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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台灣有著許多大大小小的孔廟，遍佈全台各個角落甚至遍及台灣外島，

明末時期在台南成立了台灣最早的孔廟，孔廟的存在不僅僅只是為了祭祀孔子這

位聖賢，它還是供台灣弟子學習吸收知識文化的地方，可想而知儒家思想對台灣

的影響有多麼深遠。 

    台灣的孔廟總共有四十幾間，其中官方設立的只有十三間〈臺北、桃園、新

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高雄縣鳳山舊城孔廟、旗山、屏東、宜蘭、

澎湖〉，其餘的都為私人設立的孔廟，在這些私設孔廟中有六間〈苗栗、南投、

日月潭文武廟、埔裏、台南縣歸仁敦源聖廟、羅東〉是屬於規模較大的，而我所

研究的敦源聖廟就是這規模較大私設孔廟中的六間之一。 

    在祭孔儀式中，不外乎最重要的就是：釋奠禮、釋奠樂與釋奠佾舞這三大部

分。所謂「釋」意為設置，「奠」為奠幣、祭品，乃是指陳設祭品以祀神；「釋奠

禮」為古代祭祀先聖、先師孔子的禮儀，現今主要用於祭祀孔子，原本有四時的

固定祭儀，後改為春季、秋季二祭，於古代時，天子與諸侯立學校、天子視學、

征伐歸來也舉行釋奠典禮。「釋奠樂」是祭孔大典的祭禮中所演奏的音樂。「釋奠

佾舞」簡稱佾舞，又稱丁祭佾舞、祭孔佾舞，依不同編制又分有六佾舞和八佾舞，

是祭孔大典的祭禮中所表演的舞蹈。藉由儀式、音樂、舞蹈來尋求人與神的溝通。 

    從遠古祭孔儀式至今，經過多年的傳承，祭孔儀式已發展成為有一套制定化

的規範，隨然如此，但每一間孔廟還是會因官設、私設，或各地方文化的不同而

有著不同的祭祀文化。 

    所以我的研究動機是以私設的孔廟做為基礎，研究私設的孔廟在祭孔儀式

中，是否會因私人民間設立的關係而有著不同的祭孔文化。而在這規模較大的六

間私設孔廟中，我會選擇敦源聖廟的原因是因為，第一：他為私設孔廟；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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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嘉義的距離不遠，一個小時多的車程就可以到達，還有朋友在那念書可以支援

我；第三：又有規模盛大歷史悠久的台南市官設孔廟，讓我有個依據可以互相比

對，得知官設與私設孔廟的不同之處。 

研究目的方面，說到台南的孔廟，馬上聯想到的就是台南孔廟，或許是因為

台南孔廟是政府所頒布的台灣地區一級古蹟，也是台灣歷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

孔廟，所以在文獻資料方面和研究者非常的多，因此相對於台南縣歸仁鄉的私設

孔廟 ─ 敦源聖廟，就顯得乏人問津，更別說有完整的文獻資料了。 

所以在此希望能透過研究，為敦源聖廟做一個完整的文獻資料，研究敦源聖

廟是如何設立、傳承和演變，無論是在祭孔儀式、音樂、舞蹈、人文、歷史、行

政等各個層面。研究祭孔釋奠禮儀式是如何進行，儀式中的音樂和舞蹈又是如

何，有無融入地方特色，在樂器、服裝、祭典儀式的程式和官設孔廟又有什麼不

同之處等。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由私人所設立的台南縣歸仁鄉敦源聖廟，在文獻中並沒有任何完整的研究

資料，只有在鄉公所網站上、孔廟文化資訊網和一些網路上資料中，提到些許有

關的歷史背景和文化。 

    而敦源聖廟是由誰成立，成立的過程是否遇到其困難，在時代、文化轉變下

又是如何傳承下來的，敦源社的建築、行政，釋奠禮的儀式程式、祭祀器物、祭

品、祭祀人員和釋奠樂的樂器、音樂研究，研究在私設孔廟是否和官設孔廟會有

所不同等，這些都是本文所要探討的範圍。 

    本論文以親自到當地去訪問做田野時的口述歷史為主，運用民族音樂學中的

參與觀察法，以局外人的觀點作訪問，並且參加此孔廟的祭孔儀式，但在參加祭

孔儀式的過程中，與各鄉民祭拜時就變成以局內人的觀點來研究。訪問敦源聖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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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理人、當地人民和祭孔主辦單位人員，從中得知口述歷史，寫成民族誌。 

    以書上、地方誌、網路上的文獻資料為輔，補充任何有關孔廟方面和敦源聖

廟的歷史文化。 

    以地理學的概念，從地區性來探討敦源聖廟的空間分佈和地區性所產生的文

化影響。 

 

 

第三節 研究對象 

 

    研究對像是以敦源聖廟管理人 ─ 林嘉璋教授為主，和永康市公所毛課長、

歸仁鄉居民、林教授的阿姨、姨丈 ─ 吳神惠和林教授的姐姐。 

林嘉璋教授簡介： 

姓名 林嘉璋 

出生年月日 
民國四十二年〈西元一九五三年〉

一月一日 

出生地 台南市 

學歷 
國立臺北師範大學音樂系 

遊學於奧地利維也納音樂學院 

任職 
國立臺北師範大學音樂系擔任鋼琴教授 

退休於民國九十二年〈西元二 0 0 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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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探討 

 

    有關於敦源聖廟的文獻幾乎是沒有，只有在鄉公所網站、一些資訊網和從林

教授祖父傳承下來的古文獻資料。所以我將從有關孔廟祭孔儀式的釋奠禮和釋奠

樂，相關文獻資料著手，了解台灣祭孔儀式程序、祭品、禮器、音樂、樂器等，

再和敦源聖廟做比較。 

    從田野工作中得知在林教授接管敦源聖廟後，將祭孔釋奠樂部分改為引用台

南祭孔音樂中「殿前吹」一曲，以之作為敦源聖廟的祭孔音樂，整個儀式中用錄

音機不停重複播放直到儀式結束。而我就從此方向尋找有關於台南孔廟祭孔釋奠

樂，有關殿前吹的文獻資料。 

    林開登《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二五三四周年誕生釋奠暨以成書院一五 0 周年特

刊》中，內容有提道台南孔廟以成書院祭孔時所用之樂器介紹和圖片，釋奠禮整

個程序禮節、祭祀位製和祭品、禮器做詳盡的解說。 

傅朝卿、廖麗君《全台首學台南市孔子廟》，內容中講述孔子的啟源與發展，

孔子的生平、祭祀活動是誰創立怎麼開始的、孔廟建築、禮制祭祀的觀念是從何

來，了解祭孔儀式傳承的變化和祭孔時祭祀的位置空間意義為何。 

    曲英杰《孔廟史話》，此書一開始先介紹孔廟是如何建立起來的，再從京城、

地方、國外三部分的孔廟做介紹，說明祭祀文化、釋奠禮的產生，和各國家的幾

孔文化為何。 

    黃德時《台灣的孔廟》，介紹孔子的生平和道統觀念的傳承和是典禮儀式文

化，有關祭祀位製程序、孔廟建築特色、祭孔釋奠禮的由來、釋奠樂的樂譜、佾

舞等。並且將台灣各地，台南市、台北市、台中市、彰化、高雄市、宜蘭市、屏

東市、日月潭、澎湖縣、新竹、羅東、苗栗、埔里、嘉義、舊城和被誤認為道教

等之孔子廟做歷史、地理和建築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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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清財《台南孔廟音樂與雅樂十三音》一書中提到，從以成書院保留的手抄

本「同聲及抄一」中，說明殿前吹一曲於三獻時演奏。又據以成書院樂長石榮峰

說法，殿前吹一曲於望燎時所吹奏，但不論殿前吹是用於何時，都是以十三音所

演奏的。 

    許常惠〈雅樂十三音〉台灣的民間音樂「十三腔」，研究台南以成書院雅樂

十三音的由來，書中提到雅樂十三音最早的文獻是於日治時期出版的片岡嚴著

「台灣風俗誌」。在十三腔樂ㄧ節中說明：「所為十三腔樂是南、北管以外的音樂，

是許多人使用二十種樂器合奏的」。所用的樂器如：雙音、三音、叫鑼、鱷鐸、

餅鼓、檀鼓、三絃、風笙、洞簫、管、霜清、笛、提絃、鶴絃、四絃、鐘絃、鼓

絃、提壺、豹絃、琵琶、篪。 

到了民國八十四年，許常會在田野調查時的紀錄說明：十三腔屬於純合奏器樂，

早期由台南孔廟之樂生引進台灣。傳說台南孔廟之樂生，奉派到福州學習祭孔聖

樂，而順便學了當地高雅的民間樂器，而這也就是十三腔的來源。 

所以十三腔據說是以十三種樂器取名，包括：笛、笙、簫、提絃、和絃、鐘絃、

鼓絃、貓絃、四絃、提壺、琵琶、三絃、秦箏等，但一般演奏時又加入：管、楊

琴、雙鈴、扁鼓、拍板、叫鑼、鐸等。 

    林開登《淺述雅樂十三音由來暨樂器之種類》中說到，原本台南祭孔音樂是

使用八音，後改為十三音的原因為，在祭祀典禮前踩街活動暨以成書院春、秋兩

祭祀至聖先師、五昌帝君、及先達。以爐生輪流方式，易於般運及提攜方便，採

用十三種樂器，以薪傳迄今百餘年興，但仍未違離八音。 

並且對這些樂器做淺述，有：鱷鐸、叫鑼、雙音、三音、絣鼓、檀板、龍笛、提

絃、和絃、簫、鼓絃、鐘絃、四絃、笙、提壺、貓絃、管、琵琶、三絃、霜清、

琴箏。 

 

 

 



 

 6

第二章  敦源聖廟介紹 

 

第一節 敦源聖廟概述 

 

    敦源聖廟位於台南縣歸仁鄉，亦稱孔子廟，祀奉孔子神像為主。在每年國曆

的九月二十八日 ─ 教師節，舉行祭孔儀式大典。敦源聖廟的祭孔儀式是以新豐

區 1，仁德鄉、歸仁鄉、官廟鄉、龍崎鄉和永康市等五個鄉市輪流舉辦的。 

    敦源聖廟起源於仁壽宮 2 的敦源社，於同治六年〈西元一八六七年〉成立，

是光緒九年〈西元一八八三年〉由新豐區文人所組成的國學社團。民國十六年〈西

元一九二七年〉由地方詩人、社友及地方紳士共同募款建廟，也就是現在的敦源

聖廟，並以青銅器打造一尊孔子神像於敦源聖廟內供奉，但在民國七十七年〈西

元一九八八年〉五月底時失蹤。 

    在民國二十六年〈一九三七年〉曾建護厝 3，開設義塾輔佐國學，但因年久

失修，護厝於民國六十八年〈一九七九年〉已整個殞落，戶外雜草叢生，屋頂漏

雨，殿門歪損終年開啟。 

    敦源聖廟祭典儀式依循古代祭孔制定儀式進行，有禮生但是沒有樂生與舞

生，每年由新豐區五個鄉市鄉長輪流為主祭官，行三獻禮 4，其餘四鄉市的鄉長

就為陪祭官，可說是台灣獨有的「民間私有、政府祭祀」的孔廟。 

    而現今敦源聖廟在祭典時準備供品人和廟方管理人是由林嘉璋所擔任，他的

祖父也就是當時開創敦源社的社員之一，所以他們是以世襲的方式傳承，並以家

族的方式共同管理。 

 

1 日據時代這五鄉市合稱為新豐郡，現在稱這五鄉市為新豐區。 

2 「仁壽宮」俗名大道公，位於台南縣歸仁鄉，創建於明鄭時期，主祀保生大帝神尊。 

3 護厝意旨護龍，敦源聖廟旁矮於正殿的房子。 

  新化鎮善心人士 ─ 陳文卿先生慷慨出資，敦源聖廟因而得以全面整修。 

4 三獻禮即初獻、亞獻、終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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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敦源聖廟的地理位置和建築特色 

     

    敦源聖廟的地理位置，位於台南縣歸仁鄉忠孝北路旁，在忠孝北路一二 0

巷和一二二巷之交叉點，成三角形狀。 

    交通工具可搭乘台鐵 ─ 中州火車站、高鐵 ─ 台南站、國道統聯客運 ─ 

仁德交流道、飛機 ─ 台南機場，再自行搭車前往，或自行開車 ─ 走國道一號

下仁德系統交流道。 

 

 
圖 2-1：台灣地圖 ─ 台南縣 

 

 

圖 2-2：台灣台南縣市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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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台南縣歸仁鄉地圖 

 
圖 2-4：台南縣歸仁鄉街道圖 ─ 敦源聖廟 

 
圖 2-5：敦源聖廟 

    根據歸仁鄉公所的文史記載，歸仁鄉這塊土地從明末鄭氏時期開始逐漸漢

化，早期的「土角厝」1，原本建於厝頂的材料，漸漸被紅瓦所取代，用紅瓦磚，

蓋瓦之厝；  

 

1 以土漿印成土角作壁的材料，堆疊成為牆壁之建築物，稱為「土角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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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紅瓦厝」成為歸仁鄉著名的建築特色，也因為如此，在歸仁的房屋幾乎為

紅瓦厝居多，所以歸仁的舊名也叫「紅瓦厝」。 

而當時又以福建地區來台發展的漢人居多，顧建築皆有閩南的風格。敦源聖

廟也就是紅瓦厝的代表之一。在入口處會先經過一牆門，此牆門和牆身都漆上朱

紅色，以藍色做為點綴，是為燕尾式建築。門匾上寫有「敦源聖廟」四個字，背

面則寫有「入德之門 」四個字，如下圖 2-6、2-7 所示： 

 

 
圖 2-6：敦源聖廟門牆正面 

 

 
圖 2-7：敦源聖廟門牆背面 

 

    穿越此牆後是一條小徑，兩旁種有許多龍眼樹、矮樹和草皮，正身面對廟

堂的左方，有一用紅磚建造的牆，牆的中間有著圓形的空洞，上面還提有「歸園」

二字〈圖 2-8〉，看似莊嚴。正前方就是敦源聖廟的廟堂正殿，正殿左側有一護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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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上寫有「禮門」二字〈圖 2-9〉，進入禮門後右側有一書房，應是當時開設義塾

