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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專題主要是探討台灣廟會與日本祭典的差異究竟為何，並且更進一步了解究

竟是怎樣的文化以及歷史背景下讓原本崇敬神明的活動在台灣以及日本的這兩國會

有明顯的差異，本專題利用各廟宇以及各神社來進行相互比對，廟宇以及神社的篩

選方式則依據「共通點」來進行，像是台灣的廟會以及日本的神社都有祭拜風神，

因此劃分成一組進行差異的比較，目的是為了找出其二者究竟有何差異，並且歸

類、統整出其差異部分，再將其差異進行深入分析。 

 

次要則探討台灣的廟會以及日本的祭典的差異帶來了怎樣的觀光商機，由於台

灣和日本在祭拜神明的文化上面有著極大的不同，所以能夠成功吸引了觀光客前來

朝聖，像是台灣有乩童而日本卻沒有，因而進一步帶動了台灣以及日本的觀光，此

為次要研究討論的重點之一。 

 

本專題共分成三章，第一章說明了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研究架構；第二章

則為主題，從台灣和日本的廟會以及祭典的起源，延伸下去則為兩國的宗教的起

源，再來開始深入了解各廟會與神社的起源以及台灣和日本的廟會和祭典的活動內

容，主題的最後研究了差異背後所帶來的商機為何；第三章則為本組研究所有內文

過後所撰寫出的結論。 

 

關鍵字：廟會和祭典差異、宗教起源、廟會和祭典之觀光 

  



2 

日文摘要 

本論は、台湾の「廟会」（廟の祭りとして、日本語で「縁日」に当ること）」と日本の祭りの違

いについて考察し、どのような文化的か歴史的な背景をもとに、神を祭る活動では、台日の間

に何かの違いがあるのかを研究したものである。台湾の廟と日本の神社を比較することにあた

り、それぞれの「共通点」に基づいて選別を行った。例えば、台湾の廟も日本の神社も同じく風

神を祭っているが、共通点のあることで分類し、その中にどのような違いがあるかを探ってみた。

両者を分類したり整理したりして、その間にある相違を見出そうと思う。さらに、その違いを深く

分析することを研究の目的としている。 

 次に、台湾の縁日(廟会)と日本の祭りの違いが、どのような観光のビジネスチャンスをもたらし

たのか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た。台日では神を祭る文化の大きな違いで、観光客を引き付ける魅力

を持っている。例えば、台湾には、「乩童」がいることに対して日本にはいないなどから、それぞれ

の特色で国の魅力となり、さらに台日の観光に促進する可能性が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本論の構成は全 3 章に分かれている。第 1 章では、研究動機、目的、方法、構成につい

て説明し、第 2 章では、主に台湾の縁日(廟会)と日本の祭りの由来、両国の宗教の起源を

分析することで、台湾の縁日と日本の祭りの活動内容について深く研究した。第 3 章では、両

者の違いがもたらしたビジネスチャンスに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のかを検証し、本論の結論として

まとめてみた。 

 キーワード：台湾の縁日(廟会)と日本の祭りの違い、宗教の起源、台湾の縁日(廟会)と日本

の祭りに関する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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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基於對文化史和宗教儀式的興趣，自幼在台灣這個環境參加過無數場廟會，且

身為日文系學生深入瞭解日本文化後，心中不時會有疑問，到底台灣的廟會和日本

的祭典有何不同？因此本組擬從台日雙方的宗教信仰、宗教儀式的進行方式來對雙

方文化史的側面做些概觀與探討，考察雙方歷史淵源的傳承到目前存在且持續進行

的儀式進行研究，分別針對日本的祭典和台灣的廟會加以考察，藉由探古究今和實

地考察的方式進行。 

 

自古以來，神明的存在是為了給人們精神抑或是心靈上的寄託，祈禱豐收抑或

是希望族人們沒有病痛或是遇到災難，而為了表達對祂們的崇敬以及為了求得神靈

們的庇護，透過供奉與祭祀等手段，與在天上的神靈對話。最初的廟會始源於中國

遠古時代的宗廟郊社制度，而在西漢時期，道教開始在中國初步形成，廟會受到了

宗教信仰的影響，各種習俗也開始成形，日本本來也是和中國一樣慶祝農曆春節並

舉辦廟會，只是主要是以神社或寺院作為主場地舉行居多，而從北到南各個區域裡

又有著因為氣候、風土、習俗等差別存在，導致祭典舉行的形式和內容也大不相

同，信奉的神明也有所不同，而日本祭典會盛行其主因為日本人深信任何物品皆有

神靈附體，因此有數不勝數之說，不僅如此，日本祭典同時也創造出社區情感，可

謂是大和民族的體現。而在確定專題主題之前，本組先調查了一下一般民眾對於台

灣廟會與日本祭典是否和我們依樣抱持著興趣呢？（調查結果請參考參考文獻中的

圖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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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調查更加確信了大家都對此主體抱持著興趣，這也就是本組的動機所在。像是

為何與神明溝通的橋樑日本是巫女，而台灣則是乩童?為何日本祭典時主要是放煙

火，而台灣廟會則是放鞭炮?又或是廟會和祭典的中心主旨都是祈求，為何儀式都不

盡相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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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台灣廟會與日本祭典的歷史都相當的久遠，古今所代表的意義經過歷史的演變

都有所不同，透過蒐集資料加以分析現今大家對於兩者的基本認識有何不同，並用

此專題來讓普羅大眾對於台灣廟會與日本祭典的差異更加瞭解。 

 

本組想進行研究的內容像是為何與神明溝通的橋樑日本是巫女，而台灣則是乩

童?為何日本祭典時主要是放煙火，而台灣廟會則是放鞭炮?又或是廟會和祭典的中

心主旨都是祈求，為何儀式都不盡相同呢？ 

  

本研究主要針對以下做探討: 

一、 瞭解台灣廟會與日本祭典的文化、歷史、儀式及其意義 

二、 研究台灣廟會與日本祭典之差異 

三、 探討廟會與祭典為何擁有差異的原因 

四、 廟會與祭典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及觀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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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程序與架構 

一、研究程序 

 

研究動機與目的

蒐集資料

資料整理與分類

研究架構

比較差異

研究差異存在的原因

其差異帶來商機之研究

提出結論

專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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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本專題為了瞭解日本祭典與台灣祭典的差異，從蒐集網路資料與各大圖館的書

籍著手，建立起研究架構，從中國與日本的廟會與祭典起源各自開始介紹，其後加

以分析台日兩國在祭典舉行時會進行的特殊儀式、至於如何篩選廟宇跟神社來當作

篩選並研究的對象，我們以「共通點」為劃分標準，把日本的一間神社和台灣的一

間廟宇「利用相同的部分」將其分類成一組，按照這樣的方式取八組共十六間當作

比較標準，成功分組之後會開始進行分析經由篩選過後的日本神社的祭典和台灣廟

宇的廟會究竟有何差異，最後再把各個篩選過後的廟會和祭典中的儀式一一列出並

比較分析之，目的是為取得日台廟會和祭典中的儀式差異。而究竟為何會有這樣的

差異？本組將進而深入研究日台之間的文化差異，且由這些差異之中，探討台灣廟

會與日本祭典究竟能帶來何種意想不到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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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題 

第一節台日廟會與祭典之起源 

一、台灣廟會起源 

昔日的廟會只是一種盛大的祭祀活動，但經過時代的演變與推進，漸漸的廟會

也出現了集市交易活動，人們把此命名為廟市，不僅如此，為增進人們之間的感

情，在廟市中還特別增加了娛樂的部份，例如雙簧及踩高蹺等等的活動。自此以後

廟會便成了中華民族過年不可缺少的活動。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造就了每個廟

市都相當具有當地的味道。 

 

廟會正是廟會行程過所留下的遺跡，作為一種傳統風俗文化，在社會與歷史之

中有著深刻的因緣。廟會的風俗民情與佛教寺院和道教廟觀的活動有著深切的關

聯，同時，隨著民間信仰，而完整起來。 

與此同時，在各地不同的廟會活動中，有著祈子、祈福求財、求醫祛病、卜問

吉凶等活動。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廟會保持祭祀活動的狀態下同時也參雜了各種集

市交易的活動，商人販賣著民間出現的玩具和當地小吃，讓這些活動裡的交易活動

更加頻繁，伴隨著大眾化與娛樂性等元素的增加，最終演變成中國市集的重要形

式，同時也是中國市集產生的由來。 

 

跟隨著社會變遷，到了唐宋這兩個大朝代時，可說是全盛時期，而當時很熱衷

吸取信徒這件事，也漸漸的寺廟被建築的越來越多，廟會的各式活動也相互而來，

例如水陸道場又或是戲劇等等，為當時人民增添生活上樂趣。 

 

佛教和道教也同樣隨著時代的演變，演變成向大眾宣揚自己的文化，甚至是一

般民眾都能自由參與，並不像以前那樣有著神祕以及距離感。而宣揚的東西例如有



15 

像是把佛像迎請到神轎上出巡，也就是現今的繞境。除此之外，現在佛教和道教也

會定期舉辦活動，讓廟附近周圍的信徒都能前來參與。 

 

在舉辦道場的之時，除了普通群眾外，各種民間組織也會主動參加。這樣就形

成了以宗教活動為主要目的的群眾聚會。而到了明清時期，廟會逐漸的完善以及定

型，並且隨著大眾的需求，又於廟會裡加入了娛樂性質的表演與活動，各種民間表

演和習俗匯集在廟會上形成了廟會的民間文化氣息。 

 

二、日本祭典起源 

對古代的人們，萬物生長的力量是人類無法控制的，也就自然覺得這是神的靈

力，因此人們為了促成儀式，而仰賴咒術師、巫女、神子1當作溝通上的橋樑。並在

四季交互之時，奉請神明藉以尋求慰藉、祈福跟感謝。 

 

所謂的「祭り」，是由有一個叫做「祭る」的動詞，名詞化而來的，而說是由從

「待つ」演生而出的。 

 

帶著給神的供品和尊敬神的心，並且向神明獻上祈求願望和感謝之意，而等待

(待つ)、供奉(奉る)二者日文中的同音まつ，便生成了日後祭典(祭り)前まつ的音。 

 

一般來說，春天是三月、四月、五月這三個月。陰曆的話則是一月、二月、三

月組成的。「春祭り」也有一說是從立春到立夏之前為止。而春這一字的由來為「天

候が晴る」「草木の芽が張る」「田畑の士を墾る」以上三者はる的日文是同音。 

                                                       
1 神子:在神社中服務從事奏樂、祈禱、請神等等的未婚女子 



16 

 

「春祭り」被稱為「春祈祷はるぎとう」並有著祈求豐收的特性，在開始生產、生

活的新春裡，信徒拜請地方守護神、祈求人們無災無難、退散疾病、歳稔年豐等

等。正月田、裸詣、船霊祭り、綱引き、梵天、掛魚祭り、かまくら、成木責め等等，

這些在春天舉行的祭典活動有著祈求豐收的意思。 

春祭り 雖然原本是作為自己的生活和祈求豐收而舉行的活動，而變成拜請共同

的地方守護神，並發展成以團體的規模來進行以春祈禱為名的祭典。 

 

