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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桃園孔廟是目前全台最晚興建的孔廟，桃園孔廟興建以前地方人士都在文昌

廟舉行祭孔活動，在因緣際會下簡旗標先生與石萬泉先生等人發起了興建孔廟之

意，孔廟落建完成後也請台北祭孔禮樂協會的人員以及佾舞老師指導完整的釋奠

典禮儀式，而現今桃園孔廟的祭孔儀式也趨於完備。而崇聖會發起人之ㄧ簡麒標

先生為了推廣化教育、發揚儒學，成立了崇聖會，縣府感謝其對孔廟興建的功勞，

因此同意將東廡方的房間當作崇聖會的服務處，也將當時在文昌廟供奉的孔子像

一並迎孔廟裡供奉。因桃園孔廟的祭孔活動每年舉辦一次，但按照古禮來說，祭

孔是一年二祭，所以崇聖會在春天時祭祀孔子的儀式當做春祭來看，在官辦與民

間辦的祭孔儀式同時存在於同一個空間裡近二十年了，最近因媒體的報到，崇聖

會也面臨喬遷的問題，本篇論文除了介紹釋奠典禮與崇聖會春祭儀式之外，也把

兩個儀式放在一起探討，。 

 

    本篇論文主要以社會學的觀點書寫分析，經由文獻的統整與實際的訪談了解

歷史的發展，並從旁觀察其活動的內容，以公正不偏袒任何立場的角度書寫。內

容分為七大章：第一章為緒論，說明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第二章簡略介紹桃園

孔廟，包含歷史發展、行政組織與空間結構等；第三章詳述桃園孔廟釋奠典禮的

過程，包涵事前的準備工作、典禮活動過程、行政分配等；第四章介紹在同一空

間裡民間方式的祭孔活動，內容包涵事前的準備工作、活動過程等；第五章則將

探討春祭與秋季的異處之外，也探討民眾與執事者的看法。第六章總結，寫出祭

孔典禮的全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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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摘要 

    本篇論文主要分成五個部份，依序鋪成的方式帶入春秋兩祭的比較，除了文

字敘述外，也插入一些圖片做對照，這樣可以更容易進入當時的時空環境。在第

二個章節裡簡略介紹桃園孔廟的發展與空間格局；因釋奠典禮要寫的內容比較

多，所以獨立在第三章節；第四章介紹崇聖會以及春祭的儀式；前面三張大致介

紹完後，第五章開始比探討春、秋兩祭的不同，在這個章節裡面也會放入民眾及

局內人對兩次祭典的看法；第六章總結敘說祭孔的全面觀與筆者的想法。 

 

2.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桃園孔廟因特殊的歷史因素，所以在孔廟內有一個民間團體的存在，因為這

個團體的存在，也才有春、秋兩祭的儀式，不過一個是官方舉辦的，一個是民間

舉辦的，官方舉辦的秋祭釋奠典禮是眾所認同的，每一個步驟都依循古禮進行，

在典禮儀式的傳承上也有一套完整的行政組織，但民間舉辦的春祭卻是以道教的

方式祭祀，這是其他孔廟沒有的現象，而兩祭之間的差異性，從典禮流程、排場、

空間、方式等可以做更進一步的探討，也讓我們看到另一種有別於傳統思想的祭

孔方式。 

     

3.文獻回顧與探討 

    在蒐集桃園孔廟的相關文獻其實沒有很多，幾乎都是桃園孔廟編印的活動秩

序冊。民國七十四年桃園孔廟與崇聖會聯合出版《悠遊聖域》一書，書中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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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豐富，包括歷史發展、空間分佈、釋奠典禮儀式流程、服裝、樂器、孔廟內

奉祀的所有名單等，寫得非常詳盡。在所有書集中有一本論文是李詩國老師在

2007 發表的《桃園孔廟釋奠儀禮之研究》，內容談到現今與過去台灣釋奠禮的

比較，並且也與台北的釋奠禮的做比較。2006 年在縣府的贊助下，完成一片釋

奠典禮的 DVD，也是唯一的一片，內容介紹與《悠遊聖域》一書相似，除了內

容所涉及到的範圍較小之外，影片裡面談及到的內容在《悠遊聖域》大同小異，

只是呈現的方式不同。在上述的書籍中幾乎都是對釋奠典禮的介紹，還有對空間

的研究，在春秋兩祭的比較的這方面，目前是沒有人做過的，所以有很大的書寫

空間。 

 

4.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筆者的觀點主要是以社會學的思維方式書寫，加上人類學的田

野工作與民族誌的方式記錄，並利用圖像學的寫作模式，放入一些圖片做對照，

在與被研究對象的互動上，筆者是以從旁觀察的方式來看被研究者的活動形式，

加上訪談的方式來了解局內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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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桃園孔廟的簡介 

 

1.地理位置 

    桃園孔廟位於經度 121° 19´40〞、緯度 25° 00´08〞的位置，地理位置在桃園

市忠義里虎頭山半山腰，相對位置在國立桃園高中後方，虎頭山公園左側，都市

計劃使用分區為文教區，廟舍座向由東北

朝西南，土地總面積約一百三十二萬五千

七百九十八平方公尺，門牌號碼為桃園市

公園路四十號。 

 

 

 

                                                       圖 2─1 桃園孔廟相對位置圖 

2.歷史發展                                       

    桃園本無孔廟，地方人士假藉文昌廟充權孔子廟，每年的祭孔活動就在文昌

廟內舉辦，而因廟宇年久失修，大成殿又極為狹窄，而應該設置的佾舞場地、東

西廡與大成門等建築都沒有。簡麒標先生認為儒家思想乃中華民國歷代立國之根

本，而孔子的言行也為眾人的典範，受世人景仰，被堪稱為萬世師表，但在文昌

廟內祭祀孔子也有數百年的歷史了，在這之中也很少人關懷，因此對桃園地區的

文風不盛而感到惋惜。在民國七十四年夏天，一日與石萬全先生在文昌廟旁的文

昌公園巧遇，論及整修文昌廟之事，進而談到興建孔廟之意，兩人對此深感認同，

於是便開始籌劃興建孔廟之事宜，並堪輿師黃明智先生協尋建地，也為籌建資金

到處奔波，並得到省政府、縣政府以及市公所的補助，還有民眾的募款，在民國

七十八年九月落建完成，成為目前全台最晚興建的一座孔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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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文：桃園本無孔廟，地方人士自昔即以文昌廟權充孔子廟，每年祭孔，悉

假文昌廟舉行，惟廟宇年久失修，且大成殿又極狹窄，應置佾舞場地及東、西廡

與大成門等，一均付闕如。因陋就簡，無法尊制隆重舉行。直至民國七十四年春，

地方人士……。（備註 1）1 

 

                                             

 

 

 

 

 

 

圖 2─2  過去文昌廟擺放孔子

像時的照片。 (桃園縣政府提

供，筆者翻拍於 2009 年 03 月) 

 

 

3.空間格局 

    桃園孔廟仿山東曲阜孔廟建

造，由於廟舍位於半山腰，使其

大成門以後的空間均可居高臨

下，並藉由高低落差的階梯轉折

來突顯空間轉換過程中的視野

（備註２）。由西南至東北的方

向依序介紹是櫺星門以及東西兩

側的義門禮路、泮池泮橋、大成

門、兩側的東西廡、大成殿與崇

聖祠，每一個建築各有象徵著不   圖 2─3  桃園縣孔廟平面圖，桃園孔廟提供。 

                                                 
1李東海，簡長順編輯，2005 年 4 月《悠游聖域》，桃園：桃園縣孔廟忠烈祠聯合管理所，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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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意思。 

    櫺星門面闊五開間，傳說中「櫺星」為天上二十八星宿之ㄧ，主管教育、文

學的星宿，而孔廟的第一座大門以此命名， 就是把孔子比做天傷施行教化、廣    

教英才的「櫺星」，而此們平時不開放，只有釋奠典禮時在「啟扉」這個儀式時

才會開啟。位於櫺星門兩旁的禮門、義路，是平時櫺星門不會開放時進入孔廟的

要道，表示為人之道比須遵循禮、義。                               

    進入大門後，便會看見泮池與泮

橋，泮池是一個半月型的水池，泮池

上方的拱橋即是泮橋，泮橋的橋面建

造較平滑陡峭，不容易行走，象徵為

學之道艱辛不易，必須戰戰兢兢，如

履薄冰，戒慎恐懼。 

    往上走來到了大成門，大成門也  圖 2─3  泮橋(筆者攝影於 2009 年 4 月                 

是面闊五開間，與櫺星門向同，只有                                      

釋點典禮「啟扉」時才會開啟。而要進入大成殿內則從)兩旁的金聲門與玉振門，

已表示對孔子的遵從。穿越大成門後，可以看見兩排聳立的廊柱，在孔廟內所有

的廊柱上都不書寫任何文

字、對聯或刻畫圖案，除顯

示出其莊嚴肅穆的氣氛外，

也表示孔子的學問、德行甚

為高超，後事的人不便在孔

子面前賣弄文章之意。 

    庭院兩旁的房間是東、                

  圖 2─4 為金聲門與玉振門(筆者攝影於 2009 年 4 月)      西廡裡面侍奉的是歷代傳揚 

                                             儒學有貢獻的先哲、先賢，

與先儒。庭院的中間是大成殿，在大成殿內供奉「大成至聖先師孔子」、「復聖

顏」、「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與「亞聖孟子」，平常人不能隨意進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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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殿內。在大成殿後方的是崇聖祠，是孔廟的最後一個殿堂，是供奉孔子的上五

