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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自十七世紀，釋奠禮均承清制系統。一八九五年廟學解構後，原設

於廟西北的「瘞燎及迎送神」空間，受民間信仰對空間應用神格化的影響，

改於廟南，成為臺灣祭孔圈的特殊現象。一九六八年受中華文化復興運動的

影響，在臺北孔廟首行「復明制」的祭孔禮樂改進，並將「進退班動線」加

入對應民眾參與的朝向；但臺南則仍維持原清制，形成臺灣祭孔禮樂「南

清、北明」的發展。 

彙析歷代對釋奠「儀序空間」的應用，概可分為「唐宋」及「明清」兩

大類型。韓國成均館的空間運用，屬「唐宋」系統，設三位獻官各行一個獻

禮；臺灣各地則偏「明清」之制，設一位正獻官及四至八位分獻官，一起行

三個獻禮。以上臺韓兩地的異元發展，分別見證釋奠古禮作為「世界文化遺

產」千古一線的歷史脈源。 

Abstract 

The Confucius Ceremony in Taiwan dates back to the Ching Dynasty, 17th cen-
tury. After the Temple-School System broke down in 1895, the Position of Burying 
and Incineration usher in and escort out the Spirit in Confucius Ceremony was relo-
cated to the south of the temple from the northwest due to the folk religion’s apoth-
eosizing of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and, therefore, became the special phenome-
non of Confucius Ceremony in this island. With the tide of Chinese Culture Renais-
sance in 1968, Taipei Confucius Temple initiates the amended Ming Confucius Cer-
emony and adds the line to face the people of attending the ceremony when the 
Presenters took their designated positions that differs from the Ching Confucius 
Ceremony in Tainan and consequently leads to south Ching and north Ming Confu-
cius Ceremony phenomenon in Taiwan. 

When it comes to the application of Ritual Characters and Spatial Configura-
tion, there are mainly the Tang-Sung and the Ming-Ching two types. The Ritual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Sung Kyun Kwan (成均館) in Korea, with three Presenters 
performing respectively three Presentations, is the Tang-Sung type. While the Ritual 
Spatial Configuration in Taiwan, with one Principal Presenter and four to eight Col-
lateral Presenters performing three Presentations together, is the Ming-Ching type. 
The dissimilarity between Korea and Taiwan witnesses the historical thread of Con-
fucius Ceremony a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all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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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學校園地中建置孔子廟，而成為「廟學」的制度，始於東晉孝武太元十

年（385），1在國都建康（今南京）的國子學以「左學右廟」的型制建置。

唐太宗貞觀四年（630）詔令全國州縣學校皆設立孔廟，將「廟學」制推廣至

各地，廟學之制遂成為此後傳統學制的基本型態。各廟學由儒學校師生負責

清潔管理維護工作，並於毎年春秋兩季的仲月（夏曆的二月及八月）上丁日

依照朝廷所頒訂的儀注、樂章及佾舞譜，舉行隆重的釋奠禮。釋奠禮是源自

先秦對先聖及先師的祭拜禮，二千多年來祭祀至聖先師孔子的禮儀雖倡行不

墜，唯各代不免各有演變。中國大陸近年來雖然在上海、曲阜、北京孔廟曾

作復元的演出，但畢竟不是活的祭典。臺灣與韓國祀禮至今仍存樂佾，可以

肯定是較接近釋奠原型，韓國釋奠禮樂還被國家指定為第八十五號重要無形

文化遺產，其文化價值受到國家的高度認證。日本東京湯島聖堂現行祀孔沒

有佾舞，「祭品陳設」及「啟扉、迎神、奠幣、讀祝、撤饌、撤幣、送神儀

序名稱」雖尚有釋奠遺風，但由祀儀「修祓ㄈ
ㄨ
ˊ」與「神官」人文發現，該祀儀

其實為採神道祭儀。 

司馬遷寫《史記》，說到因讀孔子書想見其人，故到孔子故鄉。今欲求

釋奠原型，大陸內地已式微近世紀，處於儒學主流邊緣的海濱鄒魯臺灣在經

過多變之秋，仍巧妙的復原與保存明、清兩式。但這所謂的明清兩式在歷經

殖民與民主背景，除各有當代的音樂、舞譜、服飾特徵外，有何差異之處？ 

本文謹探討廟學解構後臺灣祭孔禮儀在「人文結構」與「儀序空間–獻

官三獻結構、迎送神瘞燎空間、啟闔扉進退班動線」的衍變，一方面對應儒

家傳統禮制哲學觀及歷代衍變溯其淵源，一方面也對異地的發展作比較，彙

證祭孔儀禮千古一線的多元發展，並建構臺灣釋奠古禮在世界文化遺產脈源

的理論憑基。 

                                                 
1 參見高明士：〈廟學與東亞傳統教育〉（《唐研究》第十卷，北京大學出版，2004年）。自

唐以後，該廟學制並影響至鄰近的韓國、越南以及日本的傳統學制，高教授將種文化的共通

現象，稱之為「東亞教育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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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廟學與祭孔人文 

