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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一篇关于日本东京孔庙“汤岛圣堂”与释奠礼的人类学考察报告。

笔者在参考相关文献与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汤岛圣堂及其释奠礼的历

史演变，并通过田野调查，以斯文会在汤岛圣堂举办的2012年度释奠礼为例，具

体考察了当今汤岛圣堂与释奠礼的规模、内容和形式，揭示了源自中国古代的孔

庙建制与释奠礼在江户时代兴盛、明治前期衰退、明治后期复兴，进而在日本社

会不断以本土化推进的历史概貌。以此实例更进一歩地阐明了中日两国儒家文化

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又存在着不可混淆的异同点。

一 前言

孔庙与释奠礼发源于中国古代，后来传播到越南、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世界

各地。因此，在论述东京孔庙汤岛圣堂与释奠礼的历史与现状之前，有必要首先

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孔庙与释奠礼的历史变迁与现状。

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在曲阜阙里孔子旧宅立庙，改

孔子生前所居三间房屋为寿堂，陈列孔子生前的生活用品，并按岁时祭祀，是为

曲阜孔庙及祭孔传统的起源。

公元前195年10月，汉高祖刘邦到曲阜孔庙，以牛、羊、猪全备的太牢之礼祭

祀孔子，同时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专主孔子祀事。这成为以后历代

皇帝祭祀孔子的典范与开端。其后各地陆续出现了奉祀孔子的庙宇，至东晋则出

现了国家建造的京师孔庙与孔氏家庙。唐贞观４年（公元630年），太宗下诏州县

学校皆建孔庙，自此孔庙遍及各地，同时作为礼制庙宇的孔庙与地方官学結合为

「庙学制」，形成了前庙后学、左庙右学、右庙左学及庙学分离等四种主要布局形

式。

“中国虽然从唐朝贞观四年就令州县学校建设孔子庙，历代也不断下令建设

维修孔子庙，但是，对于孔子庙的建筑形制历代却没有明文规定”（孔•孔 2011:

181）。于是各地孔庙因朝代、建筑工艺、工匠水准不同以及地形、财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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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文部分内容曾以随笔形式发表在2012年５月22日的《国际儒学网》，本版进行了较大增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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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与规模差异很大，虽通常是三进院落，但也有许多只有两进（曲阜孔庙最大，

为九进）。孔庙主要建筑一般有位于里院中轴线上的大成殿，位于大成殿正后方

的崇圣祠（也称“启圣殿”，为主祀孔子之父叔梁纥之殿），连接大成殿正面两侧

的东西两庑、杏坛、泮池2、大成门、棂星门等。

历史上孔庙不仅形式规模各异，而且名称多样。如上海的文庙、嘉定的孔庙、

苏州的文庙、南京的夫子庙等。孔祥林等认为孔子庙是奉祀孔子庙宇的通称，应

分为以下五类：第一类是国立各级学校奉祀孔子的庙宇，正式名称是文庙，无论

中国还是朝鲜、越南以及日本，大部孔庙都采用此名；第二类是曲阜阙里的本庙，

它因有庙无学而不属于文庙，又因国家为孔子长孙设置了专门的奉祀爵位并制定

了祭祀制度而属于国立礼制庙宇，同时却又具有家庙的性质，故有专门的名称“至

圣庙”；第三类是由地方官员为纪念并祭祀孔子而出资建造的庙宇，但没有列入

国家祀典，即一般所称孔庙；第四类是建造在书院内奉祀孔子的庙宇，但国家并

没有为它制定仪礼，可称作书院孔庙；第五类是孔子后裔建造的孔氏家庙，又可

分为两种，一种是浙江衢州孔氏南宗家庙，由国家建造并设置了专门的奉祀官位，

与曲阜至圣庙类似，但其性质还是家庙，另一种就是世界各地孔子后裔建造的家

庙，包括韩国乌山的华城阙里祠等（孔•孔 2011:3-4）。依笔者所见，也许把第五

类中的孔氏南宗家庙与第二类并列更为合适，不过本文意不在此，故不对此做进

一步讨论。

释奠是历史上在孔庙祭祀孔子的传统仪式。就语义而言，释与奠都有陈设、

呈献之意，指的是在祭典中，陈设音乐、舞蹈，并且呈献牲、酒等祭品，以示崇

敬之意。释奠原为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荀子在《礼论》中把“礼”最核心的内

容归结为“天地”“先祖”“君师”三项，释奠即“三礼”中的“君师”之礼。

周代官学中就有释奠先圣先师的礼仪，如《礼记•文王世子》所载：“凡学，春，

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

周礼中的祀典还有释奠、释菜和释币等名目。释奠是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

乐而没有尸；释菜是以菜蔬设祭，为始立学堂或学子入学的仪节；释币即有事之

前的告祭，以币或帛奠享，不是常行固定的礼仪。

自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前134年）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后，儒家学说一跃而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师大多由儒者担任，孔子也就成了帝

王们尊崇膜拜的对象。但此时祭孔仪礼并不称释奠礼。

汉明帝永平２年（59年）开始在太学及郡县学祭祀周公与孔子。随后，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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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又亲赴曲阜，祭祀孔子及72弟子，这是祭孔有配享的开始。祭祀孔子的礼仪称

正献礼，祭祀配享者的礼仪成为分献礼。南北朝时期，太学内立有宣尼庙，每年

春、秋两季的第二个月行释奠礼。隋开皇元年（581年），孔子被尊称为“先师”，

国子监开始于每年四季中第二个月的上丁日祭祀孔子，这是丁日祭孔的开始。

唐朝初年，仍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配享。唐太宗贞观２年，房玄龄上书说，

周公和尼父都是圣人，而学校的建立是从夫子开始的，伏请停祭周公，升夫子为

先圣，以颜回配享从之。唐高宗显庆二年（657），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奏议，周公

践极摄政，辅助成王治国，功比帝王，应该配享成王才是，释奠礼当祭祀孔子。

此后，孔子在国学祭祀中独享尊荣地位，释奠便成为祭孔典礼的专属名称了。

宋代是孔庙与释奠礼较隆盛的发展时期。宋太宗曾亲谒孔庙，制定以儒治国

的方针。景德２年（1005年），宋真宋封禅泰山到了曲阜，谒孔庙，加谥“至圣文

宣王”。宋仁宗庆历５年（1045年），又敕封孔子46代孙为“衍圣公”，这是孔子

后裔世袭衍圣公的开始。宋天禧２年，始建曲阜孔庙的主殿。崇宁３年，宋徽宗

赵佶前来曲阜，规定用“王者之礼”来祭祀孔子，并从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

之句中取“大成”二字，下诏将主殿更名为大成殿，而且亲笔提了匾额。此后，

大成殿成了孔庙的象征，世界各地的孔庙也基本上如此。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释奠礼中的奉祀制度与祭祀制度，不仅