聽講的地方；正殿的右方為金爐，金爐上方設有 一 葫蘆形的通風口〈圖 2-10〉。 

 
圖 2-8：正殿左側設禮門 

 

 
圖 2-9：正殿旁的護厝 ─ 禮門 

 

 
圖 2-10：金爐上方葫蘆形通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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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殿大門上方，掛有一題上「敦源聖廟」的牌坊，牌坊前的梁上還有一七上金漆，

像雙桃的雕刻品〈圖 2-11〉。 

 

圖 2-11：梁上雕刻品 

 

    進入正殿大門後，前上方有一寫著「斯文在茲」的長形匾額〈圖 2-12〉；左

手邊崁有兩塊石碑〈圖 2-13〉，上面刻有「輔佐國學」四個大字，為民國三十九

年〈西元一九五 0 年〉時刻的，內容應為當時輔佐國學志士之名；右手邊的鐵碑

〈圖 2-14〉和門外的石碑〈圖 2-15〉，則是後來感謝善心人士捐款整修敦源聖廟

的感謝之文，鐵牌刻於民國九十年〈西元二 0 0 一年〉、石碑則是刻於民國六十

九年〈西元一九八 0 年〉。 

 

圖 2-12：「斯文在茲」長形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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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輔佐國學」石碑 

 

 

圖 2-14：鐵碑感謝文 

 

 

圖 2-15：石碑感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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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殿裡擺放孔子牌位的神龕於小房間內，神龕兩旁還有兩條四足金龍圍護

〈圖 2-16〉；香案桌上放有一石頭打造的香爐，香爐還刻有敦源聖廟四個字，香

案前方的矮桌，在此矮桌正前方的木板上則畫有龍和寫有敦源聖廟四個字〈圖

2-17〉；而上方的梁畫有圖騰〈圖 2-18〉，並且以類似神像的雕刻作為隔閡，建在

梁與梁之間〈圖 2-19〉。 

 

 
圖 2-16：擺放孔子牌位神龕 

 

 

圖 2-17：石製香爐和畫有龍的矮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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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梁上的圖騰 

 

圖 2-19：梁和梁之間的神像雕刻 

 

    在敦源聖廟內有許多對聯，總共有八副，下圖 2-19 為對聯黏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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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此對聯以破損殆盡所以無法得之。 

B ─ 右：啟發祖國文化培其根養其實，左：研究聖賢學規學所聞行所知。 

C ─ 右：敦道有規逑堯舜章文武，左：源流不息龒川土津天時。 

D ─ 右：敦化大德萬世先師教不倦，左：源宗中庸千秋至聖仰彌高。 

E ─ 右：敦理真疵具溫良恭儉美德，左：源流有本垂立道緩動良規。 

F ─ 右：敦詩書說禮樂立盡山令範，左：源湯裔分鄹邑為泗水完人。 

G ─ 右：修聖賢道德知恥養廉，左：整禮樂衣冠循規蹈矩。 

H ─ 中：推行國學闡發倫常，右：抱獨立性質創成義塾，左：以私人資格輔佐 

公家。 

     敦源聖廟格局雖然有些簡單，不像台南市立孔廟那麼的盛大，但卻看得出

世人共同努力發楊國學、奮發向學的精神，也可以看出世人對於孔子的尊敬。 

 

 

 

 

 

第三節 敦源聖廟的歷史發展與變遷 

     

    根據敦源社的古文獻記載，由敦源社委員：楊海鴛先生於民國三十六年〈西

元一九四七年〉正月所抄的「崇聖重道復興文教序」和民國三十七年〈西元一九

四八年〉十二月二十日所寫的序文中得知： 

    現在的敦源聖廟原創於光緒九年〈西元一八八三年〉，當時是

由董事：「傅先生、林漢宗、陳廷魁、曾景三、張華、陳子分、黃

柏敬」等，組織「惜字紙會」，並且在學堂、公所、人煙稠密之處

盡量設置據點放置竹籃，收集寫過的字紙。每個月就會規定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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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人到這些據點收集字紙，按期將這些廢紙燒化，並且將這些燒化

的紙灰保存下來，以示珍惜真心。 

    在每年春間，將每個月所收集起來的燒化紙灰，一次傾入大海

之中，以示敬惜之誠，也稱「聖人會」。這些董事原本都為仁壽宮

內的委員，當初因為他們都有共同的意識，想要設立一個讀書的地

方，所以就結義一起在外創立了「惜字紙會」也就是現今敦源聖廟

的前身。 

    而這些活動在日本倭寇據台〈西元一八九五年〉之初都還有在

實行，但之後卻每況愈下，沒有這麼熱忱，所以地方諸老紳士又再

度奮發起義廣招同好，進行募捐，將之前習字紙會所遺留下來的費

用拿來請聘地方賢達宿儒，在夜間的時候到各地宣講，宣講 聖諭，

宣傳道德、廣播仁義，說明忠、恕二字，解釋禮義廉恥，勸人敬惜

字紙。 

    當時請聘地方賢達宿儒多為義務宣講，而那些費用則拿來購買

一些香、花、茶、菓小點，從此就開啟了推行會員大眾聽講之風，

聽講者也越來越多，聽講風氣時十分旺盛，而民眾們也會自發性的

捐款，廣及金財開基立礎，而捐款者所捐的今年多達數百金，於是

惜字紙會的社員們，在光緒二十七年〈西元一九 0一年〉將這些金

錢拿來購買田地置產，買了一甲田，以次田為基礎，將他命名為「敦

源社」。祀奉至聖先師 ─ 孔子，先賢先儒 ─ 蒼頡聖人 1、沮誦聖

人 2和文昌帝君 3。 

 

1 蒼頡聖人：黃帝的史官，也是創造文字制書的始祖。 

2 沮誦聖人：又作沮頌，在黃帝時代，沮誦做左史，倉頡做右史，協助倉頡造字。 

3 文昌帝君：本名張育，元仁宗延佑三年敕封張亞子為「輔元開化文昌司祿宏仁  

            帝君」，此封號中出現文昌二字，遂被稱為文昌帝君，是為文章、 

            學問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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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設立石碑於歸仁鄉仁壽宮〈又稱大道公〉廟內，用意是在於希

望大家不要忘記，昔日先輩大家努力創設「敦源社」的苦心。 

    之後每年十一月初四之日，值東 1輪流設祭典禮，虔誠獻祭，

並且演戲敬神，在這之後，會員均會到東家拈香參拜，東家則會設

宴宴請大家，場面極為盛大，也藉此機會鼓勵中國固有文化、德育

不被世人所遺忘。 

    此後留學在國外的新會員，在日本東京組織結社，並且發行雜

誌，再那開啟文化協會。但是在日本宣傳敦源社聖諭的這些運動，

遭到敦源社的人疑忌，強壓制止他們停止這些運動，因為他們所發

行的運動只有著值東形式的祭祀而已，將原本祭典嚴肅作樂、獻享

俎豆馨香的主旨遺忘，而變成了一種奢侈的行為而已，隔年這些輪

流祭祀之風成為不雅現象。 

而關懷聖道者 ─ 「楊建、王為楨、黃則義、楊金龍、陳瑞東、

黃澤、楊崇安」等人實行倡中庸之道、戒奢華，這時已經是民國二

十年中了，此時日本開始實行皇民化運動，也就是撲滅中國文化的

開始。 

    因為日本實行皇民化運動，敦源社的社員認為，聖廟建設勢不

容緩，在民國二十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年〉將逐年的收支所存的錢

先拿來建設廟堂，設立於歸仁村一八五號，立祀神位，但後來因戰

事激發無心祭祀而暫且停會，原本還要興建廟室，但因為金錢不足

所以無法同時興建，因而暫時擱置，非常可惜。 

 

 

 

 

1 值東：祭典承辦人員，掌管一切事物，主要是捐錢舉辦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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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三十五年〈西元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初四在廟內再開祭

典拈香，這時的會員只有五十餘名，開會決定建設廟室並且盡心拼

命募捐。民國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這時的會員已有九十

餘名，他們將他們不惜微力募捐來的錢建設廟室。廟室於民國三十

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十月完工，這年十一月初四的祭典有禮樂，

出席的會員多達一百六十位，而生徒參拜有七百多位，此年祭典極

為盛大，還有中華日報 1來報導。 

    日本在台灣統治五十年的這段期間，青年所受日政奴化教育，

之後台灣回歸祖國懷抱後，看著國人對中國文化魯魚莫辯，深恐致

甚日夜愧甚之至，應併肩擔下國加重任，藉以國文為基礎。 

    派請林金樹呈請，新豐區長 ─ 李義成、總務課長 ─ 沈遠兩

位先生，可以幫忙請地方熱心人士一同支持，並且發奮解囊感快實

現開設義塾，不要停頓下來。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

廟室興建完工之年，敦源社的委員們決定開設義塾，並且設講。 

而新豐地區之下的隱士，如：龍崎 ─ 葉蘭田、許循、余萬

祥；關廟 ─ 楊建、吳金寶、林竹、關仁德、黃則義、黃清標、楊

海鴛；永康 ─ 謝文生、謝舍、劉有定；歸仁 ─ 王維楨、楊致志、

許変、林宗慶、陳文麟、吳義具、黃重義等，均各關懷國學。憂心

世道者，則自發聲援幫忙指導及宣傳，培養後世子弟成為後新生人

物之地步為基礎，互相研究勸慰。 

 

 

 

 

 

1 是台灣臺南的地方報，於民國三十五年〈西元一九四六年〉二月二十日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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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至此發現，現今敦源聖廟的興建歷史和開設國學義塾的時間，這兩點在

官方說法和古文獻記載上有所出入。現今敦源聖廟內的石碑上、解釋板上和歸仁

鄉公所網站上，說明現今敦源聖廟是於民國十六年〈西元一九二七年〉所興建成

立的，而國學義塾是在民國二十六年〈一九三七年〉所開設的；但是在古文獻中

卻說明現今的敦源聖廟是於民國二十四年〈西元一九三五年〉所興建成立的，而

國學義塾則是在民國三十七年〈西元一九四八年〉所開設的。 

    為什麼會有這兩種不同的說法，不得而知，但本人認為古文獻所記載較為正

確，所以應以古文獻記載為主。並且從而得知，敦源聖廟在以前的祭孔日期和現

在有所不同，不是和漢代一樣四時祀孔，也不是和唐代以後一樣，於春秋仲月〈二

月、八月〉祭孔，而是在每年的十一月四日舉行，另有自己的祭孔之日，直到台

灣政府於民國四十一年〈西元一九五二年〉規定在孔子陽曆生日 ─ 九月二十八

日舉行釋奠典禮之後才改到此日祭孔。 

 

 

 

 

 

第四節 敦源聖廟的行政管理 

     

    自光緒九年敦源社創立開始，敦源聖廟在當初是由幾個董事所成立的組織，

是私人設立的，所以在行政方面都是以私人管理為主。當初以歸仁鄰近的幾個鄉

鎮組成新豐社區，而參加敦源社的人遍佈新豐社區各地，各地的善心人士都會紛

紛捐款。現今的敦源聖廟在幾年前有意要把他捐給政府管理，但新豐社區的長官

開會討論後，決議不要教給政府由他們來維持管理，因而每年祭孔典禮，新豐區

五個鄉市，會各自捐款給敦源聖廟，交由林教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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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林教授從祖父到他這輩，都為敦源聖廟的管理人，前陣子林教授有意要把

在他手下有關敦源聖廟的捐款和土地都交給新豐社區管理，但新豐社區卻又無法

接手。因為很多土地都登記在敦源社名下，無法知道土地購買人是誰，所以無法

轉戶，政府也有公文下來說：如果要將這些土地轉戶，必須提出證明這些土地是

與你有關，所以要重新設立一個機構，將敦源社重新立案，必須要有個名義，才

能再將這些土地集合起來過戶給他人，看是要交給新豐社區管裡還是交由縣政府

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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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敦源聖廟釋奠禮祭典儀式 

 

第一節 人員的傳承 

 

    傳承的意義非常重大，他可以將前人所遺留下來的文化得以繼續保存、繼續

發揚光大留給後世，讓現代世人知道古代文化的面貌，知道古代文化是如何發展

的。 

    而敦源聖廟的傳承分為兩種，一是廟方管理人的傳承、另一是釋奠禮祭典儀

式主辦單位的傳承。 

    廟方管理人的傳承是由，林嘉璋教授的祖父 ─ 林宗慶所傳承下來的，林教

授的祖父曾為歸仁的副鄉長，仁壽宮的委員大老，也是敦源社的會員之一，也是

祭典儀式最鼎盛的時代；而後傳承給林教授的爸爸 ─ 林榮波，再於民國九十二

年〈西元二 0 0 三年〉交由林教授接手，在林教授的爸爸和林教授接手這段期間，

有一段時間是由林教授的母親和姐姐代為管理，因為林教授父親於民國八十三年

〈西元一九九四年〉過世，但那時林教授因於臺北工作無法回來繼承，直到民國

九十二年〈西元二 0 0 三年〉退休後才正式繼承廟方管理人員一職。 

    祭典儀式主辦單位的傳承，在民國三十幾年那時，主辦單位就是為敦源社的

各委員擔任，他們在祭典之前幾天，會開會討論出主祭官、陪祭官等各個人選。

到後來才由新豐區 ─ 仁德鄉、歸仁鄉、官廟鄉、龍崎鄉和永康市等五個鄉市輪

流為主辦單位，舉辦祭孔儀式。輪到哪個鄉為那年的主辦單位，那年的主祭官就

為那個鄉的鄉長，其於四個鄉的鄉長就為陪祭官，而執事、司儀、禮生等，就由

主辦單位的各處長擔任。 

    例如民國九十七年〈西元二 0 0 八年〉輪到永康市為祭孔典禮的主辦單位，

主祭官就為永康市市長，陪祭官就為仁德鄉、歸仁鄉、官廟鄉、龍崎鄉的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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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釋奠禮場地陳設與祭祀人員祭祀位置 

     

    依據古文獻記載，民國三九年〈西元一九五 0 年〉值東者將此年祭拜圖手繪

出來。如下圖 3-1 所示： 

 

