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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儒家文化的象征 

—以宁远文庙为考察对象
1
 

王 慎 王 配 

【摘 要】 文庙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产物，作为传统社会的礼制性建筑，其本身以蕴藏象征为习见。湖南宁远文庙

是南方地区现存规模最大和保存最完整的文庙，其无论是选址、布局还是装饰，都蕴藏着丰富的儒家文化的象征。

从象征的角度，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义来探究和解读文庙，不仅可以借此拓宽“文庙学”的研究，而且还有助于

认知文庙本质及其所反映出的思想文化，从而更好地发挥文庙作为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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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作为奉祀孔子且列入国家祀典的庙宇，综合了礼制和实用两方面的功能，蕴藏着浓郁的传统思想文化。本文选取南方

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文庙——宁远文庙作为案例研究，来分析、解读、窥视文庙所蕴藏的象征及其表现出的思想

文化内涵。 

一、文庙选址：“地运”与“文运”交织 

作为国家礼制建筑，文庙是文化的符号，文运的象征。故在笃信“地灵”与“人杰”相辅相成的民众观念中，修建文庙乃

是“兴地脉”和“焕人文”的重要手段。是以，营建文庙，无论是政府拨款，还是地方士绅斥资，对于文庙选址都极为重视。

“宋以后往往将地方科举的兴盛与否归咎于孔庙选址，为振兴’文运’,常'人谋龟筮’、’考诸阴阳家者之说'另择吉地。”[1] 

宁远文庙选址，就体现出明显的“地运”观念，即“藏风得水”。所谓藏风，由于宁远位于南岭腹地，北接阳明山，南连

九疑山，两大山体对阻挡南下的寒潮和东南来的台风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宁远文庙得以保存完好的外部环境因素，此即谓之

“藏风”;在“得水为上”[2]的风水思想指导下,宁远文庙选址在河渠北岸，“所建学宫于县治西南二十余步，巽水环绕其前”

（《（嘉庆）宁远县志·学校志·文庙缘起》）。“巽”代表东南方，“巽水”即是从东南方流来的水，此指宁远文庙前边的泠江，

发源于宁远东南山区，横穿全境，在县城西北处注入湘江。宁远文庙开门见水，此即谓之“得水”o既藏风又得水暗指风水相宜，

民众冀望这样的选址能够给地方带来福祉，即文运昌盛、人才辈出。由此可知，运用风水选址体现了民众的祈福心理和文化的

象征，同时也是一种选址美学，甚至观察技术，“它通过美学观察来选择和调整建筑物与树木、山脉、墙线、水路的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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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作者简介：王慎，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江苏徐州 221116; 

王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 430079。 

 



 

 2 

需要提及的是，宁远虽地处西南偏远山区，然“无土山，无浊水”，有“舜之遗风”，曾文教发达，人才辈出。“民秉是

气，往往清慧而文”，甚至村童“无不蒸蒸向化，慕义从风”（《（嘉庆）宁远县志•艺文志・重修儒学记》）。唐宋年间，就有两

位宁远人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唐宋以来，大魁者二人，皆有义风著闻”。一位是唐代的李郃（808-873 年），延唐（今宁远

下灌乡）人，大和二年（828年）举状元，是两湖两广地区第一位状元，宁远县湾井镇下灌村至今存留“李氏宗祠”和“状元楼”

等古建筑；另一位是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的特科状元,宁远人乐雷发。除此之外，“以名进士出身者，指不胜屈”（《（嘉庆）