而夏天就是六月、七月、八月這三個月。陰曆的話則是四月、五月、六月組成

的。「夏祭り」也有一說是從立夏到立秋之前為止。而夏這一字的由來為「温つ」「熱

つ」「あつ」以上三者あつ的日文是同音。 

 

所謂的夏祭り是，秋天收穫期的祭典前的祭典，像是「鹿島祭リ」「太鼓祭リ」這

些是在夏天預先慶祝的夏祭り 

 

而像「夏越し」之類的也和水有關連性，淨身起來將病魔或洗去罪孽等等的將

其趕走，是謂祈求幸福的祭典，而祭祀祖先的「七夕祭り」跟「盆踊リ」等等被舉

行。 

 

則秋天就是九月、十月、十一月這三個月。陰曆的話則是七月、八月、九月組

成的。「秋祭り」也有一說是從立秋到立冬之前為止。而秋這一字的由來為「大気が

明るく澄む」「草木の葉が紅く色づく」「木の実が赤く熟れる」以上三者あか的日文是同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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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秋祭り」是，感謝的祭典，氏子們藉由一年的生產活動模擬並演出

之，報告生產的真實情況。巫女跳著奉納神的歌舞，像神明稟報告訴歳稔年豐和平

安健康。氏子們盛裝打扮，與神同在地並將供奉完的祭品由氏子們一同享受，並展

開豐富的儀式。 

 

最後，冬天就是十二月、一月、二月這三個月。陰曆的話則是十月、十一月、

十二月組成的。「冬祭り」也有一說是從立冬到立春之前為止。而冬這一字的由來來

是源自「霊殖ゆ」2「ふゆ」。 

 

這個季節，隨著嚴寒，萬物枯萎凋零，活動和生活行為也停止了，其最終正是

要迎接新春的季節。 

 

人們會在春天的生產活動之前迎神，為萎靡不振的靈魂注入活力，而為了能給

予生命氣息有著「孕育靈魂」這樣的祭典被舉行。 

  

                                                       
2 霊殖ゆ:孕育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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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宗教歷史 

除了研究台灣廟會與日本祭典的根源之外，為了更加明白台灣以及日本的宗教

背景來引導最後最正確的差異結果，本組開始研究台灣的道教、佛教跟日本道教、

佛教。 

 

一、台灣道教 

道教是以『道』為主旨並信仰著，教主則為老子，《道德經》為主要經典，在那

之中「道」與「德」為基本的教義與信仰。道教的教義認為「道」是世界任何事物

的根本所在，並深信著任何事物都是從「道」這邊演變進化而來的。而所謂「德」

是「道」修行過後體現出來的產物。道教是相信信徒們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和修

行，自行領悟得道修成仙的一門宗教。 

 

臺灣拜神和祭拜祖先是自古以來的習俗。而幾乎每戶人家都有在供神拜祖，可

說是相當地普遍，而在中國盛行的道教傳來台灣發展原因，從古時後的角度來觀

看，宋朝末年正好發生閩南地區大移民，而臺灣先民移民過來台灣，難免會有思鄉

之情，多些感傷。為此，台灣先民們藉由從家鄉奉請渡海過來的神明以撫慰自己的

思鄉的心情，而台灣先民們有著『落葉歸根』『宗教是道教比較好，風光果然是家鄉

最好。』的想法，因此即使先民們已經來到台灣本島了，也仍然會使用道教的入土

為安葬法，而上述行為也是和『民族道德』、『宗教文化』牽連著。 

 

二、台灣佛教 

台灣佛教的歷史總共有三百多年，從荷蘭統治的時候開始算，佛教隨著移民傳

到了台灣，在鄭成功的時代已經有廟了，鄭成功到台灣之後，對來台灣的廣東僧侶

給予厚待，尊稱國師。台灣最初的寺院就是這樣被建造的，除此之外為於台南的觀

音亭、嘉義的碧雲寺，也都是鄭成功的時代所創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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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的時代結束之後，進入了清代，那個時候台灣的僧侶大多數都到中國留

學過，因此台灣的佛教有受中國的影響，閩南族的性格也對佛教的發展有影響，西

元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佛教從此被日本影響許多，經過了五十年的日本

影響，使當時的佛教開始有了自己的特色，也因為人口眾多在文化、教育、弘法等

方面也能看到佛教的影響。 

 

在日治時期的嚴格規範下，台灣的佛教分為四大分支分別是基隆的月眉山靈泉

寺、臺北的觀音山凌雲寺、苗栗的大湖法雲寺、高雄的大岡山超峰寺，這些分支都

是採取派人去日本留學和派人去中國留學的學習制度，從這邊可以看出來台灣的佛

教還沒有全部的日化。 

 

日本戰敗後撤出台灣，台灣進入國民政府時期，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人開始大

量進入台灣，誓言要恢復中國佛教，因此先前受到日化日中融合的佛教備受打壓，

1953年強調「無神論」的漢傳叢林佛教，開始在台灣推廣其理念，經過十年之後，

於 1980年開始在台灣流行此佛教。 

 

人間佛教這個理念在台灣為主流的時期是西元 1990開始到現在，人間佛教是台

灣佛學教育中不可獲缺的一部分，在台灣每個佛教都會參與社會，人間佛教在台灣

與社會的方式跟其他佛教不同，卻是台灣佛教的代表。台灣佛教現今也積極猜與各

種社會議題，例如: 醫療、臨終關懷等等，這樣使信徒們能更加凝聚感情，台灣佛

教也因此被稱為社會和宗教結合的典範。 

 

三、日本道教 

所謂的日本道教，正是經由文化交流進而深耕日本的道教文化，日本文化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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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架構主要是受到宗教的影響。由於中國是日本的鄰近國家因此日本更加容易受到

中國大陸的文化影響，發展速度逐漸加快，在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中道教起了相當

大的作用，同於也作為庚申信仰等系列道教傳入日本，並影響到日本的天皇體制，

且日本的天皇體制也是根據眾多的道教元素建構組合而成。 

 

至於中國道教是否有傳入日本這個問題，日本的學術界持有正反兩極的意見。

一方是認為日本在古時的政府拒絕了道教的傳教，而在淡海三船中記載的《唐大和

尚東征傳》及《古事類苑》和《群書類聚》等典籍中都有提到過。另一方則是認

為，「道教即為宗教，其教典、道觀等體系的組織形態，並無直接傳入日本，但目前

仍無史料可證明。道教思想帶給日本的影響，可說是難以否定的事實」。至於道教在

日本的傳導方面，他們是在沒有建立道觀以及沒有道士布教等形式的情況下將道教

傳至日本來。但是在公元 2 世紀前後，道家的思想藉由漢字並且從來自朝鮮半島的

漢字文化圈傳到了日本。 

 

公元 5世紀時，大批來自以半島為中心地區及中國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民眾，他

們傳入許多中國的文化，除此之外朝鮮半島或是中國大陸的歸化人與遣隋使也「道

德經典」帶了回來並且從中開始學習漢字與成語，也因此間接地和唐宋盛行的道教

信仰接觸。而到了江戶時代，日本接觸了明代流行的「勸善書」等民間道教，由於

背後有幕府的支持「勸善書」也廣為發行流傳，因此一般人也能看見，因而對日本

社會造成影響。 

 

提到日本道教就會讓人聯想到它的特殊之處，例如巫女文化、鳥居等充斥著東

洋風情的特色，還有很特殊的一點就是在道教的神社裡，是不存在神像的，因為古

代神道相信神明原本就是不可視而存於萬物之中，因此會將山岳、巨木、岩石或瀑

布等物視為神明憑依之物，稱為「御神體」或「御靈代」。在有了神社以後，人們則

以鏡子、御幣等物作為御神體，供奉在本殿之中。 本殿的外側有著各式的鳥居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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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鳥居是神社的入口，但一間神社不一定只有一座鳥居，神社內的不同區域都會

有鳥居，每經過一個鳥居就代表進入不同等級或功能的區域。舉例來說許多神社都

有「一之鳥居」、「二之鳥居」、「三之鳥居」的存在，數字愈大代表愈靠近主殿。 

 

 

四、日本佛教 

西元 6世紀，佛教從印度經由亞洲各地傳到了日本。奈良和平安時代這兩個時

候慢慢逐漸發展，並且是佛教傳道日本的其中一個分支，傳到日本的主流是大乘佛

教。乘教法上會有大小乘的區別，原因是利己與利他上的差別；像是若能做到無

私，順利成佛的教義則稱之為大乘；若是只追求自身利益，便是小乘。在《法華

經》當中譬喻品裡，把聲聞之道3(佛教術語，譬喻成了「羊車」；而將修菩薩道知

人，稱為「大乘」，由於普度眾生相對較多，因此以「牛車」稱之。在佛教當中，有

一種「輪迴轉世」的概念，相信著人們死後會再重生的說法。雖然生死輪迴是痛苦

的，可是佛教的認知當中認為可透過進行自身修行來減少困擾自己的事和慾望以達

到開悟，藉以能夠脫離輪迴。 

 

在佛教開始傳到日本之前，神道教即為日本固有的宗教信仰。而佛教能被日本

成功地接納，是因為支持佛教的豪族「蘇我氏」，打敗了反對佛教的「物部氏」不過

神道教的信仰沒有因此消失，於佛教傳入後到現在，日本建立同時信仰兩種宗教的

文化。 

 

第三節 各寺廟與神社之起源 

如同研究架構所言，本組利用「共通點分組法」將具有共通點的廟會以及神社

                                                       
3 聲聞之道:佛教術語，以佛陀為老師，遵守佛陀的言傳身教，得沙門果之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88%E8%89%AF%E6%99%82%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5%AE%89%E6%99%82%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5%82%B3%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8%8F%AF%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8%8F%AF%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B0%E9%97%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A9%E8%96%A9%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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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類成為一組，目的在於找出差異，本組認為被分類為一組的廟會以及祭典因共通

點而牽連在一起，若當中經過研究發現有不同之處，想必最能對比二者的差異，而

本組會想加以探討各寺廟與各神社之起源，原因是因想從歷史的角度切入，找出究

竟是有何種歷史的影響，造就現今各寺廟與神社當中的廟會與祭典的差異，隨後則

會進行其寺廟以及神社當中的廟會與祭典之一是分析，而下列表格為「共通點分組

法」之分組依據。 

 

表 2-3-1台灣寺廟和日本神社之共通點 

共通點 台灣 日本 

祭拜大自然之風神 風神廟 龍田大社 

祭拜財神 天王寺財神廟 西宮神社 

神明是魚的化身 台東萬善廟 大魚神社 

祭拜寵物們的神 新莊虎爺宮 函管湯倉神社 

歷史相當悠久 開基天后宮 出雲大社 

 

而為了更加精確探討其差異部分，除了上述表格當中的廟宇以及神社之外，還

特別加入了三大有名廟會中的廟宇以及三大有名祭典中的神社。 

 

