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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大綱 

 
關鍵字：孔廟祭典、音樂分析、民間祭祀 
 

研究動機/目的 

  自小學習音樂數年，接觸過的大部分為西方音樂，對於不曾接觸

到的民際祭祀音樂相當好奇，想進一步了解其中與長年學習的西樂差

異，是否也是能吸引人心。  

 

方法/觀點 

  在學校學習了近四年的民族音樂學，為了展現這些年所學到的，

便實際調查已有二千年歷史的祭孔文化，以主觀的態度來書寫民族

誌，並且清楚的記載祭孔當天儀式的進行，與訪問廟方的觀感，進一

步做分析與探討，達到我研究的目的。 

 

民族誌/口述歷史 

  計畫訪問廟方的承辦人員，與財團法人的董事長等人，分別做訪

問與討論，並錄音記載訪問時的對話，以做日後口述歷史之證明。 

 

音樂分析 

  像廟方詢問祭孔當天演奏音樂的樂譜，在自行與影音做比對，分

析實際演奏與譜上的差異，並進一步探討音樂其中美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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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這次的研究不僅讓我了解到，音樂是不分種類的，只要在對的情

境與地點上，配合對的曲目，都會有安定人心的效果，在這次研究後，

會試著再去接觸自己不熟悉的音樂領域，以增廣見聞。 

 

預期成果 

文字：論文一本。 

相片：以照片模式記載祭孔狀況，及重要人物。 

影音資料：將祭祀過程、訪談過程攝影或錄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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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在考取功名為主要生活的時代，人們只要遇上考試，不管是

公職考試、升學考試…等，為了自己心安與求取神明的保佑，到寺廟

裡祭拜孔子，已經是常有的事了，人們只在自我有需求時，到廟裡燒

香祭拜孔子，平時卻少有人注意到孔子的誕辰日子，更少有人會去注

意到在孔子誕辰當天，寺廟會為了紀念孔子，而做哪些祭拜與活動，

這些民間祭祀方面的文化，更是少有人會去注意到的。 

 

  然而在家鄉南投，就有不少間有祭拜孔子的寺廟，每年定期在孔

子誕辰當天舉辦一些活動與較為盛大的祭典，其中祭祀用音樂為我較

少接觸過的文化，由於學習音樂數年，又於大學期間學到以民族音樂

學的方式去探討和分析音樂，便選定交通較為便利，位於南投草屯鎮

上的惠德宮，以九十七年九月二十八日所舉辦的孔子二五五八週年誕

辰紀念日的祭孔音樂做一個分析研究，作為我此論文的研究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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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孔子誕辰釋奠典禮對我來說也是一個不曾接觸過的文化，我也

和一般大眾一樣，很少去注意這部份的細節，然而，為了研究此音樂，

對於整個祭典的開始到最後，更是引起我興趣的部份，整個典禮是怎

樣進行的，對於音樂又是如何詮釋，政府對於這民間祭祀的文化有什

麼看法，在廟裡工作者對於每年做祭典的觀感，參與演出的祭祀人員

的感受，與我個人實際參予所看到、感受到的部份，又有哪些落差，

而我第一次將實地參予整個祭典的心路歷程，全都是我最為期待想了

解的部份。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此論文之研究目的，是試著去接觸一個自己不熟悉的音樂領域，

從一開始的不熟悉，到慢慢的深入了解並接觸，並且將大學時期所學

到民族音樂學對於田野調查方面的知識，加以應用於此論文的寫作與

調查上，近一步了解到孔廟祭典的整個過程，並且分析其音樂上的表

現，與實際譜上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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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背景介紹與田野調查 
 

第一節 惠德宮之簡介 

 
   

  我主要研究對象為位於草屯鎮太平路上的惠德宮，建於民國三十

八年，至今已有六十年的歷史了，主要祭祀神明有：關聖帝君、孚佑

帝君、司命真君、玄天上帝、文倉帝君，這五神又被稱為五聖恩主，

其他還有配祀神明與同祀神明，包含了觀世音菩薩、城隍尊神、六十

神尊太歲星君、至聖先師孔子、關平太子等等眾神明；每年固定的主

要祭祀典禮有：農曆六月二十四日（關聖帝君聖誕）、農曆二月十九

日（觀世音菩薩佛誕）、農曆三月十五日（中路財神聖誕）、農曆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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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城隍尊神聖誕）、國曆九月二十八日（至聖先師孔子聖誕）。 

 

