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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106年第2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106年12月29日（星期五）上午10時 

二、 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2樓北區 N211會議室 

三、 主席：藍主任委員世聰（民政局吳副局長坤宏代）    記錄：丁璽允 

四、 出席委員：陳委員枝方（陳玲玲代）、廖委員武治、林委員清淇、董委員

金裕、李委員乾朗、林委員明德、周委員宗賢、徐委員福全、陳委員熙遠、

莊委員永明、王委員湘瑾、鍾委員永豐（文獻館詹館長素貞代） 

五、 列席單位（人員）：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宗教禮俗科林股長婉貞、臺北市孔

廟管理委員會陳執行秘書宗緯 

六、 主席致詞：略 

七、 報告事項：詳如會議/簡報資料 

八、 提案討論： 

案由： 

依據「中華民國106年臺北市各界紀念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2567週年釋

奠典禮檢討會議紀錄」，樂長孫瑞金教練表示學生家長反映9月27日下午

習儀過後，緊接隔日9月28日清晨釋奠典禮，學生休息時間明顯不足，建

議爾後提早習儀的時間，使學生能充分休息。本案因牽涉釋奠典禮的籌

備及規劃，提請徵詢委員意見並研擬可行性。 

主席裁示： 

107年起習儀調整於9月27日上午舉行，請孔廟與協辦學校協調安排學生

課程及休息時間，並對外公告相關訊息。 

九、 委員意見指導： 

(一) 廖委員武治： 

1. 夏令營課程如傳統彩繪等內容，建議可結合當地商家，促進居民參

與並帶動地方發展。 

2. 庫倫街人行道鋪面改善工程建議可再追加萬仞宮牆的投射燈，增加

夜間照明，美化景觀，此外黌門投射燈受行道樹枝葉遮蔽，同時有

燈具移位的情況，失去原有照明功能，希望修正改善。 

3. 明倫禮生因每年參與學生不同，訓練及走位不熟悉等問題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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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林委員清淇： 

民間發展讀經的宗教團體及社團都具有豐富的資源與經驗，建議孔廟

多與之結合，豐富推廣之面向及深度。 

(三) 董委員金裕： 

1. 前次會議中建議完成的「四勿猴」與「六藝猴」解說牌，今次於臺

北大學辦理之「儒家經典詮釋學術研討會」中獲得良好的迴響。此

外孔廟著手進行的3D 環景及形象，使民眾能更具體、深刻瞭解孔廟，

個人給予肯定。 

2. 今年是臺北孔廟時隔110年後重回清代舊址，結合北一女辦理的敬師

活動別具意義，建議未來每逢5或10年再辦理一次，並可每年增加新

的活動，例如與大龍峒區域之學校共辦遶境活動，對提倡9月敬師的

風氣有所幫助。 

3. 孔廟應借鏡學習韓國安東市推廣儒學經驗，增加與鄰近日、韓、越

南等受儒學思想薰陶國家交流的機會，學習各國推廣儒學之經驗。 

4. 配合孔德成先生紀念展，請孔廟主動蒐集孔德成先生與臺北孔廟相

關的文物與歷史文獻資料，在有限資源下發展自己的優點與特色，

行銷孔廟。 

(四) 李委員乾朗： 

對臺北孔廟以地方機關有限的經費辦理各項活動，給予肯定，不過臺

灣孔廟與儒學優勢逐漸流失，趨於邊緣化，希望中央如文化部或教育

部等部門正視相關問題。 

(五) 林委員明德： 

1. 特別感謝孔廟用心經營委員的 Line群組，無論是主辦或協辦活動都

能即時更新，讓委員能充分瞭解孔廟的訊息。 

2. 針對形象廣告中萬仞宮牆部分給予建議，宣傳時可搭配論語金句，

如顏淵喟歎孔子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等語，加深宣傳力道。 

3. 建議108年舉辦的孔德成先生紀念展可串連全臺各地孔廟擴大辦理，

配合學術研討會整合及凝聚全臺孔廟，以臺北孔廟為首形成一個儒

學文化圈，進一步促進與鄰近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國家互動交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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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也能更重視儒學的發展。 

4. 臺北市學童對於臺北孔廟非常陌生，希望市府整合資源將孔廟定位

成學子求學過程必然要造訪、朝聖的場所，藉由相關的課程及活動

發揮建教合作的功能。 

5. 看到了孔廟立體卡片與摺紙藝術的成果，未來也可與洪新富老師合

作，為孔廟製作立體化的紙雕創作。 

(六) 周委員宗賢： 

1. 本人這一次未參與韓國安東市的儒學交流，聽過各位的分享感覺此

行受益良多，建議下次會議時將我們可以借重學習之處，依所需經

費及實行難易度等順序，列表出來便於大家研議討論其可行性。 

2. 肯定孔廟的推廣成果，一個編制少，預算也不多的單位能有如此豐

碩的成績，覺得孔廟同仁都很用心；Line 群組的訊息分享也很快速，

但也感慨孔廟的工作量很大，未來有些工作項目可以考慮分階段完

成。 

3. 昨日至滬尾炮臺參加會議，參觀了他們展示空間的擴充實境，用手

機就可以直接互動，建議孔廟可以編列經費提升園區內的硬體設備。 

4. 建議孔廟可以密切與保安宮合作，締造互惠關係，帶動地方發展。 

(七) 徐委員福全： 

1. 臺北孔廟經費有限，卻將效益發揮到極效的單位，同仁們都值得鼓

勵與肯定，也再次體認到市政府團隊本身的橫向支援顯得很重要，

只是孔廟與教育局的合作聯繫仍待加強。儒學思想的「信徒」是要

從小培養的，傳統文化在現今社會逐漸式微，美國的年輕人漸漸不

再去教堂，臺灣的宮廟也開始面臨信徒流失的問題。林委員提到身

為臺北市學童卻沒有來過臺北孔廟的問題，希望可以讓教育局了解，

考慮將孔廟列為學習護照中必來的地方，或者能有其他相關制度上

的合作。 

2. 孔廟的新摺頁非常活潑、簡要，而且一目瞭然，然而孔廟建築獨缺

了崇聖祠，因為崇聖祠是孔廟建築必備的殿宇，改版時應該要補回

來。 

3. 一個漢字就是一幅畫，雖然繁體字（正體字）使用的國家少，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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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此才是獨一無二的瑰寶，所以六藝活動中的書法還是值得推廣