表 2-3-2三大台灣寺廟和日本神社 

台灣 日本 

大甲鎮瀾宮 神田神社 

台東玄武堂 八坂神社 

台湾東隆宮 大阪天満宮 

 

一、風神廟與龍田神社之起源 

(一)風神廟 

台南的風神廟是全台灣唯一一個祭拜風神爺的廟宇，主祀是風神爺，配祀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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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水神、雷公、電母。這些掌管大自然的神明最受人們敬畏的是，掌管風的風

神爺。古時候的人們有時會因為風的強弱而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因此認為風是有

神控制的，清乾隆 4年(西元 1739年)，臺灣最高行政長官道臺鄂善因臺灣四面環

海，為求風神的庇護於是在南河港右安瀾橋邊，建廟專祀風神爺，讓航海的人們更

加地放心，也因如此風神廟，特別受航海之人、漁民的祭拜。 

 

(二)龍田神社 

距今約 2100年前，第 10代-崇神天皇時代，在日本國內歉收和瘟疫肆虐日本各

地之際，天照大神出現在崇神天皇的夢中，並給予崇神天皇神旨，「把神社建在能看

到朝陽的方向、在夕陽下有遮蔽的龍田立野的小野，如果按着這些規矩建造神社的

話，那麼農作物將豐收，瘟疫也會消退。」龍田神社當初就是這樣被創建的。 

 

二、天王寺財神廟與西宮神社之起源 

(一)天王寺財神廟 

位在新竹的天王寺財神廟擁有著全台最早建造的財神廟，新竹市「天王寺財神

廟」中的金身打造是因一位叫高騰的男子，在二二八事件當中因為暴民所帶來的暴

動而受傷，其後高騰派傭人向神明求助，並順利從神明身上得到了靈符一道，而高

騰服下後漸漸地就自然康復，其後財神爺托夢給了高騰，希望高騰雕塑出該金身並

供奉，於是從台北市廣州街開始，後來又改至桂林路、民權西路，最後於民國六十

三、四年左右，確定位置於新竹古奇峰山麓。 

 

(二)西宮神社 

惠比壽大神開始被信仰也在日本各地廣為流傳，並在位於日本的兵庫縣裡的西

宮市建造了惠比壽神社的總社，而惠比壽大神的起源要從日本神話故事中開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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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根據日本神話，惠比壽大神是由打造天地的神明伊邪那岐和伊耶那美命最初所

產出的孩子，而因長相極為不同，顧被認為是畸形兒而被人們用蘭草束成的葦舟漂

流放逐，最終漂流到了西宮後被供奉成了夷三郎大明神，同樣也是海之守護神。 

 

 

三、台東萬善廟與大魚神社之起源 

(一)台東萬善廟 

又稱為旗魚神廟，之所以叫做旗魚神廟是因為在 1979 年時，萬善廟還是一個簡

易的鐵皮屋時，該廟廟婆的丈夫，自己親自向萬善爺祈求希望能在出海後補獵到能

養家糊口的旗魚，要是成真的話便會幫助萬善爺安置金身(當時的萬善爺只是一塊神

祖牌)，結果隔天出海後捕獲數尾超過百斤的旗魚，為了兌現承諾就前往花蓮尋找雕

刻師，但是他卻不知道神明的樣貌所以都無法向雕刻師說明如何雕刻，結果雕刻師

卻說早在他來之前就已被託夢告知三日後會有人向你委託雕刻自己的金身，一連串

讓人難以相信是巧合的事情就這樣發生，這便是旗魚神廟的傳說。 

 

(二)大魚神社 

大魚神社原本是因為神明救人的事蹟被興建的，古時候大魚神社的神明在佐賀

太良這個地方響應了一個惡人的請求，隨後被救助的惡人改過向善，並興建了現金的大

魚神社，至於為什麼是大魚，則是因為當時神明的形象是以大魚的生物形象出現給予幫

助，現在大魚神社則被當地居民用於祈求出海的平安和魚貨的豐收 

 

四、新莊虎爺宮與涵管湯倉神社之起源 

(一)新莊虎爺宮 

古時候的人認為老虎這種猛獸是神明部下的化身，被降伏的老虎是會保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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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聖獸，經過土地公、城隍爺認可的老虎是被大家稱作虎爺的存在，虎爺也是各種

廟會活動的領頭者，負責為神明開路的就是被降伏的虎爺，老虎跟一班的動物一樣

都會愛護自己的小孩，因此也有許多村落的人拜虎爺做自己小孩的義父，虎爺也有

一說是，虎爺是能招財的，在虎爺的神龕旁邊擺設一個水碗，並在水中放錢用來養

水，這是因為虎爺能咬錢來，信徒可以拿等值錢幣換取水內的錢帶回家，並放在紅

包袋內便可以生財，以虎爺為主祀神的廟宇，則是新莊的虎爺宮。 

 

(二)涵管湯倉神社 

湯倉神社裡供俸的是藥師佛像，這是因為湯倉神社的起源跟醫療有關，所以供

俸藥師佛像，古時候在湯倉神社附近的地方，有一位樵夫發現了那個地方有讓人恢

復身體健康的熱水，於是肩膀痠痛的時候樵夫都會去那邊進行水療，為了感謝這個

有溫泉的地方，樵夫設置了佛像和祠堂。除了這項神蹟，湯倉神社個地方還救助過

名叫千勝丸的九代蕃主。千勝丸幼年時得了當時的大夫都沒有能力救助的病，當時

是因為得到了神明的指示有幸發現湯倉神社的溫泉才得以獲救，為表感謝之意也將

祠堂改建成更為氣派的樣子，也安置了更大的藥師神像。 

 

五、開基天后宮與出雲大社之起源 

(一)開基天后宮 

開基天后宮又被人叫做小媽祖廟，相較於大天后宮大媽祖廟規模較來的小。開

基天后宮也是一般大眾在祭拜的媽祖廟，創建時間可追溯到荷蘭時期，這也是台南

府城最早就被興建的媽祖廟，現在被台灣列為國定古蹟。鄭成功打下荷蘭人的赤崁

樓後，興建了此廟，蓋廟的磚頭也是來台的艦隊送來的，廟是供奉隨著鄭成功來台

的媽祖神像。因此有「船仔媽」的稱呼。這是來台第一個蓋的媽祖廟，故以開基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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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時候，清軍來台，康熙皇帝封媽祖為天后，因此改名為開基天后宮隨後

有人修建改體制，這讓開基天后宮的規模又更大了，也多了一座觀音像在殿內供

奉，這尊神像也是府城三大觀音之一「傾聽觀音」，齊名的兩尊則是位在祀典武廟與

大天后宮內。 

 

二戰期間受到戰火波及的廟身建築，也在居民們募資重建下恢復了新的樣貌。

在日本的皇民化運動下，台灣的許多民間信仰的小廟都被日本拆除了，但因為開基

天后宮歷史久遠的緣故，日本人因此不敢隨意拆除，開基天后宮才得以保存，被拆

除的小廟也輾轉來到開基天后宮尋求保護，二戰結束後受到保護的廟宇開始紛紛與

開基天后宮結為「交陪境4」。 

 

(二)出雲大社 

八雲密佈的出雲之國之所以被稱爲神之國、神話之國，是因爲祭祀諸神的古老

神社至今仍坐落在各處。其中心就是祭祀大國主大神的出雲大寺。大國主大神在日

本廣被稱爲「大國之神」，在日本全國很多地方都舉行祭祀大神在各地區所展示的各

種神德，也被衆多的神名所稱頌。 

 

其神名之一就是「所造天下大神」。它源於日本的遠古神代，與日本的大和民族

同甘共苦，開拓國土，這也就是日本「建國」的大業。大神在建國的過程中，從農

耕、漁業、殖產到醫藥之路，賜予了日本人們生存所需的各種智慧，並給予很多幫

助。對這些慈愛之心的感謝分別表現在每一個神名的由來。 

 

現在作爲「姻緣之神」廣爲人們所仰慕，這種「姻緣」不僅是男女姻緣，也是

使生活和生活更加豐富和繁榮的寶貴結合。而且在日本悠久的歷史中，一直關注着

                                                       
4 交陪境:在府城及五條港廟宇之間互相結盟往來，皆以境名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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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的腳步，並結下看不見的姻緣的就是大國主大神。 

 

大國主大神通過國家建設建立的國家是所有事物都豐富、有力地存在的國家。

大神在建立國家後，將建立起來的國家奉還給我們日本民族，因此天照大御神對國

家建設大業感到高興，並衷心感謝，希望以後世間顯而易見的世界政治將由我的後

代來承擔，並對大國主大神說:您掌管看不見的世界，並在那裏工作的「繫結「靈力

來引導人們的幸福。另外，您的住處叫「天日隅宮」，和我的住處一樣，柱子用高大

的木頭，板子用厚厚的木料砌成。 

 

大國主被告知了這樣，因此大國主大神便掌管着看不見的世界。神明們則按照

天照大神的命令，高天原諸神聚集在一起，爲大國主大神在宇迦山腳下建造了宏偉

的宮殿。讓大國主大神永世安息，大國主爲人們的幸福奉獻慈愛這點，大家至今仍

深信不疑。這座莊嚴的御舍以天日隅宮爲首，一直被人們稱爲天日隅宮，現在被稱

爲「出雲大社」。 

 

六、大甲鎮瀾宮與神田神社之起源 

(一)大甲鎮瀾宮 

對於大甲鎮瀾宮大家的俗稱是，大甲媽祖、大甲媽。大甲鎮瀾宮的由來可以追

溯到西於 1730的清雍正年，當時位於福建湄洲的林永興，從福建湄洲的媽祖廟恭請

媽祖渡海來台，與他的家人一同來台開墾，來台之後林永興將媽祖安駕於自家的客

廳，由於過於靈驗，開始有各地的信徒前來，在取得媽祖和林永興的同意後於西元

1732年，在台中市大甲區新建媽祖廟。西元 1730改媽祖廟為天后宮，隨後西元

1787年改建，通過多名宗教人員的請願改建後，取名為「鎮瀾宮」，希望媽祖能以

天后的神力鎮海安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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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田神社 

又稱神田神明，根據民間傳說，西元 730年由大己貴命的子孫，真神田臣於現

在日本東京的千代田區大手町創建之神社。而後西元 940年，承平天慶之亂中敗下

陣來的平將門，是一位叛將對朝廷來說更是如此，理所當然的被朝廷斬首示眾，斬

下來的首級被掛在了京都的牆門上。也因如此，世間上開始流傳平將門因為心有不

甘，因此頭顱憤怒地飛到了埋了他屍體的將門塚，隨後將門塚周圍就發生一些常人

無法理解的怪事，大部分的居民都是認為是平將門的鬼魂心有不甘想要報復，基於

日本的傳統習俗，遇到這種情況是要安撫亡魂的，於是將「平將名門」作為神明來

祭神，此後平將門被後人廣稱為神田明神。 

 

