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庙是纪念和祭祀孔子的庙宇
.

孔庙又称
“

文宣王庙
” ,

这是因为店

玄宗开元二十七年 (公元 73 9 年 )封孔于为文宣王而得名
,

明以后孔庙

又有
“

文庙
”

之称
,

则是相对关公
、

击飞等
“

武庙
”
而言的

.

孔子逝世以后
,

他的子孙在其故里 山东曲辜奉故宅为庙
,

将孔子的

衣冠
、

琴
、

车
、

书等按孔子生前日常生活规律摆放
,

以此来祀奉孔子
,

这时

的孔庙还只是家庙性质
.

到汉高祖十二年 (公元前 19 5 年 ) 刘邦过奋以

太牢祀孔子
,

汉恒帝永寿二年 ( 156 年 )
,

香相纬毅以官钱修饰孔庙
,

这

口 陈进 金平 才逐步改变家庙的性质
,

变孔庙为官设的庙堂
.

由于孔子的子孙世代继

承家学
,

并自为师友学习礼乐文化的传统
,

在社会上具有了很大的影响

力
,

因此到魏黄初二年 ( 22 1 年 ) 文帝下诏维修孔庙
,

并在庙 外广建崖

宇
,

招收学生
,

学习礼乐文化
,

由此庙与学相连
,

开创 了因庙建学的模式
.

虽然世逢西晋之乱
,

也曾中断过一段时

间
,

但到宋真宗大中

祥符三年 ( 10 10 年 )

皇帝又 下令准予家

学旧 址
,

重建讲堂
,

延师教授
,

以训孔子

子孙
,

从此孔庙就有

了
“

庙学
”

之名
.

东汉时
,

由于独

年儒术
,

将愉学立为

国学
,

于是孔子遮祀

于学校 ( 所以官办学校也被称之为儒学 )
.

唐贞观四年

( 63 0 年 )朝廷下诏命各州
、

县学皆设孔子庙
,

从此孔庙遥

及全国
,

出现了有学必有庙
,

庙学合一的状况
.

这种以孔

庙作为学校标志的现象
,

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

并延

续千余年
.

杭州府学最早建于何时何地
,

由于历代疏于考证
,

目

前还难于定论
,

但北宋时 ( 10 28 年 )
,

杭州地方官在子城

通越 门外修建孔庙
,

学舍是有史料明确记载的
.

子城
,

五

代时建
,

有南北三门
.

南门即通越 门
,

也就在今馒头山货

运仓库一带
.

杭州作为州治始于隋
,

繁荣于房
.

店贞观时
,

杭州 已跃为 东南名哪
.

因此
,

杭州府学至返也应营

建于
“
贞观之治

“

的年代
.

迄今约一千三百多年的历 史
.

以后府学虽垂经兴度
、

迁彼
,

但终至南宋绍兴元年 ( 1131

年 ) 迁至运 司河下
,

凌家桥西
,

原慈安寺 旧址
,

即今劳动

路杭州碑林
.

其时
,

杭州被报升为南宋皇朝的首府
,

而当

时太学
、

武学
、

宗学等
“

国学
”

尚未设立
,

在这样一种特殊

的情况下
,

杭州府学更显得与众不 同
.

由于杭州府学的特

殊地位和影响
,

使它在绍兴十二年 ( 1142 年 )走向了辉

煌的顶端
,

它被增修为全国最高的学府— 太学
.



备定九年 ( 12 16年 )朝廷准奏属下谕求
,

对杭州府学进行拓

地扩建
.

府学形制初具规模
,

以大成殿为中轴线向南
、

东
、

西三个

方向扩建
,

树软门
.

横星门
、

石梁
,

筑廊虎
、

建厅堂
、

立祠架阁
,

让人

耳目一新
.

浮枯年间
,

为显立恩及对教育的重视
,

宋理宗御书
“

大

成服
” 、 “

养源堂
”

二匾及撰 《道统十三赞》 并刻石
,

均踢于府学
.

浮十一年
,

地方官借立恩御肠又重修扩建 了府学
,

且姗学

康
,

养弟子二百人
.

宋亡
,

入元后
,

至正十二年 ( 1352 年 )
,

地方官征购府学前礼

佛寺基部分土地
,

自府学校星门向南扩地八丈修建府学
,

至正二

十二年 ( 13 62 年 )地方官将礼佛寺基南北二百步
,

东西一百六十

步全部买下
,

重新修建杭州府学
.

经过此次大规模扩建
,

杭州府学

夹地壮丽
,

形制恢宏
,

超过了南宋时太学的规模
,

成为浙江地区教

育的首善之地
.

府学内以 大成股居中
,

西为学斋
,

东为教官署
.

有

服堂
、

斋阁
、

弃舍
、

廊虎
、

神祠
、

辛台
、

票庐等建筑近百 间
,

甚为壮

观
。

明代弘治年间
,

巡按御史吴一贯巡视杭州府学后
,

觉得府学

前的路不够通畅
,

逐下令撅迁民居
,

扩地东西十丈
,

南北三十丈
,

近三千平米
.

至此
,

杭州府学的规模已基本定局
,

在以后的年代里

除了内部整修或增减建筑外
,

外围再无甚大变化
.

其格局为
,

大成

股居中
,

殿内除祀孔子外
,

还祀四配
、

十哲
.

大股两其为东西两虎
,

从祀先贤先孺
,

殿前为落台
,

环以石 栏
,

前设软 门
,

门外左
、

右各为

乡贤祠
、

名 官祠
.

中为浮池
,

上跨石 梁
,

两旁搜以长廊
,

再前为石柱

权星门
,

门之外东为义路
,

西为礼门各三间
,

左右列科 目题名
.

