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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孔庙作为儒学的宣传阵地在金代有了更大的发展 , 大致经历了由破坏到恢复到发展到繁荣的

历程 。其发展是由于统治者推崇儒学和文治的需要 , 是金朝尊孔崇儒 、实行文治的重要手段。孔庙的广泛建

立推动了儒学的推广。由于儒学的推广 ,从而完成了女真族的汉化 ,吸引了汉族的人才 , 促进了金朝的统一和

安定 ,实现了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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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朝的政治生活中有两件大事 , 一是战争 ,

一是建孔庙。这两件大事在金代的政治生活中发

挥着不同的作用 ,以战争金朝实现武力控制 , 以文

庙金朝实现文治 , 二者相得益彰 , 互为补充 、互为

表里 , 使得金朝确立了在北中国的牢固的统治地

位。

孔庙又称先师庙 、夫子庙 、宣尼庙、宣圣庙 、文

宣王庙等 , 是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

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庙宇 , 最早创

立于公元前478年 , 经汉魏以至唐宋 ,由于儒学取

得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 , 孔庙得到了很大的

发展 ,唐贞观四年 ,唐太宗下诏:“州县学皆作孔子

庙” [ 1] (卷15 , 《礼乐志》),从此以后孔庙遍布全国 ,全国的府

州县均建有孔庙。由于“自唐以来 , 州县莫不有

学 ,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 [ 2] (卷43 ,《学校考四》), 因此

孔庙又有庙学 、儒学 、学宫之别称 ,形成了有庙就

有学 、有学就有孔庙 、庙学合一的规制。

金朝是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政权 , 在进行

武力征服的同时 ,也逐步认识到文治的重要性 ,要

想确立对国家的长远统治 ,光靠武力是无法实现

的 ,武力仅仅是暂时的 , 不得民心的 , 而文治才是

长远的 ,标本兼治的。在选择文治的方法和手段

时 ,金朝仍然选择了自汉代以来便形成的传统的

方法 ,即尊孔崇儒 ,用儒家思想统治人民 , 桎梏人

民的思想 ,从而使国家实现秩序化。因此 ,儒学在

金代日益受到重视 , 而与儒学受重视相适应 ,作为

儒学的宣传阵地孔庙也在同时得到了很大的发

展 ,并形成蓬勃之势 ,在金代的文化及意识形态领

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一 、孔庙在金代的发展

金代在唐宋基础之上孔庙继续得到发展 , 虽

然在其发展的道路上有曲折 , 但其总的趋势是不

断扩大的 , 是伴着女真族由战争状态向和平稳定

状态过渡的过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孔庙在金代

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 即恢复时期、初步发

展时期、大发展时期。

1.恢复时期。天会年间是金代孔庙的恢复

时期。应该说 ,金朝统治者在最初南下时 ,对孔庙

是抱着敌视态度的 , 这种敌视来源于对孔子的敌

视 , 因为孔子有语“夷狄之有君 , 不如诸夏之亡

也” [ 3](《论语·八佾》),这种语言无疑是对女真族统治者

的鄙夷和谩骂 ,不利于金朝统一大业的完成 ,不利

于金朝在宋朝的统治区域确立威信和统治地位 ,

因此金朝统治者对孔子及其祭孔庙宇采取了破坏

的措施 ,金兵所到之处“庙宇与书籍俱为灰烬” ,庙

学“悉为将兵毁折” [ 4] (卷65 , 《创建文庙学校碑》),孔庙遭到了空

前未有的严重破坏。

但是随着金兵南下的日益深入 ,面对礼乐粲

然的中原文物制度 , 金统治者感到 , “天下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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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治” [ 5] (卷162 ,引王绘:《绍兴寅通和录》), 因此 , 越来越重视文

