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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孔继汾(1725—1786 年),孔子六十九代孙,清代曲阜孔氏家族中最著名的经史学家之一,
在孔氏家族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孔继汾著述鸿富,生平著述至少有十六种,学术研究领域广阔,
《阙里文献考》与《孔氏家仪》是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主要研究孔氏家族史学与孔氏家族礼学。 总

体而言,孔继汾的学术成就非常高,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已有的研究基本厘清了

一些问题,如孔继汾的生平、仕途、著述、所涉文字狱、学术价值等一些问题。 但也存在许多不足,其
著述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许多遗著尚未点校、辑佚、出版,缺乏与其同时代学者的比较研究,缺少

对孔继汾生平与学术成就的全面评价,新史料如孔府档案等有待深入挖掘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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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王朝厉行“尊孔崇儒”政策,必然泽及孔子

后裔。 曲阜孔氏家族作为孔子的嫡系后裔,不仅在

政治与经济上享有各种特权,在学术上也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 曲阜孔氏家族学人辈出,代不乏人。 清

代是曲阜孔氏家族学术发展的关键期,也是传统学术

的归纳期。 孔继汾正是清代曲阜孔氏学人中最杰出

的代表。 孔继汾(1725 年—1786 年),字体仪,号止堂,
孔子六十九代孙,山东曲阜人。 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

第四子,六十九代衍圣公孔继濩之弟,由于七十代衍圣

公孔昭焕年幼,孔继汾作为其叔父署理孔府主事。 孔继

汾身份显赫,十四岁时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与赞赏,早
年仕途顺利,先后担任过国子监监生、内阁中书、中书舍

人、军机处行走、户部广西司主事等要职。 乾隆二十一

年(1756 年)以后,孔继汾仕途受挫,先后多次与孔氏族

人、曲阜地方有司、乾隆皇帝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孔继

汾本人以及孔府势力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其特权和独

立性受到严重削弱,孔氏家族学术受到打击而一蹶不

振,再也没有产生较有影响力的学者,直至清朝灭亡,孔
府族人在学术上再难恢复往日盛况。

孔继汾仕途受挫、一度心灰意冷,这也令他决意

顺承母志、杜门谢客、一心钻研孔氏家学,先后撰成

《阙里文献考》 《孔氏家仪》 《家仪答问》 《孔子世家

谱》等至少十六种著述①。 孔继汾是乾隆年间孔氏

家族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的个人经历对孔府地位

产生过重要影响。 但长期以来,对孔继汾的研究并

未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学界对孔继汾的研究成果

也不够深入。 已有的研究基本厘清了一些问题,如
孔继汾的生平、仕途、著述、所涉文字狱、学术价值等

问题。 但也存在许多不足,如孔继汾的童年事迹与

晚年的际遇缺少论述;孔继汾主事孔府的原因;孔继

汾的财力以及在孔府的实际地位;孔继汾事迹对孔

府的影响;对孔继汾著述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许
多遗著尚未点校、辑佚、出版;缺乏与同时代的学者

的比较研究;缺少对孔继汾生平与学术成就的综合

性研究与全面评价;新史料如孔府档案等有待深入

挖掘与利用。
笔者认为学界对孔继汾研究不够重视的原因有

以下几种:一、孔继汾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孔氏家

学、孔氏家史、孔氏家族制度等方面。 其著述虽然内

容详瞻、考证精审,但不是乾嘉时期学术的主流,社
会影响也不及乾嘉主流学术。 二、孔继汾身犯文字

狱,并多次与孔氏族人、地方有司、乾隆皇帝发生了

矛盾冲突。 《孔氏家仪》等著述遭到禁毁,其声誉严

重受损,最后抑郁而终。 曲阜孔氏家族也受到乾隆

皇帝的沉重打击,当时的学者们对研究孔氏家学讳

莫如深,害怕因文致祸。 嘉庆道光朝以后,虽然也出

现了孔宪彝、孔繁灏等几位孔府学人,但著述不多,
学术成就也不太高,曲阜孔氏学术进入低谷。 三、孔
　 　

　 　 ①　 关于孔继汾的著述数量,笔者在拙文《〈阙里文献

考〉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中有详细考证. 据笔者所考,孔
继汾著述多达十六种,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2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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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汾的学术成就被其子孔广森、孔广林的学术成就