臺灣在十七世紀以前只有原住民散居在各聚落，未有文教設施。一六六

一年鄭成功驅逐荷蘭人克取臺灣，是為明鄭時期；一六六五年鄭經接受諮議

參軍陳永華的建議興建先師聖廟，隔年廟成，旁置明倫堂，2引入傳統教育制

度，正式開啟了臺灣的文教與廟學制度。至清末全臺三府、十一縣、四廳，

計設置九座廟學。3 

一八九五年臺灣因清廷於甲午戰爭失敗割讓予日本，隨清政權的退出傳

統儒學教育及其人文組織因而瓦解，廟舍也因日軍佔用而多遭破壞，廟學於

是解構；至日治末只剩臺南、彰化、宜蘭、新竹四座孔廟，其後宜蘭與新竹

孔廟又分別於一九五四、一九五八年拆遷。六○年代雖陸續於嘉義、臺中、

高雄、屏東、旗山、桃園等地重建孔廟，但因時代教育體制的改變，已不再

具有廟學型制。因此臺南及彰化孔廟可說是今僅存得以見證臺灣廟學發展歷

史者，該二座孔廟在日治時期同時也是實踐孔子祭禮最為完備者。一九○七

年宜蘭春祭特地邀請臺南樂局董事蔡國琳協助指導，4一九二二年嘉義並派員

向臺南見習，5一九三一年臺北孔廟新建落成時還特地自彰化聘樂師北上教習

佾舞，6因此得以成為當時的後起之秀，成為臺灣二十前世半紀清制祭孔禮樂

的代表。 

在日人統治的五十年間，祭孔人文及禮樂的發展概有三次變革，第一次

是一八九六至一九二○年間，原官方才能舉辦的孔子祀典，改由民間倡祭，

參與者多曾為前清府縣儒學的儒生及地方文人士紳，推舉曾領有科考功名最

                                                 
2 參見《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60，卷6）。（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3 包括臺北府、臺南府、臺灣府（位於今臺中）、安平縣（位於今臺南）、彰化縣、新竹縣、

宜蘭縣、嘉義縣、鳳山縣儒學。 
4 〈聖廟祭祀〉，《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七年（明治四十）三月三十日「聖廟之重修落

成，春祭之典禮並舉，……深恐禮未明，而樂不備，……特請臺南廳參事蔡孝廉國琳為糾儀

之官，導引禮樂所未備。……」。 
5 〈祭聖習儀〉《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二二年（大正十一）十月二十九日。 
6 參見黃贊鈞：〈臺北聖廟沿革〉，林欽賜（編）《瀛洲詩集》（臺北：編者刊，1933年）。

為求禮樂周全，特至臺南學習祭樂器，並聘請彰化樂師洪棟臣等三人，至臺北教習佾舞兩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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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者擔任祭禮的主祭，如臺南舉人蔡國琳（1843-1909）、7宜蘭進士的楊士

芳（1836-1903）、8彰化的楊吉臣、9新竹的鄭如蘭（1836-1911）、10臺北的

艋舺貢生李秉鈞（1896-1897）、歲貢生李種玉11（1916-1925）等。此時祭儀

的承祭者及執事禮生均以臺人為主，日官紳僅在三獻禮前後行上香禮，仍用

前清禮樂，但服飾則改用民初禮服長衫馬掛，不再使用清制官、祭服。 

第二次的變革是在日治二十五年後（1920-1936年間），此時前清舊科舉

中人多已漸年邁或凋零，各地開始有新成員集結社會各行業商紳及日人加

入，透過新一代青年團體積極結合詩社、前清貢、舉、生員等文人，擴大孔

子祭典，以類似社團的民間組織籌備倡祀。如臺北的大正協會（1916-
1918）、臺北崇聖會（1918-1950），彰化同志青年會（1918-1931）、嘉義青

年會、嘉義協會（1920-1929）、12桃園郡青年會（1926）13等，均是日執政者

允許設立的民間團體，其成員在祀典中擔任主要籌備及執事禮生的工作。以

民間協會組織形式可以方便祀孔事宜的籌辦，因為一個祭典的執事禮生視祭

典規模大小，少需二十人多則六十餘人，另還要有佾樂生，能有組織的分工

將較易推動，另外祀孔經費也有賴於會費的支持。一九二○年臺灣行地方行

政區域的改制，劃分全臺為臺北、新竹、臺中、臺南、高雄等五州及臺東花

蓮二廳，各州孔子祭典改由日籍首長州知事擔任正獻，由次級官紳或社會地

位較高的士紳領袖或學校校長擔任分獻；日執政者藉由日漢合盟的民間組

                                                 
7 蔡國琳（1843-1909）字玉屏，一八八二年（光緒八）舉人。是明治年間臺南祭孔的主要倡

議靈魂人物，一九○六年擔任臺南詩人團體「南社」創社社長。謝汝詮、林湘沅都是他的門

生。謝、林二人後來北上發展，於一九一○在臺北創立「瀛社」，其後並積極參與臺北祀孔

活動。。 
8 楊士芳（1836-1903），一八六八年（同治七）新科進士，為清末宜蘭孔廟的創建人之一。 
9 楊吉臣，一八九七年（明治三十）時以勳六等紳士及彰化孔廟董事身份倡議春秋丁祀，大正

九年任參事兼區長，大正十一年擔任彰化同志青年會長。 
10 鄭如蘭（1836-1911）新竹進士鄭用錫侄子。祖父鄭崇和曾捐款建新竹文廟。如蘭之子鄭神

寶（1880-1941）曾任新竹州協議會會員、總督府評議會會員，曾被推為竹社、瀛社、桃社

等聯合詩社的副社長。 
11 李種玉（1856-1942），臺北三重埔人，光緒辛卯（1891）秀才，甲午（1894）優貢生。曾

任漢文教席，精書法。曾協助大龍峒孔廟籌建工程總監督。一九三四年與李聲元、謝尊五

等創立「鷺洲吟社」，推展傳統詩學。 
12 參見筆者二○○三年中原大學建築系碩士論文《祀孔人文暨禮儀空間之研究──以臺北孔

廟為例》第三章。 
13 〈桃園祀孔典禮〉，《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二六年（大正十五）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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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消除漢人的敵對與反抗，並透過祭典中獻官的職司取代原漢文人的領袖