圖 3-1：祭拜圖 

    從圖中得知，廟堂正殿前為主祭與陪祭官的位置、右邊為上引 1，再過去為

受付 2、左邊為下引 3，學生則位於廣場前右方、中間為來賓、左方為敦源社會

員，正殿左門右方則為通讚 4 的位置、左方則擺放盥洗器具，左門至中門中間為

打鐘鼓的位置、中門前為司樂 5 奏樂的地方、中門至右門中間為鑼的位置，  

 

 

 

1  上引：祭祀時引領主祭與陪祭官進門祭祀。 

2  受付：祭孔典禮負責收捐款、禮金登記。 

3  下引：祭拜完後引領主祭與陪祭官出門。 

4  通贊：引領大家進行儀式各程式，相當於現今司儀。 

5  司樂：負責祭孔各程式的音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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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堂內前棹 1 右邊為執事 2 與司爵 3 的位置、左邊為監督 4 與司香 5 的位置。 

 

    而現代的祭祀位置就仿造前人所傳承下來的祭祀位置，但略有所不同。沒有

了司樂、打鐘鼓、鑼和會員，而上引和下引的位置移到廟堂左右門後，監督移到

上引和司爵的中間，受付的位置則在正殿和禮門之間，如下圖 3-2 至圖 3-7 所示： 

 

圖 3-2：全場祭祀人員位置圖 

 

 

圖 3-3：盥洗、通贊、上引和監督之祭祀位置 

 

1   棹 ：同「桌」。 

2  執事：祭祀時負責傳遞物品人員。 

3  司爵：祭祀時奉酒給主祭與陪祭官人員。 

4  監督：祭祀時負責監督祭祀儀式過程人員。 

5 司香：祭祀時負責奉香給主祭與陪祭官與收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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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捐款與受付之位置 

 

 

圖 3-5：主祭官、陪祭官與來賓之祭祀位置 

 

 

圖 3-6：學生與民眾之祭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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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司爵、執事、司香、下引之祭祀位置 

 

 

 

 

 

第三節 釋奠禮祭祀禮器物陳設與祭品介紹 

 

    依據古文獻記載，民國三九年〈西元一九五 0 年〉敦源聖廟祭孔時祭典所擺

放的禮器有：籩 1、豆 2、香爐、爵 3、鉶 4、登 5、燭臺、簋 6、簠 7、帛 8〈包含

帛盤〉、祝 9 板。如下圖所示： 

 

 

1 「籩」ㄅㄧㄢ：竹製食器，祭祀宴饗時用來盛乾的果實、肉等物。 

2 豆：木製、銅製或陶製，盛肉醬等禮品，供祭祀和宴會之用。 

3 爵：古代銅製飲酒禮器之一，形狀似麻雀站立之行。 

4 「鉶」ㄒㄧㄥˊ：古時盛羹湯的青銅器，形似鼎，兩耳三足有蓋。 

5 登：為豆類的飲食禮器。 

6 「簋」ㄍㄨㄟˇ：古代祭祀或宴饗時，盛黍稷用的圓形食器。 

7 「簠」ㄈㄨˇ：古代祭祀或宴饗時，盛黍稷稻米用的方形食器。 

8 帛：絲織品的總稱。 

9 祝：祭主贊詞者為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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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籩 

 

 

圖 3-9：豆 

 

 
圖 3-10：香爐 

 

 
圖 3-11：爵 

 

 
圖 3-12：鉶 

 

 
圖 3-13：登 

 

 

 

圖 3-14：燭臺 

 

 
圖 3-15：簋 

 

 
圖 3-16：簠 

 

 
圖 3-17：帛 

 

 
圖 3-18：帛盤 

 

 

圖 3-19：祝板 



 

 27

擺放的位置如下圖 3-20 所示： 

 

 

    祭品則有：鹿肉、赤牛肉、羊肉、兔肉、豬肉〈頭〉、豬腳、肉湯、白菜湯、

紅白飯、生西谷米、俎毛血、豬肚、生雞、排骨、柔魚、生魚乾、塩魚、生羗、

生白菜、生塩、黑白餅、生竹筍、生芹菜、生蔥菜、生菜頭、生菱角、生綠豆、

福壺、佛桃、紅〈烏〉棗、芙蓉等。 

   還有其他祭祀時所要準備的東西，有金香、香炮、禮香、紅紗、面巾、花、

唵叭、清香、香柴、嗊末、紅大燭、清酒、壽金、原子炮、連炮、簽到簿、硯具、

茶具、、茶心、火柴、蓆子、國旗、花瓶、胸前花和糨糊。 

    而現在祭典所擺放的禮器有：籩、豆、香爐、爵、燭臺、帛〈包含帛盤〉、

柷板、金色茶壺。但現在的禮器所擺放的東西或樣式和以前不同，以現代器具來

代替，如：「籩」把它拿來放肉類祭品、「豆」則是用紅色碗來代替、「燭臺」則

是用現代的紅色燭燈來代替。祭品則有：雞肉、豬肉、魚、生雞蛋、蝦子〈這五

樣稱為五牲〉；用籩裝的二十四樣祭品有豬腳、塩魚、牛肉、羊肉〈這四樣是二

十想祭品中必要的牲禮〉、紅龜粿、白米飯〈上面用紅紙蓋著〉、麵、豆腐、豆幹、

魷魚、筍幹、福州丸、花枝丸、貢丸、魚丸、海參、菜心、三絲捲、炸菜丸、苦

瓜、香菇、紅蘿蔔、香腸、菱角、花枝、魚漿；其他的祭品還有橘子、桃子、柚

子、藍葡萄〈這些水果不一定每次祭典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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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於中間圓桌上的祭品有水果〈柚子、橘子、香蕉、酪梨〉、 「單搭」〈乾

濕的台語〉的祭品、一些糖果餅乾和一壺四果茶，而祭品「單搭」的內容物有十

樣：黃豆、鹽、薑〈這四樣合起來叫「山珍海味」是屬於乾的祭品〉、香菇、米

粉、冬粉、木耳、金針、和像髮菜的祭品〈這六樣是屬於濕的祭品〉，所以這十

樣乾和濕的祭品合起來稱為「單搭」；四果茶是由當歸、柿子、龍眼和金桔所泡

出來的；其他還有花、禮香、壽金、紅蠟燭、香柴、花瓶、筷子、酒杯、酒壺、

面巾、餐盒和炮竹。 

 

下圖 3-21 和 3-22 為現在祭典禮器和祭品擺放位置圖： 

 

圖 3-21：禮器和祭品擺放位置 

 

 

圖 3-22：禮器和祭品擺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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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釋奠禮祭典介紹與儀式程式 

 

    在光緒二十七年〈西元一九 0 一年〉成立敦源社之後，開始祭祀孔子、蒼頡

聖人、沮誦聖人和文昌帝君等，因而才正式開始有了祭孔儀式的出現，在這之前

的「惜字紙會」，只有在每年春間，將每個月所收集起來的燒化紙灰，一次傾入

大海之中，以示敬惜之誠的儀式而已，並無所謂的祭孔儀式。 

    而當時敦源社的祭孔儀式，和現在的祭孔儀式完全不一樣，因為當時的社員

們都是仁壽宮的廟員，因為有共同的理念才結合大家在外合辦另一組織，並無受

過或參加過祭孔儀式，對任何祭孔儀式也都不清楚，只是有虔誠的心，想要舉行

儀式來祭拜孔子，所以當時的祭孔儀式是以道教祭典的方式來舉辦，和現在獻祭

神明是一樣的，在祭拜典禮完後，演戲來敬拜孔子等聖人並且宴請客人。 

    直到民國三十九年〈西元一九五 0 年〉，古文獻記載，當年的值東者為求謹

慎，問了台南某一老先生，才得知所有有關祭孔之事，所以在這年祭孔儀式而有

了重大的改變，遵照古禮而行，其古文獻內容附在附錄。 

 

祭典前準備事宜如下表 3-1： 

祭典前九日 
廟內外雇用工人清洗掃除雜草，生報官廳許可祭聖之事，

通知各委員開會。 

祭典前七日 

開催委員會議，定事項、定主祭官陪祭官、執事、監督、

司爵、司香灼、司樂、通贊、正〈上〉引、下引、受付共

十一名後，出榜準備紅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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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典前五日 

送紅帖分與各委員，通知各會員〈四百二十名〉並且通知

三校的學生；前三日：親自前往恭請會員外的來賓臨席。

 

祭典前一日 

在香案前拈香後，取黃紙一尺半四方，虔誠寫祭文、後寫

門聯、祭典順序、會議順序及標語、盡喪喜、喜出捐金、

粘糊門聯、式揚結彩、祭祀器具洗乾、各項準備值東者 

責，而主祭和陪祭二人另房戒酒沐浴等事。 

 

祭典當日一早 

值東者燒淨符到面盆裡洗手後，開中門、點灼拈香、排祭

物、工人搭布帆、夯椅棹等，設立準備好之後就等待時間

到，時間一到，通贊唱出開始祭聖，大家肅靜而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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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祭典是於每年的十一月四日祭祀，程序如下表 3-2： 

 

四 三 二 一 

行
上
獻
禮 

迎
請
正
神 

祭
典
開
始 

列
位
首
席 

正
引
陪
祭
官
洗
手
後
，
對
左
門
而
入
在
佛
前
拜
頊
首
，
奉
帛
一
拜
之

後
，
下
引
陪
祭
官
從
右
門
出
並
且
復
位
。 

正
引
道
士
洗
手
，
對
左
門
而
入
在
神
前
請
神
。 

司
香
點
禮
香
點
灼
、
司
爵
奠
酒
、
正
引
者
引
主
陪
祭
二
人
洗
手
後
對
左

門
而
入
，
主
祭
在
佛
前
陪
祭
在
棹
前
各
持
禮
香
，
眾
人
各
持
香
一
支
一

齊
同
拜
，
司
香
、
執
事
、
監
督
再
幫
大
家
收
香
插
在
香
爐
裡
，
一
同
再

拜
頊
首
，
下
引
者
率
主
祭
與
陪
祭
二
人
對
右
門
出
並
復
位
。 

各
位
就
席
，
值
東
者
徐
步
開
佛
龕
燒
淨
符
在
位
。 

吹
奏
、
打
鑼 

 

學
生
同
唱
八
佾
歌
、
司
樂
奏
小
八
仙 

放
爆
竹
打
鐘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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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六 五 

行
亞
獻
禮 

奉
讀
祝
文 

行
初
獻
禮 

正
引
主
祭
官
，
對
左
門
而
入
在
佛
前
拜
頊
首
，
奉
左
爵
一
拜
之
後
，
下
引

陪
祭
官
從
右
門
出
並
且
復
位
。 

正
引
陪
祭
官
，
對
左
門
而
入
在
前
棹
，
奉
讀
祭
文
之
後
向
外
一
拜
頊
首
，

下
引
陪
祭
官
從
右
門
出
並
且
復
位
。 

正
引
主
祭
官
，
對
左
門
而
入
在
前
棹
同
拜
同
頊
首
之
後
，
下
引
陪
祭
官
從

右
門
出
並
且
復
位
。 

正
引
陪
祭
官
，
對
左
門
而
入
在
佛
前
拜
頊
首
，
奉
登
一
拜
之
後
，
下
引
陪

祭
官
從
右
門
出
並
且
復
位
。 

正
引
主
祭
官
，
對
左
門
而
入
在
佛
前
拜
頊
首
，
奉
中
爵
一
拜
之
後
，
下
引

陪
祭
官
從
右
門
出
並
且
復
位
。 

吹
奏
、
打
鑼 

吹
奏
、
打
鑼 

吹
奏
、
打
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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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福」受「胙」：祭典用的牲品；祭祀祖先可以賜福於後世子孫之祭肉。 

 

十 九 八 

謝
福
胙 

飲
福
受
胙1 

行
終
獻
禮 

正
引
值
東
，
對
左
門
而
入
在
佛
前
拜
頊
首
，
擲
筶
後
，
下
引
陪
祭
官
從
右

門
出
並
且
復
位
。 

正
引
主
祭
官
，
對
左
門
而
入
在
佛
前
拜
頊
首
，
奉
簠
、
簋
向
外
一
拜
之
後
，

下
引
陪
祭
官
從
右
門
出
並
且
復
位
。 

正
引
陪
祭
官
，
對
左
門
而
入
在
前
棹
，
奉
一
爵
三
牲
＾
俎
﹀
向
外
一
拜
之

後
，
下
引
陪
祭
官
從
右
門
出
並
且
復
位
。 

正
引
主
祭
官
，
對
左
門
而
入
在
佛
前
拜
頊
首
，
奉
右
爵
向
外
一
拜
之
後
，

下
引
陪
祭
官
從
右
門
出
並
且
復
位
。 

正
引
陪
祭
官
，
對
左
門
而
入
在
佛
前
拜
頊
首
，
奉
二
鉶
一
拜
之
後
，
下
引

陪
祭
官
從
右
門
出
並
且
復
位
。 

吹
奏
、
打
鑼 

吹
奏
、
打
鑼 

吹
奏
、
打
鑼 



 

 34

 

十
三 

十
二 

十
一 

望  

燎 

送  

神 

撤  

饌 

正
引
主
祭
官
洗
手
後
，
對
左
門
而
入
，
柷
文
立
拜
撤
落
祭
捧
在
手
中
，
對
中

門
出
，
向
金
爐
徐
行
。 

正
引
陪
祭
官
洗
手
後
，
對
左
門
而
入
，
對
帛
行
禮
，
捧
在
手
為
第
二
走
在
主

祭
官
後
，
對
中
門
出
，
向
金
爐
徐
行
。 

正
引
執
事
洗
手
後
，
對
左
門
而
入
，
在
前
棹
對
爵
行
禮
，
捧
在
手
為
第
三
，

對
中
門
出
，
向
金
爐
徐
行
。 

正
引
監
督
洗
手
後
，
對
左
門
而
入
，
在
前
棹
對
佛
行
禮
，
捧
壽
金
火
柴
在
手

為
第
四
，
對
中
門
出
，
向
金
爐
徐
行
。 

正
引
道
士
念
咒
送
神
，
眾
人
對
同
拜
同
頊
之
後
，
下
引
陪
祭
官
從
右
門
出
並

且
復
位
。 

正
引
值
東
，
對
左
門
而
入
在
佛
前
拜
頊
首
，
三
鉶
三
牲
移
動
，
下
引
陪
祭
官

從
右
門
出
並
且
復
位
。 

吹
奏
、
打
鑼
、
打
鐘
鼓 

奏
小
八
仙
、
打
鑼 

吹
奏
、
打
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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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十
四 