家喻戶曉的戰國武將包括太田道灌、北条氏綱、徳川家康這些戰國時代的大名

等都對神田明神十分尊敬。特別是德川家康信仰之深，於是便在西元 1600年關原戰

爭勝利以後就在這裏進行了參拜。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勝利的那一天正好和神田神

明的神田祭是同一天。此後，神田神明成為象徵德川家好運的神社，一直被信徒所

崇拜著。西元 1616年將神社改建到現今的地址，目的是要保護江戶城的的「表鬼

門 」，並期望著神田神明能作為當地的「守護神」，保護著江戶地區的繁榮，從此江

戶生活的人們包含幕府的武士們都稱神田神明為「江戶總鎮守」。但遺憾的是，朝廷

還是覺得平將門是為叛國賊，直到烏丸光広跟天皇請奏於，當時的天皇才將平將門

去除汙名，因此歷史紀錄上從此改成了「平將門非朝廷的敵人」還給了平將門一個

清白。 

 

進入明治時代，神田神明更名為「神田神社」，且作為東京 12主要神社「舊准

敕祭社」，和東京有影響力的神社「東京府社」之一。西元 1874年明治天皇首次參

拜神田神明，神田神社就此繁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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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東玄武堂與八坂神社之起源 

(一)台東玄武堂 

玄武堂供俸的是寒單爺，寒單爺一開始是透過信徒帶過來的，寒單爺的神蹟在

某次的颱風過後被世人發現，當時颱風過境信徒於是向寒單爺詢問是否要一起去避

難，但寒單爺未允許，出於不得已只能將寒單爺留在原地等風雨過後再回來祭拜，

當風雨都過去之後，信徒們看到只有寒單爺的居所毫髮無傷，台東至此開始流傳寒

單爺的神蹟，從此開始寒單爺輪流被信徒祭拜著，決定爐主的方式是傳統的擲筊。

西元 1949年寒單爺隨著一同被迎請過來的王天君、太子爺神像一同供俸。西元

1989年當年的爐主決定提供自宅改建成玄武堂供各位民眾參拜。 

 

(二)八阪神社 

在慶應 4年 5月 3日(在元治之後、明治之前)，也就是西元 1868年 5月 3日，

神祇官(日本處理神道事務的官員)將原本感神院和祇園社的舊稱取消，更名為現今

大家熟悉的八坂神社。八坂神社的起源眾說紛紜，較為世人熟悉的是高麗使節和南

都的僧侶。 

 

西元 656年從朝鮮來拜見日本朝廷的使節伊利之，將坐鎮於新羅國牛頭山的素

戔嗚尊獻給當時的齊名天皇，齊名天皇並將素戔嗚尊移駕到，山城国的愛宕郡裡的

八坂郷進行祭拜侍奉。另一說是，貞觀 18年南都圓如體系的僧侶成立了門派，侍奉

藥師如來、千手觀音等神像。傳聞西元 656年 6月 14日祇園神在東山的山腳祇園林

現身，於是僧侶們並在祇園林建了八坂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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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台灣東隆宮與大阪天滿宮之起源 

(一) 台灣東隆宮 

東港東隆宮主神溫鴻，生於西元 609年，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人，適逢於西元

627年也就是唐朝的貞觀年代，唐太宗微服出巡時，危險之時受到溫鴻和跟朋友共

三十六人的幫助，於是唐太宗一併賜予他們進士，且皇帝任溫鴻為山西知府，到任

施政頗受人喜愛。後來時值鄰近地方賊人作亂，使得人民生活困苦無力，官兵出剿

無功而返，正當苦惱之時，唐太宗便命溫鴻統率軍討伐，三十六進士帶著精兵一同

剿匪。溫鴻擒賊先擒王先將賊首討伐，之後群賊無首便四處逃竄。溫鴻回朝後，便

被封王爺，這便是王爺這個名字的由來。 

 

天下太平後三十六進士受唐太宗指示，要其前往天下各處宣揚大唐朝的威德，

在一次出巡時不幸遭遇海難，三十六進士無一倖免，後來在倖存的水手口中得知，

在三十六進士罹難時，周圍仙音環繞，海面出現整片紫氣，這時人們便認為這一定

是溫鴻從人類之軀解脫成為神明了，唐太宗聽聞此訊，也跟著相信他就是成神了，

於是追封「代天巡狩」，並為他建立了一艘大船命名為溫王船，並宣告溫王船經過之

地百姓必須要殺羊、宰豬、設置祭典，來慰藉溫王。而在溫王爺之後便常於閩浙沿

海之地顯靈，當其他船隻在海上遇險時，看見船桅懸掛旗幟上寫著溫的大船現身，

立刻風微浪穩，自此後溫王船所到地方必定會庇護人民，這便是溫王船的傳說。 

 

因為台灣一開始人煙稀少，溫王爺並沒有出現在這個地方過，不過在鄭成功的

祖先與清朝統治過後，來台定居者與日俱增，捕魚維生的漁民將溫王爺作為精神寄

託，而中國的福建漳、泉州人居住東港時都會供奉溫王爺祈求安全，而距今約三百

多年前，在東港的岸上看見神木，人們相信是溫王想在台灣定居，便用神木建廟，

並命名東隆宮，這就是台灣溫王信仰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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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阪天滿宮 

在奈良時代(西元 650年)時，也就是在孝德天皇要建造難波長柄豐崎宮時，這

裡有一座名為大正軍神社的神廟，是保護城市西北部的神靈。在這之後這裡被稱為

大將軍之森，而後也被稱為天神之森，而在平安時代延喜元年(西元 901年)，天神

宮的主祀神，菅原道真在朝著太宰府的走去的路途上在這座大將軍神社祈求旅途的

安全與順利，而後道真便在太宰府去世，在差不多五十年後，在這大將軍神社之前

的某一晚突然生長出七棵松樹，據說樹梢每天晚上都會發光，聽聞此事的村上天皇

便下令在這裡再建造一個神社，並讓其主要祭祀菅原道真，在此以後的一千餘年

裡，祂不僅受到大阪市民的崇敬，也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推崇。 

 

然而這故事裡沒提到的是菅原道真是日本傳說中的三大怨靈之一，因此天滿宮

興建的原因是為了鎮魂，在祂心有不甘地死去之後，朝廷裡開始有人離奇的連續死

亡，死亡的名單還包含當時的醍醐天皇與其皇孫，京都的民間也開始流傳道真的怨

靈開始復仇了，最讓世人害怕的事之後的「清涼殿落雷事件」。 

 

在那時醍醐天皇正在與臣民正在殿內探討如何解決旱災。在午後愛宕山烏雲密

佈，圍繞整個京都，雨勢滂沱，隨後閃電接連擊中紫宸殿、清涼殿，引發火勢。在

這場意外中，大納言藤原清貫被落雷打中直接死亡，而有許多人也燒死或被雷劈

死。那時慘叫呻吟四起。醍醐天皇幸運逃過一劫，但在幾個月後不幸病死。此事讓

世人相信怨靈道真變成雷神前來復仇，朝廷因而復其榮譽，且在本就供奉雷神的北

野地區興建神社祭祀道真，賜封「天滿大自在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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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寺廟與神社之儀式介紹 

一、風神廟與龍田神社之廟會和祭典 

(一)風神廟 - 廟會 

台南府城廟宇眾多，廟會遊行是相當常見的民俗活動。根據傳統的道教文化，

廟宇廟是會互相往來聯絡的，神明之間也會互相的交流。風神爺是主管風的神明，

而風是沒有國界和地域限制的，因此在台南可以看到許多廟宇跟風神廟有互相來

往，而神明間的來往也被稱為看戲，想要邀請風神爺看戲必須經過一些儀式和祭拜

的手續，才能叩問風神爺是否願意前往。一般而言，邀請的流程大約如下： 

 

「敲鍾鳴鼓，神轎進門，祭祀風神爺，擲茭請示，風神爺上轎，正門出廟」，但

因為和風神爺往來的廟宇相當的多，所以風神廟其實供奉著九尊風神爺，神像的形

體有大尊有小尊，廟方則是會看邀請的廟宇規模大小，來決定要請示何尊風神爺看

戲。 

(二)龍田神社 - 風鎮大祭 

此慶典包含著讓所有生物都獲得豐碩成果的願望，是祈願風神防止颱風和洪水

等的活動。是和例大祭意思相同的慶典，也是全年祭祀中最重要的。活動從節日一

週前到前一天，從一天兩次的御膳祭5開始，並在祈願日的第 7天舉行風鎮大祭。慶

典結束後，舉行舞會、民舞等向神奉納活動，隨後供奉「風神煙火」，作爲風鎮大祭

的結束。 

 

風鎮大祭的活動有:龍田神樂奉奏、居合吟詩劍舞奉納、風神太鼓奉納、河内音

頭・民間舞蹈奉納、風神煙火奉納。龍田神樂奉奏是指巫女們在在拜殿獻上神樂奉

奏，並乞求民眾能過的安居樂業。居合吟詩劍舞奉納是以吟詩和劍舞，展現了從靜

                                                       
5 御饌祭:供奉早餐、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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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動的美感獻給神的活動。安岐風神太鼓奉納是由同樣祭拜風神，位於岐阜縣中津

川市的風神神社所演奏的風神太鼓奉祀。河内音頭・民間舞蹈奉納是以拜殿前廣場

上立著的蓮燈爲中心，隨著音樂會開始跳起熱鬧的民舞。 

 

因爲任何人都可以參加，所以男女老少都有很多人在一起跳舞。音樂結束就是

風神煙火奉納。風神煙火奉納，向神供奉「風神煙火」，這是獻給神的盛宴。火焰的

強大又美麗的姿態吸引著人們的視線，男人們赤裸上身，女人們也穿著白色的勞動

服獻上煙火，參加的人們被飛濺的火花多少會燙傷，但這種傷勢被參與的民眾們視

為「印記」。最後像瀑布一樣放煙火後，龍田大社司儀進行煙火奉納，並蓋章結束風

鎮祭。 

 

二、天王寺財神廟與西宮神社之廟會和祭典 

(一)天王寺財神廟 - 三田都千歲聖誕 

三田都千歲俗名雷萬春，在兄長雷海青舉薦下成為河南節度使張巡麾下，具有

勇氣且十分好戰，並且精通書籍，雷萬春因為英勇的事蹟被封為「威烈忠靖侯」，人

們奉雷王爺「雷霆驅魔大將軍」，台灣人民則稱其為『三田都千歲』。 

 

每年農曆 10月初一為三田都千歲（太子財神）的聖誕神明聖誕來臨之時，儀式

通常為子時，以花和水果，香、金紙等來參拜，除此之外不可或缺得像是和「壽」

有關係的食品，像是壽桃、壽龜等等，而壽桃、壽龜是以糯米為原料製作而成，除

了備齊祭品外，信徒們還需要奏樂唸經，同時兼具了莊嚴歡和樂的氛圍，而說到三

田都千歲聖誕的廟會，於天王寺財神廟附近進行酬神戲，另外還有舞龍舞獅、各個

神將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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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宮神社 - 十日戒 