所遮蔽,孔广森、孔广林的学术契合乾嘉时期学术的

主流,并且成就斐然,相形见绌,对孔继汾的学术成

就有所掩盖。 故而孔继汾未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研究也不够深入。 笔者在盘点和梳理近三十年来孔

继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对孔继汾研究做一些简

单的评介,并对未来研究的走向做一些展望,以期推

动孔继汾研究的继续发展。

表 1　 相关数据库对清代四位孔氏学人的研究数量统计简表

中文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

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文献中心
中国知网 读秀学术 万方 维普 华艺

全国图书馆

参考咨询联盟

孔继汾 0 1 19 511 26 14 0 64
孔广林 3 7 31 657 1777 22 1 187
孔广森 5 36 105 6724 409 73 8 369
孔继涵 0 13 38 1283 69 28 1 153

一、对孔继汾生平事迹的研究

　 　 1. 关于孔继汾的出生之年。 以往研究主要有两

种说法:1721 年与 1725 年,其中 1721 年之说为误

说。 《阙里文献考》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乾隆二十七年

(1762) 刻本影印本, 《 阙里文献考》 光绪十七年

(1891)湘阴李氏重刻本,王飞鹏《清儒孔继汾与其代

表作〈阙里文献考〉略论》,乔晓军编著《中国美术家

人名辞典》以及百度百科孔继汾词条等均持 1721 年

之误说,持此说的原因是弄错了孔传铎病逝的时间,
然后根据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叙考》:“汾年十一

而孤,太夫人督之严” [1]724 进行推断。 他们以为孔传

铎病逝时间为 1732 年,根据《阙里文献考》卷十世系

考:“传铎,字振路……雍正元年,袭封衍圣公……十

三年夏四月癸亥卒,年六十三。” [1]63 再根据《孔府档

案》第 96 卷: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病故恤典,可知

孔传铎卒于雍正十三年(1735)。 然后通过十一岁丧

父来推断其出生年月。 再根据 《孔继汾自撰墓志

铭》 [2] ,可知 1725 年之说为正确说法,大部分的已有

研究成果均持此正确说法。
2. 关于孔继汾的家学渊源。 周洪才《孔继汾与

〈阙里文献考〉》,简略介绍了孔继汾的家学渊源,孔
继汾受其父衍圣公孔传铎深刻影响。 其父孔传铎精

于三礼《周礼》 《礼记》 《仪礼》、工于诗词,孔继汾受

其影响,潜心钻研孔氏家族礼仪,著有《孔氏家仪》十

四卷。 孔继汾病逝后,孔广森由于哀伤过度英年早

逝,父子二人相继病终,士林为之痛惜[3]53。 颜伟《清

代孔子故里文人剧作家生平考略》,简介孔继汾身世

对其子孔广林的学术影响。 孔广林是孔继汾长子,
一生潜心研究经学,专攻郑玄之学,且深于曲学,精
于元剧。 孔广林二十六岁,即绝意仕途。 他常在散

曲中慨叹自己命运多舛、夙遭闵凶,主要原因就是其

父身遭文字狱、其弟孔广森英年早逝,家族的不幸,

以及孔氏家族族人迁怒其家,这些打击彻底泯灭了

孔广林的科举功名之念,从此潜心于郑学与曲剧,并
且成就不菲[4] 。 葛红《孔子故宅诗礼堂》 ,简要介

绍了诗礼堂之于孔庙的重要作用。 孔继汾在诗礼

堂为乾隆皇帝讲经受到赞赏而进入仕途,但其后将

讲稿整理成《孔氏家仪》 《家仪答问》 两书,之后被

控告“擅自更改朝廷礼制,对当时社会充满不满” 。
最后被乾隆皇帝发配伊犁充军,在途中被折磨至

死,但孔继汾至死都不服罪,表现了一位儒者的浩

然正气[5] 。 葛文较简,对孔继汾充军途中的事迹,
缺乏论据。 陈熹《孔继汾、孔广森父子行年考》 ,以
年谱的形式记述孔继汾、孔广森父子生平事迹,主
要考证袒庇户人案、违例葬母案、孔氏家仪案三案

