国公等 。 其中 ， 突出刘宋的地位 ， 是比较重大的改动 。 唐代正统论中
，
确有

一

种经

由晋 、 宋而及北魏
，
再至周 、 隋的北朝正统论 ， 出 自王通 。

④ 《新唐书》 所载世系的变

化 ，
正与此合 ， 但并不能以此确定二者就有直接的联系 。 且这种正统论从未 占据过主流 ，

以宋初论 ，
据 《册府元龟 ？ 闰位部 》 所载 ，

刘宋等南朝诸政权仍属闰位 。

正统论虽然从北宋中期开始发生变化
，
即五德终始说开始受到士人的抨击 ， 其起点就

是欧阳修 。
⑤ 但传统的观念影响仍然很大 。 值得注意的是 ，

司马光 《资治通鉴 》 在南北

朝阶段的纪年
，

一改隋唐以来采用北朝正朔 的传统 ，

不过司马光 自 己解释并非尊此卑彼
，

后人也承认司马光相对中正。 虽然客观上 《资治通鉴 》 打破了 隋唐的北朝正统论 ， 但其

实直观展现的仍是
一

种线性的朝代接续史 ，
只不过换成了南朝而 已 。 选择本身就带有倾向

性 ，
虽然可以尽量削弱解释上的偏颇 ，

但仍不能否认选择本身 的意义 。 这并不是说 《新

唐书》 的记载直接受到这一变动的影响 。 笔者怀疑 ， 正如隋唐人皆承认孔羡为
“

崇圣侯
”

而非
“

宗圣侯
”
一样

，
《新唐书 》 所载世系突出刘宋的封爵 ， 可能也有深意 ， 即北宋之

“

宋
”

与刘宋之
“

宋
”

也存在对应关系 。 这种改动很可能是在宋朝立国之后完成的 ，
虽然

未必与南朝 、 北朝正统有关 ，
但应仍是在权力影响下的 自我改造 〇

《新唐书》 所载六朝孔氏世系 ， 后世多从其名 、 数 ，
但仍有调整 。 如金孔元措 《孔氏

祖庭广记》 开始添加信息 ， 试图调 和世系书写传统与文献记载的差异 ，
如言刘宋改封奉

圣侯孔鲜为崇圣侯 ， 北齐改封崇圣侯孔渠为恭圣侯 ，

继而北周又改封邹国公
，
明 显是在

①周绍 良 、
赵超主编 ：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３ １ ２ 页 。

② 周绍 良
、 赵超主编 ：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１２６ 页 。

③ 周绍 良 、 赵超主编 ： 《唐代墓志汇编》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 ９９２年版 ，

第 １ ２７３ 页 。

④ 刘浦江 ： 《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 》 ， 《
正统与华夷 ： 中 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 ，

中华书局 ２０ １７ 年版 ，
第 １４ ￣１ ６ 页。

⑤ 刘浦江 ： 《

“

五德终始
”

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 《正统与华夷 ： 中

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
中华书局 ２０ １７ 年版 ，

第 ６２￣ ７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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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 的基础上进行的增改 。① 《孔氏祖庭广记》 最大的改动在于将袭封世系全部纳

人孔鲋之后
，
孔元措身后从者甚少 。 但因为南宋 、 金南北各立衍圣公 ，

元以后有关宋金时

期的袭封世系 ， 或以孔元措所在的北宗论述为主 ， 或制造南宗让爵故事 ， 南北同时论述 。

再如 《宋史 ？ 孔宜传》 也将袭封世系纳人孔紺之后 ，
但将孔鲋与孔腾 目 为父子 ， 与 《孔

氏祖庭广记 》 视孔鲋、 孔忠为父子不同 ；
并在世数上不计孔子本人

，
才能满足孔宜为孔

子四十四世孙的要求 ，
而六朝世系变动不大 ， 只是更换了数个爵号 。

② 六朝孔氏封爵世系

列表如表 ２ 。

表 ２六朝孔氏封爵世系对比表

世数 北魏 隋
一唐 元和姓纂 新唐书 孔氏祖庭广记 宋史

２ １

孔羡 孔羡 孔羡 孔羡

魏崇圣侯 魏崇圣侯 奉圣侯 魏崇圣侯

２２

□ □ 孔震 孔震 孔羡

Ｗ圣侯 晋奉圣侯 魏宗圣侯

２３

孔震 孔震 孔羡 孔嶷 孔嶷 孔震

晋齡侯 辞圣侯 餘圣侯 晋奉圣侯

２４

孔嶷
孔嶷

□ 孔抚 孔抚 孔嶷

蜜亭侯 晋奉圣侯 晋奉圣侯

２５

孔抚 孔抚 孔震 孔懿 孔懿 孔抚

蜜亭侯 晋奉圣侯 晋奉圣侯

２６

□ □
孔嶷

孔鲜 孔鲜 孔懿

宋崇圣侯 宋奉圣 圣侯

２７

□ 孔乘 孔抚 孔乘 孔乘 孔鲜

魏崇圣大夫 魏崇圣大夫 魏崇圣大夫 宋奉圣侯

２８

孔乘 孔珍 □ 孔灵珍 孔灵珍 ■

魏崇圣大夫 魏崇圣侯 崇圣侯 崇圣侯 魏崇圣大夫

２９

□ 孔乘 孔文泰 孔文泰 孔灵珍

崇圣侯 崇圣侯 崇圣侯

①（金 ） 孔元措 ： 《孔氏祖庭广记 》 ，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 《儒藏 ？ 史部