对孔庙奉祀人物的增减和服饰、奉祀方法乃至奉祀人物的坐向等进行了制度化，

而且明确了文庙的祭祀等级、名目、礼仪以及使用的祭品、音乐、舞蹈等，同时

也因王朝的更替与儒学的发展进步，不断对奉祀制度与祭祀制度中的行事规范逐

歩进行修改和完善。

尽管释奠礼的程序和规格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变化，同时因地区的差异呈多样

性，但通常都具备四个基本程序：①迎神；②三献礼（初献爵•亚献爵•终献爵、

进馔奠帛与奉读祝文）；③饮福受胙（人神共享酒肉祭品）；④送神与望燎（焚烧

祭文与丝帛等祭品）。而“奏乐是释奠礼的特色之一，因为孔子特别喜欢音乐”

（フーブラー＆フーブラー2003:134），因此四个基本程序及其所有仪式进行时都

要演奏相应的古典乐章。

自汉代以后，历代皇帝几乎每年举行释奠礼，规模也逐步提升，明清时期达

到顶峰。尤其清顺治定都北京后，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在京师国子

监立文庙，内有大成殿，专门用来每年举行释奠礼，祀礼规格又上升为上祀，奠

帛、读祝文、三献、行三跪九拜大礼，以祭天、地、社稷和太庙的同等规格来祭

祀孔子。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因新文化运动、内战以及日军侵华等原因，虽然存

在着各种形式的民间释奠礼，但国家释奠礼只举行过寥寥数次。1913年６月22日

和次年９月25日，袁世凯先后颁发了“尊崇孔圣文”和“祭孔令”，并于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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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28日按照前清的祀孔规定举行了民国以来第一次释奠礼。1915年２月，袁世

凯通令全国学校恢复“尊孔读经”，宣布“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

但很快遭到革命派与激进知识分子的抵制。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

发，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之下，席卷成为否定儒家传统的革命浪潮。

1927年６月，国民党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大学院通电各教育机关废止祀孔，

其后蒋介石在提倡新生活运动的同时，积极开展恢复祀孔活动。1934年７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纪念孔子公告，规定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为孔子诞

辰纪念日，全国休假一天，全国各界一律悬旗志庆，各党政军警机关、各学校、

各团体分别集会纪念，并由各地高级行政机关召开各界纪念大会。从此，祭孔的

时间由过去的春秋丁祭改为孔子诞辰日祭祀并延续至今。1934年11月24日，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颁发了《孔子纪念歌》明令。1934年至1936年以及1948年教

育部在曲阜以太牢举行祭孔仪式，但名称改为孔子诞辰纪念大典，而且程序和礼

仪做了较大变动，如献爵改为献花圈，古典祭服改为长袍马褂，跪拜改为鞠躬礼。

1949年以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所有的释奠活动均被取消禁止，特别

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搞“批林批孔”运动，很多孔庙的文物古迹都遭到不同程度的

破坏。直至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孔庙才逐步开始修复。曲阜至圣庙的修复工程从

1979年动工，至1984年结束。1984年９月26日至29日，曲阜县政府开始举办一年

一度的“国际孔子诞辰故里游”文化经贸旅游活动，至圣庙也恢复了每年９月28

日举行的民间祭孔活动。至2004年，“国际孔子诞辰故里游”被改为“曲阜国际

孔子文化节”，曲阜市政府于９月28日在至圣庙正式举行祭孔大典，不仅由市委

书记献花篮，市长宣读祭文，而且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直播了整个仪式，对全国各

地传统孔庙的修复与释奠礼的恢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积极的推动力，全国各地

陆续响应，开始了孔庙的修复与释奠礼的恢复活动。此后，曲阜至圣庙的祭孔大

典规格也在不断提高。2007年，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又改为中国（曲阜）国际孔

子文化节，由国家旅游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济宁市人民政府与曲阜市

人民政府联合承办。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孔庙与释奠礼是国家统治者及其社会精英尊孔崇儒的象征

的话，那么当代中国大陆各地孔庙与释奠礼的复兴现象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

曾经被否定过的传统儒学思想及其价值观被国家统治者以及社会精英阶层再次认

可并逐渐受到推广的社会现状。事实上，这一点早已引起中日学术界的关注（中

島 2008；张 2011），本文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考察和讨论汤岛圣堂与释奠礼

的历史变迁与社会现状的。需要说明的是，有关这方面的介绍虽然在一些学术著

作以及因特网上可以看到，但各有偏重，不够深入全面。比如，铃木三八男（1989）

偏重介绍了汤岛圣堂初期至明治时代释奠礼的一些故事情节；駱承烈（2009）考

察了汤岛圣堂但没有涉及释奠礼；孔祥林与孔喆（2011）运用历史资料介绍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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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圣堂与释奠礼的历史变迁，但没有做实地考察。而且，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对

当今汤岛圣堂与斯文会举办的释奠礼进行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综合性考察报

告。因此，本文试图弥补上述缺陷，揭示源自中国明朝孔庙建制与释奠礼在江户

时代兴盛、明治前期衰退、明治后期由精英阶层支持而复兴、进而在日本社会不

断以本土化推进的历史概貌。以此实例进一步阐明中日两国儒家文化既有着深厚

的历史渊源，又存在着不可混淆的异同点。

二 汤岛圣堂与释奠礼的历史概况

汤岛圣堂座落在日本东京都文京区汤岛一丁目“御茶之水”车站附近，始建

于儒学在日本全盛并确立统治地位的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早期。

宽永７年（1630年），德川幕府的儒臣、朱子学派创始人林罗山在尾张藩主德

川义直的资助下，在上野忍冈（现在的上野公园）的林家私邸里创办私塾，宽永

９年冬在私塾旁创建了孔庙，供奉孔子与四哲像，命名为“先圣殿”，宽永10年

（1633年）２月10日（丁日）在先圣堂举行第一次释菜礼（供品为蔬菜、无牛羊等

牺牲。堀 1990:281；鈴木 2012:139）。同年４月17日，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到先

圣堂参拜孔子与四哲，并命林罗山讲述《尚书 尧典》，于是在宽永12年（1635年）

２月举行的释奠礼上，林罗山首次讲经《论语》第一章。此后几乎每年举行丁祭，

并在万治２年（1659年）作为定制确定下来（铃木 1989:1-4）。

万治３年（1660年）12月，幕府拨款让林罗山之子林春斋对文庙进行改修扩

建，至次年６月竣工。新文庙方位向由坐东朝西改为坐北向南，殿前的正门称为

杏坛门，外门取名为“入德门”（意为进入此门可学到孔子提倡的儒家道德），文

庙建制基本形成。此外，宽文４年（1964年）丁祭时，林春斋首次请伶人吹奏古

乐，视为恢复中国周代古典礼乐之举，并于宽文10年（1970年）举行释奠礼时首

次在东庑设定了伶人的座位，规定此后释奠礼必须演奏古乐，使释奠礼仪得到了

基本的完善（铃木 1989:4-5）。

元禄３年（1690年）７月９日，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命令林春斋之子春

常将孔庙及私塾搬迁至汤岛现址扩建。竣工后的正殿上方挂上了由纲吉将军亲笔

书写并涂为黑漆金字“大成殿”的匾额，殿内梁柱以及杏坛门全部涂朱漆，两庑

等处则涂朱，绿、蓝等构成的彩色，并在杏坛门外增建了没有装饰涂色的仰高门

（“仰高”来自《论语•子罕》：“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句，以示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崇高敬仰）。且因幕府同年11月16日取孔子故乡昌平