治。在同辽宋长期接触中 ,尤其是金朝出于文书

往来的需要延揽使用了一些辽宋的儒士 ,受他们

影响 ,逐步接受了孔孟思想 ,并感到孔孟之道是统

治如此幅员辽阔的土地的最好方法 , 尤其是在北

宋故地 ,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抛开儒家思想是

没有另路可寻的 , 因此逐渐对儒学和孔庙表示关

注 ,早在天会年间就确立了“尊孔崇儒”的国策。

天会五年(1129年)金将完颜宗尧进驻燕京 ,戎马

未息首建太学 ,修国子监 , 七年兵临曲阜 , 命曲阜

知县“引诣圣庙” , “登杏坛 ,望殿火奠释” [6](卷3), 首

次对孔庙表示了重视和景仰之情。朝廷在天会七

年“诏颁新格 , 具载学宫” [4](卷65 ,《创建文庙学校碑》), 学宫之

设即意味着孔庙在金代建立了起来。

这一时期金朝建立的孔庙多沿用辽朝和宋朝

遗留下来的孔庙。如渔阳宣圣庙是唐时所建 ,天

会年间由太守高预、同知赵子涤、军判梁枢与学生

胡忠厚等“崇修庙貌” , 正殿三间 , 东西之室相

向[4](卷67 ,《渔阳重修宣圣庙碑》)。金灭辽后 , 金人也因用了辽

上京的夫子庙[ 7] (卷117)。金占领燕京之后 ,辽时的孔

庙金也因袭用之。另外 , 由于金朝兵革之事未停 ,

无暇建庙 , 为“不劳于力 ,不费于财” , 也有因袭其

它建筑建孔庙的现象 , 如冀州庙学即利用了原来

的一个“观宇”改作的。“大殿巍然 ,廊庑兼备 , 设

为官学” [ 4](卷65 , 《创建文庙学校碑》);亦有在废墟之上重建者 ,

如赵州庙学 , “初废于靖康之兵 ,天会以来 ,郡中赵

公某始立庙殿” [ 4] (卷30 ,《赵州学记》), 彰德府文庙天会五年

(1127年)毁于战火 , 天会十二年“乃于旧地而经

营之 ,乃购新材而朴斫之 , 浃辰而版筑兴 , 弥月而

堂构毕 ,先圣先师 ,俨然森列” [ 4] (卷65 ,《彰德府创建文庙碑》);亦

有因前代孔庙隳圮而加以修葺者 , 大城县“孔圣旧

庙在焉” ,然“规制太陋 , 瞻视未尊 , 岁月而就圮” ,

天会十二年“缮治而复” [ 4] (卷65 , 《大城县重建庙学碑》)。

然而 , 天会年间正是金朝同宋朝激战正酣之

时 ,“第兵革残荡之余 , 民力有未完 , 日或不暇

给” [4](卷65 ,《创建文庙学校碑》), 由于战事频仍 , 因此 , 这一时

期“儒学之事未遑遍举” [ 5] (卷77 ,毛麾《潞州儒学碑》)。

2.初步发展时期。熙宗至海陵王时期是金

朝孔庙初步发展时期。太宗时金朝完成了对辽、

对宋战争的胜利 , 至熙宗时国家取得了较为安定

的社会局面 ,这种安定的局面为国家发展文教事

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熙宗是一个受儒教影响颇

深的皇帝 , 自小就受到了较为全面的儒家文化思

想的熏陶和教育 , 对孔子颇为尊崇 , 即位之初就

“立孔子庙于上京”。从这时开始 , 在金朝政治中

心京师上京有了孔庙。熙宗还优渥圣裔 ,封孔子

49代孙孔 为承奉郎 , 袭封衍圣公 , 使奉祀孔

子[8](卷105 , 《孔 传》)。熙宗认为“孔子虽无位 , 其道可

尊 ,使万世景仰 , 大凡为善 , 不可不勉” , 皇统元年

二月(1141 年)金熙 宗在 燕京 “ 亲祭 孔子

庙” [ 8] (卷4 ,《熙宗纪》)。通过建孔庙、祭孔等活动 , 熙宗在

女真族中推行儒学 , 全面推行汉化的政策。

完颜亮于皇统九年(1149年)刺杀熙宗继位 ,

史称海陵王 , 继续推行崇儒的政策 , 较之熙宗 ,海

陵王将金朝的汉化政策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

为了更好地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 , 海陵王任用汉

人、契丹人和渤海人。由于海陵王时期已经承平

较久 ,国力增强 ,因此有能力拿出更多的钱来建孔

庙 ,海陵王下令天下州县“许破系省钱 , 修盖文宣

王庙;旧有赡学田产 , 缘兵火没官者 , 许给还

之” [ 4] (卷67 , 《威县建庙学碑》)。

由于熙宗和海陵王的极力推崇 ,孔庙在这一

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 ,发展的标志是 ,这时已不再

简单地修复前代遗留下来的孔庙 , 而是开始有意

识地独自建立孔庙 , 尤期是天眷元年熙宗在首都

金上京会宁府建立孔庙 ,说明金朝从中央到地方

均建立了孔庙 ,开了金朝在首都建立孔庙之先河 ,