地位。 

祀孔人文最後一次變革是在日統治的最後十年（1936-1945年間），日政

府對臺改採皇民化政策，半強迫臺灣人使用日語、養成日式生活習慣、改換

日式姓名及供奉日本神祇，企圖切斷所有漢文化根源，一九三六年臺北14及臺

南15孔廟祭典因此改用日語唱禮。一九三八年日政府接管臺南文廟，由市尹擔

任管理者，祭典儀式改為「以東京湯島聖堂為樣式的神式祭典」，16音樂也被

迫用神社音樂。一九四○年春臺北在日政府的主導下，「遵照」皇民化的新

體制，至臺南孔廟參觀神式祀典，於是年秋亦改孔子誕辰祀典為「神道儀

式」；17臺南一九四一年孔子祭由「開山神社」杉田社司擔任司式工作；18一

九四三年臺北由「稻荷神社」社司伊東齋主行修祓、降神、獻饌、奠幣諸

儀。19各地祭孔陸續改以日本神道儀式、由日本神官主持，傳統漢式三獻禮樂

皆不復存。 

圖1 明清釋奠儀節結構示意圖 

                                                 
14 〈臺北祭聖 儀禮用語維新〉，《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三六年（昭和十一）十月十二

日。 
15 〈臺南文廟秋祭盛況 主祭官知事〉，《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三六年（昭和十一）十月

十四日。 
16 〈全臺首學孔子廟 移管臺南市當區 祭典面目一新〉，《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三八

（昭和十三）十二月十六日。 
17 〈孔子廟祭典，昭和十一年以來初次執行〉，《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一九四○年（昭

和十五）九月二十八日。 
18 〈臺南孔子廟祭盛大執行〉，《臺灣日日新報》，一九四一年（昭和十六）十一月十九

日。 
19 〈隆重的六佾舞──昨天的臺北孔子祭典〉，《興南新聞》（日文版），一九四三年（昭

和十八）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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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年臺灣光復，各地陸續回復漢式釋奠禮樂並由官方倡辦。一九

六八年行政院公佈〈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辰紀念辦法〉20規定：「各級政府應

於九月二十八日上午舉行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辰紀念大會，由當地政府最高

行政首長主持。其有孔廟者，並應在孔廟舉行釋奠典禮。」，明確規範釋奠

禮為官方祭典，由各縣市政府每年編列預算舉祭。一九六八至一九七○年在

中華文化復興運動的背景下，為求禮制更為嚴謹，由教育部文化局邀請專家

學者進行祭孔禮樂的研究改進，於臺北孔廟首先採行回復明代祭孔音樂「大

成樂章」、佾舞譜及祭孔禮樂佾服飾。臺北孔廟這項祭孔禮樂改進的成果，

隨後推展至全臺各地，成為臺灣二十世紀後半「明制禮樂」的代表。而在南

臺灣的臺南孔廟則因有專屬的民間樂團「以成書院」，故音樂及佾舞仍依舊

慣承前清之制，佾樂服飾亦沿用清末民初常用禮服長衫馬掛，自成發展，沒

有改用臺北的明制；形成今臺灣釋奠禮樂的南北發展。 

參、三獻禮獻官組成與祭儀空間的關係與變化 

完整的釋奠禮除配以「八音雅樂」，陳獻「佾舞」、「太牢」及「以籩

豆簠簋鉶登等祭器裝盛特定祭品」，還要依特定的「儀節、排位、動線」行

禮。釋奠儀節以「三獻禮」為核心，承祭獻官自中庭升階進大成殿，隨禮生

至酒尊所盛酒，再到神位前獻爵，禮畢後降階回中庭復位，完成一個獻禮，

如此重複三次，稱為三獻。 

三獻禮「獻官」的組成歷代有所不同，主要可分為兩大類：第一類以唐

宋為代表，第二類以明清為代表。前者初、亞、終獻三個獻禮分由三位獻官

擔任；後者設一位正獻官及數位分獻官同時依序行三個獻禮。 

唐宋釋奠三獻禮中以初獻禮最為重要，初獻（官）的地位也最高，執禮

內容也較亞獻及終獻更為豐富，在獻爵前後分別多了奠帛及讀祝的對稱儀。

依唐開元禮行國子釋奠，初獻（祭酒）於迎神後，需分別至孔子及顏回神座

                                                 
20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辰紀念辦法〉第二條。本辦法於二○○三年九月十九日經內政部廢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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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奠帛，然後再分別向孔子及顏回獻爵酒及獻讀祝文，21飲福受胙禮畢後降

