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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當社會課上到「我的家鄉」這個單元的時候，課本上提到的例子都是全台灣各

地有特色的地方，可是上完社會課時，老師問：「你們知道我們的家鄉有哪些特色

嗎？」、「那麼，你們知道我們學校附近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嗎？」，大家嘰哩呱啦的回

答了很多的答案，例如：「我們靠近海邊」、「我們大部分是客家人」、「我們鄉內有一

座池府王爺廟，是大家的信仰中心」、「我們有一座非常美麗的紅樹林」....等等。 

 

    然後，老師又提問：「那你們知道學校附近有一座惜字亭嗎？」，「你們知道惜字

亭的由來嗎？」，因為我們都不了解，所以老師指派我們假日先查資料，運用課本提

到的方法，上網搜尋、圖書館查資料、訪談、實地調查....等。然後開啟了我們對「惜

字亭」的好奇與追尋，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對於我們學校附近的惜字

亭的文字紀錄非常少，大部分都是新聞報導或很短的文字敘述。在探究惜字亭的過

程中，我們深深地感到遺憾，因為這樣好的精神與文化，其實很少被我們的鄉親、

學子所認識，大部分的人只知道那裡有一座亭子，但是並不知道它的由來和功用，

也很少有人會走進去看看，所以我們想透過這次的研究讓我們學校的學生能深入了

解及認識美麗的惜字亭，甚至是變成以後學校課程的一部份。 

 

    二、研究目的 

 

        1、了解惜字亭與扶雲社的始末 

        2、推廣惜字亭的敬字惜紙精神 

     

    三、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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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新豐惜字亭的發展沿革 

 

1、 惜字亭名稱的由來與扶雲社發展歷程 

 

    敬字亭又稱為惜字亭、聖蹟亭、敬聖亭、字紙亭和字爐等，名稱雖然都不相同，

但都是專門用來焚化寫有文字的廢紙或書籍。惜字亭主要是與惜字的風俗有關，尤

其是文風鼎盛的地方，大家會認為尊重文字會讓後代子孫文運昌隆，，因此對於文

字往往都抱持著神聖不敢汙損的態度。所以才會建造惜字亭來做為大家共同焚燒字

紙的地方。 

 

    位居我們學校附近的惜字亭，是西元 1877 年原先建於湖口鄉，至今已經有 144

年歷史，由傅萬鐘和何騰鳳二位秀才發起，並召集在地及莊鄰仕紳共 57 人各捐銀圓

一圓，以培養教育人才為宗旨，而創立扶雲社。據徐鄉長所述，命名為扶雲社是取

其扶雲直上、扶植人才、人才如雲的意涵。後因土地徵收闢建為新竹工業區，於民

國 68 年遷入新豐鄉青埔村 117 線道路旁，也是新竹縣現存最大而且保存完整並持續

祭祀的惜字亭。惜字亭的由來為客家人因「晴耕雨讀」的濃郁觀念，重視教育、崇

尚知識，將字紙視為古聖賢的智慧結晶，不可任意丟棄或踐踏，將寫過字的紙張收

蒐集資料 踏查 
設計訪談

題目 

訪問 資料分析 完成報告 

擬定研究

主題 

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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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火化成灰，尊名「聖蹟」。再擇日以八音恭送入溪流。 

 

2、惜字亭的建築特色 

 

    台灣早期在各地都建有很多的惜字亭，經過多年的轉變，由於人民的認知不足，

造成這樣美好的文化和空間逐漸消失，也看不到過去傳統的建築之美，目前台灣保

留最完整的惜字亭是龍潭的聖蹟亭，也是國定三級古蹟。新豐惜字亭則為四方形造

型，但民國 68 年遷移至現在縣道 117 青埔村的位置後，建築形式仍維持了原有的樣

貌，但據徐鄉長口述當初上面的葫蘆造型裝飾在搬遷過程中遺失了，後來才重新找

了一個相似的再裝上去，是比較可惜的地方。新豐惜字亭為三層結構，一般的說法

是代表著「天、地、人」，由下而上依次漸層，以維持亭身的穩定。新豐惜字亭的在

頂層的神龕的題字為孔聖亭，內部則刻著聖蹟二字，左右則留著當時傅秀才的題字

「孔書焚不滅，聖德治無為」，所以新豐這一座又稱為孔聖惜字亭，這也是目前全台

唯一用孔聖亭來命名的惜字亭。 

 