以后金朝政治中心每迁于一地即在那里建立孔

庙。贞元元年(1153年)3月 , 海陵王为了更好地

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迁都燕京 , 下诏改燕京为中

都。到燕京之后 , 金朝因袭了辽朝遗留下来的孔

庙作为中央的祭孔庙宇。贞礻右三年(1215年)金

宣宗迁都南京汴梁 , 在会朝门内重建孔庙 ,依礼祭

祀[8](卷35 ,《礼志》)。根据《金文最》碑记记载 ,熙宗海陵

王时期建立的孔庙有:曲沃庙学、博州庙学 、京兆

府府学、威县庙学、太原府学文庙等。而且在天眷

三年 ,曲阜孔庙“历兵凶之后”得到了第一次维修 ,

经过维修 , “上栋下宇 , 右平左 , 焕然一新 ,修廊

广 庑 , 胶 葛 峥 嵘 , 春 秋 ◆◆ 礼 仪 卒

备” [ 4] (卷65 , 《兖州重修宣圣庙碑》)。

然而 ,海陵王是一个好战分子 ,一心想统一中

国 ,因此在其统治后期遽兴伐宋之役 ,由于战争所

累 , “学者多困于征役 ,不暇修习” , 因此 ,有些学舍

孔庙“渐至摧毁” [4](卷1 ,《兴学赋》)。

3.大发展时期。世宗和章宗时期 , 孔丘被抬

高到和宋朝时期相同的地位 , 孔庙因此进入大发

展时期。金世宗是金第五代皇帝 , 在他统治期间

(1161—1189年), 社会稳定 , 经济发展 ,这是世宗

全面发展教育 、推行文治的必要条件和社会基础。

金世宗不兴武事 ,全面推行文治 ,大力尊孔崇儒 ,

修孔丘墓 ,立“宣圣庙碑” 。非常重视教育 ,在位期

间广设学校 ,随着学校教化的推广和普及 ,孔庙有

了较大的 发展。 章宗也是 “性 好儒术” 之

人[9](《章宗皇帝纪》) ,他熟读《尚书》、《孟子》 , 认为是“圣

贤纯全之道” 。世宗和章宗皇帝均多次下诏修建

学校和孔庙。如世宗于大定十六年(1176)“诏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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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设学养士” [ 8] (卷7 ,《世宗纪》), 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

章宗 “ 诏 京、 府、 节 镇、 防 御 州 设 学 养

士” [ 8](卷9 ,《章宗志》), 章宗认为:“夫子立教洙泗之上 ,有

天下者所当取法” [ 4] (卷70 ,《曲阜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 “世宗、章

宗之世 ,儒风丕变 ,庠序日盛。士人由科第而位至

宰辅者接踵。” [ 8] (卷125 , 《文艺传》)由于科举以经书取士 ,

学校以经书为教材 , 所以更加促成了儒学传播和

孔庙的发展。在明昌五年(1194年)十月 ,金章宗

还亲自过问各地孔庙建立情况 , 平章政事守贞告

诉他“诸县见议建立” [8](卷10 ,《章宗纪》)。承安二年(1197

年)二月丁祭日 ,章宗亲临孔庙行释奠礼 ,自为初

献。泰和四年(1204 年)章宗“诏刺史 , 州郡无宣

圣庙学者并增修之” [ 8](卷12 , 《章宗纪》),这一诏令对金代

孔庙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是庙学在

处兴起” [ 4](卷27 , 《郏县文庙创建讲堂记》)。

根据《金文最》的碑文记载 , 世宗章宗时期的

孔庙有 20余处 ,其中新建庙宇有 7处、重建复修

前代庙宇 18处。事实上金朝拥有的孔庙的数量

远远不止于此 , 如山西平遥孔庙未有碑文列入此

书 ,然而现存的孔庙的脊椽下面写有“惟大金大定

三年岁次癸未四月一日辛酉重建”的题记 ,而且平

遥孔庙至今仍然保持金代的式样。金代孔庙绝大

部分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 到章宗时期 ,刺史 、州

以上的学校皆设有孔庙。

对曲阜孔庙 ,章宗曾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维

修 ,面对孔庙“久不加葺 , 且甚隘陋 ,不足以称圣师

之 居 ” 的 局 面 , 决 定 “ 以 大 作 新

之” [ 4](卷70 , 《曲阜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 ,政府投资 76400余千 ,从