代祖先以及先賢、先儒之父輩，而在釋奠典禮之前會在崇聖祠舉行祭祀典禮，已

表示長幼有序，表現出儒家重視宗族倫理的傳統。 

4.現今發展 

    孔廟除了每年舉辦的釋奠典禮之外，還有每個禮拜日固定舉辦的兒童讀經

班與聖賢講座，讓孔廟對於傳播儒家思想的方面提升一項功能，也可以藉由這樣

的活動增加民眾踏進孔廟的機會，與孔廟拉近距離，負責聖賢講座與兒童讀經班

的負責人林建宏林先生認為，透過這樣辦活動的方式，可以讓大家認識孔廟，也

讓大家漸漸的了解到，孔廟除了可以是大家求取考試的好成績之外的另外一個真

實的功能。
2 

 

 

 

 

 

 

 

 

 

 

                                                 
2 詳見口述歷史附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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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釋奠典禮 

 

釋奠典禮的行政規劃大致可分成四組：行政組、司佾組、司樂組和司禮祖，

在行政劃分、釋奠典禮儀式與桃園祭孔禮樂協會的發展這一部分李詩國老師在民

國九十六年發表的論文《桃園孔廟釋奠儀禮之研究》以詳細研究，因此在此章節

裡便以簡述的方式大略提及其發展、工作分配以及釋奠典禮的儀式過程，而將詳

細介紹佾生的練習過程以及佾舞的分析，還有對釋奠典禮的音樂做分析。分成兩

個小節，第一節簡述釋奠典禮的空間擺設、儀式流程以及桃園祭孔禮樂協會的發

展；第二節則分析佾舞與音樂的探討，而音樂的分析除了樂譜的採用外，還有樂

器的使用、音樂的演奏進行等，進而看出在這樣時空的流傳下所產生怎樣不同的

改變。 

 

第一節 釋奠典禮的介紹 

1.執事者的位置 

    釋奠典禮是在大成殿前的中庭舉行，以大成殿為中心，並以孔子的牌位為觀

點項大成門看，在中庭這個空間裡，正獻官站在螭陛的正前方3。分獻官依東西

方向排成兩邊站在正獻官後方，從正獻官後方依序過去分別是東、西配分獻官；

東、西哲分獻官；東、西廡先賢分獻官；東、西廡先儒分獻官，每一位獻官都由

兩位引贊陪同帶位。最後一排，東、西廡先儒分獻官的後方則是陪祭官十位，陪

祭官兩旁各站一位引贊。獻官最外面兩側是執禮器的禮生，前方是拿鉄、鉞、繖

或扇的禮生，東西各三位。後方是拿壘、枓、洗給獻官淨手用的禮器，各兩位。 

                                                 
3正獻官為桃園縣縣長擔任，2558 週年任職者為朱立倫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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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祭官後方的長廊就是大成門，總共有五開間，每一開間各站兩位，共十位，

在典禮中是負責啟扉與闔扉的。在大成門旁兩側各有一小空間，各放一個樂器，

東邊是鏞鐘，是典禮中最大的鐘，而西邊放的是晉鼓，它也是典禮中最大的鼓，

這兩個樂器相對而放，有「晨鐘暮鼓」之意，兩邊各一個樂生負責敲奏。大成門

外的空間是迎神與送神的地方。在迎神與送神的旁邊空地，即是瘞毛血及望燎的

的地方。 

東、西廡內各有三個供桌，中間是先哲、左右兩旁分別是先賢與先儒，每張

桌子各站三位禮生，以一桌為單位來說明，兩位禮生負責進饌與撤饌的儀式，另

一為負責捧祝帛詣燎所的祭祀用品，而負責東、西廡祭祀的分獻官，就站在供桌

的前方。 

    在丹墀台上的左下方是糾儀官巡視典禮進行的地方4，右下方則是通贊及負

責翻儀節的禮生站的地方，而丹墀中間的位置就是佾生跳六佾舞的空間。 

    大成殿內也是三個供桌，中間是主祀至聖先師孔子在桌旁站了五位禮生；東

邊是復聖顏子與述盛子思子，西邊是宗聖曾子與亞聖孟子，這裡兩邊各三位禮

生。在東邊復聖與述盛的供桌旁擺放甒與爵是行三獻禮時用的，這裡也有兩位禮

生。在主祀的供桌前方放的是太牢，依左至右分別是羊、牛、豬，在太牢的後方

有一個桌子，稱香案，上面放著祝文、水果、飲福受胙的酒肉以及毛血盤，兩旁 

也各站一位禮生，在祝文旁邊另外也站了三位禮生，一為負責供讀祝文，另一位

捧祝文另一位捧毛血盤。在主祀的兩旁各有一副提爐與提燈，一位禮生負責一樣

禮器，所以共有四位。 

    其他的樂生分成兩邊站，除了吹奏樂器外，其他的樂生都在大成殿與丹墀連

                                                 
4糾儀官為桃園縣政府民政局局長擔任，2558 週年任職者為李貞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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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走廊站成橫向的前後兩排演奏，並用對秤的方式站成兩邊，前旁的樂器位置

從左至右的排向分別是：應鼓→古琴→瑟→柷→舂牘，敔→瑟→古琴→建鼓，從

舂牘與敔中間分開，是因中間是執麾、節的禮生各兩位，後排從左至右依序是：

鎛鐘→邊鐘→搏拊→鼗鼓，鼗鼓→搏拊→編磬→特磬；而吹奏樂器則站在丹墀的

兩側。 

 

 

圖 3─1  大成殿內的物品擺放(筆者攝影於 2008 年 9 月) 



 13

 



 14

2.典禮過程 

    最初民國五十九年內政部規定，整套典禮過程需八十五分至九十分鐘才能完

成，之後因禮儀的繁複至民國六十五年改為六十分鐘內結束，並延續至今，桃園

孔廟在民國七十八年落建完成後的前幾週年釋奠典禮儀式都是請台北祭孔禮樂

協會的人指導，所以整套儀式是參照台北的程式辦理，一直到現在沒有改變過，

但因為台北孔廟是台灣中央政府行政中樞所在，因此有四項儀式程序是桃園孔廟

沒有的，所以整套典禮的程序共有三十三套
5： 

1.釋奠典禮開始：此時通贊高唱：「釋奠典禮開始。」 

2.鼓初嚴：晉鼓擊鼓框一聲後，接續以雙槌連擊鼓心，一重一輕，由緩而急，由   

  弱轉強，幾次漸緩漸弱後，靜止，重擊一聲鼓心，然後鏞鍾敲打一聲結束。 

3.鼓再嚴：晉鼓擊鼓框兩聲後，依鼓初嚴同樣的方式演奏，靜止後重擊鼓心兩聲， 

  鏞鍾也敲打兩聲結束。此時樂生、佾生及禮生依序站在大成殿台階兩側。 

4.鼓三嚴：晉鼓擊鼓框三聲後，依之前相同的方式演奏，靜止後重擊鼓心三聲， 

  鏞鍾敲打三聲結束。此時引贊分別引領各獻官至大成殿兩側台階就緒。 

5.執事者各司其事：樂生由執麾者帶領、佾生隨執節者從東西兩側就位，並以「五 

  步一頓」之節奏移位。 

6.糾儀官就位：糾儀官隨引贊就位。 

7.陪祭官就位：陪祭官隨引贊就位。 

8.分獻官就位：分獻官隨引贊先至盥洗所盥洗後，走到分獻官的位置。 

9.正獻官就位：正獻官隨引贊先至盥洗所盥洗後，走到正獻官的位置。 

10.啟扉：開啟儀門(大成門)以及櫺星門。 

                                                 
5
李東海，簡長順編輯，2005 年 4 月《悠游聖域》，桃園：桃園縣孔廟忠烈祠聯合管理所，頁 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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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瘞毛血：祭典用的太牢之血裝於毛

血盤中至瘞所埋於土中，表示有仁德

歸藏之義。 

12.迎神：樂生先擊三通鼓，樂長高 

   唱：「樂奏咸和之曲」，麾生舉 

   麾，擊柷者擊柷三下，鼗鼓三通  圖 3─3  瘞毛血(筆者攝影於 2008 年 9 月) 

   後，於是其他樂器便開始演奏， 

   此 禮生提燈、提爐為先 導，持 

   斧、鉞、扇、繖隨後，分成東西 

   兩邊走，從儀門側門出至門外會 

   合，在從中門迎神入大成殿，執 

   事者回到原位時，通贊者便唱：  圖 3─4  迎神(筆者攝影於 2008 年 9 月) 

   「全體肅立」，而樂章也相繼演奏完畢，樂長高唱：「樂止」，執敔者敲三 

   下後齟齬刷三下，表示結束，麾生也將麾放下。                   

13.全體行三鞠躬禮：通贊唱：「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全體參禮者同時 

   向神明行禮。 

14.進饌：樂長唱：「樂奏咸和之曲」，執事者將鉶稍稍移至祭拜位置。 

15.上香：樂長唱：「樂奏寧和之曲」，麾生舉麾，樂長拍牘三下，樂奏，但不 

   唱歌。此時正獻官隨引贊至先師孔子神位前上香，行三鞠躬禮，同時各分獻 

   官也隨引贊到東西配、東西哲、東西廡先賢、先儒神位前上香，行三鞠躬禮， 

    之後各獻官復位，樂長唱：「樂止」，麾生放下麾。 

16.行初獻禮：樂生擊初獻鼓，通贊唱：「行初獻禮」，樂長唱：「樂奏寧和之 

   曲」，麾生舉麾，節生舉節，擊柷、播鼗、鳴鐘後，越舞與諸樂和鳴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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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正獻官隨引贊至大成殿神位前行初獻禮，奠帛、獻酒，隨後行三鞠躬禮。 