之名将新庙东面一块斜坡命名为昌平坂，所以新庙又被称为昌平坂圣堂；同时因

新庙所处汤岛地名，故也被称作汤岛圣堂（铃木 1989:8-10）。这就是汤岛圣堂的

来历。

为了表彰林家三代对幕府推广儒学所做的贡献，元禄４年（1691年）正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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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幕府为林春常封爵任官，称为“从五位下大学头林信笃”，世代相袭大学头

官职，成为圣堂的祭主。此后主持释奠礼成为林氏家族的公职，而由林罗山开始

一直担任的“侍读”、外国事务以及法制起草等职位事务也代代世袭。同年２月

11日，在圣堂大成殿举行首次释奠礼，纲吉将军登上大成殿，奉献神剑，焚香拜

礼后退居杏坛门临时建筑内观看释奠礼，逐年依序。即从元禄６年（1693）开始

每年举行春秋两次释奠礼，春季将军列席，秋季允许诸大名参观成为惯例（铃木

1989:11-12）。

至宝永７年（1710年）８月４日，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採納家臣新井白石关

于释奠礼中礼服应遵循周制、而当时朝廷的黑漆帽源于周代等考证意見，首次头

戴黑漆帽，身着名为“直垂”的武士礼服登上大成殿，用神道仪式祭拜孔子（铃

木 1989:16）。这实际上就是从林罗山首次举行释奠礼以来沿用的明代儒式仪礼

被日本神式取代的开端。

宽政９年（1797）年12月，十一代将军德川家斋正式将主要由林家经营管理

的汤岛圣堂收归幕府作为“官学”，主要用于教育德川幕府的直属家臣“旗本”

于武士家族“御家人”的子弟，并将其更名为“昌平坂学问所”，直属幕府管辖，

并将其整修扩建，成为幕府的最高学府，俗称“昌平黉”。不过在日常生活中，

与昌平坂学问所这一正式名称相比，人们更习惯称之为汤岛圣堂，并一直延续至

今。

宽政10年３月，幕府参考明朝遗臣朱舜水当年为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制作的孔

庙模型，再次对昌平坂学问所进行大规模扩建。至宽政11年（1799年）10月竣工

时，庙宇及全部校舍总面积达1500坪（4540平方米），以前涂有朱漆的建筑部分也

统一涂改为黑漆。宽政12年（1800年）２月在此新庙首次举行释奠礼时，将一直

使用的明代礼制废除，改为延喜式3规定并有所简化（铃木 1989:25-28），正式按

神道礼仪举行释奠礼。

明治维新后，幕府的昌平坂学学问所由新政府接管，并改称为大学校或大学。

但明治四年（1871年），明治政府将大学校废除，设文部省（教育部）于其址，又

将其中大成殿建成博物馆（日本历史上最初的博物馆，即今东京国立博物馆），至

此，昌平坂学问所的儒学传统与正统地位基本结束。

明治５年（1872年），文部省与博物馆分别搬迁至霞关与上野，汤岛圣堂遂改

为东京师范学校和书籍馆（日本历史上最初的图书馆，于1947年改为国立国会图

书馆），明治７年（1874年）又于其中增设东京女子师范学校。东京师范学校与东

京女子师范学校先后于明治19年（1886年）和明治23年（1890年）升格为高等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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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延喜式》是延喜五年（905年）由醍醐天皇命令藤原時平等人制定编写、康保四年（967年）

颁布施行的一套律令，其中对官职与祭祀礼仪有详细规定。



范学校，后来分别发展成为今天著名的筑波大学（后来搬迁至茨城县筑波市）与

御茶水女子大学（后来搬迁至文京区大塚）。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将昌平坂学问

所的教育、研究机构和主管天文的天文方（后来的开成所）以及主管医疗的种痘

所（后来的医学所）合并，成为东京大学的前身。其次，昭和３年（1928年）10

月，政府还在此创办了东京高等齿科医科学校（今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由此可见

汤岛圣堂在日本近代教育史上发祥地的地位。

明治13年（1880年）６月６日，斯文学会在东京成立。“斯文”二字取自《论

语 子罕》，学会以此命名即有传承孔子思想之意。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中

有志之士为了表达对孔子教化日本国民的谢意，于明治39年（1906年）10月10日

结成孔子祭典会。由47人组成的发起人会议于11月28日和次年１月16日分别两次

召开，制定了会规与祭孔仪式，选举了由20人组成的评议会与10人组成的执行委

员会。委员会决定将每年４月第４个星期日定为祭祀孔子的释奠日，而释奠礼基

本上沿袭德川时代后期采用的神道仪礼。明治40年（1907年）４月28日（周日），

会员达693人的孔子祭典会在大成殿举行了明治维新以来首次释奠礼（孔子祭典

会1907：2-25）。当时祭主为从二位勋一等男爵细川润次郎，神职人员来自根津神

社、富冈八幡神社、神田神社等附近14个神社。释奠礼改称“孔子祭”，礼毕后

下午１点由知名人士在讲堂内举行以宣传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讲演会。这些以

后成为惯例并一直沿用至今。

大正７年（1918年）９月27日，斯文学会与孔子祭典会合并，成立财团法人

斯文会，并从大正９年（1920年）开始至今，一直负责管理汤岛圣堂并组织主办

释奠礼等一系列传承传统儒学的文化活动。

大正11年（1922年）３月７日，圣堂成为“国家指定史迹”，属于文部省辖

管的国有财产。但大正12年（1923年）９月１日的关东大地震使圣堂基本被焚，

孔子像也不幸罹难，仅“入德门”幸存。现今所见之汤岛圣堂，是后来在斯文会

主持下，由著名工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伊东忠太负责设计，仿照宽政年代

的建筑式样用钢筋水泥于昭和10年（1935年）重建完成的，并于1986-1993年间进

行了大规模整修。

三 当今的汤岛圣堂与斯文会

汤岛圣堂北面偏西约1.5公里便是东京大学本乡校区，笔者从1986年４月开

始在这里攻读文化人类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期间虽曾骑自行车到汤岛圣堂参观

过两次，但正逢大规模整修（从1986年开始，1993年３月竣工），加之資料文献的

局限当时未能详细考察。笔者1994年３月自研究生院毕业后，一直侨居神户市，

以致研究搁浅。

2008年８月24日至９月３日间，笔者应台湾“三民主义大同盟”等民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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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邀，参加了由长崎县立大学祁建民教授率领的“2008年中国大陆旅日学者来台