十
三 

祝  

辭 

禮  

成 

望  
燎 

請
來
賓
、
會
員
致
詞
。 

司
灼
放
爆
竹
、
收
祭
物
，
準
備
宴
席
、
分
配
禮
物
，
學
生
散
歸
。 

四
人
徐
行
在
金
爐
中
燒
卻
，
三
件
奠
酒
之
後
，
一
齊
在
中
門
外
對
神
齊
拜
，

復
位
。 

學
生
唱
同
八
佾
歌
，
一
同
鞠
躬
靜
坐
。 

 

吹
奏
、
打
鑼 

學
生
同
唱
八
佾
歌
、
吹
奏
、
打
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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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上的祭文〈用黃紙抄寫，宜先淨手拈香，一尺半四方正黃紙〉有兩種寫法： 

表 3-3：祭文寫法一 

 

表 3-4：祭文寫法二 
 
 
 

 
 
1 「葭」月：ㄐㄧㄚ，即是蘆葦。於十一月開花，故為「葭月」。 

          

祭
文 

        

維 
中
華
民
國
：
幾
年
葭
月

1

初
四
日 

          
主
祭
官 

                    

等
致
祭 

          
陪
祭
官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神
前  
曰
惟 

  

先
師
德
配
天
地
道
冠
古
今
刪
述 

  

六
經
垂
憲
萬
世
為
生
民
所
未
有 

    

集
群
聖
之
大
成
茲
當 

  

文
教
振
興
之
日
正
屬
禮
樂
明 

    

倫
之
時
辟
雍
鐘
鼓
鹹
恰
薦 

    

於
馨
香
泮
水
藻
芹
悉
至
嚴
乎 

    

籩
豆
時
際
葭
月
初
四
日
祗
卛
彝
章 

     

肅
昭 

    

祀
典
以 

  

先
賢
先
儒 

  

蒼
頡
聖
人 

  

沮
誦
聖
人 

  

文
昌
帝
君 

              

克
配
尚 

     

饗 

          

祭
文
＾
又
樣
式
﹀ 

        

維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八
幾
年
乙
丑
十
一
月
初
四
丁
亥
日 

                  

主
祭
官  

林
金
樹 

                                 

等

謹

致

祭

於 
                  

陪
祭
官  

林
宗
慶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曰
惟
師 

德
隆
千
聖 

道
冠
百
王 
    

街
日
月
以
常
行 

自
生
民
所
未
有 

屬
文
教 

    

昌
明
之
會 

正
禮
和
樂
節
之
時 

辟
雍
鐘
鼓 

    

鹹
恰
薦
乎 

泮
水
膠
庠 

益
智
嚴
於 

    

籩
豆 

會
茲
冬
季
祗
卛
彝
章         

    

肅
展
微
忱 

    

聿
將
祀
典   

配
以 

   
先
賢
先
儒 

  
蒼
頡
聖
人 

  

沮
誦
聖
人 

  

文
昌
帝
君 

              
克
配
尚 

     

饗 



 

 37

傳到了林嘉章教授爸爸那一代時，準備祭孔所寫的釋奠禮程式，比起民國三

十九年〈西元一九五 0 年〉時所寫的程式簡略了許多，如下表 3-5 所示： 

十 九 八 七 六 五 四 三 二 一 

 

主
祭
官
行
終
獻
禮
。^

1

﹀
就
位
＾2

﹀
獻
右
爵
＾3

﹀
獻
饌
＾4

﹀
獻
飯
＾5

﹀
獻
羹
＾6

﹀
獻
菓
＾7

﹀
獻
帛
。 

 

主
祭
官
行
亞
獻
禮
。^

1

﹀
就
位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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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現今，釋奠禮儀式又有些許的不同，於祭孔當日上午七點三十分至敦源聖廟

就定位，上午九點祭孔典禮開始。 

祭孔程式和時間表如下表 3-6 所示： 

原新豐區各界慶祝 97 年度孔子誕辰紀念大會 

祭典開始〈外司儀〉 09:00 

一 起扉〈龍邊門先開啟以利廟內人員得聞指令〉。 09:00’18 

二 執事者各執其事。 09:00’27 

三 參祭者就位。 09:00’33 

四 主祭者就位。 09:00’37 

主祭官行上香禮〈先詣盥洗、請詣至聖先師孔子神案前，

祭者僅第一次入廟時需洗手，第二次以後無需洗手，龍

邊禮生主動領主祭者入內就定位〉。 
五 

〈內司儀〉1.請就位、鞠躬 2.上香 3.行三鞠躬禮 4.請復

位〈虎邊禮生主動領祭者至廟外復位〉。 

09:00’42 

主祭官行初獻禮〈龍邊禮生主動領主祭者入內就定位〉。 

六 

〈內司儀〉1.請就位、鞠躬 2.獻爵〈酒〉3.獻饌 4.讀祝

文 5.行三鞠躬禮 6.請復位〈虎邊禮生主動領祭者至廟外

復位〉。 

09:01’59 

 

讀祝文： 

0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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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祭官行亞獻禮〈龍邊禮生主動領主祭者入內就定位〉。 

七 〈內司儀〉1.請就位、鞠躬 2.獻爵〈酒〉3.獻菓 4.行三

鞠躬禮 5.請復位〈虎邊禮生主動領祭者至廟外復位〉。 

09:05’44 

主祭官行終獻禮〈龍邊禮生主動領主祭者入內就定位〉。 

八 〈內司儀〉1.請就位、鞠躬 2.獻爵〈酒〉3.獻帛 4.行三

鞠躬禮 5.請復位〈虎邊禮生主動領祭者至廟外復位〉。 

09:07’27 

陪祭官行上香禮〈龍邊禮生主動領主祭者入內就定位〉。 

九 〈內司儀〉1.請就位、鞠躬 2.獻爵〈酒〉3.獻帛 4.請復

位〈虎邊禮生主動領祭者至廟外復位〉。 

09:09’04 

與祭者參拜〈司儀自行控祭拜人數，勿太擁擠，一次約

二十人〉。 
十 

〈內司儀〉1.請就位、鞠躬 2.上香 3.行三鞠躬禮 4.請復

位〈虎邊禮生主動領祭者至廟外復位〉。 

09:11’01 

主祭官行飲福受胙禮 

十一 〈內司儀〉1.請就位、鞠躬 2.飲福受胙 3.行三鞠躬禮 

4.請復位〈虎邊禮生主動領祭者至廟外復位〉。 

09:16’42 

十二 撤饌〈收祭品〉。 09:18’07 

望燎〈白布、金紙、祭文取至金爐處；主陪祭官需同往〉。 

十三 

〈內司儀〉1.請就位 2.望燎 3.請復位。 

09:18’18 

十四 鳴炮。 
           

0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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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神。 
 

十五 
一同行三鞠躬禮。 

09:20’17 

十六 合扉〈關廟門〉。 09:20’35 

十七 主祭官退班。 09:20’47 

十八 陪祭官退班。 09:20’51 

十九 參祭者退班。 09:20’55 

二十 禮成、退班，〈大家散歸領取餐盒〉。 09:21’00 

 

    整場祭孔儀式進行時間總長為二十一分鐘。從一大早六點多開始準備祭典所

有事項，在音樂不停重複播放的氛圍下，整個敦源聖廟給人一種莊重嚴肅的感

覺，典禮進行後一步驟一步驟完成一點都不馬虎，所有人的精神焦點全集中於祭

孔儀式上，以虔誠尊敬的心祭拜孔子，直到禮成，雖然只有短短的二十一分鐘，

但對於祭孔儀式中還是存著崇敬的心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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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文寫法如下表 3-7： 

祝           文 
        維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歲次乙酉年桂月二十五日 1 
 
                   主獻官  王金丁 
                   陪獻官  張憲堂 
                           洪長福 
                           李坤煌 
                           劉朝銘   等致祭 
至聖先師孔子廟神前     曰  惟 
  先師德配天地   道冠古今  冊述六經  垂憲萬世 
    為生民所未有   集群聖之大成   茲當 
    文教振興之日   正屬禮樂明倫之時   辟雍鐘鼓 
       閒恰薦於馨香  泮水藻芹   悉致嚴乎籩豆 
       時際桂月二十五   祗率彝章 
             肅  昭 
             祀  典  以 
       先  賢  先  儒 
       蒼  頡  聖  人 
       沮  誦  聖  人 
       文  昌  蒂  君 
 
                       克  配 
 
           尚  饗 
 

 

 

 

 

 

1 民國九十四年乙酉年「桂月」二十五日：八月桂花遍地香，又稱桂月。 

  此為民國九十四年農曆八月二十五日，為國曆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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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遵循古法的儀式進行程式為下表 3-8： 

〈此古法程式為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孔廟資訊網所頒布〉 

1 釋奠典禮開始 

2 鼓初嚴 

樂生敲擊橫置於儀門西側之晉鼓，先擊鼓框一響，繼

之以雙槌連擊鼓心，一重一輕，由緩而急由弱轉強，

復趨緩，至於靜止之後，再重擊鼓心一響。另再由一

樂生重擊儀門東側的鏞鐘一響做結。此時天將破曉，

莊嚴肅穆的鼓聲再配合餘音裊裊的鐘聲會令人肅然

起敬。 

3 鼓再嚴 
整個節奏按照前法施行，但首尾擊鼓框、鼓心、鏞鐘

則增為二下。 

4 鼓三嚴 仍按照前法，首尾擊鼓框、鼓心、鏞鐘則增為三下。

5 執事者各司其事 

執事者包括禮生、樂生、佾生。樂生由執麾者前導，

自廊側升東西階，分別就位；佾生則隨執節者自東西

廊向中庭對進升階。 

三者皆按照建鼓「五步一頓」之節奏分別移步就位，

樂生、佾生、內、外班禮生分東西各四隊八隊執事者，

以孔子神位為中心，展開層次性對稱排列。 

6 糾儀官就位 

在引贊引導下，行立丹墀之東南，面向西南，糾儀官

（由市政府民政局長擔任）職責為糾正禮儀進行時的

偏誤。 

7 陪祭官就位 

陪祭官若干人由禮生引導，由東西兩側入場，立於大

成殿廣場南端，面向大成殿。陪祭官多由民政局所屬

各區區長、戶政事務所主任，以及當年師鐸獎優良教

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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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獻官就位 東西配、東西哲、東西廡先賢、東西廡先儒共八位分

獻官。按先儒、先賢、哲、配分獻官之順序，由兩側

對稱進場先至盥洗所淨手後，就位於陪祭官之前，面

向大成殿。 

9 正獻官就位 正獻官（臺北市長）由引贊引領盥洗手後，行至分獻

官前方，面向大成殿。以上進場均左右對稱，最後入

場者為釋奠禮最重要的主祭官，對稱於孔子牌位，更

顯出儀式空間中的人神交通之意義。 

10 啟扉 大成殿對面的儀門和儀門外的櫺星門各有五門，平時

不開啟，釋奠始開，由啟闔扉禮生先開儀門後，再開

櫺星門。 

11 瘞毛血 祭典太牢之毛血，「毛以告物，血以告殺」，預儲於盤

中，由執事者恭謹捧舉，自大成殿降階過庭，經儀門、

出櫺星門，當門之偏西掘土埋之，以示誠敬，埋西邊

乃因西邊屬金，主肅殺。今太牢改為素太牢，此儀式

主要是用以存古禮之意，此儀式意義在於毛血之埋兼

有德仁歸藏之義。 

12 迎神 由晉鼓鏞鐘樂生舉樂，先擊「三通鼓」，配合「咸和

之曲」，麾生舉麾，司柷者擊柷三聲，在鐘鼓齊鳴下，

由禮生東西兩列，自大成殿分提燈、爐，傘、銊、斧

隨後，相稱的魚貫出宜門之左右門，櫺星門左右側

門，向外行三鞠躬迎神，再經中門返回大成殿。 

13 全體行三鞠躬 迎神隊伍由儀門中門返回大成殿中庭時所行之禮，古

為跪禮，今改為鞠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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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進饌 配合「樂奏咸和之曲」，禮生將神案之祭器，有蓋者

掀蓋，側覆於旁，無蓋者稍稍移動位置，復立於原位。

15 上香 上香為獨立儀式，精神上為迎神儀節的一部份，故過

去樂採迎神時的「咸和之曲」，同時由正獻官和分獻

官至諸神位前上香、行三鞠躬禮。但九十二年儀式以

改奏樂為初獻禮的「寧和之曲」，此儀式在精神上已

成為核心儀式的一部份。 

16 行初獻禮 首由樂生擊鼓及特鐘，進而樂奏「寧和之曲」，麾生

舉麾，節生舉節，擊柷三響，鳴鐘後，佾舞與樂並起，

正獻官此時則隨引贊至大成殿孔子神位前行初獻

禮：奠帛（「帛」為祭神之「幣」，白色無文的絹製品）、

獻爵（酒）、行三鞠躬禮。 

17 行初分獻禮 分獻官隨引贊至東西配、東西哲、東西廡行初分獻

禮，禮節同前。 

18 恭讀祝文 正獻官立於香案前，各分獻官立於各神位前，讀祝生

讀祝，畢後行三鞠躬禮。 

19 全體行三鞠躬禮 

20 行亞獻禮 配合佾舞和樂（安和之曲），正獻官復詣神位前獻爵、

行三鞠躬禮。此時，曲譜、樂章和舞姿均與初獻不同。

21 行亞分獻禮 各分獻官行亞分獻禮，禮儀同前。 

22 行終獻禮 配合佾舞和樂（景和之曲），正獻官隨引贊至神位前

行獻爵、三鞠躬禮。 

23 行終分獻禮 各分獻官行終分獻禮，禮儀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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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總統上香、恭讀總