17.行初分獻禮：分獻官隋引贊至東西配、東西哲、東西廡先賢、先儒神位前行 

   分獻禮，與正獻官在行初獻禮同時進行。 

18. 恭讀祝文：樂長唱：「樂止」(暫止)， 通贊唱：「全體肅立」。 

19.全體行三鞠躬禮：讀柷完畢，通贊唱：「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全體 

   參禮者同時行禮。樂長再唱：「樂再奏」。舂牘擊三下，鎛鐘一下後，麾、 

   節再舉，諸樂繼續演奏後闋樂章(第五句起)，舞亦並起，直曲終。樂長復唱： 

   「樂止」，敔者擊敔表示停止音樂，麾、節放下。 

20.行亞獻禮：擊亞獻鼓，樂長唱：「樂奏安合之曲」，麾生、節生各執其禮器， 

  擊柷、拍牘、播鼗、擊鎛鐘後，樂歌與佾舞再並起。此時正獻官隨引贊至神 

  位前行亞獻禮，獻爵、並行三鞠躬禮。 

21.行亞分獻禮：東西配、東西哲、東西廡先賢、先儒分獻官行亞分獻禮，與正 

   獻官在行亞獻禮同時進行。 

22.行終獻禮：擊終獻鼓，樂長唱：「樂奏景和之曲」，麾生舉麾、節生舉節， 

   樂、舞復並起，正獻官行終獻禮，與亞獻禮相同。之後隨引贊復位至大成殿 

   前。 

23.行終分獻禮：東西配、東西哲、東西廡先賢、先儒分獻官行終分獻禮，與正 

   獻官在行終獻禮同時進行，並隨引贊復位。此時樂長即唱：「樂止」，擊敔 

   者擊敔止樂，麾、節也放下了。 

24.飲福受胙：正獻官至大成殿香案前，飲福酒、受福胙，並行三鞠躬禮復位。 

25.撤饌：樂長唱：「樂奏咸和之曲」，拍牘三下，奏撤饌章之後闋，不擊建鼓、 

 鎛鐘，而以舂牘、搏拊擊拍。執事者將籩、豆稍稍移位。 

26.送神：樂生擊三通鼓，樂長唱：「樂奏咸和之曲」，麾生舉麾，擊柷者擊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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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鼗鼓三通後，於是其他樂器便開始演奏，歌生齊唱，此時擔任送神之 

   執事者按迎神之順序出儀門中門，通贊唱：「全體肅立」，所有殿庭諸獻官、 

   執事者及參禮者皆莊嚴肅立。 

27.全體行三鞠躬禮：送神隊伍至大成殿前天井中央時，通贊唱：「一鞠躬、再 

   鞠躬、三鞠躬」，全體參禮者同時向神明送行。 

28.捧柷帛詣燎所：捧柷與帛者出大成殿，至燎所焚祝文與帛。 

29.望燎：此時樂奏咸和之曲，正獻官 

   隨引贊抵燎所望燎，完成送神與祭 

   典程序。 

30.復位：正獻官隨引贊復位，送神之 

   執事者，再按送神時的順序，從儀 

   們側門轉入，回到原位，此時樂    圖 3─5  望燎(筆者攝影於 2008 年 9 月) 

   止。 

31.闔扉：執事者將儀門與櫺星門一一關閉。 

32.撤班：正獻官、分獻官、陪祭官相繼隨引贊退，之後換禮生、樂生、佾生退， 

   也是按照五步一頓之節奏移位。 

33.禮成：典禮結束。 

 

3.桃園祭孔禮樂協會 

發展緣由 

    桃園祭孔禮樂協會成立有十六、十七年了，協會成員都是由桃園縣所有的國

中、小、高中校長或老師組成的。最初孔廟落建完成時，桃園祭孔禮樂協會尚未

成立時，第一年釋奠典禮的舉辦，儀式的整體過程是請台北祭孔禮樂協會的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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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當時樂生就是請桃園的一個教師國樂團擔任，而禮生與贊生的人員是由國

立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的學生擔任，佾生的人則由桃園縣立東門國小的學生組

成，後來因司禮組的學生幾乎每年換一次，流動性大了，定性也較差，每年祭孔

時都要重新指導，且學生在彩排走位的練習上也沒有這麼快，過去都必須花上一

個星期的時間來練習，還不見得有很好的成效，也會耽誤學生上課的時間，於是

便有人提，由成年人擔任禮生的意見，便開始召集縣內國中、國小、高中的老師，

並獲得熱烈的響應，於是便成立祭孔禮樂協會，以方便召集禮生，雖然每年擔任

禮生的老師都不完全相同，但是卻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練習完成並達到很好效

果，且預算費用也相對地減少了許多，而祭孔禮樂協會也因此完全接下以後祭孔

活動的舉辦與傳承的大任，當然協會的成立也方便縣府撥款下來後有一個接管的

單位，之後便以這樣的方式延續至今。 

    桃園祭孔禮樂協會在工作進度分配上分成三組：1.司佾組即是佾生；2.司禮

祖就是禮生以及贊生；3.司樂組就是樂生，每組都有負責的校長或老師，幫忙召

集相關的參禮人員。現今桃園縣祭孔禮樂協會在祭孔儀式中扮演活動統籌的角

色，並致力維護典禮的莊嚴性、榮重性與典禮的完整流程，當民政局的公文發下

來後，禮樂協會理事長便開始召集這三組的負責人以及孔廟的服務人員討論祭孔

儀式的活動，負責人再往下作準備練習及召集相關人員。以下是祭孔活動的作業

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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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祭孔活動的作業流程圖 

 

                     資料提供：桃園孔廟 筆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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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司佾組與司樂祖的分析 

1.司佾組 

    佾舞動作的指導是由台北市孔廟教授佾舞多年的盧川老師來指導，當時東門

國小的佾舞指導由游招治老師負責，而台北市孔廟的佾舞是依據明朝佾舞譜研習

而成的，由於佾舞整套動作均有其特殊的意義，有些動作差異性小，且初獻、亞

獻、終獻的快慢起伏稍有不同，又正逢暑假，要召集學校師生不是件容易的事情，

要在短時間內練起來非常困難，再加上會跳佾舞的人不多，在教授過程中總不能

這樣含混過去，在總總的情形下，游老師花了兩年的暑假蒐集資料研讀，加上自

己指導佾舞的經驗，完成了《八佾舞之指導》一書，這本書的完成讓佾舞在教授

的傳承上 

 

    典禮中佾舞之指導係由東們國小游招治老師負責訓練，當時因在暑假期間， 

    師生皆不易召集，若非遊老師臨文危受命，全力以赴，初次任務甚難達成。 

    當時指導佾舞動作的是台北市孔廟教授八佾舞多年的盧川老師來縣教學，但 

    由於動作繁多，且皆大同小異，而每個動作必須配合音樂緩緩進行，盧老師 

    同時亦須負責台北孔廟佾舞指導，短期內學生很難記憶、嫻熟，加以此項古 

    禮，懂得人並不多，由其八佾舞之指導，總不能含含糊糊到永遠，基於此， 

    游老師犧牲兩年暑假，在台北市中央圖書館以及台北市孔廟找尋參考資料， 

    並託友人至大陸曲阜帶回一些資料，悉心研究，並積多年指導佾舞經驗，才 

    能完成這本書「八佾舞之指導」一書。
6 

 

    佾舞生是由桃園市東門國小五、六年級的學生擔任，教導佾舞的老師也是東

                                                 
6李東海，簡長順編輯，2005 年 4 月《悠游聖域》，桃園：桃園縣孔廟忠烈祠聯合管理所，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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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國小的老師。小朋友從五年級就開始學佾舞，但在釋奠典禮跳的人主要是以六

年級的為主。佾生在學習佾舞時，是非常嚴格的，一個口令一個動作，不斷的反

覆練習，為的是讓他們可以在反覆地練習下很快記住整套佾舞的動作及順序，司

佾組的負責老師許蕙琴許老師說：「佾舞分成三個部份正獻、亞獻、終獻，所以

總共有九十六個動作，要全部記住對我們老師來說是有困難的，但是學生們一定

會全部記住的，剛好教佾舞的老師有三個，所以我們就每一個老師負責一部分教

授，但我們三位老師整套動作都是要會的，例如教正獻的部份，由第一位老師指

導，另外兩位則在旁糾正學生的動作，這樣依序下去……。」
7學習佾舞是非常

辛苦、困難的，邱老師也說學生到了六年級一定會讓他們參加的，在話語上感覺

好像有點強迫的樣子，我以為很多小朋友會因此討厭練習佾舞，但卻出乎我意

料，我訪問了幾位同學，他們都認為學佾舞是一件光榮的事，雖然辛苦但匯了之

後會很有成就感、很開心。我才知道，原來在教授佾舞的過程中老師們常常灌輸

學生一些觀念：佾舞只有東們國小有、學佾舞是光榮的等類似的話語，讓學生在

疲憊之際得到一些安慰。 

 

司樂組分析 

     

    司樂組的人是由桃園縣一個教師國樂團擔任的，這個教師樂團成立大約有二

十年了，每一位團員都是喜愛玩傳統樂器的老師，有同樣的興趣聚集在一起，後

來因祭孔活動的需要而去幫忙。對於他們來說，祭孔的音樂並不難，所以私底下

沒安排祭孔音樂的練習，都是到了綜合練習當天才來合，後來因有許多老師退休

了，或是有的老師過於忙碌，有時也會請學生幫忙擔任樂生。在上一節的儀式流

                                                 
7 詳見民族誌附錄 1。 



 22

程裡除了看見儀式的進行方式外，也可清楚看見，哪些儀式是有音樂、哪一些是

沒有的、有音樂進行的儀式是要使用什麼音樂、要演到什麼時候停止，每一個步

驟都非常地詳盡，所以在這個部份裡面將探討釋奠典禮中使用的音樂情況分析。

現今全國祭孔的音樂使用皆以民國五十九年《祭孔禮樂之改進》一書的規定辦理

8，以下將分成三點來做分析，前面三點先一一說明樂生使用的樂譜、樂器以及

演奏方式。 

 