階；然後亞獻再升殿分別向孔子及顏回獻爵行亞獻禮（不獻帛及讀祝），禮

畢終獻再重複如亞獻禮。十世紀末，宋太祖增修國子監，建文宣王廟，同時

增設「東西廡」畫七十二賢及二十一先儒像於其木壁；22配祀在其後也逐年的

增加，至度宗咸淳三年（1267）增為四位。23對應神位數量的增加及空間的拓

展，三位獻官需祭拜孔子及顏子、子思子、曾子、孟子四配祀，如果再分別

至各哲廡神案祭拜將非常耗時，因此增設分獻官分祭東西哲及東西廡賢儒。

元代的禮儀大抵沿襲宋制，釋奠除設三位獻官及數位分獻官，初獻官也均需

向孔子主神及其配祀讀祝。24 

明代以後，將獻官配置改為：設一位正獻官負責向孔子及四配行三獻

禮，另設數位分獻官向東西哲及東西廡先賢先儒行三分獻禮。行禮待位時所

有獻官均北面而立，行禮時正獻由東階升，餘東西分獻則分別由東西階升

降。這樣的變化，是經過長期演化，因應祭祀空間的改變而來。清末復發展

為四配均改由分獻官承祭，讓空間的節奏關係更有條理。 

臺灣廟學解構後，獻官人文結構因應祭祀空間的不同也有類似的調整

（如表1）。以臺北為例，日治初孔廟被佔用拆毀，日大正五至十四年

（1916-1925）間祭典只好權借學校禮堂，祭前赴國語學校25迎接孔子、四

配、十二哲神主位牌分別陳列，三獻禮主要以漢人為主，沒有官階等級，以

群祀的方式在簡單的西式空間舉行，沒有升降階，所有神主位牌均置於禮堂

最前，由一位主祭及數位陪祭同時行三個獻禮。 

                                                 
21 參見《大唐開元禮》，卷54／吉禮／國子釋奠於孔宣父（收錄於《四庫全書》，臺南：莊

嚴出版社，1996年）。此時孔子及顏回等均各有祝文，祭拜孔子的祝文稱「昭告於先聖孔

宣父，……以先師顏子等配……」，顏回等祝文則稱「昭告於先師顏子等七十二賢」。。 
22 參見《新校本宋史》／志／卷一百五 志第五十八／禮八 吉禮八／文宣王廟。（中央研

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23 宋神宗元豐六年，詔封孟子為鄒國公，七年（1084）詔準同顏回配享宣聖，是斯時孔廟僅

二配。宋度宗咸淳三年（1267）再封子思為沂國公，封曾參為郕國公，同為配享，形成四

配。 
24 參見《新校本元史》／志／卷七十六 志第二十七上 祭祀五／宣聖。（中央研究院漢籍

電子文獻資料庫） 
25 一九○七年臺北府文廟拆毀後，將孔子等聖賢牌位暫置於國語學校一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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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臺北孔廟廟學解構後獻官組成與空間運用對照表 

時間 舉祭地點 承祭官組成 

明治三十年(1897) 權宜空間一：艋舺龍山寺 一位正獻，四位分

獻者 

大正五至十四年 
(1916-1925) 

權宜空間二：西式大禮堂

學校講堂(大正14年在龍山

寺) 

一位主祭，陪祭若

干名 

大正十五至昭和五年 
(1926-1930) 

權宜空間三：民間廟宇(大
龍峒保安宮、建築中之孔

廟) 

初獻、亞獻、終獻

各一名 

昭和六至十一年 
(1931-1936) 

大龍峒孔廟(傳統禮制空間) 一位正獻，四位分

獻 
昭和十二至十五年 
(1937-1940) 

大龍峒孔廟(傳統禮制空間) 改為日式的「神道

儀式」 
民國三十五至五十八年 
(1946-1969) 

大龍峒孔廟(傳統禮制空間) 一位正獻官，四位

分獻官 
民國五十九至今 
(1970-2006) 

大龍峒孔廟(傳統禮制空間) 一位正獻官，八位

分獻官 

大正十五至昭和五年（1926-1930），改借大龍峒保安宮及尚建築中的大

龍峒孔廟舉祭。廟宇設有廟庭及月臺，空間較學校禮堂有層次性，但權借之

地不備東西兩廡先賢先儒的神主，因此仿唐宋之制，將初、亞、終獻，分由

日籍地方官臺北州知事、市尹（市長）、及漢籍崇聖會會長擔任，以「時

間」先後的層次性順序行三獻禮。 

一九三一年，臺北大龍峒孔廟三殿落成，形成廡、殿周全的州級孔廟，

獻官結構乃改採明清之制，設正獻一人主祀孔子正位，另設分獻四人以「空

間性」的層次擔任東配序、西配序、東廡、西廡分獻禮。每位分獻配合正獻

同時行初、亞、終三個獻禮，稱為分獻禮。由臺北州知事擔任正獻，臺北市

尹擔任東配序分獻，崇聖會長辜顯榮擔任西配序分獻，貢生李種玉擔任東廡

分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謝汝銓則為西廡分獻。一九四五年臺灣光復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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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亦一直沿用正、分獻的型制，分獻的人數初為四人，一九七○年禮樂改

進後擴大為八人。 

以上廟學解構後獻官人文結構的改變，除導因於「權借不同空間」外，

由其主從及次序關係，適也反應當時「社會地位」層次的關係。 

臺南在日治時期，亦有時間及空間層次的不同變化，但使用情形並沒有

規律性。例如：大正七年（1918）祭祀人文以漢士紳為主，設一位正獻員、

及六位分獻員；26大正十至昭和四年間改由日籍州知事主祭、市尹及士紳許廷

光陪祭；昭和十年（1935）以日籍州知事擔任初獻、市尹亞獻、臺籍士紳許

廷光及陳鴻鳴終獻。27光復後亦採正、分獻制，由市長一人擔任正獻，但分獻

則有九位，分別職司東西配（二人）、東西哲（二人）、東西廡（二人）、

及鄉賢祠名宦祠（一人）、節孝祠孝子祠（一人）、及奎文閣（一人）。依

禮制，鄉賢祠、名宦祠、節孝祠、孝子祠、及文昌閣屬地方祠祀，原應於祭

孔大典後另單獨舉祭，今臺南合併於祭孔大典，以增設分獻的方式祭拜，為

廟學解構後的個別性發展。 

肆、釋奠「瘞、燎」空間的改變 

「迎神」與「送神」是三獻禮前後最重要的儀節，除配有專屬的樂章

外，全體同時行需拜禮。28清代迎神時又加以「上香」儀，民國以後的臺灣在

上香之前又增加「啟扉」儀及「迎神隊伍」。唐宋元代的送神儀均伴行「瘞

祝幣」及「望瘞」儀節，但明代以後則改為「燎祝幣」及「望燎」，並於迎

神前加行「瘞毛血」儀節。 

《禮記‧祭法》第二十三：「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

也」。「瘞ㄧ
ˋ

」指的是埋物於坎，「燎」是焚燒。瘞與燎儀均源自先秦禮，認

為祭祀天、地、先祖，依所祭對象的不同，所選祭祀的處所及儀式行為應各

                                                 
26 參見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臺南：高昌怡三郎，1918年），頁25。此時正獻及分

