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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文]明代曲阜孔庙缘何会有“梁祝读书处”

  作者：陈金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10-20 | 点击数：1441

 

就以上来看，明代曲阜孔庙有“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也就不足为怪了，一是当时济宁一带流传的梁祝传说的孝主题契合于儒家伦理；二是

明代上层士大夫以为济宁一带流传的梁祝传说不仅无违于礼教，反而有助于教化，“推之可以为忠，可以为孝，可以表俗”。亚圣公既肯为梁祝

树碑立传，至圣庙为梁祝留一席之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岱是浙江人，在浙江有一个以宁波为核心的梁祝传说圈，浙江一带流传的梁祝传说是以爱情为主题，没有宣扬孝道的内容；张岱年少时为

纨绔子弟，极爱繁华，明亡后披发入山，成为避世之人，就其身世来看，他不大可能从推行封建教化的角度审视梁祝传说，更不会把梁祝传说与

儒教联系在一起，所以在曲阜孔庙见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也就难免“骇异之”了。 

另，据说在川剧和流传于一些地方的鼓词中也讲梁祝读书的地点在尼山（孔子出生地，位于曲阜东南，距城区约25公理左右。）［16］，又

有东调《大双蝴蝶》云，仲尼办学，祝英台慕名前往跟圣人学习［17］，甚至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彝族阿细人中的梁祝传说也讲梁、祝是孔夫子

的学生［18］。由此看来，梁祝传说与孔子还真有一些不解之缘，而这些与明朝“梁祝读书处”被附会到曲阜孔庙也大概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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