1.使用的樂譜： 

    祭孔禮樂委員會制定的樂章有六首：咸和之曲三首、景和之曲、寧和之曲和

安和之曲。在下列的表格是最初祭孔禮樂委員對這六個樂章譯譜，也是現今桃園

祭孔儀式樂生使用的譜： 

 

表 3─1 祭孔儀式中使用的樂譜 

 

咸和之曲第一首 咸和之曲第二首 

                                                 
8 尹德民，民國 92 年，〈孔子廟庭祀奠故事~祀孔釋奠樂制、樂章、樂譜〉《台北文獻》，第

146 期，頁 74，台北：台北市文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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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和之曲 安和之曲 

 

景和之曲 寧和之曲 

                                              (樂譜提供：桃園孔廟，筆者製表) 

 

2.使用的樂器： 

    桃園孔廟釋奠典禮的樂器是沿用古制的八音樂器，表示達四時之氣，宣八方

之風，使用的樂器依分類排開如下： 

    表 3─2  祭孔樂器八音分類表 

匏音 笙 

竹音 排簫、洞簫、笛、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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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音 柷、敔、舂獨 

絲音 琴、瑟 

土音 勛 

金音 鏞鍾、鎛鐘、編鐘 

石音 特磬、編磬 

革音 晉鼓、建鼓、應鼓、鼗鼓、搏拊 

                                                          (筆者製圖) 

3.演奏方式 

     在這邊筆者以表格的方式列出儀式名稱與使用音樂，並在備註欄填上簡落

略說明演出模式，以演奏模式分類，可以將演奏方式分成三個部份解說，一個是

像「行初獻禮」這樣有佾舞、歌生同時進行的；一個就是像「迎神」、「上香」

這樣所有樂器一同和鳴演奏；一個是像「進饌」與「撤饌」儀式這樣，只有旋律

樂氣跟舂牘與搏拊的敲打。 

表 3─3  儀式音樂使用表 

儀式名稱 使用音樂 備註 

1.迎神 咸和之曲第一首  

2.進饌 咸和之曲第二首前闋(第

一句到第四句) 

只有旋律加上舂牘與

搏拊 

 

3 上香 寧和之曲  

4 行初獻禮 寧和之曲 有歌 

5 行亞獻禮 安和之曲 有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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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行終獻禮 景和之曲 有歌 

7 撤饌 咸和之曲第二手後闋(第

五句到第八句) 

只有旋律加上舂牘與

搏拊 

 

8 送神 咸和之曲第三首  

9.望燎 咸和之曲第三首  

                                                          (筆者製圖) 

第一類以「行亞獻禮」這個儀式來解說： 

 

                                    圖 3─7 「行亞獻禮」的演奏方式圖(筆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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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儀式進行到此時，樂長高唱：「樂奏寧和之曲」，舂牘擊三下，接續換柷

擊三下、鼗鼓撥三次，鎛鐘敲一聲後，旋律樂器與鼓、搏拊起八拍的前奏，之後

所有樂器起鳴佾生也一同起舞，歌者一同唱歌。以 4/4 拍演奏，第一拍是鼓與編

鐘，第二拍鎛鐘，第三拍是編磬，第四拍特磬，這樣以同樣的方式進行直到最後

樂長高唱：「樂止」，擊敔三下，刷齟齬三次，即結束此樂章。 

第二類以「上香」這個儀式來解說： 

 

                                                圖 3─8 「上香」的演奏方式圖(筆者製圖) 

    舂牘擊三下，換鎛鐘擊一下後，所有人便起鳴合奏，中間的演奏方式與第一

類相同，只是結束後，就直接停止音樂，不敲打敔。 

第三類以「進饌」這個儀式來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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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9 「進饌」的演奏方式圖(筆者製圖) 

    這一類更簡單，舂牘擊三下後接續鎛鐘一擊，只有旋律樂器與鼓、搏拊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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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廟中廟─崇聖會春祭 

 

    桃園孔廟的歷史發展特殊，孔廟的落成石萬全先生與簡麒標先生等人有不少

的功勞，不但發起興建孔廟之意，也為孔廟興建募款三分之ㄧ的經費，為了推廣

教育文化，而成立桃園縣崇聖會，當時桃園縣政府位了感謝崇聖會興建孔廟之

意，所以同意在孔廟一偶設置崇聖會的服務處，行成至今所謂的廟中廟形式，以

及孔廟內的一年二祭的體利。而崇聖會的春祭祭孔儀式是用道教的方式祭孔，在

形式上有很大的差異，在這個章節裡除了簡略介紹崇聖會之外，並詳細寫出春祭

的活動情形，包括儀式過程、空間分佈以及參與人員，並在下一個章節裡與第三

章做比較，由此可以更清楚看出彼此之間的差異性。 

 

第一節  崇聖會簡介 

    在孔廟的發展歷史有提到，當時桃園還沒有興建孔廟時，地方人士假借文昌

廟充權祭拜孔子，也因而組織崇聖會希望能夠召集更多愛好祭孔儀式文化的人

士。因民國七十四年石萬泉先生與簡麒標先生倡議興建孔廟，除了為此事奔走各

界外，也為孔廟興建募款了進三分之一的經費，民國七十八年孔廟完工後，為了

發揚儒學、推廣教育便成立桃園縣崇聖會，並設立基金會，舉辦教育文化公益事

業。而當時發起創辦崇聖會的創辦人之一簡麒標先生也爭得縣府的同意，在東廡

旁的一個空間裡當作是崇聖會的服務處，而當時在文昌廟裡供奉的孔子像也一起

搬進孔廟裡供奉。 

    為擴大孔廟文化教育功能，顯現對尊師重道、崇敬孔聖、發揚儒學之具體行 

    動，而有崇聖會組織產生。桃園縣孔廟於民國七十八年(一九八九年)落成， 

    隔年(一九九○年)，創建人之ㄧ的簡麒標先生發起，由民間組織成立崇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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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設立基金會，舉辦教育文化公益事業。因簡麒標先生對桃園縣孔廟從發 

    創建，到落成啟用居功厥偉，徵得當時徐鴻志縣長同意後，即以桃園縣孔廟 

    東廡後半部為崇聖會辦公室。……孔子立姿神像乙尊原供奉於桃園市文昌廟 

    內，桃園縣孔廟建成後，由崇聖會移於「東廡」內，由其供奉祭祀。9 

    現今崇聖會的運作除了在孔廟內點光明燈以及舉辦春祭之外，每年都會舉辦

年度大會，討論一整年的行事活動，像是自強活動、獎助學金、春祭以及釋奠典

禮祭動。 

   表 4─1  崇聖活動形式表 

月份 活動內容 

2 月 招開會議(過年後) 

3 月 春祭，理事長推選(每四年一次) 

5 月 自強活動 

8 月 申請獎學金 

9 月 秋祭(釋奠典禮) 

10 月 頒發獎學金 

                                  資料提供：桃園縣崇聖會，筆者制表 

    

    按照古禮來說，祭孔是一年兩祭一春一秋，秋祭就是大家皆知的，每年九月

二十八日的釋奠典禮，而春祭因是用素食祭拜的，所以又稱為釋菜典禮，桃園縣

縣政府在一些因素下而沒有舉辦春祭，每年只舉辦一次秋祭祭孔，但崇聖會的人

認為祭孔活動至古以來就是一年兩祭，既然桃園縣政府沒有辦法一年二祭，正好

崇聖會這邊自己有個佛壇，就假借這一次祭拜孔子的儀式當作春祭，完成一年二

                                                 
9李詩國，2007 年六月《桃園孔廟釋奠儀禮之研究》銘傳大學，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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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的體制。近年來因媒體的報到，讓春祭的祭祀方式引起爭議，崇聖會的運作方

式也讓許多民間團體反應崇聖會在孔廟裡的存在是否妥當，為了解決這個問題，

廟方與崇聖會在溝通後，決定要搬出孔廟另尋一個空間，結束這二十年與孔廟相

互依存的關係，展開下一段里程碑。 

 

第二節  春祭 

1.空間擺設 

    春祭在空間擺設上非常簡單，在崇聖祠前方的廣場，並面對崇聖會擺放的孔

子像，搭建一個棚，棚的上方掛了一塊紅布，棚的下方並排著五張桌子，桌子的

中間是給民眾擺放祭品的，靠近孔子像的桌緣有四盆對稱的鮮花、香爐及兩個蠟

燭，另一側的桌緣放著道士祭祀用的法器，在桌子旁的地上則放了三個膝墊，道

士與民眾就站在膝墊後方祭拜，因當天有下雨所以有很多民眾只站在旁邊的走廊

看，只有少數幾位後來才起站在道士後方祭拜。 

 

 
                                圖 4─1  春祭的擺設圖。(筆者攝影於 200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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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儀式流程  

    儀式早上九點開始，在儀式開始前，道士先點了三炷香祭拜天公與孔子像，

拜完後將手上的香插入供桌上的香爐，表示在儀式之前對天公與孔子的問候，之

後道士又各點了幾炷香給崇聖會理事長、副理事長以及自己，理事長與副理事長

接過香後，道士先向孔子一鞠躬，在拱手做揖一次，之後在跪下做揖一次，行一

鞠躬，在做揖一次，站起來後便拿起法器，用拍案拍了一下桌子後，表示儀式開

始，法器敲了三下後，便開始誦經了。在儀式過程一氣呵成中間沒有停頓的時間，

每唸完一段就向天公或孔子像敬一次禮，有時用跪的，有時用站的，唸完一個段

落後插入一柱向在香爐裡，在回到原位上，整段誦經唸完後，最後再向天公與孔

子像行三鞠躬，已表示今天的儀式已結束了，理事長與副理事長也邀請民眾領取

祭拜完的供品，同時春祭也告一段落，典禮時間總計三十五分鐘左右。 

     