    我們依照全台灣的敬字亭這本書的內容，嘗試用書裡面的建築形式來與新豐惜

字亭做比較，並安排一次走訪目前保存最大最完整的龍潭聖蹟亭，更深入探討新豐

惜字亭所丟失的文化內涵，期望讓更多人了解其文化意涵。 

 

3、惜字亭對於客家人的意義 

 

    重禮教，喜讀書，是一種文化習慣，儒家學說是中原文化精神的最高體現，而

客家人也把儒學奉為經典。早期的客家人幾乎都以務農為主，認為讀書才能改變命

運，正好與傳統思想中「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相同，想要出人頭地就只能靠

著考試獲取功名。在傳統的社會中，能讀書識字的人口比例很低，一般人對於抽象

的文字，有著敬畏的心理，對於讀書人來說，讀書能夠帶給學子更高的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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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書本的取得不易，所以讀書人就會特別的珍惜，久而久之就產生了敬字惜紙的

習慣。所以早期客家人晴天時，從事農耕糊口的生計工作，下雨天無法耕作，則是

讀書天。現在大部分的敬字亭幾乎都位於客家村落，便是因為這樣的理由。 

 

4、惜字亭的祭祀活動與成員組織 

 

    新豐的惜字亭所供俸的神祗為倉頡、孔子、文昌帝君。可見古人對紙的愛惜和

對文字的尊重。然而目前全台灣仍然保有持續祭祀活動的就是福興國小附近的惜字

亭了。每年到了九月二十八日教師節上午九點，就會由扶雲社成員舉辦祭祀大典，

祭品也因應時代的變遷由原來的豬、羊、酒菜等，變更為鮮花、糕點、水果來取代，

並在祭祀後由管理員分送給與會人士。根據徐鄉長的口述，目前所舉辦的祭典，聚

會聯絡感情、聊聊大家的近況大於實際祭祀的意義。現狀扶雲社的成員年歲已高，

且在社會上都有極高的成就，惜字亭目前都是傳給嫡長子或長女，維持著 57 個成員

的組合，而後世子孫也都能承襲祖先的精神。 

 

5、問卷調查 

    為了瞭解福興國小的學生，對於惜字亭是否有基礎了認識，我們設計了一份問

卷調查，人數為 48 人。結果如下： 

 

在我們受訪的 48 為學生

中，有 92%是土生土的在

地人，代表著福興國小學

區內的幾乎都是在地學

子，少數則為他處遷入。 

 

 

92% 

8% 

1.請問你是在地人嗎？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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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的學生都是客家族

群，代表著福興國小涵蓋

的學區內有青埔村、埔和

村、後湖村三村，絕大部

分都以客語為主，連遷入

者也以客家人居多。 

 

在 48 個學生中，只有 2

個人知道惜字亭的由

來，只佔了總人數的 4%，

表示絕大多數學生不知

道有惜字亭。 

 

48 個學生中，有 5 個人去

過新豐惜字亭，占 10%。

但與第 3 題比較後，可以

發現，即使有去過惜字亭

也不見得了解惜字亭的

來龍去脈。填問卷的過程

中，甚至有學生完全不知

道惜字亭的位置。 

 

然而，問卷的學生中也沒

有任何人去過其他的敬

字亭或惜字亭，表示這樣

的客家文化正在沒落，大

家不再關注敬字文化。 

 

 

  

94% 

6% 

2.你是客家人嗎？ 

是 

否 

4% 

96% 

3.你知道惜字亭的由來嗎？ 

知道 

不知道 

10% 

90% 

4.你曾經去過新豐惜字亭嗎？ 

是 

否 

0% 

100% 

5.你去過其他的敬字亭或惜字亭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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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1、參考文獻 

 

    我們除了在網路上搜尋相關報導外，也去圖書館找尋相關書籍參考，更找到謝

乾桶先生的碩士論文，該論文專門探討新豐扶雲社所創立的惜字亭，藉由這篇論文，

我們更清楚知道很多相關的典故，也更清楚調查的方式。 

 

2、參與觀察法 

 

    在確定題目後，我們多次走訪惜字亭(從學校步行大約 10 分鐘)，由於每一次造

 

與第 4 題做比較，即使去

過惜字亭也不見得知道

惜字亭的功能和意涵，學

生表示以前曾經有老師

帶他們去寫生。但學生仍

舊不知道惜字亭到底是

要做什麼的。 

 