始末[6] 。 孔氏家仪案的告发者应为孔继戌,而该文

误考为孔继戍,告发时间应为乾隆五十年四月初十

日,该文误考为春三月。
3. 关于孔继汾所处的家族学术环境。 姚金笛

《清代曲阜孔氏家族诗文研究》重点研究清代曲阜孔

氏家族诗文创作的特点与影响。 他认为清代曲阜孔

氏人丁兴旺、科甲不绝,家族诗文创作繁荣、人才辈

出,共出现了 170 多位文学创作者,创作了 180 多部

诗文集。 曲阜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孔氏家族显赫

的政治经济地位、发达的家族教育、浓厚的家族文化

氛围、复杂丰富的社会活动,以上原因共同促成了曲

阜孔氏家族在文学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 由于孔继

汾的诗词作品不多,并无专集传世,《阙里孔氏诗钞》
等只收录其诗词二十多首,该文并未对其诗词特点

进行研究[7] 。 陈冬冬《清代曲阜孔氏家族学术研究》
认为清代是曲阜孔氏家族学术发展的第四高峰,由
于学术专门化的出现,孔氏家族的学术也顺应了时

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其学术发展大体分为四个

阶段:萌芽时期(雍正朝以前)、极盛时期(乾隆时

期)、衰落时期(嘉道时期)、开新时期(咸丰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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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继汾、孔继涵、孔广林、孔广森是清代孔氏家族学

