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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 臺灣宗教史研究動向 

                          侯坤宏 ∗ 

壹、前言 

過去筆者曾應邀撰寫過〈2011 年臺灣宗教史研究述評〉及〈2012–2013 臺

灣宗教史研究述評〉兩篇文章，都是將有關臺灣宗教史研究分為：民間信仰研究、

佛教的研究、道教的研究、天主教與基督教研究及其他類五項，每一項再分為：

專書、期刊論文、學位論文三項來介紹。此種類如｢書目式｣的介紹方式的優點是，

可以面面俱到，但對筆者（及讀者）來說，由於文章本身受到｢先天格局｣的限制，

難免會顯得｢生硬無趣｣。今應允主辦單位撰寫 2016–2017 臺灣宗教史研究介紹

文章，如何下筆，確實是一個大問題。 

就主辦單位所提供的｢2016–2017 臺灣宗教史研究書目｣來看，實在是五花八

門、非常駁雜，其中包括不同宗教領域的研究主題。因考慮到：衡量某學者在某

一學術領域的研究成就，一般說來，專著（書）較之單篇論文更為重要，所以本

文就先介紹這一部分；專書（及論文集）外，另有：期刊或論文集論文、學位論

文兩大類，這是本文所要介紹的其他兩個部分。 

需要先說明的是：主辦單位所提供的｢2017 年臺灣宗教史研究書目｣中，將｢

民俗｣與｢宗教｣合為一類，因考慮到｢宗教｣類本身已極複雜，所以本文就沒有納

入屬於｢民俗｣類的研究。1又，在有關宗教史研究論文類書目中，列有王志宇〈臺

灣無祀孤魂信仰新論：以竹山地區祠廟為中心〉等 5 筆論文，2因這 5 筆均收入

                                                
∗前國史館纂修 
∗∗撰寫本文所用資料，曾得到王美雪、王文昕小姐及黃皓陽先生幫忙蒐集，在此特表謝意。 
1｢民俗｣類的書目有：1、蕭富隆：《福德靈威寫傳奇：紫南宮求金與吃丁酒民俗》，南投：南投

縣政府文化局，2017。2、周宗楊：〈榴陽王十二使祖與郭氏宗親會〉，《臺南文獻》，12（2017.12），
頁 36-65。3、曾純純：〈南臺灣六堆客家喪儀中的女性角色〉，《全球客家研究》，9（2017.11），

頁 243-304。4、洪健榮：〈崇德報功與神道設教：清代臺灣方志祀典門類的知識建構〉，《臺

灣文獻》，68：2（2017.6），頁 1-58。5、王婷儀：〈從《民俗臺灣》看柳田國男對臺灣民俗研

究的建構與可能〉，《臺灣文獻》，68：2（2017.6），頁 59-108。6、林承緯：〈臺灣裝神、扮

將與假裝文化的民俗學考〉，《臺灣文獻》，68：2（2017.6），頁 109-140。7、施德玉：〈論

臺灣「竹馬陣」之歷史沿革〉，《戲劇學刊》，25（2017.1），頁 49-78。8、鄧郁生：〈六矢著

面而不動：從雷萬春傳說之變遷看嘉義民間信仰中的騎虎尊王〉，《嘉義研究》，16（2017.12），

頁 47-83。9、韓碧琴：〈臺灣民間傳統喪禮斬衰首服摭拾〉，《興大中文學報》，41（2017.6），

頁 199-253。10、徐國明：〈「地方性」的生產與建構－六堆客家聚落拓墾傳說的風水實踐〉，

《興大中文學報》，41（2017.6），頁 255-278。11、張宜柔：〈臺灣民俗刊物《徵信週刊》〈臺

灣風土〉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12、林煥盛：〈北港飛龍

團繡製龍皮〉，《臺灣風物》，67：2（2017.6），頁 19-44。 
2這 5 筆是：1、王志宇：〈臺灣無祀孤魂信仰新論：以竹山地區祠廟為中心〉，收入林國平、王

志宇主編，《閩臺神靈與社會》，桃園：昌明文化有限公司，2017，頁 57-83。2、陳哲三：〈臺

灣竹山媽祖宮歷史的研究：以僧人住持與地方官對地方公廟的貢獻為中心〉，收入林國平、王志

宇主編，《閩臺神靈與社會》，桃園：昌明文化有限公司，2017，頁 107-135。3、戴文鋒：〈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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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臺神靈與社會》一書，在本文宗教史研究｢專書（及論文集）｣類中已作了介

紹，故亦省略之。 

貳、專書（及論文集） 

2016–2017 臺灣宗教史研究，專書及論文集部分共有 12 冊，一一介紹如下。 

1、謝國興等著：《西港仔刈香：一個傳統王醮的數位紀錄》，臺北：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7。西港刈香不但歷史悠久，內涵豐富，可貴的是其傳

統儀節的保存、庄頭陣的數量及精緻度、廟會活動的社區（聚落）自主性等，臺

灣其他地區幾無可與比擬者；加上三年一科，兩百年來幾無間斷。本書除謝國興

所撰前言〈從姑媽宮到慶安宮〉，另有五章，依序為：〈刈香與建醮〉（謝國興）、

〈香境與路關〉（謝國興）、〈庄頭陣〉（謝國興、黃名宏）、〈陣頭演藝〉（劉

懷仁等）、〈宋江系統武陣析論〉（黃名宏）。謝國興說：｢由於西港香境範圍

極廣，最具臺灣地方文化與生活特色的陣頭從召集組訓到結束，常超過三個月，

香境內各宮廟代表齊聚慶安宮『落廟』，開始籌議香科大小事到送王結束香醮活

動，長達一年四個月，我們的工作團隊在大約一年左右的時間內，經常需在各個

廟宇間奔波流竄，在有限的人力與資源情況下，得到許多北從雲林，南到臺南、

高雄、屏東各地攝影同好朋友的幫忙，再經過近一年的後製，才有目前的記錄影

片成果。｣3 

2、洪瑩發：《代天宣化：臺灣王爺信仰與傳說》，新北市：博揚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17。王爺是臺灣重要神明之一，其信仰豐富而且複雜，各有不同來

源，也有豐富的傳說，屬於民間信仰的一種。民間信仰很少透過經典來作為其宗

教內涵的傳播與教化，多數是透過口傳的相關形式，來作為教義、神明生平、處

事原則等信仰內涵的傳佈。作者長期投入田野工作，為紀錄王爺信仰儀式，曾先

後參與多次迎請代天巡狩儀式與信仰活動的調查與撰寫（及拍攝紀錄片）計畫，

並曾赴東南亞與中國進行比較研究。本書脫胎於作者的博士論文，為研究調查王

爺信仰的相關傳說，並結合民俗學與民間文學探索，分析傳說背景與故事主題，

藉由傳說、分類及內容特色，歸納傳說之異同關係與其間之聯繫，藉以釐清整體

結構與特質，並透過傳說建構、釐清王爺信仰的相關問題。 

                                                                                                                                       
南三山國王廟創建年代考〉，收入林國平、王志宇主編，《閩臺神靈與社會》，桃園：昌明文化

有限公司，2017，頁 163-197。4、郭伶芬：〈從三山國王到玄天上帝：臺灣彰化福佬客信仰之

觀察〉，收入林國平、王志宇主編，《閩臺神靈與社會》，桃園：昌明文化有限公司，2017，頁

199-226。5、吳學明：〈臺灣齋堂個案研究：以大溪齋明寺為中心〉，收入林國平、王志宇主編，

《閩臺神靈與社會》，桃園：昌明文化有限公司，2017，頁 293-323。 
3謝國興說：本書所附數位記錄影片係針對 2015 年的乙未科過程拍攝製作，文字解說及及圖片使

用上，為了比較完整解說西港香的歷史發展，也使用過去的資料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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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衍綸編：《風傳人間‧物說春秋：臺灣地方風物傳說的踏查與闡述》，

臺北：里仁書局，2017。本書以臺灣北、南、東部，九處地方風物，包括自然風

物的高雄市左楠地區半屏山、花蓮縣玉里鎮石公山、花蓮縣壽豐鄉蕃薯寮溪峽谷

竹林，人工風物的高雄市大樹區龍目井、臺南市中西區大天后宮龍目井、臺北市

北投區情人廟、臺北市內湖區十四份陂、高雄市左營區阿彌陀埤、高雄市鼓山區

內惟埤，流傳的傳說為考察對象。每一考察案例，作者都秉持實地踏查、深入探

討的研究精神，以及聯結地理、配合圖說的研究方法，藉以闡述風物與傳說的特

色、演變、形成因素、蘊含意涵等。本書進行的是對臺灣地方風物傳說的研究，

也是對臺灣土地的一種巡禮。 

4、朱榮貴：《臺灣民間信仰論文集：歷史與現代轉化》，新北市：博揚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本論文集收錄作者過去 20 多年來所出版的有關臺灣民

間信仰的學術論文，內容涵括儒教、善書與臺灣民間信仰等，從歷史的角度來探

討民間信仰中幾個較有特色的信仰，例如：媽祖信仰、鄭成功信仰、延平郡王信

仰、廣澤尊王信仰和地母信仰，也論及民間信仰和臺灣社會的關係。 

5、謝文貴：《神、鬼與地方：臺南民間信仰與傳說研究論集》，高雄：春

暉出版社，2017。本書以臺南地區的民間信仰及其傳說為材料，運用國內、外有

關「神、鬼、祖先」及「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的理論與研究成果，探討當地的

有應公、保生大帝、王爺、媽祖等信仰及鬼神轉化、神像、地方化、標準化等課

題，對臺南的民間信仰進行全面研究，書中也對地方社會的內在結構與外部關係

進行分析，可作為觀察臺灣社會乃至漢人社會的參考。 

6、林國平、王志宇主編：《閩臺神靈與社會》，桃園：昌明文化有限公司，

2017。本書是中國與臺灣 14 位研究民間信仰和地方開發、研究閩臺宗教的學者

的專題論文集。從不同的地區、不同的角度，對閩臺民間信仰的由來與社會基礎、

骨骸的替代物與祖先崇拜、臺灣無祀孤魂信仰、閩西客家地區的媽祖信仰、臺灣

竹山媽祖宮歷史、神明崇拜與傳統社區意識、臺南三山國王廟創建年代、正統標

籤的邊陲解讀、明代陳靖姑傳說、臺灣三平祖師信仰起源問題、臺灣齋堂個案、

閩臺《江氏族譜》、閩臺地區神靈崇拜進行了田野調查和深入比較與分析。本書

可作為中國佛教社會史和客家文化史研究者之參考。4 

                                                
4全書共 14 章，各章題名及作者依序如下：〈閩臺民間信仰的由來與社會基礎〉（林國平）、〈骨

骸的替代物與祖先崇拜——以福建為案例〉（陳進國）、〈臺灣無祀孤魂信仰新論——以竹山地

區祠廟為中心）（王志宇）、〈閩西客家地區的媽祖信仰〉（謝重光）、〈臺灣竹山媽祖宮歷史

的研究——以僧人住持與地方官對地方公廟的貢獻為中心〉（陳哲三）、〈神明崇拜與傳統社區

意識——閩西武北客家社區的田野調查研究〉（劉大可）、〈臺南三山國王廟創建年代考〉（戴

文鋒）、〈從三山國王到玄天上帝：臺灣彰化——福佬客信仰之觀察〉（郭伶芬）、〈祀典抑或

淫祀：正統標籤的邊陲解讀——以明清閩臺保生大帝信仰為例〉（范正義）、〈明代陳靖姑傳說

試探〉（陳兆南）、〈臺灣三平祖師信仰起源問題新探——三平義中與三平寺〉（張志相）、〈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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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蔡相煇：《《天妃顯聖錄》與媽祖信仰》，臺北：獨立作家出版社，2016。

