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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 106年第 1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29日（星期四）上午 9時 

二、地點：臺北市孔廟明倫堂 2樓多功能教室 

三、主席：藍主任委員世聰                           記錄：吳文雅 

四、 出席委員：辜委員懷群（黃麗宇代）、陳委員枝方(陳玲玲代)、廖委員武

治、林委員清淇、莊委員永明、董委員金裕、周委員宗賢、李委員乾朗、

林委員明德、徐委員福全、王委員湘瑾、鍾委員永豐(文獻館館長詹素貞

代)、曾委員燦金(終身教育科專員曾煒傑代)  

五、列席單位（人員）：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宗教禮俗科陳專員雅、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陳執秘

宗緯 

六、主席致詞：略 

七、報告事項：詳如會議/簡報資料 

八、委員意見指導： 

 (一) 林委員清淇： 

1.孔廟與學校合作模式，不一定只有「校外教學」方式，「成年禮」是與

高中職學校很好的結合，建議以「活動」方式將學生帶至孔廟，學生印

象會較深刻；另加強整合市府觀傳局及教育局等局處共同行銷，提高宣

傳效果。 

2.建議釋奠典禮前三天可推出主題暖場活動，當釋奠典禮活動主軸結束後，

亦可以推出文青(創)產品，吸引年輕世代族群。 

3.鼓勵地方與中央合辦活動，例如推廣性平觀念落實各種禮制文化層面，

中央有機會也願意與各地方政府共同合作，如此才能把面做廣。 

 (二) 廖委員武治： 

         1.孔廟及保安宮都是古蹟，共同特色為「裝飾藝術」，例如剪黏、泥塑、

彩繪及木雕等，為活絡大龍峒地區及商圈，建議可於孔廟或他處開班授

課，培養裝飾藝術種子人才，將來分散種子於哈密街商家，並對外公開

行銷宣傳，提供遊客手作體驗，改善商家經營現況，此外也可與商業處

合作，經費整合運用。 

             2.4D劇院成效不佳，且每年營運費用 5百多萬，影片內容大同小異，建議

是否可以改變營運模式，將該場地開放給大同區居民作為辦理活動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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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今（106）年若擴大釋奠典禮，時間上可能來不及，例如保安宮舉辦保

生文化祭，都是從前一年度即開始規劃，另從 100年到今年，都有日本

團自籌募款來表演，保安宮除宴請日本人及贈送紀念品外，幾乎無須額

外經費，且可常與日本進行文化交流。 

4.建議孔廟每年都可規劃國際儒學研討會。 

     5.泮池綠藻嚴重，建議安裝生化設備或養錦鯉及種植睡蓮。 

 (三) 林委員明德：  

1. 孔廟業務涉及民政、教育及文化等單位，應當橫向聯繫共同舉辦，以統

合資源。 

2. 要活化大龍峒，可以「儒、道」為焦點，結合如天籟吟社等社團，發揮

儒家溫柔敦厚之教化，彰顯詩詞教育及韻律之美，建議孔廟可發揮詩教

功能。 

3. 贊同擴大秋祭，係吸引國際觀光誘因，秋祭之外，亦要有亮點活動，像

春天舉辦開學燈，籌備期需半年以上，可結合民間企業共襄盛舉。此外，

臺灣幼教薄弱，期望儒家內涵能深入年輕世代，藉助市府形象達到資源

整合。 

4. 臺北孔廟萬仞宮牆，有全國僅有之孔家後代「77代嫡長孫孔德成」題字，

日韓民眾聽到孔子後代就會肅然起敬，因他們信奉「儒教」，以此做為

國際聯誼出發點，將孔德成老師墨寶及事跡展出，藉此作為資源呈現。 

5. 孔廟活動面可有近、中、遠程計畫，慢慢推動，將深厚底蘊釋放出來。 

 (四) 周委員宗賢：  

     1.首先肯定孔廟工作成果，活動消息透過 Line群組發布，很快知道進度，

在此我欣賞兩件事，第一是考生祈福，首先學生會挑好學校，其次家長

希望孩子有競爭力，孔孟思想是激發學生讀書與良好成績，故吸引各類

型考生願意到孔廟；第二是臺日紙藝交流，水準真高。 

        2.市政府辦理世大運，各國運動員及行政人員均會到臺北市來，孔廟可吸

引他們前來欣賞文化資產，並將孔孟文化帶回家鄉，加深儒學好印象。 

        4.我以前比較注意東南亞，尤其是新加坡，華人社會比較重視地緣跟血緣，

利用中央政府南向發展政策，讓華僑祖先，除了上述團體，再融入孔孟

思想。 

5.最近觀光遊客質量變化很大，日韓遊客特別多，孔廟遊客群應該也是韓

日為主，韓國人較多三五成群，不一定是大團體，利用不同變化，讓日

韓感受儒家文化之溫文儒雅、肅穆及優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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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另外交通部觀光局宣傳全世界腳踏車騎士到臺灣，由此發想，我覺得很