术成就最高的四位学者,这四位都是主要活动于乾

隆时期的学者。 对孔继汾的生平事迹叙述较简,主
要研究其著作的文献学成就。 孔继汾的学术成就主

要集中在孔氏家族史、孔氏家族礼仪制度、对阙里文

献的考证、阙里制度、孔氏家族史、历代大儒传记、孔
门儒生、孔氏家族著述等方面。 孔继汾的学术研究

对于清代家学、清代考据学研究都有重要影响。 其

促进了清代家学的开放性,家学传统因开放性而保

持发展。 孔氏家学虽然与清代考据大家存在一定的

差距,但由于其显赫地位,始终与一些考据学者保持

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其学风倾向于乾嘉考据学的皖

派,崇尚不专治一经,博通群经的学术风格,并对孔

氏后世家学产生一定影响[8] 。
4. 关于孔继汾所涉文字狱案。 孔继汾所生活的

乾隆年间,正是皇权不断强化、文字狱高发的时期。
随着乾隆皇帝先后八次来阙里祭孔,孔府的地位也

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清廷与孔府,皇帝与

衍圣公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而这一时期

也是孔府族权伸张、内部权力斗争、家族内部矛盾频

发的时期。 作为孔府重要主事的孔继汾自然难以置

身事外。 平心而论,“袒庇户人案”、“违例葬母案”、
“孔氏家仪案”三案皆是乾隆皇帝挟私报复、借故打

压孔府与孔继汾。 孔继汾的不幸遭遇也受到当时社

会士人的普遍同情。 学界对“袒庇户人案”、“违例

葬母案”的研究有待深入,但对“孔氏家仪”研究成

果较多。 黄立振《关于〈孔氏家仪〉的禁毁与治罪作

者的经过》、管蕾《大题小做:正统观念下的〈孔氏家

仪〉案》、陈冬冬《乾隆年间〈孔氏家仪〉案文字狱》、
余梁《孔氏家仪案》始末、孔勇《乾隆朝〈孔氏家仪〉
禁毁案新探———基于礼制冲突与官绅矛盾双重视角

的研究》,都主张“孔氏家仪案”是清代的文字狱,是
朝廷对孔继汾以及孔府势力的沉重打击。 黄文对孔

氏家仪案的过程、孔继汾创作《孔氏家仪》的动机、告
发者以及清廷对他的指控、孔继汾的申辩等进行了

详细考证。 质疑了“孔继汾死于梁同书家中”之说,
认为孔继汾应该死于从伊犁回家途中。 黄文还将告

发者“孔继戌”误考为“孔继戍”、山东巡抚“明兴”误

考为“白钟山”。 但是瑕不掩瑜,黄文对孔氏家仪案

的考证是比较准确的[9] 。 管文认为孔氏家仪案是清

朝统治者“正统”与士人“道统”之争,为了破除汉族

士人的优越感,必须借此对其进行打击。 管文还认

为孔继汾无意去触犯大清律令,身为孔子嫡系后裔,
孔继汾更无些许忤逆之心[10] 。

陈冬冬《乾隆年间〈孔氏家仪〉案文字狱》,梳理

了“袒庇户人案”与“孔氏家仪案”二者的关系,并分

析案件的原因及影响。 陈文指出,虽然两案发生相

隔近三十年时间,“袒庇户人案”中孔继汾已经得罪

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怀恨在心,而孔继汾也由之前

对乾隆皇帝的“感恩戴德”到“充满不满”。 “孔氏家

仪案”正是乾隆皇帝挟私报复,借机干涉孔府内部事

务,手段绵密而毒辣,本质上是乾隆皇帝罗织罪名制

造的冤案。 经此一案,孔府势力受到严重削弱,孔氏

家族学术活动一蹶不振,这也是乾隆年间皇权高度

膨胀、无孔不入的表现[11] 。 余梁《孔氏家仪案》 始

末,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二十多份档案,从法制史

的角度考察孔氏家仪案的来龙去脉,提出一些新颖

的观点:孔氏家仪案是孔继汾与衍圣公孔宪培争夺

孔府权力,孔氏族人对孔继汾主事严重不满,通过孔

氏家仪案陷害孔继汾,是孔氏家族的内斗。 孔继汾

掌握孔府财权,拥有大量财富,无论是乾隆皇帝、衍
圣公孔宪培、于敏中家族都对孔继汾财富觊觎已久,
故而炮制冤案陷害孔继汾[12] 。 余文增加了许多重

要史料:山东巡抚明兴、济南府同知邵庾曾、沂州知

府高天凤共同审理孔继汾,以及孔继汾进行自我辩

护的内容,以及浙江巡抚对江衡家族的调查处理,乾
隆皇帝对案件的处理。 余文注重案件细节的考证,
考证过程非常严谨,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有待深入考

证,如乾隆皇帝觊觎孔继汾及孔府的财富,并多次向

孔继汾家族收取罚金,在毕沅看来缴纳罚金是向清

廷妥协的最佳方式。 孔勇《乾隆朝〈孔氏家仪〉禁毁

案新探———基于礼制冲突与官绅矛盾双重视角的研

究》,跳出文字狱的视角,从清廷与孔府的官绅矛盾、
孔氏家族内部矛盾、古礼与今俗的冲突、清帝与衍圣

公的复杂关系层面,考察了孔氏家仪案的原因与

影响[13] 。
综上所述,学界对孔继汾生平事迹的研究,取得

了一些成果,集中考证孔继汾步入仕途之后的重大

事迹,厘清了一些基本问题,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如

孔继汾的童年经历基本阙如,孔传铎对孔继汾的学

术启蒙,孔继汾如何获得孔府大权? 孔继汾个人所

持财富与权势的多少? 孔继汾与衍圣公孔宪培的关

系如何恶化? 孔继汾与孔继戌矛盾的根源以及孔继

汾在孔府的地位与影响等问题,都有待新史料的发

现及进一步探索。 孔府档案(3631 卷)、《清高宗实

录》、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军机处档案、毕沅文集

等史料,都有对孔氏家仪案的记述,但也有矛盾之

处,有待对相关问题继续研究。 孔继汾、孔广森、孔
广林对三案讳莫如深、孔氏族人的记述、时人文集记

述也很少,这方面的史料有待搜集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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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孔继汾学术思想研究

　 　 孔继汾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史学、礼学、谱
学、考据学、文学等多个方面,其中尤以史学、礼学成

