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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奠礼是祭祀礼的一种，它
在学校设置酒食以祭奠先圣先
师，后成为国家和社会祭祀孔子
的一种公祭形式。

最初释奠礼每年只有秋季
一次，后增为春秋两次。从后齐
开始，每月朔日，国子祭酒要带
领博士以下及国子诸学生以上，
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以下，
太学诸生，到大成殿的阶下“拜
孔揖颜”。后来，人们又在阴历八
月二十七日举行大祭。这一天的
祭孔仪式隆重，连在私塾念书和
在学堂里学习的学生也要放假
一至三天，以示敬重。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过阙
里，以太牢礼祀孔子，当时还只
是将孔子当作一个杰出的思想
家和教育家来纪念。汉武帝以
后，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学说一跃而成为官方的统
治思想，师也就由儒者担任了。
到东汉时，孔子被称为“先师”，

后来，又被尊为先圣，成了帝王
们尊崇的对象。

魏晋南北朝期间，有时又以
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奉
祀。拜孔揖颜之礼更多是在国家
太学举行，往往是国子监祭酒负
责典礼。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
年，皇太子释奠孔子用乐奏登
歌，此为释奠孔子用乐之始。东
魏孝静帝兴和元年（公元 5 3 9
年）兖州刺史李珽修建孔子及十
弟子容像，立碑于庙廷。

唐高祖李渊在武德二年
（619年）于国子学中立孔子庙和
周公庙，亲往释奠。至此以后这
项祭祀活动就多由皇帝和皇太
子亲自祭奠了。

宋代是孔氏受朝廷恩宠较
为兴盛的时期，宋太祖建隆元年

（公元960年），亲谒孔子庙，诏增
修祠宇，绘先圣先贤先儒像，释
奠用永安之乐。

从元到清，孔庙神灵的设

置，都基本沿袭宋朝确定的格局。
明初，朱元璋尊孔循礼，规定每年
仲春和仲秋的第一个丁日，皇帝降
香，遣官祀于国学。以丞相初献，翰
林学士亚献，国子祭酒终献。

清代，盛京即建有孔庙，顺
治十四年（1657年），就曾在弘德
殿祭先师孔子。顺治定都北京
后，在京师国子监立文庙，庙内
有大成殿，专门用来每年举行祀
孔大典。文庙中还有启圣祠，燎
炉、瘗坎、神库、神厨、宰牲亭、井
亭等设施。尊孔子为“大成至圣
文宣先师”，祀礼规格又上升为
上祀，奠帛、读祝文、三献、行三
跪九拜大礼，俨然与天、地、社稷
和太庙的规格平起平坐。

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曾
妄图借祭孔表明称帝合法化。其
后的祭孔活动，已经失去了帝王
特权的象征意义。民国期间最后
一次祭孔是在 1948 年。

据《江南晚报》

古代的启蒙学塾分为私
塾、家塾、义塾三种类型，“在
家塾中，老师的收入大致包
括束脩、膳食、节敬等三部
分。在每年特定的节令，或者
一学年开始或结束、或者学
塾开办或关闭的时候，东家
往往会向塾师致送银钱或礼
物，这被称之为“节仪”。

节令的确定，主要依照
我国传统的节日，但在很多
地方，最重视的是三节两寿：

“三节”是指端午节、中秋节、
年节，“两寿”则是指孔子诞
辰日和塾师生日。

在所有的节敬中，贽敬
或贽见之仪是最基本的。贽
敬或贽见之仪是拜见之赀，
也就是学生第一次进学拜见
老师敬呈的礼物，一些地方
俗称“拜见”。节令或塾师生
日时可以不送礼，但第一次
进学从师，贽见礼是必不可
少的。 据中国新闻网

古代人讲究尊师重道，在
拜见老师时，如果经济条件允
许，都会带上“束脩”礼，聊表
心意。那束脩究竟是什么呢？

“脩”是干肉的意思，“束
脩”便是一束干肉(一束是 10
条的意思)。

但是，古代人只拿肉来做
礼物吗？

当然不是。束脩是一种代
称。唐代施行束脩之礼，对学
费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国子学
和太学的学生，须送绢三匹，
四门学送绢两匹，律学、书学、
算学送绢一匹。