十日戎祭典，9號開始起跑稱為「宵戎」，重頭戲「選福男/福女」活動會於 10

號「本戎」當日登場，而在西宮神社的十日戎祭典，從 8號便開始醞釀祭典的氛

圍，會運兩尾約為長 300公尺、重達 300公斤一公一母的黑鮪魚， 被運到拜殿供

奉，這兩尾鮪魚又被稱為「招福大鮪魚」，近年來越來越多人在招福大鮪魚的頭上或

背上，放上賽錢（把錢在大鮪魚身上）或是許願木牌，貼滿數萬枚賽錢的大鮪魚，

成為西宮神社十日戎祭典的不可錯過經典之一。 

 

在 9號的「宵戎」則可看來自有馬溫泉藝妓們的獻湯式， 有馬溫泉商會的人運

送金泉，倒入桶內， 約莫 50位藝妓們扮成湯女，伴隨鼓聲獻上湯揉表演，藉由湯

揉的動作調降溫泉的水溫，再倒回角樽獻給惠比壽老人，這一天將會在深夜 12點緊

閉大門，在莊嚴的氣氛下準備 10號的重頭大戲-選福男。10 號的選福男則於早上六

點開始，抽選名額為隊伍的前 1500位，其名額卻只有少少的 258名，並且要通過嚴

格的服裝檢查，服裝檢查有兩項標準第一個為一定要穿有鞋帶的球鞋，第二個則為

和身適合的服裝，切勿奇裝異服，再來得簽上類似合約書的«參加心得書»，若是搶

到福男之位，就有榮幸在這一年間參加神社各項活動。10 號的選福男祭典活動簡單

來說那就是比誰跑得快！而 11號為「殘福」，民眾們通常會更加把握最後一日買一

些吉祥好物 可趁最後一天買到附上小扇子、或是小槌子、小金幣或鯛魚裝飾(稱為

吉兆或子寶)的竹葉，參加十日戎祭典沒有拿到竹葉，那種感覺好像沒參加十日戒一

般，可建竹葉在十日戒祭典中也是相當重要的東西。 

 

三、台東萬善廟大魚神社之廟會和祭典 

(一) 台東萬善廟-旗魚祭 

萬善廟會於每年 10-11 月正值旗魚盛產期時舉行旗魚祭，到時萬善廟的旗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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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同參加遶境，在當地也有了信徒撫摸旗魚神像的傳統，撫摸時會唸著當地的諺

語「摸你旗魚頭乎你好彩頭、摸你旗魚肚乎你載滿肚、摸你旗魚尾乎你抓通尾」，而

這個旗魚季想當然就是為了祈求今年海產抑或是旗魚的豐收。 

 

(二)大魚神社-千乃燈籠祭 

每年 8月中旬都會舉辦一個名為千乃燈籠祭的祭典，在八月的時候全日本會統

一進行孟蘭盆節，類似於台灣的清明節，而這個千乃燈籠祭是從孟蘭盆節衍生出來

的祭典，他們會在岸邊點起接近千盞的燈籠，放出的燈籠是為了緬懷亡者，再者就

是祝福在海上工作的人風平浪靜平平安安，當然也在祈禱亡者祝福他們今年的漁獲

豐收，原本在以前他們放燈籠是為了要指引海上的漁夫們，直至今日演變成富凡諸

多意義的祭典。 

 

四、新莊虎爺宮與涵管湯倉神社之廟會和祭典 

(一)新莊虎爺宮 

吃炮即是用鞭炮往神轎丟過去，或事先在神轎下先行放置鞭炮在點燃兩種較為

居多，在台灣可以說是一種常見的儀式。而新莊虎爺宮為上述的後者，信徒以虔誠

的心來迎接神轎，並且相信鞭炮施放的數量多寡，會影響明年的運氣，所以通常是

越多越好。虎爺以吃炮來展現神威，但吃炮並不僅是我們表面上看到的那樣，而是

藉著承受鞭炮點燃後的高溫，代表著神明敢於承擔、不懼苦難的精神，同時也代表

將所有的苦難由己身承受，來換取大家的安居樂業。 

 

(二)湯倉神社 - 例大祭 

湯之川溫泉發祥地湯倉神社每年 9月 7日~9月 9日都會舉辦例大祭。第一天的

宵宮祭(感謝神恩的祭祀活動)和第二天的本祭中，都會表演被指定為國家重要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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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文化財產的傳統舞蹈「松前神樂」6和「浦安之舞」7，能夠自由參觀。第二天會舉

行神轎的繞境，在湯之川溫泉街週邊緩步前行。期間內有很多攤販，非常熱鬧。能

感受到人們的熱情和祭神的莊嚴氣氛的祭典。除了設有免費停車場外，離函館市電

的車站也很近，交通非常便利。 

 

五、開基天后宮與出雲大社之廟會和祭典 

(一) 開基天后宮 - 送天師遶境 

張天師本名張道陵，在東漢時期創立了五斗米道(正一道、天師道)。後人稱其

為天(祖)師，而其子其孫共三代通稱三張或三師。因世襲制的關係，只要張姓就能

稱為「張天師」。政府正式承認天師的稱號是從元朝開始。  

 

農曆年末到來，一般地區主要以寫上天師名號的紅紙或者張天師的畫，作為醮

典8的監督者，不過台南地區會真的請張天師的神像出來，與其他地方相比極具特

色。到了醮典的尾聲還必須要「謝燈篙」，才能說是圓滿。而《安平縣雜記》中所記

載的：「建醮前數天，必請天師；建醮後數天，必送天師。」象徵有我們送禮必有還

禮、有迎必有送，有如台灣人的生活態度。送天師因其陣容盛大常被台南地區所注

目，而主辦醮典的廟宇會進行「交陪」，也就是邀請其他廟宇來為自己站台，一同歡

慶、出轎，而交陪廟宇會因為面子的問題，通常會讓自己的陣頭陣容看起來非常壯

觀，也會表演各式各樣的陣頭，因此送天師最精彩的地方就是這裡，廟與廟之間的

種種互動，都能夠讓大家一飽眼福。 

 

                                                       
6 松前神樂:據說是距今約 350年前松前藩感謝神明賜與自然恩惠的儀式 
7 浦安之舞:古文中浦為心，安為平靜之意，意即心靈的安寧，是為了祈禱和平而製作的神樂 
8 醮典:醮或醮典為道教祭典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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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雲大社 - 神在祭 

每年舊暦 10月 11日到 17日，因日本的神明總共有八百萬尊神明在這個月都聚

集在出雲，所以在日本其他地區的農曆 10月神就出門不在家，人們稱其為「神無

月」，但是出雲的人正好相反稱其神在月。全日本大部分神社在 11月幾乎不舉辦祭

典，只有出雲地區的神社依然有許多重要祭典。據說在當時掌管全日本土地的大國

主命為了開拓土地，而讓自己的孩子到各個地區，且孩子們固定每年會再次回出雲

地區，和大國主報告情形和商討明年的計畫。 

 

而大國主所發起的議會，其主題是人的姻緣與運勢。不一樣地區卻能讓陌生的

兩人能夠相遇並且結為良緣，都在這裡定案的。所以出雲大社又被認為是結緣之

神。而出雲大社在日本也是求緣最靈驗的神社之一，在神在祭舉辦的期間，出雲地

區的旅館經常客滿。 

 

議會告一段落後，眾神會移駕到佐太神社在持續開會到 10月 26日，但有個例

外的地方是長野的諏訪大社，傳說是指在諏訪大社龍神體型太過巨大，出門一趟太

費力，且怕祂會嚇到其他的神，所以可以不用特地來出雲。「神在祭」雖說是祭典，

不過事實為眾神開會日，這段時間要禁止載歌載舞不能吵鬧。而這正好和以動為主

的祭典相反，所以神在祭也稱為「御忌祭」。在這段期間人們必須要簡樸的生活、吃

齋，為出雲一年中數一數二重要的月份。出雲大社有獨特的參拜禮儀為「二禮、四

拍手、一禮」，與其他神社相比多了兩次合掌，這點需要特別注意。 

 

六、大甲鎮瀾宮與神田神社之廟會和祭典 

(一)大甲鎮瀾宮 - 媽祖繞境 

遶境指的是神明固定每年查訪其管區的意思，為台灣廣為人知習俗，遶境隊伍

不論貴賤、貧窮，大家都只是一位信徒且自發的參加。而參加的理由大部分為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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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祈求安全健康、或還願，以長途跋涉來報答神明的恩惠。 

 

主要儀式有祈安典禮、上轎、起駕、駐駕、祈福、祝壽、回駕及安座等八大典

禮，祈安典禮為向媽祖稟告進香相關事宜並祈求進香活動圓滿，通常在出發前一天

舉辦。上轎是將湄洲媽祖、正爐媽祖、副爐媽祖共三尊媽祖迎請入神轎。而起駕時

間通常為晚上零點，只要時辰到了，馬上點燃三響「起馬炮」，整個遶境隊伍就往新

港出發。經過三天兩夜到達新港奉天宮，請媽祖入廟後就會舉辦駐駕典禮而其意義

在答謝媽祖的保佑。祈福典禮顧名思義就是祈求帶來福運、消災解厄。祝壽舉行在

第四天，此為遶境活動的精華，還會和媽祖「擲筊」來確定回駕時間，回駕時間確

定好後，信徒也會繼續跟隨媽祖回到大甲這時通常為第八天。遶完市區後，就會返

回鎮瀾宮，進行行安座典禮，感謝媽祖保祐遶境圓滿達成，長達九天八夜的遶境活

動來回大約三百四十公里多的旅程，是台灣人一生都該體驗一次的活動。 

(二)神田神社 - 神田祭 

神田祭固定兩年舉辦一次，且傳承超過 400年歷史的祭典也被稱為「日本三大

祭」和「江戶三大祭」之一。，也是東京最負盛名的一大慶典。 

 

其原由為江⼾時代（西元 1603〜1867年）慶祝當年德川家康在戰場上獲得勝

利，這場戰役為日本史上的轉捩點，讓日本獲得了 250年之久的和平。由於神田祭

是慶祝戰勝之祭典，其遊行隊伍受到將軍保護，且將軍居住的江戶城對外開放，所

以也被叫做「天下祭」，而「天下」即「將軍」之意。當時因祭典的規模過大，顧慮

到慶典過於豪華鋪張江⼾時代的將軍定下規定，陽曆的奇數年才能夠舉辦大型的祭

典，而偶數年慶典與之相比規模小了些，這個傳統的規定也延續至今。 

 

為了宣傳江戶總鎮守的威名，所舉行的神田明神的祭典，據說在德川時代就已

經有了神田祭。那時神田祭的遊行隊伍就是被准予進入江戶城的大型隊伍之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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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 36台以上的豪華的拖車陸陸續續進入江戶城，以將軍開始和其眾多的女眷都會

出席觀賞，此時絢麗精彩的表演，也被鉅細靡遺地描寫成圖畫、詩歌、祭祀日記，

讓後人得以之道是多麼盛大的場面，讓人忍不住想要一睹為快。 

 