  惠德宮志向在於救世濟眾，以善念幫助世人，以施惠佈德為主要

宗旨，並且定期於每個月的一、六日，讓乩童為民眾消災解惑，順以

增加信眾的支持與信念，每次遇到濟世的日子，慕名前來的信眾不

少；平時又積極從事公益活動及辦理社會救濟的事宜，每年都未低收

入戶辦理冬令救濟，更於國中國小頒發清寒學生獎學金，於平時之急

難救助，更受大眾與政府的表揚。 

 

  惠德宮座落於熱鬧的太平路上，更為往返台中、南投之間的重要

路線，惠德宮並不排斥街訪商家與之並立，為了突顯路標，建築採用

三川造勢，綠瓦為屋簷，和一般金瓦和紅瓦廟宇有些不同，屋簷上的

裝飾為雙龍搶珠，兩旁為白色的大理石獅子；而在一樓正殿大廳上的

匾額「護國佑黎」更為前總統陳水扁先生所題贈的，大廳裡祀奉的為

關聖帝君與鎮殿聖帝（圖一）；左邊為觀音堂，主要是祀奉觀世音菩

薩（圖二），前面為地藏王菩薩（圖三）；而右邊為善修堂，主要祀奉

城隍尊神，左右兩邊為文武判官和黑白無常，小鬼拿著「懲奸罰惡」

的令牌與六將爺站在旁邊，最中央坐著的是福德正神，笑容可掬的樣

子正好緩和恐懼的氣氛（圖四）；各個神佛像都刻畫細緻，猶如真尊，

讓人更為虔誠的去尊敬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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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關聖帝君） 

 

（圖二／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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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地藏王菩薩） 

 

 
（圖四／城隍尊神、福德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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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樓為大成殿，正中主要祀奉為至聖先師孔子牌位（圖五），左

邊祀奉聖子思子，還有復聖顏子和孔子的弟子牌位（圖六），右邊祀

奉為宗聖曾子、亞聖孟子（圖七），每逢考期將近，就有眾多學生來

廟裡拜拜，祈求考試順利、金榜題名。 

 

 
（圖十／至聖先師孔子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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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顏子與孔子弟子牌位） 

 

 
（圖十二／曾子與孟子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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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祭祀五恩主之聖誕時，廟裡必定隆重的依照儀式典禮祝壽，

尤其以關聖帝君最為盛大，其次為孔子聖誕，正為我此次論文的重要

部分，將於第二節進行更詳盡的解說。 

 

第二節 民族誌 

 

  於九十七年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我先行到惠德宮拜訪，並且告知

在撰寫惠德宮今年九月二十八日即將舉行的孔廟祭典音樂分析的論

文研究，想先取得廟方的同意，於當天典禮時能夠入內拍照攝影，和

允許平時來廟裡蒐集資料和訪問，廟裡辦公的人聽到我在以惠德宮攥

寫論文，相當的高興，也很樂意讓我訪問與進入拍照，廟方表示祭孔

當天，並沒有硬性管制不能讓人入內拍攝，只要是想參予祭典，以不

阻礙儀式進行為主，都可以隨性參與；這消息讓我很開心，在來探訪

之前，在新聞上看到較大型的孔廟祭典，要入內拍攝的人不外乎是電

視台的記者或報社記者，都被發放工作通行證，以利自由進出方便拍

攝，擔心求取通行証上遇到困難，將會是論文寫作上的第一個難題，

還好廟裡的人都很客氣，並沒有出現預期擔心的問題，這是個好的開

始。 

   

  簡單的與辦公室裡的人說完後，就先參觀一下整個廟宇，擺設肅

穆環境清靜，與大門外馬路上車來人往的吵雜聲產生對比，室內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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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婆婆媽媽們到廟裡來拜拜，有的很虔誠的拿著香閉眼默念，有的拿

著聖杯在祈求財神爺給予金元寶；殿內的建築，像是樑柱都精雕細琢

的刻著極為複雜的籠，騰雲吐霧的攀在柱子上，光是一樓所祭拜的神

明，就有數十位，整個廳堂看起來相當莊嚴壯觀，就連神像也都雕刻

的栩栩如生；之後跟著指示牌通往二樓的大成殿，正是此次研究的重

要地點，二樓恭奉著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與一樓比起來，二樓的擺

設簡單很多，也許是因為一樓恭奉的神明較為眾多，又分別與二樓的

文昌帝君區分開來的關係；雖然擺設較少，但也不失莊嚴肅穆的氣

氛，這時，還有幾個學生上樓來，拿香拜拜，應該是在祈求考個好學

校吧！ 

 