就最高。 “纂辑《阙里文献考》,记述恩赍,表扬幽

潜,足裨家乘。 手校经史,刊板为家塾读本,字画皆

本《说文》,识者珍之。 修《家仪》一书,冠婚丧祭,罔
不具备,迄今子孙法守之” [14] 。 从孔宪彝的评论可

以看出,孔继汾的著述在当时比较流行,在曲阜孔氏

家族中权威性较高。 但是孔继汾对自己的学术成就

比较谦虚:“余素不善书,又不爱作诗,惟性耽著述,
每考订经义辄有所论,他日子孙贡谀意者其在斯乎?
然谬悠之论,原未敢属为文辞问当世。 凡所撰次,惟
《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匡仪纠谬集》为有成书,
其他如四书补音、三礼名物、历代编年、刑考、地志之

类,不过闲居无事,翻书之下抄撮备遗忘而已,并浅

陋无足存者,故旋作旋削,若遂据以饰语欺后人,尤
甚无谓。 以戒儿辈, 他日毋为我作行述, 乞人作

志。” [2]292 其中尤其以《阙里文献考》 《孔氏家仪》两

书的价值最高,《阙里文献考》堪称阙里文献之大成、
孔氏家族史之大成,《孔氏家仪》是孔氏家族礼制之

大成。 学界对二书的研究成果不多,有待向纵深

发展。
周洪才《孔继汾与〈阙里文献考〉》,认为《阙里

文献考》的学术价值不止于孔氏家乘,它关系到全国

各地、历朝历代的社会变迁,可以与正史、方志互相

印证。 简要介绍了成书时间、内容、体例、特点、不
足,但此文失之过简,论证不够深入[3] 。 陈冬冬《清

代曲阜孔氏家族学术研究》 [8]是其博士学位论文,此
文考察孔继汾、孔继涵、孔广森、孔广林四位人物的

学术成就,来归纳清代曲阜孔氏家族的学术发展。
其认为孔继汾的学术研究主要在于曲阜地方文献与

孔氏家族礼乐制度。 孔继汾编纂《阙里文献考》的目

的在于陈镐《阙里志》、孔尚任《阙里新志》的考据失

精、芜杂附会。 该书略仿马端临《文献通考》的体例,
凡十六门、一百卷,篇幅巨大,是迄今为止阙里文献

中最详尽的。 本文略举其考证学方面的成就,如孔

府职官、孔门著述、孔氏族人、历代大儒等。 《孔氏家

仪》与《家仪答问》 是曲阜孔氏家族礼仪的大成之

作,其礼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重视古礼、因时制宜、顾
及弱势群体、传承家族古礼、注重特色礼仪、保持民

间礼俗等方面。 后因“孔氏家仪案”遭到官方禁毁,
造成孔氏家礼无从可考,是孔府文化的一大遗憾。
陈冬冬还考证“孔氏家仪案”是乾隆皇帝对孔府的打

击,造成了孔府学术的沉寂,孔继汾首开孔府学人学

习乾嘉考据学的先河,如能天假其年,必能取得更大

的成就,不只是孔继汾个人的遗憾,也是孔氏家族学

术的遗憾。 笔者认为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

文,但也有一些不足,如:缺少《阙里文献考》中史论

的研究,文章限于篇幅,选取的四位代表人物都集中

在乾隆时期,缺乏清代其他历史时段的研究。 缺乏

一些其他重要人物的研究简述,如孔尚任、孔传铎、
孔宪培等孔氏重要人物,缺少与同时代学者的比较

研究。
孔祥林等《孔继汾及其学术成就》 [15] 简述孔继

汾的学术成就,认为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礼学、谱
学、史学、文学、考据学等几个方面。 尤其以礼学成

