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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泰山有着不解之缘。
泰山玉皇顶南侧有两处与孔子

有关的明代遗迹：“孔子小天下
处”石碑和孔子庙。“孔子小天下
处”石碑位于玉皇顶东南方向约
110 米处，孔子庙位于玉皇顶西南
方向约130米处。

孔子庙北依孔子崖，南接 20
世 纪 80 年 代 重 建 的 “ 望 吴 胜
迹”石坊，崖、庙、坊连为一线，构
成了南北长达百米的带状祭孔区。

岱 顶 天 街 以 北 的 祭 祀 类 建
筑 ， 有 玉 皇 庙 、 碧 霞 祠 、 青 帝
宫、孔子庙。“孔子小天下处”石
碑与以孔子庙为中心的带状祭孔
区，一点一线，东西呼应，使孔子
与天帝神灵在泰山极顶并享殊荣。

在 孔 子 庙 大 门 东 侧 的 石 壁
上 ， 刻 有 清 代 官 员 汪 志 伊 《登
岱》 的 摘 句 ：“ 孔 子 圣 中 之 泰
山，泰山岳中之孔子。”两句诗以
泰山拟孔子，以孔子拟泰山，取象
精妙、形神兼具、言简意赅。

一

在今曲阜市周边150公里范围
内，有 3 座海拔 1000 米以上的高
山：泰山、蒙山、徂徕山。此外，该
范围内海拔300米以上的山，还有
曲 阜 市 的 尼 山 ， 新 泰 市 的 莲 花
山、龟山，邹城市的凤凰山、峄山
等。孔子的出生地位于今曲阜市东
南 30 公 里 处 的 尼 山“ 夫 子
洞”中。尼山海拔340米，又名“尼
丘山”，孔子因此山得名“丘”。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的贵族，宫
闱倾轧后，为避祸逃至鲁国。孔子

的 父 亲 叔 梁 纥 是 鲁 国 的 陬 邑 大
夫。传说叔梁纥高大威猛，打仗时
曾力托悬门让士兵通过。叔梁纥与
正室施氏有9个女儿，娶妾后，生
育儿子孟皮，但孟皮患有足疾，无
法继嗣，叔梁纥便向鲁国颜氏求
婚，与颜徵在生育了孔子。

在众人的想象中，孔子应该文
质彬彬，一副书生模样，其实孔子
身 高 九 尺 六 寸 （约 191—221 厘
米），腰大十围，俨然一个虎背熊
腰的壮汉。史料中对孔子外貌的描
述，多与“凹顶、突额、黑面、大
眼、翻耳、龇牙”有关。相传颜徴
在生下孔子后，曾“嫌其丑陋欲弃
之”，幸亏后来一时心软，才为后
世留下了未来的“圣人”。

孔子 33 岁前，一直在鲁国生
活；34 岁、35 岁时，到过周都洛
阳、齐都临淄；36 岁至 50 岁，在
鲁国教书育人；51 岁至 54 岁，在
鲁国从政，官至大司寇；55 岁至
68岁，周游列国14年；68岁至73
岁，重返鲁国教书直至去世。在那
个年代，73岁可谓高寿。

二

泰山是齐鲁两国的界山，也是
孔子一生所登过的海拔最高山。依
据现有资料，孔子一生与泰山的关
联，主要有七个节点：三次途经或
登顶，四次言说与吟唱。

孔子至少三次途经或登临泰
山：35 岁经泰山去齐国时，曾在
泰 山 考 察 ， 感 慨 “ 苛 政 猛 于
虎”；晚年回鲁后，与颜回登泰
山，望见苏州城外的白马；在游泰
山途中，听荣启期讲“人生三乐”。

