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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代孔庙祀典的升降

! 赵克生

在儒家政治背景下，孔庙祀典作为学术与道统的象征，它操纵于国家，充当了润饰政治和教化臣民的精

神工具。明代孔庙祀典承继了历史的积淀，洪武以后孔庙祀典不断上升，目的是借孔子之道厉行“教化”。嘉靖

九年，明世宗缘于“大礼议”之际士儒以“道统”对抗君权，屡次反对礼制改革，故而世宗通过降杀孔庙祀典，打

击士气，显现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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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生（(/-.—），男，安徽舒城人，历史学博士，皖西学院副教授，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天津

0))).(）

关于孔庙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台湾学者陶希

圣、高明士、黄进兴和大陆学者胡务等人著作 ! ( "，特别是

黄进兴先生《道统与政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孔庙改制

论皇权与祭祀礼仪》一文专论明代孔庙祀典，给本文不

少启发。本文将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勾勒出明代

孔庙祀典的变化轨迹，并对黄进兴等人关于明代孔庙研

究中存在的问题作某些补充和修正，如明洪武初不通祀

孔子的原因分析，嘉靖初庙学为何遍立敬一亭等。

一、明代以前孔庙祀典的基本概况

孔庙祀典基本定型于唐朝，以后在此基础之上时有

变动，其中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孔庙祀典的彰显。牟宗三先生曾从儒学演变的

角度揭示了这一现象，他说：“宋以前是周孔并称，宋以

后是孔孟并称。周孔并称，孔子只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之骥尾。对后者（孔子）言，只是传经之媒介，此只是从外

部看孔子，孔子并未得其应得之地位⋯⋯但孔孟并称，

则是以孔子为教主，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始正式被认

识。”! $ " 就祀典而言，同样如此，唐开元二十七年（.0/
年），追谥先圣孔子为“文宣王”，王者冕服，南面而坐，十

哲东西侍列，孔子祀典升为中祀。

宋朝文治特盛，孔子祀典又视前朝有加。真宗加谥

元圣文宣王 （不久改为至圣文宣王），徽宗崇宁三年

（(()% 年）孔子用天子冕，增为十二旒。

元大德十一年（(0). 年）再加封：“先孔子而圣者，非

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

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可加号大成至

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 0 "名号加大成，祭祀仪

物由少牢（羊）升格为太牢（牛）。

随着历史的演进，孔子地位不断提高，孔庙祀典不

断彰显。其中原因为明宪宗一语道破，他说：“自孔子后，

有天下者无虑十余代，其君虽有贤愚之不同，孰不赖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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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道以为治？其尊崇之礼愈久而愈彰，愈远而愈盛”!" #

（二）庙、学相依格局的形成。贞观四年（$%& 年），诏

令州郡学皆立孔子庙，孔庙由阙里、国学而遍及天下。

古者入学，则释奠于先圣先师，明圣贤当祠之于学

也。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

矣。 ! ’ #

不过，有学者提出，唐宋时庙、学分离的情况很普

遍，一直到元朝，学宫与孔庙进一步结合，相互表里，“由

学尊庙，因庙表学”。孔庙与学宫的位置一般为，前庙后

学，或左庙右学，以示尊崇。 ! $ # 从此庙、学相依，成为制

度。在庙学时代，其校园是由教学与祭祀两个空间构成，

从事教育者除被要求做经师外，更重要的还要做人师，

其典范就在庙堂。 ! ( # 孔孟之道的传授也是双途并用：经

书的学习和祭礼的强化。孔庙祀典成为儒学体系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二者相为表里。