参访团”，期间有幸与时任“中华民国爱盲协会理事长”、“团结自强协会常务

理事”的严长庚先生相识，并由他得知，1975年４月，严先生在担任台北市城中

国际狮子会秘书长期间，曾亲自组团从台北将一尊当时世界上最高大的孔子铜像

运往东京的汤岛圣堂赠送给斯文会。在盛大的赠送仪式后，他所率领的代表团80

余人又与斯文会成员一起参加了当时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释奠礼，其中来自台北市

大龙国民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还现场表演了八佾舞。

不仅如此，笔者自台湾返回不久，便十分惊喜地收到了严长庚先生用航空信

寄来的两部自传《耳顺集》与《随心集》。在《随心集》第143-154页中，严先生

详细地介绍了台北市城中国际狮子会向汤岛圣堂赠送孔子铜像的目的及其作为负

责人积极参与的这段历史，《耳顺集》则留存了当时拍摄的两张集体合影。

可谓机缘巧遇，与严长庚先生的邂逅，不仅让我对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这段

历史过程有所了解，而且对汤岛圣堂也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而实际上，笔者

由于专业方向和兴趣所致，一直以来都对中日两国日益兴起的儒学复兴动向有较

多关注，并尽己所能地积极参与了许多相关活动4，因此对汤岛圣堂的考察可算是

势在必行。

2012年３月31日，笔者经过事先联系约定，到设在汤岛圣堂内的东京斯文会

馆拜访斯文会理事长石川忠久先生，终于有机会仔细考察了汤岛圣堂。

现在的圣堂比宽政11年扩建后的面积要小一些，占地13874平方米，但目前仍

然是日本最大的孔庙。

从正门进入圣堂，左侧是仰高门，与右侧的斯文会馆紧邻。门外右侧树立的

方形石柱上一面刻有大字“史迹 汤岛圣堂”，另一面刻有“根据史迹名胜天然

纪念物保护法，大正十一年三月内务大臣指定”小型字样。

进入仰高门，地势逐渐由低渐高，步行约250米，迎面是一棵高大的楷树，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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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2009年是孔子诞辰2560周年，５月23-24日间笔者先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在日本石川县加贺市

举办的亚洲地区孔子学院2009年联席大会，再于９月27-29日间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在中国曲阜

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儒学大会与祭孔大典等系列活动，随后将这两次亲身经历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用

日文写了一篇题为“从东亚看儒学复兴动向”的拙稿，于2010年３月４日发表在年刊杂志《宗教

与现代2010》（平凡社）上。2010年４月1-5日，笔者还曾自费专程到中国曲阜考察，期间得到曲

阜儒家联合会段炎平副会长、尼山孔子基金会孔庆亮干事与毕海鹰干事等同仁的协助和邀请，参

加了由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主办，有世界各地孔子后裔代表参与的孔子春祭大典；同时受曲阜

师范大学之邀，作为祭祀官参加了在曲阜师范大学校内举行的曲阜各界尊孔人士祭孔春季大典等

系列活动。2011年７月15-18日，笔者又作为主礼嘉宾应邀参加了在湖南省中华文化学院举办的

第五届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另外，2012年３月2-3日间，笔者于日本神户市接待孔子第

78代孙、世界孔子后裔联谊会副会长、尼山孔子教育基金创办者孔众先生来访，并与孔先生就儒

学和孔子文化等问题多有交流。2012年８月7-8日应邀参加了在北京由白鹿洞书院、中国书院研

究中心主办，北京七宝阁书院承办的“第二届书院传统和未来发展论坛”。



下边木板上的说明文显示，这是大正四年（1915年）林学博士白泽保美从山东曲

阜孔子墓旁的楷树上采来种子精心培育长大的。

楷树右侧约20米处（即斯文会馆后墙外）耸立着一尊巨大的孔子铜像，铜像

脚下水泥基座上正面雕刻着“中华民国台北市城中国际狮子会敬立”，右侧雕刻

着“关明德教授恭塑”，左侧雕刻着“台北•三本铸造工业社恭制”字样。靠放

在铜像旁边的斯文会馆后墙的三块木板上，分别刻着当时的狮子会徐世彦会长撰

写的“孔子铜像塑造记”与财团法人斯文会德川宗敬会长撰写的“孔子铜像建立

记”，以及蒋中正先生书写的“有教无类”字样。

这些文字与严长庚先生的口述与著作完全一致，向参观者详细介绍了这尊铜

像的来历和相关信息：铜像高达4.57米，重1.5吨，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孔子铜像；

当时关明德教授执教于台湾师范大学，是雕塑名家；揭幕仪式在1975年11月３日

举行，因为这天是日本于昭和23年（1948年）公布实施的法定节假日时确定的文

化节，所以选择此日以表达斯文会以及文部省等日本有关机构对孔子这位传统文

化巨人的崇高敬意。

从楷树左侧石径向前直行约300米，左侧是有４级台阶的入德门。门内为一

小块平地，引人注目的是右侧有一谓之“水屋”5的小亭，四周没有墙壁，由四根

木柱支撑、覆盖着铜瓦的屋檐下，是一座用水泥砌成的长方形水槽，有自来水供

应。后来据斯文会馆图书管理员岩井直子女士介绍，圣堂初期所建水屋在昭和20

年（1945年）４月13日东京遭受美军大规模空袭中化为废墟，现存水屋于昭和29

年（1954年）重建。

入德门正面有一条约200米的平地通道与约300米的23余级台阶连接杏坛门。

通道左侧接近台阶处有一棵不大的梅树，旁立石碑，碑文是：“斯文会总裁伏见

恭博亲王殿下手植 昭和10年（1935年）”。

杏坛门前两侧植杏树数株，从左侧通道行约250米处为圣桥门，连接外面大道。

而大道对面就是上文提到的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杏坛门前左右两侧还各放一口直

径１米有余的方形水缸，里面盛满了水，火灾发生时可用其灭火。水缸与墙壁之

间的台阶上竖立着一扇大木板架，挂满了木牌。木牌大小相同，上面都是各级考

生及其家长为了考上理想的学校，向孔子求助许愿而写的祈祷文字。

杏坛门有三个入口并立，总幅宽20米，进深4.7米。入杏坛门就是东西南北对

称的大成殿，东西两侧为庑，中间是用大石板铺成的庭院广场。大成殿的面宽20

米，进深14.2米，高14.6米。每庑分为12间，面宽28.3米，进深4.7米，没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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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水屋”本来是日本神社寺庙内特有的小型建筑设施，通常称谓“手水舍”，位于神社与寺庙