作者認為，從故事至神話，媽祖究竟是如何從宋代福建的地方故事，演變成今日

臺灣最普遍的民間信仰？答案可能藏在媽祖信仰的經典──《天妃顯聖錄》裡。

《天妃顯聖錄》是第一本有系統、全方位記載媽祖的書，而本書則是第一本系統

性探討《天妃顯聖錄》與媽祖信仰的書。作者詳細考證《天妃顯聖錄》這本媽祖

信仰經典的起源與流變，從媽祖信仰起源的宋代開始追溯，一路至明末清初士人

所編纂的《天妃顯聖錄》，分別針對該書之編輯過程、編撰者、刊行者、撰序者、

版本等詳加研究，讓讀者深度了解媽祖信仰的演進過程，是如何從民間的小故事

演變成在臺灣擁有超過千萬信眾之傳統信仰。5 

8、楊東叡︰《日治時期臺灣巫覡術士之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6。本書以報紙、調查報告書、雜誌、日記等相關資料，透過官方管理政策的

變化、知識分子評論巫與術者的輿論、民間與巫術者之互動，研究日治時期的臺

灣巫覡術士。據作者研究，臺灣總督府在每個時期採取不同政策管理占卜慣習。

在 1895–1915 年，官方調查舊有慣習與法令，分別為武力鎮壓與溫和主義兩種

管理政策。1937 年以後進入皇民化運動，臺灣厲行「民風作興運動」，革除迷

信陋習，使巫覡、術士的生存產生危機。若以世代與教育背景作為知識分子的區

分，傳統知識分子以保護漢文化傳統為職責，常組織詩社以為變通方式。變革者

的出現，則是希望革除舊有迷信陋習，使臺灣進入現代文明。在民眾方面，常趨

吉避凶與治療疾病常求助於巫、術者，但占卜活動也會衍生出詐欺案件。6 

9、陳瑛珣：《臺中三山國王廟的跫音：神聖空間的建構》，臺中：臺中市

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2017。以臺中海線到山城區之地理空間範圍，進行臺中「三

山國王廟」調查，藉以深入分析臺中三山國王廟神聖空間的建置與客家移民文化

的關連性。如從漢人移民社會，常民信仰心態的觀點去了解，不但可以對三山國

王信仰神聖空間建構在客家聚落的影響有所了悟，而且也會對民間信仰的性質有

深一層的認識。 

10、李玉珍：《戰後臺灣佛教與女性》，新北市：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6。作者認為，因為女性大量投入佛門及比丘尼僧團，助益了臺灣佛教的現代

化與入世化發展，使得戰後臺灣佛教成為國際間宗教復興的顯例。本書從戒律文

獻與僧團立場探討臺灣比丘尼傳戒的推手與歷史，並從宗教環境變遷、寺院空間

運作、淨土組織與佛教女性的社會參與、女性宗教心理與虔信表達的方式，介紹

                                                                                                                                       
灣齋堂個案研究——以大溪齋明寺為中心〉（吳學明）、〈追尋祖先：閩臺《江氏族譜》的比較

分析〉（楊彥傑）、〈閩臺地區神靈崇拜的生態學分析〉（俞黎媛）。 
5蔡相煇研究祠祀宗教與媽祖信仰多年，著有：《臺灣的王爺與媽祖》（1989）、《臺灣的祠祀

與宗教》（1989）、《北港朝天宮志》（1989）、《臺灣民間信仰》（2001）等書。  
6本書為作者 2013 年 10 月在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所之碩士論文，除緒論與結論，另分如下三章：

民間與巫覡術士之互動、臺灣總督府對巫覡術士之政策、臺灣的知識分子對占卜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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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不論僧俗的宗教生涯與修行意涵。不同於家國經典的大視角，本書運用豐富

的口訪、田調資料，探究女性觀點的臺灣佛教史。7 

11、盧啟明：《傳道報國：日治末期臺灣基督徒的身分認同（1937–1945）》，

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歷經 1930 年代的奮興運動與皇民化

運動，「傳道報國」一詞於 1937 年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日治末期是一段「傳道

報國」的時代，戰爭前後基督徒的信仰認同並未改變，始終自勉傳道以報天國，

未曾被國家神道動搖。然而，政治認同卻因應時局游移流動，且常有在臺、日、

中、外之間猶豫掙扎。基督徒認為傳道報效國家是其社會責任，與日本政府、日

本基督教合作，係出於護衛臺灣利益、關懷鄉土安危的初衷。殖民地的苦難，亦

為信仰「再宣認」的歷程。基督徒「傳道報國」的身分認同，誠然是各個時代都

必須回顧思考的重要課題。「本書相當實證且客觀地究明日治末期殖民地臺灣的

基督徒在艱苦的時局和處境下，透過信仰進行反省，從國族發現矛盾，於是找到

對斯土斯民的認同。可說頗有助於適切釐清特殊時期日本帝國及其殖民地基督徒

認同之疑義。……是一本開拓新史料、讓人耳目一新且富可讀性之佳作。」（吳

文星推薦序）8 

12、蘇畢娜‧那凱蘇蘭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教史（修訂本）》，

臺北：使徒出版社，2016。本書可謂為本宗原住民教會歷史階段性的重整與記錄，

以 1998 年出版之原宣教史作為基礎，保留了各族群初代信徒與初代教會珍貴的

故事與見證，就其内容出現記載錯誤或史記不清之處加以修正或刪除；另一方面

則是增補 1998–2014 年間新增之歷史與變化。各中區會宣教史在每一章之末段

針對該族群當下所面對之教會、社會與部落實況，具體提出反省與未來展望，可

作為讀者了解與參與原住民宣教的預備與指引。在執行寫作分工上，由 15 個中

區會内部自主委派、成立宣教史修訂本執行小組（包括編列執行經費），小組任

務包含：採集口述、寫作、史料整理、編輯、審查，直到確認最終版本。確認以

後由本會同工匯集、校稿、美編直到出版。 

                                                
7李玉珍，美國康乃爾大學東亞系博士，曾任教於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現任教於政治大學宗教

所，其學術專長為：臺灣佛教、宗教與性別、佛教文學。曾出版《唐代的比丘尼》、《佛教文學

裡的聖凡男女》（臺北，新文豐，2016 年），與林美玫合編《宗教與婦女：跨領域的視野》，

以及發表〈寺院廚房裡的姊妹情：戰後臺灣佛教婦女的性別意識與修行〉等數十篇中英文論文。 
8臺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教授鄭仰恩專序推薦云：「本書從 1930 年代的奮興運動、皇民化運動談

起，到皇民奉公運動及「傳道報國」思想的浮現，一直到終戰的困窘局面，輔以日本神學觀點的

影響、主日學教育的案例分析，以及世代交替間的思維轉換，呈現出帶有複雜色度及層次感

（nuance）的歷史研究，值得讚賞。」有關戰後臺灣基督徒身分認同，有如下兩本專著，值得重

視：1、鄭睦群：《從大中華到臺灣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及其論述轉換》，政大出

版社，2017 年 10 月。2、曾慶豹：《約瑟和他的兄弟們：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臺灣基要派

的形成》，臺灣教會公報社，2017 年 9 月。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pct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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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12 冊專書中，91–9 冊屬於民間信仰類，10 屬於佛教，11 及 12 屬於基

督教類，民間信仰類之佔大宗，亦可見此類信仰在臺灣宗教史研究中之重要。 

參、期刊或論文集論文 

2016–2017 兩年間，有關臺灣宗教史研究之論文，（約）有 38 篇，茲介紹

如下。 

1、張家麟：〈誰在封神：當代臺灣關公信仰脈絡及其形成〉，收入楊松年、

謝正一主編，《世界的關聖帝君：第七屆世界華人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

北：唐山出版，2017，頁 201–230。關公是中國歷史上的大神，不少行業也奉

祂為主神，發現祂來自民間社會及朝廷政治兩個脈絡，在漢人神譜中，祂是一個

重要的｢堆疊」、｢積累｣個案。本文尋著「誰封神」的問題意識，探索臺灣地區

各地關帝廟宇的「名稱」，從中解讀關公的成神源起、神格，及其發展樣貌。作

者歸納祂具有：武廟的武成王、協天廟的協天大帝，五聖恩主廟的恩主公，佛教

及一貫道的護法神，文武廟的武神，部分鸞堂的天公等神格。而誰封關公？為何

封祂？等有趣的神譜學議題，也在本文中有所討論。 

2、林佳燕：〈臺南地區關公信仰崇拜之研究：以臺南關廟下湖關帝廟為考

察對象〉，收入楊松年、謝正一主編，《世界的關聖帝君：第七屆世界華人文化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唐山出版，2017，頁 170–200。相傳臺南關廟區

漢人人臺後水土不服，因此開始崇拜關公，是希望借助關公形象驅逐瘟疫，祈求

人畜平安。關公形象以往多帶有威嚴，不過下湖關帝廟的文衡聖帝卻露出金口，

且略顯暴牙，形象偏向諧謔，甚至顛覆以往對關帝聖君形象。本文以臺南關廟下

湖關帝廟為考察對象，介紹下湖關帝廟相關歷史沿革，並探討暴牙露齒的關公形

象，其形象雖詼諧，卻對關公忠義精神做出了更深層的補充，足以作為臺南關廟

關帝信仰的特殊呈現。 

3、王志宇︰〈彰化縣媽祖信仰傳說之研究：以風水傳說為中心〉，收入王

志誠總編輯，《2016 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16，頁 193–211。彰化縣各地的媽祖信仰有許多信

仰傳說，這些傳說粗略可分風水與靈驗兩類。作者討論的媽祖廟以公廟為主，媽

祖廟的風水傳說因媽祖廟本身亦代表村莊，所以有與傳統公廟風水代表村莊的觀

念結合，因此媽祖廟風水也受到相當重視。但是在關照彰化縣的媽祖廟及其信仰，

可以發現媽祖廟的風水傳說，比媽祖的靈驗傳說在數量上要少得多，為何會有此

                                                
9另有：1、林美容：《臺灣的齋堂與巖仔:民間佛教的視角（三版）》，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2017。2、王志誠總編輯：《2016 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臺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16。3、林欐嫚：《在臺灣沉睡的日本佛教（1895-1945）:
臨濟宗妙心寺派在臺布教史》，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7。其中第 1 本，因屬再版，

故未介紹。第 2 及第 3 本，一時未見，暫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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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況？由漢人的風水觀念及對神明觀念，可以窺見媽祖信仰傳說同樣反映的漢

人福地福人居，個人積累功果，仍居重要地位。漢人對神明的看法也是如此，所

以媽祖的靈驗事蹟，遠多於媽祖廟的風水傳說。 

4、黃美英︰〈埔里恆吉宮媽祖的跨族群與區域性意涵〉，收入王志誠總編

輯，《2016 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16，頁 419–455。閩粵移民渡海來臺，攜帶神明香火袋或

神像是普遍現象，來臺之後隨著移民的擴散及各地情境演變，而展開的「在地化」

現象，是一值得探討的重點。本文從埔里的多元族群史觀，探討恆古宮媽祖組織

的族群演變與地域性宗教意涵。作者指稱：媽祖信仰從以往的「航海守護神」，

經由在地化過程，演變出「防番害」、「開發水源」等顯靈傳說，成為清代移墾

埔里的「熟番」與漢人的跨族群共同祭祀的神明。本文內容包括：埔里平埔族群

與廟宇興建、清代恆吉宮媽祖的由來與創建、恆古宮媽祖傳說和九月遶境儀式、

族群權力的興衰與宮廟主導權演變等。 

5、林育臣︰〈日治時期新竹地區迎北港媽祖〉，收入王志誠總編輯，《2016

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2016，頁 41–61。本文以《臺灣日日新報》所載為核心，研究日治時期「新