就最高,孔继汾长期执掌孔府事务,对孔府的礼仪制

度非常了解,为了让孔氏族人有礼可循,编纂《孔氏

家仪》,随后为补充说明,又先后撰写《家仪答问》
《劻仪纠谬集》《阙里仪注》,孔继汾的礼学在曲阜孔

氏族人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重在论述孔继汾学术

在孔氏家族中的影响。 王飞朋《清儒孔继汾及其代

表作〈阙里文献考〉略论》 [16]较为全面论述了孔继汾

的主要著作,以及《阙里文献考》的撰写缘由与经过、
版本情况、内容特色、及学术价值等。 孔继汾参于编

修《孔子世家谱》以来,两百多年以来都未再修孔氏

家谱,可见其价值。 《阙里文献考》是一部孔氏家族

文献与阙里文献大成之作,归纳出其四个特点:一是

类例谨严,体例完整。 二是文字典核,内容详瞻。 三

是考订史实,薙繁辨误。 四是表彰幽潜,砥砺后人。
后人还认为研究《阙里文献考》具有四个方面的学术

价值:一是研究孔继汾生平与学术的第一手资料。
二是研究孔府孔庙孔林的基本资料。 三是研究孔氏

家族历史的重要资料。 四是对于当今的文庙保护与

开放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港澳台学者及海外汉学家的相关研究

　 　 孔子、新儒学、孔府、孔氏大儒等往往是港澳台

学者以及海外汉学家研究的热点,这类研究可谓汗

牛充栋。 关于孔继汾的个案研究在港澳台以及海外

汉学界关注较少,但也略有涉及,所论多为兼论而非

专论。 据笔者目力所及,主要有以下研究成果:香港

科技大学刘乐恒 2010 年博士学位论文《马一浮六艺

论研究》( A
 

Research
 

of
 

Ma
 

Yifu’ s
 

Theory
 

of
 

the
 

Six
 

Art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
gy),刘文认为马一浮主张“六艺统摄一切学术,重建

新六艺是化解现代社会危机的最便利途径,礼学为

六艺之首,新礼学应当归本于传统儒学”,刘文提到

孔继汾在礼学方面的贡献在于总结儒学在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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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变,为孔氏族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孔继汾的礼

学思想与高度膨胀的皇权发生了冲突,被乾隆皇帝

打击是难免的,但孔继汾的礼学思想也深入孔氏族

人之心。 刘文仅略论孔继汾的礼学思想。 台湾国立

政治大学唐屹轩 2014 年博士学位论文《清嘉道咸时

期士人的时代关怀》简要论及孔继汾所涉文字狱案

对士人家国情怀的影响,士人纷纷对孔继汾案从惊

愕到同情到怀疑到义愤再到悲观的情绪变化,孔子

后人亦难免“因文致祸”,这极大影响了士人对皇权

的态度。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李孟勋 2018 年博士学

位论文《曲馆与地方社会———北港音乐子弟团的变

迁》简要论及孔继汾主事孔府时期对孔氏族人的约

束政策,造成部分孔氏族人心怀怨怼,他们伺机报复

孔继汾。 韩国清州大学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郑华顺

教授《礼乐赋圣学十图中的中国古代音乐研究———
以儒家神龛乐谱为例》 ( :《聖學十圖

 

附禮樂

比 攷 - 文 廟 樂 譜

-》),为《韩国音乐研究》第 60 集中的

一篇论文,主要研究文庙春秋祭孔乐谱,文中论及孔

继汾对祭孔礼仪的研究,对康熙十四律制的大胆改

进,以及对古礼的质疑,使之更加符合乾隆时期的文

庙祭孔要求。

表 2　 关于孔继汾的研究成果类型与数量(不完全统计)

期刊论文 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书籍专著(已出版) 大陆以外汉学研究 总计

孔继汾 24 7 0 1 4 36

四、对未来研究展望

　 　 孔继汾是清代曲阜孔氏家族中最杰出的经史学

家,在孔氏家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集中

在孔氏家族史学与孔氏家族礼学。 《阙里文献考》
《孔氏家仪》已经成为研究曲阜孔氏家族乃至儒学不

可跨越的宏大文献集成,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范畴内

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学界对孔继汾的研究取得了一

些成果,厘清了一些问题,有待向纵深方向开展。 在

文献学方面,孔继汾的著述至少有十六种,但是现已

出版得只有《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 《家仪答问》,
而且是大多是影印出版,2019 年出版了《阙里文献

