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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碑刻（三十九）

元敕赐曲阜
孔庙田宅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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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敕赐曲阜孔庙田宅记碑，为孔庙记事碑，刻
立于元惠宗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十二月。此碑
位于孔庙奎文阁西门北侧，石碑高2.1米、宽0.94
米、厚0.22米。碑文正面共28行，每行51字。碑
文由中顺大夫欧阳玄撰写，承仕郎赵期颐篆刻。碑
文内容丰富，它记录了元朝对孔府的恩赐，也反映
了当时社会对于儒家文化的尊崇和重视。

元朝皇帝赐予曲阜孔庙田宅的原因，可以从多
个方面来探讨。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其思想和学
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曲阜孔庙作为祭祀
孔子的圣地，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象征。元朝是蒙
古族建立的王朝，元朝皇帝深知儒家文化在汉族及
其他民族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为了巩固统治、促
进民族融合，元朝皇帝采取多种措施来推崇儒家文
化，包括设立国子监、推广儒学教育等。赐予曲阜
孔庙田宅，正是元朝皇帝对儒家文化尊重与推崇的
具体体现。

元朝建立初期，面临着汉族士民的抵触和反
抗。为了安抚这些士民，元朝皇帝需要通过一些举
措来显示对汉族文化的尊重和接纳。赐予曲阜孔
庙田宅，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可以赢得汉族士
民的好感和支持。元朝皇帝通过赐予曲阜孔庙田
宅等举措，向天下宣告自己是中原正统文化的继承
者，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种举措有助于
增强元朝皇帝的权威性和正统性，从而有利于帝国
的长期稳定和发展，为孔庙的日常运营和祭祀活动
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些田地和房产的收入
可以用于修缮庙宇、购置祭器、举办文化活动等，从

而保障孔庙的正常运转和儒家文化的传承。
曲阜孔庙在元朝文化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曲阜

孔庙作为儒家文化的圣地，承载着儒家文化的核心
价值和精神传承。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促进
民族融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崇儒家文化，其
中，对曲阜孔庙的重视和支持是重要的一环。元朝
皇帝多次赐予曲阜孔庙田宅、修缮庙宇，并设立专
门机构和官员来管理孔庙事务，这些举措都体现了
元朝官方对曲阜孔庙的极度重视。这种官方重视
和政策支持，使得曲阜孔庙在元朝文化中的地位更
加稳固和突出。

曲阜孔庙不仅是儒家文化的象征，也是各民族
共享的文化圣地。在元朝时期，随着各民族之间的
交流和融合，曲阜孔庙成为各民族共同敬仰和祭祀

孔子的场所。这种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的现象，在
曲阜孔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元朝统治者通过推
崇儒家文化等方式，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
流和融合，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
力。曲阜孔庙不仅是祭祀场所，还是儒家思想传
播的重要基地。在这里，儒家经典被广泛研究和
传授，儒家思想被不断阐释和发扬。这种传播活
动对于儒家文化在后世的普及和深化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曲阜孔庙在历史上形成了学庙合一的体制，即
孔庙与儒学教育机构相结合。这种体制使得儒家
思想在教育中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也为学术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场所和资源。许多儒家学者在孔庙中
研究经典、探讨学术，推动了儒家文化的深入发
展。曲阜孔庙作为儒家文化的象征，吸引了大量学
者和士人前来参观学习。这种学术氛围促进了儒
家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许多重要的儒家学术
成果都在孔庙的学术氛围中孕育而生，为后世儒家
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儒家思想所倡导
的仁爱、礼义、诚信等价值观念，对于塑造中华民族
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品质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儒家
文化的物质载体，曲阜孔庙通过祭祀活动、教育传
播等方式，将儒家的价值观念传递给后世子孙，为
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人观此碑记，无不感慨万分。儒家文化作为
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文化瑰宝，需要得到我们每
一个人的尊重和传承。同时，我们也应根据时代发
展的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儒家文化，使其在新的
历史时期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林绍越想越得意，送走了这几位
州里分管河工的下属，他伏在书案上
写奏折，一是揭发潘季驯与兼任淮安
巡抚的江一麟二人实属于江西的旧
交，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将河库银放
在淮安府，增加了多道环节，滞留、克
扣工程款项，或用于购买盐引，抬高
盐价，从中渔利。二是潘河漕修筑河
道外面的遥堤是不了解黄河的水性
与治河的历史，黄河是堵不住的，修
筑遥堤不仅劳民伤财，反而容易造成
河堤进一步崩溃，应该保留黄河自徐
州以下到入海口的决口，以求河道水
势顺畅。