宁远县志•艺文志•重修学宫碑记》）。或许，“穷乡僻壤”的宁远，能够文运昌盛，确实和文庙选址时所赋予的象征有着莫大的

关系。 

二、文庙布局：中正之序与等级贵贱结合 

文庙建筑群布局的一个特点就是院的运用。院由各单体建筑组合而成，若干院组成建筑群。每个院落规格布局各不相同，

大小不一，氛围和观感也有所不同。文庙的院落多至九进，而只有曲阜孔庙是九进院落，“极于九”，一般只用于皇宫，而用

于孔庙则表达了对孔子及其思想无限的尊崇，其它的还有七、五、三进院落等。文庙建筑群布局则通过院落的大小、进数、序

列、组合等来表达不同的象征。 

宁远文庙作为县学文庙，遵循国家礼制的规定，为三进院落，其整个建筑以乡贤祠-大成门-名宦祠相连一线为界，分为“前

园后院”，前园为第一进院落，后院由两进四合院式院落组成。由园入院，建筑便由少变多、由低变高，殿阁巍峨、金碧辉煌，

让参观者顿时从郁郁葱葱的环境，转入至庄严肃穆的氛围。 

第一进院落相对空旷，花园式样，是烘托主殿的准备性空间。从东西院墙上的登圣坊或步贤坊进入文庙，即东南、西南角

两门，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半圆形的池子，谓之“泮池”，又名“学海”，是宁远县地方官学的标志。“泮池”四周环以石砌

护栏，护栏上镶嵌了 51块儒家文化题材的石刻，池中有青莲和游鱼。古代学子初入学时，需绕行泮池三圈，此举寓意遨游学海。

泮池中蓄水，池中有进出水口，与文庙南边河渠（泠江）相通，因而是活水泮池，暗喻儒家思想“孔泽流长”，并期盼学子能

从圣人的“乐水”中得到启示。同时，半圆的水池，无论旱涝，都不盈不亏，象征“学无止境”，即在校所学的知识只是一半，

书生不可自满、自弃。而且半圆形的泮池与整个呈方形的文庙，方圆结合,不仅避免了整个建筑群的单调之感，还给文庙增添了

些许灵气，更是古人“天圆地方”的朴素宇宙观的象征。泮池直径正对棂星门，这是一座石牌坊,是典型的四柱三门式青石门，

门上雕刻着龙凤等纹样，精美绝伦。“棂星”即灵星，是二十八星宿之一,古代皇帝祭天得先祭灵星，在文庙中建根星门，则象

征祭孔如祭天。在传统社会，前来文庙祭拜的文武官员行至棂星门前，必须下马、下轿以示尊敬。经过棂星门，步入神道，直

通大成门，道两边便是两片园地，里面种植着松、梅、桔、樟、竹等象征高洁品格的四季常青树种，郁郁葱葱，一方面象征儒

学的常青、常新，经久不衰；另一方面则以此劝诫学子要成为品德高尚、百折不摧的人。 

第二进院落由东西虎、乡贤祠一大成门一名宦祠、大成殿组成，是东西南北围合的院落空间，最为宽广，为整个文庙的核

心空间，象征庙主孔子的等级和地位。主殿大成殿是建于台基之上的重檐歇山顶的宫殿式建筑，面阔五间，四周柱廊环绕，是

整个文庙的核心和主体部分，高大华美，突出于四周门虎殿堂之上。其前后檐共有 12根龙凤石柱，全部采用高浮雕镂孔工艺制

作，造型生动活泼、栩栩如生、龙盘凤舞、瑞云飞翔，是整个文庙雕刻的精品，堪称不可复制的“国宝”，亦是宁远文庙的主

要特色之一。大成殿四周墙上绘着孔子生平的“圣迹图”，记述了孔子从自学成才到立学授徒的一生。殿前的石砌月台，四周

围着石护栏，每块石护栏，都雕有寓聪明、吉祥、福禄寿齐至的图案。正中的御路石，采用高浮雕镂孔工艺，雕刻着栩栩如生

的五龙戏珠图案。若在雨天，有水流过，五条龙动态十足，犹如活物。大成殿前两侧为东虎和西庑，供奉着历代先贤先儒的牌

位。大成门为硬山单檐，三级马头（封火）墙，上盖黄色琉璃瓦，为过厅式大门，三孔长方形大门，并排而立，门上镶嵌着金

色的门钉和威严的铺首兽头。大成门两侧分别相接的是“乡贤祠”和“名宦祠”，系硬山单檐青瓦木结构建筑，分别用来供奉

当地有德于民众的社会名流和有政绩的官员，为学子树立学习的榜样。 

第三进院落离大成殿较近，空间相对狭小，由崇圣祠、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合围而成，象征着儒家倡导的“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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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等思想。崇圣祠，为这一院落的主体建筑，系硬山前重檐，拥有雕刻精美的灰塑图案的马头墙，是供奉孔子五世先祖

