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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无恙，多来往，共江南”。

12月起，长三角四大晚报联手与

读者定下“寻宋”之约。钱江晚报

以记者探访、专家钩沉、视频讲述

等方式，徐徐拼接出长三角寻宋

之旅的长卷。

初冬，衢州老城区新桥街上，

孔子文化公园内，一尊高约9米、

重13吨的孔子青铜巨像伫立。

南宋建炎初年（1128 年），

孔子第四十八世嫡长孙、衍圣公

孔端友决定率族人扈跸（随侍皇

帝出行）南渡，此后再未回曲阜。

而以衢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则

因为南宋初期孔氏大宗为首的大

迁徙，与儒家结下不解之缘。

孔庙里的南宋文化印记，是

浙江的文化瑰宝。跟随衢州南孔

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占剑，钱报

记者带大家探寻衢州孔氏南宗家

庙的南宋文化根源。

在衢州孔庙探寻南宋文化根源
本报记者 杨希林本报记者 杨希林

南孔和北孔都是正宗。据《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志》记载：

建炎二年（1128年），金兵大举南下，宋高宗赵构与君臣仓皇

南奔。孔子第四十八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护奉孔子夫妇

楷木圣像、“先圣遗像”等镇庙之宝，率近支族人扈跸南渡。

因孔氏族人助力南宋赢取了文化正朔，巩固了政权，次年，高

宗定都临安，赐孔端友庙宅于衢州，也就是“孔氏南宗”。

孔氏南宗并非没有过还乡的机会。元世祖忽必烈统一

中国后，令孔子第五十三世嫡长孙、衍圣公孔洙带着爵位，

北迁回曲阜奉祀。但孔洙因宋亡不仕，德让爵位于曲阜孔

氏旁支族弟。

如今的孔府，是 1998 年专家在考古发掘遗址的基础

上，在原地依照原来的规制复建的。与孔府一墙之隔的家

庙，建成于明朝正德十六年，距今正好是五百周年。1998

年，衢州市人民政府修葺家庙并复建了家庙西轴线上的五

支祠、袭封祠、六代公爵祠，以及孔府、花园，于2000年5月

竣工。2008年，东轴线的建筑物全部修复，依次是家塾、恩

官祠、启圣祠、圣泽楼。

孔府大堂高悬的匾额上，“泗淛同源”四个字有讲究。

“泗”指曲阜“泗水”，孔子墓就在泗水河北岸；“淛”是“浙”的

古体字。短短四字，象征南北同源。

时移世易，衢州孔庙的建制仍一直按南渡家庙的规

制。孔府的“思鲁阁”表达着后人强烈的思乡之情。

自南宋开启的“南孔家庙”自南宋开启的“南孔家庙”

行走在孔庙建筑间，不时能寻觅到孔氏南宗崇学重教、

诗礼传家的踪迹。孔氏南宗在衢州安顿下来后，族长孔传

就在衢州创办私学。南宋时，衢州的书院数量位居全国前

列。

在南宋 22 所著名书院中，衢州有两所：柯山书院和清

献书院。其中，孔子第五十世孙孔元龙、第五十三世孙孔演

就曾担任柯山书院的山长（书院的主持人）。据南孔文化研

究专家徐寿昌先生的研究，在浙江东阳、江苏靖江、福建同

安等地，孔氏南宗族人创立的书院还有 8 所。杭州的万松

书院，在明弘治十一年（1498 年）创立后，还曾聘请孔氏南

宗后裔在此管理、主持书院祭祀诸事，长达450多年。乾隆

皇帝 6 次下江南，写了 6 首关于万松书院的诗。其中有一

首写道：“气助湖山钟远秀，道尊孔孟有真源。”“真源”就是

指孔氏南宗。

“南宗族学最大的特点和贡献是使广大平民弟子获得

受教育的机会。”研究南孔文化多年的衢州学院孔氏南宗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吴锡标教授在接受浙江日报采访时分析，

因为失去爵位，孔氏南宗从庙堂走向民间，也促进了衢州近

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孔氏南宗崇尚伦理、诗书传家的教育

教化理念也在客观上助推了衢州乃至东南地区书院及书塾

的发展，并使区域人文环境得以优化，从而源源不断地涌现

出文化大家。

直到如今，自南宋遗留下来的儒家好学之风，已成为衢

州一方的文化基因。南孔书屋遍布衢州全域，南孔文化更

成为凝聚当代衢州中小学生家国情怀的精神纽带之一。每

年，当地都会举办少儿读经班、开蒙典礼、儒学校园剧等一

系列儒学文化活动。走进衢州一所学校，你或许能看到孔

子汉白玉雕像、笃志楼、思齐楼、闻道石等蕴含儒家风韵的

建筑；行走于衢州的街巷阡陌，随处可见的“南孔圣地，衢州

有礼”宣传标语，以漫画、公仔等形式出现在大街小巷中的

卡通人物“南孔爷爷”等，都在向人们传递着这座城市最引

以为豪的文化符号。

流传千年的“南孔私学”

从南宋至今已近千余年。有心人来到南孔家庙，如何

寻觅南宋留下来的南孔儒家文化？

“在漫长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孔氏南宗一直奉行并实践

着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创新精神。所以，孔氏南宗的教育

思想和儒学演进与历史轨迹相吻合。”占剑告诉记者。

2004年，孔子第七十五世嫡长孙孔祥楷恢复了一度中

断的孔氏南宗祭孔大典，首次提出“当代人祭孔”的理念，正

是孔氏南宗家族的又一次大胆革新。在衢州南孔文化发展

中心保存的视频资料里，市民游客还能看到，在孔祥楷的策

划设计下，南孔祭奠简化为“礼启、祭礼、颂礼、礼成”4个篇

章。钢琴被搬到孔庙大成殿前，“供太牢”（猪牛羊三牲）被

“献五谷”代替，参祭人穿当代正装，行鞠躬礼。

与时俱进的祭孔大典，赢得了更多人的认可。2011

年，定位“当代人祭祀孔子”的“南孔祭典”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还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愿意走近“南孔”，

分享儒学。

2018年，衢州发布的“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城市品牌，

吸引了社会关注。自南宋流传下来的南孔文化，也将通过

“衢州有礼”、设立在衢州的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儒学文

化体验中心等，传播向全国以及世界。

与时俱进的“南孔文化”与时俱进的“南孔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