学者必释奠于先师⋯示敬道也。其学有庙又如此，

盖明有礼乐、幽有鬼神，用礼乐以教士于昭昭之际，而必

致敬于冥冥之中，非独以报始教者之功德，实所以定入

学者之心志也。 ! ) #

庙以尊圣贤，政教之所由出了也；学以养士子，政教

之所由行也。入圣贤之庙，见圣贤之像则肃然起敬，而有

愿学之心。 ! & #

贞观以降，天下学校、孔庙都是由朝廷自上至下推动而

建立的，各地孔庙则入国家系统，成为官庙的一环。!*+ #既

为官庙，其祀典便由国家举行，贞观二十一年（$"$ 年）定

孔庙祀典：国学，天子视学亲为释奠外另将遣官行礼；州

县以守令主祭。历代孔庙配享、从祀诸儒的遴选都是出

自朝臣之廷议，决诸皇帝之钦定。

可以说，孔庙祭祀操纵于国家，其目的在于厉行“教

化”。祀孔表明，国家厉行教化的根本内涵就是孔子之

道，它由孔孟以至程朱，一脉相承，追求“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理想化的礼制秩序。礼义的差序格局对应了现

实政治中的等级秩序，它突出“君尊臣卑”，从而使皇帝

“知为皇帝之贵”，使群臣、百姓各有等差，在等级秩序中

各安其份，由此便可以形成有序的社会。这样的政治观

念一旦形成，就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历代统治者以礼乐

为治的根本原因莫过于此。孔子之教因而也被称作“礼

教”，崇祀孔子，也就是推崇“礼教”。正如明人徐程所说

“⋯⋯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

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

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 ** #

（三）孔庙的道统象征。王夫之说：“天子之位也，是

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 # 而治统一词又通常

与政统或君统互用。道统一词也与学统互用。“圣人之

教”就是儒家道统，亦为孔孟之学统。

道统之说首倡于唐代韩愈。他在《原道》一文里，首

先提出一个圣人传道的统绪，以是传之舜，舜以传之禹，

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

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死，不得其传。至宋，理学兴

起，理学家为了论证自己学说是承接圣人传道统绪的儒

学正宗，大力提倡道统之说。程颐是首倡此说的理学家，

他称其兄程颢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

圣人之道得程颢而后明，认为程颢是孔、孟之后承接圣

人之道的道统继承人。朱熹编《伊洛渊源录》把道统论引

进了理学史研究的领域，为确立理学的正统地位提供了

理论依据，明人黄仲韶在《伊洛渊源录新增序》里说：“故

朱子著《伊洛渊源录》一编⋯⋯所以著明其上承孔孟之

统，下启关、闽之传。”! *, #孔庙道统谱系是由孔子及配享、

从祀孔庙的历代诸儒来体现。

儒家道统有依赖政治（政统）的一面，同时也有相对

独立的一面。道统的独立性使之对政治构成了一种制

约。“仁义礼乐”是儒家之道，政治对儒道的汲取是为了

建立有序社会，实现专制统治。权力得到儒道的粉饰，使

现实中的王（皇帝）得以圣化，因而可以标榜自己的统治

继承了传统的“先王之治”。在“政治合法性来源于历代

相传的神圣法则”的古代中国，儒道成为维护统治合法

性的信仰基础。! *" #这决定了政统总要向道统切近。不可

忽视的是，作为社会控制机制的儒道犹如一把双刃剑。

它在确定君臣、父子各得其位，可能保证社会稳定的同

时，也要求君像理想之君，父像理想之父。以君王而论，

理想之君就是“圣王”，他不仅取得王位，还应该通过修

身体现“仁义礼智信”等德性，循圣人之道而为治。于此，

担当“道统”的儒士自觉与王者可以比肩了。孟子曾言：

“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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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 ) 所谓道尊于势，即如孟子

之言。后世儒士无疑继承了先儒“为王者师”的传统，明

儒吴沈说：

“若夫子则不得君而为师者也。师也者，君之所不得

而为臣者也。故曰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 )

吴氏之语透露了后世儒士的“以道自尊”，孔庙作为

道统的制度化，必然为他们“以道自尊”提供不竭的心

力，成为他们规范君权、使政治理性化的精神支柱。

二、明代嘉靖以前孔子祀典的不断上升

明初孔子祀典沿用宋元之制。先师孔子称大成至圣

文宣王；以颜回，孟子，曾子、子思配享先师；“从祀名儒”

