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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 2008 年祭孔釋奠禮當中的音樂文化研究，探索 2008 年祭孔

在執行上、文化上有在地高雄縣的文化涵養。本文研究的對象是高雄縣旗山孔廟，本

文內容包含有高雄縣旗山孔廟的建築、禮器、樂器、佾生、儀式…等，在本文中都會

有仔細的說明與介紹；並且用局內觀、局外觀來探討當今祭孔大典對於社會上有何社

會貢獻。而透過音樂文化上的概念，比較出與往年和其他地區的差異性，這樣的比較

可以看仔細地方是否重視這樣的祭孔大典。因此，能看出旗山鎮鎮民或觀光客在 9

月 28 日當天他們所共享的意義與價值觀。 

    本研究第二張先從高雄縣旗山孔廟環境做了解，來說明高雄縣孔廟的起源、發展

與經營情況；第三、四章在說明古禮的釋奠禮在做些什麼，現代的釋奠禮做了那些變

遷，從這樣內部的研究去探討現代民眾的價值觀與音樂美學的觀念，期望透過筆者的

民族誌與老師的口述歷史更深入了解 2008 年祭孔釋奠禮的特質與精神。 

    經過三、四章的探討，發現了許多在 2008 年與往年及其他地區的差異性，也提

出許多問題，從最開始認識孔廟到現在對孔廟的熟知，從孔廟獲得的資料、從口述歷

史解決的問題，都是在三、四章中可以看到；祭孔音樂文化在高雄旗山鎮所扮演的角

色，是否影響旗山鎮的人民生活習慣，這些人是如何參予的。筆者在文章中常用田野

工作去做研究，一直都是用局外觀的角度去看待祭孔儀式與音樂，而筆者的參與程度

是相似於觀光者、研究者，以局外觀去比較各地孔廟的不同風俗民情。2008 年孔廟

祭祀文化是在本文著重的部份，雖然孔廟學問內容相當廣大，本文更能反應出當代祭

孔儀式音樂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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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祭孔大典，是紀念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至聖先師孔子的誕

辰日，就把這一天定為偉大的教師節，所有各地凡是有孔廟的地方都必須舉行祭

祀，來紀念這一天。而各地的孔廟所舉辦的儀式風俗不同，所以寫這篇論文的動

機是因為想藉著我們班十五位同學在 2008 年ㄧ同研究在各地不同的孔廟所舉辦

的 9 月 28 教師節的祭孔大典上樂舞的差異；並且在不同的地區地方性以及民俗

性的不同，而如何產生不一樣並且代表地方性的祭孔儀式，或是各個地區是遵循

最古老的方式來呈現祭孔大典，在這個基礎上加以做音樂上分析及地方性的探

討。 

    另一個想要研究的動機是因為高雄縣孔廟離筆者的住家較近，所以選擇高雄

縣孔廟加以研究；還有因為筆者認為尊師重道才是最為推崇，而孔子也對我們後

世影響深遠，孔子的道德與學問是我們應該加以學習的。  

    所以，在筆者大學的生涯中，筆者想藉由本論文的研究過程中來更暸解孔廟

音樂及儀式過程，知道祭孔的悠久歷史是如何一一的保存下來。 

(二)研究目的 

    孔子的祭孔大典活動已經持續了 2500 年之久，而為何這一項活動能持續的

如此久是有它一定的原因，必須要去探討的。這一次也藉著 2008 年的祭孔大典

探討孔廟對現代社會上有何價值？還有孔廟的音樂、樂器是否和往年祭孔典禮不

相同；在現代的社會環境影響下是否改變而加入不同的樂器或是音樂的變化。這

些差異是否會影響祭孔大典原本的意義？音樂文化是這一篇相當重要的研究目 

標，另外也會說明音樂和舞蹈方面的相互關聯的部份。 

    從本文孔廟音樂文化研究中，希望對現代社會的價值有一份貢獻，在關於孔

廟的文化傳承方面可以幫助孔廟內部管理的一項整理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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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 

    筆者的研究範圍是主要研究高雄縣的旗山孔廟，並且在 2008 年的 9 月 28

日的祭孔大典中的音樂和舞蹈演出型式為主要的範圍。祭孔大典中使用樂、舞、

禮是有一定的形式，而它們之中有相互關聯的規律。 

    在高雄縣旗山孔廟的祭孔音樂內容中，從使用的樂譜、器樂、樂隊編制、及

演奏型態來做討論；祭孔音樂最早出現時是在清代，已經有兩千多年的歷史了，

現代所使用的儀式其實來自於清朝。在這麼久的歷史中，高雄縣旗山孔廟會有如

何的變遷及傳承是在本文中重要的研究範圍。 

    另外還會訪問在這次祭孔典禮中所擔任禮生、樂生、佾生的學生及老師。看

他們是如何看待這次的祭孔大典，老師是如何傳授學生們音樂及舞蹈的呈現，在

傳承的過程中也是相當重要的，並且在訪問的過程中可以探討出台灣現代的祭孔

態度及音樂的傳承演變是如何的。因為千年的傳統祭孔典禮是包含繁雜的禮儀，

是否在時間的影響下省略這樣的繁複過程。這些都是本文的研究範圍。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文的研究方法最主要的是以實地的田野調查、並且收集文獻資料加以做分

析，把過去人們對孔廟的基本印象想法和筆者所認知的孔廟來比較其差異，而實

際做田野的過程中，並寫民族誌來記載本文中所認識的人、事、物，且利用民族

誌來表達筆者對研究孔廟的了解與過程。筆者用的另一種研究方法是局內觀、局

外觀的看法，用筆者在四年中所學的民族音樂的主觀方法書寫我自己的民族誌。 

    研究的步驟首先是收集孔廟相關的紙本資料，然後整理、分析，最後是瞭解

其中的內容，在以自己所認知的想法寫到本文中；從筆者不認識孔廟的儀式過程

到熟知，在筆者一步步田野的研究過程中，更能從局內人的思想看祭孔儀式。在

筆者調查的步驟中，更能做出完整的比較及深入的探討。上面所提的民族誌方

面，筆者寫出幾篇的民族誌，內容主要描述筆者田野中做了些什麼，發現了什麼，

誰給筆者了哪些資料，詳細的寫出田野過程；在口述歷史聯絡幾位教佾生、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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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樂生老師還有孔廟中的行政人員和富有經驗的相關人員，把筆者所訪問的內容

通通做成錄音和文字檔，讓資料更詳細。 

第四節 文獻探討 

    筆者把自己所收集到的書籍、期刊及碩博士論文分成四大類。 

1．以祭孔釋奠禮儀式的操作過程 

    寫到祭孔的釋奠禮儀式的詳細紀錄的書有很多，像黃文陶<<中國歷代及東

南亞各國祭祀禮儀考>>，作者把所有相關儀式的東西完完全全寫在這一本書

裡，讓筆者更可以清楚知道釋奠禮中在做些什麼？論文方面的有李詩國<<桃園

孔廟釋奠儀禮之研究>>在論文中寫到桃園的孔廟是如何祭祀，從桃園孔廟了解

更多儀式中所重要的部份，並且也可以讓筆者比較自己所做的高雄孔廟是否有

何差異。在杜美芬的論文中<<祀孔人文暨禮儀空間之研究 ：以臺北孔廟為例 ： a 

case study of Taipei confusius>>她以禮儀的空間來研究釋奠禮儀式的過程。尹德

民<祭孔典禮的來源與變遷----例舉高市祀孔釋奠實物><<高市文獻>>中提及很

多的變遷，這篇期刊讓筆者可以很清楚的了解歷代的祭孔釋奠禮與現代的釋奠

禮有所差別。尹德民在<高雄市祭孔釋奠拜儀與鞠躬禮><<高市文獻>>中就把釋

奠禮當中的鞠躬禮特別挑出來寫了一篇期刊。 

    釋奠禮儀式的規則有太多小細節要去注意，所以看了這些文獻更能知道在

不同地區有不同的民俗習性而所延伸出細節上的不同或省略。 

2．各地區祭孔的差異 

    各地的祭祀大大小小皆有所差異，像鄭道聰的<<臺南孔廟文化園區>>就是

以台南這個歷史悠久的孔廟去做研究，怎麼樣的把台南孔廟的古蹟成唯一個台

南重要的文化發展區。有一本出版者不詳的<<至聖先師 ：中華民國各界參加美

國祭孔大典紀念專集>>就是在說明在美國的偏遠國家，也有所謂的儒教、儒

學，美國的孔廟和台灣各地的孔廟一定有些不相同的地方，美國是如何的祭

孔，對台灣的研究上有一項很大的奉獻。從全世界到台灣這個國家，從李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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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孔廟釋奠儀禮之研究>>中可以看到專門為桃園地區所寫的祭孔典禮，這

