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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文珺  

 

 

前幾年在台南市安定區進行田調時，發現一座超迷你的孔廟，在教師節前夕與諸

位老師分享它設立的歷史源由。 

超迷你孔廟位於安定區的南安國小內，一開始它並不是孔廟，而是當時南安公學

校的校內神社。昭和 9 年(1934)，臺灣總督府確立「一街庄一神社」政策，將神社做為

地方教化的中心。兩年後，南安公學校的校內神社正式設置。1坐西朝東的神社規模甚

小，僅有一座造型簡樸，洗石子的牌樓，緊接著一條長約 8 公尺、寬約 80 公分舖設鵝

卵石的小通道。直通寬 573 公分、長 527 公分的小庭園，在靠近小庭園前的小通道兩

旁有一對石燈，進入小庭園，拾階登上臺基，參拜供奉在殿內的神明。 

  

                                                 
 沈文珺，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1 今日台基旁有二張小石桌即最初的石燈，石桌旁刻著「奉獻，昭和十一年」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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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神社最初設置目的在「涵養普及敬神

思想」，進而「訓練忠君愛國的精神」，加上又

是小規模的神社，因此並未設置專職的祭司，

教職員工和學生也無須天天到神社祭拜，只有

在日本人的特殊節慶，才行祭拜禮。不過在日

本老師嚴格規定下，當時學生進出學校或在校

園內玩耍，只要路過神社一定面向神社，立正

敬禮。 

戰後，學校並未依照規定將神社改為忠烈祠，而是於民國 37 年(1948)拆除神社本

殿，並將本殿改建成華南式宮構的孔子廟，並在牌樓掛上「大成殿」匾額，改建工程

由南安村著名的剪黏師傅王存負責。另外，也將極富日本風味的樓牌改建為剪粘為主

，成為道地中國傳統風格的牌樓(山門)。 

民國 38 年(1949)，由於督學的糾正，於是將「大成殿」匾額取下，換上「忠烈祠

」字樣，其餘照舊。56 年(1967)，學校將忠烈祠復原為「孔子廟」，並放置銅鑄孔子像

一尊，並拆除舊牌樓，此外並將忠烈祠兩側的石燈移做石桌，構築圍牆、假山、噴水

池、小橋、流水及水泥動物雕塑品。由於改建過程不甚順遂，校方及學區村民還舉行

一場「謝土」儀式。孔廟落成後，許多鄉民來此膜拜，祈請孔老夫子賜福，讓兒女福

慧增長；學校也有老師早晚到孔廟，虔誠地向孔夫子敬茶。 

民國 87 年(1998)針對小公園曾有一次大整修。重修圍牆、填平小池、小橋，整修

假山噴水池為兒童戲水池，並將孔廟重新粉刷，一些破損的水泥地舖上現代化磁磚。 

南安國小內的孔廟是今日全臺灣最迷你的孔廟，還曾被紅樹林文化發行的《哈神

拜佛完全體驗》列為「臺灣七大奇廟」之一；現今校內孔廟皆為南安國小學生學習、

巡禮、舉辦各項活動的重要場所。2只是不知道除了形式上的參與，在學生心中到底還

保留多少對老師、對知識的尊重之心。 

                                                 
2 涂順從，〈發現南安公學校校內神社〉，《南瀛文獻》第二輯，p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