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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常州府学文庙等儒家文化对常

州一千多年来的社会发展、文化繁荣产生了积极影响，府学文庙等儒家文化在常州不断传承。文章

提出了进一步保护传承府学文庙等儒家文化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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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的精神追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

础，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近年来，习近平

总书记就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

列重要讲话。2013 年 12 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

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

5 000多年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

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

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

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要

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都活起来。2013 年 11 月，习近平同志在考察山

东曲阜孔子研究院时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

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一、常州府学文庙的基本情况

府学文庙是古代常州地区最高的官办教育机

构。府学是古代府级行政机构培养人才的学校。
文庙( 又称先圣庙、孔庙、夫子庙) 是纪念和祭祀

孔子的地方。由于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对于维护

社会和谐安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历代封建王朝

对孔子尊崇备至，从而把修庙祀孔作为国家大事

来办。中国保存至今最早、规模最大的文庙，当属

修建于公元前 478 年的曲阜孔庙，这是鲁哀公在

孔子逝世的第二年，将曲阜的孔子故居三间辟为

收藏他生前的衣冠琴车书等的场所，并派兵卒守

护，一年四节予以祭祀。公元前 195 年 12 月汉高

祖刘邦亲自祭祀孔子，开创了帝王祭孔的先河。
到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文化政策，儒家学说成为显学，在中国古代社会

开始居于正统地位，于是祭孔活动也倍受统治者

的重视，成为国家不可缺少的常典，扩建孔庙之风

随之兴起。唐贞观四年( 630 年) ，太宗下诏“天下

学皆各立周、孔庙”，自此孔庙遍及各地。这些孔

庙，除作为国庙的曲阜孔庙、北京孔庙等四座孔庙

外，文庙就与各地府学、县学合而为一，具有学庙

性质，是以办学为宗旨的将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

与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庙”宇相结合的国家行政

教育场所和祭孔场所。它由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直接管理，重在“学”字。最多时，全国各地的

孔庙有 2 000 多所，每一州、府、县治所在地都有

孔庙或文庙。其数量之多、规制之高、建筑技术与

艺术之精美，在我国古代建筑类型中，堪称是最为

突出的一种。它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极其重要

的组成部分。至今各地留存的孔庙大多都是省、
市乃至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的继续是各

地的中小学校，有的则成了地方博物馆，有的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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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为旅游观光点和祭祀活动场所。
常州文庙，始建年代不详，但至少在唐肃宗至

德年间 ( 766—768 ) 李栖筠创办州学前就有。据

宋《咸淳毗陵志》记载: “学，在州治西南百步许。
唐以前无所考。自李栖筠为州刺史始大兴起……
按旧经先圣庙在荆溪馆南，夹河对峙，毁于五季。
迨国朝太平兴国四年，石守雄更卜州治西南。景