竹州」治下的新竹地區，自明治 42（1909）年，迄於昭和 8（1933）年的北港媽

祖奉迎活動。先透過前人的研究了解日本政府統治臺灣所使用的宗教政策，以及

北港朝天宮在日治期間的發展，說明日本的宗教政策和北港朝天宮的發展，怎麼

樣地構成臺灣各地奉迎媽祖風氣的條件。接著，據北港媽祖在各地奉迎的模式，

分成「帶狀奉迎」和「點狀奉迎」兩時期，以此將新竹奉迎北港媽祖分成二階段，

分析新竹奉迎北港媽祖在動機上的特色。最後，再針對奉迎活動的重要參與者，

即保正、街莊長和日本政府官員，探討他們在奉迎活動中的角色。 

6、翁聖峰：〈日治時期統治者、知識份子、社會大眾對新竹城隍廟的接受

與文化意識〉，收入陳惠齡主編，《自然、人文與科技的共構交響：第二屆臺灣

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7，頁 291–322。

日治時期新舊不同的知識份子，對新竹城隍廟的接受與文化意識有什麼不同？其

背後所代表的歷史意義為何？既有研究較忽略《臺灣民報》系列新知識份子對傳

統（新竹）城隍廟的批判，及其背後所反映的雅、俗意識爭議。又，城隍信仰戰

後多歸類為民間信仰或道教系統，然而在日治時期的宗教分類，如《臺灣私法》、

片岡巖的《臺灣風俗誌》則將城隍畫歸「儒教」，此問題亦未見學者注目或探究。

本文是作者為解答上述諸問題而作之研究。 

7、翁佳音︰〈臺灣城隍的幾個歷史考察〉，《嘉義研究》，13（2016.3），

頁 115–129。本文探討的問題是：（1）臺灣社會何時開始有城隍信仰，或廟宇？

（2）為何臺灣民間私設的城隍廟宇數量多於官廟，尤其是嘉義與宜蘭地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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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提出一個假說性的解釋，說明為何北部新竹的州縣城隍，會晉升為省級的「都

城隍」其背後的政教間互動。文中提出城隍神有個特殊的「任期」問題，實有必

要進行各地區，除臺灣以外也包括中國城隍信仰發展異同的比較研究。 

8、劉文淑︰〈臺灣城隍文化的官祀轉變與紳商〉，《嘉義研究》，13（2016.3），

頁 175–200。本文旨在探討臺灣城隍文化中的官祀轉變與紳商角色，除說明明清

創建的 18 座城隍廟所象徵的明幽二治，也觀察這些城隍廟在日治下所受到的衝

擊，尤其在喪失官方支持後，各地紳商不只繼續募資修建，也發展出各種遶境活

動與民間祭典，從日治至今，官祀城隍廟得到新的支持力量，成為各地重要的信

仰中心。10 

9、李淑如、邱彩韻：〈仁周海澨：金門蘇王爺傳說考察：兼談馬來西亞蘇

王爺信仰〉，收入陳益源主編，《2016 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

金門縣文化局；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2017，頁 111–144。

金門是早期臺灣漢人來源之一，安平、鹿港、澎湖地區，均有金門人後裔。清朝

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師攻臺，鄭克塽投降，清朝抽調福建水師各標協官兵萬人戍

臺，此後安平即成為兩岸對渡的港口及清朝水師在臺駐地。清康熙 22（1683）年

設有金門館，鹿港於乾隆年間繼設之，艋舺亦於嘉慶 10（1805）年設立，以為水

師班兵會館與移民信仰中心，這 3 處金門館所供奉的神即金門蘇王爺。蘇王爺是

王爺信仰體系中，具有水師領航員海神特殊功能的地方神明。本論文探討金門蘇

王爺的傳說起源，聚焦於清朝金門水師所供奉於三處金門館的蘇府王爺信仰，文

中也論及今日馬來西亞海外華人的蘇府王爺信仰。 

10、李明仁、蔡長廷、林昭慧：〈雲林元長鄉保生大帝信仰與祖籍之研究〉，

《嘉義研究》，15（2017.3），頁 195–215。保生大帝是臺灣民間重要信仰之一，

藉由近年來相關研究成果，我們得以一窺各地保生大帝信仰的情形。本文以做為

信仰主要分佈區的臺南、嘉義及雲林等地為研究重點。為深入探究鄉鎮地區保生

大帝信仰，以雲林縣元長鄉為主要調查地點。元長鄉位處雲林縣南邊，供奉保生

大帝的廟宇共有 4 間，分別是潭西村保安宮、鹿北村保勝宮、新吉村朝奉宮、長

北村鰲峰宮。本文也透過這 4 村落的保生大帝信仰，探究其與祖籍的關係。 

11、王世駿︰〈清代桃園地區三官大帝與開漳聖王信仰的歷史考察：兼論三

王公現象〉，《桃園文獻》，2（2016.9），頁 25–62。「北閩南客」向來是一

般人對桃園族群分佈的印象，而開漳廟和三官廟又各被視為閩、客族群的文化符

碼。看似涇渭分明的表象，這些廟宇香火間卻有著錯綜複雜的分香、陪祀關係，

以及各種跨越族群分界的建廟故事和傳說。從傳播過程看，桃園的三官信仰自始

即與水圳管理、聚落合作有關。透過霄裡社蕭家的推波助瀾，三官大帝在沿山地

                                                
10江志宏所撰之〈論城隍廟與統治階級的操弄：以〈諸羅縣城隍廟碑記〉為例〉（《嘉義研究》，

13（2016.3），頁 1–31），一時未見，暫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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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成為許多公廟的信仰核心；沿海一帶則藉由輪祀組織，成為串聯起眾多聚落的

精神力量。而沿著桃仔園、澗仔壢、東勢、埔頂、草店尾乃至阿姆坪一線，陸續

建立起的開漳廟，可視為墾民們不斷向山區開發拓展所留下的地標。其間每座廟

宇和相關傳說，都代表當地住民對於自身族群、文化的詮釋。三官大帝與開漳聖

王也因其屬性不同，在不同時期、不同祀會廟宇間，被詮釋為不同形象。 

12、黃皇榮：〈恆春半島老祖信仰的堆疊與形成－－以滿州鄉矸仔神的奉祀

為中心〉，《屏東文獻》，21（2017.12），頁 51–86。本文透過田野調查，以

滿州鄉三個奉祀矸仔神的處所進行研究，以理解恆春半島老祖信仰與當地社會歷

史背景及人群關係，藉與既往相關研究對話，解析恆春半島族群及信仰形成的特

質與演變過程。恆春半島的老祖信仰在奉祀族群上，過去的研究都傾向由馬卡道

族所建立，但是從目前奉祀矸仔神族群發現，位於恆春半島東片山線、丘陵地帶

的滿州及牡丹地區奉祀族群包含排灣族、阿美族、馬卡道族、閩籍及客籍等族群。

而西片臺地、海岸地帶的車城及恆春，不是只有馬卡道族才奉祀老祖，也包含閩

籍與排灣族的奉祀族群。 

13、土屋洋：〈日治末期義愛公表彰的虛實：志村秋翠《明治吳鳳》與國分

直一〈義愛公與童乩、地方民〉考論〉，《嘉義研究》，15（2017.3），頁 1–

32。在 20 世紀 30 年代的臺灣，義愛公森川清治郎在何種政治動機中受到表彰？

本文以中日戰爭爆發前夕所發表，且是表彰義愛公森川清治郎的著作，即志村秋

翠《明治吳鳳》一書為關注對象，探討此書的具體內容為何？在何種政治動機中

出版？本文也探討著名民俗、考古學者國分直一著〈義愛公與童乩、地方民〉，

國分此文與志村《明治吳鳳》同時發表，但此文所彰顯的義愛公形象卻與《明治

吳鳳》中的截然不同。國分提出了何種義愛公形象？他又為何提出這種形象？本

文透過國分戰前和戰後著作的對比，思考上述諸問題。 

14、林承緯︰〈日本奉納文化在臺灣的傳承與發展〉，《臺北文獻（直字）》，

197（2016.9），頁 89–130。臺灣從 19 世紀末葉起，歷經日本 50 年統治，半世

紀間臺灣各層面受日本影響甚深。本文以日本寺社祭祀行為中常見的「奉納」民

俗及奉納物在臺的傳承與發展為題，探討藉由生花、手蹈、謠曲等藝能展演奉納，

以及鳥居、石燈籠、刀劍、大砲，甚至小型的佛具、石佛、繪卷等物質奉獻模式，

在日治時期於臺灣各地的發展與受容。文中特別留意，這些源於日本本土的宗教

奉納，伴隨日本宗教移入臺灣，在來自不同原鄉環境、宗教派別、民俗知識的在

臺日人的傳承，以及受臺灣本地宗教文化與風土環境影響，是否造就出不同於原

生文化的特殊構造與特徵。 

15、林美容、劉家宏：〈太子爺與囝仔公－—臺灣囝仔神之研究〉，《新世

紀宗教研究》，15：4（2017.6），頁 87–110。臺灣民間信仰中的神祇近乎無所

不包，包括自然神、人格神、精怪崇拜、動物崇拜等。在傳統社會脈絡中具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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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神聖性格者的人格神中，如天上聖母、關聖帝君等，乃因其生前大忠或大孝的

事蹟而受崇奉。然而，有些人格神則是尚未成年就先「成道」，如太子爺李哪吒

與廣澤尊王郭聖王等，一般人觀念中，祂們雖已成神，卻仍有「囝仔」（小孩子）

的性格，因此信徒祭祀供品，多半會準備玩具與糖果，以取悅這些「囝仔神」。

此外，在臺灣人陰神崇拜中，也存在著「囝仔公」信仰，最著名的是臺南市南鯤

鯓代天府萬善廟之囝仔公。除南鯤鯓萬善堂，在高雄、臺中亦有囝仔公信仰與廟

宇，可見「囝仔公」在臺灣民間信仰中具有一定的接受度。本文先總括概述可視

為「囝仔神」的諸多神明，再以太子爺與囝仔公為對象，探討其在臺灣民間信仰

中所存在的「囝仔神」神性，與其因「囝仔神」而表現出的諸般信仰狀態，如形

象、祭祀用品、傳說等；並從陰神與陽神、主神與從祀神、廟宇之多寡等方面比

較「太子爺」與「囝仔公」在信仰上的異同，思考「囝仔神」在臺灣民間信仰中

所反映的文化現象。 

16、黃小庭︰〈日治時期臺南普濟殿發展概況〉，《臺南文獻》，9（2016.6），

頁 156–171。臺南市普濟殿傳建於明永曆年間，是府城的古老寺廟，但學術界對

普濟殿研究甚少。在清領時期到日治時期，普濟殿主祀池府王爺，觀世音與眾多

神明，歷次整修始有今日風貌。普濟殿位於舊城，臺江內海之濱，自清領中期後，

府城工商業繁榮，普濟殿成為商業樞紐、宗教信仰重心。日治時期普濟殿不僅是

社區公廟，作為地方實行公共政策的場所，其宗教活動十分活躍，建醮，遶境等

皆為當地宗教盛事，而其與新營太子宮、北港朝天宮交流互動，更是府城人士的

歷史記憶。 

17、李文環︰〈蚵寮移民與哈瑪星代天宮之關係研究〉，《高雄師大學報•

人文與藝術類》，40（2016.6），頁 21–44。哈瑪星是近百餘年才打造出來的街

區，可作為移民社會觀察的樣本。本文以觀察日治時期哈瑪星蚵寮移民著手，同

時分析移民群的社會特質。作者整理日治時期戶籍資料發現，哈瑪星蚵寮移民約

始於 1920 年代中期，此後逐年攀升，佔臺籍移民的 15%，不僅數量眾多、地緣

性鮮明，且深具家族、同鄉和聯姻等社會特色。不過，蚵寮移民多數是弱勢的漁

工、苦力，僅少數能經營漁貨盤商。因此，當戰後初期蚵寮移民打算創建自己廟

宇時，經費短缺即成問題，勢必得採納整合非蚵寮人的社會資源。大體而言，以

漁貨流通業為社會關係連帶的職緣關係，實乃創建代天宮的重要社會基礎。 

18、黃如輝︰〈嘉義縣義竹鄉新店村與庄廟紹徽宮的變遷〉，《臺灣風物》，

66：1（2016.3），頁 25–72。本文以嘉義縣義竹鄉新店村為例，藉由「槺榔港

汛與新莊橋」位置的文獻整理，討論八掌溪河道變遷與倒風内海的陸化，使新店

村與其附近聚落產生變化。同時，應用庄廟「紹徽宮」的文物與相關文獻，探討

新店村的消長。林爽文事件後，新店村成爲鹽水港外港，從駐守官兵數量的衰退

與紹徽宮重修時間的延長，可看出新店村的港口功能、軍事位置與經濟價值，已

隨自然環境的改變，迅速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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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羅烈師：〈英靈與時疫：義民信仰的中元之疑〉，收入陳惠齡主編，《自