孔子经泰山去齐国，是目前所
知的孔子与泰山的最早关联。

由鲁至齐，泰山或泰山南麓是

必经之地。春秋以降，从曲阜到临
淄的道路主要有四条：一是“泰山
西”线——由曲阜北行至泰山，从
泰山西侧绕行，经今灵岩寺以西的
万德镇长城村至济南，再沿古济水
与泰沂山脉间的“济右陆桥”东行
至临淄；二是“青石关”线——由
曲阜北线行至泰山南麓位于今岱岳
区房村镇的阳关村，向东进入莱芜
盆地后北上，再沿泰山山脉与鲁山
山脉的山谷，过后来兴建的青石
关 ， 到 达 临 淄 ； 三 是 “ 城 子 要
塞”线——从曲阜北行至阳关村
后，大致沿今辛泰铁路向东北方向
行进，经位于今淄川区淄河镇城子
村 南 15 公 里 的 城 子 要 塞 进 入 淄
川，然后抵达临淄；四是“锦阳
关”线——从曲阜北行至阳关村
后，行至位于今济南市莱芜区雪野
镇的锦阳关，再经位于今济南市章
丘区龙山街道办事处的平陵城，东
行至临淄。

就距离看，在曲阜通往临淄的
四 条 路 线 中 ，“ 青 石 关 ” 线 最
近，“泰山西”线最远，“城子要
塞”线和“锦阳关”线居中。就路
况 看 ，“ 青 石 关 ” 线 、“ 城 子 要
塞”线、“锦阳关”线均需翻山越
岭，只有“泰山西”线路途平坦。

据李硕先生分析，孔子去齐国
时，已经有了自己的马车。离开鲁
国前，孔子曾在鲁国三桓之一的孟
孙家做家教。其间孔子陪孟孙家的
孩子去周都洛阳“游学”，拜会了
老子和周王室，回来后，孔子便拥
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辆马车。那个
时候，有了马车便既有了方便，也
有了体面。马车的价值和效用，不
次于今天的豪车。

孔 子 去 齐 国 走 的 是 “ 泰 山
西”线。《礼记·檀弓下》：“孔子

过 泰 山 侧 ， 有 妇 人 哭 于 墓 者 而
哀。”孔子让子路过去问情况，妇
人说其公公、丈夫、儿子先后被老
虎咬死了。孔子问妇人为什么不离
开 这 里 ， 妇 人 说 ， 这 里 没 有 苛
政。听罢此言，孔子说了一句千古
流传的话：“苛政猛于虎也！”

清代学者俞正燮考证，孔子所
过的“泰山侧”，位于今桃花峪上
源的老虎窝、猛虎沟。经“泰山
西”线至齐，虽然有些绕远，但路
况易于车行。当年孔子至齐并无紧
急之事，走平坦道路，顺便考察下
民风民情，亦应在情理之中。

三

孔子到齐国，实为避乱求安。
孔子时期的鲁国，“三桓”已

掌权百余年。所谓“三桓”，指鲁
桓公的三个儿子。排行老三的季孙
氏地位最高，世袭大司徒；排行老
二的叔孙氏，世袭大司马；排行老
大的孟孙氏，世袭大司空。公元
517 年，国君鲁昭公不甘大权旁
落，谋划除掉“三桓”，但因志大才
疏，实力不济，最终仓皇奔逃，避难
齐国。孔子此时已在曲阜城娶妻生
子，为养家糊口在季孙氏家做些粮
食征收、牲畜饲养的活计，同时在孟
孙氏家当家教，并通过为别人操办
红白喜事挣些“外快”。那时的红白
喜事规矩颇多，程序繁琐，一般人很
难搞明白。孔子精于“相礼”，能把这
些事情办理得井井有条。

齐国地盘大，实力强，距鲁
近，鲁国人一旦逢事，最先想到的
便 是 奔 齐 。 此 时 的 孔 子 人 微 言
轻，尚未掺和官场权斗，但时逢乱
局，家国不宁，孔子还是想去齐国
谋个一官半职，寻些发展机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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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庙。“孔子小天下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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