仍宋元之旧。& ’* ) 洪武元年，刚刚做了皇帝的朱元璋就依

照先朝祀孔惯例，诏以太牢于国学祀先师孔子，仍遣使

谒曲阜致祭。

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

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

以行先圣之道。今既奠国学，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

敬之。 &’+ )

朱元璋的祀孔具有象征性。通过祀孔、尊孔，朱元璋规定

了帝国的政治文化取向，他明确指出“明教化，以行先圣

之道”，即以孔子之道教化臣民，确立了礼义教化的指导

思想与理论观念。& ’, )早在丙申（’-(% 年）五月，朱元璋就

曾说“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 )以后又不断强调，“孔

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后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

常以正，彝伦攸序，其功参于天地。”& !’ )

以孔子为师而行先圣之道，在元明易代、人心未附

之际，还表达了“恢复中华”的政治理念，同政治上的“攘

夷复夏”相呼应。儒学以伦理分善恶，区别君子与小人；

以礼教分人禽，区别华夏与夷狄。洪武二年（’-%, 年）十

月，朱元璋说：“学校之教，至元其敝极矣。使先王衣冠礼

乐之教，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教名

存实亡⋯⋯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

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

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

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急行之。”&!! )孔

子之道区别了华夏与夷狄，因而具有了提高政治认同

感，巩固明朝统治的作用。

无论是恢复礼义秩序，还是提高政治认同、巩固统

治，礼义教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礼、法之间，朱元璋以

礼义教化为先，洪武四年（’-*’ 年）六月太祖退朝御东

阁，从容与群臣论及礼乐之事，太祖曰：“教化必本诸礼

义，政刑岂宜先之？敬徒急于近效，而严其禁令，是欲澄

波而反汩之也。”又说：“本于心者，道德仁义，其用无穷；

由乎法者，权谋术数，其用有时而穷。”& !- ) 礼义能格心之

非，促使道德的内化，比法律能更持久、有效地维持统

治。

厉行教化，使孔子之道“落地生根”，深入人心，得到

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必须有赖经书典籍、学校的传

播。为此，洪武二年十月，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据统计，

洪武时所重建、创建的学校达一千多所，其中新建学校

主要分布在北方及西南边疆地区。&!# )因为西南地区长期

以来声教不及，而北方战乱频繁，元人统治的时间较长，

染胡俗较深。为解决北方师资和书籍，洪武八年（’-*(
年）选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给廪食、赐衣服分

教北方；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二次颁《四书》、《五经》

等儒家经典于北方。从“得土得人”的政治角度看，北方

理应作为教化的重点，以便让孔孟“礼教”发挥一种“文

化水泥”的作用，来抹平南北的差异、夷夏的区别，巩固

从分裂、战乱中建立的明政权。

尊崇孔子与厉行教化的内在关联，使朱元璋对孔子

祀典也倍加注意。洪武三年（’-*" 年）诏定岳镇海渎城隍

诸神号，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

称其神；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名号，后世谥

美之称皆革去。但孔子封爵仍旧，“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

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

有封爵宜仍其旧”&!( ) 洪武四年定祭祀仪物，改初制笾豆

之八为十，牲易以熟，用乐舞生一百一十八人，供释奠崇

师之用。 & !% )

洪武十五年（’-+! 年）前，天下还未通祀孔子，这在

当时引起了宋濂、钱唐、徐程等人反对或议论。钱唐，字

惟明，象山人，博学敦行。洪武元年，举明经，对策称旨，

特授刑部尚书。二年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

不必通祀。钱唐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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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