在 48 位學生當中僅有燒

字紙、燒書和尊重有用的

字紙三個答案較接近原

本的功能設定，人數加總

只有 3 個人，也只占約

6%，顯示大家對於惜字亭

是非常陌生的。 

6% 

94% 

6.你知道惜字亭的功能嗎？ 

知道 

不知道 

33% 

6% 

13% 
13% 4% 

6% 
2% 

2% 
2% 

2% 15% 

2% 

7.你認為惜字亭是做什麼的呢？ 
不知道 

燒廢紙 

燒香/拜拜 

休息的地方 

紀念碑 

燒東西 

燒書 

燒字紙 

尊重有用的字紙 

友善的團體 

涼亭 

認識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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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的時間不同，所以感受也會有所不同，惜字亭除了北面鄰近 117 縣道外，其餘三

面都被農田所包圍，非常能夠呈現客家人晴天耕種、與天讀書的景象。早上的時候，

在晨曦的照拂下，有一種寧靜的氛圍，到了下午，太陽由農田的方向照射過來，則

呈現出一種辛勤工作後的放鬆心情。 

 

3、訪談 

 

    本次我們在文獻中找到徐鄉長對惜字亭的推廣建設不遺餘力，而徐鄉長也是從

我們福興國小畢業的大學長，本身也非常重視文化和教育，因此我們決定訪談徐鄉

長，希望能從過程中更了解惜字亭相關的一切。訪談內容如下： 

 

訪問者：我們在圖書館找到了一本書「台灣的敬字亭」，但沒有記錄新豐的惜字亭 

        內容，真的非常的可惜。 

徐鄉長：可能是在那段時間被遺忘了，沒有放進去。我在鄉長任內，爭取了申請客 

        委會補助的案件中才將光復圳沿線亮點計畫進行特色整合，當時就在路邊 

        規畫了停車的位置，讓更多人可以來這裡參觀，順便做了美化，弄了座位 

        可供大家休憩，弄得亮麗一點讓大家比較不會遺忘，讓後世子孫會很珍惜 

        所有的課本、有文字的紙張，來鼓勵我們褶子好好念書，將來比較有競爭 

        力，一個有文化的鄉鎮，才能讓我們的學子有好的發展。 

訪問者：我們在查詢資料時，發現我們這個惜字亭已經 140 餘年了，並且是全國唯 

        一一個有持續祭祀的，但卻很少有紀錄的文字。 

徐鄉長：當時被大家所遺忘了，但是我當鄉長的時候有把它顯現出來，讓大家能夠 

        回復這個記憶，以前路過時就被竹林圍住，車子快速通過後沒人發現，只 

        覺得有一個金爐在那邊而已，後來我們重新規畫一個入口，可以給大家來 

        參觀，這樣人家比較不會淡忘掉，不過比較可惜的地方是紀錄新豐惜字亭 

        的文獻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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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扶雲社的會員一直維持 57 人，那傳承的方式是什麼？ 

