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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紹介》

山東孔廟・孟廟の元代地方官題名石刻

牛 濤

題名石刻について

近年、金元時代の研究において石刻資料が注目されている。 しかし、出版された石刻資料集で

は碑文の内容は収録されるが、碑文の形式、立石者の署名など多くの箇所が省略されている。

そのため、筆者は山東曲阜周辺の儒教遺跡を調査する中で、元代の官僚が孔廟や孟廟にのこし

た題名石刻に注目した。来訪の記念に名前や記録を残す題名・題記は、中国古来の習俗である。

この題名石刻は、従来は研究資料としてあまり用いられなかったが、碑文の形式と内容等から当

時の情報が多く得られる。本紹介で扱う曲阜孔廟の西斎宿に残される題名石刻は、酪承烈編『石

頭上的儒家文献』上・下（斉魯書社、 2001年）、楊朝明主編『曲阜儒家碑刻文献』第 5輯（斉魯書

社、 2019年）で整理された。 しかし、碑文の形式などは反映されておらず、誤読も残るため、筆

者は実地調査を行い、中国国家図書館「碑帖薔華J・中央研究院「遼金元拓片」に収録される拓本

や両書の録文を参考に、題名碑の形式まで含めてここで整理・紹介する。それらの碑刻から、元

代粛政廉訪司をはじめとする地方行政機構と儒教の関係を計り知ることが出来るほか、地方官吏

の活動、文字の台頭・改行等の文書形式など、様々なことも考察することが出来ると考えられる。

（凡例：碑刻文中の「O」は実際の碑刻における空欄、「口」は判読不能だった箇所である。）

内容紹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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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任海美題名砥、至元六年 (1269)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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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府嗚公題名蝸 (1279)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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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劉恒等題名褐、至元三十年 (1293) 三月・八月