亦疏言：“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

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

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

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

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

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

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 "# $

朱元璋不通祀孔子的具体原因，史乏明言，后人也

有臆测。! "% $但揆诸当时形势，本文认为主要是庙学时代，

依学立庙，历经长期战乱，天下学校严重废毁，庙亦不

存，故一时难以通祀。经过十几年的建设，情况大有好转

之后，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便下令天下通祀孔子，赐学

粮，增师生廪膳。太祖对礼部尚书刘仲质说：“⋯⋯今天

下郡县庙学并建，而报祀之礼，止行京师，岂非阙典& 卿

与儒臣其定释奠礼仪，颁之天下学校，令以每岁春秋仲

月通祀孔子。”! "’ $ 洪武十七年（()%* 年），又定有司释菜

仪，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释菜礼，郡县长以下诣学行

香。二十六年（()’) 年），颁大成乐于天下。

洪武以后的继统诸君仍然尊崇孔子有加。永乐四年

（(*+, 年），明成祖躬诣太学释奠先师，绍继洪武仪注：服

皮弁，行四拜礼。 ! )+ $ 洪熙元年（(*"- 年），仁宗赐奉承先

师之祀的衍圣公一品金织衣（衍圣公是二品）并说“朝廷

用孔子之道治家国天下⋯⋯其赐之，用称朕崇儒之意。”

! )( $ 成化十二年（(*#, 年），国子监祭酒周洪谟奏：“圣朝

因（宋元之旧制）则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礼，佾舞乃用诸

侯之乐。以礼论乐则乐不备，以乐论礼则礼为僭。乞敕廷

臣计议，增笾豆为十二、佾数为八，则佾舞与冕服相称。

礼明乐备，可以格圣灵，厚风化，补前代缺略之典，备圣

朝尊崇之制。”宪宗以尊崇孔子乃国朝盛典，宜从所言，

其笾豆佾舞俱如数增用，仍通行天下遵此制。 !)" $ 四年后

又定，天下学校孔子庙庭所在，凡遇门者下马。 ! )) $ 至此，

孔子祀典不仅遵用前朝的天子冕服之制，乐舞、祭物也

升用天子之仪，孔子的王者形象更加丰满。

三、嘉靖九年世宗对孔子祀典的降杀

嘉靖九年，大学士张璁根据明世宗旨意拟出的孔子

祀典改制提案交礼部，会内阁、詹事府、翰林院诸臣议

正：

“人以圣人为至，圣人以孔子为至。宋真宗称孔子为

至圣，其意已备。今宜于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去其

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

门。其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

子。十哲以下凡及门弟子，皆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

皆称先儒某子，不复称公侯伯。遵圣祖首定南京国子监

规制，制木为神主，仍拟大小尺寸，著为定式。其塑像即

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国初旧制，十笾十豆。天下各学，八

笾八豆。乐舞止六佾。”! )* $

诸臣所议本于张璁，世宗准议而行，随成定制。嘉靖

九年之制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变动：

（一）谥号有变。孔子只称至圣先师孔子，去其王号

及大成、文宣之称。

（二）大成殿改称孔子庙。所谓“学必有庙以祀孔子

⋯⋯孔子尊视王者，衮冕南向，故庙制有四柱，屋扁曰大

成殿”! )- $既不称文宣王，也就改殿为庙。

（三）毁塑像，用木主，去章服。明代用木主起于洪武

十五年，但此后塑像渐复。既塑像就得有章服，故明朝依

宋元旧制，用天子冕服。嘉靖用木主，故去章服，同去王

号一致。且木主较洪武之制有降杀。洪武定大成文宣王

木主，长三尺三寸五分，连上云、下座，共五尺二寸；阔七

寸，连左右云，共一尺一寸五分。嘉靖九年改制，定至圣

先师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阔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

长七寸，厚三寸四分。!), $四配、十哲、先贤、先儒之木主俱

如是。

（四）减祀仪。宪宗用周宏谟之议，由明初“乐舞六

佾，笾豆各十”增为“乐舞八佾，笾豆各十二”，世宗对此

甚为不满，竟然指责其皇祖考“上拟事天之礼，略无忌

焉。孔子设或在今，肯安享之乎？”因而降为“十笾十豆。

天下各学，八笾八豆。乐舞止六佾。”! )# $

世宗对孔子祀典的降杀是以孔子是周臣、不当僭称

王号为理由，改革祀典是为正名循实。事实果如其言？世

宗《正祀典申说》有一段话或能说明问题：“（唐）元宗封

谥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与之齐也。特一王号，

犹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宋徽宗荐十二章

试论明代孔庙祀典的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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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设此以尊崇耳，况以诸侯