適合騎腳踏車來臺北孔廟，尤其有些背包客騎腳踏車到孔廟及保安宮都

很方便，還可以品嚐大同區美食，滿足一日遊行程。 

 (五) 董委員金裕： 

1.為提升孔廟整體意象，建議將庫倫街及大龍街之猴型裝置「四勿猴」與

「六藝猴」，設立簡要解說牌，以利遊客了解意涵。 

2.4D劇院確實是問題，當初交通部觀光局因再生計畫補助 3億，故投注大

筆經費建設 4D 劇院，惟目前成效還要再考量。另外，孔廟跟環保團體

合作很好，因儒家思想就是天人合一，注重環保，本人參加日本、韓國、

新加坡儒學會議，都強調儒家對於自然環境維護，建議孔廟可以跟目前

合作之協會永續經營。 

3.臺日紙藝交流很好，亦可與日本老師交流，因以「和服」為摺紙主題，

民眾較無感，可考慮以本地聖賢像或顏曾思孟像為主題；另外紙藝老師

欲製作 36尊(六佾)佾生像，是否可以製作 64尊(八佾)，因為大祀是八佾

舞，中祀是六佾舞，孔廟祭孔到了明代改成大祀，延續幾百年都是八佾

舞，故建議依照正式禮制規格，再請日本老師協助。 

4.請專家學者先審閱儒學文化網內容正確性再刊登，避免造成民眾誤解。 

5.過去曾經建議，釋奠典禮結束後，辦理臺北市中、小學才藝競賽，有合

唱、獨唱、舞蹈、詩歌朗誦等競賽，或若能舉辦北一女樂儀隊表演。另

外學校每年都會舉辦才藝競賽，也可邀請各競賽得獎前三名至孔廟展演，

對吸引民眾前來觀賞也有很大幫助。 

6.因地緣關係，孔廟跟保安宮合作舉辦活動，山西則是孔廟跟關公廟合作

辦活動，因孔子是文聖人，關公是武聖人，活動內容結合動態與靜態，

若與香火鼎盛的行天宮彼此合作，文武合一，經費分攤，效果應該很好。 

 (六) 徐委員福全： 

1.臺北孔廟相當於國家級孔廟，應該要走向國際，談到「南進」，不僅是

「商業」，更包含「文化」，越南孔廟就在河內，尚保持明代形制，是否

有機會接觸交流及合作，並將觸角延伸至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且持續保

持中、日、韓密切交流。 

2.孔廟有很多無形文化財，孔家後代與臺北孔廟有很深淵源，每年釋奠典

禮，孔奉祀官亦親自參加臺北孔廟祭典，因這獨特性，應與孔家後代保

持密切且良好關係。 

3.可讓深度旅遊型態之遊客參觀後，留下一些體驗式紀念品，例如手作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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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或卡片等。 