牌位之所，体现着孔子所倡导的孝道思想。殿前檐有两根雕琢精美的凤柱，引颈高鸣展翅欲翔，非常灵动。祠堂左边是明伦堂，

为师生授受的讲堂，传统社会的教育，主要是使受教育者知晓社会伦理道德，明白做人的行为规范，故取名“明伦”，暗示着

教育的培养目标；右边是尊经阁，为存放儒家经典的图书室，收藏着儒家经典著作，此也是文庙象征儒家文化的一个体现。 

整体而言，宁远文庙建筑群由照壁开始，至崇圣祠结束，照壁是序幕，大成殿是高潮，崇圣祠是尾声。以主祀孔子的大成

殿为中心，象征着孔子如帝王般的尊贵地位。在红色围墙环绕的闭合空间里，宁远文庙采用了严格的中轴对称布局，即南北中

轴线纵深发展、两边对称的布局方式。中轴线上分别坐落影壁一泮池一棂星门一大成门一大成殿一崇圣祠；两边建筑分别为登

圣坊、步贤坊；腾蛟门、起凤门；名宦祠、乡贤祠；东庑、西庑；明伦堂、尊经阁。这样的对称既可突出居中为尊，又因对称

的纵深铺展，形成轴线，各组建筑串联在同一轴线上，形成统一而有序的整体。从文化象征的意义而言，这样的布局折射出古

代社会的“天地之序”的礼制思想。正如学者所云：“地方文庙作为礼制建筑，其本身就是儒家传统思想的物化,它集中体现了

儒家的序、正、和的思想。”[4] 

三、文庙装饰：庄严肃穆与浪漫活泼并举 

美观是建筑三大基本原则之一①2，文庙建筑也强调装饰效果。一般来说，文庙装饰主要包括雕刻图案、建筑色彩、建筑命名

题字、匾额、对联等。由于“人类具有制造象征的嗜好，潜意识地把客观对象或形式改变为象征”[5]，是以，作为礼制建筑，文

庙的各类装饰更是蕴藏着大量的象征。宁远文庙装饰所表达的象征的特色即是在儒家思想和地域文化之间追求平衡，既有统一

性的象征，也有地域性的象征，最终融于文庙一体。 

首先，宁远文庙装饰最重要的即是雕刻，可谓精品云集。由于宁远地区多山石，为宁远文庙建筑和装饰提供了充足的石材，

故宁远文庙的石雕比较著名，造型各异，表现出的象征意味亦非常浓厚多样。作为装饰品，宁远文庙的雕刻样式丰富庞杂，在

秉承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所寓意的祈福、求吉、避凶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基础上，将自然界的神物、动物、植物有序地融于