徐鄉長：現在是傳給長子或長女，他們也是秉持著當初父輩的初衷來參與的。 

訪問者：為什麼只能維持這個人數？不能再新增會員呢？ 

徐鄉長：有些社團人多了之後就複雜化了，複雜化了之後就會非常多意見，會有意 

        見相左的問題，維持這樣的組織會比較好管理，能夠延續祭祀慶典，推動 

        文化的工作室非常乏味的(此處應該說是孤單的)。 

訪問者：我們覺得如果只有會員參加是滿可惜的，路過的人並不了解他們在做什麼， 

    但這個精神是非常好的，但為什麼不會想擴大辦理，讓更多人了解呢？ 

徐鄉長：事實上，有時候擴大並不是一定要再惜字亭旁邊，或許在中正堂讓鄉親大 

        家一起來參與，讓大家去緬懷或回味，以前就是這樣做的。 

訪問者：其實我們在社會課上到我的家鄉這個單元時，就曾經沿著光復圳去過飲水 

        思源亭、鐵馬驛站和惜字亭時地的走讀，但是當我們去惜字亭後，會覺得 

        它就是一個亭子，或許我們可以讀取上面刻印的文字，但卻無法感受他的 

        精神，無法理解他的祭祀，如果可以讓我們去參與，我們覺得這樣的精神 

        也是滿好的。 

徐鄉長：所以說，每年祭典的時候可以請學生去做祭典的參觀或參與工作都可以， 

        小朋友去幫忙。 

訪問者：如果要讓小朋友能夠去參與，是不是要先得到扶雲社會員的同意？ 

徐鄉長：可以建議扶雲社跟福興國小合作，讓福興國小學生來參與祭典，若有需 

        要，我可以代為聯繫，讓學生參與會更有意義。 

訪問者：請問鄉長，如果您是惜字亭的會員，那惜字亭對於您或整個組織來說有什 

        麼意義？ 

徐鄉長：如果我是會員，我一定會好好珍惜我們祖先所遺傳下來的孔聖亭、惜字亭 

        的，惜字亭對於後代教育子孫是有很深刻的意義的建築物，我們一定要來 

        好好地保留來把它發揚光大，讓後代子孫能夠知道前輩在很困苦的時代裏 

        面，想要多讀一點書，將來在社會上比較能有競爭力，所以說那麼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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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惜字亭可以鼓舞我們學子的建築物，我們一定會好好的來保留他，把它 

        發揚光大，而且發揚光大不是靠一個人，不是只靠鄉長一個人，要靠大 

        家，我們每一個同學大家一起來做，因為教育的目地不是一個總統、縣 

        長、鄉長站起來講一講就可以了，教育是從我們的下一代，我們的小朋 

        友，一代傳一代去傳承，由我們的小朋友來傳承，小朋友長大了、努力 

        了，在社會上有貢獻了，以後我們的下一代又來傳承，一代傳承一代。 

訪問者：那請問在祭祀的時候還有再焚燒字紙嗎？ 

徐鄉長：這個我沒有特別注意，但若是要了解這個答案，我也可以再去問，現狀惜    

字亭應該是沒有在焚燒字紙了，事實上我們是紀念比焚燒要重要的，因為 

現在都少去焚燒一些東西了。 

訪問者：想請問鄉長祭祀的流程是怎麼樣的呢？ 

徐鄉長：每年所有的會員都會來，祭祀大概一般會有一個儀式，祭拜完了之後大家 

敘敘舊，聯絡感情，比起祭祀更具有意義，在鼓勵後代子孫，即使在現在 

多元化的社會，他們仍然有一個初衷去推動這一的文化，實在是值得我們 

敬佩。 

 

        4、問卷分析： 

 

              透過問卷分析，我們可以得知，雖然新豐惜字亭離我們很近，但大家對它的 

          了解並不多，甚至是從來沒發現過有這座亭子，對它有基礎認識的也僅 6%，更 

          讓我們下定決心，想要好好調查一翻，推廣讓更多人認識新豐孔聖惜字亭。 

 

三、惜字亭目前經營現況 

 

惜字亭目前仍維持當初創建扶雲社的 57 名社員人數，由後代的嫡長子或長女來繼承，

以維繫扶雲社的歷史，扶雲社創設至今後代人才輩出，大部分在醫界、教育界均享有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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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聲譽，就我們所知，目前湖口鄉甚至有設立當初的創始會員周三合先生的紀念館。

惜字亭經營方式是創設基金後，都交與經紀人管理，將到期的利息轉到本金生息，後來

在西元 1887 年購入 12 餘甲土地，後來因為徵收做為新竹機場用，最後只保留了約 6 甲

地，承租給佃農耕作，以租金作為祭祀的基金，這種組織架構與營運模式在全台灣來說

是比較少見的。 

 

參●結論 

    新豐孔聖惜字亭至今有 144 年歷史，結構保留完整，也有很好的運作模式，每年教師節

時也都會持續舉辦祭典，是一個擁有相當完整的文化體系，非常值得推廣給鄉親和學子們共

同來認識這美好的文化。新豐惜字亭還有傅秀才的題字，也是全台獨一無二的對聯。建立初

衷是希望後世子孫可以愛惜字紙，重視知識、文化，這樣美好的意涵非常值得推廣給所有的

人來共同學習，現今社會非常重視環保議題，所以我們都會將紙類回收再利用，即使不再燃

燒字紙，但是敬字惜紙的精神卻是不變的，不論時代如何更替，「知識就是力量」是恆久不變

的定律。學習能夠擴展我們的視野，讓我們學會思考，豐富我們的生活，我們也希望將這樣

的理念和所有的同學分享，在與老師、校長討論後，惜字亭的文化學習課程將會納入我們的

校訂課程之中，這也是我們這個研究的另一個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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