的参道旁，让参拜着参拜者拜神之前按照神道仪式规定“左右左”顺序洗手漱口洁净身心（“左

右左”即参拜者用杓子取一瓢水依次洗左手与右手，将水倒在手里漱口，然后在洗一次左手，最

后以杓子中剩下的水清洗杓子），这一礼仪顺次与后述修祓仪式一致。



陈列与装饰，宽敞明亮，举行释奠礼等仪式时可供参会者在此饮茶休息。后来据

岩井直子女士介绍，大成殿占地总面积（包括庭院广场与两庑以及入杏坛门在内）

为66108平方米，“床面积”（建筑面积）为37827平方米。

大成殿内外的颜色与杏坛门相同，均髹黑漆，歇山式建筑的屋顶亦与圣堂内

其他建筑的屋脊相同，都镶嵌着贵重的銅圓瓦，年久铜锈成绿色（神社等高规格

的建筑通常是銅圓瓦葺的屋顶）。大殿正中檐下悬金字匾额，上题“大成殿”，赭

红地鎏金楷书，用长方形金色细线围框。匾额均匀巧妙地衔接着屋檐与殿面，在

整个黑色的大成殿中显得特别庄重夺目。殿外正脊两端分别有两条吉祥动物“鬼

狄头”（鸱尾）凌空坐镇。这是一种想像的神鱼，龙头鱼尾，双角双足，宽政11

年（1799年）以铜铸造，每条重637.5公斤，作为水神守护大成殿，免遭火灾劫难。

此外，大成殿两侧葺铜垂脊，四隅角还各有一只“鬼龙子”（嘲风）坐镇。这是

一种想像的灵兽，猫形蛇腹（或曰豹形龙腹）并有犬牙，同样在宽政11年（1799

年）以铜铸造，每只重93.5公斤，日夜警惕注视着大成殿四方，辟邪消灾。

参观了圣堂的主要景点后，按照约定时间，到斯文会馆理事长办公室拜访了

石川忠久先生。石川先生生于1932年４月９日，虽已年至耄耋，但满面红光，举

手投足神采奕奕。先生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一直与孔德懋女士6保持密切

联系，同时还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家，拜渎了他的近期诗作后，先生还热

情洋溢地说起自己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复兴动向的关注。他告诉笔

者，在进入21世纪后的日本，各界人士愈加重视儒学，并认识到大力推广普及儒

家伦理道德来缓解日益严重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必要性，而汤岛圣堂以及他领导的

斯文会肩负了这一历史重责，且坚持不懈地在努力着。

据先生以及斯文会宣传资料介绍，斯文会平成22年（2010年）６月１日由财

团法人改为公益财团法人，目前拥有1200名会员，每年出版一期学术刊物《斯文》，

并定期举办各种传统纪念活动。如１月１日至４日为“正月大成殿特别开放

日”，元旦当天举行《论语》讲座，对外免费展示明朝遗臣朱舜水带至日本的孔

子像；４月第４个周日举行祭孔仪式与纪念讲演会；５月第３个周日举行祭针灸

仪式与纪念演讲会；10月第４个周日举行祭先儒仪式与纪念演讲会；11月23日举

行祭神农仪式与纪念演讲会；每年１月和７月举办两次文化演讲会。此外，这里

还继承了宽政九年德川幕府设立“昌平坂学问所”举办汉文讲座的传统，每周举

办《论语》朗读、《论语》阅读、汉文入门、《孟子》讲读、汉字起源、《易经》讲

义、阴阳五行说、素问讲读、《老子》讲读、《史记》讲读、十八史略讲读、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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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孔德懋（1917年-）系孔子第77代嫡孙女，第三十二代衍圣公（1935年改称奉祀官）已故孔德成

先生的胞姐。现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全国唯一终身制全国政协委员。孔德懋女士热心从事慈善公

益事业，现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等职务。



作法入门、圣社诗会、江户汉学讲义、唐诗鉴赏、江户汉诗、古文书解读、书法、

中国古典音乐、中国画、健康太极拳等各种文化讲座。

先生在兴致勃勃地给笔者介绍有关汤岛圣堂以及斯文会的历史与现状时，随

即开封了一份刚收到的《第十届全国藩校峰会在水户》纪要，一边让笔者翻阅，

一边介绍说，这是他今年２月18-19日作为“汉字文化振兴协会”会长在茨城县

水户市与其他同仁一起负责主办全国藩校峰会的会议纪要，从平成14年（2002年）

在汤岛圣堂举行第一届以来，全国藩校峰会每年在全国各地原江户藩校7轮流举

办一届，至今年第十届，已有35所藩校代表参加。

当笔者表示对斯文会宗旨的敬仰和对其纪念活动的兴趣时，先生便诚邀笔者

加入斯文会，并愿作为笔者的入会介绍人，笔者欣然接受。最后先生还建议笔者

参加今年４月22日在汤岛圣堂举行的“孔子祭”（释奠礼），按规定不收参会费但

交通食宿费自理，笔者由衷感谢并期待成行。

石川先生儒雅大方，极具亲和力。博学多聞、侃侃而淡、学问事理尽在其间。

我们交谈愉快，气氛融洽，时间流逝得也特别快，不觉已近正午。告辞前与先生

一起在理事长办公室和室外的孔子铜像前合影留念。最后，当笔者告知只看到了

神农庙的标志时，先生便特意带我到了座落在大成殿东北墙角外一隅、因没有铺

设石径而鲜为人知的小型神农庙前参拜了神农8。

四 2012年度汤岛圣堂释奠礼

在按斯文会有关规定填写了相关表格并缴纳年度会费后，笔者很快便收到了

斯文会事务局发来的会员认可通知以及释奠礼邀请函，并于４月22日上午９点半

左右便到达汤岛圣堂参加了盛典。

笔者到达时，已有不少来宾和市民陆续来到。斯文会馆的工作人员在杏坛门

入口两侧设置了服务台，向每位来宾以及参会者免费分发一份介绍释奠礼的说明

书(包括祭孔的历史和主要内容、仪式程序表、孔子颂德之歌、祭文以及斯文会的

由来与宗旨)以及当日所讲经文 《论语》先进篇第十一「子路、曾皙、冉有、

公西华侍坐」章 的原文拷贝和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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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在江户时代，拥有一万石以上的领主“大名”均称作藩主，藩主家臣称为藩士，各藩创办的教

育机构即藩校，规模与教学内容多样，许多藩校模仿汤岛圣堂设有孔庙，庙学合一，通常是藩主

与藩士的所有子弟强制入学，但不接收普通百姓子弟（后来也有对老百姓开放的藩校）。一般藩

校的教育方针是“文武兼备”，学生7-8岁入学，先文后武，14至20岁前后毕业。习文的内容以朗

读和书写“四书五经”为主，江户时代后期增加了“兰学”（经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洋科学）等，

习武有剑术、枪术、柔术、射术、炮术、马术等。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共有276个藩，维新后新政府

于1871年废藩置县，将大部分藩校废除，其他少数藩校则变为旧制初级中学。

８ 据《汤岛圣堂略志》记载，元禄11年（1698）此处就开始建祠堂并祭祀神农像。但宽政９年（1797

年）２月神农像被移至神田佐久间町的医学馆。现在的神农像是昭和18年（1943年）由木村家捐

献，从此每年11月23日举行祭祀神农仪式。



进入杏坛门时，便可发现对面大成殿门前摆放着一个很高大的花篮，上面写

着：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冯寄台。

大成殿工作日关闭，只有在周末和节假日才对外开放9，而此时，大成殿的十

扇门均已打开，免费欢迎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与斯文会会员以及市民自由进

入。殿内正中高台带门的神龛内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小型铜像。孔子像左右两

侧的两尊神龛里分别依次供奉着“四配”与“十哲”。左面高台神龛是“四配”