統祝文 

此乃首都臺北獨有之禮節，配合樂奏「寧和之曲」行

之、並恭讀總統祝文。 

25 全體行三鞠躬禮 

26 奉祀官上香 

樂奏「寧和之曲」，麾生舉麾，節生舉節，鐘鼓齊鳴，

由孔子後代擔任奉祀官隨引贊昇東階，至孔子神位前

上香，行三鞠躬禮。 

27 飲福受胙 
正獻官隨引贊至大成殿香案前，接爵（福酒），接福

胙，行三鞠躬後復位。 

28 撤饌 
配合「樂奏咸和之曲」，執事者各於神位前將神案上

之祭器有蓋掀開者蓋回原位，無蓋者移回原位。 

29 送神 
配合樂鼓，儀節如迎神，配合「咸和之曲」，送神隊

伍按照迎神時序，出儀門和櫺星門中門。 

30 全體行三鞠躬禮 

31 捧祝帛詣燎所 
司祝者捧祝、司帛者捧帛，出大成殿、儀門、櫺星門，

至燎所，焚祝帛。 

32 望燎 

此時樂奏「咸和之曲」，配合樂鼓，正獻官隨引贊經

儀門、櫺星門抵燎所望燎，以至誠完成致祭和送神之

程式。 

33 復位 
正獻官隨引贊復位；送神隊伍、捧祝者、捧帛者前後

由儀門、櫺星門側門轉入。 

34 闔扉 禮生關儀門和櫺星門。 

35 撤班 
正獻官、分獻官、陪祭官相繼隨引贊退出大成殿，繼

為禮、樂、佾生按節奏移步退出。 

36 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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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方面，敦源聖廟在祭孔典禮上的服裝，古文獻中並無記載，所以無法得知古

時祭祀時的穿著為合。 

    但現今，從口述歷史得知，現今每年各參禮人員所穿的服裝都不同，因敦源

聖廟是由新豐區五個鄉市所輪流舉辦的，所以並無固定的服裝，都是由各鄉市自

己準備制定的。 

    而今年，民國九十七年〈西元二 0 0 八 〉敦源聖廟祭孔儀式，從口述歷史

訪問永康市公所的毛課長口中得知，祭祀時祭祀人員〈包含主祭官與陪祭官〉所

穿的祭孔服是他們在外請人訂做的唐裝。在工作表得知祭孔時男士服裝為：整套

祭孔服裝及功夫鞋〈圖 3-23〉和穿著白手套；女士：祭孔服裝上衣、黑色或深色

長褲〈自行搭配〉及黑皮鞋或黑高跟鞋。 

 

圖 3-23：祭孔典禮男士祭祀服裝 

 

    這三個時期釋奠禮的祭祀程式從古至今，從繁複盛大到簡約，隨著時代文

化、人文世態的變革而有所不同，但祭祀時還是以虔誠的心，非常尊敬謹慎，並

沒有因為如此而草草的舉辦祭孔儀式。和古法祭孔儀式程式相比較，雖然有些許

的不同，但主要還是遵照古禮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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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敦源聖廟釋奠樂 

 

第一節 釋奠樂的歷史傳承與變革 

 

    根據敦源社的古文獻記載中得知，敦源聖廟在祭孔儀式時的釋奠樂和傳統祭

孔儀式的釋奠樂有很大的不同。 

    1 在明永曆十九年至清乾隆六年〈西元一六六五至一七四一年〉，祭孔儀式釋

奠樂的樂章採用明洪武六年〈西元一三七三〉制定的「祀先師孔子樂章」，樂章

順序為：咸和之曲〈迎神〉、寧和之曲〈尊帛〉、安和之曲〈初獻禮〉、景和之曲

〈亞獻禮〉、咸和之曲〈撤饌〉、咸和之曲〈送神〉。 

    乾隆六年至乾隆八年〈西元一七四一至一七四三年〉，詩歌及樂曲改採用順

治十三年般行的新制度，改為：咸平之章〈迎神〉、寧平之章〈尊帛〉、安平之章

〈亞獻禮〉、景平之章〈終分獻禮〉、咸平之章〈撤饌〉、咸平之章〈送神〉。 

    敦源聖廟祭孔儀式的釋奠樂有：八佾歌〈由學生於祭典開始和望燎時同唱〉、

小八仙〈由司樂於祭典開始和送神時奏樂〉，其他儀式進行時都打以鐘鼓和鑼，

但敦源聖廟釋奠樂到了林教授父親那代就有所變革，傳承到了林教授時，林教授

從台南市祭孔的釋典樂中擷取其中一樂章，為「殿前吹」，於祭孔時不停重覆播

放此樂章。林教授會選取此樂章作為敦源聖廟的釋奠樂並無任何理由，只是聽了

之後覺得此樂章比較適合在敦源聖廟祭孔時播放，所以敦源聖廟的釋奠樂並無樂

生奏樂，而是以錄音機播放音樂。 

 

 

 

1 傅朝卿、廖麗君《全台首學台南市孔子廟》，台南市：台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 

  2000/9 月，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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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殿前吹樂譜 14-1： 

 
譜 4-1：殿前吹樂譜 

 

    殿前吹為台南市孔廟祭孔音樂的其中一首，從林清財所著的《台南孔廟音樂

與雅樂十三音》中，可以得知有關殿前吹的資料： 

    從以成書院保留的手抄本「同聲集抄一」一書中，已有記載「聖

駕吹〈迎神用〉」、「殿前吹〈三獻用〉」、「朝天子〈送神用〉」三首「祭

聖用樂」。另外根據樂長石榮峰的說法：「從民國五十幾年加入以成

書院時，祭孔除了用「殿前吹一曲於「望燎」；「折桂令」、「攀桂曲」

用於祭後殿的「五王」。」這個傳統沿用至今。 

1 杜潔明《台南孔廟樂局 ─ 以成書院之研究》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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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釋奠樂古今樂譜與歌詞分析 

 
    在敦源聖廟的古文獻中，記載著八佾歌的樂譜，但是在古文獻中並無記載

小八仙的樂譜或吹奏時所使用的樂器為何，所以無法研究，也因時代久遠失傳，

而無法從他人口述歷史得知此樂形式為何。 

 

八佾歌樂譜如下： 

 
譜 4-2：八佾歌樂譜(簡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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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樂譜為林教授重新以西方五線譜寫成的樂譜： 

 
譜 4-3：八佾歌樂譜(五線譜) 

 
    從樂譜中可得知，此八佾歌以 C 調為基調、樂風莊嚴、由歸仁國校作曲，

當時〈民國三十九年〉的歸仁國校為現今的歸仁國小。 

     在樂譜中可看出在第一至第四小節的旋律和快結束時的第十五小節至十八

小節基本音是一樣的，將開頭的基本音旋律重複於結尾時所用，會讓人覺得樂曲

快結束的感覺。 

曲中的歌詞為： 

敦源聖廟祭典  孔子五位帝君  萬古聖仁 

昔時  儒教尊重  是神  當時宣講  普遍天下 

孝悌忠信  禮義廉恥  大成克已  獨一無二  大家都知 

道傳世界  一點誠意  可來參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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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歌詞中不難看出，此樂是特地為敦源聖廟而作的，只有敦源聖廟才有其樂，而

此樂的內容中可以知道：敦源聖廟祭祀了五位聖人，並且說明瞭當時人們對儒教

的尊重、崇敬，宣傳儒教的風氣是多麼盛行和眾所皆知的儒教的思想，所以因而

成立了敦源聖廟，讓崇尚儒學的大眾都可以來此祭拜孔子等聖人。 

 

 

 

 

 

第三節 釋奠樂使用樂器 

 

    在民國三十九年開始，敦源聖廟祭孔時的樂器有鐘、鼓和鑼。古文獻中所記

載的八佾歌，並無以奏樂的說法來進行演奏八佾歌，而是以學生同唱的說法來進

行，所以從此可得知，當時八佾歌是無樂器演奏的，是以人聲為樂器。 

    到了現今，敦源聖廟祭孔時所使用的殿前吹音樂，因為是擷取台南市孔廟的

釋奠樂，以錄音播放形式來祭孔，不是現場演奏，所以也是沒有樂器的。但是從

林清財所著的《台南孔廟音樂與雅樂十三音》中，可以得知殿前吹是用十三音樂

器所演奏的。 

    台南孔廟釋奠樂中的殿前吹所使用的樂器為何，許常惠《雅樂十三音》，台

灣的民間音樂「十三腔」中提到： 

   「十三腔」據說以十三種樂器曲名，包括：笛、笙、簫、

提絃、和絃、鐘絃、鼓絃、貓絃、四絃、提壺、琵琶、三絃、

秦箏等十三種樂器，但一般演奏時又加入：管、楊琴、雙鈴、

扁鼓、拍板、叫鑼、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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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開登《淺述雅樂十三音由來暨樂器之種類》一書中有十三音樂器的介紹，而在

書中則提到： 

以成書院每年祭孔的十三音，是由原前清所用八音其鳴

所轉變。他的樂器增加了餅鼓、三音、雙音、叫鑼、鱷鋒。 

但另據「同聲集」說法：『文教之雅樂，意別文人之韻事，』

實為雅頌昇平，故不可與俗樂同日而語也，其樂之種類有叫

鑼、鱷鋒、餅鼓、檀板、三音、雙音，其次如；合笛、簫、

笙、管、琵琶、三絃及胡琴七種。但胡琴則含：提絃、和絃、

鐘絃、鼓絃、提壺、貓絃等為十三音，製於雙清、秦箏，亦

陳鳴锵部郎重興以成書院時所添設之樂器。』 

 

上述樂器圖如下： 

 

 

 

圖 4-1：笛 
 

圖 4-2：笙 

 

 

圖 4-3：簫 圖 4-4：提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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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和絃 

 

圖 4-6：鐘絃 

 

 

圖 4-7：鼓絃 

 

 

圖 4-8：貓絃 

 

 

 

圖 4-9：四絃 

 

 
 

圖 4-10：提壺 

 
圖 4-11：琵琶 

 

 

 

圖 4-12：三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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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秦箏 

 

 

圖 4-14：管 

 
圖 4-15：楊琴 

 

圖 4-16：雙鈴 

 
圖 4-17：扁鼓 

 
圖 4-18：檀板 

 

圖 4-19：叫鑼 

 

圖 4-20：鱷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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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三音 

 

 

圖 4-22：雙清 

 
    在林開登另外一本書《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二五三四周年誕生釋奠暨以成書院

一五 0 周年特刊》中，也有提到樂器的介紹和樂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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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至聖先師孔子博學多聞，是智慧的象徵，在春秋末年時，孔子逝世，魯哀公

為紀念孔子偉大的情操，將孔子於山東故居蓋改設為廟堂並且將孔子生前的衣、

冠、琴、車、書等保存其中，定時舉行祭祀活動傳承至今，制定一套祭孔儀式，

釋奠禮、釋奠樂、釋典佾舞。 

    在台灣孔子也扮演了非常重要的角色，設立了許的大大小小多孔廟，傳承發

揚儒學並且祭祀孔子，直到一九五二年台灣政府規定於孔子誕辰國立九月二十八

日舉行祭孔儀式，也為教師節。 

    台灣許多孔廟中，有官設也有私設孔廟，我所研究就為私人設立的孔廟，在

研究中發現，私人設立的孔廟與官設孔廟在釋奠文化中有很大的不同，無論是在

儀禮、音樂和舞蹈方面。雖然在文化上有著許多的不同，但是其背後目的都是為

了崇揚儒學與之傳承，藉由孔子智慧的象徵設立孔廟並且祭祀孔子，所以孔廟的

設立大多伴隨著學堂，教授儒學。 

     敦源聖廟當初的設立也是因了崇揚儒學，從當初的惜字紙會到敦源社成

立，再進而轉變成敦源聖廟祭祀孔子等聖賢。也是因為私人設立關係，敦源聖廟

是從仁壽宮發展出來的，所以在初設祭祀孔子時，雖然有祭祀文化，但卻不是依

照古禮進行，而是受到道教文化影響，在每年十一月四日，以道教祭祀方式來祭

祀孔子，雖然如此，但在其背後尊崇敬祀孔子的想法是不變的。 

     直到民國三十九年才改變，依照古禮進行祭祀，有音樂沒有舞蹈，雖然儀

式是遵照古禮進行，但在音樂方面卻沒有，沒有所謂的大成樂章等，而是自己創

立八佾歌和小八仙的祭祀音樂，用於祭祀時演奏。在傳承時中間有一段灰色地

帶，八佾歌因有古文獻樂譜記載所以流傳至今，但小八仙在古文獻中卻無記載，

而了解這些文化的人也在不久前逝世了，所以至此小八仙音樂為何不得而之。直

到現在，由林教授接手管理後，才改成截取台南市孔廟祭孔音樂中店前吹一曲於

敦源聖廟祭祀時用錄音機循環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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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行政方面，從一開始每年祭孔典禮都會在祭孔前幾天選出主祭官與陪幾官

等，到現在變成由新豐區五個鄉市輪流主辦，五個鄉市長輪流成為主祭官，陪幾

官就為其於四個鄉市長。 

    研究至此發現，私人設立孔廟 ─ 敦源聖廟，無論是在釋奠禮、釋奠樂、釋

奠佾舞，都和官設孔廟有很大不同，不同於一般傳統祭孔模式。當初設立只是抱

持著想要崇揚儒學的心，祭祀孔子等聖賢，受到道教文化影響，將道教祭拜儀式

套於祭孔儀式中，不知古禮祭孔的禮節，所以在音樂與舞蹈方面也是如此。 

    私人設立的孔廟，在祭祀文化想法上，不像官方孔廟那樣來的制式化，可以

依照當時的情況而有所變化，但大制上都還是相同的，祭祀孔子尊崇的心還是沒

改變，每一個步驟還是很謹慎在進行。 

    音樂文化上，從八佾歌、小八仙到現在的殿前吹，這之中因為人性的和世態

的轉變，從一開始盛大舉辦，有音樂有樂器，還有學生同唱等。至今，祭孔典禮

不像以往那樣盛大，而是以簡單不隨便不失莊重並且傳承了敦源聖廟以往祭孔儀

式的遵旨為基礎來進行祭祀儀式，進而成為現在使用台南市孔廟祭孔釋奠樂用錄

音機播放殿前吹一曲。 

    敦源聖廟祭孔文化雖不像官方設立的孔廟那樣，但其祭祀精神還是依然存在

的，因為人文、社會、世態的變化，祭孔儀式逐漸趨於簡單化。本論文研究將埋

沒於擁有年代久遠官設的台南市孔廟下，台南縣私人設立孔廟 ─ 敦源聖廟的祭

孔文化做詳盡的研究，成為敦源聖廟的文獻資料，供世人參考可以讓更多人了解

更多人認識敦源聖廟，而不是說到台南孔廟只想到台南市孔廟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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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敦源聖廟古文獻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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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九十七年度永康市祭孔準備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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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田野訪談口述歷史 