考》点校本。 孔继汾的其他著作文集有待搜集、整
理、辑佚、点校、出版。 时人文集中关于孔继汾的记

述有待发掘与利用,如明兴、毕沅、江衡、梁同书等

人。 《山东省志》 《曲阜县志》 《孔子世家谱》等文献

中关于孔继汾的记述可资参考。 内阁档案、军机处

档案、孔府档案等档案史料中关于孔继汾的记述有

待深入挖掘。 孔继汾的童年经历、家学渊源、仕途事

迹有待深入考证。 由于孔继汾长期担任孔府的实际

主事人,其在孔府的实际权力、与孔氏族人的关系、
个人田产财富等也值得深入探讨。

可开展与同时代人物的比较研究,如:孔尚任所

著《阙里新志》也是重要的阙里文献,成书比孔继汾

的《阙里文献考》早了六十多年,将《阙里文献考》与

《阙里新志》进行比较研究很有学术意义,可以丰富

对曲阜孔氏家族史的认知。 《朱子家礼》与《孔氏家

仪》都是清代最有影响力的家族礼学著述,孔继汾对

《朱子家礼》多有参考与批判,以儒家礼仪的正统性

贬低《朱子家礼》。 将二者比较研究更容易弄清楚清

代的礼制特征以及与法制的关系,也更容易辨别谁

在儒家正统性上更高一些。 孔继汾的治学承袭了大

量乾嘉考据学的方法特色,但是孔继汾的考证原因、
考证方法、考据特色、考据宗旨有待更进一步研究。
孔继汾在曲阜孔氏家族的学术地位、乃至在清代学

术史上的地位、对孔氏家学、对清代学术的影响,都
有待做出评价。 当然也存在低水平的重复研究等现

象,学术视野有待拓展,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有待开

展。 过去研究更多是对孔继汾学术成就的笼统归纳

与总结,对其具体思想有待深入研究,如其儒学思

想、礼制思想、法制思想、改革思想等也有待开展。
一言以蔽之,孔继汾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都需要进

一步加强,相应的学术交流也需要开展。
笔者相信随着档案史料、时人文集、日记史料等

新史料的开放与利用,随着儒学研究、法律史研究、
区域史研究等领域的拓展,对孔继汾的研究会越来

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相应的学术成果也会越来越多,
对孔继汾的研究会向纵深方向开展。 孔继汾作为清

代曲阜孔氏家族中最重要的学者,对其研究得越深

刻,对清代学术与清代文化的认识也会越深刻。 总

之,笔者对孔继汾研究的学术前景充满信心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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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ong
 

Jifen
 

(1725—1786),
 

the
 

69th -generation
 

grandson
 

of
 

Confucius,
 

w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on-
fucian

 

classics
 

historians
 

of
 

Confucius
 

family
 

in
 

Qufu
 

of
 

the
 

Qing
 

Dynasty,
 

who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onfucius
 

family.
 

With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a
 

wide
 

range
 

of
 

academic
 

fields,
 

Kong
 

Jifen
 

com-
pleted

 

at
 

least
 

16
 

academic
 

works,
 

among
 

which
 

Que
 

Li
 

Bibliography
 

and
 

Rites
 

and
 

Rituals
 

of
 

Confucius
 

Famil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The
 

former
 

is
 

focused
 

o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family
 

and
 

the
 

latter
 

is
 

concentrated
 

on
 

the
 

etiquettes
 

of
 

Confucian
 

family.
 

In
 

general,
 

despite
 

Kong
 

Jifen’ s
 

high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y
 

have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by
 

the
 

academic
 

circle
 

for
 

a
 

long
 

time.
 

Previous
 

researches
 

have
 

clarified
 

some
 

problems,
 

such
 

as
 

his
 

life
 

story,
 

official
 

career,
 

writings,
 

literary
 

inquisition,
 

academic
 

value
 

and
 

so
 

on.
 

However,
 

there
 

are
 

also
 

many
 

shortcomings
 

in
 

the
 

existing
 

studies,
 

such
 

a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rrangement
 

and
 

research
 

of
 

his
 

works,
 

the
 

absence
 

of
 

many
 

remaining
 

works
 

that
 

have
 

not
 

yet
 

been
 

checked,
 

compiled
 

or
 

published,
 

the
 

lack
 

of
 

compara-
tive

 

studies
 

with
 

contemporary
 

scholars,
 

the
 

lack
 

of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his
 

life
 

and
 

academic
 

achieve-
ments,

 

and
 

the
 

need
 

for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the
 

archives
 

of
 

Confu-
cius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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