（西）中的“宗圣曾子”与“亚圣孟子”，右面高台神龛中是“四配”（东）中的

“复圣颜子”和“述圣子思”；左侧“西哲五位”依次是“先贤”郓公冉子、齐

公宰子、徐公冉子、吴公言子、陈公颛孙子“神位”；右侧“东哲五位”依次是

“先贤”费公闵子、薛公冉子、黎公端木子、卫公仲子、魏公卜子“神位”。

与在中国曲阜孔庙举行的祭孔大典不同的是，这里的释奠礼规模很小，在大

成殿内举行。10点之前，来宾、斯文会会员以及市民陆续聚满，主礼嘉宾、身着

白色礼服的祭官、伶人、祭主以及石川忠久理事长依次到达指定席位：主礼嘉宾

席位在祭祀桌案右（东）侧，祭主以及祭官伶人席位在祭祀桌案左（西）侧、司

礼站立在殿内中央入口处，石川忠久理事长席位则在司礼左侧旁边。

十点整，释奠礼正式开始。斯文会谣口明常务理事担任司礼，整个仪式按以

下程序庄严有序进行:

１ 参会者就坐

２ 来宾就坐

３ 祭主祭官伶人就坐

４ 修祓 全体起立。

５ 开扉奏乐警跸 全体起立

６ 奠币

７ 奠馔奏乐

８ 献茶 煎茶道松风花月流 高野枫石 家元

９ 祭文奉读 德川恒孝名誉会长 全体起立

10 祭主拜 德川恒孝名誉会长

11 来宾拜

12 参会者代表拜 全体起立

13 来宾祝辞

14 撤馔奏乐

15 撤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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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大成殿在周末和节假日对外开放时收费，大人门票为200日元，儿童免费。汤岛圣堂内的其他

设施没有门票，一律免费。



16 闭扉奏乐警跸 全体起立

17 祭主祭官伶人退场

18 讲经 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 高桥均先生

19 孔子颂德之歌 二松学舍大学附属高中学生 全体起立

20 理事长致辞 石川忠久 理事长

21 祭主来宾退场

22 参会者退场

以上仪礼程序是一套日本神道仪式色彩浓厚的祭孔仪式。首先是第４项修

祓。这是日本神道祭祀开始时首先必须实施的一种净身仪式:神官手执“大麻”

面对鞠躬低头的受礼者，以“左右左”的方向来回晃动，意味这样受礼者身心上

的污秽与罪过就会被祓除转移到“大麻”10 上。此时，全体起立后，首先由年长

且级别较高的神官向通常关闭的正面龛门行修祓礼，然后由年轻且级别较低的神

官为主礼嘉宾、讲经讲师以及司会等主要参会代表依次行修祓礼。

第５项开扉奏乐警跸即迎神礼也是值得注意的：全体起立后，由坐在祭主德

川恒孝先生右侧的、来自神田神社的三位伶人调笙吹笛，奏古典雅乐。同时年长

且级别较高的神官虔诚地向正面龛门鞠躬敬礼后，一边有节奏地发出“哦！哦！

哦！”的三声警跸，一边恭敬地将两扇龛扉先右后左徐徐启开，而警跸之意即在

告示所有参拜者：“至圣先师孔夫子大驾光临哦，请各位小心谨慎迎接”！龛扉

里的孔子铜像不大，“高38厘米，宽13厘米，厚３厘米，头戴司寇冠，身着官服，

青铜铸成，因日久天长，已呈黑色”（駱 2009：85），是明代遗臣朱舜水从中国

流亡日本时所带的３尊孔子像之一11

在孔子铜像前，几位神官协同合作，进入第６项奠币与第７项 奠馔奏乐仪式

（此两項与第９項相当于前述三献礼）。奠币即奉献给孔子的礼物，以前是５匹绢

帛，后来改为称作“奉书纸”５束和纸，被绑成一卷恭敬地放入箱内。奠馔是奉

献给孔子的祭品。因为大部分祭品早已摆好，所以奠馔奏乐的主要就是在伶人演

奏的悠扬雅乐声中，神官们先恭敬地将放在祭祀桌案上备有各种祭品的器具盖打

开，然后十分庄重地向孔子三度献酒。

值得注意的是释奠礼中的供品内容。2012年７月７日笔者再次访问汤岛圣堂

时，宫田末子女士向笔者提供了此处释奠礼中规定的供品及其数量如下:

１）日本酒２升（带甜味的和烈性的）；２）鳕鱼子７个；３）咸鲣鱼（150-200

克）；４）枣（干果）50粒；５）鸡胸脯肉300克；６）菠菜１束；７）酸橙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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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麻”即神道祓除妖魔的神符之一，白木棒尖或杨桐树枝挂着“御币”。而“御币”通常是

用白色的和式纸条折叠成若干之字形后串起来的一种币帛。

11 原是朱舜水为感谢柳川藩（现福冈县柳川市）儒臣安东省庵而赠送给安东之物，后辗转流入大

正天皇之手，1925年圣堂修建后，由天皇赐给汤岛圣堂。



个；８）苹果7-10个；９）白米2-3“合”12；10）扁平年糕（白色）１块、加芝

麻的扁平年糕（黑色）１块；11）活鲤鱼７条。

从表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汤岛圣堂释奠礼中供品种类也与通常神道仪式中的

内容基本一致，没有中国传统释奠礼中规定的最高规格的三牲太牢（猪、牛、羊）

等四肢动物的肉类。

另外，释奠礼结束后，笔者观察到表中７条活鲤鱼改为７张照片代替。关于

这一变化，后来宫田末子女士通过邮件很遗憾地告诉笔者，历次的释奠中一直供

有失去知觉的活鲤鱼，但自2011年３月11日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后，举国上下因

此谨慎从事，所以2011年与2012年度的释奠礼中没有供奉活鲤鱼而改用照片代替，

以示哀痛。

第８项献茶仪式由煎茶道松风花月流高野枫石家元完成。“茶道松风花月

流”为日本煎茶道的主要流派之一；“家元”意为嫡派掌门人。高野枫石女士带

领９位女弟子排成一行，将在西侧廊庑做好的茶点端至大成殿后，由高野枫石女

士与其中两名弟子将茶点恭敬地摆放在孔子铜像下的案桌上。后来她告诉笔者，

献茶仪式是近年石川理事长建议后由她开始负责实施的，今年是第15次，没有中

断过。也就是说，此处的献茶仪式是从1998年度４月举行释奠礼开始的。

第９项德川恒孝名誉会长奉读祝文仪式看起来似乎与现在中国曲阜祭孔大典

中的相似，而实际上有些差异。祝文系古体日文，简明扼要，扣人心弦。其体裁

与内容通常固定不变，每年只需更改年月日即可，因为祭主很少变换。比如德川

恒孝先生是德川宗家第18代“当主”掌门人，从平成元年（1989年）５月１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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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本１合的体积相当于中国的0.1升。