 

圖 4─2 與 4─3  春祭儀式活動照片 1 與照片 2(筆者攝影於 2009 年 3 月) 

 

3.參與人員   

    在春祭儀式的參與人員上，除了崇聖會的會員與祭祀誦經的道士外，在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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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眾了，崇聖會的會員與民眾幾乎各佔一半，筆者也在空擋時間訪問了幾位民

眾，大部分的民眾會來參與這一次的春祭都是因為之前有來崇聖會點光明燈留下

資料，然後崇聖會在一一寄邀請函，告知春祭的活動，幾乎每一位民眾來參加春

祭都是為了自己的子女在學業上能有個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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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釋奠典禮與崇聖會春祭 

兩祭之探討 

 

    兩種不同的祭孔儀式都是表示對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景仰，在上面兩個章節裡

以詳細說明釋奠典禮與崇聖會春祭的儀式過程了，在這裡要比較兩者儀式的差異

性以及民眾對此的看法。 

    這兩次的祭典音祭祀方式的不同，所以從頭至尾每一個項目使用的方式也都

不一樣，筆者也列出比較表格，可以比較清楚明瞭所有的差異處。 

     

表 5─1 釋奠典禮與崇聖會春祭之表格比較 

          儀式名稱 

比較項目 
釋奠典禮 崇聖會春祭 

祭孔方式 按古禮，以禮樂祭孔 道教誦經的方式 

主辦單位 桃園縣政府民政局 崇聖會 

使用空間 大成殿、東廡、西廡、大成

門、大成門前方廣場。 

崇聖祠前方廣場 

模式 大 小 

祭祀人員 正獻官、分獻官、禮生、樂

生、佾生、陪祭官、糾儀官，

共一百多人。 

道士、崇聖會理事長、副理

事長、會員、民眾，共五十

多人。 

工作分配 民政局發公文，桃園縣祭孔

禮樂協會與孔廟同時進行

準備工作，並安排流程會

議、綜合練習、息儀等事

宜。 

每年召開一次年度大會，討

論一整年的工作活動規劃。

服裝 按教育部祭孔禮樂工作委

員會在民國五十九年的決

議穿著。 

只有道士著裝 

音樂使用 採明朝古制演奏咸和、寧

和、安和、景和四樂章。 

無 

舞蹈 應場地限制跳六佾舞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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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器(祭祀用品) 據民國五十七年「祭孔禮樂

委員會制定標準」。 

道教的祭祀用品。 

祭品 太牢：羊、牛、豬 雞、壽桃與民眾的祭品 

儀式時間 約六十分鐘 約三十分鐘 

贈與民眾的祈福品 智慧毛與智慧糕 壽桃 

一般民眾對 

此的反應 

聽到是按古禮祭祀，幾乎都

表示是認同的 

大部分的人不反對，只要能

保佑自己的孩子學業順利

都好。 

教師、學者 

、官方人員 

在儀式時間上有不同的反

應，但對儀式的方式都表示

認同。 

大部分的人不認同，認為這

不合乎禮節。 

 

    少數對祭孔儀式了解的人，對崇聖會的春祭是相當反對的，他們認為，這樣

的祭典是不合宜的，孔子最重視的就是禮樂，所以後人也用禮樂來祭孔，但崇聖

會的春祭是用道教的方式，這樣子說有點不倫不類，不合乎禮節。但多數的民眾

卻不以為然，他們絕得不管是什麼樣的祭孔方式都好，只要我們心誠則靈，能夠

保佑小孩子學業順利就行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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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總結 

 

    桃園孔廟在釋奠典禮的各發展方面已趨於完備，有自成一套的傳承方式，還

有一群對祭孔古禮相當維護的教師們，因此對於崇聖會這樣的祭祀方式有非常大

的爭議性，孔子一生講求禮樂治國，而孔子最討厭的就是怪、力、亂、神在崇聖

會的祭典裡，既沒有禮樂又是用道教的方式祭祀，被認為是不合乎禮節的。但民

眾對於祭祀孔子的方式並沒有太大的異議，對於民眾而言，能夠求得學業是最重

要的，釋奠典禮與春祭的祭祀只是方式的不同，在意義上都是對孔子的景仰，而

崇聖會的人也認為，祭祀只要心誠則靈，用什麼樣的方式祭拜是次要。在筆者看

來，或許隨著時空與環境的影響，每一件事的存在方式有其特殊性，釋奠典禮能

夠依循古禮繼續保留至今，或許是因為台灣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禮樂協會的人

對此都非常的重視，加上有政府的推動，可以得到更完整的保護；而崇聖會的春

祭，是環境變化下的一個結果，因為經費的不足、無法動員這麼多的人等因素，

所以才有今天這樣的祭司方式，而他之所以會引起爭議或許是空間的問題，在官

方的立場這樣的存在是不能被接受的，我認為不論是什麼樣的祭祀方式，這些都

是時空歷史發展下的產物，他們的存在有他的特殊性，只是社會大眾對此的認知

不同霸了，何必強求一定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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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口述歷史(一) 
地點：東門國小體育館 
時間：2008 年 9 月 17 日 
對象：許蕙琴老師、邱老師、徐老師 
採訪者：葉姵彤 
(以下訪問對象的回答以姓氏作簡稱。) 
 
 
問：「請問您指導佾舞舞蹈有多久了？」 

許：「有五、六年了。」 

邱：「十幾快二十年了。」 

徐：「我比邱老師要早幾年近來。」 

 

 

問：「請問您的佾舞舞蹈是如何編制的？」 

邱：「是根據文獻的記載，當時是跟台北孔廟的佾舞老師學的，或許有些動做會 

     不太一樣，但大致上都是相同的。」 

 

 

問：「您如何挑選佾舞生，有比較著重什麼樣的條件？」 

許：「五、六年級的學生全部都要跳，再從中挑四十個人出來，包括舉旗的人共 

     四十個。」 

邱：「八佾是橫排八列、直排八列，共六十四人，但因為我們這個孔廟場地比較  

     小，受到限制，所以採用六佾，就是每排六個人。」 

許：「對，主要是以六年級的學生為主，人數不夠的話再從五年級挑人。以前是 

     只挑男生跳，後來因為男生人數的有限，所以女生就加進來了。」 

邱：「我們從五年級就開始訓練，學生升到六年級一定會讓他們上場，如果六年 

     級人數不夠我們才會從五年級找跳的比較好的人。」 

 

 

問：「您在佾舞的教學過程中有遇到什麼問題或是困難的事？」 

許：「最困難的是要記住整套的順序，佾舞分成三個部份正獻、亞獻、終獻，所 

     以總共有九十六個動作，要全部記住對我們老師來說是有點困難啦，但是 

     學生們一定會全部記住的，呵呵…(笑了一下)，剛好教佾舞的老師有三個， 

     所以我們就每一個老師負責一部分教授，但我們三位老師整套動作都是要 

     會的，例如教正獻的部份，由第一位老師指導，另外兩位則在旁糾正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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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動作，這樣依序下去，我們自己本身是有一本舞譜的，目前只有徐老師 

     很厲害，她可以記住全套的順序。」 

 

問：「在佾舞老師的挑選上，是如何進行的？」 

許：「也沒有什麼特別條件，就是從老師群中挑選比較適合，有興趣的人的來學 

     習。」 

 

 

問：「這套佾舞除了用在釋奠禮上，還有向外做推廣嗎？」 

徐：「如果能向外推廣的話，那當然很好，有很多國小都想要爭取跳六佾舞，如 

     果說其他學校的老師要來像我們學習，我們也非常樂意傳授的。我們除了 

     在祭孔儀式上跳之外，有些學校也會邀請我們去幫忙，但是只能像孔廟借 

     到衣服，嚁龠要取得不容易，也不容易保護，所以不讓我們外借。」 

 

 

問：「對您在教授佾舞的這些時間裡，最大的感觸是什麼？」 

徐：「這是非常光榮的，全桃園市只有我們東門國小有，其他學校也一直想要來 
     學。在跳佾舞這方面，還是有很多要進步的地方，我們在練習的時後，會 
     一直不斷反覆的練習，除了增加學生的熟練度外，相對的在正式綵排的時 
     後，就可以讓錯誤降低，我們還有背口訣，讓他們比較容易記住動作。我 
     曾經看過台北的學生跳佾舞，他門跳的感覺非常莊嚴圓潤，每一個動作都 
     是緩緩進行到下一個拍點，不像我們是一個拍子一個動作，整體上就差很 
     多。」 
許：「很光榮，恩…(思考了一下)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我們在教授佾舞的過 
     程中，都會告訴學生一個觀念，「跳佾舞是光榮的」、「只有東門國小有」。」 
 
 
問：「有想到如何讓學生們在佾舞上可以更進步嗎？」 
邱：「不可能，因為我們是開學才開始練習，這樣短短的一個月，很難到達那樣 
     的境界，而且有些學生會利用暑假或是放學後的時間去補習上課或是一些 
     才藝課，不可能因為這樣強制學生留在學校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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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歷史(二) 
時間：2008 年 9 月 20 日 
地點：電話訪談 
對象：曾武星校長(樂長) 
採訪者：葉姵彤 
     
 
問：「當初在成立這個樂隊的時候，是如何挑選這些隊員？」 

答：「這個教師樂團成立大約有二十年了，每一位團員都是喜愛玩傳統樂器的老 

     師，有同樣的興趣聚集在一起，後來因祭孔活動的需要而去幫忙。」 

 

 

問：「就我所知，每一位團員都是教師，每一位隊員都會有自己的事要忙，您們 

     是如何去安排統一的練習時間？」 

答：「祭孔音樂的譜對老師們來說，都很簡單，不需多加練習，頂多在典禮前配 

     個一兩次增加彼此的默契，有時學生如果表現不錯的話，也會請學生來幫 

     忙。」 

 