建筑体系之中，非常好地诠释了文庙的儒学性质，又反映着宁远地域性文化的特色。 

宁远文庙最佳的雕刻作品以龙和凤为题材，高浮雕蟠龙飞凤石柱群是整个文庙装饰的点睛之笔，采用高浮雕、浮雕、镂空

工艺，艺术成就极高。其雕刻手法不同于曲阜孔庙的云龙石柱，曲阜孔庙的是先雕柱径，后于石柱上平地起花，浅浮雕雕出云

龙图案，而宁远文庙的则是依石先雕龙身、云彩，后雕被云龙缠绕的柱径，一般龙身高出圆柱 10〜15厘米，龙头最高处，高出

柱身 25〜40 厘米，可见其工艺之精湛。龙凤石柱所用石材采自当地的青石,青石坚且脆，国内外专家一度想复制宁远文庙的蟠

龙飞凤石柱，但都不得成功，因此，宁远文庙石柱群成为不可复制的孤品。整个建筑内共有 20根，其中龙柱 12根，凤柱 8根，

大成门内外檐下 4根龙柱，大成殿前后檐下 12根龙凤柱（4凤 8龙），大成殿左右回廊檐下 2根凤柱，崇圣祠檐下 2根凤柱。每

根蟠龙云柱与飞凤云柱，既有序对称排列，又造型各异，在衬托出文庙庄严肃穆的氛围同时，又不失活泼生动。而且，整个文

庙龙凤腾飞的景象还象征着学子吉祥如意及金榜题名后的喜悦之情。此外，大成殿前御路石上的五龙戏珠雕刻装饰、棂星门上

龙凤雕刻装饰、抱鼓石上的龙凤雕刻装饰、牌匾上的行龙飞凤装饰等，都有龙和凤的形象。众所周知，龙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是王权和尊贵的象征。至于宁远文庙中大量出现龙凤形象，则象征着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传统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以及民众对学子成龙、成凤的殷切期盼。 

在倡导“尊师”的域境里，宁远文庙的狮子雕刻装饰，其象征寓意别具一格。在宁远文庙中，最大的 3 对圆雕石狮子，分

别位于棂星门、大成殿、崇圣祠前。古代社会，用狮子形象作为装饰品，既寓意辟邪镇宅，又彰显权贵，矗立于文庙中还烘托

出文庙庄严肃穆之感。另外，在汉语语境中，“狮”与“师”同音，孔子为先圣先师，在尊师重道的文庙，“狮”自然就象征

                                                        
2 ①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提出：“实用、坚固、美观”建筑三大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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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师”，表明进入此门的人应该对孔子及其学问怀有敬畏之心。除此之外，在柱础上还有造型多样的小狮子，主要位于大成

门内两根龙柱、大成殿四角的龙柱、崇圣祠檐下的两根凤柱之下。由于柱础是承受屋檐柱的垫基石，此处则象征着“师承重托”，

暗喻老师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之重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麒麟”是仁义之兽，象征吉祥和公正贤明，代表品行高尚、崇高杰出之人，而且，“麒麟送子”的

传说还与孔子有一定关联。运用“麒麟”在文庙的雕刻装饰中，一方面可以烘托庄严、神圣的文庙氛围；另一方面暗喻学子通

过在文庙的苦读而金榜题名，走上飞黄腾达的仕途，成为一代贤臣。此外，还有以“鹿”的形象作为雕刻题材装饰于文庙，“鹿”

与“禄”和“路”同音，是吉祥的象征，寓意学子能够在以后的仕途上“禄禄升”或“路路通”。 

其次，宁远地方文化中浸润着浓郁的楚文化所特有的浪漫气质和神秘色彩。由于宁远位于湘楚之南，“宁远，在全楚东南，

踞舂陵，带潇水，面九疑，控百粤，形胜地也”[6]。因此，宁远文庙中存在的大量神秘浪漫的装饰图案。如“龙头配凤身”“龙

头配鱼身”“虎身配凤翅”“凤头配麒麟身”“蚌仙笑观雄鸡斗螟蚣”，以及由“凤头、龙爪、麒麟身、狮尾”组成的“四不

像”动物。这些图案以浅浮雕为表现手法，活灵活现地刻画了这些奇异怪兽的独特神态，令人遐想，回味无穷，也具有强烈的

象征意味，是从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当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还有如“鹿”“蜂王”“猴”图案，象征“一路封王封侯”；

“摇钱树”图案，树上每串钱的数目是“五”，暗喻“五子登科”;平房、牡丹与三层塔相结合的图案，象征“花开富贵、平升

三级”，寓意仕途一路升迁；喜鹊与莲花相结合的图案，表示“喜得连科”;虾、螃蟹的图案，借喻“稳中解元”;两只“鹿”