獻不具官方身份故稱為正獻員及分獻員。 
27 〈臺南文廟春季祭典〉，《臺灣日日新報》，昭和十年（1935）3月14日。 
28 唐宋元代迎神時行二跪拜（再拜），明代行四跪拜，清代行三跪九拜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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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不同：祭天時設圓壇於南郊，焚化柴薪，取玉及祭牲置於其上燒烤，稱為

「燔」，使其氣味上達於天，稱為「燎」；祭地時將牲幣埋於北郊的方坎之

下，稱為「瘞」；祭祀祖先時，灑酒於地，則稱為「祼ㄍ
ㄨ
ㄢ
ˋ」。而在方位上，祭

天於南郊，乃就陽之義；祭地於北郊，則為取陰之象。 

圖2 曲阜孔廟焚帛所（瘞所）配置示意圖 

有關歷代祭孔釋奠「瘞、燎空間」的應用，概可分為唐宋元、明清、廟

學解構後的臺灣三類（如表2）。唐、宋、元各代，釋奠先師用「瘞儀」，瘞

埋「祝、幣」，沒有燔燎儀；祭前三日，於院內堂之壬地方（即殿的西北

方），挖深度約可放得下祝幣的塪洞，當作「瘞所」。祭典當日行送神儀

時，由捧祝帛禮生恭捧「幣帛」及「祝文」至瘞所掩埋，稱為瘞祝幣。幣與

祝都是敬獻神靈的祭品之一，初獻官行初獻禮（獻爵）之前需行「奠幣

（帛）」儀，將幣帛呈獻予神靈；初獻禮之後「恭讀祝文」，以祝禱文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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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先師禮敬，祝文中首述祭拜當時的歲次年月吉辰，次言承祭者姓名，再次

恭讚孔子，最後加上對孔子的祈求。送神時，將幣帛及祝文埋於地，由初獻

官行望瘞儀，視為送神的延伸。 

表2 歷代釋奠瘞燎時序暨空間衍變一覽表 

儀序及

空間

朝代 
迎神儀 送神儀 瘞燎空間位置 備註 

類

一 

唐 奉毛血 瘞幣29 院內堂之壬地方 

♦ 《大唐開元禮》

卷54。 
♦ 《大唐郊祀錄》

卷2。 

宋 × 瘞祝幣 廟殿西北壬地方 

♦ 宋大中祥符〈諸

州釋奠儀注〉（

《頖宮禮樂疏》

卷1，頁130）。 
♦ 宋《政和五禮新

儀》卷121。 
元 × 瘞祝幣 (未詳註) ♦ 《元史》卷76。 

 
類

二 

明 瘞毛血 燔燎祝幣 大成殿之西北 
♦ 《曲阜孔廟之建

築及其修葺計劃

》頁70 

清 瘞毛血 燔燎祝幣 廟之西北 

♦ 《重修福建臺灣

府志》卷9 
♦ 《重修臺灣府志

》卷8 
♦ 《續修臺灣府志

》卷8 
♦ 《彰化縣志》卷

4 
♦ 《淡水廳志》卷

5 
類

三 今臺灣 瘞毛血 燔燎祝幣 廟南櫺星門外 ♦ 包括臺北、臺中

、彰化、臺南。 

                                                 
29 參見《大唐郊祀錄》卷2：「凡告宗廟及釋奠之幣帛皆同地祇，瘞於壬地，祝版燔於齋。」

亦即唐代時祝版是燔於齋所，沒有瘞埋。宋元兩代才將祝與幣合用瘞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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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北京孔廟焚帛爐設置位置示意圖 

明清以後，在迎神前增加瘞毛血（瘞埋犧牲毛血）的儀節，並將送神時

的瘞祝幣改為火化「燔燎」的方式，送神時由正獻官行「望燎儀」，恭送神

靈。曲阜孔廟「焚帛所」的設置始見於明洪武十年（1377），30位於聖蹟殿西

南，亦即大成殿之西北（如圖2），是一處院牆圍繞的空院，院內設瘞坎及焚

帛池，31亦稱瘞所或燎所。北京孔廟今於大成殿前庭園甬道西南設有焚帛爐32

                                                 
30 參見孔祥林：〈焚帛所〉《孔子文化大典》（北京，中國書店，1994年），頁1411。 
31 參見梁思成：《曲阜孔廟之建築及其修葺計劃》（北京，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六卷第一

期，1935年），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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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為原明清時即如此或民國以後改置？有待查考。臺灣清末各府縣志