祐三年旨许立学，即庙建焉。”自李栖筠开办州学

起，左学右庙的形式就已形成。据史料记载，北宋

太平兴国四年( 979 年) 府学文庙重建于州治西南

( 今常州市区西横街 28 号，常州市第二中学内) ，

以后随着常州科举考试成绩的不断提升，常州的

府学文庙也在各次战乱后不断地修缮翻新扩建。
常州历代的地方官都把府学文庙的修缮扩建作为

地方的一件重要大事，并留下了如宋·王安国的

《常州府州学记》，宋·程俱的《常州州学奖谕敕

碑》，元·方逢辰的《常州路重修儒学记》，明·杨

士奇的《常州府庙学重修记》，清·庄存与的《重

修常府学庙记》等碑记，详细记录了历代常州府

学文庙的修缮扩建、规模、资金来源等。王安国在

《常州府州学记》中盛赞常州府学为“东南绝伟之

观”; 程俱在《常州州学奖谕敕碑》中记载了宋大

观三年常州府独中进士 53 人、徽宗赐“进贤”碑

的科第盛况; 杨士奇在《常州府庙学重修记》中写

道，“常有学数百年中，历兵燹，屡毁屡复……庙

自大成殿、东西庑、戟门、棂星门; 学自明伦堂、志

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及宾客之位，会馔之，

至于庖廪，靡不具完”。至清道光年间，常州府学

已是建筑众多、规模空前、影响较大的一府八县最

高学府。据了解，在全国已知的 22 座文庙中，除

山东曲阜孔庙、江西萍乡文庙外，其他文庙的始建

年代均晚于常州。作为一府八县最高学府，为儒

风雅韵浸润，受孔孟之道熏陶，常州府学文庙成为

江南学子求学问道、修身养性之所在，故有“千年

府学，五朝文庙”“读书圣地”之盛誉。
府学文庙是一府的“首善之区”，是先贤先圣

祭祀之地，是本地区文化与精神道德的中心。是

礼仪教化的殿堂，主要负有教书育人、尊经藏书、
引领本地教育、组织召集考试等功能。据有关资

料初步统计，自隋唐开科取士后，常州府共出进士

2 920名，其中状元 15 名，榜眼 8 名，探花 11 名，

传胪 6 名，另有博学鸿词 5 名。涌现了文武全才

抗倭名将唐荆川、忧国名士东林党人孙慎行、改良

先驱经学大师庄存与、诗学史名家赵翼、著名学者

洪亮吉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对常州教育发展产生

了巨大影响，为常州传承儒家思想和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常州府学现为常州市文

物保护单位。
常州现还存有县学文庙遗址。县学，原为晋

陵、武 进 县 学，又 称 县 文 庙，宋 咸 淳 元 年 ( 1265
年) ，由时任常州太守家铉翁在法济禅院旧基创

建。明代隆庆六年( 1572 年) ，晋陵并入武进，这

里改称武进县学。清雍正四年( 1762 年) ，清朝实

行大县分治，武进划出东南境( 原晋陵县范围) 设

阳湖县，这里又成为武进、阳湖两县县学。县学采

取左学右庙形制，即左为县学，右为文庙。宋以后

县学多次修建或扩建，清咸丰年遭兵燹，清同治六

年( 1867 年) 重建。县学前有棂星门、县学泉、金

水桥; 大成殿两边建有厢房，供奉先贤。数百年

间，县学屡修屡建。县学的课程与府学相同。抗

日战争时期，县学遭到严重破坏。汪伪时期，文庙

空地上建起了公共体育场，后来改为恺乐中学操

场。1956 年常州市政府择址在此建工人文化宫。

二、府学文庙等儒家文化
在常州的保护传承

常州府学文庙在一千多年间屡毁屡建，始终

是常州庙学合一的儒学圣地，是常州教化育人、培
养人才、选拔人才的重要基地。千年府学奠定了

常州千年文脉，成就了常州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

辉煌成就，是常州千载读书地的有形载体。但科

举考试取消后，府学文庙失去了其相应的功能。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常州知府许星壁与士绅

恽祖祈等人，发起创设“常州府学堂”，择定于常

州府城东门内玉梅桥畔护国寺旧址兴建，至光绪

三十三年( 1907 年) 建成，定名“常州府中学堂”
( 后曾改用“江苏省立常州中学”等名) ，即今江苏

省常州高级中学。
府学文庙则呈现出祭事已废、典司久虚、倾圮

颓败、榛莽秽芜的景象。1924 年，一批留日归来

的常州籍社会贤达筚路蓝缕，奔走呼号，多方筹措

资金，在几近倾废坍圯的常州府学原址上创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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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常州初级中学”( 后更名为“私立常州中

