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教儒學教育考察、交流及學習計劃

孔教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及教育思想的核心，影響深遠。我們一行三十多名教院師生有幸在2009年

6月獲贊助去到孔子故鄉——山東省曲阜縣，開展「訪孔尋源」之旅，進行實地考察及交流，以親身

體驗中國傳統文化。

相傳，孔子死後，其弟子將他葬於魯城北泗水之上，當時為「墓

而不墳」。到了秦漢時代，後人才將之築高。據司馬遷《史記》，

孔林當時規模亦不過百餘畝。後來，經歷朝重修擴建，才發展至

今日規模。現時孔林佔地二百萬平方米，林內有各種樹木四萬餘

株，4000餘塊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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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於宋代始建時

為三層台基，而金代

則於台上建亭。四面

懸山，十字結脊，黃

瓦朱欄，從四面觀看

亦呈一致形狀。

資料來源：

[金]孔元措撰 (1989)：《孔氏祖庭廣記》，濟南：山東友誼書社。

資料來源：

[清]高晉輯 (1987)：《欽定南巡盛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孔府建築群以千南北為中軸線，三路佈局，九進院落、左右對稱。

● 現存孔府以明代一品官員府第形式建造，採用前堂后寢的傳統格局。

● 曲阜孔府東西寬為300米，南北長417米，佔地約12萬平方米。

● 現存樓房廳堂480餘間。

孔氏一族乃中國歷史上的著名望族，而他們所居的府第座落於曲阜，稱為孔府，乃孔子嫡系長孫及歷

代衍聖公居住和辦公的府第，世代相襲，屬「襲封宅」。

這裡就是孔府大門。正上方掛有「聖

府」牌匾，門前的兩旁有一副對聯「與國

咸休安富尊榮公府第，同天並老文章道

德聖人家」，乃出自清代才子紀曉嵐手

筆，反映了「天下第一家」孔府在歷史上

顯赫的地位。

大門之後設二門及重光門，重光門上

懸有「恩賜重光」的匾額。該門平日緊

閉，只有皇帝駕臨、恭迎聖旨或重大喜

慶及祭祀活動時才隨禮炮而開啟，又

稱「儀門」。

這裡就是衍聖公日常辦公的地方。此處

是大堂，乃作審理案件之用。大堂後為

二堂及三堂。按會見官員的官秩及事務

重要性，衍聖公會決定使用哪個場地工

作。

前上房為孔府主人會見親友，接待近支

族人，舉行家庭宴會及婚喪儀式的主要

內廳。前上房共有七間。

前堂樓為孔府內宅的主樓，乃衍聖公的

住所，屬七間兩層樓閣，走廊、室內均繪

有松柏、仙鶴，寓意「松鶴延年」。

慈禧太后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御賜

「壽」字碑予衍聖公孔令貽之母彭氏，以

恭賀彭氏的壽辰，現存放於孔府之內。

御賜的「壽」碑不但象徵了賀壽之意，同

時亦體現了孔氏家族在封建社會的顯赫

地位和皇室對其的重視。



● 孟廟又稱「亞聖廟」，位於山東省鄒城以南。

● 孟廟由五進院落組成，中心建築為「亞聖殿」，貫穿於一條南北中軸線上，左右對稱。

● 孟廟南北長458.5米，東西寬95米，整體佔地約4.36萬平方米。

● 孟廟有殿宇64座、碑亭2座、木坊4座，以及石坊1座。

欞星門為孟廟第一座木質牌

坊，建於清康熙年間。欞星門的

左右兩旁建有「繼往聖」及「開

來學」兩木坊，以表揚孟子對儒

家學說有「承先啟後，繼往開

來」之貢獻。

欞星門後，乃亞聖廟石坊，建於

明萬曆初年間，石質結構，四柱

三間。

亞聖殿為孟廟的主體建築，是

祭祀孟子的重要埸所，始建於

宋宣和三年(11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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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成立於1996年，十多年來一直致

力於研究儒家經典著作和學說，舉辦國際性

的研討會議，與國內外的學者互相交流。院

內並設有不少關於孔教儒學的展覽，例如世

界各地孔廟的介紹，為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

及傳承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

曲阜師範大學創建於1955年，致力將孔子

有教無類的精神貫徹落實在現代教育中。

曲阜師範大學設孔子文化學院，並建立了孔

子儒學成果展室，蒐集和介紹全球儒學研

究的資料及相關文獻。

濟寧學院附屬第二小學原名為「曲阜師範學院附屬小學」，創建於1908

年。歷任校長及一眾教職員一直致力以儒家優秀文化傳統及「仁愛」理念

作育英才，具有鮮明的儒家文化色彩。現任校長李成泉先生亦繼續秉承這

優良的辦學理念和傳統。交流期間，眼見所及，校內學生均彬彬有禮，而

大堂、走廊和牆壁均掛滿學生以儒學為題材的作品，表達儒者的教誨。

*本展覽所有相片均由本計劃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