通常會在每年 5月 15日前後的周六舉辦「神幸祭」，由供奉給神田明神的三座

鳳輦9神轎為首，帶領氏子們巡迴 108個町會，為每個町進行消災解厄的儀式，遊行

過程中會穿過日本、神田橋、丸之內及大手、秋葉原等處。隊伍一般於上午八點從

神田神社出發，總共分成三個隊伍，下午一點左右會在日本橋兩國舊御假屋（東日

本橋站附近）休息並進行儀式。直到兩點二十分左右下午的儀式開始之前，在此能

同時觀看到三座神轎，隊伍中有各式各樣的花車、屋檐上掛有鳳凰等裝飾物的神

轎、乘坐在馬上的神官，在東日本橋附近會有四位女司，和扮演少女的表演者拿著

花在這作法事。休息過後會再繼續巡行，於下午四點左右抵達日本橋三越百貨本

店，在過程中還會增加神轎、山車、武士等隊伍一同參加慶典遊行，隊伍的規模會

擴增成為千人以上。屆時整個東京都心都會沈浸在祭典的歡愉氣氛中。巡行隊伍回

到神田明神大約晚上七點左右結束。 

 

周日這天舉行「神轎入宮」，神田神社會有將近 100台的神轎聚集而來，相對於

神幸祭是以神轎出巡徒步巡迴氏子町會進行儀式，神轎入宮則是各町會的神轎以神

田明神為目的地，依序進入神田神社參拜神田明神。各町會的神轎也會在自己轄區

內進行出巡，為自己的轄區消災解厄。為期 7天的神田祭祭典，讓許多人前來東京

觀賞祭典、享受美食，體驗神田祭的氛圍。日本人民也相信，神田祭的遊行隊伍能

為所到之處的居民帶來幸福、消除災難。 

 

                                                       
9 鳳輦：屋形上飾有鳳凰的神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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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東玄武堂與八坂神社之祭典和廟會 

(一)台東玄武堂 - 炸寒單爺 

寒單爺這一詞的來源，其中流傳較廣者的說法被分為成三類，其中包括有：

一、寒單爺為趙公明。傳說趙公明為漢代人，陪張天師一同煉丹，而其丹藥煉成之

後，若是服用部分的丹藥後就能夠得道升天，寒單爺在天界被封為「玄壇元帥」並

且同時成為了道教四大護法之一。另外小說《封神演義》當中則說明了身為商朝將

領的趙公明，跟從著商太師聞仲攻打西歧，並且多次地擊敗了周朝的將領，後來卻

被周方殺害，因此為封神榜封四財神之一，而在民間的說法稱為「武財神」，商人們

的眼裏認為若用鞭炮迎接寒單爺的話生意會就此興隆。而第二種說法為趙公明為瘟

神亦或是鬼王，此說最早出現於《搜神記》：「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鐘士季，各督

數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第三種說法則為寒單爺是無惡不作的地方霸主，其死後

在元宵節之時必須以炮炸這樣的方式來「贖罪」。 

 

台東炸寒單爺的起源約為民國 38年(西元 1949年)，當時林國德以及陳培昌和

鄭藤從南部特別請來了天王君、三太子和寒單爺等這三尊大尊的神像。採用輪功俸

制度，第一次供奉在陳培昌的家中，一直到民國 40年(西元 1951年)，此寒單爺神

像才開始由信徒輪流地供奉，就在信徒們輪流供俸之時開始有了炮炸寒單爺的民間

習俗活動。 

 

出巡的時候，寒單爺的神像會放置在「椅轎」或「軟轎」的藤椅上方，肉身寒

單爺站在神像的前面接受炮炸。沒有任何遮蔽狀態，而用肉身寒單爺到底是否在神

靈附身下被鞭炮炸呢？在過去習慣地要先向神明擲筊確認，同意之後必續禁慾齋戒

7到 10日，但是現在並無特別被限制。需要出陣時，肉身的寒單爺頭上會綁有特別

寫著「寒單爺」的紅頭巾，其目的是用來蓋住頭髮以免被炮火用到燒焦；至於臉部

則用濕毛巾遮掩住自身口鼻，以免煙塵傷害到了呼吸道；而耳朵必須要堵起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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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耳塞或是棉花，目的是為了防止鞭炮聲去傷害到了耳膜。此外，胸前必須掛著天

師印來保護身體，身上除紅色短褲之外不得穿其他一件衣服，扮演寒單爺之人，必

須靠著手中的榕葉扇，擋下投過來的炮火。 

 

上陣接受鞭炮轟炸的肉身寒單爺，需要足夠的勇氣和膽量，大多是由道上兄弟

扮演，早期的炸寒單都是沿街施炸，現今已改為定點表演，台東的炸寒單活動為民

間組織活動，歷史最悠久及最具代表性的是名為「玄武堂」的寺廟。寒單爺出巡，

民間也稱為「燒佛」或「走佛」。 

 

(二)八坂神社 - 祇園祭 

位在京都四條前的祇園神社（因其位於祉園）的地位相當的重要，為日本高達

3000多間八坂神社的總本社，而其舉辦時長一個月之久的夏日慶典「祇園祭」為日

本三大祭之一，擁有一千多年歷史的祭典活動。於唐貞觀 11年傳染病流行，居民和

其神社神明為祈禱能度過這次的傳染病疫情，「祇園祭」就這樣問世了，開始之前會

進行「神輿洗」，是傍晚遊行隊伍把稱之「大松明」的大型火炬於本殿前點燃抬到四

条大橋，以此淨化神輿通過的路線，接著神輿登場，在大橋上由神社人員以從鴨川

提取經過祈福的水灑向神輿。 

 

這是為了淨化在祭典中登場神明乘坐的神轎而進行的儀式，因為相傳被那些水

灑到會帶來好運，不少人都爭取接近儀式，慶典中又以山鉾巡行」跟「「宵山」（有

前後祭之分）被視為祭典最精采的部分。前祭為 14日〜16 日舉辦，各個地區自傲

的山鉾(藝閣、抬格)都將掛上點亮的提燈且排列於街上，並在每座山鉾中都放置著

代表神祇的雕像「御神體」。而在祇園祭中能向各個山鉾的神祇請求一個「厄除粽」

置於家裡玄關處，和台灣不同的是粽子不能吃，因為是用細竹葉做成的護符。到明

年的祇園祭為止，以保佑全家這一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每座山鉾都放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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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祛病免災」、「安産」等不同守護目的的護符，每年只有在祇園祭時的八坂神

社和各個山鉾附近販賣。 

 

17日下午 4點會舉辦神幸祭，會有數百名穿著祭典服裝的壯年男子將簇擁 3座

神輿，從八坂神社聲勢浩大地扛往御旅所、氏子町，於傍晚 6點左右回到八坂神社

的石階下宣布完成任務。而在 21日〜23日為後祭的宵山活動，攤販和人行道不被

規範呈現自由狀態，因此與前祭比較之下人潮會減少一些，後祭呈現出悠閒氣氛。

山鉾巡行裡面最大看點可以說是「辻回し」，因為大型山車底下所使用的輪子為古代

木製輪子，而到轉彎之時，必須放上青竹並且灑上水，人們再推山鉾使其轉彎，但

是每拉一次只能大概轉個 30 到 45度，幅度被限制不能太大，所以一座山鉾在一個

路口要拉個 2至 3次才能轉過去，這整個過程可說是山鉾巡行中的最大亮點不為過

了。另外 21日時設有屏風祭（屬後祭的部分），參加祇園祭後祭的山鉾町的各家町

屋，會把自家自豪的屏風搬出來讓人觀賞到 23日。而 23日設有日和神樂（屬後祭

的部分）：從晚上 8點半起，負責囃子的祭典人員會吹吹打打的向御旅所前進，以美

妙的囃子曲調和上天祈求慶典期間不要下雨使其祭典順利舉行。 

 

24日時將舉行「還幸祭」和「花傘巡行」還幸祭當中神祇所乘坐的 3座神輿將

會從御旅所回到八坂神社。最後 31日在八坂神社的鳥居上會設有茅草做製成的幸運

之環，據說鑽過這個環，然後領取護身符就可以驅走污穢。而花傘巡行因 1966年開

始祇園祭前後祭合併舉辦的關係，花傘巡行就是做為填補後祭行事而開始舉辦。藝

能色彩相當濃厚的花傘巡行和陽剛的山鉾巡行正好相反，是以京都和服小姐、祇園

地區的舞妓們等女性為主角的活動，而路線則祇園石段下（八坂神社前）→四条寺

町→寺町御池→河原町御池→四条河原町→八坂神社。 

 

在最後 31日會舉辦最後的疫神社夏越祭，夏越祭從上午 10點開始，參拜者要

穿過掛在大鳥居下的茅草做的大圓圈，目的是為去除厄氣，領取「茅之輪守」、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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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有「蘇民将来子孫也(そみんしょうらいのしそんなり)」的護符以及「粟餅」，一切都象

徵著消厄與平安。祇園祭正式畫下句點。 

 

八、台灣東隆宮與大阪天滿宮之廟會和祭典 

(一)東隆宮 - 迎王平安祭典 

屏東縣的東港鎮迎王平安祭典，是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宮舉辦的祭典，由於信徒

的參與人數與規模都列為是全台灣最大的，因此有著「北西港、南東港」這樣的稱

呼。東港人將此活動稱作*迎王。迎王平安祭典，是以大千歲為首的五位千歲爺，到

東港代替玉皇大帝「代天巡狩」，前來驅除瘟疫、驅散惡靈。 

 

此祭典是以每三年為一個循環來舉辦的，正逢丑、辰、未、戌等四地支年。並

由東港東隆宮主祀的溫府王爺來迎送五位千歲爺。多數外地人認為燒王船是迎王平

安祭典的焦點，而誤稱燒王船祭或王船祭，但事實是王船只是千歲爺們的交通工

具，燒王船是為了送神歸天所舉辦的儀式而已。 

 

迎王平安祭典是由東隆宮擲筊請示來決定的，具體流程：角頭職務的輪任→造

王船→中軍府安座→進表→設置代天府→請王→過火→繞境出巡→祀王→遷船→和

瘟押煞→宴王→送王。 

 

1.角頭職務的輪任 

在屏東東港當中有七個角頭的莊落在，因配合祭祀的活動被稱為下頭角、頂中

街、頂頭角、安海街、崙仔頂、下中街、埔仔角等等的七角頭。每位角頭皆有自己

發跡的廟宇，角頭組織的轎班，會負責五位千歲爺、溫府王爺、中軍府的神轎以及

王船器物的扛轎任務。並在送王過後的三天，同時進行七角頭的輪值抽籤，決定一

下次要負責的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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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造王船 

東港這個港口是以海業為主要的，因此許多造船師們都擁有傳統的造船技術，

這些師傅們會在期間內，盡自己的所能為造王船出一份力，因此東港的王船可以看

出地方的傳統技術。 

 

3.中軍府安座 

。中軍府是代表千歲爺先一步前來視察的神祇，往昔是以中軍府一旦到來，王

船才能開始進行建造工作。但現今造船技術的進步需要的時間比以前多，因此東隆

宮改變方式，先造船再請示中軍府來督導王船之建造。 

 

4.進表 

進表會由大總理率領著副總理惠代表全鎮的人民，跪拜並且獻文，會恭請著居

於天河宮當中的千歲爺駕蒞臨，並為了使地方帶來豐收和平安，主祭人員會開始進

行儀式後，會朗誦表文，三跪九叩首，最後進行焚金燃炮儀式，即宣告結束。 

 