  參觀完整個廟宇，對於這次要研究的主題，更添加了不少興趣，

希望祭孔典禮的當天能夠順利進行，並完成論文，我衷心祈禱著，便

先離開了惠德宮，準備下次在來探訪時所需的資料。 

 

  第二次的探訪，已是九月二十七日了，明天就是祭孔典禮的日

子，既興奮又緊張，想先到惠德宮裡看看準備事宜，但由於在前幾日，

已有颱風侵襲的情況，此次威力不小又是個強烈颱風（薔蜜），看到

新聞都已宣布停止上班上課了，天色不佳也飄著小雨，擔心起明天的

祭典是否會受到影響，變心急的趕到惠德宮探個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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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剛到廟裡的辦公室，就看見那天允許我入內拍照的住持，接著

一通一通響個不停的電話，我上前詢問，才得知明天祭孔典禮要來跳

佾舞的舞生和樂生和觀禮的學生，都沒有要來了，因南投縣已宣布停

止上班上課，學校校長擔心學生在颱風天來參予典禮，容易發生意

外，為了學生的安全也不敢強迫學生來參予，許多家長、老師紛紛打

電話到廟裡詢問，確定是否不用來參加典禮。看到住持心煩無奈的樣

子，他還惋惜的說，明天典禮要用到的樂舞生的服裝與單羽旌節等器

具，都已準備好放在辦公室內的桌上了，這些學生沒有要來參加，讓

他們實在是一團混亂，畢竟明天的祭孔典禮是相當正式的，在以往也

沒遇到像今天這種情況；聽住持這樣說，讓我大失所望，原本還期待

著明天的祭孔大典，可以親眼目睹整個完整過程，記錄跳佾舞與音樂

這些精隨的部份，現在少了舞生和唱生，那明天的典禮還有什麼看頭

呀！ 

  在當晚，住持告知我隔天的釋奠典禮可能簡化成較簡單的祝壽

禮，省去跳佾舞和一些繁瑣的部份，就直接在二樓的大成殿舉行祭

拜，他還很好心的給我ㄧ份原釋奠典禮執事人員名單和典禮程序，還

說他們準備很多典禮上要用的東西，卻因為颱風來都得捨略，真的很

可惜，在跟住持答謝後便先打到回府，帶著忐忑不安的心等待明天的

到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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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的探訪便是九月二十八日典禮當天了，由於家父、家母與

哥哥對於我這次要做的研究也深感興趣，畢竟他們也沒有實際參予過

祭孔大典，便跟著我一同前往，天才矇矇亮，我們早早就到了惠德宮，

天氣不佳的下著大雨，在大廳上都已擺好了鮮花素果等祭拜品，不同

於前天晚上的是，在一樓大廳的左側還看見了祭拜用的大豬公（圖十

三），豬身上還站了一隻用麵龜做成的羊（麵粉團製成的，可能是為

了節省經費，也避免多宰殺一隻羊），有羊有豬卻缺少牛，非資料顯

示的「太牢」，而是較為簡略的「少牢」現象，旁邊的竹節上還吊著

魚、雞還有一些內臟品（看似豬內臟，見圖十四），在供品前擺放著

一些禮器（圖十五），由左至右分別是傘，斧，鉞，風調雨順立牌，

麾，提燈（應是原本釋奠典禮要用到的禮器，因省略成祝壽禮而只好

擺放給人神明與信眾觀看用的）。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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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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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天氣關係，聽住持說往年的祭孔典禮都很熱鬧，通常都有很

多人來參觀的，今年卻只有少許的人來燒香祭拜，比起往年真的有很

大的差異。許多官員因天候關係而遲到，所以導致原本要在六點準時

舉行的典禮，延後二十分鐘開始，這期間我稍微訪問了一些已著裝好

的陪祭官，他們表示他們只是縣政府派來的一級主管，必須要參加典

禮，其實對於典禮的程序不太了解，其中一位陪祭官───潘雪英小

姐（圖十六／左一／草屯托兒所所長），一聽到我是在寫作論文，便

主動留下聯絡資料，要給我一些九十六年祭孔時所拍攝的照片，雖然

他說手上的資料不多，卻非常感謝她熱情的幫助。 

 

 
（圖十六／我與陪祭官們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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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六點二十分典禮開始時，正獻官與各分獻官、監禮官、糾儀官、

各陪祭官、主祭官、讀祝官都移架到二樓的大成殿，陪祭官身穿藍色

祭服，正獻官身穿藍色祭服（圖十七），在服裝外還多加了一件黑色

的祭服（圖十八），整個典禮依循原本釋奠典禮的程序，些許程序因 

 