均敘祭祀先師孔子於廟之西北設「瘞所」（如表2），並行望燎儀。 

二十世紀以後臺灣將瘞燎所改於廟南、象徵與南天接的櫺星門外（圖

4），取法祭天燔燎於南郊的空間位階。這樣的改變，不清楚起自何時，但在

昭和八年（1933）臺南及今臺灣各地均改設於廟南（櫺星門外），33可以肯定

是臺灣廟學解構後普遍存在的現象。 

古代禮儀空間的應用講求陰陽位序關係，天在南為陽，地在北為陰；人

鬼、天地各有陰陽屬性。明代李之藻所著《頖宮禮樂疏》言：「祼
ㄍ
ㄨ
ㄢ
也̀、瘞

也，皆求神於陰也；燔柴瞷蕭、燔帛，皆求神於陽也。」，清楚的說明祼瘞

燔燎背後的陰陽概念。釋奠祭拜「先師」的禮節，沒有使用與祭祖先一樣的

「祼禮」，而採用與祭地神一的「瘞儀」；明清以後復改用與祭天相同的

「燔燎儀」；二十世紀廟解構後，臺灣將原設於西北屬陰之位的「燎所」改

設於南門外之陽位，大祀中最高的祭天儀空間模式；以上儀序與空間的轉

變，反應出古代的空間哲學觀，與廟學解構後民間信仰對先師孔子神靈位格

空間應用的改變。 

圖4 臺北孔廟瘞燎所設置位置示意圖 
（燎所位於櫺星門外正南、瘞所位西南） 

                                                                                                                             
32 參見齊心：《北京孔廟》（北京，文物出版社，1983年），頁7。 
33 參見林海籌：《聖廟釋奠儀節》（臺南，以成書院，1933年），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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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臺南孔廟1918年遷座迎神隊伍圖（隊前有二對斧鉞及繖扇各一） 

圖6 臺南孔廟1918年祭孔執斧鉞繖扇等禮生迎神後立於廟庭34 

                                                 
34 〈臺南孔子廟廿七日神位遷座祭中的初獻禮〉《臺灣日日新報》，日大正七年（1918）九

燎所 
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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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迎送神隊伍與啟闔扉的空間詮釋 

今臺灣各地祭孔，均有由提燈爐、執斧鉞繖扇的執事禮生，組成二排各

五人的「迎送神隊伍」。各代迎神儀節的形式概以拜禮為主（如表3），不曾

見迎神隊伍。 

表3 歷代釋奠迎神儀節形式一覽表 

朝代 迎神形式 參考出處 

唐 鼓柷奏永和之樂，文舞之舞3成，樂

止。皇太子再拜，眾官再拜。 《唐開元禮》卷54。 

宋 凝安之樂三成止。眾官再拜。 
宋大中祥符〈諸州釋奠儀注〉

（《頖宮禮樂疏》卷1）、《政

和五禮新儀》卷121。 

元 迎神之曲九奏，樂止。「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 《元史》卷76（志第27）。 

明 迎神咸和之曲，鞠躬，四拜，平身

，拜訖樂止。 《頖宮禮樂疏》卷3（頁331） 

清 
昭平之章樂作。跪、一叩禮、興。

上炷香、三上瓣香。跪、一叩禮、

興。復位，三跪九叩禮。 
《文廟祀典考》卷5（頁357） 

臺灣

現制 
迎神隊伍出櫺星門迎神入。全體行

三鞠躬禮。  

明清兩代的禮生與禮器亦不見有提燈、爐、斧、鉞、繖、扇職司人員的

編置；在清乾隆年間《重修臺郡各建築圖說》〈佾舞圖說〉所繪當時祭孔禮

器有「殿上35所陳之繖、扇、執爐、路燈」及「陛下庭燎」，但無斧鉞；與今

將繖扇斧鉞設於廟庭，提燈及提爐設於殿內，並不完全相同。故推測在清以

前，並沒有使用繖、扇、爐、燈作為迎神隊伍，僅以拜禮及望燎做為迎、送

神的形式。 

                                                                                                                             
月二十九日。 

35 殿上即殿內，陛下即廟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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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臺北孔廟1931年孔子誕辰釋奠36 

臺灣祭孔最早有迎神隊伍出現，是在大正七年（1918）九月二十七日

（古曆八月二十三日，丑丁）臺南孔廟大修完竣迎神回殿舉行遷座式時，是

年擴大邀熱心崇聖、品行端正之士農工商人士擔任禮樂生，並置辦不足之樂

器及燈旗諸件。雖在文字敘述中不曾提及迎神隊伍的組成，但在報載遷座隊

伍中則繪有「執斧、鉞、繖、扇」隊伍（圖5），釋奠初獻中庭並有繖扇的陳

設（圖6），是臺灣最早有迎神隊伍組成證明。 

大正九年（1920）嘉義首次回復正式祀孔典禮，曾出現「提燈爐四名，

外鑾駕四名」的執事禮生編制；37大正十年（1921）祀孔典禮則由禮生提燈爐

迎神及送神。38臺北則是在大正十四年（1925）於艋舺龍山寺行祀孔典禮，首

見迎神隊伍的描述：「通贊生唱啟扉，迎神，一同起立，樂奏，掌傘扇提爐

斧鉞諸生，出前門迎神入……」。39 

                                                 
36 〈大龍峒孔子廟 莊嚴鎮座式〉《臺灣日日新報》，昭和六年（1931）十月九日。 
37 〈祀孔續誌〉《臺灣日日新報》，大正九年（1920）十二月十一日。 
38 〈祀孔典禮〉《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年（1921）十二月七日。 
39 〈臺北祭聖誌盛〉《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四年（1925）十月十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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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年臺北大龍峒孔廟落成後首次釋奠，亦有穿著白長衫黑掛的禮