任斯文会名誉会长后一直担任祭主至今。2012年的祝文原版13如前所示。

与此相比，中国从2004年正式恢复公祭孔子以来，每年在曲阜举行的祭孔大

典上诵读的祭文虽然庄重有力，充满着对孔子伟大言行和贡献的敬意，但字句冗

长，而且因为每年都请不同的名家撰文导致每年的祭文内容不同。

第16项闭扉奏乐警跸即送神礼，与前述第５项相呼应。全体起立后，在伶人

吹奏古典雅乐声中，神官虔诚地向正面龛门鞠躬敬礼后，一边有节奏地发出“哦！

哦！哦！”的三声警跸，一边恭敬地将两扇龛扉先左后右徐徐关闭，而警跸之意

则在告诉所有参拜者：“至圣先师孔夫子慢走哦，请各位一起欢送”！

第18项仪式是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高桥均先生的讲经，持续了大约35分

钟。可见上述林罗山于1635年首次讲经以后，每次释奠礼中都有讲经一项，成为

传统，流传至今。

讲经仪式结束后，进入第19项仪式：全体起立，由二松学舍大学附属高中12

名女学生组成的合唱团高唱《孔子颂德之歌》14。由于释奠礼前每位来宾以及参会

者免费获得的资料中印有相关歌词，所以大家很容易也很自然地与学生合唱团一

起合唱起来。赞颂孔子崇高美德的嘹亮歌声在大成殿内外荡漾，感人至深。唱歌

仪式则与献茶式类似，属于近代日本发明创造，但历史比献茶式更悠久。发给所

有参会者的歌词资料中注明：这首歌是在昭和２年（1927年）６月向市民公开募

集的673首歌词中严选的，作者是下平末藏先生，由当时的东京音乐学校（现在的

东京艺术大学音乐系）中田章先生作曲，一直沿用至今。

整个释奠礼大约持续了近一小时，虽规模不大，也没有警察在场，但井然有

序，气氛素雅，令人肃然起敬。据斯文会会计主任宫田末子女士介绍，这次参加

释奠总人数320名左右，其中来宾与斯文会会员以及二松学舍大学附属高中学生

近120名，其余200余名为自由参加的普通市民及观光游客。笔者在人群中十分高

兴地见到了来自史迹足利学校的前桥勋先生15，他带领着另外两名男同事代表史

迹足利学校来参加。

大成殿释奠礼结束后，石川忠久先生邀请笔者前往大成殿西侧的廊庑去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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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笔者试将此祝文译为：维平成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恒孝等伏惟谨告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灵：

夫子道配天地，德并日月，风教遍及东邦，化泽永垂后昆。恒孝等满怀景仰之情，奠薄品以表虔

诚，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尚飨！

14 歌词四章，为日语。孔祥林等译成汉语为“（一）泰山万世与云齐，泗水千秋流不息。孔子圣德

与伟业，同样悠悠无尽期。（二）孝悌忠信操百行，圣道忠恕一贯之。修身齐家平天下，导源溯本

仁字依。（三）圣道传至三岛，感化大和民心。开放美丽之花，缀成灿烂之形。（四）雄伟大成圣

殿，耸立汤岛高岗。赐予人类幸福，映出和平辉光。”（孔•孔 2011:866）。

15 2012年３月29日，笔者曾赴东京郊外的栃木县足利市参观了被誉为日本最古老的学校－史迹足

利学校，参拜了校内的孔子坐像，并拜访了该校事务所所长前桥勋先生与孔子第76代孙女孔佩群

女士。



高野枫石家元为所有参会者免费提供的煎茶和日式点心16。

接着，石川先生带着笔者走到斯文会馆讲堂，聆听了从11点30分开始至12点

30分，由“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原社长、“日本经济团体连合会”原副

会长樋口公启先生发表的题为“山田方谷 杂感”的专题演讲。山田方谷（1805-

1877年）是德川幕府末期著名的儒学研究者、阳明学代表人物之一，曾提出过“理

财论”以及“拟对论”，并积极参与了松山藩的藩政改革，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

了很大贡献。

汤岛圣堂南面有一条河，名为神田川。南岸边座落着著名的政教会大圣堂

“东京复活大圣堂”（通称是圣尼古拉大教堂），1891年竣工落成。所以此处连接

两岸的钢筋水泥桥一直成为圣桥。圣尼古拉大教堂傍边有中餐馆“银座 Aster御

茶水宾馆”，这天下午１点开始，在餐馆里举行一年一度的尚齿会庆祝宴会，招

待70岁以上的年长会员。宴会上，石川理事长致辞并代表参加者向满70岁、80岁

以及90岁的主宾敬献了奖状与礼品。按规定，参加宴会的斯文会普通会员需缴纳

参加费5000日元，所以通常出席人数不多。《斯文会会报》68期公布2012年出席人

数为80名，而《斯文》第121号记载2011年度出席人数只有64名。宴会气氛和谐吉

祥，３点终止。一年一度的释奠到此圆满结束。

此后宫田末子女士通过邮件告诉笔者，在此中餐馆举行一年一度的尚齿会庆

祝宴会是从平成20年（2008年）才开始的。在此之前是请附近另一中餐馆“龙水

楼”的厨师到汤岛圣堂来，在斯文会馆厨房或圣堂内庭院里将已经在释奠礼上供

奉给孔子的活鲤鱼做成“中华料理”后，让参加尚齿会庆祝宴会的出席者一起分

享。这是汤岛圣堂释奠礼中最后一项神人共食的传统仪礼习俗，即前述③饮福受

胙，但现在形式与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被改变为在中式餐馆举行的尚齿会

庆祝宴会了。

五 结语

在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以及社会精英阶层将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政治理

念，景仰孔子并积极吸纳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精髓，所以当时的汤岛圣堂与释

奠礼基本上仿照了中国明朝的建制与礼制并迅速发展。如圣堂的标志性建筑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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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石川先生一边与笔者品茶，一边谦和地问起笔者的感想和建议。笔者首先十分高兴地告诉老先

生，此次亲身感受到了日本神道式释奠与当代曲阜祭孔大典的异同，受益匪浅，衷心感谢；然后

便不加思索地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斯文会至今还没有制作过有关介绍汤岛圣堂以及释奠等系列

传承儒学文化活动的录像，是否可以开始准备制作相关 DVD？这样既可做宣传，又可增加收益；

二、中国大陆方面至今没有派过代表参加圣堂的释奠礼，而事实上两岸各地文庙近年已在以各种

形式共同举行祭孔大典，以后是否可以邀请中国大使馆代表来参加？这样做一定会让孔子之灵感

到欣慰。老先生听后连声答道“Good idea! 我本人完全同意，以后一定找机会将你的建议提交

理事会认真讨论”。



门、入德门、杏坛门、大成殿等设施的名称来源、孔庙的多次改建、扩建并不断

完善建制，最后成为中国传统的三进院落结构布局等历史都说明了这一点。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承儒家文化的行为和过程并不是全盘照搬中国，而常常是