 
             （圖十七）                （圖十八） 

 

包含樂生舞生等，因此省略了。 

 

  在獻花獻果的過程中，有些倉促，在一旁幫忙拿祭品的禮生，看

似不太熟練的樣子，有些手忙腳亂，而樂生在演奏咸和之曲、寧和之

曲、安和之曲時，都有ＣＤ音樂一起播放，外加上樂生實際演奏的音

響效果，但是在我看來，這些樂生都非實際學習祭祀音樂之人（圖十

九／二十），整個曲調的音高和播放出來的ＣＤ音樂，都沒很整齊，

且音準各個不一，減少了正式感，整個祝壽禮比起原先釋奠典禮程序



 - 21 -

表上寫的三十二道程序簡單很多，不到一小時就結束了，感覺並沒有

想像中正式，但由於我是第一次參加廟宇祭典，還是覺得非常的新奇

有趣。 

 

       （圖十九）               （圖二十） 

 

  於典禮結束後，大家就都急著解散了，可能是因為穿著古裝祭服

又因天氣下雨悶熱不舒服，很多人就在大成殿上將衣服脫下了，廟裡

的住持和師姐們紛紛邀請大家前往廟後方的大廳休息室享用早餐，我

和家人也一同前往了，並且和惠德宮財團法人的董事長同桌（圖二十

一），並且在吃飯的同時，邀請他於飯後接受我的訪問，他也欣然答

應了，他對於我要做有關惠德宮的論文，相當稱讚，並且熱情的答應

給予我資料上的幫助，這讓我開心不已，原以為在訪問的過程上會遇

到困難，這讓我看見了草屯人的鄉土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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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左起 家母，我，董事長，通賛，南投縣議員，家父，工作人員） 

 

  享用後早點，師姐們分送壽桃，且在大廳前已有殺豬攤販來將剛

祭拜完的大豬公肢解，分送給來拜拜的民眾，都當作是吃了有神民保

祐的效用。於是到了辦事處的會客室裡找董事長，於是開始了我的訪

問，先獲得他的同意，我拿手機來錄音，紀錄整個訪問過程，南投縣

議員也有趣的參予我的訪問，家父家母與哥哥都在一旁參與，觀看整

個訪問過程，在訪問的過程中，還有幾位熱心的師姐幫我們倒茶水，

我將這段口述歷史記載於第三節裡，其他相關照片請看附錄。 

 

  由於當日向廟方詢問往年的影音資料時，廟方表示並沒有存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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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年的影音資料，在以往也沒有聘請人幫忙攝影記錄，最多只是照相

存檔準備申請補助上用的而已，這消息讓我很著急，廟方還很好心的

告訴我可以到中興的史前博物館詢問是否留有資料或到鎮公所詢

問，感激之餘，便決定擇期前往調查。 

 

  在回到家後，便趕緊麻煩借我錄影機的鄰居，幫我把檔案轉成磁

片，卻在幾個小時後，得知了一個不幸消息，鄰居表示檔案在轉檔的

過程中遭到損毀而不能夠讀取，只剩下錄影的上半部份，這讓我更急

於找到前年惠德宮的祭孔影音資料，擔心這重大困難對論文的攥寫造

成嚴重缺失。 

 

  於十月十五日一大早，先驅車前往位於中興的史前博物館，詢問

了櫃檯人員有關惠德宮祭孔的資訊，她很好心的幫我找了管理檔案庫

的主任，向他說明了我的來意，他卻很直接的告訴我使前博物館所管

理的檔案都屬於日據時代之前的資料，若要找民國開始的資訊，他們

那邊沒有，且館藏書目都是日文，要我到草屯鎮公所去問看看，向主

任到謝告辭後，便直奔草屯鎮公所。 

 

  到鎮公所辦事處的櫃檯詢問，得知廟宇的祭典部分都歸民政處的

寺廟課管理，直接到寺廟課上詢問即可，好不容意在偌大的辦事處裡

找到了小小的寺廟課的辦公桌，詢問了正在辦公的人員，他非常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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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我查了電腦裡的資料，沒幾分鐘，電腦搜尋出來的資料顯示沒有

此檔案，讓我大失所望，像辦公人員詢問還有可能存放資料的地方，

他告訴我可以到南投文化局或是縣政府問看看，只好感謝他的幫忙後

又轉往可能有資訊的地方去尋找了。 

 