第一次田野工作 

2008 年 7 月 30 日 下午 10：20 分 

 

    第一次到敦源聖廟什麼人都沒有，就當要離開時，遇到一位婦人，問了一些

有關敦源聖廟的事。我跟他簡單介紹我是南華大學民音系的學生，講述我來此的

目的，她也很熱情的回問我說我要問些什麼。 

 

受訪者：當地居民，簡稱”婦人”，訪問者：鍾孟庭，簡稱”我”。 

我：這裡有人在管理嗎？ 

婦人：這裡是沒人管理的，只是會有義工來此打掃。 

我：那這裡在 9 月 28 日教師節時，還有在舉辦祭孔典禮嗎？ 

婦人：還有阿，每年都會舉辦。 

婦人：真正的管理人只有在舉行儀式時才會來此，他也是學音樂的，我只知道他 

      住在台南市，但是沒有人知道他的地址和電話，所以也沒辦法聯絡到他， 

      不過他有時候會在星期日好天氣時來整理一下，但時間都不一定，也不是 

      每個禮拜都來。 

我：好，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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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田野工作 

2008 年 9 月 26 日 下午 3:30 分 

 

    今天是祭孔儀式預演，第一次見到林教授，林教授人很好，他先將前人手寫

記錄下來，有關孔廟祭拜儀式的手書資料交給我，與我說明資料中的內容。現在

儀式中所看的稿，是用電腦打出來的文字稿。前人手稿資料中，裡頭有祭文的寫

法，典禮中會將祭文寫在黃紙上，儀式完成再將它燒掉；所有的儀式程式；記載

儀式中所要準備的供品食物；儀式中音樂的樂譜。 

 

→受訪者：林嘉璋林教授，簡稱”林”，訪問者：鍾孟庭，簡稱”我”。 

我：前人手稿資料中的樂譜是？ 

林：樂譜是前人自己寫的，儀式中所用的，現在已經失傳；有想過要再呈現，找 

    國小合唱團唱，但因為效果不佳所以就沒有延用古代的音樂。 

我：現在的祭孔典禮儀式音樂是使用？ 

林：現在儀式所用的音樂是在台南孔廟買的祭孔音樂 CD，從中節錄一段音樂「殿 

前吹」，做為現在敦源聖廟的祭孔音樂。 

我：每年都會由五個鄉鎮市(永康、歸仁、仁德、關廟、龍崎)輪流舉辦嗎？ 

林：對，沒錯，今年是由永康舉辦。 

我：每年的祭典儀式有留下影音資料嗎？ 

林：都沒有。 

我：主祭官和陪祭官每年都是由同樣的人所擔當嗎？ 

林：沒有，不一樣。今年是輪到永康主辦，所以永康代表為主祭官；其他四鄉鎮 

代表為陪祭官，看那年由誰主辦就是主祭官，所以主祭官和陪祭官人數都不 

變都是五個人。 

我：來參加祭孔儀式的學生是？ 

林：學生是國中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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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主辦單位自己找學生來參加？ 

林：對。以前會更多，基本上都會找國小、國中，去函溝通派代表學生來參加。

現在人數較少是因為學生課業繁忙，國小生又因為安危的問題所以就無法參

加，但是基本上會有一班至兩班的學生來參加祭孔儀式。 

我：我在網路上有查到，在畢業的時候，有些學校會帶畢業生來祭拜是因為？ 

林：畢業生是因為，在他們的觀點上，孔子就像類似道教的文昌君，希望考試順

利將准考證放在神桌上拜拜，是學校自己帶學生來祭拜的，不屬於祭孔的範

圍。 

我：神桌上供奉的神像是孔子嗎？我在網路上查到之前孔子神像被偷？ 

林：對，現在這個不知道是誰拿來被誰黏上去的。因為管理基本上是開放的，每 

天會有人來鎖，所以也不知道是誰。之前有去問過台北和台南比較大的孔 

廟，沒有放神像，只有牌位。 

我：請問林教授是從何時接手管理敦源聖廟的？ 

林：我本身是因為我祖父他管理這裡，林宗慶先生─副鄉長。這個地區原來是一

個類似讀書會、私塾，有一些人想要學點東西，所以就在這成立了敦源社。 

    後來就成為惜字會，將學字用過的紙或一些別人寫過不要的紙，回收集合起 

來拿去換錢，將這筆錢和一些地方人士所捐獻的資金拿來建設，慢慢的擴 

大，成為現今的孔廟。以前的孔廟就只有旁邊的建築，後來慢慢擴大。 

當初是由林教授祖父和一些同好一起組成的社團，將之慢慢擴大。這裡的土 

地是私人的，以前都是水果園，有請人管理，現在想要捐給政府機關。而私 

人的土地是因為以前政府不能成立孔廟，所以就找一些人用他們的名義做登 

記，來成立孔廟，雖然土地是私人的，但是當初他們都有寫說願意將土地讓 

出來。 

我：辦這個活動的經費是怎麼來的？ 

林：辦活動和整修都需要經費，會開會議討論，大概一個鄉鎮補助一 萬元。之 

    前有先問說一年種共需要多少金費再由 5 個鄉鎮平攤，而今年看哪個鄉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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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就多補助一萬元，但這也不一定，像龍崎這個鄉鎮因為比較小所以他們主 

    辦時也只能補助一萬。經費來源還有在祭孔儀式當天，有人善心人士的捐助 

    資金。 

我：惜字會是在日治時期成立的嗎？ 

林：在日治時期以前就已經成立了。 

我：那在那時候就已經有幾孔儀式了嗎？ 

林：我想是有的，因為前人的手稿資料是在民國三十八年寫的。 

我：所以這些典禮儀式的相關事情都是由林教授祖父傳下來的？ 

林：對。先傳給我爸再傳給我。但是因為在爸爸接手時，林教授在台北師大當教 

授，所以都居住在臺北，沒有參與到祭孔儀式活動，所以也不是很瞭解，就 

漸漸沒落，以前都是很盛大的，還有辦桌，前人資料中就有說明到參加儀式 

中有四五百人。 

我：這裡的祭孔儀式有舞生在跳舞嗎？ 

林：沒有，就只有放音樂。 

林：就他所知，敦源聖廟也不算是真正的孔廟，其實有點結合了道教，要拿香拜 

拜，因為照理講傳統的孔廟祭拜都需要敔和柷。 

我：桌上祭典儀式上所用的白布是做什麼用的？ 

林：那個拜完是要拿去燒掉的。 

 

永康市公所課長簡稱”課長” 

 

我：請問永康市的課長，你們每年都會參加嗎? 

課長：沒有，他們都是第一次參加，如果今年輪到他們，他們會在前年先來參觀 

預演儀式是如何進行的。前年是由龍崎鄉單位主辦，現在公務人員都是由 

女生居多，所以前年龍崎鄉幾乎都是由女生擔任，不太好，因為根據禮記 

記載，女生不宜擔任，所以女生都在外場打雜，而主祭官諾是女性的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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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 

我：那服裝方面，每個鄉鎮都不一樣，那你們會有自己一套祭孔儀式服裝嗎？ 

課長：對。每個鄉鎮都不一樣。他們是穿現代服，襯衫加長褲。我們是準備了唐 

裝和功夫鞋。因為是五個鄉鎮輪流，所以每年都會不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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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田野工作 

2008 年 9 月 28 日 上午 9 點 45 分 

 

    祭孔儀式典禮完之後，我們進到廟內一一將每樣祭品拍攝下來，並且訪問準

備祭品牲禮的人〈林教授的嬸嬸、叔叔和姐姐〉，看供奉的每樣牲禮上，是否都

含有特殊含意，或者是有那幾樣是特定的東西。 

 

受訪者：林教授的親人〈有林教授的四姨、姨丈和姐姐〉，簡稱“婆婆、阿伯和 

姐姐＂。林嘉璋教授，簡稱“林＂。 

訪問者：鍾孟庭，簡稱“我＂。 

 

我：請問一下有特定要用什麼祭品，有固定的嗎？ 

姐姐：供桌上中間用高腳容器裝的牲禮沒有固定，只有前四樣的豬腳、鹹魚、牛 

肉和羊肉在這二十四項的供品中是必要的牲禮，放在供桌前面用紅色長型 

盤子裝的五樣的牲禮，有雞、豬肉、魚、蛋和海鮮，這五樣合稱為五牲。 

擺放在五牲右邊的紅龜粿、白米飯也一定要，還有麵〈台灣的油麵〉黃色 

的那種油麵〈當天是買一整包泡麵代替油麵〉也是必要的牲禮。 

 

    我看到在二十四項供品後方還擺放了許多東西，有一位阿伯在收，把東西裝

進塑膠袋，我就用台語問了那位阿伯那些東西的名稱。 

 

我：〈台語〉那擺放在二十四項供品後的東西有什麼呢？ 

我：〈台語〉阿伯我不知道那些東西是什麼，那些叫什麼名子？ 

阿伯：〈台語〉單搭！ 

我：聽不懂所以一臉疑問？ 

姐姐：〈台〉你說那個他們聽唔啦！就是“賽的＂就對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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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聽不懂？ 

姐姐：阿伯要把原本裝進塑膠袋包起來的打開給我們用看的，就知道了。 

我：請問那位阿伯是……….。 

姐姐：他是專門在準備牲禮的人〈主要祭祀的人〉，這些〈後面的供品〉幾乎都 

是他在用的，比我們還要清楚的。 

 

    阿伯將他放進塑膠袋的東西一一拿出來給我看，並參雜了國語解釋給我們

聽。 

 

阿伯：這個豆〈黃豆〉、這個鹽、這個糖、薑，這四個合起來叫“山珍海味＂； 

這些是搭的〈乾的〉東西，有四個。 

 

    桌上另一堆還放了六樣，有香菇、米粉、冬粉、木耳，金針和像髮菜的東西。 

 

我：這是木耳嗎？ 

阿伯：對，那是木耳！ 

我：這是金針花？ 

阿伯：金針！ 

我：金針菇！ 

姐姐：金針啦！不是金針菇，金針就好。 

我：那個黑黑的是洋菜嗎？ 

阿伯：不是！ 

我：那是海蜇皮嗎？ 

 

我們聽不太懂阿伯說的，姐姐就幫我們解釋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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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那個是像在做菜圓的那種，洗一洗會結成凍的，我不會講他的名子。 

我：愛玉喔！是像愛玉那樣。 

姐姐：不是！不是愛玉。 

我：好難喔！ 

 

    之後阿伯將除了山珍海味那四樣，剩下的十二樣東西分兩邊解釋給我們聽。 

 

阿伯：剛剛那金針那些六樣是濕的，剩下的四樣是乾的，所以叫“單搭＂。 

我：喔！這時恍然大悟，原來是濕的和乾的台語合起來叫“單搭＂。 

我：那濕的那些東西是固定的嗎？ 

阿伯：對！六個。 

我：都要六個就對了，乾的和濕的都各要六個。 

阿伯：十二項，十二項叫“單搭＂。 

 

阿伯又拿了前面的小茶壺，和我們解釋。 

 

阿伯：這是“四溝茶＂〈台語〉。 

我：裡面有什麼？ 

阿伯：當歸、哩阿〈台語〉、一貴〈台語〉。 

 

我們聽到都一臉疑惑，這時林教授近來幫我們解釋。 

 

林：一貴，是柿子餅。 

阿伯：笑了一下，忘記最後一項。 

婆婆：四果茶很好喝。 

教授：最後一個是龍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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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把那四樣重複說了一便。說到哩阿的時候就問是什麼？ 

 

林：哩阿是金吉的台語。 

我：喔！原來如此。 

 

    問完後就跟大家聊了一天，問問婆婆會不會累之纇的，供桌上還跑來一堆螞

蟻來偷吃供品，阿伯婆婆還拿了紅龜粿給我們吃，和林教授拍了合照，幫忙搬東

西收東西，之後又問了阿伯一些問題。 

 

我：阿伯，這些東西都是你在準備得嗎，那你參加這個活動幾年了？ 

阿伯：對，他準備的。參加一、二十年了。 

我：那你是這裡的人嗎？ 

阿伯：對。 

我：住這裡嗎？ 

阿伯：住在仁德八角。 

 

    我們跟阿伯問了姓名，他叫吳神惠，一開始還開玩笑的說，要知道我名子做

什麼，還問說地址要不要，阿伯很友善，之後跟他要了聯絡方式，阿伯也問了我

們在哪裡讀書住在哪裡。林教授說阿伯以前是當憲兵的很帥，以前他也有參加這

裡的一些活動。姐姐說我們今天真的來對了，可以問到這麼資深的人。林教授說

阿伯八十一歲了，還天天下田去種田，身體硬朗。 

 

    林教授指了一下孔子牌位，說他今天早上，把之前不知道是哪位民眾在孔廟

祭典前，搬來一個孔子的小神像黏在神桌上，林教授用工具把他拆掉了。他說我

們是有人在管理，但是屬於開放式的空間，之前擺放神桌的門是沒有鎖起來的，

所以之前還有民眾把土地公的神像搬進來擺放在神桌上，林教授就把土地公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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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去放，說民眾真的是亂來。林教授想一想之後還是覺得把門鎖起來不讓民眾

進去，如果民眾想要用跳的進去也沒有辦法了。 

    林教授還說到之前看了一個文獻，上面有提及到一項工作，提到有個資深的

匾額師父是在做台灣的匾額，他發現懸掛在敦源聖廟神桌上的匾額後來有再被加

上一些字，認為這塊匾額應該是日據時代以前的，因為以前不能出現有中華民國

幾年的字樣，所以用另一塊木頭把他遮住。匾額上原本日期的字是用雕刻的，但

現在上半部是用木頭黏上去的，所以正確的字應該是隱藏在木頭裡，所以在做匾

額的師傅在懷疑這塊匾額不知道是什麼時候的，希望林教授把那塊木頭拆下來

看。 

 

要回家前跟林教授要了音樂的檔案。 

 