明昌二年到明昌五年利用三年的时间对孔庙作了

全面的修缮 ,经过此次修缮 ,曲阜孔庙 , “凡为殿堂

廊庑门亭斋厨黉舍 , 合三百六十余楹 , 位次有序 ,

像设有仪 , 表以杰阁 ,周以崇垣 ,至于幄座栏 盾帘

幌、罘 之属 ,随所宜设 , 莫不严具” ,“制度大备于

历朝” [ 4] (卷70 ,《曲阜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

除了官设官建孔庙而外 ,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

私建孔庙的现象 ,尤其是县一级的孔庙 ,由于经费

精力等原因 ,金朝不能遍设孔庙 ,诏令所及地区仅

限于防御州及其以上的行政地区。在这种情况

下 , 金朝采取了“许士庶自愿建立”的鼓励政

策[4](卷79 ,《肥县建立文宣王庙碑》),如曲周县 , “曲周既下邑 , 不

得兴” ,原因在于“皇朝尊尚儒术 , 诏自防御州而

上 ,设学养士如太学” , 后来在邑中顾氏兄弟赞助

之下才得以兴建 [4] (卷27 ,《曲周县重修学记》)。在政府的鼓励

下 , 一些乡间也开始了孔庙的建立 , 如泰和年间 ,

王备、李格等豪族在潞城东的乡间李庄设立的私

学有殿及绘有弟子像的两庑[ 4] (卷23 ,引《潞城县志》), 是具有

宣圣庙的私学。金代有可能是宣圣庙在农村设立

的开始。

从世宗开始 , 孔庙内的祭孔礼仪和礼乐制度

更加完善。世宗在大定年间命礼官参酌唐代的

《开元礼》制定了非常完备的祭孔的释奠仪数 , 废

除了以前于古礼不合的部分 , 典章文物粲然备

具[8](卷35 ,《礼志》)。

卫绍王时期 , 王若虚在《行唐县重修学记》中

记载 , “国家自承平以来 ,文治猬兴 , 下至僻邑 ,莫

不有庙学以为教” [4] (卷28), 说明金朝统治所及地区

均建立了孔庙。

二 、金代孔庙蓬勃发展的原因

金代孔庙是唐宋孔庙发展的继续 ,是仿唐宋

之制而建。因此 , 具有唐宋时期孔庙的一些共有

特性。然而由于时代的发展和民族的差异 ,金代

孔庙又有许多自己的特点 ,体现了文化发展的延

续性和民族的交融性。

孔庙在金代之所以取得蓬勃发展之势 , 是由

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首先 ,它是金朝“尊孔崇儒”政策的必然结果。

金朝“尊孔崇儒”政策早在天会年间就已基本确立

起来 ,随着金兵南进的深入和社会的日益稳定 ,这

一政策越来越加强。较之宋辽 , 金代的“尊孔崇

儒”有过之而无不及 ,它们对孔子和儒学的尊崇达

到了独尊的程度。金朝对佛 、道二教持排斥的态

度 , 在明昌三年金章宗采纳礼部建议 , 要求僧人、

道士依礼数行事 ,遵守儒教的礼仪。因此儒教在

金代的意识形态领域处于霸主的地位 , 这一地位

直接促成了孔庙在金代的广泛建立和复兴。

其次 ,它是金朝统治者推行汉化所致 ,是金朝

统治者推行汉化的一个措施和步骤。金朝是女真

族建立的政权 ,相对于汉族 ,女真族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发展的诸方面均表现为落后性 , 以完颜氏

为首的女真族在同宋的长期接触中倍感自己民族

的落后。在选择女真族发展方向的问题上 ,他们

寻找到了一条捷径 , 即走汉化之路 ,从太宗以后的

诸皇帝均采取了双面的措施 , 一方面以宋朝为敌 ,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汉族学习。这正如马克思所