  我先到了南投文化局，詢問了櫃檯服務人員，他願意幫我先用電

話詢問其他部門人員，卻得知草屯惠德宮的資料不屬於南投文化局所

管轄的部份，我只好轉往最後一個機會───南投縣政府；服務人員

聽到我來的用意後，便帶領我到民政處的宗教課，找一位張小姐，她

跟我說明宗教課只在接收寺廟們申請補助的案件，只要他們有做申請

的動作，資料的完整，就會允許發放補助，但是對於他們是否需要錄

影存檔，這個部份現政府是沒有嚴格要求或規定的，且張小姐表示這

麼多年來，她還未收到惠德宮在申請補助時有附加影音檔案的資料，

所以想當然而，縣政府也沒有影音檔案可借我參考了，但還是非常感

謝張小姐的熱心仔細說明。 

 

  由於影音部份資料有些嚴重的缺失，在第三章的音樂分析上可能

會更加的困難，造成論文上的不完整性。我將網路上所蒐集到過往惠

德宮的祭孔照片放在附件上，供讀者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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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口述歷史 

 

時間：九十七年九月二十八日 

地點：南投縣草屯鎮惠德宮辦事處裡的會客室 

訪問者：洪千喬（以下簡稱喬） 

被訪者：洪明山董事長（以下簡稱山） 

 

      （圖二十二／縣議員）       （圖二十三／董事長洪明山先生） 

 

喬：典禮的進行要怎樣才算是好或是不好？是看有沒有順暢嗎？還

是… 

山：當然，當然！就是看有沒有順是照著古禮，然後通、引、賛，引

就是正獻官旁邊那位引贊，引在帶路引導去上香禮還有隱去桌

前上香，最後初獻禮、亞獻禮、終獻禮帶去神座那邊祭拜。 

喬：那如果我們今天沒有舉行六佾舞，那以後還會補舉辦嗎？還是就

沒有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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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今天沒有了，沒有沒有，以後不會再補了，今天我們用另外一種

方式，一種較簡單的方式，一個簡單的祝壽禮，沒有照傳統鼓

初嚴、鼓再嚴、鼓三嚴，這次這些都沒有了，（開始翻釋奠典禮

程序並且指明）開始就是典禮開始，然後鼓初嚴、鼓再嚴、鼓

三嚴，然後才是這些獻官們都出來，樂舞生都出來，這裡都有

寫。 

喬：這個祭孔的典禮很久以前就有在進行，為什麼現在還要繼續舉

辦？ 

山：這是傳統啊！故有禮節阿！（他非常肯定的表情說著）這是古祖

傳下來的禮節阿。 

喬：所以每年都還是得這樣祭拜囉！？ 

山：對阿！都有舉辦啦！ 

（一旁的縣議員插話…） 

議員：輪縣的話是幾年一次。 

山：三年一次，今年在魚池（南投魚池鄉）。 

（家母插話問…） 

家母：那如果三年一次有比現在還要隆重嗎？ 

山：其實依樣（此時議員也附和），我們縣也是這樣拜，鎮也是這樣

拜，我們辦的意思是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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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祭官不同啦！ 

山：對啦！對啦！祭官就是層次比較高啦！縣的就是縣長來，鎮的就

是鎮長來，其實儀式都依樣，只是人身分不同而已，也都依樣

一個小時啦！差不多平常六點準時開始，七點就結束了，今天

是下雨沒辦法，所以才用簡單的祝壽禮，用簡單的祝壽禮。 

喬：所以每年政府派來參加的人都不依樣囉？ 

山：都是依樣，縣長就是縣長，鎮長就鎮長，正獻官就是他們。 

議員：如果是縣，就是縣政府的一級主管都要到，什麼議長阿，鎮長

阿，什麼都要到啦！ 

喬：所以今天也是依樣大家都有來？ 

議員：今天是鎮長來阿！ 

（家母馬上糾正我） 

家母：今天是鎮的，不是縣的，不是南投縣的。 

喬：喔！ 

（此時師姐進來倒茶水給大家喝） 

喬：那如果舉辦的祭孔典禮，是之後才要去申請補助嗎？還是政府會

預留那些錢先給你們？ 

山：政府都有編預算，之前就有編預算了，對！都有編預算了，那個

每年都要舉辦這個典禮，我們也不只這個還有關聖帝君，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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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每年關聖帝君６月２７日都在我們這邊舉辦嘛，那如果