我：林教授我可以跟您要音樂的檔案嗎？ 

林：卡帶被永康公所的人帶回去了，我忘了跟他要回來。 

林：音樂是我從台南市孔廟祭典音樂中擷取殿前吹的部分，所以去台南市孔廟就 

    買的到了，還是我買一張給你。 

我：沒關係沒關係，我自己去買就可以了，謝謝。 

我：那音樂是擷取殿前吹的一部分，還是殿前吹整首？ 

林：殿前吹的整首。 

我：那我之後在跟您約時間把資料拿給你。 

 

    林教授的姐姐在廟裡說：阿伯看到外面柱子上的對聯寫著祖國文化，叫他們

以後不要寫祖國文化，有點生氣的說我們又不是大陸人，寫什麼祖國文化。 

 

林：阿伯太激烈了啦！ 

我：柱子上對聯是以前就有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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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因為曬太陽，淋雨，寫在紅色紙上的對聯都會退色，所以貼在外面的是前幾 

天寫好今天才黏上去的，而裡面的因為有屋頂遮住所以都還很清楚。 

我：那每年寫的都一樣嗎？ 

林：每年應該都一樣的，因為那個有稿可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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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 12 月 19 日 下午 1 點 

第四次田野工作 

 

    之前和林教授約好今天要交換資料，順便吃個飯。林教授帶我們去餐廳吃中

餐，坐下來點完餐以後，我們就開始聊天，邊聊邊訪問。 

 

訪問者：鍾孟庭，簡稱“我＂。 

受訪者：林嘉璋教授，簡稱“林＂。 

 

    林教授手上拿了一本民國三十幾年前傳承下來古書文獻，裡頭紀錄有關敦源

聖廟祭孔儀式所有的事項，並且和我解釋一下古文獻大概內容。 

 

林：書中說到之前的人們有創立一個會，叫惜字會。惜字會就是說，以前的人認 

    為寫字的紙很可貴，所以他們就把一些人家寫過不要的紙撿起來收集，其實 

    現在來講就是撿垃圾的，像資源回收那樣，把紙拿去賣，經過幾年之後，他 

    們就把紙賣來的錢和一些善心人士樂捐的錢拿來蓋一間亭，集合大家在那邊 

    讀書認字設私塾。 

    後來碰到日據時代，日本統治，反對漢文化，所以那時候他們把敦源聖廟裡 

    匾額上的國字用另一塊木頭遮起來。古文獻中有一張是寫到，釋奠禮儀式的 

    每個步驟程式，林教授說現在他們都有用電腦打出一張搞，傳下去，還有祝 

    文也是。因為敦源聖廟祭孔是由新豐社區五個鄉鎮輪流主辦的，所以有些祭 

    祀程序會因那時的主辦單位而改變或廢棄，或要求祭典的器具，例如：祭典 

    時，一開始主祭官要在洗臉檯洗手，但是我們卻用水盆再放個毛巾而以，所 

    以主辦單位就要求說能不能找到古時候的洗臉台。林教授說雖然這是應該要 

    的但是現在不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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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獻中還有記載古時候祭典音樂的樂譜，而林教授之前就把古文獻上的樂

譜用 C 大調填寫在五線譜上。 

 

林：古文獻中的音樂已經失傳，之前有想過要再把音樂重現，所以找了國小的合 

    唱團，但是唱出來的效果不好所以就放棄了。 

 

古文獻上的樂譜有寫是“歸仁國校＂所作曲的。 

 

我：歸仁國校是哪間學校？ 

林：應該是歸仁國小或國中，我也不知道。應該是那時候學校的音樂老師寫的。 

 

    林教授說以前他們祭孔時會邀請國、中、小學校來參加祭典，他們都會來。

可是現在去邀請，學校方面可能就是派個一班出來代表參加，顧慮到很多，例如：

如果是假日的話，有安全因素考量、像這次就遇到颱風；或者是如果在平日的時

候，學生是不是又要請假來等等…。所以現在這個部分林教授就只有約歸仁國中

的學生來參加，之前有很多間學校就沒邀了。 

 

我：敦源聖廟管理人是從林教授的阿公到林教授的爸爸，再傳給你嗎？ 

林：對阿！在我祖父那年代己恐時有請客請很多，場面很盛大，席開五、六十桌。 

我：那時候祭典完還要請客喔？ 

林：就拜拜嗎，像大拜拜那樣，大家來廟裡參拜完之後就一起把祭祀用供品吃掉。 

   所以從古文獻中可以可想而知為何要準備這麼多東西來祭拜了。我記得我小 

   的時候還看過一整頭豬的。後來因為林教授的阿公身體不好，後來就慢慢慢 

   慢的沒有再用那麼多了。到我父親接手的時候，那時現況就跟現在差不多了。 

   我們的孔廟不是以營利為主，所以很少幾乎沒有人會捐錢，但因為要花一筆 

   錢要修理孔廟的話，就要募捐，像現在有很多東西都要維修，一動就要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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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可是捐款的人不會很多。 

我：對阿！那天我有看到捐款名單上捐款的只有少數人而已，大部分都是各鄉鎮 

    公所的捐款。 

林：那個是後來我們有再去討論，本來提出來是要捐給政府，但那時候新豐地區 

    的各鄉鎮就說那就我們來維持管理。在那時候我有去開會，他們就說每次祭 

    典一年大概要花多少錢，然後去平分，我就大概估了五、六萬，六、七萬， 

    每個鄉鎮一年一萬，諾是輪到那年是主祭的鄉鎮就捐兩萬，只有龍崎鎮，因 

    為他比較小所以他都是捐一萬。 

我：那天有看到最後大家走的時候有發餐盒，餐盒是代表像以前請客辦流水席那 

    樣嗎？ 

林：沒有，那是後來我們覺得說，想說就當個伴手禮給學生帶回家。要不然人家 

    幹嘛來參加，因為我們也不是什麼香火鼎盛的廟，如果是香火鼎盛的廟就會 

    有學生來放准考證。但是之前有學生來放准考證考上了來還願，就買了一些 

    東西，例如：很多香放在那邊。我們就用，用完了再去買。還有一個人也是 

    在這拜拜，去澎湖考上了公務人員，所以每年都會捐個一、兩千塊，如果他 

    沒空他媽媽有時候會代替他來。 

    所以這樣每一年下來，現在身邊還有五、六十萬。但是諾這些錢要拿去整修 

    敦源聖廟的話，根本就不夠，所以我現在在頭大，因為那些樑柱都已經被腐 

    蝕掉了，也不知道該怎麼辦，要把這間廟給新豐社區管，他們也沒辦法馬上 

    接手，所以他在有一個法律公文下來，所以我大概會去成立一個民間團體， 

    把之前那個敦源社重新立案，有包括以前那些登記在敦源社名下的土地，他 

    現在都沒辦法處裡。 

我：土地是說？ 

林：土地就是之前大家結合起來買的，你買一塊，我買一塊，土地的名子大家都 

    有，也有已經過戶的，過戶給敦源社的。他就一個公告來說，在新豐區各地 

    有很多小小的土地都登記在敦源社名下，必須要提出證明這些土地是跟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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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的。 

我：可是這些土地又不知道是誰的，怎麼證明？ 

林：所以現在變成我要重新立案，在古文獻上有記載什麼時候開始有敦源社裡面 

    都有寫，表示說有這個存在，把這些資料附上去，重新取得那些土地，然後 

    再把那些土地捐給縣政府，要不然他沒有辦法過戶。 

我：所以就是要先有一個人證明那些土地是他的，才能把這些過戶給別人。 

林：現在就是要趕快把這些事用一用。其實以前這些事我都沒再接觸，都是我爸 

    爸、媽媽和姐姐再用，我都住在臺北，如果祭孔那天有回台南就會去，如果 

    沒有就在臺北，事這幾年我退休下來才有再幫他們用。 

    之前就一直因為這件事煩惱，像新豐地區的永康，他土地本來就比較大，永 

    康現在改成市嘛！所以他們一直表明很多次，說他們自己就有很多廟，本身 

    在台南縣就有孔子廟，在麻豆還滿大的，所以永康市一直想要和我們分開， 

    可事他又一直再跟我們計較他們出兩萬塊，出比較多，好像出兩萬塊就要把 

    等同的價值給他，我再想啦。你看像我們每年花了這麼多時間去弄祭典，那 

    有再計較這麼多。 

我：現在的人心態都是比較計較利益問題，比較現實啦。 

林：對阿！那我的任務想法就是說，趕快弄一弄捐給政府，看他們要怎麼管理運 

    用比較好。這本來幾年前就已經再談了，就是要捐給政府，至於要怎麼去利 

    用就看政府了…。像之前他們在開會的時候，我們台南歸仁鄉那邊不是有個 

    廟嗎？ 

我：有個廟？事敦源聖廟那條馬路往回走的那個大廟嗎？ 

林：對對對！那個大廟是道教的。他們曾經開會的時候，鄉長就說要把孔廟讓歸 

    仁那間大廟去管，可是我們後來想到裡面有個老先生他在開會時說，他說當 

    初設這間大廟的意義就是說，因為孔廟是儒家的，儒家和道家不相為合，把 

    儒家讓道家來管變成不倫不類，所以說他就反對。 

我：我之前在看古文獻的資料，裡面寫說在祭典時有拜拜那些，還有請道士來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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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請神？ 

林：所以我在看那個歷史，其實我公公本身是那個歸仁鄉廟裡的長老，他曾經做 

    到副鄉長，所以他後來退休之後就不管這個，就只在裡面當委員的大老，做 

    大老就要出比較多錢，設壇什麼的，用一些有的沒有的，他本身就是道教的， 

    之後他們那些人想要去設一個讀書的地方，後來就變成敦源聖廟，結合了文 

    昌君，結合了道教，所以就是說他們原本廟裡面的一些人跑出來再設立一間 

    廟。 

   所以人家都這樣講了，我們就不給他們管，留著自己管理，最好是看政府要 

   不要接收。不過我們管了這麼多年，也沒有什麼生財之道，越管越落後，然 

   後想要經營這些，但他們都只看到那塊地，想要蓋東西、一些活動中心啦！ 

   什麼的，鄉長也是這麼想。 

我：我看到孔廟旁邊有幾塊小地還有人在種菜什麼的？ 

林：對！那個是他們的土地。 

我：所以說旁邊那些種菜的土地都是別人的。 

林：恩，像後面重建的花園以前是種竹子的。因為現在鄉長答應說列預算，預算 

    通過，就把環境整理了一下。 

我：那請問林教授小時候在祭典時，有沒有看過什麼鑼、鼓，聽過小八仙的音樂？ 

   因為我在古文獻中有看到他們有寫出來。 

林：鑼鼓一定有，可是小八仙要再問。 

 

    我們就把古文獻拿出來一起研究，看到裡面寫著同唱黨歌，把原本的字附蓋

掉，原本是寫同唱八佾歌，再樂奏小八仙。 

 

我：所以我想說會不會是有什麼嗩吶之纇的樂器。 

林：要問問看那些比較資深的人，可能比較清楚。如果早一步就好，因為我姑丈 

    過世了，他本來是學漢字的，從小就再那個地方跑來跑去，和那地區的地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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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熟的，他是畫畫的老師，可是因為他學漢字所以他有出過語言的書，搞不 

   好問他就知道，可是來不及了。 

林：我再想改成黨歌可能有兩個原因，一個是：因為歷經日據時代，所以有一個 

    階段是空白的，不能把這個傳下去。第二：後來台灣被國民政府接收了，所 

    以就改成黨歌，因為我祖父也是國民黨的黨員。 

 

    之後我們就和林教授要了一下個的資本資料，談到林教授的父親在民國八十

三年過世的，而林教授是九十二年退休的，所以八十三年到九十二年那段時間都

是林教授的媽媽再準備祭典的，除非那段時間教師節是在假日的話就會回來幫

忙。至於小八仙和祭典時有哪些樂器演奏，林教授還要再幫我問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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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 4 月 20 日 上午 10 點 40 分 

第五次田野工作 

 

    敦源聖廟之前是從歸仁仁壽宮分支出來的，所以我在想，敦源聖廟以前祭孔

音樂 ─ 小八仙，是否也是從仁壽宮傳過來的，所以就前往仁壽宮詢問。 

 

受訪者：仁壽宮櫃檯服務人員，簡稱「小姐」。 

訪問者：鍾孟庭，簡稱「我」。 

 

我：請問一下，我是南華大學民族音樂學系的學生。請問你們每年有什麼祭典活 

    動？這些活動有音樂嗎？ 

小姐：有啊！每年有很多是祭典，我們有請國樂社來演奏。 

我：因為我在做有關於敦源聖廟的研究。他們以前祭孔時有演奏「小八仙」的曲 

    子，而敦源聖廟是從仁壽宮分支出去的，所以我在想你們的祭典音樂中是不 

    是也有一首叫小八仙的曲子呢？ 

小姐：沒有耶！我們沒有這首曲子。 

我：嗯嗯！我瞭解了，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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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田野民族誌   

第一次田野工作  

2008 年 7 月 30 日 下午 16：50 分  

 

    從網路上查到敦源聖廟的地址是台南縣歸仁鄉忠孝路旁，但是忠孝路有分南

北，所以不知道他正確的位置。一開始騎著摩托車先往南找，結果沒有，再回頭

往北找，差一點就飄過去了，因為敦源聖廟雖然在路旁，但卻是在斜斜的巷子口，

所以很不起眼。 

    下車後從外面一看，有點傻眼，因為和我所想像的不同，他不像台南市第一

古蹟的孔廟一樣盛大，小小的(圖片)，走進去後，道路兩旁種滿了果實纍纍的龍

眼樹，還滿想摘來吃的，廟裡頭供奉著孔子牌位，牌位前有一香爐，讓大家上香

祭拜，裡面一個人都沒有，也沒有人來參觀，更沒有所謂的祭拜器具，空蕩蕩。

廟旁有一金爐，廟的門上都有寫著門聯，但有些都一殘破不堪，廟裡只有中間供

奉著孔子的牌位，其兩旁什麼都沒有，供桌的旁邊有放著幾本佛經的書和祭祀用

的香，找不到任何有關此廟的歷史資料書籍，而我也在此祭拜了孔子，跟他訴說

一下我來的理由，希望他保佑我做論文順利。 

    廟裡的左牆壁上有一石碑，刻著輔佐國學人的姓名，因為在民國二十六年期

間有設義學，石碑是在中華民國三十九年時候刻成的，現在許多自已模糊不清看

不清楚了。此廟分為正中(供奉孔子的牌位)和右側小房子，但小房子內上了鎖，

所以無法參觀。第一次田野遇到了瓶頸，因為沒有人可以問，也不知道管理這間

廟的人在哪，很怕說這裡已經沒有在舉辦祭孔儀式了。 

    就當要離開為去之際，這時遇到了一位在地居民的婦人走進來，趕快向前問

她ㄧ些有關敦源聖廟的事，而她也很好新、熱情的回答我。問完之後，有點傻住

了，她說他知道有一位廟方管理人，但偶爾才會來，也不知道他的聯絡方式，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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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我頓時間都不知道該怎麼辦了，只好先回去把所有資料找齊準備好，教師節