然、人文與科技的共構交響：第二屆臺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2017，頁 269–290。新竹枋寮義民廟是臺灣客家最重要的族

群象徵，其祭典包含春秋二祭與慶讚中元，後者更擴大為義民節，於每年農曆 7

月 20 日舉辦，成為義民廟最盛大的祭典活動。這一儀式上的特性難免使得義民

爺與孤魂之間的關係，牽扯不清。本文提出如下問題——「何以枋寮褒忠亭依憑

於盂蘭而隆盛？」文中以〈四姓規約〉、〈粤東褒忠義民列公祭文〉與〈祀典簿

序〉等清代廟史文獻，以及《臺灣日日新報》關於義民爺與霍亂及流行性感冒等

時疫報導，歷來全臺分香廟宇史實，說明枋寮義民爺成神之過程以及其神格性

質。 

20、陳志豪、吳學明︰〈楊梅的土地開墾與義民信仰祭典區之歷史考察〉，

《桃園文獻》，1（2016.3），頁 45–74。本文以今日楊梅地區為個案，從地方

開墾史角度，考察楊梅地區與義民信仰間的輪祀活動，說明特定祭典區形成的歷

史過程。今日楊梅地區行政範圍，係分屬新竹枋寮義民廟聯庄體系的溪南、新屋、

湖口、楊梅壢四個祭典區，其東北方的高山頂，則屬於平鎮褒忠祠體系的義民信

仰。作者指稱，過去有關楊梅地區義民信仰的研究雖已相當豐富，但並未注意到

19 世紀晚期地方社會與義民信仰連結過程。本文除透過土地開墾的耙梳，說明

各祭典區形成的歷史脈絡，同時也指出楊梅壢祭典區與義民信仰之間的連結，文

中透過各種文獻的運用，更清楚的建構區域歷史與義民信仰間的關係。 

21、陳逸君：〈從民間信仰祀神看雲林詔安客的族群文化複合性〉，《民族

學界》，39（2017.4），頁 75–120。民間所信奉的傳統宗教與禮俗性信仰，可

視為臺灣人形成其社會價值觀的基礎。詔安客信仰祭祀文化源自中國原鄉，內容

包括儒道佛的思想教義及福建地方傳統，隨詔安客移民散布至臺灣。經歷在地化、

殖民過程後，不少新元素摻揉入此一信仰體系，發展成具庶民特質的信仰文化。

本文以雲林詔安客為研究對象，調查其信仰祭祀文化特色，試圖區別中國詔安縣

客家原鄉及雲林在地發展的祀神特色，藉以分析該族群信仰文化的起源、發展與

變遷，進而論述其族群文化複合性之特色。 

22、謝貴文︰〈層累造成的歷史記憶：「蔴荳王爺易狩他鄉」傳說之探討〉，

《臺灣文學研究集刊》，19（2016.2），頁 1–33。本文從後現代史學的研究視

角，探討「蔴荳王爺易狩他鄉」傳說在三個階段的演變，分析其歷史記憶的形成、

變異與增累，指出傳說情節雖有虛構處，但其呈現倒風內海的地理環境、放流王

船習俗、水堀頭興衰、麻豆迎香祭盛況等都是事實。其次，這則傳說是麻豆人的

集體記憶，有不少內容與文獻記載相符，但地方內部不同人群的歷史記憶仍存有

一些差異。三者，這則傳說在不同階段增加各種情節，乃因應麻豆與北門的權力

互動關係而來，此一層層積累與變異的過程，反映麻豆人族群與社區的認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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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從傳說的演變，可看見歷史記憶如何在不同時空社會文化體系下被創造出

來，從而理解歷史的本質及其形成過程。 

23、蘇詩婷︰〈下路頭鞦韆賽會之傳說與歷史探究〉，《嘉義市文獻》，24

（2016.3），頁 111–131。嘉義市光路里玄天上帝廟的鞦韆賽會，是個極富歷史

性及在地性的民俗慶典活動，關於其由來傳說與其歷史源流，少有人研究。據作

者研究發現，其傳說多元且各富意涵，而關於其歷史源流，雖無法證實鞦韆賽會

已有二、三百年歷史，但至少也有百年傳統；而其舉辦的規模程度，也因時代的

變遷，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24、李淑如：〈從江南到臺南：臺南總趕宮總管傳說之演變與信仰網絡的形

成〉，《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5（2017.10），頁 117–157。總趕宮，亦可稱

總管宮，位於臺南市中西區，古稱「聖公廟」，隸屬府城連境「八吉境」，相傳

鄭成功時期建廟，主祀倪總管。據傳倪總管生前為「海舶總管」，死後為神。過

去關於倪總管的傳說眾說紛紜，普遍認為是總管海舶之神，但有以為是開漳聖王

陳元光部下者，亦有以其為鄭成功部將者，追根究柢，可以發現其實倪總管應是

江南地區總管信仰的延伸，海神之屬。總趕宮創建後曾經過幾次整修重興，如道

光 15（1835）年重修後泐碑「重興總趕宮碑記」，碑記中可見重修過程不乏境內

清代仕紳大力支持，如海澄儒學黃化鯉、鹽商吳春祿等人，廟中至今仍供有「賞

戴藍翎軍功六品職銜前任海澄學正堂黃印化鯉號春池長生祿位」及「署臺澎兵備

道兼提督學政臺灣府正堂楊名廷理號雙梧之長生祿位」。本文釐清總趕宮總管傳

說演變過程，並就廟宇變遷分析該廟宇的創建與沒落，及其信仰網絡之形成，藉

此剖析清代地方仕紳對總趕宮信仰網絡連結的影響。 

25、蔡蕙如︰〈從世代論集體記憶的變遷：以臺南神社和林百貨屋頂神社的

傳講為討論場域〉，《臺陽文史研究》，1（2016.1），頁 111–129。從 1895 乙

未之役至今百餘年，白川宮能親王之死，仍如謎樣地傳講。就當時日方認為北白

川宮能久親王死於瘧疾，而在臺灣從北部至南部各地卻流傳北白川宮親王被突襲

死於當地的傳說。這樣的傳說放在歷史脈絡上，有其殖民時代下濃厚的族群意識。

隨著時代的改變，地物的變遷，再加上當年的「侵略/抵抗」，「殖民與被殖民」

情境已消失，這故事至今再被傳講時，因不同世代傳講人，傳講場域的空間差異

與時間變化，對於傳講內容影響為何？為本文探討重點。 

26、辜神徹︰〈祖先與神明之間：漢人祖佛信仰研究的回顧〉，《民族學界》，

38（2016.10），頁 183–208。漢人民間信仰的體系與漢人社會宇宙觀，常包括神，

鬼，祖先，對於三者之界定又有其歧異性及彈性。這體系中有一類神明信仰與與

祖先有密切關聯，這類神明常被稱為祖佛、祖神。本文首先針對祖佛的兩個定義

中，其中之一為「具有祖先性質的神明」，緣此對於日治時期以降學者對臺灣民

間信仰體系中祀神的分類進行研究回顧，接著爬梳民間信仰概念與漢人宗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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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關的神明信仰論述，整合臺灣、中國、東南亞華人社會的相關研究並進行

介紹與評析。作者認為，漢人社會中與宗族相關的神明信仰，應該以宗教的神明

體系與宗族的祖先崇拜兩面向來進行詮釋。 

27、池永歆︰〈番租捐為廟宇油香資費的古文書例證：以清代嘉義沿山地區

為例〉，《嘉義研究》，13（2016.3），頁 33–81。嘉義沿山部分地區，清代屬

於界外，入此墾闢的漢人，需繳納阿里山番租予鄒族，以取得土地贌墾權，番租

繳納一直延續到日治初期。約自乾隆中葉起，即有通事將部分番租，分別獻給多

間廟宇，作為神祇的香資，或稱油香租、香燈租。過去觸及這方面主題研究，多

以石碑碑文與日治初期調查資料為憑，本文則是透過多份古文書文本，論述清代

嘉義沿山的油香租。 

28、蘇全正︰〈作契子：臺灣民間拜神立契之誼子書契探討〉，《臺灣古文

書學會會刊》，17/18（2016.4），頁 1–24。人神之間的拜契立誼與早期社會的

人身買賣不同，並無議定價金的行爲，只承諾年年於神明誕辰日備辦牲禮菓品及

金帛以祭祀，直到 16 歲滿期始結束契約關係。臺灣民間拜契立誼習俗，是通過

儀禮或加強儀式進行以獲得的，可以反映漢人社會繁複多元的生命禮俗體系與生

死義利的價值觀，也體現對宇宙自然的互動及敬仰。 

29、江燦騰：〈新視野的透視：探索青草湖靈隱寺歷史與建築的真面目之一〉，

《竹塹文獻雜誌》，64（2017.9），頁 8–27。作者以｢新視野的透視｣，探索青

草湖靈隱寺的歷史。靈隱寺最先是感化堂，只是一間祭祀神廟，不是齋堂，有關

當時新竹寺住持日僧佐久間尚孝的重要影響是哪些方面？建寺開山祖翁妙全何

以會投入巨資護持興建靈隱寺？乃至釋無上的佛教理念及其行事風格究要如何

理解？這些歷史謎團，作者在文中都有不同於過去學者的解釋。 

30、侯坤宏：〈未竟之業：新竹靈隱寺辦學史〉，《竹塹文獻雜誌》，64

（2017.9），頁 28–42。戰後由於源自該寺住持釋無上，對臺灣僧教育的認同，

曾先後多次邀請來自中國大陸的僧人到靈隱寺辦學。第一次是在 1949 年，邀請

慈航法師創辦靈隱寺佛學院；第二次是 1951 年，邀請大醒法師辦「臺灣佛教講

習會」；第三次是 1958 年，邀請續明法師主持「新竹靈隱寺佛學院」。第一次

寺佛學院在開辦不久，慈航法師師生就被抓住坐牢；第二次「臺灣佛教講習會」

開學沒多久，大醒法師就中風，只好延請在香港的演培法師來接辦；第三次「新

竹靈隱寺佛學院」，在續明法師主持三年結業後，因招生不足，且續明法師轉到

福嚴精舍而中斷。其後在 1961 年，廣化法師曾辦第二屆靈隱佛學院，1969 年，

釋無上的弟子釋聖法回寺續辦佛學院，但都因人事不合而只是曇花一現。為什麼

當時靈隱寺辦學，不是延續不斷的辦，而是常常間斷？釋無上在靈隱寺辦學，到

底影響了多少僧伽？發生了怎樣影響？在戰後臺灣佛教史上又有什麼地位？我

們該如何來評價？此文即為解答上述疑問而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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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楊漢珩（釋寬謙法師）：〈新竹市淨業院（齋堂延續型）建築風格〉，

《竹塹文獻雜誌》，64（2017.9），頁 43–55。本為是根據作者在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的 2005 年碩士論文《傳統與現代的對話：臺灣戰後新竹地區佛寺建