 

問：「在未來任何樂器接手這方面，是如何去挑選？」 

答：「在傳承上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雖然有一半的老師都退休了，即使退休了 

     對於練習上也沒有影響，退休的老師們隨時都可以回來，或幫他們安插一 

     些位子。」 

 

 

問：「您參加祭孔樂隊這麼多年的時間裡，您最大的感觸是什麼？」 

答：「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東方的國家都是尊孔的，儒家文化的思想幾乎遍 

     及我們的生活，利用祭孔儀式去維護、傳承儒家文化是很有意義的。對於 

     「有教無類，因材施教」這八個字放諸四海都是可以看見的，雖然歐美國 

     家不見得是使用這套模式，但在教育推動上都是可以看見的。但我對於今 

     年將太牢改成素太牢這件事，非常的反對，過去我常說「一毛在手，希望 

     無窮」很多家長來拔智慧毛，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考上理想的志願， 

     即便想用智慧糕來取代拔至毛，也是行不通的。雖然說要響應環保不殺生， 

     但畢境這以是一個傳統文化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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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歷史(三) 
地點：孔廟辦公室 
時間：2008 年 9 月 16 日 
對象：林建宏先生(孔廟服務人員，負責兒童讀經班、聖賢講座以及其他孔廟相 
      關活動。) 
採訪者：葉姵彤 
(以下採訪對象的回答以姓氏簡稱) 
 
問：「我有看到孔廟裡有一個讀經班的教室，這是孔廟協辦的活動嗎？」 
答：「其實一開始的時候就是說，恩…有一位蔡理旭蔡老師，那...他在大陸推廣 
     弟子規，那本來是在大陸推廣弟子規，在大陸推廣弟子規，大概在…恩…(想 
     了一下)兩年前吧！那就是說有回來台灣這邊辦一個講座，研習營的講座， 
     那麼我們有這裡的一些老師還有一些家長，那他們有去參加在台南舉行的 
     一個弟子規的講座之後那他們就覺得說，恩…要從自己的孩子還有學生做 
     起，所以很多的老師跟家長就從他們自己的學校，還有自己的子家裡面來 
     開始來做，來落實來推廣，那麼之後呢，就是說，厄…老師們覺得說，有 
     老師們覺得說，在桃園這個地方也希望也能來推廣這個弟子規，那麼就有 
     四位老師，他們就來到，剛好路過孔廟，那來看到孔廟這裡環境還不錯， 
     那就來我們那個李主任那個主管來討論，是不是能夠在這裡辦一個兒童讀 
     經班的活動，那麼，我們就開始…厄…在那個，就是剛剛您看到的那個教 
     室，就把它整個作整理之後，那麼來開始做一個讀經班的一個…兒童讀經 
     班的教學活動，那大概…就是從…就是我們現在是第四期，大概就是兩年 
     得時間，那麼主要的對象就是以桃園地區的家長還有學生為主，那麼，就 
     是說主管支持這樣的一個活動，因為就是在桃園孔廟來辦這個讀經班活 
     動，那主要是以弟子規為主的教學課程，那整個就是跟儒家思想，就是以 
     儒家思想為主，那又在這個地方，就覺得…很相得益彰這樣子，那之後這 
     個活動辦了一年之後呢，蔡老師在一年多一前回來台灣，那麼也就在繼續， 
     就是說在我們這邊有固定每個月的一個幸福人生講座的活動，那持續到現 
     在已經，今年是第二年了，對...對…那主要整個內容的主軸也都還是在… 
     厄…弟子規、孝親尊師的這樣的一個主軸。」 
 
 
問：「那這本書主要也是以孝親尊師為主嗎？」 
答：「厄…(思考了一下)其實這個，其實他這本的話…厄…是譯解，就是說除了 
     原文之外，這只是讓大家有…能夠大概得了解是在說什麼，其實我們也有 
     另外本就是只有單純的文字，原文而已，對…那就主要就是說，厄…透過 
     在孔廟這樣子跟家長還有小孩學習的方式，就是讓他們來，恩…就是說能 
     夠清楚的知道除了…恩…升學之外或著是學其他才藝之外，那麼我們中國 



 41

     文化對於家庭還有學生的這個個性、人格的影響，那其實我現在那個兒童 
     讀經班辦到現在已經第四期了，那現在都有很多的家長還有學生他們都會 
     一直持續的來參加，有人已經參加了四期了，對]對對對。」 
 
 
問：「所以就是四期的活動內容是不太一樣的囉？」 
答：「恩…其實就是說，我們主軸都是在弟子規上面，那只是說，因為其實我們 
     會感覺到，其實學習這個中國文化並不是好像我們學一年級就要升二年 
     級，升二年級就要升三年級，其實就是一直的重複的學習重複的學習，所 
     以我們有很多家長的家長都是已經得到了效果，所以他們就是願意再把孩 
     子送到這邊來，那他們繼續來學習，這樣子。」 
 
 
問：「所以你們這個每一期的開課是依照家長的需求開課，還是你們有固定安排 
     時間去做？」 
答：「我們的時間就是固定的每個禮拜天，兒童讀經班的話就是每個禮拜天，因 
     為厄…平常一到週五都要上課嘛，那家長只有周六跟周日…比較有空，那 
     麼我就以週日這個時間來做一個上課的時間，對，主要就是我們把時間訂 
     出來，家長來…來配合我們這樣子。」 
 
 
問：「一期要上多久？」 
答：「今年的話我們從一月開始上到十二月，就是一年，其實我們在一、二、三 
     期的時候，都是以半…半個…半年為一個…一個時程，後來我們經過了第 
     一期跟第二期發現就是半年大概只能上半本而已，那…就是說等於是一個 
     年度上…上完這整個裡面的內容，那所以今…這一次今年我們就第四期， 
     我們就從一月開始規劃到十二月底那做一個課程的時間這樣子。」 
 
 
問：「你們從第一期到第二期就知道說半年的時間不夠，那為什麼第三期還是以 
     半年的時間為主？」 
答：「恩…其實第一期的時候我是從六月的時候開始，那六月到第二期的時候剛 
     好又是個六月，那所以我們就是讓他從整個年初到年尾這樣子，所以我們 
     第三期也這樣做了一次之後，後來我們覺得要…就是從頭再開始，那就從 
     一月的時候就開始整個年度這樣下來，對對，這樣。」 
 
 
問：「如果這個活動辦的成功得話，你門明年會繼續放進你們的行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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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實我們這個活動喔來主要就是，還是要看縣府，如果說縣府支持在繼續 
     辦這樣的活動，在孔廟辦這樣活動的時候，那麼就應該還是會再繼續，因 
     為我們主要的師資還有義工都是來自於，(停了一會)就是義工啦(笑了幾 
     聲)，對對對，那有很多的老師他本身就是已經是國小老師或國中老師，或   
     者是高中老師，那他們來這裡義務的教學，對，這樣子的一個方式，所以    
     主要還是看政府，對，他們是不是還願意提供這樣子一個場地，給這些義 
     工老師們來上看這樣子。」 
 
 
問：「關於聖賢講座，我要看到講座的海報，他好像是有固定的日期，那個聖賢 
     講座是在幹麻的？」 
答：「這個部份他主要就是說，恩…把我們一些，就是我們會請一個至善教育基 
     金會的，我們在桃園地區有一個至善教育基金會，那會請那邊的老師們來 
     到孔廟這裡做演講，那今年是第二年，那第一年的話都是…就是蔡…菜理 
     旭蔡老師為主…的一個演講…的一個老師，那他演講的內容主要在於弟子 
     規對於家庭、社會還有這個孩子，他們本…就是一個影響，那對於就是說 
     讓我們了解說其實他並不是像背一背、唸一唸就 OK 了，而是，實際的告 
     訴我們就是說如何落實在生活上，對，那也是因為…恩…先有兒童讀經班 
     推廣弟子規的關係，那後來這個蔡老師他能夠回來台灣，來這樣子來這裡 
     辦演講，那繼續來做這樣子一個推廣，恩…可以這麼說，厄…聖賢文化的 
     講座他主要是以大人，就是年紀比較大的，他來讓我們大家知道就是說， 
     如何把這個落實在生活上還有待人處事上面，那就是說其實跟現在的那個 
     蠻大的一個落差，就是說大家會覺得攻利阿，在職場上都有可能要勾心鬥 
     腳，或者是這麼樣子，就是何謂西方的一個教育的一個思想，那…我們現 
     在的話就是說，推廣這個中國這個教育的一個思想，就是說我們把我們自 
     己固有的一個文化找回來，那凡而能夠得到更大的一個對自己能夠得到更 
     大的一個好處，對。」 
 
 
問：「所以這個活動基本上也是以蔡老師能夠來的時間來安排嗎？」 
答：「恩…今年的話因為就是蔡老師他，就是今年都是在大陸，在大陸爐江有一 
     個…這個…這個文化中心，他在那邊主持，那麼今年的話呢，就第二年， 
     我們就是有再請到其他的老師來孔廟這裡來演講辦講座，那主要的內容還 
     是都是以中國的這個…這個聖賢的一個，聖賢人的風範也好或者是厄…中 
     國的一個傳統的思想為主，來做一個演講的主軸，對，那所以就是，去年 
     的話是一整年都是蔡老師回來演講，那我們的時間都是固定每個月的第二 
     週，恩每個月的第二週來辦這個演講，所以我們這個時間是不變，如果說 
     老師沒有空就由其他老師來…來這裡遞補演講這樣子，對，其實現在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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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佛教慈悲台，如果你晚上回家有空的話，七點你打開電視就有蔡老師的 
     那個，那電視在轉播，那之前他有轉播我們在孔廟的演講，總共有六十集， 
     可是他們現在已經撥完了，都要換撥別的，那都在那一台，那個電視台在 
     播放啦，是佛衛慈悲台，對。」 
 