的图案，则暗指“路路通”；等等。 

再次，文庙建筑的尺寸、大小等也极具象征。文庙建筑“不论建筑的开间、屋顶的形式、斗拱的踩数、屋瓦的颜色质地、

彩画的颜色图案、建筑的高低大小等等无不受到礼制规定的约束”[7]，体现着浓厚的儒家理念。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尺寸的大小

往往象征着等级，设计者通过尺寸的对比来凸显主体建筑，这样主要建筑就显得高大，次要建筑相对较小。宁远文庙的整体建

筑中，大成殿最高大、宏伟，象征孔子地位之尊贵。此外，文庙建筑屋顶的型式和色彩也存有不同的象征。屋 

顶的式样，有重檐与单檐的区分，分为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四种类型。这些型式分别象征等级的高低，其中

以重檐庑殿顶的等级最高。屋顶的颜色，有黄色、绿色、青色等，黄色象征最高等级。以宁远文庙为例，中轴线上建筑，如大

成门、大成殿、崇圣祠等，屋顶皆覆盖黄色琉璃瓦；两边建筑瓦的颜色则为青色。所以，从高处鸟瞰文庙全景，一条黄色的中

轴线异常醒目。宏伟壮丽的屋顶颜色，象征着文庙在当地建筑中的重要性。宁远文庙的德配天地坊与道冠古今坊的屋顶也是覆

盖黄色琉璃瓦，以此象征孔子至尊无上的地位，让始步入文庙者即可感受到这种氛围。文庙建筑还强调开间数，开间数有三间、

五间、七间、九间，开间数越大象征建筑的等级地位越高。宁远文庙大成殿面阔五间，是整个文庙等级最高的建筑，象征庙主

孔子地位之尊。 

最后，因儒家思想中强调“名正言顺”，中国古建筑的题名、匾额以及对联非常讲究，且具有很强的象征。文庙作为孔子

儒家思想传播的圣堂，其主要建筑的命名称谓，处处展示儒家思想文化的内涵。宁远文庙用“万仞宫墙”称谓照壁，以及用“德

配天地”“道冠古今”题名坊间，暗喻孔子道德学问之高深；登圣坊、步贤坊，则表示步入文庙的学子应以“成圣成贤”作为

人生的最高目标；大成门、大成殿，以“大成”为名，谓孔子为集大成者；明伦堂，以“明伦”为名，告诫学子学习以“明人

伦”为首要目标；尊经阁，取名“尊经”，暗喻主要学习内容是儒家经典；乡贤祠、名宦祠，则激励学子通过学习成为“明贤”

之士。宁远文庙匾额，仅剩下两块，一块是嘉庆皇帝所题“圣集大成”，悬挂于北面居中的梁枋上；另一块是光绪皇帝所题“斯

文在兹”，悬挂于南面居中的梁枋上。 

“圣集大成”“斯文在兹”都是对孔子的褒扬。除此之外，宁远文庙的对联也很有特点，体现儒家特色和对孔子的尊崇。

如，“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之师”。“觉世牖民，诗书易象春秋，永垂道法；出类拔

萃，河海泰山麟凤，莫喻圣人”。总之，装饰文庙的这些题名、匾额以及对联充分凸显了文庙的教育特性和孔子儒学的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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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与余论 

文庙，是古代祭祀孔子和进行儒学教育的场所,是礼制庙宇与官方学校合二为一，即“（孔子）庙（官）学合一”的建筑规

式。自汉武帝抑黜百家，设置五经博士，儒学很快便定于一尊。发展至唐朝，“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诏州、

