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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代 城 市 里 都 有 孔
庙，这是古代城市的标配
之一。孔庙常与学校、贡
院结合，所以又称府学或
县学。孔庙又称文庙，与
武庙并称。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
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受到皇家及官方的推崇，
各地都开始兴建孔庙。随
着孔子受到尊崇的程度的
提高（如 至 圣 先 师 、宣 圣
公、大成至圣文宣王等），
孔庙的规格也不断升级，
各地的孔庙或文庙也成为
城市中主要的庙宇，也只
有府、县建制的城市才可
以修建孔庙。在科举时
代，孔庙是读书人的圣地，
也是城市的文教中心。

宁波府学孔庙在现在
的中山广场位置。前几年
解放北路拓宽时，还挖出一
对抱鼓石。这是宋代遗物，
体型很大，上有螺线纹，风
格非常简洁。现在摆在解
放北路边上，经过的时候可
以看到。

据文献里的记录，宁波
府学孔庙的建筑有泮池、明
伦堂、大成殿、射圃、观德
亭、仪门、泮宫门、广讲堂、
东西斋舍、庖、湢、尊经阁、
咏归亭、文昌阁等。庖、湢
应该就是学校用的厨房和
浴室。孔庙作为礼制类的
建筑，它都是有模版的。

在孔庙里面有很多的
树，以柏树为主，因为孔子
在《论语》里面有这么一句
话：“岁寒，然后知松柏而后
凋也。”所谓君子比德，儒家
常把树木的品质比作一个
人的品德，所以在孔庙里多
种柏树。

原在中山广场位置的
府学孔庙，由太守李夷庚在
北宋天禧二年（1018）所
建。大成殿后造明伦堂，有
前后泮池，合庙、学为一。

泮池是孔庙前半圆形
的水池，上面有泮池桥，入
学之时，必过泮池桥，所以
美其名曰“登龙门”。泮池
里面有青蛙。当然不是养
的，可能是野生的。但传说
中，宁波府学的泮池，包括
鼓楼前面的清澜池里的青
蛙都不会叫。据说太守李
夷庚懂堪舆学，他用法术把
这些青蛙镇住了，所以青蛙
不会叫；然而一旦青蛙叫了
起来，境内必出抡魁（科举

第一名）。
南宋建炎间，孔庙毁于

兵火，但是大殿及治平年间
所制铁香炉与六棵古柏安然
无恙。后来有个叫林暐的人
捐钱，草草修建了“黉宇”。

绍兴七年，太守仇悆
立仪门、泮宫门、广讲堂、
东西斋舍，连庖、湢都齐备
了。李璜写了篇文章记录
这件事。

淳熙三年，魏王赵恺修
筑射圃，建观德亭。

魏王赵恺，也是宁波
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官。清代梁章钜写过一本
叫《楹联大观》的书，说原
来宁波府的大门上有一副
对联，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唐有黄羊、宋有吴赵。”黄
羊指唐末的刺史黄晟、羊
僎；吴赵，吴是指在月湖边
立水则碑的太守吴潜，赵
就是指魏王赵恺。

咸淳六年，太守洪焘
维修更造孔庙，大学者王
应麟写碑记。

元至元十九年，庙、学
都毁于战乱，只存了三间台
门。教授潘梦桂、黄裳、吴
宗彦、史复伯等人经手，修
复了殿、庑、堂、斋。二十八
年，浙东廉访使陈祥重建仪
门；次年，重建尊经阁，王应
麟写碑记。

明代洪武二年，兴学设
官。十五年立卧碑。

永乐十二年，知府魏宗
贲重塑孔子像。

成化三年，太守方逵维
修孔庙，黄润玉写了一篇文
章记录这个事情。

嘉靖九年，奉皇帝的
旨意，撤像立牌位“至圣先
师孔子神位”，改“大成殿”
为“先师殿”，“大成门”为
庙门。

后来，又建了一个祠
专门祭祀启圣公（孔子父
亲）。另外，颜子父路、曾
子父点、子思父鲤、孟子父

激公一起祭祀。这个想
法，是弘治朝学士程敏政
的观点。儿子有出息，老
爸都沾光。

民国元年，府学随府制
而废。

1929年，当时的民国政
府改旧射圃为市立运动场
所。1930年，除大成殿（古
物陈列所）、教谕署（为场员
办公室）及尊经阁外，其余
均拆除，变卖旧材以充运动
场建设经费。

1935年，尊经阁迁往天
一阁后。

原府学古址，以后一直
作为体育场。1997年，改建
为中山广场。

1998年经过考古发现，
宁波的府学在中山广场里
面凹下去的地方。现存的
遗迹有泮池遗址，现在用玻
璃罩罩起来了。

在《宁波旧影》里还有
一张大成殿老照片，是外国
人拍的。天一阁博物馆内
有迁移过去的尊经阁，明州
碑林里有许多关于儒学的
碑记。在中山公园的逸仙
楼，经过考证，应该是府学
的文昌阁搬迁过来的。

庙学合一，府学里的有
老师吗？当然是有的。

宋代，是地方官员自
己聘老师。元丰初年的时
候，立法试学官，上等为博
士，下等为学正、学录、斋
长、斋谕。诸生课业以三
八日为则：初八试经义、十
八试论、廿八试策。其实
书院仍旧以山长主之，朝
廷只管教官，山长由地方
官聘，把名字报给朝廷，再
发一些薪水。

元代设教授、学正、学
录各一人。

明代，设教授一人为
领导，训导辅佐教授。生
员肄业，就是毕业后有这
么几种称呼：廪膳生、增广
生、附学生，又有青衣生、

社生，一级一级有小的差
别。天一阁里面收藏了很
多明代的科举录，像范钦
就是属于附学生。

清代和明代变动不大。
孔庙也会举行一些活

动。在古代孔庙什么活动
比较有名呢？现在简单来
说就是祭孔，但是以前不叫
祭孔叫“乡饮酒礼”。

每一年的元日或冬至，
太守率乡之士大夫释菜（以
苹蘩之属奠祭之，而不用牲
牢币帛。这是一种从简的
祭礼）于先圣、先师，而后会
拜堂上。长幼有序，登降有
仪，摈介有数，仿古乡饮
礼。因为在周代，乡学三年
业成要大比，考其德行道艺
优异者，荐于诸侯。将行之
时，由乡大夫设酒宴以宾礼
相待，谓之“乡饮酒礼”。历
朝沿用。

在宁波老城中，哪些街
巷与孔庙、书院、义学这些
儒家教育机构相关呢？

横河街，原先写成黉河
街，因为黉字不好写，所以
改成谐音的横河街。那黉
又是什么意思呢？黉门指
古代的学校，古代的士子自
称黉门秀才。黉河即是学
校边上的河，位置就在今天
的横河街一带。在《甬上水
利志》和光绪《宁郡城河城
丈尺图志》里面，它写成府
学前河，它的位置是绕现在
的中山广场南、东、北，北就
是现在的横河街。

县学街，就是县学孔庙
的所在地，现在临街，还有
一个鄞县县学孔庙门楼，作
为市级文保点，保留了下
来。大概是见证县学孔庙
和县学街的唯一遗迹了。

月湖边有大书院巷、小
书院巷，因为清代的月湖书
院就在那儿。

宁波府学孔庙
周东旭

府学孔庙文昌阁（民国时移至中山公园）

府学孔庙抱鼓石府学孔庙抱鼓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