張
徳
刊

至
元
癸
巳
廉
訪
行
縣
題
名
記

至
元
二
十
有
八
季
改
提
刑
按
察
司
為
粛
政
廉
訪
司

増
答
事
一
頁
分
司
所
部
兌
州
曲
阜
縣
隷
漕
寧
又
明

年
合
清
寧
東
平
司
為
]
飲
事
モ
君
遂
分
束
中
兼
領

清
寧
秋
行
縣
観
風
新
部
八
月

r酉
辛
魯
齋
宿
廟
學

夙
興
再
拝
殿
庭
致
爵
登
奎
文
閣
観
漢
刻
石
即
齋
磨

延
見
族
人
往
拝
先
聖
墓
遠
謁
周
公
廟
将
謁
顔
子
以

H
叶
憚
礼
容
不
粛
乃
観
大
庭
氏
庫
井
顔
巷
雨
観
憲

光
殿
袢
宮
反
廟
學
介
詩
魯
國
成
榛
芥
惟
餘
閾
里
存

季
深
林
愈
茂
吉
遠
道
禰
腺
地
湧
奎
文
閣
天
開
織
粋

門
問
今
承
椴
敷
六
十
代
俯
孫
匡
周
居
掘
日
封
魯
位

-
1
台
王
戚
恩
殊
賜
金
腺
聖
岡
開
衣
裳
猶
衰
屁
宮
殿

已
塵
埃
聞
音
先
師
嘆
深
態
貧
酒
杯
越
翼
日
巳
亥
哉

生
覇
致
敬
顔
子
廟
有
詩
周
季
生
玉
佐
學
能
孔
席
親

一
瓢
惟
栗
道
一
1

月
不
違
仁
享
已
宜
尼
配
祠
還
文
窓

隣
裳
時
梱
不
幸
万
占
執
同
倫
適
少
臭
家
登
望
岳
疑

次
祈
水
卜
観
魯
郊
適
奄
泉
由
稜
門
入
出
建
春
門
憩

縣
齋
庚
子
閲
吏
紐
什
樅
訟
：
人
杖
之
上
馬
去
淋
吏

腸
昭
劉
清
史
球
従
部
使
者
循
郡
邑
以
苛
察
為
能
以

按
吏
為
強
自
漢
以
来
謂
之
樅
職
暴
公
＋
直
指
勃
海

続
京
兆
為
郡
文
學
訥
与
相
見
踊
復
起
迎
登
歯
坐
芝

曼
僻
云
．
益
敬
納
其
戒
王
青
州
為
繍
衣
御
史
多
所
樅

舎
史
皆
賢
之
謡
秘
書
丞
楊
桓
武
子
孔
顔
孟
て
氏

f

係
教
授
張
頷
達
普
在
魯
皆
負
時
雅
望
君
碍
敬
如
勃

海
按
事
則
青
州
一
．
氏
不
得
専
美
女
廼
者
三
月
廉
訪

副
使
劉
君
衡
展
敬
先
眼
礼
賢
七
後
先
符
契
登
臨
煉

慨
吏
以
白
君
日
女
知
之
乎
意
有
在
也
春
牌
刻
石
紀

市
卜
未
果
王
君
官
来
-
歳
之
間
二
賢
使
君
本
使
之
糖

皆

AI為
天
・
ド
後
批
法
故
雨
書
之
劉
村
字
漢
卿
東
廊

人
下
君
字
子
温
北
燕
人
孔
氏
五
十
四
舟
従
仕
郎
曲

阜
縣
~
兼
管
本
縣
諸
軍
奥
魯
勧
農
事
思
誠
謹
記

十八、勢都児等題名謁、至元三十一年 (1294)正月

張
徳
刊

奉
政
大
夫
筋
山
東
東
西
道
粛
政
廉
訪
司

市
勢
都
兄
按
部
過
魯
恭
拝

桐
下
嘆

廟
還
歿
鋏
礎

聖
道
如
天
徘
徊
不
忍
去
書
吏
楊
郁
文
卿

侍
行
時
至
元
：
9

-

年
正
月
▼
ー
ト
四
日

也
謹
記

十九、茸弁謁廟禍、元貞元年 (1295) ＋二月

元
貞
元
年
十
有
二
月
奉
議

大
夫
笞
山
東
東
西
道
癖
政

廉
訪
司
事
茸
弁
文
冤
行
縣

至
曲
阜
祗
謁

廟
庭
時
襲
封
術
聖
公
治
入

観
受
爵
以
蹄
従
行
者
書
吏

孟
政
清
民
王
瑣
顕
卿
奏
口

郭
世
寧
安
卿

81 



明大ア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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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劉朝列題名謁、延祐三年 (1316) 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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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拝降題名碍、延祐五年 (1318) 十月

100000林 000奉

砂，十叔奏卿書廟恭司政議

月時差太吏致謁拝廉大

十延徳原薙誠 降訪夫

二五安谷武敬 按事山

日年徳陳清而 至 東 東

歳孟好陳後 曲平東

次文徳仲退 阜等西

戊質乗端 従 齋慮道

午彬葬直行 戒分癖

二十五、王慶題名謁、至治元年 (1321) 二月

゜
00林 0000至

至 00廟 0000治
靡 王吏誠贈王道大初
］じ 益齊敬拝慶粛夫元
秋

唐璧而 按政令夏七
月 佐君還 治廉山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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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差書 阜叶§西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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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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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粛会

八政山

廉

訪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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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察文淵題名砥、 (1326)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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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何約・忽班児不花題名磁、泰定三年 (1326) 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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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王鵬南・和尚孔廟題名謁、泰定三年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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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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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王鵬南・和尚孟廟題名謁、泰定三年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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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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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許庸題名謁、後至元五年 違い、 1339)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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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起巖・周伯碕題名謁、後至元六年 (l340)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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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趙文煽題名砥、 (1340)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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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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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彦題名磯、 (1342)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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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楊文書訥三謁林廟題名砥、 (1343)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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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I345)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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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野里不華題名砥、至正六年 (1346)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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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王茂林題名碍、

道茂

林
侍吐

晉
土

徴

文

献

同

致

主

止

丙

戌

ト

ニ

月

也

9
9

汲
！
＇
弔
紐
じ

•
L
!

