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孔廟景點介紹 

景點名稱 台北孔廟 

行政區 大同區 

景點解說 

    臺北市孔廟的創建，肇始於清光緒年間。當時臺灣北部設置臺北府，府城於光緒五年（西

元 1879年）動工後，清光緒六年 (西元 1880年) 知府陳星聚於臺北城垣興築後，用剩餘的

材料及剩餘款，附帶在城內南門內(即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及北一女一帶)建造文武廟，兩座廟

皆座北朝南，文廟在左，武廟在右，這即是臺北府的孔廟。 

    臺北府孔廟初建時，由當時臺北知府陳星聚督工，在光緒七年（西元 1881年）完成了大

成殿、儀門與崇聖祠，當年秋，舉行首次釋奠典禮。第二年，再由臺北士紳提議募捐，再建造

禮門、義路、櫺星門、泮池與萬仞宮牆，到光緒十年（西元 1884年）才完成竣工，形成頗具

規模的孔廟。 

這座孔廟在劉銘傳任臺灣巡撫時，每年均如期舉行盛大祭典，為臺北讀書人之盛事。到了光緒

十七年（西元 1891年）邵友濂繼任巡撫之後，派員赴福建添購祭祀用器，且敦聘禮官樂師來

臺北教習。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臺灣割讓給日本，第二年日軍進佔臺灣，開始了日

據時期。日據初年，抗日義軍蜂起，日軍進駐臺北孔廟，至聖先師及先賢牌位多被損毀，禮器

與樂器亦遺失，建築物逐漸遭到荒廢，而祭孔典禮也停止了。 

至光緒三十三年（西元 1907年）日人為建立日語學校(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前身)，乃拆除孔

廟，並利用其址建造第一高等女學校。不久，再於日語學校之內建五坪左右的小閣，重雕至聖

先師、四配及十二哲諸牌位奉祀，未設置先賢、先儒牌位，每年的孔子誕辰，由學校師生致祭。 

    民國六年（西元 1917年）元月，臺北的詩人團體瀛社及大正協會會員組織崇聖會，推舉

日人木村匡為會長，由臺北士紳顏雲年，李景盛為副會長。每年農曆八月二十七日孔誕，從日

語學校小閣恭迎牌位，於大稻埕公學校、蓬萊女子公學校或艋舺龍山寺、大龍峒保安宮等處舉

行祭典。雖然主事者力倡重建孔廟，但經濟條件不足，未能償願。 

學習目標 

1. 瞭解中華歷史文化。 

2. 認識儒家思想，珍惜傳統文化。 

3. 結合課堂知識，融會於生活之中。 

注意事項 

（一） 地址：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 275號  

（二） 電話：886-2-25923934  

（三） 傳真：886-2-25852730  

（四） 網址：http://www.ct.taipei.gov.tw  

（五） 電子信箱:ct@civil.tcg.gov.tw  

（六）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含國定假日)08:30-21:00  

（七） 休館：週一 

（八） 請愛護古蹟、器物、展品及各項設施，勿任意敲擊、碰 

       撞或破壞毀損等。 

mailto:ct@civil.tcg.gov.tw


（九） 參觀過程請輕聲細語，勿追逐嬉戲、喧鬧滋事、妨礙安 

       寧或其他不法、不當行為。 

（十） 為維護園區安全、禁止煙火及攜帶寵物或危險、易燃物 

       品等。 

（十一）為維護園區動植物生態，請勿任意餵食及攀折踐踏。 

（十二）除輪椅外，請勿推乘腳踏車、機車或其他車輛入內。 

（十三）請勿隨地吐痰、便溺、丟棄紙屑、果皮、煙蒂或其他 

       廢棄物。 

（十四）請勿於泮池垂釣、捕撈、戲水、洗滌或餵養。 

（十五）為維護園區古蹟之完整性，請勿將園區內任何展品、 

        器物、或相關設施等攜出，違者報警查處。 

（十六）園區內嚴禁烹調煮食，以維園區安全及參觀品質。 

（十七）園區嚴禁擺置攤位及隨意兜售物品，或散發、張貼、 

        懸掛宣傳資料等。 

（十八）除一般參觀人士外，任何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拍攝廣 

        告或影片、錄影帶，均應於 1個月前檢附相關資料向 

        本會提出申請，並經核准後始得開拍，並於開放時間 

        內為之。 

教材內容 

 瞭解八佾舞的由來 

 瞭解歷史典故 

學習資源 
 臺北孔廟學習單 

聯絡資訊 

(一)預約申請時間：導覽一週前提出申請 

(二)預約方式： 

1.電話預約：25923934 分機 17蘇小姐 

2.傳真預約：25852730 

3.電子郵件預約：cd_su6789@mail.taipei.gov.tw 

網頁連結 http://www.ct.taipei.gov.tw/ 

相關主題 
□觀光休閒      □文創設計      ■人文歷史  

□自然生態      □藝文發展      ■文化場館 

臺北 101亮

點分類 

■古蹟及特色建築    □文創設計  □自然生態 

□特色美食  □特色市集商圈  □藝文展演 

相關學習領

域 
■語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藝術  □健體  □綜合 

多元智能 ■語文□數學邏輯 □內省 □人際 □肢體運作 □音樂 □視覺空間 □自然 

https://tct.gov.taipei/cp.aspx?n=A557068060D8CFF7
http://www.ct.taipei.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