築風格之初探》的一章而改寫。由於淨業院係由齋堂轉變為佛教道場，所以作者

在分類上是定位為「齋堂延續型建築風格」的重要代表。本文分從歷史沿革與建

築風格的兩大部分來說明，主要貢獻是在第二部分的相關齋堂延續型建築與豐富

傳統裝飾藝術的專業解說，每一部分都附有精美相關圖片。 

32、釋法玄：〈串起臺灣佛教的歷史長流──新竹永修精舍〉，《竹塹文獻

雜誌》，64（2017.9），頁 56–80。作者嘗試解讀新竹永修精舍前後兩任住持比

丘尼：勝光法師（慈心法師）與寬謙法師，藉由她們二位經歷的道場：淨業院、

永修精舍、法源講寺、覺風學院，梳理兩位比丘尼的弘化事業與心路歷程。本文

先從歷史脈絡了解法脈傳承，以及一代高僧斌宗法師如何深遠地影響她們，從而

串起臺灣佛教史 80 多年來的演繹軌跡：從齋教、日式佛教、從傳統漢傳佛教到

現代化之人間佛教。接著說明她們如何在傳統與現代的矛盾中，內修與外弘並蓄

中，規劃營造寺廟的建築型制及道場功能，而新竹永修精舍正是擔起承先啟後的

關鍵道場。 

33、陳省身：〈新竹市淨土寺農曆七月燄口法會研究〉，《竹塹文獻雜誌》，

64（2017.9），頁 81–128。淨土寺位於新竹市東區頂竹里竹蓮街竹蓮市場旁，

為一座尼眾清修道場，前身為日本淨土宗佈教所。作者透過可以彰顯佛教慈悲精

及神秘主義的瑜伽燄口施食儀式進行分析，藉以說明此一儀式的演法過程與意

義。 

34、王見川：〈日治初期新竹地區的鸞堂及其影響〉，《竹塹文獻雜誌》，

64（2017.9），頁 129–149。在鸞書刊佈方面，2009–2010 年王見川與李世偉等

主編的《臺灣宗教資料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二輯出版，不少臺灣鸞

堂著作的鸞書公開問世，有的鸞書是首次披露；其中，也包含一些新竹地區的鸞

書。本文利用新出版與新發現的鸞書，對日治初期新竹地區的鸞堂及其影響進行

探討。 

35、陳東昇：〈十九世紀後期西方傳教士對臺灣漢人的看法〉，《臺灣文獻》，

68：3（2017.9），頁 1–37。19 世紀後期西方傳教士評價的觀點，與傳教順利與

否息息相關。雖然傳教士們以看似科學紀錄的方式，描寫他們在傳教過程中的觀

察對象，然卻無法排除其主觀意識的帶入。回顧臺灣傳教歷史，漢人受傳統宗教

信仰影響，形成種種迷信觀念與習俗，以及儒家傳統與基督教教理的扞格，使得

傳教工作在漢人社會較難推展。因此，西方傳教士對臺灣漢人的看法，亦與傳教

順利與否有關。從道明會與長老教會的比較可以發現，由於在漢人社會傳教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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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都相當程度提出批判福、「客」的看法。其中，道明會的傳教工作與「客家」

的接觸較頻繁，受到的阻力相對較大，對客家的批評也較多。 

36、曾尹君、張崑振︰〈十九世紀馬偕宣教師宅之探討〉，《文化資產保存

學刊》，35（2016.3），頁 67–90。臺灣建築史中相關故居研究，多以本土人士

為主，本研究以對北臺灣有重要影響的「馬偕牧師」為對象，對其住宅進行研究。

馬偕為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教會派出國外的第一位宣教師，1871 年底來臺，以淡

水為基地開始傳教。現存的馬偕住宅為其落腳淡水的第三個住所，是 1875 年由

加拿大長老教會出資興建的宣教師住宅。當時馬偕以外國宣教師的身份在北臺地

區四處傳教、行醫，住所在馬偕傳教的各階段中分別扮演不同角色。本研究透過

馬偕撰寫的著作、記錄或描述中有關居家生活，發現馬偕住宅除了提供馬偕個人

居家生活外，還扮演多重角色，包括臺灣第一座私人博物館、神學院的校舍空間、

公共集會場所。 

37、曾尹君、張崑振︰〈馬偕與「生番」：十九世紀獅潭底教會的建立〉，

《臺灣文獻》，67：3（2016.9），頁 1–50。依據北部長老教會歷史，馬偕在臺

傳教 29 年，共設立 60 間教堂，其中最深入內山的教堂為獅潭底（內獅潭），傳

教對象為原住民南賽夏族。1873 年為馬偕到北臺灣的第 2 年，便進入獵人頭區域

南賽夏族進行傳教，當時新港道卡斯族人為簽訂「墾青山契字」，請馬偕一同前

往。馬偕意圖翻越大雪山，到東部與生番溝通船難事件。雖然順利於 1873 年 10

月 10 日設立獅潭底教會，但當時獅潭底聚落並不平靜，當地賽夏族常與漢人（客

家人）、平埔族（道卡斯族人）、原住民（泰雅族人）廝殺爭地。同年年底馬偕

所派出的傳教師也因此遇害，迫使終止設立才 3 個月的教會。1875 年清政府施行

「開山撫番」政策，全臺灣族群分佈有了改變。獅潭山區最著名的兩位拓墾家：

黃南球、劉緝光，藉著武力驅逐當地原住民。當 1892 年馬偕再度進入獅潭底傳

教時，已找不到當年傳教的南賽夏部落，取而代之的是漢人（客家人）、平埔族

（道卡斯族）移民。11 

38、王政文︰〈近代臺灣基督徒的婚姻網絡：以滬尾、五股坑教會信徒為例〉，

《新史學》，27：1（2016.3），頁 175–246。本文通過詳細的歷史資料，梳解滬

尾、五股坑教會信徒基督徒的婚姻網絡，從而確立本土基督徒在傳教士範圍之外，

在臺灣基督教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本文的結論是：基督徒不僅僅是被動的接受者

和信徒，他們還在促進、調整和改變基督教使命的方法方面發揮了作用。信徒們

能夠自下而上地影響臺灣基督教的發展，尤其是通過婚姻網絡在建立信徒團體中

的重要性。 

                                                
11另有，羅世維所撰〈莊氏牧師家族與長老教會〉（《新竹文獻》，65（2016.4），頁 32–45），

一時未能找到，暫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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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杨磊、刘佳雁：〈宗教复兴视阈下的台湾佛教发展〉，《台湾研究》，

145（2017.6），页 79–87。20 世纪 60，70 年代，在全球宗教复兴的大背景下，

台湾佛教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确立了｢人间佛教｣的主导地位，信徒人

数明显增长，组织制度趋于现代化，政治、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成为台湾地区最

具影响力的宗教，在世界范围内也得到广泛认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劲复苏及

发展态势。台湾佛教复兴，既是全球宗教复的组成部分，又展现出鲜明的自身特

色，是传统汉传佛教在全球化、现代化大背景下进行的现代转型和探索，并将对

将来佛教发展产生影响。 

40、赖雅琼、吴光辉：〈日本学界的台湾妈祖信仰研究〉，《台湾研究集刊》，

149（2017.2），页 96–102。围绕台湾妈祖信仰的研究，百年来日本学界经历了

以｢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为基本立场的学术性考察，并逐步将多重性、

多元化的视角加以整合，构建起以｢祭祀活动｣、｢都市观光｣为未来趋势的综合性

地域文化研究，这一研究在一开始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呈现为｢异国情趣｣

式的考察，到现今则成为以探究台湾妈祖信仰的文化价值与经济效应为目标的现

实性研究，体现了日本学界认识台湾的独特视角与基本特征。 

41、谢贵文︰〈闽台青山王信仰的发展与变迁：以台北艋舺青山宫为中心的

分析〉，《闽台文化研究》，46（2016.6），页 36–43。青山王又称青山公、灵

安尊王，为福建惠安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神祇，其信仰始于五代，形成于北宋，南

宋时期发展至全盛。清初受迁界影响而有所衰落，中、后期则继续发展，并向台

湾及东南亚传播。今台湾奉祀青山王的庙宇虽不多，但台北万华区的艋舺青山宫，

不仅是见证当地开发历史的重要庙宇，且每年举行盛大的暗访暨绕境活动，称为

｢艋舺大拜拜｣，为北台湾一大宗教盛事，信徒也遍布全台各地。从惠安到台湾，

青山王信仰的发展历程，就是众多发源于中国原乡的民间信仰向台湾传播与落地

生根的一个缩影，不仅可看见青山王信仰在闽台两地的异同面藐，也可呈现民间

信仰在海峡两岸的发展与变迁。12 

綜上所述，2016–2017 年有關臺灣宗教史研究之論文計 41 篇，其中有關：

1、關公信仰 2 篇：〈誰在封神：當代臺灣關公信仰脈絡及其形成〉（張家麟）、

〈臺南地區關公信仰崇拜之研究：以臺南關廟下湖關帝廟為考察對象〉（林佳燕）；

2、城隍信仰 3 篇：〈日治時期統治者、知識份子、社會大眾對新竹城隍廟的接

受與文化意識〉（翁聖峰）、〈臺灣城隍的幾個歷史考察〉（翁佳音）、〈臺灣

城隍文化的官祀轉變與紳商〉（劉文淑）；3、媽祖信仰 3 篇：〈彰化縣媽祖信

仰傳說之研究：以風水傳說為中心〉（王志宇）、〈埔里恆吉宮媽祖的跨族群與

區域性意涵〉（黃美英）、〈日治時期新竹地區迎北港媽祖〉（林育臣）；4、

蘇王爺信仰 1 篇：〈仁周海澨：金門蘇王爺傳說考察：兼談馬來西亞蘇王爺信仰〉

                                                
12謝貴文，臺灣桃園人，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華創意產業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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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如、邱彩韻）；5、保生大帝信仰 1 篇：〈雲林元長鄉保生大帝信仰與祖

籍之研究〉（李明仁、蔡長廷、林昭慧）；6、三官大帝與開漳聖王信仰 1 篇：

〈清代桃園地區三官大帝與開漳聖王信仰的歷史考察：兼論三王公現象〉（王世

駿）；7、老祖信仰 1 篇：〈恆春半島老祖信仰的堆疊與形成－以滿州鄉矸仔神

的奉祀為中心〉（黃皇榮）；8、日本文化與神明 2 篇：〈日治末期義愛公表彰

的虛實：志村秋翠《明治吳鳳》與國分直一〈義愛公與童乩、地方民〉考論〉（土

屋洋）、〈日本奉納文化在臺灣的傳承與發展〉（林承緯）；9、囝仔神 1 篇：

〈太子爺與囝仔公－—臺灣囝仔神之研究〉（林美容、劉家宏）；10、地方開發

與寺廟 3 篇：〈日治時期臺南普濟殿發展概況〉（黃小庭）、〈蚵寮移民與哈瑪

星代天宮之關係研究〉（李文環）、〈嘉義縣義竹鄉新店村與庄廟紹徽宮的變遷〉

（黃如輝）；11、客家人信仰 3 篇：〈英靈與時疫：義民信仰的中元之疑〉（羅

烈師）、〈楊梅的土地開墾與義民信仰祭典區之歷史考察〉（陳志豪、吳學明）、

〈從民間信仰祀神看雲林詔安客的族群文化複合性〉（陳逸君）；12、傳說與集

體記憶 4 篇：〈層累造成的歷史記憶：「蔴荳王爺易狩他鄉」傳說之探討〉（謝

貴文）、〈下路頭鞦韆賽會之傳說與歷史探究〉（蘇詩婷）、〈從江南到臺南：

臺南總趕宮總管傳說之演變與信仰網絡的形成〉（李淑如）、〈從世代論集體記

憶的變遷：以臺南神社和林百貨屋頂神社的傳講為討論場域〉（蔡蕙如）；1313、

佛教研究 6 篇：〈新視野的透視：探索青草湖靈隱寺歷史與建築的真面目之一〉

（江燦騰）、〈未竟之業：新竹靈隱寺辦學史〉（侯坤宏）、〈新竹市淨業院（齋

堂延續型）建築風格〉（楊漢珩，即寬謙法師）、〈串起臺灣佛教的歷史長流─

─新竹永修精舍〉（釋法玄）、〈新竹市淨土寺農曆七月燄口法會研究〉（陳省

身）、〈日治初期新竹地區的鸞堂及其影響〉（王見川）；14、基督教研究 4 篇：

〈十九世紀後期西方傳教士對臺灣漢人的看法〉（陳東昇）、〈十九世紀馬偕宣

教師宅之探討〉（曾尹君、張崑振）、〈馬偕與「生番」：十九世紀獅潭底教會

的建立〉（曾尹君、張崑振）、〈近代臺灣基督徒的婚姻網絡：以滬尾、五股坑

教會信徒為例〉（王政文）；15 在中國發表的論文 3 篇：〈宗教复兴视阈下的

台湾佛教发展〉（杨磊、刘佳雁）、〈日本学界的台湾妈祖信仰研究〉（赖雅琼、

吴光辉）、〈闽台青山王信仰的发展与变迁：以台北艋舺青山宫为中心的分析〉

（谢贵文）。 

肆、學位論文 

2016–2017 臺灣宗教史研究學位論文 25 篇，撰寫這些論文的研究生，分別

來自：宗教（學）、歷史、國文、中國語文、民族、臺灣文學、臺灣文學與創意

應用、臺灣文化、臺灣史、中國語文、客家語言與傳播、建築與文化資產學系之

                                                
13另有不好歸類的如下 3 篇：〈祖先與神明之間：漢人祖佛信仰研究的回顧〉（辜神徹）、〈番

租捐為廟宇油香資費的古文書例證：以清代嘉義沿山地區為例〉（池永歆）、〈作契子：臺灣民

間拜神立契之誼子書契探討〉（蘇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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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撰稿作者之學術背景非常多元。其中，除高佩英之〈臺灣漢人社會動物