4.4D劇院可與其他機構合作免費放映影片，或重新檢討維護經費，讓更多

公益片進場，物盡其用，活化劇院。 

 (七) 鍾委員永豐代表(文獻館館長詹素貞)： 

1.就地緣而言，孔廟及保安宮，與鄰近「釋」，為儒、釋、道文化組成，

但過去在「釋」連結較少，儒、釋、道在任何地區推動文化來講是可以

結合，但要精緻設計，若有可能建議孔廟可以嘗試。 

2.臺日紙藝交流很吸睛，儒學文化最重要就是兼容多元及厚實度，若能夠

與日本紙藝交流同時，結合臺灣紙藝文化同步推出，呈現同樣質性的展

覽，便可展現儒學兼容多元的基本力量。 

 (八) 陳委員枝方代表(陳玲玲小姐)： 

1.請用平信寄送開會通知單及會議紀錄，相關訊息在 LINE 群組上討論，

如此可節省電話費及郵資費。 

2.4D劇院可運用做為校外教學使用，但注意整潔及秩序。 

3.利用 Line等社群網站傳播力量行銷，另將公文蓋關防後刊登，提高 Line

正確性。 

4.吟詩比賽尚有選擇教材考量，例如:唐詩宋詞、孔孟文化思想以及曲調，

且需培訓相當程度師資來訓練；另外也可提供獎金，舉辦繪畫比賽。 

     5.園區可多種植象徵性花朵，吸引人潮。 

 (九) 辜委員懷群代表(黃麗宇小姐)： 

             1.孔廟橫向串聯及跨域團體合作是很重要，尤其是跨域合作可以解決劇院

運用活化，例如有兩個單位「佛陀教育基金會」，他們信眾有很多資源

及影片，另一個為「福智教育基金會」，很重視論語教學，若有需求，

可與其接洽合作。 

     2.結合外國與在地文化，例如，也可由在地紙藝老師製作 64 尊佾生，或

是找企業單位贊助，多方面合作，將孔廟名聲做大。 

 (十) 李委員乾朗： 

1.剛才談到儒、釋、道，環顧本市捷運站，站名就缺孔子廟，但考量圓山

站硬體均已設置完畢，現況較難達成更改圓山站名的目標。 

2.前幾年都發局自大龍街至鄰聖苑鋪設路面石頭，無形中使得孔子廟、保

安宮及鄰聖苑融為一體，格局亦看起來較寬廣，爾後也可建議都發局或

相關局處，將酒泉街人行道化，靠路樹及街邊家具，做出擴大效果。 

        3.在臺灣，一般民間受到儒、釋、道影響較多，特別是家庭關係: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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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朋友，《論語》一書中多次提及，故大力推廣「儒」是很正確的。 

4.孔廟白千層生長不佳，應該學曲阜孔廟種植槐樹，或移植他處不要的古

樹來種植。 

     5.目前詩人陳義芝將詩經變成戲劇，於中山堂演出，孔廟可提供其演出場

地，將觀眾引至此處，酌收場地費用，也可豐富活動內容。 

 (十一) 莊委員永明： 

1.今年是望春風 85週年，80週年時我就提個建議要辦個活動，名稱為「標

緻君子，淑女好逑」，因為望春風寫的就是女子有主動發言權，還有一

個地緣關係，就是兩個作者都與大龍國小有關係。 

     2.再來園區植栽問題，像是桃、李樹枯好幾次，上次提到竹林被撤可惜，

因為養不活，孔廟沒竹林很遺憾，這部分可請公園處多幫忙。 

 (十二) 王委員湘瑾： 

       論語詩籤內容很好，也有中英文對照，但造型可再加強設計，以及書法

祈福卡若有裁邊會更好，故建議以後不要做長條式，希望加一點小設計，

讓遊客索取後覺得很有意思。 

 (十三) 曾委員燦金代表(終身教育科專員曾煒傑): 

        1.認同孔廟活動是華人很重要的文化，故需地方、中央及跨局處合作，目

前本市有配合教育部辦理中小學語文比賽，項目有演說組、朗讀組，比

賽範圍已包含孔廟儒學經典，但非限定，若要變更比賽規則，教育局將

於教育部相關會議時另案研商(反映)。另外，教育局亦辦理臺北市五項

藝術比賽，例如舞蹈，是否融入孔廟議題，仍帶回局裡研議。 

2.至於學校來孔廟校外教學比例偏低，可能是臺北市參觀資源多，例如動

物園、兒童新樂園或運動中心等等，且各學層另訂有校外教學實施要點，

屬本局跨科室業務，教育局會再討論。 

3.有關委員建議孔廟相關吟詩比賽一節，考量臺北市師資優良，只要相關

適宜鼓勵、表揚措施，各行政區師生會有參與意願，故本案建議俟提出

企劃書後，再與孔廟研商辦理。 

九、臨時動議：無。 

十、會議結論： 

1.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可隨時透過 Line群組指導，也請孔廟每個

月用 Line群組報告業務進度，讓委員即時了解指正，並規劃短、中、

遠期計畫，可落實部分就與委員們討論，從行動上著手，無法執行部

分，也請隨時與委員們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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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希望今年擴大舉辦秋祭，於結束後增辦成果展、吟詩比賽等系列活動，

藉此擴大行銷孔廟，帶動大龍峒文化發展，請孔廟籌備時規劃發想。 

     3.建請教育局協助將孔廟列為校外教學之一部分，可先從小學開始，因

校外教學比教室上課較為深刻且有意義，若孔廟非學校首選，可採不

同年級層分配參訪方式，同時結合保安宮規劃整體行程；另孔廟可與

教育局結合舉辦吟詩比賽，從國小開始，設置獎金或獎盃，提供誘因，

鼓勵小學生參與。 

   4.請先處理泮池綠藻問題，再逐步進行街道意象與孔廟及保安宮整體連

結一事。 

   5.莊永明委員建議的望春風活動較易執行，後續請跟委員討論細節。 

   6.中央如有活動規劃，地方很願意合辦，請中央指導地方，讓地方做得

更好。 

十一、散會：上午 11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