的，漢字親子學堂也應該要繼續辦理。 

4. 與海外孔廟的交流，除了持續與北方的韓國、日本密切往來，也可

以向南發展，跟越南、馬來西亞等華人文化深厚的國家交流。 

(八) 陳委員熙遠： 

這半年來孔廟在有限的經費下做了很多工作，大家都有目共睹，委員

們也都提了許多寶貴建議，個人覺得收穫很多也十分感動。 

(九) 莊委員永明： 

1. 串聯各地孔廟這點我覺得蠻重要的，大家的特色與資源各不相同，

這部分可以做個連結。 

2. 最近有到孔廟走走，桃樹、李樹都有重新植栽，希望孔廟能長期維

護。 

3. 關於宣傳片有個建議，配樂可以考慮使用呂泉生的《孔子頌》。 

4. 以前教師節的時候會發敬師糕給學生，孔廟可以參考作為推廣敬師

活動的行銷手法。 

(十) 王委員湘瑾： 

孔廟夏令營及平時的常態課程以靜態居多，建議增加與禮、樂、佾相

關的動態課程，例如夏令營可以規劃教學較簡易的雅樂舞節奏，或者

禮生敬師儀禮的動作等動態演練。以往辦理舞動儒風得到的反應都很

不錯，如果能整合現有資源，應該可以得到不錯的成效。 

(十一) 鍾委員永豐（文獻館詹館長素貞代）： 

1. 因為局長今天沒有辦法出席，所以由我代表與會。對於這半年來孔

廟活動的年輕化、活潑化感受非常深刻，活動的規劃均設想到要貼

近市民、貼近年輕族群，讓他們在學習歷程中接觸到夫子的學問，

以有限的經費與人力來看真的非常不容易。 

2. 建議在貼近年輕族群同時，同時也應回過頭來考量到成年人的需求，

在摺頁設計、3D互動、形象宣傳等內容時，除了便於年輕人立即理

解外，也設想到使成年人深刻體會的程度，是可以並進的。 

3. 李委員也提到，大陸早年馬列，現在孔孟，臺灣曾經執孔廟祭典儀

式之牛耳，雖然現今有點落後，但是在我們急起直追同時還是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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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寶貴的東西可以繼續保留。建議孔廟建立自己的大事紀要，對於

年度當中的重要工作、沿革、變化，以及與孔廟相關的文章都應該

要記錄保存下來，這些都是孔廟重要的文化資產，比硬體資產更加

重要，提供給孔廟參考。 

4. 有關108年辦理孔德成先生紀念展的事前籌備，可將孔先生留下的相

關文物、手稿等先做審備盤整，對孔廟未來文物普查、古物提報的

前期準備工作也有幫助。盤點過程中如果有需要判斷性、知識性或

技術性方面的協助，也可與文獻會聯繫討論。 

十、 臨時動議： 

案由： 

未來若有總統贈匾與孔廟，現有匾額位置宜如何調整，提請委員會諮詢

意見。 

主席裁示： 

委員建議宜回歸傳統昭穆禮制（依循左昭右穆之輩次排列），請孔廟參

酌研議。 

十一、 會議結論： 

(一) 感謝各位委員提供寶貴意見，有關黌門照明投射燈角度問題，請孔廟

平時主動檢視園區照明。禮生是孔廟祭典的重要角色，召募年輕禮生

外也應多方進用優秀的資深禮生，年輕禮生的工作安排宜先簡後難，

有助於禮生經驗的傳承與發展。 

(二) 本年度與韓國安東市交流受益匪淺，同時為了更有效推廣儒學思想，

可以仿效韓國大儒李退溪的《聖學十圖》設計相關的宣傳摺頁，使民

眾更瞭解儒學思想的全貌。 

(三) 另請孔廟蒐集有關孔德成先生與臺北孔廟相關的資料，建立檔案並由

專人維護，累積臺北孔廟本身文化上的軟實力。與境外孔廟交流聯繫

部分，除持續與日、韓儒學團體密切往來外，也可與東南亞等深受儒

學思想影響的國家交流，拓展臺北孔廟在儒學文化圈的優勢。 

(四) 孔廟園區植栽改善後，請確實加強平時照顧與維護。孔廟經費與人力

有限，辦理各項活動時除了多與民間團體合作外，也應善加運用市府

團隊的資源，未來須再加強與教育局的橫向聯繫，並研議學習護照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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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孔廟為必去地點的可行性。 

(五) 有關明年夏令營的規劃，委員建議增加與孔廟祭典文化相關如音樂舞

蹈、禮儀的動態體驗課程，未來孔廟在活動設計與行銷宣傳上，不僅

要關照年輕人的需求，也要照顧到成人教育這一環，兩者並行更能有

效推廣儒學文化的傳遞。 

十二、 散會：上午12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