 
問：「你在這邊都多久了？」 
答：「一年半。」 
 
 
問：「就你在這一年半裡，辦這些活動的過程中，你覺得這些活動對孔廟是否有 
     一些影響？」 
答：「(清了一下喉嚨)恩…其實我們會辦這個活動的話，主要就是說，對孔廟… 
     對孔廟來講的話，其實我們覺得就是…得到了一個很好的一個讓大家認識 
     孔廟的一個機會，透過這樣辦活動的一個方式，那…不然的話，其實我在 
     這裡就是有發覺就是考試的季節、考試的時間特別多人之外，其他的都沒 
     什麼民眾會進來，那麼我們透過這樣辦讀經班也好還有辦這個…講座的方 
     式，那讓大家能夠進來孔廟，那其實讓大家也漸漸的了解到，就是說孔廟 
     除了可能大家在求取考試的好成績之外的另外一個真實的功能，對…而不 
     是大家好像只是為了求好成績，近來這裡走一走，而是讓大家能夠真正了 
     解到孔廟他所代表的一個涵意在我們，這個...中國人的一個實質的意義在 
     哪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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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歷史(四) 
地點：孔廟辦公室 
時間：2008 年 9 月 16 日 
對象：林建明先生(孔廟的總務，也負責釋奠典禮祭品的採買) 
採訪者：葉姵彤 
 
 
問：「為什麼今年要換成素太牢？」 
答：「其實很多地方的孔廟早已換成素太牢祭拜，目前只剩下台南和台中兩間孔 
     廟仍是遵循古禮使用牛、羊、豬，今年用素太牢試辦是因為有些民眾反應 
     用牛、羊、豬當祭品有血腥，也容易引來蒼蠅不太衛生，所以今年就試試 
     看換成素太牢。」 
 
 
問：「您在這服務多久了？」 
答：「五年了」 
 
 
問：「您對於換成素太牢的看法如何？」 
答：「大家對素太牢的反應非常兩極化，反對的人覺得應該要遵循古禮，不要破 
     壞這個禮儀，支持的人覺得，認為這能響應環保不殺聲。那我是沒有什麼 
     意見，只是照上級的命令做事，當然當全台的孔廟都換成素太牢的時候， 
     我們仍遵循古禮，即便成我們的一種特色；但隨著社會觀念的改變，響應 
     環保與衛生，不殺生這方面的想法也很好。」 
 
 
問：「在其他祭品的部份，也能一樣遵循古禮擺設嗎？」 
答：「在民國八十七或八十八年之前，好像當是依照古禮擺放一百九十九道，是 
     有固定師傅在做的，後來因為做做這些祭品其實是很費功夫的，師傅年老 
     了又沒有傳承，也因新竹孔廟的祭品是用象徵性的物品代替，所以現在的 
     祭品也是從簡象徵性的採買一些食品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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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歷史(五) 
地點：大勇國小校長室 
時間：2009 年 4 月 17 日 
對象：童政憲校長(第九屆桃園縣祭孔禮樂協會理事長) 
採訪者：葉姵彤 
(以下訪問的對象回答以姓氏作簡稱。) 
 
 
問：「請問您在祭孔禮樂學會裡服務多久了？」 
童：「喔～我從一開始第一年的祭孔我就有參加了，當時我是教師國樂團的負責 
     人嘛，那時候他們就是要找人我們就去幫忙，然後就這樣成立禮樂協會， 
     那時候都是推比較年長的校長當理事長，那時比較年長的在管理，後來就 
     推推推到沒有人了，就叫我來當阿，我是第五任，大概是每三年......(想了 
     一下)每兩年啦……(想了一下)還是三年……我也不太清楚，要問他們过去 
     之前的人比較知道，應是兩、三年啦，現在我是第九任，所以已經有五任 
     了，我現在是第九屆。」 
 
 
問：「就您認為祭孔禮樂協會在釋奠典禮中扮演什麼樣的功能？」 
童：「就是發布司令阿，就是我們接到上面的公文後，究往下通知所有的人。」 
 
 
問：「祭孔活動是一年二祭，崇聖會他們很重視一年二祭，所以有自己辦的一個 
     祭祀當作春祭，如果說他們搬走了，就沒有所謂的春祭了，那您會有想要 
     推動春祭的想法嗎？」 
童：「這要看民政局的意思，是以他們為主，說到崇聖會，我是聽別人說的，他 
     們的祭祀方式，我就不能接受，用那樣的方方式祭孔，他們就是用道教的 
     方式祭拜嘛，這要怎麼說，你懂嗎？(想了一下)要說就是(停頓了一下)不倫 
     不類嘛，你認為呢？他們這樣的方式怎麼可以，他們還有點光明燈，這根 
     本就是不倫不類。」 
 
 
問：「請問您對上次素太牢的看法？」 
童：「我覺得這是不對的，怎麼會用素的，你知道春祭的時候，那個季品才適用 
     素的，他們稱做釋菜典禮，是用素的東西祭拜，他們現在這樣靜好像是把 
     釋菜典禮的祭品放到釋奠典禮來，當作一次來拜，這樣對嗎？你知道拔智 
     慧毛嗎？拔智慧毛就是要拔牛的毛，然後他們去年改成素太牢，拔智慧毛 
     就變成我們去市場跟人家拿牛毛來，然後再放進那個那個……就是那種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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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裡面，這樣怎麼行，那些牛毛經過祭拜後，就像人家拜拜的時候都會說， 
     心誠則靈，會產生靈性的，才能庇祐平安，而且拔智慧毛是要拔牛耳朵的 
     毛才有用，才能保祐學業升官，像這樣沒有經過儀式的牛毛，怎麼能呢？」 
 
 
問：「在崇聖祠的主祭官職位位什麼是由崇聖會的理事長擔任？這原本應該是由 
     誰擔任？」 
童：「本來是副縣長，後來就因為祭祀典禮每年都一樣，到後來就不來了，就有 
     詢問誰要來擔任，他們就說讓他們要，之後就一直是由他們來做。其實都 
     是這樣，像是釋奠典禮阿，分獻官都是由一級主管擔任，後來有人建議把 
     遺世時間縮短，我們就非常反對，你知道祭孔原本是八、九十分鐘的，每 
     一個程序都是一個一個來，想是「行初獻禮」後面不是「行初分獻禮」嗎？ 
     本來是等「行初獻禮」完了之後正縣官回到那個庭院後，才進行「行初分 
     獻禮」的，後來就是很多人反應時間太長了，我們才把初獻禮與初分獻禮 
     同時進行，然後讓初獻禮、亞獻禮與終獻禮就直接在大殿裡面不用走回原 
     位了，是這樣子的，所以那時候他們說要把儀式時間縮短為三十分鐘，我 
     們就堅持不可能，已經無法再做任何刪減了，但我們就是走路的時間刻意 
     放慢一些，這樣會感覺比較莊嚴，但是不會說讓你看出來是刻意放慢的。」 
 
 
問：「運作方式？」 
童：「就是釋奠典禮上面發公文下來，我們就開始開召集會議。」 
 
 
問：「所以除了釋奠典禮之外，平時就沒有任何的活動嗎？」 
童：「沒有，每年就只有那一次的活動。」 
 
 
 
問：「在典禮上還有什麼進步或改進的空間嗎？」 
童：「就像我剛剛說的，希望能夠將儀式的時間回覆到以前八十、九十分鐘，一 
     個結束了再進行下一個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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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一) 

2008.09.16(二)  孔廟訪談 

 

    今天到孔廟做訪談，問到了祭品的負責人和孔廟負責管理活動的負責人，也

得到祭孔活動的文書負責人的許多幫助，我感到欣慰多了，不然每次到桃園每次

都問不到東西，真的很無助。 

 

    今年桃園孔廟首度將太牢改成素食，為了響應衛生與環保。過去的祭品都是

遵循古禮，放上牛、羊、豬，負責祭品部分的林課長跟我說，近年來除了台南跟

台中還是尊循舊慣，放的是牛、羊、豬，今年桃園第一次試辦。當然在學會裡，

意見有兩派分支，提倡改用素食的人認為，應響應環保及衛生，在宰殺太勞作為

祭品後，有時會招來蒼蠅，加上有些民眾反應，這樣做有些血腥，所以想改換成

素食。 

 

    負責準備祭品的林課長，再這方面的經驗已有五年多了，對於太牢改成是素

食這個問題沒有什麼意見，他認為目前台灣還遵循古禮的孔廟以不多了，如果保

有繼續保有這項禮儀的話，或許這就是一項特色；而改成素食響應環保與衛生，

他認為也是值得參考的。 

 

    近年來桃園孔廟也開始推廣「弟子規」的活動，包掛兒童讀經班級以大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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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聖賢講座，在試辦的第一年就得到民眾的熱烈迴響，因此每年都有安排固定

的課程，負責孔廟其他活動的人也剛好姓林，林先生認為這樣子的活動能夠在孔

廟舉辦，其實是很好的。以前還沒有這些活動的時候，會踏進孔廟的民眾不外乎

就是些學生來求考試順利，孔廟對民眾來說，也相當陌生。有了這些活動，對於

儒家文化的推廣也變的更多元化。 

 

我今天也問到關於文昌廟的祭孔事情了，他們說，負責承辦祭孔活動陳小姐

說，最早的祭孔活動紀錄是民國 86 的，當時因電腦還不發達，所以是以書面的

方式保留會議記錄及公文，從民國 93 年後才以電子檔案的方式保存。其中，在

民國 89 年，因九二一大地震的關係，那年沒有舉辦祭孔活動，已表示哀掉。 

從文昌廟搬到孔廟的這段時間，有十九年了，在這十九年裡，孔廟及文昌廟的工

作人員已經換了很多人了，所以對這件事沒有人可以很詳細的跟我說，但是有一

位退休校長或許還記得。聽到這個消息，心中燃起了一線希望，希望他還記得，

好讓我順利完成過去的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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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二) 