就能和美國地祭孔典禮下去做一下比較。尹德民的<由高雄市孔子廟談歷代尊

孔祭孔大典><<山東文獻>>這篇期刊談及高雄市的孔廟歷代祭孔典禮，把高雄

孔廟的建築、禮節，說的相當清楚。在封 從 德 的 <台南與台北祭孔典禮之比較

><<大陸雜誌>>這篇期刊就把台南和台北的祭孔典禮加以細細的比較，將細節

部份都列出。 

3．從音樂、服飾、禮節來探討祭孔釋奠禮 

    在文獻中提到服飾相關事項的有很多，例如：王宇清的歷代祭孔君臣樂舞衣

冠考就詳細記載了歷代的祭孔服飾問題，做了比對，看差異性在哪裡。王宇清也

在<臺灣孔廟祭孔服飾的規制及其文史淵源><<台灣文獻>>這篇期刊中提到服飾

的淵源及演變，還有以前為何制定這些服飾，讓筆者了解演變的過程。音樂舉例

也有很多相關的文獻，像孫瑞金的<<祭孔音樂的回顧與前瞻>>他就是用祭孔音

樂的回顧來看現代的祭孔音樂而說明，這一本書對筆者來說很重要，因為專門回

顧音樂的部份讓筆者可以更細心的去比對古樂和 2008 年的音樂有何差別。在薛

宗明的中國音樂史：樂器篇中，就是把所有中國古代樂器所出現的列舉出來，在

樂器研究方面也了解到是如何演奏如何使用。 

    這一個分類對筆者研究的方向更有幫助，筆者就可以從中而之 2008 年的高

雄孔廟釋奠禮中的音樂及服飾還有禮節和別的地區是否不相同、是否高雄孔廟缺

了些什麼、是否高雄孔廟改變了哪一部份。 

4．祭孔的傳承問題 

吳文寬所著的<<佾、舞、傳、承：八佾舞的探索與延伸>>其中的內容提到

傳承的問題，所有的文化傳承上都有對後代相當重要的過程，如果再哪一個部份

環節出了一些差錯，那整個歷史悠久的文化將會變成另一種文化。歷代的孔廟釋

奠禮在現今是否還是遵循古禮，在傳承上，老師用了什麼樣的傳承方式，這都值

得我們ㄧㄧ的來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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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雄縣旗山孔廟之介紹 

第一節 高雄縣旗山鎮簡介 

(一)旗山鎮背景 

    旗山市街舊稱蕃薯寮1。清代初期，漢人還沒有進入旗山統治開拓時，原為

大傑巔社地。之後越來越多的漢人的移民來旗山並且耕種開墾，逐漸改變聚落的

性質成為漢人社會。乾隆 17 年(1752 年)時出現蕃薯寮庄的記載，且最遲在嘉慶

12 年(1807 年)蕃薯寮又從「庄」發展成「街」。 

    蕃薯寮街的興盛主要是因地理位置重要，引起官方重視，而在此增設官治

理、派兵駐防，並逐漸形成市集，但仍有紛亂的封閉邊區的性質。日治時期的旗

山市街是地方行政中心，因為政治地位的大幅提昇、市區改正計畫的發佈，加上

糖業及香蕉產業的興盛，讓市街展現不同於清代的風貌，並且有許多仿效巴洛克

式街屋也在此時興築，反映人民的富裕和當時的建築風格。同時，從四面八方的

鐵路、公路帶來人潮與商機，社會人口的移入移出也愈顯頻繁，日治時期的旗山

市街發展更壯大、性格更包容。  

    戰後的旗山市街因交通路線的便捷與交通工具的進步，反而帶來邊緣化的危

機，但因位居為高雄縣三區架構下的旗美地區首要之地，持續發揮影響力，成為

臨近區域的供應中心，且因清代與日治時期留下的珍貴文化資產，在戰後極盛一

時的香蕉產業沒落後，觀光產業成為旗山市街未來可以期待的產業。由蕃薯寮街

到今天的旗山市街，發展已超過二百年。二百年來，旗山市街由清代一條線性帶

狀長 200 公尺的舊街，經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調整為棋盤格局街容，再變成今天

綿密網狀的複雜街區風貌，在政治、經濟因素的交互影響下，改變了街區圖幅與

面貌，並產生了不同的文化特色。 

                                                 
1資料來源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606130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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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雄縣旗山孔廟地理位置 

    高雄縣旗山孔廟是位於台灣的南部高雄縣的旗山鎮中山公園內，占地 41,169

平方公尺，是全國面積最大的孔廟。 

 2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全國共有 12 座孔廟，

以臺南市孔廟於 1665 年設立歷史最悠久，高雄

縣孔廟占地 41,169 平方公尺面積最大，各地的

孔廟所興建及改建的時間點都不同，還有遷建的

屏東孔廟3。高雄縣孔廟於 1984 年興建，為宋代

建築型式；1985 年 9 月 28 日為孔廟落成，但隨

後因建築物嚴重龜裂而暫時封閉，經過長時間修

繕後，於 2002 年也就是民國 91 年恢復使用並舉

行祭孔典禮。 

     

 

 

                                                 
2 圖片來源 http://traffic.kscg.gov.tw/CmsShow.aspx?Parm=200732920452375,200732715357296,5 
3 見附錄一，出處於林勇成的論文《臺灣地區孔子廟「釋奠佾舞」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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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雄縣旗山孔廟內部建築 

    高雄縣旗山孔廟雖然歷史不久，但

建築完全遵循古禮4，第一道牌樓是櫺

星門(為孔子廟的第一道大門，祭孔中

釋奠典禮迎神、送神到會到這裡。)，

第二道門是大成門(平常日時是關閉

的，只有在釋奠禮中的起扉才會開啟；

現今必須國家元首蒞臨孔廟時才可

啟。)，如果平日大成門沒有開啟則必

須走旁邊的禮門義路5；大成殿左右兩

方為東西廡後方為崇聖祠。大成殿內供

奉至聖先師孔子暨四配。旗山孔廟在旗

山鎮中心後方的山上，可以居高臨下鳥

瞰依山傍水，景觀秀麗的旗山平原美景，或在登山步道上健行。走進旗山市內，

體驗老街、孔廟、糖廠及聞名的香蕉產業等人文景觀。 

    孔廟的年度盛事是在每年的 9 月 28 日當天舉行祭孔釋奠典禮，全程依照古

禮的三十二儀節進行，場面莊嚴、盛大，其中還安排過蔥(聰)門及拔智慧毛等儀

式，智慧毛還特別以毛筆代替過去的真牛毛，小朋友們排隊領取期待能夠增長智

慧變得更聰明。 

    高雄縣孔廟每年僅使用一次，高雄縣政府為有效利用閒置空間，鼓勵旗山鎮

公所在旗山孔廟舉辦活動，藉以帶動旗山地區觀光、藝文發展。鎮公所也規劃在

孔廟舉辦寫生、棋藝競賽，書畫展覽、琴藝表演等，不僅有效增加旗山孔廟的使

用功能。在孔廟內還有興建樂器展覽間及讀書間，提供給一般人參觀與讀書。 

                                                 
4 見附錄二，孔廟平面圖。 
5 見附錄三，禮門義路、樂器展覽間(圖 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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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每年也都會舉辦成年禮的儀式，儀式中採取古禮進行，特別邀請家長

也來參加，希望 18-20 歲的青年男女能感受父母的辛苦養育和成年禮當中的內

涵，以及對所有的事都能懷有感恩。 

    在筆者做田野時，第一次看見孔廟是這樣的莊嚴浩大，千辛萬苦的從旗山公

園內部，一度走到迷路，還問了在此地的居民，走了小路，沒想到一到目的地，

眼前都豁然開朗，櫺星門的莊嚴使我對孔廟尊敬起來，爬上許多樓梯後眼見到大

成門，心中大石總算放了下來，心想：「我終於到達目的地了。」因為這一段路

讓我有探險的感覺，不知道平常除了特意來孔廟的人之外還有誰會上來這裡，說

實在的旗山孔廟有些偏僻，所以平常人是不會進來參觀，如果要參觀必須得像我

一樣爬好多好高的樓梯才能到達目的地。 

    我一一的參觀了孔廟內的建築，也在行政人員的介紹下遇見了高大哥與唐大

哥，唐大哥最了解高雄孔廟的建築，他跟我說其實在之前孔廟因為一度牆壁龜裂

過，所以必須從新整建，現在建築有點模仿中國大陸的紫禁城，是全台灣最面積

最大的孔廟。 

    台灣的孔廟各地區用了許多不同的建築，也有不同的擺設及元素，在高雄縣

方面就省略許多孔廟內應該有的例如：台北有的萬仞宮牆，高雄就沒有；許多地

方都有的泮池在旗山孔廟內就沒有，但在林勇成《臺灣地區孔子廟「釋奠佾舞」

之研究》中有一圖表6中旗山部份在第 5 點禮門、義路、觀德門、毓粹門這一項

是沒有劃圈的，可是在筆者去做田野的過程中是有看到禮門、義路，雖然在這篇

論文的表格中有些地方不妥，但筆者著重在建築方面他做了一個主要分析建築元

素的圖表。 

 

