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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学文庙的前世
在古代，举行祭孔和“成人礼”必到此处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文庙距今已近千年

古代五件大事必到此处

位于大明湖畔的府学文庙创建

于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历

史上曾数次被毁又数次重修。金代

时，府学文庙曾因战争而遭到严重

破坏，元末倾圮。明洪武二年(公元
1369年)重建，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

年)拓建，后又经数代重修，到明朝

末年，建筑布局已臻于完善。清代对

文庙的修葺不断，但基本保持了明

朝文庙的规模和建筑布局，使得府

学文庙占地面积往北可到明湖路，

往西至贡院墙根街，往南至南门，往
北至曲水亭街。

据《历城县志》载，济南府学文

庙“规制如鲁”，形制、规模如曲阜孔

庙。特别是单檐庑殿顶的大成殿，其
建筑规模的大小，在同类现存国内

古建筑当中是名列前茅的。

9日下午，府学文庙修缮保护工程

一位专业人员告诉记者，在古代，府学
文庙至少有五个方面的主要功能：它

是每年孔子诞辰时，历代官员祭拜孔

子的地方；是新任地方长官祭拜孔子
的地方；是每次科举考试前，各地考生
祭拜孔子的地方；是孩子入学时，进行
学前启蒙的地方；另外，它还是本地少
年长大成人时，举行古人看重的“成人

仪式”的地方。“古人人生中最重要的

一件事情就是教育，孔子是教育的鼻

祖，因此作为儒家文化代表的府学文

庙就是一个地区最重要的场所之一。”

这位专业人士说。

修复基本沿用古法

尊经阁乃是原址重建

由于缺乏管理和维护，府学文

庙一度破损严重。2005年，济南市正

式启动府学文庙的修复工程，对其
进行整体修复。其间，共修葺或恢复

包括大成殿在内的大小古建数十

间，部分恢复了历史上府学文庙中

轴线上建筑群。

在修缮保护工程中，专业人员
对于现存建筑，按照文物保护的办

法进行修葺；需恢复历史上存在的

古建时，依托历史资料以及考古发

掘，并按照传统建筑的构建办法施

工。但有时候，专业技术人员也必须
根据实际情况，拿出更科学的保护

方案。如在维修大成殿时，由于多年

来大成殿外的地面升高，一旦降雨，

大成殿内地面将被淹没，不利于文

物的保护。针对这种情况，专业技术

人员将原建筑编号拆解，整体抬高
1 . 55米后，按照原样重新构建起来，

这就解决了雨水浸泡的问题。

在恢复古建环节，专业人员搜罗

大量与文庙有关的图文资料，对这片
古建的历史面貌有了一个较为清晰

的认识。通过图片和发掘，确定了戟

门、东西廊庑、东西御碑亭以及钟英

坊、毓秀坊等历史古建的原貌。进一
步探究发现，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尊经阁就已经只剩下遗址，埋藏在现

在明湖路的路面下，而明伦堂还在。

为此，技术人员赴山西等地，参照当

地孔庙内的尊经阁样式，恢复了目前
这座古香古色的古建筑。

据介绍，大成殿内的天顶彩绘，

也是按照官式彩绘来绘制的，使用

旋之金线点金技法，这种彩绘技法

尽管与故宫彩绘相比尚低两个档

次，但“点金”本身已属较高规格。

府学文庙“三件宝”

“龙石”、屏门、“铁牛山”