据《中国教育报》

尊师重道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古代就有“人
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

《吕氏春秋·尊师》云：“生则
谨养，死则敬祭，此尊师之道
也。”下面看一下古人尊师重
道的例子。

子贡尊师

尊师至诚孝道楷模子
贡，孔子杰出弟子。后弃官从
商，成为孔子弟子中最富有
者，商界历来公认他为“儒商
始祖”。公元前 479 年，中国古
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圣人孔子溘然长逝。孔子死
后，众弟子皆服丧三年，相诀
而去，独有子贡结庐墓旁，守
墓六年，足见师徒情深，尊师
之诚，实属中华尊师孝道楷模
第一人。后人感念此事，建屋
三间，立碑一座，题为“子贡
庐墓处”。因子贡为孔墓所植
为楷树，后世便以“楷模”一
词来纪念这位圣徒。

汉明帝尊师

汉明帝刘庄，东汉第二
位皇帝。明帝在位期间，吏治
非常清明，境内安定团结。博
士桓荣是汉明帝做太子时的
老师，而明帝对老师一向非
常的尊敬，后来他继位作了
皇帝“犹尊桓荣以师礼”。有
一次，明帝到太常府去，在那
里放了老师的桌椅，就请老
师桓荣坐在东边的方位，又
将文武百官都叫来，当场行
师生之礼。桓荣生病，明帝就
派人专程慰问，甚至亲自登
门看望，每次探望老师，明帝
都是一进街口便下车步行前
往，以表尊敬。桓荣去世时，
明帝还换了衣服，亲自临丧
送葬，并将其子女作了妥善
安排。

据搜狐网

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的
西周时期，就提出“弟子事
师，敬同于父”。教师节，旨在
肯定教师为教育事业所做的
贡献。1985 年，第六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
议案，会议决定将每年的 9
月 10 日定为教师节。1985 年
9 月 10 日，是中国第一个教
师节。教师节的演变历史：

6 月 6 日教师节
1931 年 5 月，教育家、南

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程
其保等发起，拟定每年 6 月
6 日为教师节。

8 月 27 日教师节
1939 年，国民党政府教

育部决定以中国教育家孔子
的诞辰 8 月 27 日为教师节。

5 月 1 日教师节
1951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
共同商定，将教师节与“五
一”国际劳动节合并一起。

9 月 10 日教师节
1985 年 1 月 21 日，六届

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正式通
过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
议案，并决定 9 月 10 日为我
国的教师节。 据人民网

祭孔大典：释奠礼的历史演变古代教师节咋送礼

相传春秋时，孔子周游列
国，曾受困于陈国 (今河南淮
阳 )、蔡国 (今河南新蔡 )之间，
七天没有饭吃，只能靠煮灰
菜为食，可他每天仍于室内
抚琴作乐。与孔子随行的弟子
子路、子贡认为已到了穷途末路
的境地，只有颜回仍每天“释菜
于户外”。

所谓“释菜”，又称“舍菜”或
“舍采”。《礼记·月令》记载，“上
丁，命乐正习舞释菜，天子乃帅
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
之。”又有《周礼·春官》，“春入学
舍采，合舞”，即是说学子春季入
学，用菜祭先师，（先师）教他们
舞蹈，使他们动作整齐而符合音
乐节奏。

清代《大清通礼》中记载了
国子监释菜礼和直省府州县的
释菜礼仪程，比先秦复杂许多。
释菜礼在每月朔日，即初一举
行，参加人员除正献外，分献包
括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
肄业诸生则负责司香、司爵、引
赞、通赞，洒扫庙户内外，摆好神
案与祭品。

每案陈菜、枣、栗各一豆，炉
一，镫二。设案一于殿内之东，陈
香盘七，尊一，每位爵一。又设案
于东西两庑之南，各陈香盘三，
尊一，每位爵一。

祭酒着朝服，诸生着吉服，
通赞赞曰：“跪！叩！兴！”祭酒以
下行三跪九叩礼。“赞引祭酒诣
阶东盥手，升东阶，入殿左门，诣
先师位前，司香奉香盘从。引赞
赞 :跪！祭酒跪，俯伏。通赞赞 :上
香司香跪奉香，祭酒三上香，俯
伏，兴，退。”