 

 

 
                                                 
6 見附錄四，林勇成《臺灣地區孔子廟「釋奠佾舞」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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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筆者整理出的孔廟內各個室內神位的配置： 

1. 大成殿的配置圖 

大成殿四配： 

東配：復聖 顏回、述聖 孔伋。 

西配：宗聖 曾參、亞聖 孟軻。 

大成殿十二哲： 

東哲：先賢 閔損、先賢 冉雍、先賢 端木

賜、先賢 仲由、先賢 卜商、先賢 有若。 

  西哲：先賢 冉耕、先賢 宰予、先賢 冉求、 

  先賢 言偃、先賢 顓孫師、先賢 朱熹。 

2. 崇聖祠7位於大成殿的後方，又稱聖祖

殿，奉祀孔子五代祖先。 

3. 東廡與西廡：東廡先賢、東廡先儒及西廡先賢、西廡先儒8則是位於大成殿

的左右兩方，分別為四間房間。在這四間內把全部的先賢與先儒的牌位都

擺設出來，據本人所知道的在台灣其他地區的孔廟，並不是把所有的牌位

都擺出來，但是因為高雄旗山孔廟是全台最大的孔廟，所以將先儒與先賢

的牌位通通擺出。 

 

 

 

 

                                                 
7 見附錄三，圖 2-3。 
8 見附錄五，由高雄縣旗山孔廟管理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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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2008 高雄縣旗山孔廟參與相關事項 

(一)參與人物 

    在 2008 年的祭孔大典中，不能缺少的就是正獻官及分獻官，而能參與當正

獻官與分獻官的都是在地方上重要的行政官員，而參觀祭孔大典的人多是各學校

的教師與學生和各機關團體還有觀光客。以下是本人所整理出來在 2008 年所擔

任的正獻官與分獻官還有糾儀官。 

正獻官、分獻官名單： 

職  務 姓  名 現 任 職 務 

正獻官 楊秋興 高雄縣縣長 

東配分獻官 許福森 高雄縣議會議長 

西配分獻官 葉南銘 高雄縣副縣長 

東哲分獻官 陳存永 高雄縣政府秘書長 

西哲分獻官 林義迪 旗山鎮鎮長 

東廡先賢分獻官 傅勝利 義守大學校長 

西廡先賢分獻官 吳兆麟 中國儒教會理事長 

東廡先儒分獻官 陳瑞忠 高雄縣政府教育處處長 

西廡先儒分獻官 林倩綺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局長 

糾儀官 邱志偉 高雄縣政府民政處處長 

    在祭典中也不能缺少的就是擔任司儀的在古禮上稱通贊、亞贊及讀祝生各是

一人這是由旗山國中的老師所擔任。而旗山國中也包含派出禮生 80 人(含預備生)

及歌生 22 人(含預備生)。忠孝國中派出麾生 2 人、樂生 49 人(含樂長 1 人)。旗

山國小則是派出 2 名擔任節生的人、還有佾生 80 人(含預備生)。 

    在這個重要的儀式裡，學習禮節與舞蹈和音樂都要有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以

下這些老師，旗山國中的指導老師是蔡智發主任及李國豪老師；忠孝國中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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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是許國榮老師；旗山國小的指導老師是金美足老師與李義勇訓育組長。 

(二)參與酬勞 

    在其祭典中，各單位及機關人員有參與祭典，還有觀禮人員，在 9 月 28 日

當日的 6 點 20 分前至簽到處索取証名單並蓋孔廟的印章，可於活動後結束六個

月內選擇補假一天。 

第三節 高雄縣旗山孔廟儀式 

    在台灣孔廟當中的釋奠禮是全世界剩下來的官方祭孔儀式，雖然在世界各地

上許多的禮儀是相同的，但像韓國等地的釋奠禮比起台灣來的莊重些，而在美國

舉行的教師節，有點偏向觀光旅遊的表演性質，但目前台灣則是屬於官方祭孔的

唯一地區，這樣的分別代表著在傳承與邁向現代或者是否與官方的脈落有不同代

表民族性的特性。 

    在 2008 年的旗山孔廟釋奠禮儀式過程中跟台北孔廟的過程是相似的，包含

使用的衣服、樂器、禮節…等，都是因為將近在民國 60 年代｢中華文化復興運動

｣中由官方興建或改建的，所以高雄旗山孔廟宇台北孔廟的建築較偏於官方；在

台南孔廟方面，就比較偏向延續歷史古老的情況。 

    首先，進入到高雄縣孔廟的禮節裡，和其他地方相比特別的是，高雄縣旗山

孔廟中的崇聖祠祭祀加入了祭孔的當天行動，其他地區則是私底下自己祭祀，布

對外開放的，筆者做田野當天，崇聖祠的祭典開始於 9 月 28 日的凌晨 5 點 30 分

開始。從黃文陶的中國歷代及東南亞各國祀孔儀禮考中得知崇聖祠需要的祭祀人

員詳細介紹：主祭官一名、糾儀官一名、陪縣官若干(政府官員)。司禮樂部分通

贊一名、引贊兩名、勝祖神位前禮生二名、香案前禮生二名、東配從神位前禮生

二名、西配從神位前禮生二名、讀祝禮生一名、迎送神禮生二名、酒罈所二名、

盥洗所二名、司鐘樂一名、司鼓樂一名，合計二十名，在崇聖祠所擔任負責的禮

生、樂生、讀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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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高雄縣孔廟崇聖祠祭祀典禮儀節9過程： 

一、 祭奠典禮開始                    

二、 鳴炮 

三、 陪祭官就位 

四、 分縣官各就位 

五、 主祭官就位 

六、 啟扉 

七、 進饌 

八、 行獻貢禮 

九、 恭讀祝文10 

十、 全體行三鞠躬禮 

十一、 飲福受胙 

十二、 撤饌 

十三、 捧祝帛詣燎所 

十四、 望燎 

十五、 復位 

十六、 鳴炮 

十七、 闔扉 

十八、 撤班 

十九、 禮成 

    以下是 2008 年在高雄祭孔釋奠禮中的禮節過程。這是在崇聖祠祭典完後，

正式開始位於大成殿中的釋奠禮儀式於 6 點 30 分準時開始。所需要的執事人員

詳細介紹從黃文陶的中國歷代及東南亞各國祀孔儀禮考中得知：(一)主祭官一

名、分縣官四名(東西序各依兩廡各一)、糾儀官一名、陪祭官若干名(政府官員各

                                                 
9 見附錄六、七，由高雄縣旗山孔廟管理所提供。 
10 見附錄八，由高雄縣旗山孔廟管理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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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派出的人)。(二)司禮部分：通贊二名、引贊十名、至聖先師神位前禮生二名、

香案前禮生二名、讀祝禮生一名、司帛禮生一名、捧祝禮生一名、酒罇所禮生二

名、進撤饌禮生二名、東配神位前禮生二名、東序神位前禮生二名、西配神位前

禮生二名、西序神位前禮生二名、東廡先賢神位前禮生二名、東廡先儒神位前禮

生二名、西廡先賢神位前禮生二名、西廡先儒神位前禮生二名、迎送神禮生二名、

司提燈二名、司提爐二名、司傘扇二名、司斧二名、司钺二名、東廡盥洗所禮生

二名、西廡盥洗所禮生二名、儀門啟闔扉禮生六名、櫺星門啟闔扉禮生二名、燎

所禮生四名，禮生部分合計六十六名。其中古禮中規定要有瘞毛血禮生一名，但

在現代因為避面血腥畫面過多，多採用鮮花素果代替，固無瘞毛血禮生一名。(三)