王而荐天子之服章，诬之甚也。”& ’( )世宗对先代帝王尊宗

孔子之礼的剖析，透视出世宗对孔子祀典改制政治意义

的思考。这让人不得不追问：世宗本人更改孔子祀典，其

用意何在呢？其中十三道御史黎贯等人诘问的最为有

力：

“至于孔子则疑其王号为僭而欲去之，昔太王、王季

未尝王也，周公、成、文、武之德追而王之，天下未常以为

僭。我圣祖登极之初即进尊德祖、懿祖、熙祖、仁祖为皇

帝，是亦周公推本之意，而不以位论也。至于臣子有大勋

劳如魏公徐达等身殁之后，进爵为王，亦或追封及其祖、

考，是皆生未有王号，没而追之也。”

世宗于此处读出了黎贯等的机锋所在，“（黎）贯等意谓

朕何等君也，追尊皇考而为皇帝号，孔子岂不可，本意如

此，乃以太祖追尊加四代为言，奸巧恶逆甚矣，”理屈词

穷之际世宗乃用故套，以势取胜，他说：

“君父有兼师之道，师决不可拟君父之名。孔子本臣

于周，与太公望无异。所传之道，本羲、农之传，但赖大明

之耳，否则不必言祖述尧舜。”&’* )

世宗由此托出了文庙改制的底蕴，以君统来压制师之道

统。当时已有人指出，世宗以位而凌先师，使自己君师兼

任，理、势合一。明人沈德符说“孔庙易像为主，易王为

师，尚为有说。至改八佾为六，笾豆尽减，盖上（世宗）素

不乐师道与君并尊。”& #" )

世宗与儒士争道统，是源于“大礼议”的影响。世宗

以藩王入主大统，对其逝父亲兴献王追加皇帝之礼，为

的是通过礼制重塑帝系正统，变小宗为大宗，为自己继

承皇位的天然合法性作论证。此举遭到杨廷和、毛澄、杨

慎等大臣的批评和抵制，他们在批评世宗礼制改革时常

常援引先贤先儒之言，贬黜、流徙之际士气高涨。《明史》

谓“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批鳞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