是孔子廟，就要三年輪一次，一個在埔里，埔里也有一個孔子

廟。 

（家母緊接著問） 

家母：那日月潭那個呢？ 

山：日月潭那個在文武廟。 

喬：那祭孔在比較古早有分兩祭春秋兩種… 

山：喔！那是春秋兩季啦！ 

喬：那我們有祭春秋兩季嗎？ 

山：沒有沒有，我們沒有春秋兩祭，那是祖先才有的。 

議員：像那個洪姓家廟那種，才有春秋二祭。 

喬：喔！所以孔子廟現在都省略囉。 

山：就只有祭秋季而已。 

喬：那可以跟你們借政府給的預算表嗎？ 

山：還沒出來，那個還要申請還要做資料還要照相還要… 

家父：祭孔典禮他們單位會照相，還要報核銷，然後申請給南投縣政

府，然後他們才會撥款下來。 

喬：喔！那麼這些表上都有寫要執行什麼，那這些工作是誰怎麼分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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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就籌備會阿！就是民政局啦！ 

議員：民政處是專門辦這些祭拜禮俗的啦！ 

山：就是民政處裡的公員會發公文來這裡開會，就是祭孔的佾舞生是

草屯國小，祭孔就固定是草屯國小，像關聖帝君是炎峰國小。 

喬：所以祭孔的是他們的老師跟學生囉！那在學校是有老師在教導佾

舞嗎？ 

山：有啊！有啊！這些資料是我們提供給他們的阿！ 

喬：那他們那邊會自行準備佾舞的服裝嗎？ 

山：沒有，服裝要在這（廟裡）準備，服裝是廟裡才有的，他們只是

出人數而已。 

喬：那剛才讀祭文的部份是有固定人士念祭文嗎？ 

山：沒有沒有，誰要念都可以的。 

喬：那古早的擺設和現在的有什麼不同嗎？還是有省略什麼？還是照

以往的？ 

議員：沒有，沒有，因為今天下雨天，所以把那些都省略下來了。 

喬：所以是只有省略跳佾舞的部份而已喔？ 

山：沒有，沒有喔！那些都要在外面的，還要到二樓再下來，如果是

正獻官至少要走到六次勒。 

（這讓我很驚訝！也惋惜沒法看到完整的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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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那祭拜的供品都跟古早依樣？ 

山：都一樣，都一樣，就獻花、獻果、壽桃、壽麵、六穀、山珍海味

（薑和鹽）、獻汁（酒的意思）、獻財寶（金銀財寶的意思） 

喬：那可以跟你們借剛在樓下演奏人的樂譜嗎？因為有需要一些參考

文獻跟資料做參考。 

（董事長於此時離開會客室到外面的辦事處幫我詢問，回來時手上拿

了兩份樂譜，一個是孔廟祭典的樂譜，一個是關聖帝君的樂譜。） 

議員：妳是讀什麼科系的？拿那些譜要做什麼用的？ 

喬：我讀音樂學系的阿，所以有需要用到那些譜去做分析。 

議員：喔！（此時議員大笑說）我還想說那些譜上的東西都勾來勾去

的隨便亂勾而已，他們在吹什麼都看不懂。 

喬：因為我是讀這一科的啦，所以才看的懂呀。那我想了解一下，跳

佾舞的部份是怎麼制定的？ 

山：中央級的，就是八佾舞，像台北大廟總統就會去，那個就是跳八

佾舞，那如果是縣長就是跳六佾舞，這些都有分層次的。 

喬：那這樣像台南的孔廟呢？ 

山：應該也是跳六佾舞而已，縣市級的都是跳六佾舞，如果要跳八佾

舞，要總統級的才是跳八佾舞。 

喬：那我們可以自己決定說要跳八佾或六佾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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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哎呀！這個都馬馬虎虎啦，我們是跳六佾舞啦！ 

（家母插話解釋…） 

家母：其實都可以啦，只是八佾舞會需要較多的人。 

山：八佾舞，要八八六十四（８ｘ８＝６４的意思），就要六十四的

人了。反正我們縣級內的就是跳六佾舞，也有人跳四佾舞的阿。 

喬：也有跳四佾舞？ 

山：有阿有阿！你如果場地較小的，就跳四佾舞。 

喬：那今天典禮算是完整落幕，董事長對典禮的過程還滿不滿意？ 

山：當然！這樣可以啦，滿意啦！都有順利完成！其實昨天主辦人就

有打電話給我，問說明天颱風天是不是要延期舉辦，我就跟他

說，我們東西都準備好了，七級官員他們答應都會來，所以說

政獻官，分獻官招集進行就有了，今天他們都有來嘛！就甘心

（貼心的意思）嘛！縣政府宣布不上班不上課，就變成我們的

學生沒有要，欠舞生、唱生，舞生是草屯國小的，唱生是草屯

國中的，再來就是觀禮的，草屯國中三十個，南開技術學院三

十個，炎峰國小五十個，草屯國小五十個，我們都有通知，這

些學生有的有來有的沒來，今天南開的學生就有來阿，像今天

颱風要來下雨天，沒辦法照傳統順序去做，學校那邊老師們擔

心學生們颱風天來會有危險，且縣政府又宣佈不上班不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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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沒讓學生們來了。 