司樂部份：司麾一名、司柷一名、司樂三名、司笛六名、司簫六名、司笙五名、

司箎二名、司勛二名、司琴二名、司瑟二名、司內外鐘二名、司內外鼓二名全部

合計四十名。在 2008 年因樂長關係加入了許多與古樂不同的樂器，固人數多於

四十名。(四)司佾部分：司節一名、司敔一名、佾生東邊三十二名、西邊三十二

名共計六十六人。佾舞部分是用八佾舞所以固有六十四人，加上司節與司敔總共

六十六人。 

 

祭孔大典 2558 年釋奠典禮儀節11 

一、 釋奠典禮開始 

二、 鳴炮 

三、 鼓初嚴 

四、 鼓再嚴：（亦稱二通鼓） 

五、 鼓三嚴：（亦稱三通鼓） 

六、 樂、歌、佾生就位 

七、 執事者各司其事 

                                                 
11 見附錄九、十，由高雄旗山孔廟管理所提供。 

八、 糾儀官就位 

九、陪祭官及與祭者全體就位 

十、分獻官各就位 

十一、正獻官就位 

十二、 啟扉 

十三、 迎神  

十四、 進饌 

十五、正獻官行正獻禮、分獻官行分

獻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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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請正、分獻官就位 

十七、 上香 

十八、 獻帛 

十九、 獻爵 

二十、 獻花 

二十一、 全體行三鞠躬禮  

二十二、 恭讀祝文12 

二十三、 飲福受胙  

二十四、 撤饌 

二十五、 送神 

二十六、 捧祝帛詣燎所 

二十七、 望燎 

二十八、 鳴炮 

二十九、 復位 

三十、 闔扉 

三十一、 撤班 

三十二、 禮成 

 

    最後是發送智慧糕與智慧毛，傳統祭孔皆供奉“太牢(即現宰之牛、豬、羊)

及五穀雜糧”，因為楊縣長認為祭拜現宰之牲禮又於祭典結束後民眾搶拔象徵增

長智慧的智慧毛(牛毛)儀式過於殘忍，故在祭典儀式不變之 原則下改供奉鮮花

素果及五穀雜糧，並將拔智慧毛(牛毛)儀式改為分送「智慧糕」及｢毛筆｣。

                                                 
12 見附錄十一，由高雄縣旗山孔廟管理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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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高雄縣旗山孔廟祭孔禮器 

    作者黃文陶在中國歷代及東南亞各國祭孔儀禮考中提到祭孔禮器祭品：原

則上遵從古定形狀物品，但宜視地方之有無，可「變通辦理」。漢高祭孔子以太

牢為眾所熟悉，歷代帝王追諡封王亦為眾所周知，四仲釋奠早舉於開皇，三獻分

司亦定於貞觀，然而禮器祭品至元末尚無規定可考。從明洪武四年更定禮器祭

品，至高案，籩豆簋簠鉶登悉用磁製，牲用熟，其他各禮器之實亦各有規定。所

以說在最早的禮器祭品是毫無規定的，而是依照各地的風俗民情去祭祀，等到明

洪武四年才在規定新的禮節，這時才開始慢慢的出現古禮發源的時間。在文中黃

文陶有提到在英宗正統三年還可以使用鹿兔代替羊來祭祀…等；最後在嘉靖九年

時，制定每一次祭祀一定要用「帛一、牛一、羊一、猪一、爵三、登一、鉶二、

簋二、簠二、籩豆國學各十、地方各八。四配共用羊一、猪一、各帛一、爵三、

鉶二、簋二、簠二、籩豆各六。十哲共用帛二、猪二、各爵一、簋一、簠一、籩

豆各四。兩廡各共用帛一、猪一、每四壇共用爵四、簋簠各一、籩豆各飼。」古

禮就在這時確定以這樣為例子。 

(一)禮器介紹 

  爵(ㄐㄩㄝˊ)：古代酒器，是如今的酒杯。在典禮中通贊

唱「獻爵」時，正縣官與分縣官就必須舉起爵拜向孔子之牌

位。 

  豆：在典禮中盛肉或是其他醬料類的食物的木製器具。在高雄

釋奠禮中通常用來裝蜜棗、麵線、木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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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籩(ㄅㄧㄢ)：盛食物的器具，多用來裝乾料，以竹子編製而成。

在釋奠禮中常用來中豆類的器具。 

 

 

  提燈(左)與提鑪(右)：這兩樣禮器是迎神時所用的，祭孔迎神

東、西兩行相對，由禮生四人依照順序提雙燈、雙鑪為前導；在

典禮上做引導用的。 

 

  繖(ㄙㄢˇ)：也稱作傘，遮蔽太陽與下雨用的器具，也是迎神

時跟著提燈迎神隊伍西行之尾。在傘上寫有高雄縣孔廟。 

 

 

  斧(ㄈㄨˇ)與钺(ㄩㄝˋ)：是兵器的一種，钺的形狀比斧的

大，迎神時用，由禮生四人依序雙斧、雙钺隨燈鑪之後行走。 

 

 

  扇：遮蔽陽光的器具，迎神時用，分裂於迎神隊伍東邊之尾；

扇上寫著「萬世師表」，表揚孔子的意思。 

 

 

  節：屬於旌旗，用以節佾舞，古時以紅色絨布製，有七尺長，簇七層

下垂，紅色的竹竿有八尺五吋長，在竹子最頂端刻有龍頭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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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麾(ㄏㄨㄟ)：圖左邊長條物，屬於旌旗，布上繡有升降螭(ㄔ)，

在撐起布的竹子上最頂端刻有龍頭，用在指揮音樂的開始與終止，

每次奏樂舉麾，樂止時放下麾。 

 

 

  籥(左)翟(右)：這是佾舞時所用，籥像短笛狀的竹管，佾生左

手握之；翟是佾生右手握之，木柄其端雕龍頭口中有雉雞的毛三

根(這三根各代表的意思是天、地、人)。 

  帛(ㄅㄛˊ)：祭神之幣，白色無紋絹製。據筆者所知，這已經

是經過改良的，但在台灣嘉義的孔廟中所使用的還是真正找了非

常久的絹布。 

 

  簋(ㄍㄨㄟˇ)：外面圓形但裡面是方形，用來盛米梁的

器具。這也是經過改良的器皿。 

 

  簠(ㄈㄨˇ)：外面方型但裡面是圓形，與簋相反，用來

盛玉米粒的器具。 

 

  洗：是盥洗手之後把水倒掉的器具。 

 

 

 

 

  罍(ㄌㄟˊ)與枓(ㄓㄨˇ)：罍是縣官洗手之用水，它的腹口

大頸的位置是短的一種器具。枓是舀水的器具，向縣官的手由上

而下倒之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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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鉶(ㄒㄧㄥˊ)13：向鼎一樣有小蓋子，用來裝盛和羹的器具。 

 

 

 

   
  甒(ㄨˇ)上圖、勺(ㄕㄠˊ)下圖：甒是盛祭酒五斗的器具。 

 

 

 

   

  鐙(ㄉㄥ)：盛太羹的器具，僅用來祭祀至聖先師孔子的神位。 

 

 

 

 

  罈(ㄊㄢˊ)：腹大口小的瓦製器具，盛典禮儀式的「飲福受

胙」的福酒。 

 

   
  胙(ㄗㄨㄛˋ)胙盤：放置胙肉的盤子。 

 

 

(二)禮器擺設 

    依照古禮的禮器擺設，是必須按照以下照片做排列14。 

 

 

這是大成殿中的陳設：孔子正位籩豆各十。 

 

 

 

 

                                                 
13 圖片來源高雄縣旗山孔廟管理所提供。 
14 照片資料來源於台北市孔廟管理委員會<<釋奠歷史與文物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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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配先賢位置：籩豆各八個。 

 

 

 

東西序先賢從位置：籩豆各四個。 

 

 

 

 

 

 

 

東廡先賢先如從位祭品之陳設：籩豆各四個。 

 

 

 

 

 

 

以上四張圖是依照古禮需要擺放祭祀物品的位置，以下是高雄縣旗山孔廟的擺放

位置15。 

在大成殿的供桌上應該要有籩豆各十個，但是在高雄

孔廟只有籩豆各八，每邊各省略了一個。 

 

 

 

    禮器擺設在祭孔大典前一天就擺放好了，不論是帛、籩、豆、爵…等，祭孔

當天才把祭品擺上去，這樣不會少了東西。但在 2008 年高雄孔廟沒有遵循古禮

在大成殿上放置籩豆各十個，這樣的作法有些省略東西的步驟。 

                                                 
15 見附錄二十二，祭品古禮與 2008 祭品的比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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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孔廟祭孔音樂舞蹈之探討 