& #+ ) 这使世宗看到儒臣“列道而议”背后的底气所在，即千

百年来儒士们用心力构筑的孔孟、程朱相传之道统提供

了他们不竭的勇气。世宗说：“⋯⋯孔子称王咸谓可者，

徇私意耳。借之以制压君于上，威服人于下，虽曰尊孔

子，实是自尊也。”& #! ) 为了打压士气，世宗采取了釜底抽

薪的办法，降杀孔庙祀礼。使孔庙体现的道统屈服于君

统之下，宣称君统才是道统所在，君可以兼任师，而师不

可僭君。

世宗在“破”之时还有“立”，其一是圣师之祭。嘉靖

九年初，祭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汤、文、武、周公、

孔子十一位。其中九圣南向，左先圣周公、右先师孔子东

西向。每岁春秋开讲前一日，皇帝服皮弁拜跪，行释奠

礼，祭于文华殿东室。十六年世宗移祀于永明殿后行礼

如初，其后遣官代祭，隆庆初仍于文华殿东室行礼。&#’ )天

子之学，所习二帝、三皇、文、武之道，道统以伏羲为宗，

孔子只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骥尾。以牟宗三先生的理

论，嘉靖皇帝把孔子附于道统之末，对孔子来言，只是传

经之媒介，是以王者为中心，从外部看孔子。世宗为此，

显然是要把君统置于道统之上，体现的还是君可兼师的

政治理念。

其二是立“敬一亭”。敬一亭得名于世宗御制的《敬

一箴》，其曰：

人有此心，万理咸具。体而行之，惟德是据。敬焉一

焉，所当先务。匪一弗纯，匪敬弗聚。元后奉天，长此万

夫。发政施仁，斯保鸿图。敬怠纯驳，应验顿殊。征诸夫

人，如鼓答桴。朕荷天眷，为民之主。德或不类，以为大

惧。惟敬惟一，执之甚固。畏天勤民，不遑宁处。日敬维

何？怠荒必除。效则恭诚，庙严孝趋。肃于明廷，慎于闲

居。省躬察咎，儆戒无虞。日一维何？纯乎天理。弗叁以

三，弗贰以二。行顾其言，终如其始。静虚无欲，日新不

已。圣贤法言，备见诸经。我其究之，择善必精。左右辅

弼，贵于忠贞。我其任之，鉴别必明。斯之谓一，斯之谓

敬。君德既修，万邦则正。天亲民怀，永延厥庆。光前垂

后，绵衍蕃盛。咨尔诸候，卿与大夫，以至士庶，一遵斯

谟。主敬协一，罔敢或渝。以保禄位，以完其躯。古有磐

铭，目接心警。汤敬日跻，一德受命。朕为斯箴，拳拳希

圣。庶几汤孙，底于嘉靖。

世宗对“敬一”作了解释。他说，“夫敬者，存其心而

不忽之谓也。元后敬，则不失天下；诸侯敬，则不失其身

⋯⋯一者，纯乎理而无杂之谓也。伊尹曰，德惟一，动罔

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 ## )从其意思看，敬一乃由程朱

“持敬”之学寻绎而出，世宗认为帝王以至士庶都要惟敬

惟一，修身培德，行纯王之道，可以致太平之治，亦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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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而外王”的道理。

《敬一箴》作于嘉靖五年（!"#$）十月，世宗同时还注

解了宋儒范浚“心箴”和程颐视、听、言、动四箴，颁赐大

学士费宏等。总体上说，《敬一箴》及《五箴注》是世宗读

书有得而作，本无神秘伟大之处。但在费宏、张璁等人的

阐释下具有了政治意义。按张璁的解释，范浚心箴与程

氏四箴成为一体，范浚心箴举其纲，程氏四箴列其目。明

世宗所著敬一箴，及注以上五箴，都是发明心学，“非特

尧舜之治见于天下，而尧舜心法之秘、道统之传固有在

矣。”% &" ’因此，敕工部于翰林院盖亭竖立，以垂永久。仍敕

礼部通行两京国学并所在提学官等摹刻于府、州、县学，

使天下人士服膺圣训，有所兴起。 % &$ ’ 于是两京国学、府、

州、县学陆续兴建敬一亭。

《敬一箴》及其五箴注成了尧舜心法之秘传，成了道

统之所在，那么天下学校所立敬一亭也就成为道统的象

征。随后的孔庙改制就是在敬一亭的逼视下进行的。在

时间上，敬一亭之建虽稍早于孔庙改制，但各地建亭和

孔庙改制基本是相辅而行，敬一亭之建改变了庙学空

间，它同孔庙形成对峙和抗衡。世宗通过立敬一亭来重

建道统象征，从而否定儒士构建的道统，对孔庙祀典的

降杀就是要突出敬一亭的道统象征地位。于此，我们看

到了权力对孔庙祭祀象征性的操纵。

综上所论，嘉靖朝可以看作明代孔庙祀典升降的分

界线，明后期实行的就是嘉靖新礼，孔庙祀典的再次抬

升是在明清易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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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这一思想此后又有所表现，如嘉靖二十六年三

月，策试天下贡士，世宗制策有：“人君受天之命而主天

下，任君师治教之责。是故，道统属之有不得而辞焉者。”

对于道统谱系，儒者有自己的安排。韩愈在《原道》

中曾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传，至孟轲而止。孟子

则以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

宜生之为臣，各有闻知、见知之殊。

世宗不满韩愈“各有闻知、见知之殊”的说法，“果若

是般，与其讲求著述之功果可与行道者并欤，抑门人尊

尚师说，递相称谓而忘其僭。”又说：“唐宋而下虽不能比

隆唐虞三代之盛，其间英君谊辟，抚世宰物而德泽加于

四海、功烈著诸天地者，不可概少，果尽不可以当大君道

统之传。”世宗遂列出明太祖、成祖，列圣相承至于世宗

本人，也是远绍二帝三皇大道之统（见 $ 明世宗实录卷

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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