喬：所以今天省略的只有跳佾舞的部分還有唱生和觀禮的人嗎？ 

山：對阿對阿！平常都照正常順序來的，正式都照這張表上的程序走

的（指的是原先印好的大成至聖先師孔子釋奠典禮程序）。 

喬：那惠德宮算是私人的廟宇嗎？ 

山：這個我說給你聽，我們惠德宮不是屬於國家，也不是屬於私人，

是屬於大眾人民的。 

（家母插話問…） 

家母：那為什麼政府會給予補助呢？ 

山：這是因為政府提昌的，早期大陸有宣揚這樣的活動，所以政府跟

進提昌這個活動，我們惠德宮的上級指導員就是縣政府嘛，隸

屬縣政府的，不是鎮公所喔！但是縣政府依定要給鎮公所公

文，像如果有縣祭，縣政府就會補助，像今天是鎮祭，鎮公所

就會補助，縣政府就沒有了。 

喬：那今年是不是輪到日月潭的孔廟？ 

山：對對對！ 

喬：每年都用抽籤的方式決定嗎？ 

山：沒有喔！照順序輪流的。政府的補助都只有六萬塊而已，其實都

不夠啦，一次都要花上一、二十萬，都不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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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那每年給的補助金額都一樣嗎？ 

山：都一樣阿！那些年度預算編排早就都排好了。 

喬：原來如此！ 

山：那這樣還有哪邊有問題要問的？ 

喬：嗯！差不多了，可能要回去整理一下，下次再來訪問。 

山：沒關係，我給你我的名片，有事情都可以打電話或是來找我，阿

打電話來要顯示電話的喔，沒顯示的我都不會接啦！（遞給我

名片） 

喬：謝謝，謝謝！那以後尚有問題再來跟你們打擾一下，謝謝啦！ 

（於是向議員與董事長再次道謝後，結束了此次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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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音樂分析 
 

第一節 曲譜之內容記載與分析 

 

  我將惠德宮給予的「至聖先師孔子釋奠典禮樂章」，與影音檔案

做比對，觀察樂生是否按照譜上的記號進行，並且將有更改異動的部

份做註記說明，加入典禮儀式的部份，讓讀者能夠更清楚音樂與祭典

程序的結合。 

 

  由於影音檔在第二章第二節的民族誌中提到，後半段的影像損

毀，造成影音資料缺失，只能將手上僅有的資料，儘可能的譯譜，這

讓在音樂分析上有了更大的困難度。 

 

  樂生使用的樂器也只有中國笛、專用電子琴、木魚和缽四種樂

器，其中中國笛佔了四位，其餘兩位樂生則負責電子琴和木魚跟缽。

唱生在奏樂時有加入音響和播放ＣＤ的佈置，讓僅僅六人的奏樂有了

更大的聲勢，但由於樂生們平時並沒有練習的習慣，在典禮開始前也

沒看見有調音這個動作，所以當開始奏樂後，樂生與ＣＤ播放出來的

音響，有些許音調上的差異，有些美中不足。而在演奏的片段，也因

典禮的縮減，刪減了一二個小節（圖上【】的部份），而在譜上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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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到五十二小節間反覆了兩次（圖上【】的部份），也都是譜上沒

有記載的，而有些加花的部份，因出現次數極少，便以綠色直接加註

在譜上了。 

 

  在第一次演奏「萬壽無疆」時，於最後第六十二小節開始到音樂

結束，加入了木魚和缽的敲打，兩個樂器都以音樂的拍子為主，木魚

一小節打四拍（圖上○），而缽只在每小節的二四拍敲打（圖上△），

在大成殿上有兩名樂生負責敲打，分別站在供桌的左右兩邊，而在一

樓的樂生中，也有一位負責同時敲打兩個樂器，總共敲打了十八個小

節，在曲子演奏結束後，木魚和缽仍繼續敲著，共敲了後九個小節，

沒和音樂同時結束，是因在典禮進行的途中，有些部份出了差錯，像

是禮生站錯位置，陪祭官排列雜亂，導致工作人員上前指揮調整，造

成延遲，而在一樓的樂生不知道這個情況，而一直演奏下去所造成

的，有些美中不足。（以上圖表請見圖二十四） 

 