第一節  孔廟祭孔之意義 

    孔子是儒家的代表，在春秋時代在社會風氣的衰敗下，當時孔子的道德、學

問是受到時人與弟子們的重視及尊敬的，他的思想學對後世的影響極大，並歷久

彌新，不論在哪個朝代、哪個時期，都是受用的。而為何有孔廟的興建，是孔子

子弟魯世相傳的，之後的世紀與各地，將出現許多的孔廟。而有孔廟的出現就會

有所祭拜的活動，孔德成在期刊<<新出路>>中提到士子祭拜孔子可說是學習過

程中的一部份(1986，4：22，P23-24)，所以直到現在不僅僅是只有台灣在祭拜孔

廟，韓國也是有祭孔大典；因為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像至聖先師ㄧ樣受到如此

多後代子孫的祭拜了。而為什麼我們到了 2008 這一年為什麼還持續祭孔，原因

就是孔子是最受尊敬的一位偉人，人們心中還是持續尊敬孔子而所出現這個祭拜

的意義；如果人民沒有所謂的尊孔的想法的話，那麼祭拜孔子儀式我想不會一直

持續到 2000 多年，而現今祭孔其實也不僅僅只有尊孔這一方面，還包括了中華

文化的一部份，並且傳遞與發揚孔子想傳播的學說。 

    在現今祭孔典禮發揚下，能促使社會進步與校園中的倫理道德的提升，並影

響社會風氣。 

第二節 孔廟祭孔音樂 

    唐明皇開元二十七年追贈孔子文宣王號，釋奠時樂用宮懸舞八佾。至明太祖

四年更定禮器祭品，樂用六奏，六年學士詹同樂韶鳳上釋奠樂章，定舞八佾，十

七年議改大成樂，至二十年開始頒樂器於天下。以上是黃文陶所寫的祭祀樂舞歷

史，代表從最開始時還是有做改變，用一樣最好的流傳至今。 

    孔子是我國春秋時的人，為了發揚我們國家傳統的文化，祭孔儀式一切都是

使用古禮儀式，所以也一定採用完全的古樂，依規定而言不能使用胡琴、琵琶等

絲竹的各項樂器，並且還要遵照中國音樂史中的八音，金石絲竹匏土革木這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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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齊全。以下本人將會從樂生的服裝、樂器與隊形和樂譜加以介紹。 

(一) 樂生服裝 

    民國五十七年時由文化大學的莊本立教授擔任設計釋奠衣冠的設計者，他 

採用宋明的款式，樂生與歌生的服裝是紅色單一件的綢袍，藍色腰帶繫成蝴蝶

結，頭上戴的是(青纓深梁進賢冠)16，內穿白綢褲，足穿黑靴。 

  這張圖是筆者在 2008 年釋奠禮中所拍的樂長服飾，當中的

腰帶顏色並不是依照宋明款式的藍色，而是和衣服一樣紅色

綁帶。 

 

(二) 樂器的種類 

    在遵循古樂中的樂器有很多種，以下列出的是在高雄旗山孔廟中所出現的

樂器，而這些樂器在釋奠禮上都是有實際演奏的。 

  晉鼓：又稱大成鼓，擺放於大成門的西側，祭孔儀式中的鼓

初嚴、鼓在嚴、鼓三嚴、行三獻禮與望寮的儀式都必須擊晉鼓。 

  在通贊高唱鼓初嚴時依照古制必須擊鼓一 0 八下，樂生會先

及鼓框一聲，再以雙捶敲打鼓心，一重一輕由緩漸急，聲音由

弱轉強又由強漸弱，時間大約為三十五秒，等待聲音靜止後，重擊鼓心一下，

表示頭通。通贊高唱鼓再嚴時，和鼓初嚴時敲法一樣，也是三十五秒，但重音

為‧。 ‧。（‧為重音、。為輕音），而鼓再嚴的首尾都是擊鼓框和鼓心。鼓

三嚴也是相同的作法，但是中間的輕重急緩變成‧。‧ ‧。‧之重音不同。 

          鏞鍾(ㄩㄥ)：是擺放於大成門東側，是晉鼓擊完鼓初嚴之後 

               敲一下做結束，餘音洪亮且悠長；鼓再嚴時晉鼓擊完，皆增為 

               兩響；鼓三嚴等待晉鼓擊完，則擊鏞鍾增為三響。 

 

                                                 
｢16青纓｣是繫在冠上的青色繩子。｢進賢冠｣是頭衣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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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搏拊(ㄅㄛˊ  ㄈㄨˇ)：它的形狀與古相似，但較特別的是在

鼓皮中間有放置米糠，用兩手擊之節樂，再樂曲的每一拍都必

須按照拍子敲打。 

 

  柷(ㄓㄨˋ)：用於樂曲剛開始時，形狀像一個方斗，用木頭製

作外面有紅色的油漆樂器。 

 

 

瑟(ㄙㄜˋ)：在古代八音中屬於絲的樂器，有二十五弦，用桐

木板製成，與古琴相互配合，並且有｢琴瑟和鳴｣之稱。在樂曲

中是擔任旋律樂器。 

 

  琴：也是古代樂器之ㄧ，有七條弦並由桐木製

成，在琴上有時三個徽位，彈奏時按壓不同徽位，

有不同音高，聲音柔和。 

  鼗(ㄊㄠˊ)：也稱為搏浪鼓，在鼓面旁邊有兩個小耳，用手

搖；在樂曲中是等柷擊完三聲後，然後撥動鼗三通之後，就是

所有樂器的合奏開始。 

 

  建鼓：又稱轉班鼓，穿過鼓的中心點為方形孔，以柱貫穿其

中而立起，柱上施華蓋，柱下有縱橫十字形的四足拊。這項樂

器是用在樂、歌、佾生就位時所擊的，按著建鼓的節奏就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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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鼓：也稱應朔鼙，是小鼓，和建鼓一樣柱下有縱橫十字的

四足拊；在樂曲中出現於特磬每句末一擊後休止八拍，建鼓則

在東一擊，應鼓則在西二應，連續打擊三刺次。 

 

 

  特磬：石製的樂器，屬於中國八音中的石，單獨一個磬吊在

木架上，在樂曲的每一個樂句末敲一下。 

 

 

  特鐘：也可以稱它叫做鏄(ㄅㄛˊ)鐘，在樂曲裡出現的地方

是每一個樂句前敲一下。 

 

 

  編磬：和特磬一樣是石製樂器，而比特磬小但有多個，

長廣同而厚薄異，應十二律四倍律共懸一簨簴(為掛鐘磬的

架子)。於樂曲每個第三拍敲一下。 

 編鐘：材質是青銅製的小鐘，各應呂律、大小以次、編

而懸於一簨簴(為掛鐘磬的架子)，於樂曲中的每第一拍敲

一下。 

 

  籈(ㄓㄣ)：竹製樂器，長條狀，用來擊與刷敔之工具。 

 

 

  敔(ㄩˇ)：是為虎型的木雕樂器，先用籈擊敔首三下，隻

後再用籈刷虎背的齒型之齟龉三次，已表示樂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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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塤(ㄒㄩㄣ)：古代樂器之ㄧ，是八音中的土製樂器，由土

燒製而成，從頂孔吹奏，是旋律樂器。 

  

  鳳簫：也稱排簫，以很多竹管緊密排列而成，用刻有雙鳳

的木板夾合製成。屬於中國八音的竹類，是旋律樂器。 

 

 

  笛：竹子製成的管樂器。屬於旋律樂器。 

 

 

 

  簫：以竹管製成的樂器。屬於旋律樂器。 

 

 

 

 

  笙(ㄕㄥ)：以竹管立列於一個圓弧所製成，演奏方式以吹吸

兩種方式演奏。 

 

  拍板：又稱舂牘(ㄔㄨㄥ ㄉㄨˊ)，以六片木板串連而

成，用兩手敲擊當作節拍，在樂曲的第一拍敲一下。通

常是在樂長的手中。 

    2008 的祭孔音樂，在本人做田野時發現到樂生演奏中多了許多樂器，例如

他們加入了在古樂中不能加入的樂器二胡、中阮、琵琶，更推陳出新的是，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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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華文化的傳統，但在樂隊中本人更發現到有西方樂器大提琴在其中。 