？ 孔孟史志 》 第 １

册
， 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

，
第 ７２ 页 。

② 《宋史》 卷四三
一

《儒林传》 ，
中华书局 Ｉ ９７７ 年版

，
第 １ ２８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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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世数 北魏 隋一唐 元和姓纂 新唐书 孔氏祖庭广记 宋史

３０

□ 孔珍 孔渠

周邹国公

孔渠

崇圣侯４恭

圣侯一周邹国公

孔文泰

３ １

孔长

齐恭圣侯

□ 孔长孙

邹 国公

孔长孙

邹国公

孔渠

齐恭圣侯一周邹国公

３２
孔嗣哲

隋绍圣侯

□ 孔嗣哲

隋绍圣侯

孔嗣哲

隋绍圣侯

孔长孙

隋邹国公

３ ３

孔德伦

唐褒圣侯

孔长 孔德伦

唐褒圣侯

孔德伦

唐褒圣侯

孔嗣哲

隋绍圣侯

３４

孔嗣哲 孔德伦

唐褒圣侯

３ ５ 孔德伦

可见
， 《新唐书 》 的姓名 、 世数

一般都为后世所承袭 ，
只是在时代 、 封号、 食邑多

少 、 封赏多寡上进行调和与增改 ，
并呈现出 明显的

“

层累
”

特征
，
即食邑 、 封赏越来越

多 ， 封爵时间越来越早 。 但东晋 、 南朝封爵诸人 ，
除陈朝孔英哲外

，
都未能进人

“

宗子
”

世系 。 而且对孔英哲的安排也很独特 ，
是将他与孔嗣哲列为兄弟

；
并且因为孔英哲无子

，

孔嗣哲才得以袭爵 。 这就造成父子兄弟南北分立的情形
，
虽然在时间上看似合理

，
实则出

于臆测 。 孔氏世系的这种选择特征 ，

一直持续到古代中 国的后期 。

从 《孔神通志》 到 《括地志》 《元和姓纂》 ，
再到 《新唐书 》 《 阙里文献考》 ，

世系总

处在变动之中 。 虽然大框架没有多大变化 ， 细节的调整同样需要重视 。 明人程敏政注意到

孔氏封爵世系的历史变化 ，
① 通过大宗、 小宗予以解释 （ 详见表 ３

） ：

表 ３

大宗 小宗 结果

绍嘉公 （
孔鲋之后 ）

褒成君 （孔腾之后 ） 至于汉亡
， 俱失传矣

从元帝南渡者 （ 南宗 ） 受北魏所封者 （
北宗 ） 至于隋亡 ，

又并失传矣

从高宗南渡者 （ 南宗 ） 受刘豫所封者 （ 北宗）

① （ 明 ） 程敏政 ： 《篁墩文集拾遗 ？ 圣裔考》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第 １２５ ３ 册
，
台湾

“

商务印

书馆
”

１９８３ 年版
，
第 ７６７

－

７６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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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氏所言大宗 、 小宗 ， 按照历朝的制度实践 ， 总是小宗 、 北宗成为胜利者 。 如唐以降

孔氏袭封世系的渊源
，
必须直接追溯至

“

褒成君
”

与
“

受北魏所封者
”

，
且

“

受刘豫所封

者
”

也是元代以降衍圣公的合法性来源 。 在这一点上
，
地缘总比血缘上的嫡庶之分更有

优势 。 进而就是政治 、 文化对世系的影响 ，
如何安排大宗 、 南宗 ， 选择或是隐匿 ， 调和或

是传疑 ， 都可能有所寄托 。 六朝孔氏袭封世系 ， 从隋唐确立北朝正统论开始 ，
可以说就已

基本成型 。 但在世数 、 年代 、 封号等搭配上
，

不同时期则有不同方案 。 历朝对曲阜孔氏的

褒崇
，
本身就是王朝正统性的体现。 孔氏世系的排列在兼顾史实 、 地缘的基础上 ，

一般也

受到王朝正统论的影响 。
而 围绕这一世系的反复书写 ， 从血缘 、 地缘都不断强化了孔子世

系的连续性 、 神圣性与象征意义 。 事实上会出现的断裂
，
则可能被遮蔽 。

一个未曾中断的
“

宗子
”

世系 ，
显然有建构的嫌疑 ，

同时也蕴涵丰富的意义 。

（作者单位 ： 武汉大学 国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