5.設置代天府 

此為千歲爺臨時的駐蹕行館10，而代天府的佈置裡殿內固定會懸繫著黃色的綾

幔，並寫上「代天巡狩」四字，並放有香爐、五王椅、花瓶，及堂案上必備物品；

其設置時間大約在請王之前二至三日進行。 

 

設置完畢後，就是「王府上樑」儀式，祭拜禮儀亦按例進行，祭拜，由專人將

素粽、太極金、五榖，綁在廟埕雨棚上的中樑，儀式即完成，而焚金鳴炮開始之後

從此開始無關係之人等不得進入廟當中。 

                                                       
10 駐蹕行館:出巡時，沿途停留暫住休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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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請王 

又被稱作「請水」，是整個大平安祭典中開場儀式，東港請王的方式是以乩童來

坐上請王台的動作，然後報寫大千歲姓氏，之後東隆宮人員則會原地宣佈同時鑼鼓

大作目的在於歡迎著大千歲。 

 

7.過火 

道教儀式當中有著借火進行去穢這樣的特殊儀式，東隆宮人員會將木材分為五

堆，並且由道士執行借火把木材燃燒，目的是藉由大火產生的煙把兵將們派發至自

各處，以防鬼魅的侵入。隨後道士手持符咒、撒米和鹽以此清淨火堆，並等待隊伍

過火。進行過火時依七角頭扛的神轎，其順序為溫府千歲、大千歲、二千歲、三千

歲、四千歲、五千歲、中軍府的這樣固定順序依序必須通過火堆三次。 

 

8.繞境出巡 

第一天繞境之前的準備，王府會先「放榜」宣告著世人，宣告內容為：「崇善尊

道、諸惡莫為」。在每日千歲們出巡之時，三川門都由內司用封條貼起來，一直到晚

上回駕之時才將其撕去，其後會恭請王駕安座。  

 

9.祀王 

據古時候的記載，迎王時必定要設宴祀王，東港也是這樣的，當王駕臨之時，

早晚必需祀王一次，必須持續到送王為止，祀王所進貢的食物有，水果以及糕品、

茶、水 煙等等，也可以供俸台灣獨有的檳榔。儀式是在採古樂為主，每項食物都會

一一由大總理負責進獻藉以來表達東港鎮民對代天巡狩千歲爺的尊崇之心。 

 

10.遷船 

舉行的時間大約是落在送王之前一天下午，七角頭會分別負責王船當中各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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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中桅、船身、前、後桅等等，而內司、船身班頭、、神轎、各級總理、吹班、

轎班，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當日下午，家家戶戶都會準備起牲禮、馬草以及菜碗，目的在於感謝千歲爺及

其兵將八天來的辛苦，每戶也同時都會準備紙人的替身，來幫助家人改運，那時能

委託千歲爺將承受厄運的替身紙人帶走。並會在當夜由儀式人員在王船放置著炊

器、辦公用品，衣物、餐具日常用品、食物等等，方能讓千歲爺在回程中能不被飢

餓困擾。 

 

11.和瘟押煞 

王船正在放上獻給千歲爺的物品之時，廣場的另一端也會進行著瘟押煞這樣的

儀式，恭請代天巡狩千歲臨境出巡收邪除疫的同時，也需借用了道士的道術，目的

在於奉請各界中瘟神能夠高抬貴手。若什麼也沒發生的話，道士就在開一場，押煞

去穢的儀式，借八卦草蓆、米篩、牛角、七星劍、油鍋、掃帚、押煞旗其中所特別

付予的法力，將各界煞神、疫疾一一押上法船，就能祈求平安。 

 

12.宴王 

王駕臨在東港那刻開始，早晚都有祀王活動，而在送王當夜，代天府殿內會設

席，有著滿漢全席的菜肴，由大總理率領各總理，負責代表全鎮士農工商，呈請千

歲王享用這盛筵，以表示全鎮人民的崇聖之心。 

 

13.送王 

最後一天之凌晨二點多左右，炮聲三響，有參與送王之隊伍會依序地向鎮海公

園前進，當王船與七角頭準備完成之後，轎班以及東隆宮的人員和信眾共同合力將

一袋袋的米豆包、金紙、替身等等，放上去王船內，等待一切就緒之後，就開始恭

請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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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辰來臨時，道長會利用鋤頭開條水路，此水路會直接通往外海，火在香與金

紙的互相燃燒下，因此王船就開始被阿火燃燒，此也代表著無形的王船已經順利地

啟航，也順裡地返回天庭。在這之後會馬上偃旗息鼓，三日內都不得有鐘鼓以及戲

曲之聲，原因是因為不想讓神祇們誤會迎駕還沒結束因而藉此返回，以及不讓被羈

押過後瘟神疫鬼尋跡偷偷回來東港鎮。 

 

(二)大阪天滿宮 - 天神祭 

大阪天神祭一般在 7月 25日舉行，歷史起源於天曆 5 年（西元 951年），天神

祭由來於主祀神菅原道真的忌日，在每月 25日前後舉辦。在日本各地的天神祭中，

大阪天滿宮主辦的天神祭最廣為人知，並且和京都祇園祭、東京神田祭並列為「日

本三大祭」之一，同時也和生國魂神社當中的生玉夏祭、住吉大社當中的住吉祭並

列為大阪三大夏祭。 

 

大阪天滿宮被建造於平安時代後期的天曆 3年（西元 949年）。「天神祭」是大

阪天滿宮的一大重要的祭事，其目的更是祈求能夠封印疫病以及驅病息災和市中平

安這樣的夏日祭。從江戶時代的中期開始便成為了日本三大祭之一因此被廣為人

知，天神祭起源於西元 951 年的「鉾流」神事。「鉾流」神事就是在天滿宮前的大川

中放流神鉾11，而其漂流到的地點則就會被選為該年的御旅所12。 

 

天神祭當中重要活動則為「陸渡御」以及「船渡御」。為了讓主祀神菅原道真的

御靈能夠探查當地是否平安，因此由氏子們前呼後互擁並組成了行列，其即為由

來。而陸渡御是由相當豪華的御鳳輦領頭加上大約三千人左右所組成的盛大行列在

街上遊行；而船渡御則從天神橋一路航行來到川上，而其餘迎送船則是從川上開始

                                                       
11 神鉾:神明所使用的槍型武器 
12 御旅所:神明魂魄所休憩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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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並且以順流而下這樣的獨特形式，而大約有一萬兩千多人跟隨著。 

 

第五節 台灣廟會與日本祭典比較結果 

由於過去並未有著記載直接關聯性說明著台灣廟會與日本祭典的差異究竟為

何，因此本組參考各大書籍以及各式各樣的資料，找出了差異存在的原因，本組將

其劃分成兩個部分，分別是「歷史與文化的不同」、「民間信仰不同」並針對此進行

研究。 

 

一、歷史與文化的不同 

本組發現日本在西元六世紀之時，佛教經朝鮮半島的百濟傳入日本，漢字也因

此被傳至日本，也因為漢字的傳入，日本人開始發現了「神」這個字並且使用，再

加上日本當時神道教存在，日本開始深信著「萬物皆有靈」這樣的說法。 

 

圖 2-5-1萬物皆有靈之說 

註:資料來源:本組自行研究 

 

歷史上的不同還造就了日本有巫女，而台灣有乩童這樣的差別，本組研究後發

現在神道教的存在之後，接受神明命令的「巫女」文化開始發展了起來，巫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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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術當中的巫術來幫居民消除災厄，而在臺灣，16世紀從中國傳來了「巫術幽靈」

的觀念，並且將這種觀念變得更加強烈之後，台灣因而出現了「乩童」這一職業。 

 

表 2-5-1乩童巫女比較表 

 巫女 乩童 

國家 日本 台灣 

時間 西元 5世紀 西元 16世紀 

傳達神的意志 O O 

是否與神道有關係 O X 

是否與巫術有關係 O O 

是否與幽靈有關係 X O 

註:資料來源:本組自行研究 

 

而在「歷史與文化的不同」當中，本組也發現取悅神明的儀式也不相同。會產

生不同的是因為日本有著天鈿女命，正因跳得太狂熱，眾神看了哄堂大笑，這同時

也是日本「神樂」的起源。而根據台灣的歷史，並未有類似日本天鈿女命這樣的人

物，但在中國北宋時期發展出取悅神明的戲曲，並在清代傳入台灣，開始發展出

「酬神戲」這樣的文化。 

 

 

二、民間信仰的不同 

本組發現在台灣於清嘉慶年間，對於雙手捧著神像遶境之人感到相當不方便，

於是出現了替代雙手捧著的神轎。神轎也因此直至今日也都是台灣廟會中用來乘載

媽祖的工具，而古代日本的民間信仰中，大山中居住著神。人們認爲神靈降臨時，

會依附在山頂的樹木和岩石中，因此日本祭典當中常見的山車便在日本出現了。 

 

上述為差異產生的原因，為了更加清晰了解到台灣廟會與日本祭典有何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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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因此本組製作了表格（表 2-5-1），目的在於找出其台灣廟會與日本神社的較具

有差異性部分，表格當中的「神明臨時居所」、「淨身方式」、「招財方式」、「神明代

步工具」、「燈籠意義」、「儀式禁忌」這些差異皆由本論文當中經由共通點分組法下

所研究的廟會與祭典當中所取出來的差異，而表格當中的「表演儀式」、「與神明溝

通媒介」、「祭拜方式」、「功俸神像」、「供品」這些差異則為參考各大書籍以及箇中

資料而得出之，其中本組覺得特別的是「祭拜方式的部分」研究後發現，台灣會有

持香祭拜的原因是因台灣人相信透過香能夠把自己的心情亦或是願望傳達給神明，

而日本則是以二禮二拍手一禮的方式藉以傳達心情以及願望等等。 

 

表 2-5-2台灣廟會和日本祭典比較 

項目 台灣 日本 

表演儀式 陣頭 神樂儀式 

與神明溝通媒 乩童 巫女、神子 

祭拜方式 持香參拜 雙手參拜 

供俸神像 有 無 

供品 紅龜、發粿等 無 

神明臨時居所 駐蹕行館 御旅所 

淨身方式 鑽轎腳 鑽幸運之環 

招財方式 
摸彌勒佛的肚子、炸神

轎、借發財金 

摸招財大鮪魚、 

開運御守 

神轎裝飾 流蘇、雕花 金鳳凰、寶珠 

神明代步工具 
船 

(迎王平安祭讓船回去) 

船 

(天神祭利用船出發) 

燈籠意義 祭拜孤魂野鬼 緬懷亡者 

儀式禁忌 
結束時保持安靜 

(東隆宮) 

過程中保持安靜 

(出雲大社) 

註:資料來源:本組自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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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究竟這些差異是如何產生，其背後意義又為何？以下針對一般大眾比較有疑

問的差異部分進行研究分析。 

 