县学皆作孔子庙”，“诏尊孔子为宣父”[8]，等一系列尊孔崇儒的措施，文庙在全国各地建立，为其后来发展成为儒家文化的符

号和象征奠定了普遍的基础。 

一方面，文庙建筑群，其选址、布局、装饰等方面体现着儒家文化。“文庙中每一种建筑，甚至每一件图案、装饰，都具

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成为一个个承载儒家文化信息的载体或’标本’。”[9]文前三点所论述的文庙选址、布局、装饰中蕴藏的象

征背后即是体现着浓厚的儒家思想文化，即可印证。而且，通过文庙建筑所体现出的思想文化往往还不是刻板的摹写，而是充

满智慧的象征、借喻、暗示，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也因此，表现在文庙建筑上，以蕴藏象征为习见。只有透过建

筑表面，才能窥探其后的象征和文化内涵。相比西方建筑艺术中所强调的永恒、崇高和奔放之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更倾向于

秀丽、婉约和含蓄，注重运用象征来表现文化智慧和内涵。“熟悉中国传统建筑的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在实用与美观之外，还

有某些因素，影响建筑的营造与使用。……古人通过建筑中的方位、数字、色彩、图像等方式来表达吉凶观、等级观、宇宙观

等，这些无不刻有传统文化的烙印。……赋予传统建筑以丰厚的象征内涵，每一座房屋都在静静地陈述着古人的理念和希冀，

人们漫步其中，就仿佛徜徉在充满象征的域境，玄奥而神奇。”[10]文庙建筑中所表现出来的即是这样一个充满儒家文化象征的

境域。 

另一方面，文庙作为一个祭祀和教育的场所，人在其中的活动亦体现着儒家文化。其一，是文庙祭祀仪式一一释奠礼，其

旨在尊崇以孔子为代表的贤儒。在传统社会，文庙建筑作为推崇儒学的礼制性建筑，遍及全国各地。文庙祭祀则被列入国家大

典，每年春秋仲月上丁日举行全国性的释奠礼仪，最高统治者亲自或是遣官，祭奠孔子以及历代对儒学作出贡献的贤儒，将对

治世儒学有贡献的人无限推崇，祭祀仪式也是非常壮观。此外，文庙中的奉祀建筑、祭祀礼仪、祭祀器具、祭祀乐舞等方面也

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周到讲究的背后即是统治者及全社会尊孔崇儒的最高体现。其二，是文庙所进行的文化教育，旨在教化

儒经，宣扬儒学，传承儒家思想文化。在传统社会，国家教育主要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中央以及各州、府、县都设立

学校，或因庙设学，或因学设庙，文庙成为官方学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庙中进行的则是儒学教育，教学内容及教材都

是儒家典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统治者便用经学治世，学校育才、朝廷取士也都以经学为重要标准和基

本内容，经学与古代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汉代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到魏晋南北朝的“魏晋经学”，后又

经唐、宋、元、明的发展变化，直至清末，官方经学一直占据官学的主导地位[11]。从古代教育发展史来看文庙，它发挥了为国

培养人才、传播传承文化、教化社会等的重要作用，以至发展到后来“科举必由学校”[12]，成为读书人仕途进身的必由之路。

所以，各地都把修建文庙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甚至与地方官政绩考核相连，文庙亦成为一地的中心，建筑位置非常重要、突

出，成为古城地图中不可或缺的地标建筑。 

综上可知，文庙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儒家思想文化，是名副其实的儒家文化的象征。在一个充满儒家理念氛围的场所，

进行着儒学的文化教育，加上统治者以儒学作为治理统治国家的哲学，并主导科举制度来选拔儒学士人来巩固统治阶层，还推

行普遍的儒学社会教化，等等。几经结合，相互促进，使儒家学说主导着国家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同时也使文庙因

此而拥有了顽强的生命力而绵延至今，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代表。因此有必要提出，既然文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

化符号而绵延至今”，且作为一个教育的“活化石”，“建立一门新兴的’文庙学’迫在眉睫”[13]。期待文庙这一历史文化遗

产的价值和作用能充分地发挥，对其进行的研究也能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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