2008.0917(三)  東門國小 

   

    今天到東門國小做訪談順道拍攝他們練習的狀況，每一位小朋友都非常認真

的練習，也有可能是因為老師很嚴格，在教學的時後完全不苟言笑，老師說一學

生不敢做二，不過老師會這麼嚴也是必然的，因為他們只有一個月的練習時間，

學生必須學會九十六個動作也是非常緊湊的，看他們練習一口氣就練了一個半小

時，中間的休息也很短暫，像是把握時間抓緊練習。 

 

    剛開始我是這樣認為，佾舞對這些學生來說或許是沉悶的舞蹈，我以為大家

都不願意來練習，但沒想到正好相反，大部分的小朋友認為練習佾舞雖然很累辛

苦，但，是非常光榮的。原來指導佾舞的老師會灌輸學生一個觀念「跳佾舞是光

榮的」，「只有我們東門國小有」，用這樣的方式提升學生的士氣。這也看出桃

園對祭孔儀式的重視，不只教學生如何跳佾舞，在觀念上也給學生一個積極的想

法，我也問幾位學生的想法，統整下來大概是這樣，大部分的學生認為能參予佾

舞的演出是非常光榮的，一生或許就這麼一機會了，就算再辛苦再累，這也是值

得的。這樣子的佾舞的敎授，我想在傳承上不會有太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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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三) 

2008.09.19(五)     孔廟─祭孔研討會議 

  

    今天的祭孔會議，所有的負責組長都會到，陳小姐也趁這個機會，把其他的

人認識給我，好讓我做訪談。不過大家今天都超忙的，跟我打個招呼後就去忙了，

我也沒能問到些什麼，不過在林建宏先生的幫助下，我也得到了許多幫助，真的

很謝謝他。 

 

    在服裝方面，都是按照台北孔廟的服裝下去做的，大致有五套，是仿宋朝的

服裝，但其實一幅的比例尺寸並不相當初主任上課時所說的那樣，是有一定的比

例，林先生說，衣服的比例應該是指長袍與馬掛的比例吧，因為現今在做衣服的

尺寸時，是一人的身材去做衣服，如過硬要按照比例做的話，那有很多人穿起來

會不合身的。我非常認同，每一件衣服如果都做的一樣的話，那是不可能的，因

為不是每個人的身材都是一樣的，站在這個論點上，我就沒有將皮尺拿出量了。 

 

    今天林先生也跟我說，孔廟的建立是因崇聖會過去的理事長倡議興建的，為

了感謝他們，所以在東廡的一側，設立崇聖會的辦公室，而旁邊的一尊孔子像，

也是當時從文昌廟接過來的，也因此崇聖祠典禮的主祭官，也由崇聖會現任理事

長來當，已表示對他們的尊重。若以這個時間流程來看的話：崇聖會→孔廟→祭

孔禮樂協會→才有今天這樣的制度。我認為在桃園孔廟的發展歷程裡，崇聖會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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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重要的一席之位，值得去做深入的訪談。 

   

    我有聽到他們開會得內容，雖然流程、準備工作都與往年相似，沒有太大的

差異，但是每個環節他們都非常的仔細慎重，看他們這樣的開會過程讓我更加認

為，桃園祭孔禮樂協會對祭孔儀式是相當重視的，有些會員對於古禮裡該怎麼

做、應該要有些什麼還是很重視，我相信有這樣一個完善的行政組織，桃園祭孔

儀式的文化可以保存的很好並且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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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四) 

2008.09.26(五)   桃園祭孔儀式響排 

     

今天是他們習儀前的響排，除長官之外，禮生、樂生、佾生幾乎都到齊了，

在響排走位的時後，禮樂協會會長童校長指導的非常仔細，要怎麼走、該走到哪

一步，都很仔細說明，地毯上也有貼上標記，一方面讓隊伍整齊之外，禮生在走

步的時候也會必較容易，由此可以看出他們對典禮的盛重。 

     

    或許禮生與樂生部分的人都有參與的經驗，所以維持了典禮的水準，我覺得

這一點的傳承方式很不錯，以前是由桃園農工的學生擔任禮生，但學生流動性

大，儀式的流程必須一再敎授，現在由學校的老師擔任禮生，老師流動性不大，

這樣一來減少了許多麻煩的程序，也可以確保儀式典禮的保存與品質。 

 

    之前陳小姐說的那位退休校長萬校長今天有來觀禮，原本我真的是很開心

的，我以為遇見他，在孔廟興建以前的歷史就解決了，我真的太天真了，我們一

坐下來，萬校長就開始講解整個孔廟的空間結構、儀式的進行與發展，真的很謝

謝他，有一些我沒想到的事情，萬校長一講出來也讓我增加寫作的內容，但是在

文昌廟祭孔的那斷歷史始終無法得知，因為萬校長是禮樂協會第三屆的會長，他

並沒有參與文昌廟的祭孔活動，他也不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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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讓我知道，一位研究人的表達能力是很重要的，我問了不少人關於文

昌廟祭孔的內容，但對方好像不太清楚我想要的事物，從他們的口中我無法挖出

相關的消息，可能真的是時間太久了，大家對這件事都是陌生的，看來這段歷史

很難建構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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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五) 

2008.09.27(六)   祭孔儀式習儀 

 

    今天是祭孔儀式活動的習儀練習，習儀就是彩排的意思，所有人全副武裝，

各處局長也參予習儀的走位練習，可惜今天天公不做美，因為怕禮服淋濕，所有

的人都穿雨衣習儀，因籥很貴，所以佾生沒有著裝也沒有拿翟籥。我也害怕攝影

機壞掉，只敢在屋簷下拍攝，有很多畫面就沒有拍了，我覺得很可惜，所有人員

穿上衣服後，整個感覺又不一樣了，加了嚴肅與統一，每一位執事者在此空間裡

所扮演的角色，也一目了然。 

 

    我覺得今天地習儀好像是在驗收他們昨天響排有沒有記起來，指導禮儀進行

的人員不在禮生旁邊指導，而是站在一旁觀看。今天也有許多來賓觀看，但大部

分都是幼稚園的小朋友，小朋友能明白祭孔儀式在幹麻嗎？本想上前去問疑問，

但今天也夠忙的了，還來不及上前去問，他們就回家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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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六) 

2009.003.19(四)   孔廟訪談 

     

    今天來到孔廟獲得了兩個訊息，一個是好的一個是不好的，好的是我終於得

到之前文昌廟還沒改建時的照片，從照片裡可以略知孔廟興建以前的祭孔模式，

讓我感到很興奮，之前許校長也說崇聖會現在舉辦的祭孔儀式，跟之前還在文昌

廟祭孔時的方式是差不多的。聽了這些話後我認為，雖然過去的空間已不在了，

但儀式仍然存在，我可以將過去的照片與進行中的活動做連結，去重現當時祭孔

的方式。 

 

    但世事難預料，我才這麼想完，孔廟的工作人員又補了一句讓我頓時啞口無

言，她大概是這樣說，崇聖會他們現在的祭孔方式是孔廟不允許的，近幾年開始

籌劃將春祭的祭祀搬離孔廟，所以崇聖會的祭孔儀式是不被承認的，她也告訴我

最好不要把春祭的東西放進我論文裡。聽到她這麼一說，我又開始煩惱了，因為

如果不把春祭的東西放進我的論文裡的話，就表示我必須更改論文寫作的方向論

文題目，而且也就找不到這間孔廟的獨特性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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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七) 

2009.3.28(日)   崇聖會春祭 

 

    今天是崇聖會的春祭祭孔典禮，孔廟裡也集結了許多民眾來參與，大部分的

民眾都是之前在這邊點光明燈，收到崇聖會寄的邀請函前來參加的。因為上禮拜

孔廟的管理人希望我不要把這個春祭寫進我的論文裡面，所以今天只用照相機拍

下一些照片而已，並簡單的錄一段影片。典禮的過程很簡單，在孔子像前的廣場

架了一格棚子，並擺上一些祭品，一位道士唸著祭文，其他人跟著一起拜，儀式

時間大約三十五分鐘左右，與釋奠典禮相比，是一個非常簡約的儀式，但崇聖會

總務認為，典禮雖然簡單，但只要心意到也是一樣很隆重的，多祭拜幾次有什麼

關係。 

   

    林先生說，之前為了感謝崇聖會發起建立孔廟之意，所以在孔廟一處設立崇

聖會辦公室，就這樣過了近二十年，最近因為媒體的報到傳開來，而其他民間團

體的反應崇聖會在孔廟內的存在，最近也開始與崇聖會的人協商喬遷事宜，廟方

這邊也盡量把事情壓下來，因為民眾會到縣府投訴反應，縣府的人也請孔廟的服

務人員盡快處理，所以廟方的立場當然不希望我把春祭寫進論文裡。以尊孔的觀

點來說，崇聖會裡的孔子像、點光明燈的作法以及道教的祭孔方式是不合宜的，

但我以為這是桃園孔廟的一項特色，因為特殊的歷史因素，但因為我在寫這份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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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時候得到孔廟很多的幫助，我也不希望我的論文會造成他們的不便，但主任

說這是個很好地方，在官方孔廟裡會有一個民間團體的存在，這樣存在的影響很

直得探討，主任也說用公正客觀的方式寫作，不要讓我的論文看出是有特別站在

某一方的立場上。主任的這些話我才體會到，研究者站在什麼樣的立場寫作、所

選擇寫的東西是可以影響被研究對象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