(左圖)這是在釋奠禮古樂中不能出現的絲竹樂(二胡)。 

這是西方樂器(大提琴)。 

(三) 樂隊的擺設 

樂隊擺設在高雄縣旗山孔廟中不是那麼的重視，不像台北孔廟17所擺設那 

樣精準，據樂生的指導老師許國榮老師表示，他是以樂器大小與學生身高所排

列，盡量別擋到觀眾所看的角度，而卻沒有依照古禮的排列，這是否又是創新的

一項呢？還有另一點是因為學生人數太多的原因，所以在安排學生的時候只能用

弦樂器與打擊樂器的分組分開18。 

大成殿西側                                               大成殿東側 

   

(四) 樂譜 

    祭孔釋奠禮的音樂是中國中最古老的宮廷樂舞，用於宗廟、或祭拜天地等重

要的典禮，而孔子是中國古代的至聖先師，是受人尊敬的，所以也用雅樂舞蹈祭

祀孔子；高雄縣旗山孔廟的樂曲用的是大成樂章19和台北孔廟所使用的音樂是一

                                                 
17 見附錄十二，由台北孔廟所提供。 
18 見附錄十三，自己整理的圖表。 
19 見附錄十四，由高雄縣旗山孔廟管理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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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而大成樂章是北宋大晟府所撰寫的；大成樂章原本有十四首，經過歷史元

代、明代兩朝的傳承，現今存留下來的只剩六首樂章迎神(咸和之曲)、奠帛初獻

(寧和之曲)、亞獻(安和之曲)、終獻(景和之曲)、撤饌與飲福(咸和之曲)、送神與

望燎(咸和之曲)。樂曲每ㄧ個音維持四拍，每ㄧ個字也唱四拍，而其中咸和之曲、

寧和之曲、安和之曲，每曲一百二十八拍是必須配合佾舞動作，每ㄧ個佾舞動作

也是四拍變換一次。 

    當釋奠禮的過程通贊唱「迎神」時，樂隊中的樂長唱「樂奏咸和之曲」，拍

板、柷、搏浪鼓三種樂器各擊三聲後，然後特鐘敲一下，樂曲開始，當樂曲快結

束時，敔會刷三下之後樂曲止。在樂曲演奏下是相當嚴肅莊重，整個樂曲中擔任

指揮的人是樂長，利用拍板來當作拍子，指揮整個樂隊；有旋律樂器的音高，並

加上各種打擊樂器不同節拍的出現。 

照片中是初獻曲「寧和之曲」，第二張圖是亞獻曲「安和之曲」。詞與譜都不相同。 

 

     在筆者的做這一次的田野音樂分析下，忠孝國中的樂生在吹奏彈拉樂譜

時，拉絃樂器每第一個不同音下去時，一定都會不太準確，會到第一拍的後半拍

才會找到準確的音。鳳簫的演奏是要吹一個音之前樂生嘴巴會先離開鳳簫，找尋

下一個音，這是一種不熟悉樂器的動作，如果樂生可以熟練到不用尋找音的位置

在哪，這樣對於樂曲的詮釋部份會更流暢，但是礙於祭孔是臨時派音樂班的學生

去演奏，所以沒有辦法熟悉樂器到精準的位置。至於吹笙的同學，也是斷斷續續

的吹奏，雖然樂譜簡單，但是吹管樂生穩定度是否需要再加強練習，因為音符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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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但必須吹足四拍整首樂曲都是這樣，在吹拉樂器的樂生這一點筆者認為要需

要再加強些。筆者對打擊樂器音樂分析的情況認為，打擊樂器在樂曲中扮演很重

要的角色，並且筆者發現 2008 年的釋奠典禮樂生打擊部份算擔任的非常好，在

該出現的地方出現，拍子也極少出錯，音響部分佔了重要的地位。 

(五) 小結 

    其實依照古禮中的古樂是現在都必須所有，但現今因為許多狀況的發生，導

致有些是不能遵循古禮，在筆者和樂生指導老師的口述歷史下，筆者問老師，為

何加入了大提琴與古樂中所不能加入的二胡、琵琶、中阮、柳琴呢？老師說因為

要讓聲音聽起來較有厚度，但老師知道那是不行加入，也覺得不妥當，但為了場

面的好看和音響效果，必須這樣做。 

    在現今的社會影響下，祭孔的古禮其實已經漸漸的在做改變，雖然八音樂器

還是存在，但是在 2008 年祭孔典禮下，高雄縣旗山孔廟已經做了大大的改革，

不曉得這樣是否很不符合遵循古禮的孔廟政策；筆者也從許老師口中得知他很想

訓練一批專門祭孔音樂的樂隊，這樣高雄縣旗山孔廟的文化資產也能從中發揚光

大。 

    在與其他地區比較其實各有所不同，但是有各地的地方性的，在日本的祭孔

音樂能是用日式神樂；而韓國音樂則是用燈歌軒架並用，只剩越南雖然用軍歌與

古樂前後並奏。就算是在台灣的這一塊地區中，祭孔音樂很容易因為地域的不

同、人文的不同、風氣不同、民俗不同，很容易影響其音樂的內容形式。 

第三節  孔廟祭祀舞蹈 

    傳說從舜時已經有羽舞了，到了周朝更備受重視，所以在許多宗廟的祭典

儀式方面，規定多了樂舞。而在貞觀中祭孔釋奠禮行三獻時，文舞武舞並用。配

合舞蹈的則是明代的大晟歌樂，在明代最初是用六佾舞，到了憲宗成化十二年，

增加樂舞為八佾。在民國初年時，祭孔釋奠還是使用清朝的制度；佾舞的制度，

根據尹德民在<<高市文獻>>期刊中提到佾舞之制：服虔註謂：「天子八八、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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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六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從「佾」字解也。明代六佾舞用服虔說：「六八

四十八人」。何休、杜預註左傳謂「天子八八、諸侯六六、大夫四四、士二二。」

清代六佾舞用杜預說：「六六三十六人。」但在民國五十七年祭孔禮樂工作委員

會研擬結論，決定用六十四人，正是所謂的八佾舞。 

(一) 佾舞生服裝 

    圖中佾舞小學生穿著皂巾帽及鑲有黑色金邊的淺黃

色一件式綢袍，古禮中的服飾原本應該要有綠綢腰帶，

但在這裡是看不到的，那穿白綢褲，黑靴，手中持有籥、

翟。在 2008 年的祭孔儀式下，較特別的除了佾生穿著的

衣服外，在行初獻禮、亞獻禮以及終獻禮時，都另外穿

著雨衣，因為當天的情況是飄著小雨。為了以防佾生淋濕，所以加了件雨衣。

這是和以往差異的地方。 

(二) 佾舞隊型：在高雄縣孔廟釋奠禮中，是遵循古禮用八佾舞共六十四人。 

   

在照片中可以看到有八排八列，總共有六十四人，中間穿著綠色綢袍頭上帶著「皂

巾」還有白色綢褲及黑襪的是引導佾舞生的「執節者」。筆者在拍攝照片時，當

天面臨颱風的來襲，所以在儀式的過程中所有的禮生、佾生、樂生及長官們在超

作的程序上都有些混亂。站在釋奠禮的舞台上並不是全員到齊的狀態。 

(三) 佾舞圖譜20 

    佾舞與樂曲是相互配合的，整個釋奠禮儀式中樂曲有六首曲子，配合佾舞的

                                                 
20 見附錄十五，資料來源<<頻宮禮樂疏>>李之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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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首分別是奠帛初獻(寧和之曲)、亞獻(安和之曲)、終獻(景和之曲)。根據筆者

田野工作中，從教佾舞老師口中得知，在她學習佾舞的過程中沒有看舞譜學習動

作，則是學習先前老師的動作，一一記下來，老師們是利用口傳心授方式，直接

學習佾舞。 

    以下是佾舞字譜解釋，筆者從李之藻<<頻宮禮樂疏>>中的舞譜兩旁整理出佾

舞的字譜。 

十一個動作的詳細標示 

*竪籥橫翟齊肩，為”執”。             

*齊目，是”舉”。 

*平心是”衡”。 

*向下執，為”落”。 

*正舉，為”拱”。 

*向耳偏舉，為”呈”。 

*兩分，為”開”。 

*相加，為”合”。 

*納翟於籥，為”並”。 

*向下，為”垂”。 

*相接，為”交”。 

  (四)  練習狀況 

    筆者田野有採訪到當地擔任佾舞角色的學校「旗山國小」，在金美足老師的

口述歷史中我得知小學生訓練的過程；他們是就讀旗山國小五、六年級的學生，

在那麼多同學當中，是以自願的方式選取佾舞生。在 2008 年的 6 月初開始訓練，

但是在暑假有停止練習，在 9 月開學時再繼續練習，練習的場地位於學校內的禮

堂；筆者覺得佾舞生很厲害，因為他們每天用短短不到一小時的時間，就把佾舞

學起來。 

    他們利用竹子代替籥翟，看練習的過程，李義勇老師利用大鼓當拍子打，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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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跟著節奏一邊跳著舞；另一位金美足老師就是旗山國小傳承佾舞的老師，