据府学文庙管理处副主任吕志

勇介绍，府学文庙不仅建筑美观、历

史深厚，与其有关的三件宝贝更让

人惊叹不已。

第一件“宝”就是目前存放于趵

突泉公园内的“龙石”(又叫“龟石”)。

据悉，此石是六七百年前遗留下来的

太湖石，曾经为元代政治家、文学家

张养浩所收藏，后来在府学文庙中被

发现。上世纪五十年代趵突泉公园建

成开放时，此石被移到公园内存放、

展示，因其有秀、瘦、透、漏、皱特点，

堪称济南“第一名石”。

第二件“宝”是一扇屏门。1952

年，根据大明湖公园建设的需要，有

关部门将位于府学文庙古建群当中

的屏门，移至大明湖公园南门安置，

成为一个具有地标特色的大门。

2005年府学文庙修复过程中，专业
人员借助考古发掘发现，原屏门的

柱础未被移走，便依照柱础的布局、

形式，参考现大明湖南门牌坊，设计

重建了现在的屏门。本次府学文庙

重新开放后，游客就可以亲眼目睹

这座传承了数百年风韵的屏门。

与文庙有关的第三件“宝贝”则

是“三山不出”中的“铁牛山”。古代济

南民间一直有“三山不显出高官，四

门不对出王(皇)位”的说法。其中，“三

山”分别是指已消失多年的历山、灰

山和铁牛山。2005年，“铁牛山”在万众

瞩目中出土。目前，这头长1 .5米，宽约
0 .6米，高约半米的“铁牛”就“俯卧”在

府学文庙院内偏东南位置。

大量石碑现身

彰显文庙当年盛况

近年来，根据古建修复的需要，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曾对文庙一小部

分区域进行发掘，发现若干石碑。碑

上的记载，为研究历代山东历史、祭

孔礼制以及文庙的发展，提供了准
确的文字资料。

如今矗立在文庙西墙的“太和

元气”石碑，长约3米，高约1 . 5米，与

目前曲阜孔庙内同名石碑均为明嘉

靖二十四年巡抚副都御史曾铣书，

应是从同一件作品上拓下镌刻的。

从落款时间来看，前者比后者早一
个月问世，显示在当时，各地祭孔场

所之间的密切关系。

2 0 0 3 年，当时还在济南市博

物馆考古部工作的李铭，在文庙大
成殿北墙处发掘出两截刻有孔子
像的石碑，石碑是清代人临摹唐代

“画圣”吴道子所画孔子像刻制的。

石碑出土后，被运到济南市博物馆

存放，并在李铭的主持下进行修
复。如今，观众可以从市博物馆内

看到它的风采。

府学文庙历史上还有一块艺术价

值非常高的“龙门碑”。后来被存放在

闵子骞墓园内，又被请回府学文庙。这

块碑颇为奇特，上面的字打眼一看像
“龙”又像“门”，两字上下部连为一体。

根据落款，“龙门”的作者为一位“沂水

人”，寓意鲤鱼跳龙门。

值得一提的是，在考古发掘中，

府学文庙还出土一块济南迄今为止

体积最大的古代“龙头碑首”，高逾

两米。据此推断，碑身将十分硕大。

目前，这座石碑的碑身、碑座在哪，

已经无从得知，或已遭人砸碎毁弃，

或就藏在文庙地下的某个地方。倒

是这块碑首的年代，引起专家的好

奇。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李铭所长认

为可能为元代遗物，他介绍，古代石

碑是经过封建王朝统治机构批准之

后才建的，建造规格有着严格的礼

制限定，如此巨大碑首的出现，说明

当时统治者对于府学文庙祭孔活动

的重视。

如无意外，本月底，历时五年之久的府学文庙修复工程将全部结束。届时，一个全新但又保持
了原有面貌的府学文庙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为古代一个地区最重要的场所之一，大明湖畔的府学文庙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这里，无数学子曾虔
诚地祭拜他们心目中的圣人——— 孔子；在这里，无数的少年曾接受“冠笄之礼”，宣告自己步入成年。

近千年里，府学文庙多次被毁又多次重修。2005年，济南市政府决定，对破损严重的府学文庙

进行重修，一场牵动众人目光的修
缮工程就此启动。如今，修缮工程

竣工在即，久违的府学文庙即将和
世人见面。在这里，我们静待着，那
扇朱红大门的开启。 编辑：朱頔 美编：牛长婧 组版：秦川

▲大成殿原貌。 本报记者 乔显佳 翻拍

▲全新的府学文庙即将掀开面纱。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本月底，经过5年的精心修复，位于大明湖畔

的府学文庙将与世人见面。

作为古代一个地区最重要的场所之一，济南府学

文庙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曾经过数次损毁又数次重修。

如今，整修一新的府学文庙即将掀开面纱，就让我们静静地

期待着，那扇朱红大门开启的时刻。 本期策划 朱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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