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启年间曲阜知县考

李 济 贤

夭启年间曲阜知县为谁 ?虽非大事
,

但明末清初以来
,

史载多

误
,

现予订正
,

可供留心山东方志者参考
。

明末天启二年五月
,

山东闻香教教徒在徐鸿儒领导下爆发起

义
。

失败后
,

山东巡抚赵彦在 《 东抚为攻徐洪 (鸿 )儒防守阂里记

功碑 ))( 此碑原在孔庙奎文阁前西首 )中谓
: “
天启二年壬戌五月

,

妖贼徐洪 (鸿 )儒作乱
,

陷邹滕
,

攻郡 邑
,

犯曲阜
,

势甚猖撅
。 ”
镇压这

次农民起义的总兵杨肇基在塘报中也说
: “
本镇荷抚按二院

,

会题

督剿
,

随同充东道徐从治
,

于六月初九 日发兵
,

十一 日恢复峰县
,

解

郑城
、

曲阜之 围
。 ”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一六 )这个顽固地 固守

曲阜者是谁呢 ? 谈迁 《 国榷 》 卷八十五
、

王鸿绪《明史稿》本纪十

七皆日
: “
贼攻曲阜

,

知县孔闻礼率民力御
” 。

谷应泰 《 明史纪事本

末》卷七 O 《平徐鸿儒》 中说得更具体
: ,’( 秋七月 )贼会攻 曲阜

,

领

马步万余拥至城下
,

知县孔闻礼率民极力捍御
,

杀贼甚众
。

贼不能

陷
,

旋以援至
,

拔营而去
,

复劫官营
。 ”
可是

,

乾隆《曲阜县志》却说

是孔闻简
,

夏燮 《明通鉴》则说
: “ 当为闻礼之曾孙

” 。

到底谁是谁非

呢 ? 且看一下孔闻礼和孔闻简的历史
:

孔闻礼字知节
,

是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宏绪的次子
,

曾
“
究心天

文律历声音制度等书
” 。

正德元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
,

后又主持子

思书院
,

于嘉靖二十五年病逝 (乾隆《曲阜县志》卷六一 《世家 》 )
。

孔闻简字知敬
,

天启元年授曲阜知县
。 “
二年

,

流寇窃发
,

闻简

缉获贼谍
,

斩以狗
。

贼再攻城
,

皆设法御之
。

,,( 乾隆《曲阜县 志》卷九

一《列传》 )
。

该书卷三九 《 职官 》 中也说
: “
闻简遇妖寇之警

,

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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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防御
,

邑以保全
。 ”

从以上两人的传记可清楚的看出
,

顽固地对抗起义军的是孔

闻简无疑
。

但《明通鉴》的作者夏燮怎么又考证出
“ 当为闻礼之曾

孙
” 呢 ?这是因为夏 氏简单化地采用了历代衍圣公和历代曲阜知县

的辈分推论的结果
。

历代衍圣公是世袭的
,

而曲阜知县从唐宋到

明朝初年曾经也是世袭的
,

由于
“
孔氏族长告知县孔希大不法事

,

诏免其罪
,

始改世袭知县为世职
” , “

救授孔克伸世职知县
” (乾隆

《曲阜县志》卷二十八《通编》 )
。

《孔府档案 》 〔0 0 0 0 七九O 〕之

三《孔氏家谱序跋
·

宗图》 《世职知县》条亦云
:

’

“
明洪武元年

,

废世

袭
,

改世职
。

五十五代孙孔克伸保举入京
,

蒙诏见
,

赋山诗称 旨
,

遂

领旨赴任
,

此世职知县之始也
。 ”
但元年应为八年之误

, 《明太祖实

录》卷一 0 0
,

洪武八年秋七月己未朔条载
: “ 以孔克伸为曲阜知

县
” 。

知县即改为世职
,

其人选要由现任的衍圣公来
“
保举一个

,

送

部选授
” ,

然后
,

才
“
颁救赴任

” (乾隆《曲阜县志》卷二六《通编》 )
。

到嘉靖时虽然一度想取消曲阜世职知县
,

但经过争论
,

还是
“ 世职

如故
”

(朱国核《涌幢小品》卷十六 )
。

由世袭知县改为世职知县在

辈分上便参差不齐了
,

有的一个辈分可以有好几任
。

如从正德元年

到崇祯十七年的十五任曲阜知县中
, “
承

”
字辈的就有五任

, “ 公 ”

字辈三任
, “ 弘”

字辈三任
, “
贞

”
字辈三任

, “
闻

”
字辈一任

。

甚至

辈分长的可以在辈分低的之后继任
。

所以到天启时曲阜知县非但

不是
“
当为闻礼之曾孙

” ,

而是闻礼的同辈孔闻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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