神靈信仰與文化之研究〉與蔡舒婷撰之〈蔣介石的基督宗教信仰〉兩篇屬博士論

文，其餘 23 篇均為碩士論文。觀察這批學位論文，也可作為了解臺灣宗教史研

究趨勢之參考，茲分別介紹如下： 

1、李御齊︰〈國家「信仰」的接替：從新營神社到臺南縣忠烈祠〉，國立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新營神社設於 1937 年，在戰時是皇民化運

動下的教化工具。戰後新營神社變身為臺南縣忠烈祠，大殿內供奉的祭神，變成

烈士。特別是抗日烈士，其在日本殖民統治者的眼裡是匪徒，但卻因政權轉移，

使得昔日的匪徒變成今日的烈士，此與能久親王從侵臺首領變成神社內供奉的祭

神，有異曲同工之妙。1980 年代，臺南縣忠烈祠脫離神社影子，正式獨立於新

化虎頭埤風景區。官方在國際環境轉變之際賦予忠烈祠新任務，使其成為中華文

化復興運動的代言者，而 1990 年代烈士標準的轉變更是代表官方對兩岸關係的

重視，故忠烈祠亦隨著時代而改變。本文以「從新營神社到臺南縣忠烈祠」作為

貫穿兩個時代國家信仰的主軸，透過官方檔案及出版品、報紙、圖片還原歷史，

探究兩個時代國家信仰的實質內容。除了解兩個時代的國家信仰外，本文對於國

家信仰與地方互動的關係及在臺抗日歷史人物定位的轉變也有所解析。 

2、廖胤任：〈日治時期同化政策對臺灣民間信仰的影響〉，國立臺灣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論文將焦點放在臺灣民間信仰中本土文化的建

構，思考整個日治時期的同化政策，日本政府以各種制度針對臺灣民間信仰下了

許多指導，但是這些針對性極強的政策與指導似乎未能讓民間信仰因此銷聲匿跡，

時至今日我們仍在日常生活中展演祭祀鬼神、迎神賽會、歲時節慶、生命禮俗等

文化內容，本論文旨在討論、建構這些習俗舊慣轉向、抵抗的過程，思考如何才

能在經過異文化同化政策後還保有大量過去的文化景觀，並且回應在現代社會中，

傳統文化將何以為繼。14 

3、員緗倢︰〈笨港天后宮爭議歷史暨相關課題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臺

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笨港天后宮是清代臺灣最重要的媽祖

信仰中心，新港方面提出笨港天后宮在嘉慶年間已被洪水沖毀的說法，引起北港

朝天宮和新港奉天宮間產生笨港天后宮繼承者之爭。本論文著重探討「顏思齊與

笨港天后宮開基媽祖的關係」、「笨港與北港之爭論」、「笨港是否被洪水沖毀」、

「朝天宮〈重修諸羅縣笨港北港天后宮碑記〉的真偽」、「笨港天后宮相關廟宇

                                                
14本論文共分五章，除了緒論與結論外，另含如下 3 章：清末至日治後期官方對民間信仰的態度

與作為、民間信仰的同化改造與記錄保存、民間信仰的三面對照——臺日文人書寫與《民俗臺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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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歷史」等相關議題，從文獻、報導及田野調查中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以釐清

笨港天后宮爭議歷史。15 

4、郭仲軒：〈東港東隆宮信仰與迎王平安祭〉，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

文，2017。本論文討論東港東隆宮的廟宇沿革發展、東隆宮的祀神信仰與祭祀活

動，以及東港迎王祭典的發展變化。關於迎王祭典從籌備到舉行的流程次序，以

及東港鎮之其他廟宇或民間組織為因應迎王祭典，也是本論文關心的重點。本論

文除緒論、結論外，其餘 3 章分別是：東港采風——東港鎮過往歲月、東港名

廟——東隆宮信仰、東港嘉年華會——三年一科東港迎王平安祭典。 

5、劉吏桓︰〈美濃聚落發展與伯公信仰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

士論文，2016。「福德正神」為土地守護神，閩南人稱「土地公」，六堆客家人

則尊稱「伯公」，伯公在六堆客家信仰中佔有重要地位，除掌管土地、五穀收成、

水圳、山林、村莊外，居民出外服兵役、工作、求職、求功名、結婚生子、疾病、

旅遊等，無不祈求祂的庇佑。六堆先民觀念中，土地是養育天地萬物的生命體，

所以在開墾時會先建立伯公據點，做為防禦和保佑農作豐收、灌溉河川源源不絕、

家畜興旺等之護佑，當走入客家聚落時，能看見伯公身影，呈現「田頭田尾土地

公，庄頭庄尾土地公」樣貌。美濃區伯公遍布在地十九里，廟壇數量達近四百座，

穿梭散布於各個角落，是先民來臺墾建聚落所必備的守護神明。 

6、羅桂美：〈美濃地區土地伯公信仰文化研究──以里社真官為例〉，國

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本論文以美濃里社真官伯公為研究對

象，透過人文地方概念，藉由地方記憶、經驗、認同等整理分析，表現美濃之地

方感。作者從美濃地區的土地伯公信仰源流開始探討，將美濃三座里社真官分別

討論其成立的緣由及信仰中的內在意涵與形象，透過土地伯公信仰、該壇地景、

宗教儀式和慶典活動，從多元文化視角來了解在地文化，包括聚落的起源、先民

建壇歷史及其人文活動。16 

7、張惠婷：〈苗栗地區神農信仰探討〉，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2017。在臺灣人的信仰中，神農給人的形象是藥作與農業，作者除利用臺

灣日日新報等史料，探討臺灣神農因在地化，神農神格轉化更加多元外，並藉由

宇石碑等歷史記載，了解當地族群拓墾情況；透過對苗栗 13 間神農廟宇實際田

                                                
15本研究認為：顏思齊開墾的北港應在臺南安平一帶，與笨港天后宮開基媽祖無關；新港提出「笨

港天后宮被沖毀」和宣稱「開臺媽祖」，是為了擁有較高的媽祖系譜地位，以期擴大祭祀圈；笨

港天后宮應在嘉慶年間未被洪水沖毀；〈重修諸羅縣笨港北港天后宮碑記〉碑額加上「北港」二

字是為了碑額排版的美觀所刻意為之；新港奉天宮大媽（四街祖媽），很可能是原來笨南港汀州

廟中的大媽，而北港朝天宮內的汀洲媽有可能是原來笨南港汀州廟中的二媽。 
16本論文除緒論、結論外，其餘 3 章分別是：美濃的土地伯公信仰源流、里社真官伯公信仰特質

與客家精神、社官伯公信仰的空間示意與景觀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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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以神農形象、祭典、藥籤、陪祀神四個方面進行分析，討論 13 間神農信仰

在當地的重要性，突出苗栗在臺灣神農中有何特別之處。17 

8、劉三祥：〈臺灣客家後龍溪流域伏波將軍信仰之研究——以苗栗及公館

伏波將軍廟為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臺灣

客家人源自中原，來臺開墾定居後，信仰由功能性信仰轉為多元性信仰。苗栗伏

波廟的祭祀慶典活動，歷經數百餘年成為苗栗客家族群主要的文化信仰中心之一。

本研究探討苗栗伏波廟的伏波信仰，了解伏波將軍信仰神格化之形成，同時透過

當地族群文化信仰與祭祀活動內容，探究伏波將軍信仰如何傳達客家文化精神。 

9、李汪炳：〈宜蘭縣古公三王信仰的田調與研究〉，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碩

士論文，2017。本論文透過文獻蒐集與史實對照，配合實際田野調查，探討宜蘭

縣古公三王信仰的緣起、演變與將來發展。閩臺諸神仙在原鄉，隨著漢人拓墾而

傳佈擴散，形成閩南地區的特定信仰；古公三王祖廟在漳州漳浦縣湖西鄉未能傳

佈擴散，在全中國僅有祖廟奉祀，而臺灣宜蘭漳州移民卻廣泛信仰其因何在，當

時時空背景如何？何以外縣市非漳人亦有分靈？古公三王的成神傳說，目前有五

種以上的版本敘述，作者透過研讀史書與文獻佐證，重新詮釋古公三王的成神傳

說。18 

10、林容瑋︰〈宜蘭二結王公廟與臺灣的古公三王信仰〉，國立政治大學民

族學系碩士論文，2016。本論文以二結王公廟為研究對象，探討臺灣古公三王信

仰的發展。透過長期對二結王公廟的田野調查，釐清大二結社區不同階段社會發

展與歷史脈絡，進而梳理二結王公廟建廟歷程及在地互動，以此為中心向外討論

目前臺灣各古公三王廟分布情形、發展概況等，探究二結王公廟在古公三王信仰

中的角色、傳播上的重要性及其各項祭儀之特色。 

11、吳思慧：〈臺灣齊天大聖信仰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

論文，2017。《西遊記》不僅描述了齊天大聖的來歷，對其神通與神能也有詳細

描述，塑造出齊天大聖的英雄形象，他所展現出堅忍不拔與驍勇善戰形象，成為

齊天大聖信仰的重要依據。人們把他視為鎮壓邪魔、趨吉避凶的守護神，成為臺

灣信仰的一部分，齊天大聖不僅為人們心靈的寄託，也展示出人們對生活的盼望。

                                                
17本論文除緒論、結論外，其餘 3 章分別是：臺灣神農信仰的源流與發展、苗栗地區神農信仰的

發展與地方社會、苗栗地區神農信仰之分析。 
18本論文除緒論、結論外，其餘 3 章分別是：古公三王信仰之形成與發展、古公三王神能信仰的

特色與分析、宜蘭縣古公三王廟田野調查暨建廟沿革、古公三王弘道協會的創建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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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以田野調查方式，探討齊天大聖（孫悟空）信仰的特質，並透過調查解讀

與分析，呈現臺灣齊天大聖信仰的蘊涵。19 

12、高佩英：〈臺灣漢人社會動物神靈信仰與文化之研究〉，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7。臺灣漢人社會中處處可見動物崇拜痕跡，如廟宇

中的虎爺信仰、義犬公信仰，建築裝飾中的辟邪劍獅，生命禮俗中的十二生肖等。

這些動物神及動物崇拜的出現與存在，顯示出臺灣漢人與動物崇拜文化之間的密

切關係，更可看出臺灣漢人民間信仰活潑多元的生命特質。臺灣漢人社會中對於

動物崇拜，對象非常廣泛，包括牛、馬、龍、狗、猴子、虎、貓、龜、蛇、豬等

動物，甚至爬蟲類的蜈蚣，都是臺灣漢人崇拜的對象。本論文分上、下兩篇，上

篇為生活具象的動物神，探討的動物為牛馬和義犬；下篇為形象意象類的動物神，

探討獅、虎和百足真人信仰等。20 

13、黃詩涵：〈臺灣花婆信仰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7。花婆信仰以靈魂永恆為基礎，昭示生命的狂喜愉悅，以及死亡的安寧回歸，