生執繖扇斧鉞立於丹墀下兩側（如圖7）。 

臺灣在清領時期釋奠大抵往閩浙粵聘禮樂佾師，甲午割臺切斷與大陸間

的直接關聯，民間重建祀孔禮樂只好往臨近禮樂尚存的縣市學習，展開互相

沿承的關係。今臺灣各地釋奠均有相同的「迎神隊伍」及「瘞燎所位置」，

且與歷代規制不同；而以上嘉義與臺北的迎送神隊伍均較臺南為晚，因此大

膽推測此項「迎送神隊伍」的變化，為臺南文廟於一九一八年（大正七）完

成修繕後，將暫放文昌祠的孔子等神位移回時，受民間祀儀影響，為使迎神

儀隊更為隆重所加入，此後影響全臺各地祭孔祀儀的組成。 

啟、闔扉，是臺灣現行的釋奠禮儀節之一。唐宋並無啟扉儀，最早用啟

闔扉是元代（稱為闢戶及闔戶），清代稱啟戶及闔戶。40有關啟闔扉的進出動

線，臺灣南北則有不同。 

臺南「啟扉以入就位迎神」：臺南祭典開始前，樂佾禮生及迎神隊伍均

排班於大成門外候班；祭典開始後，「大通」宣告儀式正式開始後唱禮「啟

扉」，禮生隨即開啟大成門，讓佾樂及執事者循序而入就位，因此啟扉在形

式上似乎是「為了讓執事者進入廟庭行禮」。 

臺北改為「就位後，啟扉以出迎神」：祭典開始前，承祭者及執事佾樂

人等待位於大成殿左右兩側，典禮開始就位後啟扉，分別開啟大成門及櫺星

門。啟扉後首行「瘞毛血」以敬告神靈祭牲的純淨，接著才「迎神」。迎神

隊伍由兩隊各五人分執「斧、鉞、繖（扇）、燈、爐」的禮生組成，由大成

殿內，出大成門及櫺星門的左右側門，至象徵與天相接、遙遠的南方，恭迎

孔子聖靈，再迎神由中門入，此時啟扉的用意為「開門以恭迎神靈的降

臨」。 

                                                 
40 參考唐《開元禮》、宋《政和五禮》、《元史》、明《頖宮禮樂疏》、清《文廟禮樂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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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唐開元禮（732）諸州釋奠圖 

日本啟扉是開啟殿內神龕的門扉：日本祀孔禮全部在大成殿內舉行，所

有的承祭者不用在殿內外穿梭與流動，因此沒有上下階，雖也有啟扉儀，但

在空間的使用上開啟的並不是神殿（大成殿）殿門，而是殿內「神龕」的門

扉。 

傳統禮制廟學往往由多棟古建組成多層院落，由大成殿、經儀門（大成

門）、櫺星門、黌門及泮門，形塑聖域空間。過去孔廟為官方所有，只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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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員、學生，及官方等特定代表才可進入，平時大門緊閉，並未開放民眾

參觀，只有在春秋丁祭及每月初一釋菜及望日上香時才會啟戶行禮，禮畢則

又閉戶。神龕不設門，啟扉時開啟的不是大成殿的殿門，而是殿外的儀門及

櫺星門，41整個儀序空間貫穿內外。臺、日兩地，同樣的祀孔儀序對應不同的

民土風情卻有不同層次空間的組合，呈現不同地域有趣的異質文化。 

清代以前，祭祀及執事者由門外入，因此啟扉只是讓人員進入，與迎送

神沒有直接關係，臺灣初沿清制故亦如此。一九六八年祭孔禮樂改進，改執

事人等由內場出，將「啟扉儀」與「迎送神隊伍」的神格概念結合，至象徵

南天門外的櫺星門外瘞燎及迎送神，透過空間變化關係將神靈位格更為昇

華。 

圖9 宋祥符禮（1010）諸州釋奠圖42 
                                                 
41 臺南孔廟今無櫺星門，故只開儀門。 
42 圖2及圖3為清順治《頖宮禮樂全書》（頁419、422）依唐玄宗開元年（732）訂唐開元禮及



臺灣孔子祀典人文暨儀序空間廟學解構後的衍變                             155 

 

陸、進退動線與空間哲學的應用 

唐開元二十七年（739）追諡孔子為文宣王，並改孔子神座為南向。43在

此之前，神位座向尚存先秦禮制，尊神於西，依唐開元禮制（732）國子監廟

堂「設先聖44（孔子）神坐於廟室內西楹間，東向；設先師（顏回）神坐於先

聖東北，南向；其餘弟子……及二十一賢左丘明……等坐，以次東陳，皆南

向，西上。」。行禮時「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每等異位，俱西向」45（如圖

8），亦即行禮的動線均面對神位西向而立，進出升降皆由東階（祚階）。進

退動線這樣的安排，最主要的原因是古代尊西、讓神道於右的觀念。在此空

間方位尊卑的概念下，不僅將神位設於西，更認為西道是神走的，為表示對

神的禮敬，祭祀的執事人員皆必須迴避而由東階升降。46七三九年孔子神座雖

改為南向，但在行禮的動線上仍受先秦空間尊卑的禮學觀念影響，一直到宋

祥符年間三獻官的行禮動線仍依開元禮舊制，「設三獻官席位於殿下東階東

南，西向，北上；分獻官位在三獻官之後」（如圖9），又設「初獻官飲福位

於東序西向；……祝位於殿上，前楹前，西向」，均以「西向」為主，並由

祚階（東階）升堂行三獻禮。47 

                                                                                                                             
宋真宗祥符三年（1010）頒諸州釋奠儀注所繪。 

43 參見《大唐郊祀錄》，卷10，玄宗開元二十七年移孔子神座南向，以兗公顏子配座於左而

西向稍前，以閔子騫等十一人為素像侍坐於左右，五人居左，六人居右。 
44 隋唐初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唐太宗貞觀二年（628）改尊孔子為「先聖」、顏回為