写完之后，林绍还抄给自己熟悉
的御史和工科给事中等科道言官，特
别是与自己同年中进士的科道言官，
这些朝里的言官都是可以风闻奏事
的，这些言官不晓得治河的真机，却擅
长指责干事的人，听说河漕工程竟然
有这么大的猫腻，就到处散布“浮言”，
扬言潘季驯治河必不可成，甚至贪赃
枉法。

林绍又给杨化寄了一份，他知道杨
化这个人比较滑头，不会跟着他一起上
告，但是杨化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

果不其然，杨化没有自己写题本
上奏，而是叫着张云、李五等盐商，从
河漕总督府与淮安府拉人下水，作为
外援，里应外合，不久，就把负责宝应
段河道治理的河南郎中施天麟、淮安
府负责结算河漕工程款项的通判王弘
化拉进了河下老街的藏春苑，这里有
扬州瘦马莺歌燕舞，有淮扬名菜滋润
肠胃，两位大员当晚就和杨化、张云、
李五结拜为兄弟，一切听杨化兄的调
遣。河南郎中施天麟负责修复宝应一
带的工程，他答应可以多报一部分款
项，通判王弘化答应先把杨化、林绍、
施天麟的三段河漕款支取出来一部
分，供他们先期使用。

杨化自从到了淮安府，并没有其
他的进项，这些日子的吃吃喝喝，都是
张云、李五在请客，他一直很内疚。这
不，通判王弘化转来的款项一到位，他
立马回请诸位盐商兄弟，这水陆道场
的档次自然又压过了张云一头，让张

云、李五直呼过瘾！
又到了三六九万历皇帝上朝之

日，天刚蒙蒙亮，北京皇城内外钟声阵
阵，大臣们已经在太极殿内外分班站
好，万历皇帝在大太监冯宝的引领下
来到御座上坐下，开始听政。

不料，几位科道言官站出来，纷纷
参奏右副都御史、河漕总督、工部右侍
郎潘季驯，与右副都御史、漕运总督、
淮扬巡抚江一麟结党营私，治河无状，
多筑遥堤，实属劳民伤财，并与巡盐御
史一起勾结，哄抬盐价，应该严肃查
办，让其“冠带闲住”。

在御座之上的万历皇帝看到这乱
嚷嚷的情景，一时间不好表态，就问首
辅张先生该怎么处理。

张居正为官多年，根本不相信这
些言官的指责是真的，但是也不能不
处理啊，就说：“圣上，如今河漕大工已
经全开，河漕总督潘季驯和巡抚江一
麟正奔波于治河工地上，千头万绪，一
旦派人去查处，工程将会瘫痪！应该
让潘季驯和江一麟分别解释，如果他
们解释不清，或者确有问题，再查办亦
不为迟。”

皇帝准奏，退朝之后，张居正把关
于河漕方面的题本奏折分别转给淮安
的河漕总督署和淮安府，让潘季驯、江
一麟悉心部署好河漕工程，不能有任何
的差池，对于这些官员的指责，可以在
不忙的时候，逐条辩白，呈报上来即可。

潘季驯和江一麟正在忙着部署
河漕工程的事，诸事繁杂，简直焦头
烂额，这时，二人却分别收到了张居
正写来要求解释问题的信，后面还附
有林绍与各路言官的奏折，既感到压
力巨大，也感到十分气愤：真是明枪
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二人在河漕上
忙得焦头烂额，这徐州道副使林绍真
是一个宵小之辈，早在河漕总督署给
朝廷上《两河经略疏》的时候，他也是
参与写奏疏的，后来进行工程分工的
时候，分工就贴在了门口的大照壁
上，他也没有反对啊！而到了驻地徐
州之后，竟然暗下黑手，背后搅局，编
造谣言，串联多名言官在朝堂上兴风
作浪！ （未完待续）

本书刻画了24对革命伴侣
的人生故事，让人仿佛穿越了时
光的长河，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
的年代。革命者的爱情，不仅仅
是个体情感的交织，更是对未来
的共同憧憬和奔赴。他们因志
同道合而相爱相守，因信仰坚定
而矢志不渝。这种爱情，超越了
个人的小情小爱，成了一种崇高
的精神追求。

除了有深刻的内容，这本书
的装帧设计也别具巧思。它采
用了电影式的视觉叙事思路，以
中国传统颜色的朱赭色为主基
调，双栏排版，版式灵活多样。
同时辅以秋叶元素，用“生如夏
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展
示了革命者的崇高人格与爱情
的伟大。此外，全书还配备了音
频、视频短片及电影，通过听觉、
视觉全方位立体展现革命者那
一段段因信仰而闪光的爱情，增
强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爱情的样子》

（本报记者 王艳茹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