按照他们固有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有选择性地吸纳，或者根据时代的需要适当

地进行取舍加工。比如历史上衣冠样式的改变、入德门内右侧“水屋”的增设、

大成殿颜色的改变、以及于1800年开始的以延喜式代替明代儒式仪礼来举行释奠

礼等一系列举措，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本土化倾向。

同时，中国伝统释奠礼被日本本土化的倾向在明治时代后期恢复的释奠礼中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如一年一度的释奠礼日期改为４月第４个星期日，

神道式的修祓、开扉奏乐警跸以及闭扉奏乐警跸、献茶式与《孔子颂德之歌》等

仪式的导入、以及奠币内容简化与饮福受胙的形式変化等都是其具体的表现。不

过释奠礼中演奏雅乐与行三献礼以及讲经等儒家传统仪式一直保持下来，至今基

本未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汤岛圣堂的释奠礼“可以说是神儒混合的祭仪”（陈

2004:285）。

值得一提的是，讲经仪式在日本一直延续到现在也引起了国内部分学者的关

注与反思。正如彭林与张德付所指出的那样，讲经本来是中国传统释奠礼中的重

要仪式与内容，但是在中国大陆却没有传承下来，包括在当代曲阜祭孔大典中也

没有得到复兴。因此当代中国的祭孔大典不仅应该增加讲经的环节，而且应该把

名称由祭孔大典改为释奠礼（彭•张 2011）。不过，当代曲阜以及各地祭孔大典的

时间统一为９月28日，各级领导和名家多次向孔子奉献高大花篮的隆重仪式（这

可能源于中华民国后期的仪式改良），但汤岛圣堂的释奠中并没有出现，如台湾代

表所献的高大花篮也没有被纳入此处的释奠礼中。这些又说明近现代中国变化中

的祭孔大典对日本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上述儒学在日本的本土化过程既反映了日本精英阶层吸纳传承儒家文化的积

极性、主动性与选择性，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日本神道文化与中国儒家

文化的差异性。比如“水屋”的增设与修祓等神道仪式的导入，即反映了日本神

道中独特的污秽意识；而儒式与延喜式的祭品规定的不同，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中日两国传统饮食习俗的差异：自古至今中国人一直习惯食用四肢动物，故“三

牲”无论对生者还是对死者都是最高佳肴；而日本历史上受佛教的影响天武天皇

于676年颁布禁止杀生食肉的敕令（保护对象为牛、马、鸡、犬、猴，但不包括野

猪与野鹿)，江户时代幕府还排斥基督教及其食肉习惯而公开提倡佛教素食，因此

在明治维新以前人们通常不杀四肢动物17食用而以食用鱼米蔬菜为主的传统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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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位稻荷神社的“神主”(神职人員)告诉笔者：至今野猪被称为“山鲸”，即山中鲸鱼；兔子

被看作鸟类，用“羽”来计量。所以野猪与兔子例外，可食用。



文化（大塚 1993:7-12），因此由这一传统饮食习俗导致了神道祭祀仪式上仅供奉

酒、米、鱼类和蔬菜水果等。

事实上，岩井宏实的研究成果表明，无论是古代《延喜式》，还是明治６年（1873

年）３月公布的《官币诸社官祭式制定之件》，所严格规定的神馔内容主要是米、

粟、酒、鱼类和蔬菜水果等，但因祭祀规格等级的大小而祭品数量不同。另外，

《延喜式》明文规定神馔为熟食，而《官币诸社官祭式制定之件》规定神馔用生食，

将神馔与活人平常吃的食物区别开（岩井 1999:170-174）。正如王蓉等所指出的

那样，神社神馔是日本人日常饮食的一面镜子，反映了日本饮食文化的原型与特

征（王 2007）。

与日本各地饮食习惯丰富多彩一样，日本各地孔庙与释奠礼的建制规模、礼

仪形式以及相关内容也呈多样性。比如注15中提到的足利学校孔庙举办的释奠

礼，虽然也和汤岛圣堂的释奠礼一样是神儒混合，但其中儒式要素要更多些：不

仅有儒式的跪拜，而且祭品中还有牛肉18。另外，从因特网上可以看到佐贺县多

久市的多久圣庙举行的传统释菜礼虽然有同于足立学校孔庙的儒式跪拜，但祭品

却与汤岛圣堂的近似，即甜酒、银杏（或枣）、栗、芹菜、竹笋等蔬菜以及野鸡肉

（或鲫鱼）、米饭、年糕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神儒混合是日本各地释奠礼的

共同点，但由于各地孔庙与释奠礼的起源、历史发展变化以及地方传统文化变迁

不同等原因，神儒混合的程度也有差异，呈现出多样性。

另外，汤岛圣堂举行释奠礼的日期与日本其它各地孔庙也不一致。如足利学

校孔庙为每年11月23日（文化节），冲绳县的久米至圣庙与当代中国大陆一样为９

月28，而多久圣庙自从1708年竣工以来至今仍然持续保持中国传统的一年春秋两

季的释菜礼，而时间分別为即每年４月18日与10月的第４个星期日。

如果把本文所揭示的有关汤岛圣堂与释奠礼在江户时代兴盛、明治前期衰退

明治后期获得精英阶层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兴、进而在日本社会不断本土

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孔庙与释奠礼从汉代至清代兴盛、中华民国初期开始逐渐

走向衰退、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时期深受打击而改革开放后又逐渐获得精英

阶层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兴以及在中国大陆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相比

较并进行讨论，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也许我们由此可以归纳出孔子与儒家思想在

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所扮角色的规律性：“革命”动乱时期被无情打击并全面否定，

而新政权相对稳定后的和平发展时期则被用来恢复并维护社会秩序。

尽管这个大问题已经超越了本文的主旨范围，但本文所论述的汤岛圣堂与释

奠礼的历史变迁及其兴衰史则显示出：如果说孔庙与释奠礼的兴盛是国家统治者

及其社会精英尊孔崇儒的象征，即也是社会繁荣、和谐发展的标志之一的话，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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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根据孔佩群女士向笔者提供的2011年度足利学校“释奠略式序次”。



么经过强大的欧美近代文明冲击洗礼后逐渐由日本社会精英阶层自发组织而得以

持续复兴的汤岛圣堂与释奠礼，则充分反映了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文明）不仅

与欧美的基督教文化（文明）之间有着继续共存、互补乃至共同发展的必然性和

可能性，而且还有着自身不可忽视的普世价值及其坚韧顽强的生命力。

以上只是对汤岛圣堂与释奠礼所作的初步人类学考察，有关汤岛圣堂与释奠

礼的历史演变以及社会现状还需要今后在进一步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

深入调查研究，同时对中国各地与日本其他孔庙与释奠礼的历史变迁与社会现状，

以及源自中国的儒学在日本变成“儒教”的本土化过程也要进行比较研究19。这

是本研究的遺留问题，也是今后要进行更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与方向。鉴于此，

本文力图通过上述探讨，为今后展开该領域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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