辞

路碑辛
,

辛北为杏坛
,

中为神道
,

树蟀祺题曰
“

滓宫
” .

前直南之西

为魁辛
,

路折而东为三司
、

府县师生诸厅
,

外为文明楼
.

大成殿西

有羊经阁
,

截宋高宗所趁李龙眠圣贤像赞和理家道统赞
.

另有斋

舍
、

明伦堂
、

书籍乐器库
、

神哥
、

宰牲所等
.

大股东北为启圣公祠
,

祠南有神器库
、

甫雍厅
、

宿斋所
、

应魁楼
、

文昌祠
.

大殿后有敬一

辛
.

府学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东至劳动路
,

西至中国美院部

分地块
,

北至涌金饭店部分地块
,

南至青平里一带
.

正德十二年 ( 15 17 年 )
,

原仁和县学所藏南宋太学石经
,

宋高

宗御书圣贤田赞画像刻石等南宋太学故物移至杭州府学
.

像
、

赞

刻石 1 于羊经阁下
,

石 经诸碑等安放校星门北之两偏
.

由于历代

御肠
、

御制
、

盛领
、

经像刻石的不断增多
,

杭州府学的地位更显突

出
,

清代康照到 t 统
,

历代皇帝都为杭州府学颁踢过匾颇
.

把孔庙建在学府里
,

作为国家推索孺学的标志
,

这种形式是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采取重文索儒丈化教育政策的一种手段
.

目的是索儒政策来统治知识分子的思想
,

并利用科举制度培养选

拔统治者需要的人才
,

以巩固皇权
,

维护封建统治
.

杭州府学的学生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扰要祭拜孔子及先贤先

孺
,

每天上课要行礼
,

逢年过节要祭拜
,

遇事要祭拜
,

出差错得在

圣贤面前受罚认错
.

在学生的整个学习时段里
,

把学生强制在一

种处处体现儒家思想在氛围中
,

尤其是每年两次分别于春
、

秋的

祭孔活动
,

最为神圣
、

隆重
.

自明洪武年朝廷下诏命全国通祀孔

子
.

颁布祭孔典礼
“

释莫
”

仪和大成乐起
,

杭州府学的条孔活动更

向着礼制化
、

规范化发展
,

对儒家圣贤的顶膜礼拜同时达到了登

峰造极的地步
.

每逢架孔之日
,

地方官府均视为头等要事
,

兴师动

众
,

亲监府学
.

每次祭孔活动动用礼乐器千余件
,

还有大批的牛
、

羊
、

猪等牲畜和酒
、

稻
、

水果等祭品
,

又有数百人分担礼生
、

乐生
、

舞生
、

匠人
、

夫役等职
.

架祀前二 日所有人员开始吃素
,

打扫卫生
.

采购各种苏香
、

植香
、

郁金香
、

香草等
.

地方官员先行检视礼器
、

乐

器
、

抽查舞乐演练情况
,

察看祭品
,

有关人员全部沐浴后
,

宿于斋

宿所
.

到期了规定的时辰开始陈设祭品
,

点燃庭燎
,

堂虎粗间愚油

烛方灯
,

禅列燎盘染灯
,

到正式祭祀时
,

百官皆穿祭服
,

按官阶依

次祭祀
,

仁和
、

钱特二县的官吏也随从陪祭
,

场 面甚为壮观隆重
.

而杭州府所辖的七县则分别在本学的大成殿内按学仪式行释英

才L
.

辛亥革命后府制被度
,

仁和
、

钱塘两县合为杭县
.

而杭州府学

仍每年进行祭祀活动
.

民国 16 年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度止祀孔
,

但

杭州七坤仍 自行组织孔圣纪念会并在原杭州府学内继续祭孔
.

“

九一八
”

事变后
,

国民政府规定每年孔子诞辰 日由地方政府举

办祭典
,

茶孔活动兴盛不衰
.

“
七

·

七
”

事变后
,

杭州沦陷
,

原仁和
、

钱塘两县学被般
,

府学

惨透劫难
.

府学内大成殿因楠木结构
,

汉奸王五权遂起歹心
,

以整

修为名
,

将楠木全部拆除转悠棺材店谋取幕利
.

为掩人耳目
,

又在

原地建一个用料差也不成格局的大成股
,

当时甘被人戏称为小成

殿
.

所幸孑L庙内原有祭器
、

乐器由孔庙工友吴石琴趁 日军占领杭

州初期未加注意之机秘密埋于地下
,

得以保存
.

杭战胜利后
,

浙江省政府成立 孔庙整理委员会
,

并集中原杭

州府学内所有的古碑加以保存
.

194 7年 2 月 27 日
,

杭州孔庙举行

了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有数百人参加的祀孔大典
.

渐中国成立后
,

杭州府学旧 址陆续被单位
、

居民所用
, “

丈化

大革命
”

期间
,

杭州府学仅遗存大成股一座古建筑
.

197 9年
,

省
、

市政府决定拆迁居 民房
,

全面整修
,

把原杭州府

学建成杭州碑林
,

以保存反映杭州历 史文化的各类刻石
.

杭州碑

林一期工程于 1988 年底竣工
,

总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
.

除完成

大成股整修外
,

还新建法帖廊
、

披廊
、

御碑廊
、

碑辛
、

天文星像馆

等
,

珍截自唐至清代各类碑刻五百余石
,

内容包括 : 帝王御笔
、

地

方史料
、

名家法帖
、

人物画像
、

水利图刻
、

天文星像及儒学
、

宗教
、

墓志等
.

杭州碑林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是杭州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

昔日的孔庙如今不仅已成为杭州的一处文化旅游胜地
,

而且更是杭州的一座融历史
、

科学
、

艺术为一体的
“
石质书序

”

.
(作者单位

:

杭州碑林文保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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