学”) ，1952 年更名为常州市第二中学( 以下简称

市二中) 。
府学文庙现存格局为清光绪二年重建。目

前，“左学”部分为武警常州支队驻地，“右庙”部

分为市二中所在地，现主体建筑均为 20 世纪 90
年代初保护性复建。存大成门、大成殿、明伦堂、
尊经阁，均在中轴线上。保存有吴宗达书《分置

学田碑》、庄存与撰书《重修常州府学庙记》及白

昂、薛敷政等明清名家书碑 10 块，清代古匾 8 块。
多年来，常州市教育局、市二中历任校领导高

度重视对府学文庙的保护、传承、研究、利用。20
世纪 90 年代初，市二中对原有的遗存建筑进行原

址翻建时，在常州市文管会的指导下制订复建方

案，其外形结构仿照文庙建筑外形，大成门、大成

殿、明伦堂、尊经阁基本保持原来风格。同时根据

历史记载，还修缮了门楼、古碑廊、荣赐亭、进贤

坊、荆川亭、瓯北亭、私立常州中学古井、千句文碑

等遗存遗迹，新建孔子圣迹图等人文景观，让学生

与府学文化零距离接触，使之沉浸在府学文化的

熏陶滋养之中。
学校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征集、保存了一批

展现府学文庙文化的碑石、匾额等文物史料。学

校还充分利用府学资源为教育教学服务，编辑

《常州府学史话》《修身励志古训三百句》《人文二

中》《常州府学历代文选注译》《宋词鉴赏题解》等

校本课程。学校还组织开展弘扬传统文化的各种

活动: 高一新生开展进学礼 ( 开学典礼) 活动，拜

孔子、敬师长、尊父母、亲同学; 高二学生自编自演

课本剧，如论语、三国、红楼梦等话剧，每年在校文

化艺术节演出; 学校还组织学生进行经典诵读，汉

赋、唐诗、宋词等，穿传统服装，奏古筝等传统乐

曲。学校还组织开展成人礼仪式，培养学生诚信、
忠孝、责任等公民意识; 每年 8 月利用暑假组织学

生进行人文之旅寻根游，去曲阜孔庙感受儒家文

化的内涵和价值。市二中文在楼上“博学以穷

理，约礼以修身”的对联、明伦堂上“德高学富师

严道尊爱满天下，源清流洁风和气正泽被古今”
的对联格外醒目，唐荆川、赵翼塑像与学生日夜相

伴，人们走进校园，就会深深感受到府学文化的浓

浓氛围。市二中将儒家文化与现代科学有机融

合，形成了“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的办学特色，受

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其学生文史素养泽厚，赢

得了社会声誉。市二中还加入了全国孔子文化协

作校联盟，这些联盟学校都是在原文庙基础上修

建的，共有 14 所学校，包括北京国子监中学、台湾

明伦高级中学等等。常州市委书记阎立对历史文

化的教育传承也十分重视，曾专门视察市二中，肯

定了学校对府学文庙等儒家文化保护传承的做

法，鼓励他们为进一步办好教育、办出百年名校特

色而努力。
为进一步保护千年府学深厚的人文积淀，进

一步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2013 年 7 月，江苏省

教育厅批准市二中建设“江苏省中学府学文化课

程基地”，投资 600 万元，将学校的文在楼改建成

府学文化长廊、府学名人馆和府学讲堂，目前项目

规划 和 效 果 图 已 经 完 成，2015 年 初 破 土 动 工，

2016 年将基本建成。
县学文庙的文化内涵在常州也得到了较好的

传承。在其旧址上修建的常州市工人文化宫，现

还保留着文庙大成殿、金水桥、县学泉。从开办工

人夜校到成立常州市工人业余科技学校，对职工

进行素质和技能培训，近 60 年来一直没有中断。
文庙大成殿也成为全市道德讲堂总堂和戏曲会

馆，经常开展全市市民道德诚信教育活动，在道德

讲堂总堂第 100 期纪念活动时，中央文明办专职

副主任王世明专门发来贺词: “常州道德讲堂总

堂百期大吉! 望再接再厉，继续发挥带动引领作

用。”至 2015 年 1 月，总堂共累计举办了 178 期道

德讲堂活动，受众达 30 000 多人次。戏曲会馆每

周举行 4 ～ 5 场各类戏曲曲目演出，长年免费对外

开放，累计开放 1 800 多场，受众达 130 000 多人

次，形成了良好的自娱自乐、交流技术的艺术氛

围，是戏曲迷享受国粹文化的好场所。文庙大成

殿目前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进一步保护传承府学文庙等
儒家文化的路径选择

府学文庙作为常州千载读书地的有形载体，

是展现常州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最好场所。笔者

认为，利用府学文庙场地，弘扬府学文化，是对文

物古迹的有效保护和利用。私立常州中学在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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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的旧址上兴建，也是对府学文庙的有效保护。
我们在对市二中内府学文庙的实地考察过程中，