金老師帶著小蜜蜂麥克風嘴巴一直唸著樂章的歌詞，像這樣「大 234 哉 234 孔

234 聖 234」，邊唸歌詞邊數著拍子好讓學生跟上節拍，讓學生熟悉祭孔當天的情

況，眼睛專注的盯著每ㄧ位學生的舞步，看哪一個學生有沒有把佾舞的步伐跳

錯，並且也用邊跳邊說做法引導學生。每ㄧ天的早晨都利用早自習時間練習，一

個早晨都練習走位兩三次，剩下的時間就練習動作與動作間細節的部份，每天練

習完學校就會用政府發下來的經費買早餐給學童吃。以下是筆者田野中所拍攝練

習實況照片。 

      

  (五)  小結 

    筆者參予整個 2008 年 9 月 28 日的祭孔大典釋奠禮中佾舞部份，因為遇上了

薔蜜颱風，覺得不論天氣晴朗或惡劣，孔廟管理所不謂辛苦的繼續舉辦下去。今

年唯一只有高雄縣旗山孔廟如期舉辦，台北孔廟則延期舉行，颱風打壞了 2008

年的祭孔大典，雖然在表演的過程中有些混亂，但是觀眾的精神，筆者是覺得非

常偉大的。佾舞雖然必須和以往不相同穿著雨衣跳舞，因為看著佾生不謂風雨，

但尊師重道的精神，還是在當中可以看到的，佾生還是用他們最熱情的心把釋奠

禮禮節完成了，筆者認為這是特別的一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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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金老師談天下來，認為金老師雖然年紀已大，但是她想把佾舞的傳統發展

很大，現在會由李義勇老師僈僈接手，金老師覺得祭孔大典盛重盛大，尊師重道

的精神不能忘，祭拜孔子雖然是一種形式，可是形式當中意義希望跳佾舞的學生

及看表演觀眾能知道至聖先師並且尊重。 

    佾舞方面，和日本做比較，日本所用的不是佾舞，而是舞用伶人，韓國的佾

舞則是舞則與籥干戚同舉，越南則是有歌無舞的祭祀。台灣每一個孔廟的佾舞也

都不儘相同，像林勇成的論文《臺灣地區孔子廟「釋奠佾舞」之研究》中，所作

的民國89年所做的圖表21，說明了那一年的佾舞所演出的差異性。那一年發生了

九二一的大地震，許多的孔廟因此取消了祭孔的活動加入賑災，某部份的孔廟還

是持續的舉辦，在林勇成的論文中可以看的相當清楚，這更證明了，每一年每一

間孔廟舉辦的祭孔、或不舉辦祭孔，當中都有相當多的因素影響著佾舞，影響著

整個的儀式文化。 

 

 

 

 

 

 

 

 

 

 

 

 

 
                                                 
21 見附錄十五，出處於林勇成《臺灣地區孔子廟「釋奠佾舞」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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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孔廟祭孔音樂之研究發現 

第一節 2008 祭孔的當代精神走向 

    筆者研究發現高雄縣旗山孔廟中的祭典有點慢慢偏向簡單及現代化的祭孔

大典，而且較傾向觀光化；在祭典儀式方面，像原本古禮中三十三項儀式，在高

雄縣旗山孔廟自行省略了一項就是瘞毛血，因為為了因應現代殺牛拔毛是一項慘

忍的事，所以在其中是把它所省略的，用鮮花素果代替，但在古禮中是否瘞毛血

這一個儀式是尊重孔子的意義，我們不得而知，只是我們讓這個祭孔儀式能不血

腥及可怕，在現代的精神層面用了鮮花代替尊敬孔子的一個項目。 

    為什麼偏向簡單呢？因為筆者發現因為高雄縣旗山孔廟是現今台灣佔地面

積最大的孔廟，相對的在祭拜孔子過程中行走的路途變的相當冗長，所以儀式的

過程中，原本行三次獻禮時在台北及各地都是要重新再走一次繞境孔廟的路途，

高雄孔廟在這裡把它省略變成走一次之後就一起祭拜三次獻禮，省略了一個走路

的步驟，走一次的時間和其他地區走三次的時間是差不多的，都是一個小時儀式

完成。 

    祭孔的精神也漸漸走向國際觀，在祭典中的通贊所唸的儀節程序是中文，而

亞贊方面會再複誦一次，但是複誦一次是英文的，在這過程中，高雄縣旗山孔廟

他們內部在乎有外國朋友的蒞臨，所以加入英文讓外國朋友也能了解祭孔程序，

並且也能身歷其境，用這樣的方式使台灣的孔廟這個文化資產能傳到國際去；雖

然筆者用的是局外觀，當天也是有許多的外國朋友到孔廟內參觀，外國朋友的遠

到，讓孔廟的人覺得祭孔儀式的這樣傳統更有種價值及珍貴。這是當代高雄縣孔

廟他有國際觀的地方。 

    2008 年祭孔的當代精神走向，就是筆者以上所提的，高雄孔廟有了簡單化

及現代化，這樣的改變是否對我們尊敬孔子上有沒有影響？這點筆者還需要去了

解更多一些，但是對現代社會來說雖然簡化卻沒有少了景仰的心意只是用了另一

種相似卻又有些不同去代替，對待孔子尊師重道的心不會因為這樣而消失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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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2008 祭孔典禮與古禮的差異 

    雖然說是古禮，但是其實古禮早在民國六十年代由莊本立教授改良，並且莊

教授曾參考韓國的祭孔典禮儀式，所以其實也並不算是古禮，因為有經過重編攥

寫；而高雄縣旗山孔廟遵照這樣的規範而去做祭祀的活動，高雄縣跟台北孔廟儀

式與樂舞是差不多相同的；禮俗上在高雄孔廟方面已經走向精簡及現代，由最早

必須祭春秋兩祭的儀式到現今只需在教師節 9 月 28 日這一天舉辦這項祭孔大典

一次的情況下，就有所差別。古禮中的程序原本沒有英文的，現在卻加入英文複

誦在中文後，這是與古禮的差異；瘞毛血卻沒有宰殺牛羊，這也是一項差異，從

之前必須拔智慧毛(牛毛)到現今做一尊假的牛上面放滿毛筆供人當作是贈品並

且代替拔智慧毛的儀式，這項傳統在筆者看來是很好的，觀眾們可以享受到當初

祭典的流程也能收到相當值得紀念的紀念品，觀眾們也都相當開心。 

    古禮的差異中，帶來現代中人們內心所表示的進步與創新，而至於改變的好

不好視個人而情況，有些人會覺得還是古禮儀節最好，有些人會覺得改良過的

好，在這差異之中，我們可以得知出高雄旗山的文化、價值、觀光是如何來發展

及與動向的走向。高雄孔廟就偏向於觀光地區，所以把孔廟部分、老街部份、旗

山天后宮部份都發展成光觀聖地，間接的就會影響其孔廟文化是否按照古禮儀節

的形式延續下來。 

 

第三節 2008 祭孔音樂與古樂的改良與差異 

    2008 年的祭孔音樂很明顯的就能看出差異，在筆者的第二十一頁有提到，

古樂必須使用八音，高雄縣旗山孔廟都有使用所謂的八音，但樂生加入了二胡、

琵琶、柳琴、大提琴，這樣雖然遵循古樂可是還加入了許多樂器，在釋奠禮儀節

上是不符合儀節的，不僅僅是樂器的差異連樂隊編制的座位也與古樂編制不相

同，這樣演奏出來的音樂會有所差別嗎？而是否學別人的音樂還是自己想的，在

這些疑惑點我去問了教導樂生的老師，許老師說加入別的樂器其實只是想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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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的厚度，並不想創新及改良，他知道這樣做很不符合古樂的要求，但是為了