第二節 音樂之美 

 

  在典禮結束後，問了幾位工作人員對於音樂演奏的看法，大部分

的人都表示不懂音樂，但因長期在廟裡工作，對於這種祭祀、慶典用

的音樂很熟悉，並不排斥，覺得有安定心靈的效果。以我個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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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演奏前沒事先調音好是個缺點，但不得不承認，這與一般人較常遇

見聽到的喪禮音樂比較，雖都是國樂器的演奏，但演奏曲目的不同與

演奏地點的不同，在廟裡多少添加了幾分肅穆莊嚴的氣息，而這音樂

對於整個儀式來說，卻是個不可缺少的重要部分，不僅讓儀式變的不

呆板，更讓來參予的信徒更融入這肅穆的氣氛當中。 

 

 

（圖二十四／萬壽無疆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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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 
 

  祭孔雖是以延續傳統的名義，每年都這樣舉辦著，但不可否認的

是在舉辦這些典禮的同時，所引來的信眾與捐贈，都是讓寺廟本身成

長的一大因素，不僅達成了延續傳統制度的美名，也讓寺廟本身增加

了知名度，且吸引更多的信眾與捐贈，一舉數得的方法，也讓孔廟祭

典之傳統能夠繼續延續下去。 

 

  這次雖然是因位攥寫論文的關係，才第一次接觸到孔廟祭典的文

化，第一次深入了解整個典禮過程是如此繁雜的，這次的調查，有許

多不足的地方，因氣候關係，造成典禮部分程序的精簡，還有在轉錄

檔案時所損毀影音資料，這些經驗都將是下次寫作論文時要更加注意

與改進的地方。 

 

  雖是第一次接觸到孔廟祭典音樂，它卻沒有想像中來的令人排

斥，莊嚴肅穆，安定人心的旋律，雖和自小學習的西方音樂有不同之

處，但實際音樂本身，是沒有分別的，若音樂都有安定人心的作用，

不分國樂、西樂，都一樣可行的，或許這次研究結束後，會試著在去

接觸自己不熟悉的音樂領域，以增廣見聞。 

 

 



 - 38 -

 

附錄 
 

參考書目 

1.徐福全,1999 年,《台灣民間祭祀禮儀》,新竹市:新竹社教館 

2.孫瑞金,2006 年,《祭孔音樂的回顧與前瞻》,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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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誌 

 

*圖一至圖五為九十六年惠德宮祭孔典禮學生跳佾舞情況，照片由潘

雪英小姐提供。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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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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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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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惠德宮廟裡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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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大成殿供桌中的貢品） 

 
（圖八／祭文） 



 - 43 -

（圖九／供品）

（圖十／五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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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山珍海味） 

 

（圖十二／麟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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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鳳毛）

（圖十四／祭孔當天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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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政獻官周信利鎮長） 

 

 

（圖十六／政獻官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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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陪祭官服飾） 

 

 

 

（圖十八／陪祭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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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政獻官全身服） 

 

 

 
（圖二十／惠德宮贈予之舞聖關公視電典禮樂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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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萬壽無疆） 

 

 

 

（圖二十二／咸和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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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寧和之曲） 

 

 

 
（圖二十四／安和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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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景和之曲） 

 

 

 

（圖二十六／寧和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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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咸和之曲） 

 

 

 
（圖二十八／惠德宮贈予之宮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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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宮誌內容） 

 

 

 

（圖三十／宮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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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宮誌內容） 

 

 

 

（圖三十二／宮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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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宮誌內容） 

 

 

 

（圖三十四／宮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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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五／惠德宮贈予之至聖先師孔子釋奠典禮樂譜） 

 

 

 

 

（圖三十六／萬壽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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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七／咸和之曲） 

 

 

 

（圖三十八／寧和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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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九／安和之曲） 

 

 

 

 

（圖四十／景和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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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一／寧和之曲） 

 

 

 

 
（圖四十二／萬壽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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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三／咸和之曲） 

 

 

 

 
（圖四十三／咸和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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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四／執事工作人員名單） 

 

 

（圖四十五／原釋奠典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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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六／原釋奠典禮程序） 

 

 

 
（圖四十七／原釋奠典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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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八／原釋奠典禮程序） 

 

 

 

 
（圖四十九／原釋奠典禮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