感觉到，近百年来，市二中在对府学文庙的保护与

传承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有了很明显的成效。
但是从府学文化更好地发挥作用和学校发展的角

度看，目前存在着三个不相适应。
一是市二中的发展空间狭小，与其作为拥有

深厚文化底蕴的教学基地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市二中作为一个承载千年文脉的教学基地，文化

底蕴深厚，教学特色鲜明，教育成果斐然，目前该

校为全日制高中，共有 27 个班级，2 100 多名学生

在读，2012—2013 年度为省级文明单位。但其进

一步的发展却受空间狭窄的限制。目前市二中占

地面积为 53 亩，除府学主体建筑外，还建有一个

中学必须有的图文信息楼、教学楼、实验楼、体育

馆、运动场等，由于其场地狭窄、拥挤，省四星级高

中生均占地面积不达标。这些不但与历史上府学

文庙的规模不相称，更远远落后于目前同类学校

的办学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市二中的进

一步发展，影响着其作为常州优质教育资源优势

的发挥。
二是府学文庙作为常州千载读书地的有形载

体，其现有文史遗存与其厚重历史地位不相适应。
现在市二中的府学文化缺乏系统性展示，呈现碎

片化。近百年来，虽然学校对文物的保护起到了

很大作用，但分散的布局无法让常州深厚的府学

文庙文化充分地展示出来，目前大成门一楼有孔

子半身雕像，并有府学简介和部分历史名人简介，

二楼为校史陈列馆。大成殿为行政办公楼，明伦

堂为教师办公室，尊经阁为教室。学校内真正具

有府学文庙文化内涵的建筑不多，可供展示的资

料、实物较少，文物、珍宝不多，展现常州千年文

脉、儒家传统文化内容和氛围不够。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弱化了府学文庙在常州名城保护中的相应

作用和地位。
三是府学文庙等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有效利

用与社会的文化需求不相适应。府学文庙的文化

资源，目前只是在二中师生中发挥效用，在学校之

间的利用比较少，更谈不上在校园围墙以外的市

民了，这样就制约了市民、游客对府学文庙文化的

参观游览和品味了解。习近平总书记到曲阜市孔

子研究院和专家学者座谈时曾强调要大力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激发了市民对本地儒

家文化的参观和探究兴趣。
常州府学文庙是常州市重要的历史文化遗

产，是常州名城保护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府学文

庙修缮开放将为常州市增加一处传承弘扬儒家文

化活动场所，对展现常州千载读书地深厚内涵，彰

显常州市历史文化渊源和文化发展脉络意义重

大。为此，笔者建议:

( 1) 满足需求，适度开放。要在现有基本格

局不作大的改变的情况下，满足社会需求，有条件

地向社会开放。一要对大成门进行内部陈设改

造，迁移校史陈列馆，大幅增加儒家文化内容和与

府学文庙、千年文脉相关的文化元素。二要完成

好文在楼的改建工作，在楼内建成府学文化长廊、
府学名人馆和府学讲堂。三要在不影响学校正常

教学秩序的前提下，将大成门、文在楼、古碑廊、荣
赐亭、进贤坊等场所有条件地向社会开放，以满足

市民对府学文化了解的要求。四要建立学生志愿

者队伍，为市民游客提供服务管理。团队可实行

预约制或登记制，学校向社会公布预约电话和联

系人; 市民可在双休日和寒暑假进校参观府学文

庙文化展示区。为此，市教育局和市二中领导在

座谈中均表示要发挥儒家文化资源更大的社会教

育功能和作用，可以向社会开放，向市民和游客宣

传展示。
( 2) 统一规划，优化布局。首先，要制订常州

市府学文庙保护传承的总体规划，并将其纳入常

州名城保护的总体规划之中。建议市教育局和市

二中邀请规划、文保等相关部门以及市孔子思想

研究会召开座谈会，共商调整布局、统一规划事

宜，突出府学文庙作为常州名城保护的重要亮点，

展示常州千载读书地的有形载体、教书育人的重

要基地等功能，制订总体保护规划以及大成门、文
在楼府学文化展示方案，以扎实有效的形式实施。
同时，建立多元化投入资金的筹措机制，可以借鉴

千年府学文庙历次修复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企

业、社会团体、社会贤达等多种投资主体的积极

性，建立政府、社会、学校多方共同参与的投入机

制，共同为常州府学文庙的保护传承出谋划策、出
资出力，共同推进府学文庙的保护修复工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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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学文庙成为常州市民了解府学文庙文化、了解

常州千载读书地文脉、学习国学文化的重要场地。
( 3) 挖掘资源，丰富内涵。要广泛征集、整

理、挖掘有关府学文庙以及常州千载读书地的资

料、文物、实物、档案、图书等。常州府学文庙除规

模较大、建筑众多外，其藏书亦甚多，除有常州府

配购的官书外，还有皇帝钦赐图书，如宋高宗赐的

六经、墨本、孝经等。根据《永乐府志》记载，府学

文庙中的尊经阁，是常州府保存各类图书的重要

场所，并兼有地方图书馆的功能，内藏各类书籍数

千册，并有各种祭器、乐器若干。府学不但是教化

育人的重要场所，也是地方官开展祭祀活动的重

要场所。因此要广泛征集与府学文庙有关的史料

和实物，同时可通过现代音响视听图像等形式，充

实展示府学文庙的历史遗存，充分显现常州府学

文庙历史文化底蕴，更好地发挥其对儒家文化的

展示、教育、博览功能。
( 4) 彰显特色，提升品牌。从北宋重建府学

文庙算起，市二中传承了常州千年文脉; 从“私立

常州初级中学”算起，市二中也有了 90 多年建校

历史。作为千年文脉所在、百年树人名校，市二中

形成了“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的办学特色。但受

地域面积限制，“精致型”学校影响和制约了二中

的发展空间，不经意间淡化了千年文脉、百年名校

的影响力。为此，我们认为，应结合全市教育资源

布局调整，适时规划二中分校或扩大二中办学面

积，以扩大二中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面，也为府学

文庙的保护修缮腾出空间。一是可在市区合适的

地方规划二中分校，适当缩小现行二中的办学规

模; 二是可对现行二中的周边空间进行整合扩充

调整，扩大二中教学面积。与此同时，将府学文庙

的有关场所腾出，作为展示常州府学文庙文化元

素、市民们了解国学学习国学的专门场所。三是

从提升学校品牌考虑，建议可以把市二中改名为

“常州府学中学”或“常州文在中学”( 现有“文在

桥”“文在楼”，出自“大成基业，斯文在此”) 。
( 5) 名城建设，新增亮点。目前，常州正在积

极推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国大运河常州

段成功申遗; 历史文化街区扩大了范围，正在保护

修缮之中; 常州方志馆、苏东坡纪念馆已经建成开

馆，吕思勉故居也重新布展开馆，中山纪念堂、周
有光图书馆、唐荆川纪念馆正在修缮布展之中，史

良故居也有了保护修缮方案。近年来市委、市政

府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目标明确，政策到

位，力度加大，成绩斐然。常州在历史文化名城建

设的文化布点中已有了东坡文化、状元文化、名人

文化、水乡文化、宗教文化、运河文化、园林文化、
工商文化、民俗文化等，建议再增加儒家文化的内

容。可以把市二中的府学文庙纳入锁桥湾历史文

化地段保护区范围。市规划、文化、旅游部门可以

把市二中的府学文庙与市工人文化宫的县学、文
庙大成殿等儒家文化资源统一规划布点，作为常

州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新亮点，纳入宣传、挖掘保

护、旅 游 范 围，以 助 推 常 州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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