；
＇

進
義
副
尉
消
寧
路
曲
白
ぷ
唸
じ
簿
察
舗

沖
寧
路
曲
阜
縣
尉
主
泰
が
立
石

四十八、大都子敬題名謁、至正七年 (1347)六月

曲

林

廟

敬

而

還

時

0
六

月

十

二

日

也

演
寧
路
曲
阜
縣
樹
f
泰
亨

進
義
副
尉
高
寧
路
曲
皐
縣
ト
簿
校
編

従
仕
憐
寧
誓
韮
縣
け
逮
依
縣
語
祖
肴
誓
箪
孔
嚢
立

大

危

山

〇

粛

政

廉

訪

司

口

四十九、商企翁題名謁、 (1348) 二月

大
元
至
正
八
季
歳
次

戊
子
二
月
廿
五
日

山
後
人
商
企
翁
奉

堂
命
束
振

沐
敬
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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顔朝列題名 (1348) 六月

至
正
八
年
六
月
月
皿
阜
縣
世
手
孔
克
欽
立
石

〇
者
東
呂
王
友
直
伯
益
全
寧
律
呂
政
元
粛

0
烙
宗
敬
克
國
公
之
餘
裔
孔
頷
慶
會
無

〇
心
乎
聖
子
聖
孫
銘
遺
祖
式
絲
延
萬
泄
天

0
聖
人
之
居
乎

明
詔
洗
冤
抑
至
古
魯
國
拝
謁

五十一、買来的題名砥、 (1349)三月

正

年

三

月

廿

七

日

中

嚢

御

史

買

来

的

由

山

東

道

副

都

元

帥

陸

擢

干

内

偕

察

院

書

吏

殴

州

劉

忠

敬

臣

道

経

曲

阜

齋

沐

贈

仰

證

成

而

還

謹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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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徳脩題名謁、

25 

(1354) 四月

夫
千
之
賜
也
今
牧
干
此
距
林
禁
百
里
而
近
敢
不
祇
敬
以
墜
往
訓
尋
伯

堂
命
公
贄
其
役
公
本
檄
欣
躍
日
此
夙
志
也

因
命
刻
之
伸
後
之
守
是
邦
者
知
所
以
先
後
ム

上
＋
五
代
襲
封
桁
咽
公
孔
克
堅
謹
類

至

正

甲

午

四

月

廿

二

日

贈

拝

祖

庭

観

其

規

模

之

隆

遂

成

但

語

十

韻

用

簡

環

夫

術

聖

公

閣

下

尚

希

筆

削
土

稲

文

献

尼

防

瞭

聖

賢

道

開

周

宇

紐
竺
言
訓
門
鯰
麟
紐
言
“
”

絃

久

修

車

愧

不

先

徳

存

宣

父

在

裕

及

子

孫

綿

昭

代

尤

加

尚

明

廷

巳

降

錢

梗

楠

會

山

積

棟

宇

見

星

連

證

楽

従

新

盛

萩

繁

且

致

虔

斯

文

應

未

墜

吾

道

日

平

二

般

陽

王

徳

脩

再

拝

公
般
船
人
仲
安
其
字
也
至
正
辛
卯
徐
寇
杯
起
流
ほ
郡
邑
滓
寧
賞
水
紐
之

衝
非
材
幹
不
足
以
富
直
寄

閤
廷
以
公
宋
守
足
邦
卜
車
之
日
乃
克
先
慇
校
杵
謂
人
日
予
幼
學
壮
行
数

貼邁赤仲文題名謁、 (l366)十一月

(1367)六月

0
0至
正
一
ト
ヒ
年
六
月
初
旬
山
東
東

0
0西
道
雨
政
廉
訪
司
欽
依
薔
制
遣
官

0
0分
巡
各
道
詳
識
獄
情
是
以
畢
取
分

0
0審
東
平
等
慮
郡
邑
按
臨
至
清
寧
路

0
0尭
州
曲
阜
縣
乃

0
0廟
庭
林
墓
之

F
祗
敬
惟
謹
匪
為
俄

〇
〇
也
思
惟

先
聖
垂
憲
萬
世
血
食
干
姦
雖
兵
文
擾
攘

0
0之
際
末
嘗
腹
弛
典
開
大
哉

聖
徳
洋
；
同
日
月
之
光
使
子
孫
綿
二
遠

0
0亨
爵
緑
於
中
外
壺
不
儲
瞭
是
年
六

0
0月
二
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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