讓音響效果更厚實才加入這些樂器，這樣的決定有讓孔廟的行政人員知道，他們

沒有做任何的反應；並且從許老師口中得知他很利用這樣很好的方式訓練一批專

門演奏祭孔音樂的人，畢竟他 

也受過這樣的教育，所以他想發展這樣的文化，像韓國一樣，韓國的祭孔人員都

是國家機制的，是有領薪水做這樣訓練的，許老師希望能像韓國那樣，不要每次

到祭孔大典時都是臨時抱佛腳，並且敷衍了事的態度，筆者很贊同許老師所說

的，因為這樣能更準確的將祭孔典禮做到更好也能夠把這項文化資產傳到全世

界。 

    在高雄縣旗山孔廟舉辦祭孔活動七年中，許老師其中就教了第四年的樂生，

而他前三年就是按照古樂中八音下去做演奏，是今年才加入新的樂器，雖然說這

是很不好的編制，但在音樂上，許老師做了他自己為了祭孔音樂上做了這樣的改

良，評價或多或少都會有好有壞，這一點他做了創新與改良。 

    以上是筆者發現 2008 的祭孔針對音樂上的差異下去研究，這些發現可能帶

給往後的祭孔音樂上有所幫助，在 2008 這一年音樂上的改良與差異就是這樣。 

 

第四節 2008 年高雄孔廟與其他地區祭孔之比較 

    在 2008 年與往年的比較最大的不同是，今年多了一個薔蜜颱風剛好在 9 月

28 日這一天來襲，所以 2008 年這一天台灣祭孔的地方只有高雄縣旗山孔廟按照

原計畫進行，其他的孔廟像屏東市、高雄市、台南市、嘉義市、新竹市…等都沒

有舉行，而台北市則是延後了一個星期才舉行，這是 2008 年最大的差異點。除

了高雄和台北，其他縣市的孔廟在 2008 年當中完全沒有舉辦所謂的祭孔釋奠禮

的儀式，所以在這一年與台北孔廟比較的關係最多，可是又因為高雄的儀節是從

台北傳授下來的並且高雄祭孔的時間在台灣來說算是資歷最淺的，只有短短的七

年，從七年前就是像 2008 年這一年所作的儀節是一樣，其實也沒有多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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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從佾生金老師的口述歷史中知道，釋奠禮儀節、樂曲與佾舞是從台北孔廟所

傳承，所以照道理來說都是相同的，可是因為所使用表演的學生不同，在舞蹈方

面整齊度會不相同，觀禮的民眾也會因為生活水準的不同而影響這項文化資產，

據筆者所知，在台北孔廟釋奠禮這一天與彩排時都必須領有觀禮證才能入內參

觀，像這樣制式的規定下，想要參加釋奠禮的民眾必須要在前一天排隊領取有人

數限制的觀禮證，觀禮證還有分彩排與 9 月 28 日當天的，行政上相當的嚴謹，

因為在釋奠禮中他們的最高長官是台灣總統馬英九，所以在保全嚴密以及眾多高

級長官的出席下，觀禮的人必須受到管制，但通常觀禮證一下子就發完了，所以

表示台北民眾對這項活動的尊敬與參予的熱心；在 2008 年這一年中台北的祭孔

大典發現了一項爭議，馬英九總統是今年所選上的總統，有許多人說為什麼馬英

九總統孔廟可以開大成門給總統走，但是在筆者的認知下，大成門的開啟只給一

國的領袖走。在這個的爭議下，9 月 28 日這一天台北孔廟為此爭吵。在高雄旗

山孔廟就沒有這項的爭議，想參觀的人就來參觀，高雄孔廟以非常歡迎非常熱情

的邀約民眾去參予。 

    在嘉義市的孔廟，雖然沒有對外的祭祀活動，但在孔廟當中相當重視禮節的

一位老師表示：他們還是有祭祀，只是不對外，私下祭拜孔子的神位，以表尊敬

以及因為天氣關係無法舉辦盛大典禮告知我們的精神不會因天氣而消失。 

    以上是筆者認為在 2008 年高雄縣旗山孔廟與其他地區祭孔的差異比較。雖

然 2008 年的狀況如此的多，卻不會影響各地區域的祭孔大典的儀節，筆者想在

私下其他地區的孔廟還是有所祭拜只是沒有公開，為了安全上的著想。在未來祭

孔釋奠禮還是會繼續的持續下去，因為這是台灣的一個文化資產，我們要繼續傳

承下去，來發揚孔子的學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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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 論 

    現今在這樣的社會下，文化資產在現代的社會下受到多大的重視，利用祭

孔大典在 2008 年所觀察到的人、事、物，和先前的祭孔典禮是否有差異，在其

中得到的結論是 2008 年的釋奠禮其實越傳承越偏向於簡化，和現代社會的影響

非常大，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都影響著祭孔這一項盛大的儀式，這一項儀

式在台灣延續了 2000 多年了，不論是年輕人、老年人、幼童、那一世代的人都

知道孔子是偉大的教師，是大家的至聖先師；祭祀是對孔子最大的敬意，後人用

祭孔大典中的釋奠禮來紀念及緬懷孔子，所以做了很多對孔子尊敬的事，包含釋

奠禮中的禮、佾、樂生，都是用來祭祀孔子的。 

    在 2008 年高雄縣旗山孔廟所舉辦的釋奠禮中，筆者發現到許多與古樂不相

同的地方，筆者最主要的就是比較出往年與 2008 年的差異還有比較出在同一年

中祭孔的差異。這一次的祭孔中最大的影響就是薔蜜颱風的來臨，颱風再醞釀許

久後果真的在 9 月 28 日這一天到來，打亂全台灣的祭孔儀式，讓全台灣的儀式

停擺，只剩高雄縣旗山孔廟算是臨危不亂的狀態下進行，而台北的孔廟也延期至

一個禮拜後舉辦，因為薔蜜颱風的來襲，讓所有的禮生穿上雨衣接待正縣官及分

縣官們，這點就是我們所不能避免的情況，高雄縣旗山孔廟也準備了充足的雨備

措施，讓整個儀式能順利的進行下去。 

    音樂文化方面，在多元文化的衝擊下，祭孔典禮也慢慢的走向現代化，孔廟

的許多文化中，音樂的機制也是一項重要的方向；在前人沒有做這一項研究下，

筆者做了 2008 年祭孔音樂文化的研究。祭孔音樂，在局外人看來他只是慢慢的、

簡單的四拍音樂，但筆者覺得其中樂器有非常大的學問，2008 年祭孔音樂中，

加入了許多不是古樂的樂器，這是因為文化交流下的變遷，還有西方樂器的出

現，這也是文化融合所可以看到的地方。 

    在筆者做田野時，發現了相當多在音樂上不符合古樂的地方，例如：樂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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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樂器的數量多寡、音樂的編制，都不是遵循古禮；但在訪問完訓練樂生的

老師後，知道老師會這樣做其實有不得已的苦衷，筆者站在老師的角度能體諒他

所顧忌的事，因為颱風樂隊隊型不能按照編制去實行；因為音響的厚度不夠，所

以編制其他樂器加強音響的厚實度，讓寬廣的孔廟中每一個角落都能聽到音樂

聲；樂曲的演奏形式，演奏當中同學忘記敲、同學來不及吹。這些是 2008 年在

音樂上發生差異性的地方。 

    關於舞蹈的部分，在 2008 年儀節中本來有的樂、歌、佾生就位的部分，在

這一次取消了，因為薔蜜颱風的關係下了微微的小雨，所以這一項部分就臨時不

進行，所以採取的方式是直接就佾生的定位位置等待樂曲準備跳佾舞。差異性則

在於動作方面有些許的凌亂，因為人數是六十四人、場地盛大加上天候不佳，佾

生的動作不夠大方；在快下雨時佾生也會簡短樂舞的部份，導致和古禮有所差異

性的地方。 

    本研究重點在 2008 年的釋奠禮音樂文化中體現的局內觀，內容有許多與民

族誌相關的地方，研究音樂文化讓筆者可以更清楚的知道，無論再多久或過少年

文化、 風俗、習慣，都是會經過時間的積累、沖刷與過程而有所變遷，高雄縣

旗山鎮祭孔儀式已經遵循古禮，但仍然加入了現代化的成份，這讓筆者認為許多

的傳承結果一定不會和最原始的傳統沒有差異的。 

    對於後續研究的建議，本研究認為祭孔釋奠禮中的音樂、舞蹈方面都還有能

進步的方向，並且現代的價值觀方面是否可以接受，都還有從更多面向去著手調

查，在未來的每一次祭孔奠禮中或者不同的地方習俗祭典儀式下都是值得關注的

研究對象，本研究僅僅對 2008 年的孔廟作探討，如果在未來有機會筆者繼續研

究不管換到哪一個研究的場域探討，都是期望能從多面向來了解祭孔釋奠禮的一

切禮節與音樂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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