如同牆的兩面，靈魂在這之上往復輪迴。在中國廣西地區，認為人類靈魂可藉由

「花」為途徑，穿梭在陽界與靈界，生與死之間循環不竭，意味著靈魂具有永不

磨滅，持續存在天地間的不朽性質，所謂的死亡只是肉體的遷化，每一次輪迴都

是生命的各站停靠。然而，隨著各地區信仰、崇敬的生育神不同，嶺南地區的各

民族所流傳有關花婆的生育信仰，具有濃厚以花符號象徵生命賜與和死亡回歸的

元素。本論文以田野調查臺灣花婆的崇祀情形，往上溯源臺灣花婆信仰由來，往

下比較並探析流傳在臺灣地區之花園概念，外在型態雖然已有些許變異，且花婆

所職司已經式微，剩下掌管花園，護育花朵的能力，但其核心仍將人們的靈魂本

命打上「花」的生命符號，既有生育、求嗣的功能，亦能在喪葬儀式中循得蹤跡。

生死之同衾共構，是花婆信仰的核心內涵。21 

14、李林進旺︰〈字姓組織與地方社會：以大溪福仁宮為主之考察〉，國立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桃園市大溪區福仁宮的字姓輪值祭典，俗稱

「著姓」，每年由當地李、江、林、簡、廖、黃、呂等十個姓氏組織「公號」，

輪流舉辦開漳聖王祭典，已傳承 100 多年，並流傳到鄰近鄉鎮，形成一個富有特

色的地方性傳統。本論文旨在探討家族與寺廟的關係，藉以了解大溪以姓氏團體

為主體的地方社會。作者從各家族史入手，首先說明各家族支持福仁宮的歷史。

                                                
19本論文分 6 章，除緒論、結論外，其於 4 章分別是：齊天大聖的形象探究、臺灣齊天大聖信仰

溯源、臺灣齊天大聖信仰的崇祀活動、齊天大聖廟宇的內涵特質。另有黃活虎對《福建齊天大聖

信仰研究》(福州：福建師範人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年。 
20本論文除緒論、結論外，其餘 5 章分別是：牛馬崇拜價值與社會之轉型、臺灣漢人義犬信仰的

發展、虎爺信仰與漢人邪煞觀、獅崇拜與獅文化之表現、蜈蚣陣——百足真人。 
21本論文除緒論、結論外，其餘 3 章分別是：花婆信仰的淵源、流傳與變異、臺灣花婆信仰現況、

花園意象與生殖崇拜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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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介紹字姓組織和祭典的成立背景、現況、演變情形，進而分析字姓組織代表

者的身分；透過祭典分化、傳播的過程，說明福仁宮祭祀圈的變化。22 

15、楊家祈︰〈臺南拜溪墘祭儀與聚落變遷之研究〉，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

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本論文從臺南的水患與人文切入，對八掌溪、急水溪、

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容易改道的中、下游進行田野考查，搜集相關水患祭典

案例，訪談當地居民及實地記錄祭典，並分類成拜溪墘類、退洪謝神還願類、設

置水患辟邪物三大類別，解析其信仰內涵及文化特色。臺南拜溪墘類祭典所呈現

出的高度模糊性，並非祭拜溪流鬼神，而是透過民間宗教儀式來安撫人心，長期

與水患互動下，拜溪墘逐漸形成聚落的常態祭典，是當地人水患記憶的濃縮。而

退洪謝神還願類則是順利禳退水患後的還願謝神常態祭典。設置水患辟邪物則是

透過神明力量，設置辟邪物來加強對聚落的守護。23 

16、李佩儒：〈臺灣「乩將（降駕型塗面扮神將）」之研究〉，國立臺北藝

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塗面扮神將」是由人經開臉（畫

臉）、著神服、戴神冠，扮演神的一種陣頭。目的是驅逐瘟疫、捉拿鬼魅、除煞

保安。在出巡過程，為了不讓鬼魅識破其由人扮演，故出陣過程中必須噤口，出

陣前也要堅守神明吩咐的紀律，範疇包括：八家將、什家將、三十六官將、天兵

天將、五毒大神、十三太保、五虎聖將等。臺灣塗面扮神將種類多，有許多文獻

紀載其派系與源流，眾多派系中都存在「降駕特質」。本研究透過實地調查臺灣

具有降駕特質的臺灣塗面扮神將團體，整理出不同種類降駕型塗面扮神將，發現

同一種類的神將，會因地域與社會結構差異，出現不同的降乩模式。本論文除緒

論、結論外，其餘 4 章分別是：乩將文化的起源與發展；全臺灣乩將團之種類與

區域特性；乩將團之運作、功能及角色；乩將概念與個案分析。 

17、蔡孟哲：〈嘉義大林地區水鬼故事研究〉，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碩士論文，2017。本論文探討大林地區水鬼故事與其隱藏的背景意義，透過文本

變異性探討其文化意義，以了解民間信仰如何在敘事文本中得到體現。大林地區

流傳的水鬼故事文本，除了是民間信仰的部分呈現，其顯現出來的教育性也能呈

顯出民間敘事在傳統社會中所扮演的傳承重要性。大林地區係來自漳州的移民聚

落，水鬼故事的主人翁充滿了各種差異，但姓名又多相似，甚至與原鄉流傳的俗

諺相同，顯示了民間口傳敘事影響力的廣博。本論文除緒論、結論外，其餘 3

章分別是：大林地區水鬼故事角色差異與情節分析、大林地區水鬼故事與其他相

關故事比較與探源、水鬼故事所蘊涵的文化與教育意義。 

                                                
22本論文除緒論、結論，另有如下三章：大溪之開拓及宗族大姓、福仁宮的建立與祭祀活動、字

姓組織與大溪的地方社會。 
23本論文共分成五章，除了緒論與結論之外，正文分成三個部份：先整理臺南地區整個的水文、

水患歷史、聚落變遷，以及因水患而產生的傳說與俗諺。第二部份是本研究田野調查的呈現，將

祭儀的流程完整記錄。最後，將大量的田野調查資料消化分類後，探討整個臺南水患相關祭典、

辟邪物之信仰內涵，以及討論相關傳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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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黃鈺文：〈清代臺灣墳塚地文化探討〉，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

士論文，2017。墳塚文化包括：死靈觀、祖先崇拜、風水思想等概念，是建構臺

灣墳塚文化的基石。本論文從經濟、政治、社會等層面，先分析清代臺灣的墳塚

地文化；接著分析清治後期開港後，西方傳教士入臺傳教所帶來的文化衝擊；隨

著統治權移轉，日人對於臺灣墳塚地文化的態度，在與公共衛生議題產生矛盾時，

臺灣原有的墳塚文化是如何因應，使這些文化樣貌還得以延續至今。24 

19、林桂朱：〈臺南佳里「金唐殿」傳說研究〉，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

系碩士論文，2017。作者先介紹金唐殿的歷史沿革及蕭壠香的內容，再將文獻中

所記載的傳說，配合實地田調訪問資料，整理成三個類別：由來傳說、靈驗傳說

及其他相關傳說。由來傳說敘述金唐殿與蕭壠香的由來及分析討論金唐殿神祇不

同的由來傳說之可信性；靈驗傳說及其他相關傳說記載著金唐殿神祇與信眾間發

生的故事，這也是民間信仰的力量所在。25 

20、陳韋辰：〈踏不死的道種：臺灣一貫道遭禁與復振〉，國立政治大學民

族學系碩士論文，2017。一貫道曾在臺灣曾遭禁 30 餘載（1951–1987），但其

信仰並未熄滅，在戒嚴與遭禁的情境下生存下來，發展至今成為頗具規模的宗教。

在遭禁下與解禁後的發展，一貫道的宗教實踐有越趨儒教化、強調道德教化的趨

勢，本論文認為此種區向是特定歷史過程與文化脈絡交織下的產物，並伴隨著政

治機會結構而逐漸浮現。26 

21、李姿慧︰〈蒙山施食研究：歷史發展與當代臺灣的實踐〉，南華大學宗

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由實叉難陀與不空相繼譯出施食經典，開啟了中國

兩千多年密宗施食的傳統。作者追述施食的歷史淵源，依明末雲棲祩宏重訂《瑜

伽集要施食儀軌》及近代興慈法師《重訂二課合解‧蒙山施食儀》，對「蒙山施

食」作了義理上的解釋，並從田野考察中，分析儀式的構成及在臺灣佛教的實踐

情形。 

22、楊琇涵：〈十七世紀北臺灣基督宗教信仰交替與衝突〉，中原大學宗教

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1624–1642 年年間，荷蘭與西班牙各自投入大量人力與

                                                
24本論文共分 5 章，除了緒論與結論外，另包含如下 3 章：傳統清人死靈觀與墳塚、清代的墳塚

地發展、外國文化與傳統墳塚地。 
25本論文除緒論、結論外，其餘 3 章分別是：佳里金唐殿與蕭壠香的介紹及歷史沿革、佳里金唐

殿相關傳說、蕭壠香科的相關傳說與禁忌。 
26本論文以「道德政治」（moral politics）作為觀察一貫道宗教實踐的依據，借以掌握一貫道實

踐中道德的策略性與展演性，看到信眾如何透過詮釋道德、運用道德符號與實踐道德法，達到延

續宗教組織、獲得宗教實踐的正當性、擴大宗教社群、推廣一貫道的品牌果。作者以一貫道的一

個分支基礎忠恕為主要案例，同時比較不同組線分支的不同。除緒論、結論外，其餘 3 章分別是：

〈真空家郷、無生父母：根源與性質〉、〈威權政治下的燎原星火：遭禁始末（1951–1987）〉、

〈遭禁情境下的落地生根：扎根（1951–1987）〉、〈後禁教情境：以基礎忠恕為論析核心（1987–）〉、

〈反思道德政治對一貫道宗教實踐的解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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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力，在福爾摩沙島上企圖建立一個海外的基督化基地，他們抱持著不同的動機

和目的，投入傳教工作。對於這群完全異於歐洲文化的原住民來說，基督教世界

觀下的荷蘭與西班牙文化，是完全無法套用在原本他們生活中所沒有的一種全新

經驗，不論他們是否能夠理解這些外來者企圖表達的內容，或在時空背景下存在

著另一種利益關係，他們所能體會的是來自於傳教士們的愛，這也成為他們接納

外來文化與信仰的關鍵。27 

23、彭美玲：〈長老教會在後龍的開拓與經營（1872–1995）〉，中原大學

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1873 年 4 月 3 日，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牧師，

在苗栗縣後壠地區設立新港社教會，1879 年 10 月 1 日設立後壠禮拜堂。新港教

會延續發展 41 年，就在馬偕牧師過世 13 年後完全消失；但後龍教會雖曾經浮沉

於歷史中，如今仍然持續運作發展。本論文除緒論、結論外，其餘 3 章分別是：

後龍地區昔與今、長老教會在後龍地區的經營、長老教會在後龍地區的傳教工

作。 

24、蔡舒婷︰〈蔣介石的基督宗教信仰〉，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6。

本文除第一章緒論、第六章結論外，另有四章。第二章探討蔣介石的基督宗教歷

程，關注蔣介石幾個重要的信仰階段。第三章則關注蔣介石的基督宗教生活。蔣

介石不似宋美齡，他除了週日聚會外，不常參與公開教會活動，其基督徒生活多

以私人修養為主。第四章著眼蔣介石的基督宗教思想，看他對耶穌的評價、信仰、

宗教的定義。第五章是對蔣基督宗教信仰的「再詮釋」。因蔣氏兩部宗教代表

作——《聖經》譯稿及《荒漠甘泉》翻譯，是他與吳經熊、王家棫的合譯，因此

定名為「再詮釋」。 

25、蕭芮吟：〈當代敬拜音樂及其對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影響——以兩間教

會的敬拜團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本論文立基於

對教會音樂的討論，以釐清禮拜之於音樂的重要性、音樂與神學之間的關係。據

作者研究，教會與敬拜音樂之間的互動及發展狀況相當多元，不同教會的信徒對

敬拜音樂的使用，有不同的理解。惟在運用過程中，若偏離神學根基、失去對神

學意涵的認知，敬拜音樂就會喪失宗教信仰的價值。透過史料可以看出，禮拜程

序的變動、教會設立臺語及華語禮拜、教會器樂與影視設備的增添，敬拜音樂也

在其中佔有相當的地位。在基督教歷史中，每個時期有屬於該時期的敬拜讚美，

每間教會也可以發展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敬拜音樂。28 

                                                
27本論文除緒論、結論外，其餘 4 章分別是：歐洲海外擴張下的東亞與臺灣、西班牙在北臺灣的

宣教、荷蘭人在北臺灣的宣教、荷西在臺經營的衝突調整與適應。 
28本論文除緒論、結論外，其餘 3 章分別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音樂在禮拜中之意涵與背景發