上香后包括注酒、献爵等
仪程，分献官也要俯伏、上香、
献爵再复位；之后祭酒率属
及诸生均行三跪九叩礼，礼毕
各退。 据《民俗研究》

拜师学艺要行释菜礼教师节礼物：束脩

看古代人如何尊师重道

教师节日期几多变迁

古代教师的其他称呼

夫子：夫子是古代对男子
的尊称，也是学生对于老师的
称呼。

博士：博士源于战国，是学
官名。汉武帝时设置了五经博
士，专授儒家经典。我们熟知的
大文学家韩愈，《师说》的作者，
就曾担任国子监博士一职。

助教：西晋时设置助教这
一官职，协助博士进行教学。

训导：原来是教诲训导的
意思，后来也被用作学官名。在
明、清时期，政府会在府、州、县
学，设置训导一职，作为辅助性
的职位，来协助同级正职的同
事们，来教育学校学生。

祭酒：祭酒是学官名，是指
祭祀或宴会时，由年高望重者
一人举酒祭神。汉武帝设五经
博士，博士之首称为博士仆射，
到了东汉，改为博士祭酒，于是
祭酒便成为学官名。西晋改为
国子祭酒，主管国子学或太学。
隋以后称国子监祭酒，为国子
监的主管者。

据《新安晚报》

掌故

History

作作为为尊尊师师重重教教的的一一个个庆庆祝祝

日日，，教教师师节节有有其其重重要要的的意意义义。。

泱泱 泱泱 中中 华华 尊尊 师师 重重 教教 的的 传传 统统 久久

矣矣，，从从某某种种角角度度讲讲，，中中国国的的教教

师师节节已已有有 22550000 多多年年历历史史了了。。

师，即有知识、受尊敬的先生。
春秋《尚书》云：“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师”，把“师”的地位与天、
地、君、亲并称，立于同一牌位供人
朝拜，为师者地位之高由此可见。这
一时期中国的教育事业已很繁荣，师
长也受到人们的尊重。弟子（学生）们总
会相约每年在师长生日那天举行简朴而
庄重的仪式，向师长表示敬重和祝福。后
来因为学生代代相传，“桃李满天下”，老
师也越来越多，以生日作为庆祝的方式已
不太方便，便渐渐被常态化的尊师礼仪所
取代。

而后出现了中国最享盛誉的大教育家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弟子

3000、美名远播，成为九州大地共同敬仰的
“圣人”，其身后又被赋予“至圣先师”、“万世
师表”的光环。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的“至圣
先师孔子诞日”，全国各地都要举行规模盛
大“祭孔”庆典活动。

唐宋时代，农历八月二十七国都和各
州、府、县都要举行孔子诞辰祭典，主祭者为地
方首长，朝廷由皇帝亲临主祭。当时的祭典非
常隆重。国子监、书院以及州、府、县也要从本
地学校的学长（主持学习事务的教师）、学
正（做训导工作的教师）中选拔成绩突出
者为司业，报送朝廷，这些“先进教育工
作者”最高可获赏银500两。

到了清代，农历八月二十七这天，不
但祭奠孔子的规模和范围愈加宏大，还将
提高各个书院、学府、监院教师的薪金，成
绩卓著者在这天最高的会授予八品职衔，
提升为院长、监院、掌教、馆师等。清代许多
著名学者如颜元、阮元、惠士奇等就是在那
时得到的提拔。

在古代，“孔子诞日”其实就是中国的教
师节，只是“教师节”三字没有明确而已。一日
为师，终身为父。相比于今天，古代的师生关系
显得更为突出。古代的父母带着孩子去私塾
报名读书，不仅要向私塾老师行叩拜之礼，此
外还要向孔子的牌位行叩拜大礼。在古代，无
论是道教还是儒教，都把孝顺亲人尊敬父母
放在首要位置。

据《淇河晨报》

史史上上首首个个教教师师节节为为孔孔子子诞诞辰辰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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