说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被统治民族的先进文化

所征服。在向汉族学习的方法上 , 金统治者采取

了多种措施 ,首先任用汉人 ,其次翻译引进儒学经

典。而建立孔庙则是所有这些措施中的最重要的

举措 ,通过建孔庙 ,可以普及文化知识 , 推广儒家

思想 ,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统一思想 ,淳化民风民

俗。因此 , 推广孔庙是金朝汉化政策的一个具体

措施。

第三 ,它是金朝统治者推行文治的一个手段。

金朝凭借武力取得了对中国北部半壁江山的统

治 ,但是占领北中国形成与南宋和平对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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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他们感到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用儒

家思想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是前代取得的成

功范式 ,因此 ,金朝据有北中国之后就采取这种成

功的范式 ,以儒家的思想统治人民 ,以儒家思想钳

制人民的思想。

第四 ,兴学的需要推动了孔庙的发展。金代非

常注重发展教育 ,从中央到地方均以兴学建校为第

一要务。兴学的目的是适应国家对人材的急需和淳

化风俗。“学校之地教化之源” , “治天下者 , 本乎人

才,学校者 , 人才之所自出” , 所以兴学“固不可

缓” [4](卷65 ,《创建文庙学校碑》)。各地的地方官皆效仿汉之文

翁、唐之常兖 , 以开化一方之民智为乐事 ,“下车之

始,未尝不以此为先务” [4](卷28 ,《行唐县重修学记》)。

由于以上诸方面因素综合作用 ,从而从中央

到地方上下一心 ,形成合力 ,因此金代孔庙才有如

此大规模的发展。

三 、孔庙在金代的作用

孔庙在金代的社会生活中作用是巨大的 , 其

作用是通过宣传儒教的作用中体现出来的。孔庙

的建立即意味着儒教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霸主

的地位 ,孔庙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以宗教的

形式把儒学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孔庙是儒教

的载体和倡行机构。而儒教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即

意味着以女真族为主体民族的金朝融入了中华民

族的主流文化之中。金源文化厚重的文化内含中

包含着浓厚的儒家思想成份。

孔庙的设立 ,儒学的受重视 ,使中原儒士有了

施展身手的机会 , 金朝据此延揽了大批汉族人才

为已所用 , 这些人对于推动金朝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孔庙的设立推动了女真族的汉化进程。孔庙是

庙学合一的儒学宣传机构 ,自唐代以来便形成有庙

必有学 ,有学必有孔庙的格局。金代孔庙也继承了

这一传统 ,庙学结合, “设`庙' 主要为了推行儒家的

教化 ,设`学' 是完成了建庙的教化任务” [ 4](pp.123-124)。

孔庙吸收了大量的女真族子女入学 ,学子根据社会

地位的不同入不同等级的庙学。庙学内的学科设置

均仿中原之制 ,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内容。金朝

的统治民族女真族原来以骑猎为主 , “泽俗淳朴 ,民

不知学”。通过庙学的普遍设立 ,女真族迅速开化 ,

造就了一大批女真族的知识分子。

孔庙的设立对于金朝的统一和安定无疑具有

促进作用 ,因为孔庙以儒学为宣传内容 ,尤其倡导

的是封建的纲常礼教 ,它是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石 ,

孔庙以儒教为教义 , 用宗教的方式确立了封建的

统治秩序 , 金朝能够确保在北中国统治长达 100

余年的统治 ,孔庙这种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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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Causes and Functions of the Confucian

Temples in the Jin Dynasty
Yu Xuebin ,Sun Xuekun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Nationalities Museum , Harbin 150001 , China)

Abstract:The Confucian temple , as the publicity battlefield of Confucianism ,has developed further

in Jin Dynasty , experiencing from destruction to instauration and to prosperity.The cause of the develop-

ment is that the Jin rulers worshipped Confucianism and developed its culture and education.Building

Confucian temples was the measure to respect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and to rule the people in cul-

ture.Because of building Confucian temples at large , Confucianism was spread broadly.Because of the

spreading of Confucianism , the Nuzhen Nation completed its process of Hanization , a lot of Han people

were attracted and used by the Jin Dynasty ,which helped the Jin Dynasty to become unified , stable and

ruled by civil means.

Key words:the Confucian temples in the Jin Dynasty;cause;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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