當天舉行儀式時把田野做好，在和那位先生留資料找時間去訪問他。 

    不過好險有遇到這位婦人，解開我的疑惑，真是謝謝他，果然有拜孔子有保

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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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 9 月 26 日  

第二次田野工作  

 

    今天是敦源聖廟幾孔儀式預演，阿瑪陪我ㄧ起到敦源聖廟做田野工作。心裡

有點緊張，因為這是我第一次見到林教授本人，之前只和他通過一次電話，跟他

說明我的來歷和目的，很怕林教授會不讓我採訪，這就糟糕了。 

    走進敦源聖廟後，看到一位中年男子在忙進忙出，心想這一定就是林教授

了，所以就向前尋問，果真是如此。林教授人很熱忱，一見到我們很有友善的和

我們打招呼，馬上就先把他準備好的資料拿給我，叫我先看一下，有什麼問題再

問他。聽完後我超開心，因為林教授人很好，之前的擔心是多於的。之後我們就

做了一些訪問，直到永康公所的人到來要開始預演。 

    預演時我們將儀式錄影下來，仔細的研究，深怕祭孔當天會遺漏了什麼。拍

攝的同時也有另外一位攝影伯伯，他問我們是做什麼的，跟他說明之後，他很好

心的將他手上工作人員資料給我們，他說他以前是在跑新聞的!，所以他知道這

種感覺，彼此互相照應，真的很謝謝他。之後我跑去和這次主辦單位永康市的趙

小姐詢問一些事情。 

她很有防備心，不讓我錄音，之後就拿了一張當天祭孔儀式的程式表給我，

就停止訪問了，我也只好放棄繼續追問，但是還是很開心有拿到資料。 

等到預演完，我們又再和林教授聊了一下，也祭拜了孔子。走的時候，訪問

了永康市的課長，他人也很好，訪問時還一直和我們開玩笑，而且那時大家有點

趕著要走，但他還是接受了我的訪問。 

    真的很開心身平第一次做田野，就遇到這麼多很熱心幫助我的人，讓我的論

文可以順利的做下去，希望後天的祭孔也能順順利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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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 9 月 28 日 

第三次田野工作  

 

    這天是教師節也是一年一度祭祀孔子誕辰的大日子。但天空不做美，下起了

大雨颳起了大風，因為前一天晚上有強烈颱風(薔蜜)登入台灣。 

    九月二十六號祭孔典禮預演時，天空只是偶爾飄著小雨，也沒有感覺到有颱

風入侵，而我因為有些資料放在嘉義，要回嘉義拿，所以問了林教授當天祭孔典

禮是幾點開始的，他說他們通常差不多六、七點就會到敦源聖廟，叫我們七點左

右就可以去了。 

    九月二十六號這天，我從台南回到了嘉義，把預演的資料整理一下，做了一

些問卷，二十八號座一大早的車趕去台南。但我萬萬沒想到才隔一天而已，薔蜜

颱風從原本的輕颱不斷增強，到了祭孔典禮前一天變成了強烈颱風，二十七號那

天晚上，我非常的緊張，從八點就一直坐在電視機前面，不斷看著新聞的跑馬燈，

等待新聞局宣佈停止上班停止上課的消息，一直等到晚上十二點多。以前看到宣

佈放假都會很開心，但這次卻很不希望他放假，因為祭孔典禮一年只有一次，如

果錯過這次因為颱風停辦，那我的論文就無法繼續完成了，所以我很緊張，希望

不要放假。 

    在等待新聞宣佈消息的同時，我也不停的和林教授通電話，問他會不會因為

颱風而停辦，林教授也很緊張，也不確定要不要停辦，而在我與林教授通電話的

同時，我從電話那端聽到，他們正忙著準備明天典禮所要用的供品，非常忙碌。

之後林教授也一直在和主辦單位〈永康公所〉的人通電話確定明天的祭孔典禮是

否要舉行。等到了晚上十點多，新聞終於宣佈全台放假的消息，心頓時涼了一下，

想說完蛋了，祭孔典禮要停辦了嗎？ 

    這時後馬上打電話去問林教授，通完電話後讓我覺得有一現生機，因為林教

授說，主辦單位〈永康公所〉的負責人說視明天情況而定，所以還不確定要不要

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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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八號當天，還很擔心沒有火車可以做，好險火車並未停駛，但外面

卻刮著大風下著雨，早上五點的天空只有一點點的亮光，我獨自一人從民雄騎著

車和狂風搏鬥到嘉義火車站，六點多到了台南中州火車站和阿瑪〈黃淯潔─幫助

我做田野的同學〉碰面，我們兩個一到火車站都傻了，因為風很大雨也很大，想

說祭孔典禮一定辦不成了，但我們還是不放棄。我們兩個先去早餐店坐著吃早餐

邊等另外一位幫忙的朋友來，等到了七點半快八點時，雨有小一點，就趕快打電

話問問林教授是否有正常舉行祭孔儀式，打給他時他說他們六點多就已經到敦源

聖廟在準備了，心中傻笑了一下，因為我們還坐在早餐店悠閒的吃早餐，講完後

馬上騎著摩托車到敦源聖廟。 

    那天風真的很大，騎機車很不穩有點恐怖，我們很狼狽的騎到了敦源聖廟，

頭髮鞋子都濕了，還在門口拍了一張合照作當紀念，但是看到敦源聖廟裡，很多

人很忙碌在準備很開心，很高興沒有停辦。而這是我第一次參加祭孔典禮，還有

颱風伴隨，我想我應該忘不了這難能可貴的回憶吧！ 

    和林教授打了招呼後，把相機準備好，阿瑪負責攝影而我負責拍照，這時的

心情有點緊張，很怕遺漏了什麼。而我還在煩惱準備好的問卷，應該要在祭典前

先問民眾和學生是否有意願幫我填問卷，還是等祭典完之後再和他們說請他們幫

我填問卷，最後決定祭典完之後再問，但又很怕祭典完之後大家就一哄而散。 

    祭孔當天，外場擺了一張桌子，牆壁上用紅紙貼著各鄉公所和捐款者的芳名

和捐錢數目，還架設了遮雨棚，工作人員也都穿了自己鄉公所準備的正式唐裝，

帶著白手套穿著功夫鞋，正門前掛著紅布條寫著民國九十七年新豐區各界慶祝孔

子二五五八年誕辰慶祝大會和門外左右牆柱上用紅紙貼著新寫的對聯。 

     等到快九點，天空只剩下一點點毛毛雨，風也變小了，大部分各鄉公所的

長官〈陪祭官〉、祭拜民眾和學生都站定位了，準備要開始進行祭孔儀式，只等

待著主祭官〈永康市公所市長〉的到來。等主祭官就定位時，祭孔儀式也正式舉

行。 

    舉行儀式和預演時一樣，一步一步按著順序進行，音樂不停重複播放，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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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正門前面對著孔子牌位，前面兩排分別是，主祭官和陪祭官，第三排是各鄉

市公所人員，之後的為參加民眾和學生，祭典很莊重的進行，似乎都忘記有颱風

的存在。我則是不停來回走動拍照，抓住每一次儀式進行的動作，阿瑪則是在廟

裡進行儀式攝影，當天也有一名永康市公所的專業攝影人員在拍攝儀式過程。 

    儀式到了最後，長官們都紛紛祭拜完孔子，換與祭者參拜，參加民眾和學生

一排一排走進廟裡祭拜孔子，而我加入了與祭者的行列，跟著大家進行祭拜，從

局外人變成局內人，感受體驗祭拜孔子的感覺。當所有人都祭拜完後，禮成鳴炮，

這是在預演當天沒有的，這也代表了順利完成祭孔儀式。 

    這時我又慌了，因為大家馬上轉身要離開，而我拿著手上的問卷馬上走到路

中間尋求大家幫我填個問卷，但是卻不是這麼的順利，大家都虛心的推辭，只想

著要趕快回家到門外拿餐盒點心。或許就像是主任所說的，在要求別人幫忙時，

應該要給他們一些利益，這樣他們才會想幫你填，所以我也只好放棄了，那三十

張用心的問卷也變成了廢紙，不過看著儀式順利舉行完成，這也不算什麼了。 

    祭孔典禮大概在一個鐘頭多左右結束，當大家都散場後，我們和林教授進到

廟裡拍攝祭品的圖片，也問了一些祭品的意義，最後拿著香祭拜孔子，林教授的

親人很好心的拿了餐盒點心和紅龜粿請我們吃，和林教授聊了一下也拍了合照，

這是我和林教授第二次的見面，真的很感謝他的幫忙。 

    最後還發生了一件小插曲，就是阿瑪的雨傘被偷了！我和她的雨傘都放在外

面桌子上，可能是她的比較高級所以就被別人拿走了吧，呵呵！她一直喊著把高

級的雨傘還給我，要不然她沒有雨傘了，林教授還說要把他們的雨傘給我們。 

    等林教授走後，我們三個也漫步闌珊的走出敦源聖廟，走在前庭小徑，感覺

到儀式結束後，從原本熱鬧的場面頓時間又恢復了平靜，心情也終於鬆了一口

氣，颱風也漸漸遠離，心中的感覺五味雜陳，有種說不上來的寧靜感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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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十二點和林教授約在台南南門路，一本花田餐廳見面。這次是第三次和

林教授見面，心情上還是很緊張，雖然該問的問題都有事先準備好，資料也都有

帶齊，可是要面對面的訪問還是會有點害怕。 

我和阿緯(男朋友)，提早十分鐘到餐廳等，因為有點緊張所以肚子有點不舒服，

所以我們先進餐廳等，邊看餐點目錄邊等，別桌的餐點送來我們看到都驚訝，那

位客人點糖醋魚套餐，那隻魚是整隻魚耶！超豪華。 

    我們等到了十二點十分林教授還未到，我就打個電話給他，他說他再找一個

資料要給我，可能還要在一下馬上就到了，我就跟他說我們已經進餐廳在二樓等

他，結果林教授驚訝的說：你們進去啦！我要帶你們去另外一間吃說。我們還以

為是要在那間餐廳吃飯，所以聽到後我們也荒了，因為已經座在餐廳一段時間

了，突然走掉很尷尬，所以我們就點了一份鬆餅外帶。 

    下樓後就遇到了林教授，他說他先去印一下資料，跟我們說另一間餐廳的位

置叫我們先去。而我們等鬆餅烤好就騎車去另ㄧ間餐廳，林教授卻比我們早ㄧ步

到達。我們一並進餐廳，先點了餐點，點完後林教授很 nice 的把他剛剛拿去印

的資料趕快拿給我看，先和我說這些資料是在寫些哪方面的事。邊跟我說他剛剛

拿資料去印，小姐不會亂印，ㄧ樣的資料印了兩份，不過好險今天要給我那些沒

印到的資料，之前林教授就已經有先印給我了，不用再讓林教授跑一趟。他和我

解釋完剛印的資料後，我本來還想說我要接著問嗎？之後林教授先開口說我們先

吃飯，吃完飯可以再慢慢問，我也覺得這樣比較好。 

我們邊吃飯邊聊天，林教授問到我男朋友是讀什麼系、未來出路、請教與他

科系有關不懂的事情等；說到他上個月出國的事，對於國外的經濟狀況和台灣現

今的情形，他國外朋友工作情況有關我們這年代未來出路的事，ㄧ些經驗參考，

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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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聊到林教授的ㄧ些家庭背景，他的夫人、兒女現在都定居在國外─奧地

利，所以他這次出國就是去和他們見面，跟我們聊聊國外的教育制度，也聊到林

教授以前讀書的教育制度，和他讀書時發生的趣事，原來林教授不只專精於音

樂，在體育運動方面也很厲害，林教授家是音樂世家，爸爸、叔叔、老婆、兒女

都是唸音樂的，成績都很好，聽完後就覺得果然基因是會遺傳的。林教授人很和

善很健談，我們聊的很開心，有來有往有說有笑，ㄧ點都不覺得尷尬或聊不起來。 

吃完飯後吃甜點時，林教授就跟我説我有什麼要問的，我就將我要給林教授

的資料拿給他，不知道是不是吃完飯吃飽了腦袋就呆掉了，空了一下，忘了我在

電話中有和林教授說，要問一些有關於他的基本資料，還要他提醒我，我才突然

醒了過來，真不好意思。 

林教授人很謙虛，笑笑的說只要記一些基本資料就好，不用寫太多啦，而我

也不好意思再追問。之後也請教林教授ㄧ些有關孔廟的問題，他也很詳細的回答

了我問的問題，因為在資料上我有看到孔廟中出現一些道教的祭拜儀式，林教授

就問我祭孔時不是也有祭拜，那他們不會拿香祭拜嗎？其他地方祭孔時沒有嗎？

頓時間我被他問倒了，呵呵！被林教授虧，因為是我要準備好資料，結果他問我

我卻不知道，林教授開玩笑的對我說，這個學生很不認真喔！害我害羞了一下。

而我之前在看林教授給我的資料時，有一些不懂的地方，他也不太清楚，可是他

卻很熱心的說要再回去幫我問問比較老ㄧ輩的長輩，看他們知不知道或有沒有印

象。 

這頓飯吃下來很開心，之前還很擔心怕自己沒準備好所以有點壓力，結果擔

心是多餘的，很高興自己遇到林教授這麼好的人，這餐還是林教授請客的，我說

不用我可以付，因為是我麻煩他幫忙我，應該是我要請教授吃飯才對，怎麼能讓

林教授請。林教授去付錢時還開玩笑說，如果我要去付錢，老闆娘才不會收我的

錢呢，只有他可以付，害我很不好意思，還要讓他破費，真的很謝謝他肯這樣幫

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