展、永光教會的敬拜音樂發展、虎尾教會的敬拜音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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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各論文，依其研究主題，略可分為如下 15 種：1、國家祭祀與同化政策

2 篇：〈國家「信仰」的接替：從新營神社到臺南縣忠烈祠〉（李御齊）、〈日

治時期同化政策對臺灣民間信仰的影響〉（廖胤任）；2、媽祖信仰與王爺信仰

2 篇：〈笨港天后宮爭議歷史暨相關課題之研究〉（員緗倢）、〈東港東隆宮信

仰與迎王平安祭〉（郭仲軒）；3、伯公信仰 2 篇：〈美濃聚落發展與伯公信仰

之研究〉（劉吏桓）、〈美濃地區土地伯公信仰文化研究─以里社真官為例〉（羅

桂美）；4、神農信仰 1 篇：〈苗栗地區神農信仰探討〉（張惠婷）；5、伏波將

軍信仰 1 篇：〈臺灣客家後龍溪流域伏波將軍信仰之研究——以苗栗及公館伏波

將軍廟為例〉（劉三祥）；6、古公三王信仰 2 篇：〈宜蘭縣古公三王信仰的田

調與研究〉（李汪炳）、〈宜蘭二結王公廟與臺灣的古公三王信仰〉（林容瑋）；

7、齊天大聖信仰 1 篇：〈臺灣齊天大聖信仰研究〉（吳思慧）；8、動物神靈信

仰 1 篇：〈臺灣漢人社會動物神靈信仰與文化之研究〉（高佩英）；9、花婆信

仰 1 篇：〈臺灣花婆信仰研究〉（黃詩涵）；10、地方開發與寺廟 2 篇：〈字姓

組織與地方社會：以大溪福仁宮為主之考察〉（李林進旺）、〈臺南拜溪墘祭儀

與聚落變遷之研究〉（楊家祈）；11、乩將與水鬼 2 篇：〈臺灣「乩將（降駕型

塗面扮神將）」之研究〉（李佩儒）、〈嘉義大林地區水鬼故事研究〉（蔡孟哲）；

12、文化與傳說 2 篇：〈清代臺灣墳塚地文化探討〉（黃鈺文）、〈臺南佳里「金

唐殿」傳說研究〉（林桂朱）；13、一貫道研究 1 篇：〈踏不死的道種：臺灣一

貫道遭禁與復振〉（陳韋辰）；14、佛教研究 1 篇：〈蒙山施食研究：歷史發展

與當代臺灣的實踐〉（李姿慧）；15、基督教研究 4 篇：〈十七世紀北臺灣基督

宗教信仰交替與衝突〉（楊琇涵）、〈長老教會在後龍的開拓與經營（1872–1995）〉

（彭美玲）、〈蔣介石的基督宗教信仰〉（蔡舒婷）、〈當代敬拜音樂及其對臺

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影響——以兩間教會的敬拜團為例〉（蕭芮吟）。 

伍、結論 

前文分別從專書（或論文集）、一般論文與學為論文，對 2016-2017 有關臺

灣宗教史研究作了介紹。茲歸納 2016-2017 有關臺灣宗教史研究的幾點觀察如

下： 

一、民間信仰研究在臺灣宗教史研究中居鰲頭地位：2016–2017 有關臺灣

宗教史研究：1、12 冊專書（或論文集）中，9 冊屬於民間信仰，1 冊屬於佛教，

2 冊屬於基督教類。2、研究論文計 41 篇，其中除佛教 7 篇（含在中國發表的 1

篇）、基督教 4 篇，其餘 30 篇（含在中國發表的 2 篇）屬民間信仰之研究。3、
學位論文 25 篇，除佛教研究 1 篇，基督教研究 4 篇，其餘的 20 篇，可以納入廣

義的民間信仰中。可見不管在研究專書（或論文集）、研究論文，或者是學位論

文，民間信仰研究在臺灣宗教史研究中居鰲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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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信仰的｢神鬼譜系｣，其種類之多有如｢牛毛｣。有些信仰對一般人言，可

能聽都沒聽過，但在某些地方，卻又擁有許多信徒。有說：｢民間信仰是臺灣漢

人文化一大特色，是民間所信奉的傳統宗教與禮俗性信仰，可視為臺灣人形成其

社會價值觀的基礎。｣29學者朱榮貴也說：｢臺灣研究，尤其是臺灣民間信仰的研

究，是真的能夠觸及我的生命深處，以我的全部的心靈，思想，靈魂去探究，思

考的東西。｣｢臺灣民間信仰又是最能展現臺灣社會的活力和魅力｣，30透過對

2016–2017 有關臺灣宗教史研究動態之觀察，我們也可以了解到：民間信仰在

臺灣社會之重要地位。 

二、｢傳說｣與｢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成為一種切入研究的角度（方

法）：｢傳說｣是史實的變型，「集體記憶」是歷史知識與社會政治變遷之橋樑，

在 2016–2017 有關臺灣宗教史研究中，｢傳說｣與｢集體記憶｣成為一種研究的角

度，有學者就利用之以研究地方宗較史。如：蔡蕙如〈從世代論集體記憶的變遷：

以臺南神社和林百貨屋頂神社的傳講為討論場域〉，蘇詩婷〈下路頭鞦韆賽會之

傳說與歷史探究〉；謝貴文〈層累造成的歷史記憶：「蔴荳王爺易狩他鄉」傳說

之探討〉一文，係從後現代史學研究視角，探討「蔴荳王爺易狩他鄉」傳說在三

個階段的演變歷程。透過｢傳說｣或｢集體記憶｣，得以重構出一種新的｢歷史知識｣，

由此可以探討其與社會變遷間的複雜關係，由於「集體記憶」深植於社會意識核

心之內，因此具有維繫文化連續感的功能。 

三、｢地方佛教史｣的開拓：過去一、二十年來，有關｢臺灣佛教史｣之研究，

在江燦騰、闞正宗、釋慧嚴、李玉珍等學者努力下，業已累積相當研究成果。如

何進一步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卻是需要思考斟酌。2017 年 9 月出版的《竹塹文獻

雜誌》第 64 期，以｢新竹佛寺的歷史與建築｣為主題，收錄了下列 6 篇文章：〈新

視野的透視：探索青草湖靈隱寺歷史與建築的真面目之一〉（江燦騰）、〈未竟

之業：新竹靈隱寺辦學史〉（侯坤宏）、〈新竹市淨業院（齋堂延續型）建築風

格〉（楊漢珩，即寬謙法師）、〈串起臺灣佛教的歷史長流──新竹永修精舍〉

（釋法玄）、〈新竹市淨土寺農曆七月燄口法會研究〉（陳省身）、〈日治初期

新竹地區的鸞堂及其影響〉（王見川）。（前文已介紹了這幾篇文章）由於這些

文章的刊出，才有後來 2018 年 7 月《跨世紀的新透視：臺灣新竹市 300 年佛教

文化史導論》一書的出版，31可以看作是臺灣（縣市）｢地方佛教史｣研究的一種

新開拓。 

                                                
29陳逸君：〈從民間信仰祀神看雲林詔安客的族群文化複合性〉，《民族學界》，39（2017.4），

頁 75。 
30朱榮貴著：《臺灣民間信仰論文集：歷史與現代轉化》（新北市：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
年 12 月），〈自序〉，頁 1。 
31《跨世紀的新透視：臺灣新竹市 300 年佛教文化史導論》一書，臺北：前衛 2018 年 7 月出版，

江燦騰主編，全書分 14 章，分別由江燦騰以及釋寬謙、侯坤宏、釋昭慧等三位作者合撰而成。

張崑將介紹本書云：｢本書如其書名《跨世紀的新透視》一樣，從點滴觀看潮流，從局部透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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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政文的基督教｢研究路徑｣：長年從事臺灣基督教史研究的王政文認為，

臺灣基督教史研究，除了重視傳教士及教會的貢獻、發展及重大事件外，應逐漸

修正以往教派或傳教士為主軸的探討方向，改以信徒為主體，以擴充研究面向：

觀察信徒的改宗歷程與社會處境，而不單只著重傳教士的社會貢獻；重視信徒的

生命抉擇，而不只是討論教會的宣教方式或內部組織。王政文不以傳教士或教會

為研究主題，將焦點放在本地信徒上，可以凸顯信徒的主體性與歷史意義。王政

文強調：透過耙梳臺灣基督徒的人際網絡，建立基督徒資料庫，進一步聚焦人際

脈絡以觀察信徒之間的關係，了解信徒在基督教傳播初期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功

能，勾勒基督徒的生命歷程與信仰。他所採取的研究視角，特別留意到過去受忽

略的｢社會底層｣，因為每個生命，都有他的主體性，每個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如何重現原本處於底層沒有發言權的聲音，將附屬於教會，官方檔案中的無意義

姓名賦予意義，是史家從事臺灣基督徒史研究的重要工作。32這種｢研究路徑｣的

轉向，也很值得研究基督宗教以外的研究者參考。 

五、｢域外｣的臺灣宗教史研究成果不多：在中國用簡體字發表的論文只有如

下 3 篇：〈宗教复兴视阈下的台湾佛教发展〉（杨磊、刘佳雁）、〈日本学界的

台湾妈祖信仰研究〉（赖雅琼、吴光辉）、〈闽台青山王信仰的发展与变迁：以

台北艋舺青山宫为中心的分析〉（谢贵文）。其中一位作者（谢贵文）是臺灣學

者，由此可見：臺灣宗教史研究的主力還是在臺灣。 

                                                                                                                                       
貌，從在地新竹佛教史，既縱觀臺灣佛教 300 年文化史，也橫攝佛教的藝術、人文、教育與傳承

各領域，讓佛教文化史研究透過本書有了新視野與新詮釋。｣ 
32王政文︰〈近代臺灣基督徒的婚姻網絡：以滬尾、五股坑教會信徒為例〉，《新史學》，27：
1（2016.3），頁 176、232。王政文另撰有多篇基督教婚姻網絡的文章，如：1、〈清末噶瑪蘭基

督徒與漢番社會網絡〉，《民俗曲藝》，第 195 期（臺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17

年 3 月），頁 141-206。2、〈麥仔落土：三重埔、錫口、水返腳的初代基督徒家族及其婚姻網絡〉，

《歷史와實學》，와57 와（와와：와와와와와，2015 와8 와），頁 261-308。3、〈近代臺灣基督徒人

際網絡的研究方法與實務〉，收入林香伶主編，《論文寫作不藏私》（臺北：五南出版社，2017

年 11 月），頁 193-216。4、〈近代八里坌教會的基督徒家族及其婚姻網絡〉，收入吳昆財主編，

《第六屆區域史地暨應用史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國立嘉義大學應用史學系，2015 年

10 月），頁 217-244。5、〈「基督徒史」的書寫方法與可能性——論臺灣基督徒史及基督徒人

際網絡資料庫之建立與運用〉，收入黃文江、張雲開、陳智衡主編，《變局下的西潮：基督教與

中國的現代性》（香港：建道神學院，2015 年 6 月），頁 653-6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