先師，故七三二年時《大唐開元禮》的釋奠祝文稱孔子為「先聖孔宣父」。其後唐高宗曾

改孔子為先師，但不多久又改回先聖（657）。唐開元二十七年（739）改尊孔子為文宣

王，宋加尊為玄聖文宣王（1008），不多久又改為至聖文宣王（1012），元再加尊為大成

至聖文宣王（1307），使孔子除有「王號」外又具「聖號」。至明嘉靖九年（1530）去孔

子王號，改稱「至聖先師」。因此七三九至一五二九年釋奠祝文稱孔子為「文宣王」，一

五三○年以後則改稱為「至聖先師」。 
45 參見《大唐開元禮》／卷54／吉禮／國子釋奠於孔宣父。（收錄於《欽定四庫全書》） 
46 參見﹝明﹞李之藻：《頖宮禮樂疏》（臺北：國立中央圖書館，1970年），頁207：「……

執事者升降必由東階，以神道尚右，西乃迎送神之所，避右不敢當，尊故也。……」。 
47 參考﹝明﹞李之藻：《頖宮禮樂疏》（臺北：國立中央圖書館，1970年）頁130，宋真宗大

中祥符二年（1009）頒〈諸州釋奠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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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後，神道由原唐制以前的廟前之右，改為中道，強調中軸線，獻

官的庭下拜位改為面對先師孔子神位的北向（圖10）。清代國學釋奠開始，

樂舞生由大成門左右兩側的掖門進入，依次北上面聖，由左右側階而上丹墀

（圖11）；承祭官則依官階由左右門及左右側門入廟庭。 

圖10 明清釋奠總圖（《頖宮禮樂全書》，頁406） 

清乾隆年間臺灣府文廟（即今臺南孔廟）祀儀進出的動線亦是由戟門

（大成門）外進入，48現行進出的動線亦仍沿明清舊制，典禮開始前樂佾生排

班於戟門外，啟扉後才分由大成門的左右門陸續北上進場就位。退班後並沒

有闔扉儀。禮成後樂佾生由左右門出後，復由中門入回大成殿置放樂佾器，

                                                 
48 參見《重修福建臺灣府志》／典禮(祠祀附)／祀先師禮／祭至聖先師儀注／卷9（中央研究

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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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因儀式已結束，中門的採用並不嚴謹。在動線的安排及設計上，純以禮

儀的原始性及功能性採量，尊神中道的禮節已不明顯。 

圖11 清國學樂舞生進班圖（《文廟丁祭譜》，頁856） 

一九六九年臺北釋奠進退班動線因應民眾參與，調整為：由大成殿東西

兩側南向入中庭，至庭南再折北向就位。此時參禮民眾早已就位於中庭之東

西南三側，承祭者先面對參禮民眾南向而行，至庭之南盥洗手後再北上就

位，可增加參禮者的參與感。另為更強化進退班的節奏性，復以參禮民眾的

視野編排整個儀式的進場次序，在樂佾禮生的進班動線安排「類似舞臺幕後

整備的入場效果」，以層次及對稱性的結構就位；禮成後退班，亦如退幕般

景然有序的退至大成殿後。站在神位的觀點，承祭者由「櫺星門（儀門）外

入廟庭」（如臺南）與「由殿旁兩側入廟前庭」（如臺北）均是進場；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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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眾的視覺角度，由殿旁兩側入廟庭除了「進場」外，還有「由後臺出

場」的感覺（圖12）。 

以上經由對應不同的空間穿透，表現不同時代背景下，禮制在祀儀空間

尊卑的衍化。 

圖12 臺北孔廟釋奠承祭獻官進班動線配置圖（筆者繪於2003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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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祭孔禮儀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唐宋與明清二大系統，唐宋對空間尊卑的應

用，接近先秦禮──「讓神道於右，避禮於左」，設三位獻官，行進動線面

西而進，以西為首，依次行禮。明清祭禮空間的應用，受君權空間應用的影

響，朝聖動線改採面君的動線（北向），以正獻為首、分獻官為從，以放射

的動線方式至各神案前同時行三個獻禮。 

十九世紀末廟學解構後，臺灣孔子祭禮改由民間參與，受民間對神靈空

間概念的影響，將瘞燎的送神空間改設於櫺星門之南，將神的空間哲學領域

由廟西北移至廟南極陽之位，並加入迎神隊伍形塑神聖性，改變長達千餘年

來的瘞燎空間應用，形成特殊的臺灣釋奠禮儀文化圈的景象。 

二十世紀中的中國大陸，祭孔禮樂及廟學建築在文化大革命下被大肆破

壞；臺灣首倡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於一九六八至一九七○年在臺北進行祭孔

禮樂的改進，回復明代的「禮樂佾服飾、樂譜、樂章、及佾舞譜」，並因應

民主政治強調民眾的參與，改變「進退班的空間動線」，此改進成果其後並

陸續影響臺灣其他縣市。全臺首學的臺南則因特殊的人文關係，仍維持前清

之制的樂佾及民初的服制，形成臺灣祭孔禮樂文化圈「南清、北明」的另一

個特色。 

二十一世紀的全球，保存傳統釋奠古禮者概為臺、韓兩地。韓國於大戰

後，成均館內的東西廡不再設有神位，祭孔時以時間序，空間的應用採「唐

宋制」，由三位獻官分別於大成殿內外升降階，依序行初、亞、終三個獻

禮。臺灣官方管理的孔廟除大成殿外，都配置有完整的東西廡，為能同時祭

拜大成殿孔子及從祀諸先賢儒，故承「明清制」設正獻官與分獻官，以空間

拓展的分配同時依序行初、亞、終「獻禮、及分獻禮」，分別見證祭孔禮儀

在空間的應用與發展。♦ 

                                                 
♦ 責任編輯：林宛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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