三、表演儀式 

神樂為儀式時獻給神的舞蹈和樂曲。自古就是為了祈求漁業豐收，作物豐收以

及消除災難。神樂的起源約在 1300前的日本，最早的史書《古事記》當中就有被記

載，而日本神話《天之岩戶》當中也有所提到，為了能夠讓藏在岩石深處的天照大

御神能夠順利離開岩洞而表演的舞蹈和音樂被認為這就是神樂的起源。神樂在全國

傳播的過程中變得相當多元，不同地區也產生出獨具該地區特色之神樂。因此神樂

間接成為在各相當受歡迎的傳統藝能之舞。 

 

神樂因其儀式感而經常被難以理解，在都市化的地區看不太到神樂。不過島根

縣的石見神樂與時俱進，演化成快節拍的樂曲及舞蹈、奢華的服裝(全手工)、特製

的面具(神面具嘴巴是閉起來，鬼面具當中的嘴巴則是開起來的)和一看就懂的故事

劇情等特徵獲得地方人民的支持。 

而台灣陣頭在逢神明生日，就會舉行祭典來感謝神明的幫助。台灣陣頭分為文

陣和武陣，其廣為台灣人所知的有舞龍舞獅和八家將等等，陣頭的種類相當之多，

因此學者特別地把陣頭大大劃分為輛大類，分別就是「雜技」、「小戲」這兩種。 

 

「雜技」陣頭的演出必需要有超好的默契互相配合、以及技術再加上十足的體

力，其起源和宗教的祭祀以及護衛戰爭有關。 

 

而「小戲」則為由村莊的人亦或是民間藝人所自行創作而流傳的小型戲曲和歌

舞，用即興的創作對白以及即興創作歌詞，演出世間當中的生活百態和豐富的情

感，如牛犁陣、竹馬陣、採茶戲、車鼓陣、素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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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神明溝通媒介 

自古時以來，人們就很渴望能夠和神明進行交談，論其性質要從人類文明發源

初始的「巫」開始說明。每個文明當中大概都有「巫」的存在，「巫」最主要的工作

乃是在人與神、鬼，甚至能夠與動物之間進行溝通，也因此就延伸出各國各地不同

的「巫」文化，像是日本有巫女，而台灣有乩童。 

 

巫女的工作是為了侍奉神明，並且能夠穿梭來回人界和神界，讓百姓能夠知道

神明的指引，也可以和神明溝通藉以傳達事項這樣的通靈能力，因此巫女在古時期

擁有極大的權力，而大多為未婚女性。 

 

說到日本女巫在古時的勢力，就要從卑彌呼說起。由中國西晉相當著名的史學

家「陳壽」所編撰的《三國志·魏志·倭人傳》當中就有提到：「南至邪馬台國。女王

之所都……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

眾。」 

 

公元三世紀時期的日本「邪馬台國」中的女王「卑彌呼」，她所擅長的「鬼

道」，也就是日本傳統意義上的「巫術」，「卑彌呼」能夠再「倭國內亂」後被「日本

貴族以及封建諸侯」一致被推選為「女王」，原因就是憑藉著她精湛的「巫術」征服

了支持者的「精神世界」，這才能成為這場內亂的最後贏家，並且巫術開始廣為人

知。 

 

而巫女地位最高之際，則是到了公元 6世紀之後，當時「巫術」與「王權」的

融合更加嚴重， 而天皇之位出現空缺之時，常常就會發生「巫政合一」的奇特現

象，而「皇極天皇」就是「由巫女到女帝轉變」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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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日本書紀》當中就有相關記載到當時發生了大旱，農作物不僅減少產

量，也因此導致了大範圍擴張的饑荒，而百姓們著手進行求雨但都沒有結果，於是

皇極天皇，同樣身為「巫女」的她決定親自上場替百姓求雨。從這之中可發現巫女

之所以能夠成為女帝其中原因也在於當百姓有需要的時候，能藉由巫術幫忙和神界

溝通。 

 

到了西元 645年由孝德天皇推動的「大化改新」改革，開始削弱「巫女」所擁

有的權利，並確立以男性為主的「王權體系」，此舉成功改革成「巫術」與「統治」

剝離。因此巫女在朝堂上的地位漸漸不復從前，並也轉往民間求生存，例如替百姓

占卜、靠自身巫術消災解厄、又或是主持葬禮等等的活動來謀生。 

 

而到了近代，對這種「封建迷信」已經不再相信，「巫女」也從此跌落「神

壇」，並失去了古代「靈媒」的特殊身份，但原本出身於皇室，依然能在神社中擔任

由王室所設立的「祭祀組織」人員，幫忙打理「神社」的日常工作。而現今巫女也

成為現代人打工的一個選擇，其中並沒有多大的限制。 

 

乩童只存在於臺灣及福建等地，臺灣的漢人祖先在大約十六到十九世間從中國

遷移到台灣，並且同時帶著中國故鄉的傳統信仰，其中包含乩童文化，從文獻中可

發現例如陳培桂《淡水廳志》當中所記載到：「淡地膏沃，易生財，亦易用財。凡遇

四時神誕，賽愿生辰，搬演雜劇，費用無既。又信鬼尚巫，蠻貊之習猶存。⋯ ⋯有為

乩童，扶輦跳躍，妄示藥方，手執刀劍，批髮剖額，以示神靈。」在描述淡水地方

宮廟生態相當活躍，雖淡水土地十分肥沃，但當地居民消耗錢財的速度也相當快，

人民普遍深信有著神鬼之說，因此各宮廟活動相當多，乩童也順勢扮演不可或缺的

社會角色，他們會披頭又散髮、靠著手持刀劍揮舞和神明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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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日本統治臺灣開始，就時常有人想用科學的方法來一探究竟，剖析乩童

被神鬼附身的現象，真假為何？又有一說則為乩童其實是神棍，利用民眾的虔誠的

心悄悄的在背後斂財，一直 1930年代之時，臺北帝國大學任教的心理學家飯沼龍遠

先生分析結果並指出了：「乩童的神明附體狀態似於催眠狀態，也就是人格轉變。乩

童的自虐行動能使祈禱師鞏固自身自信，使被祈禱者產生絕對的信賴，此舉符合精

神療法的本質。」如同上述所言，能以「多重人格」與「催眠」來解釋乩童被神明

附身的現象，至於信徒之所以對乩童深信不疑，也許來自於被乩童不畏自殘的神祕

現象所感召，民眾相信乩童有消災解厄的特殊能力，其也不見得都是來自於「迷

信」，而是乩童憑藉自身能以神明溝通的能力讓許多信眾感受自己的身體狀況和運勢

得以好轉，因而也願意繼續代代相傳，這現象其實不一定有科學依據輔佐著，但神

奇似的卻有它存在的合理性。 

 

五、祭拜方式 

1.日本的二禮二拍手一禮方式 

手水舍（洗淨身心消除雜念）→投入香油錢→搖鈴→向神明鞠躬兩次（表示對

神明的敬意）→拍手後向神明祈願，需心懷抱著感謝，以及感恩的心合掌一次

→再向神明鞠躬一次。 

 

2.手水舍順序 

首先先向手水舍敬禮→右手拿起勺子舀水，清洗左手→換左手拿勺子舀水，清

洗右手→右手用勺子舀水，以左手承接，並漱口(不能喝) →先舀水再把勺子立

起利用水清洗勺子→將勺子歸位。 

 

3.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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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手有一說是通過鼓掌來招神，另一說法為代表參見神明的喜悅，以及對神的

敬意。 

 

實際上到近代為止，參拜方式還沒有定下來，而是有著各式各樣的方法進行參

拜。其中比較普及的是兩段再拜。以此為基礎，明治時代有了「二禮二拍手一禮」

的參拜方式，到了戰後，作為正式的參拜方法被廣泛使用。原本鼓掌是對高貴的人

表示敬意的方法。但對貴人的禮節的拍手在平安時代就被廢除了，但是作為神社的

參拜方法流傳至今。據說伊勢神宮的神職人員所進行的八開手的禮節來源於古代最

高的禮節。現在也有傳達特殊參拜法的神社。出雲大社也是其中之一，二禮四拍手

一禮是正式的參拜法。另外，參拜時的鼓掌也叫柏手，這是因為將「拍手」的

「拍」誤記為「柏」。 

 

而台灣的持香拜拜中香的歷史有兩個說法: 

1.追溯到遠古時代女媧補天的傳說。據說女媧娘娘透過五色石及焚香後產生

的煙來補天，後來燒香漸漸成為人與神明溝通的橋樑。 

2.最古早是由印度佛教徒開始使用的，講道由於天氣過於炎熱，所以聽道的

人們很容易感到暈眩，因此信徒為了更貼近佛法，特別找到含有香味的木

頭，並將木頭切成了條狀後放置容器裡開始燃燒，並且利用它所飄散出的特

殊香味趕走睡意，以上就是燒香的起源。 

 

華人認為鬼神可以以香氣為食，故燒香為人們對神明、佛菩薩、祖先表達尊

敬，以求平安、滿足各種願望，而現今常用燒香拜拜表示敬意。 

 

六、供俸神像 

日本大多是信奉神道教的，與佛教不同的地方是，佛教是印度、中國外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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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入日本的宗教，日本在宗教上受他國的影響相當多，因此日本也可以見到佛像。

日本的神社是沒有神像的，這點跟有佛像的寺院不同。 

 

日本神社沒有神像是因為日本信奉的神道教主張是萬物皆有神。信仰神靈時也

對山、林、河等保持著尊重並相信神會棲身於各種事物上，因此日本有「八百萬の

神」13的說法。日本人相信當人們遇上困難和苦難時，神明會變化成不同的樣子來幫

助人們，因此神社不需要神像，祈求神明時只要有虔誠的心和做好自己能力範圍所

及的事情，就能獲得幫助。神道教除了萬物皆有靈這個基本信仰之外，神道教也認

為神明是不分善惡的，對神道教來說作物豐收是神明給予的恩惠，天災和猛獸則是

神明讓人敬畏的表現。一個神明有也能擁有兩種不同的形象，例如日本神話中的

「伊邪那美」、「素盞鳴尊」。因此基於這個信仰，日本才會有不同於台灣乩童的巫女

存在，他們相信怨靈是不需要驅趕的，只要好好的祭祀，也是可以幫助人民的。 

由於神社內沒有神像，所以大部份的神社都會供奉代表神道教三神器
14
中的鏡

子，也有些神社會三者都供奉，也有一種說法是放鏡子是想讓參拜者知道可以幫助

自己的除了神明就是前來參拜的你自己。 

 

台灣的廟裡供奉著神像這是因為，台灣大多民間信仰都相當重視自然現象、神

靈、祖先和先聖先賢等歷史人物，並相信開光15過的神像是有靈性的，如同真神的化

身，透過神像這個媒介守護著世人並傾聽人們的願望保佑信眾。寺廟裡供奉者神像

如同上文所提到的，神像是神明的化身，廟宇不只是信徒們心靈寄託的地方也是神

明的家，這也是去廟裡祈求事情需要準備供品的原因。 

 

                                                       
13 八百萬の神:神棲身於萬物上因此用八百萬代指數量之多的意思 

14 八咫鏡、天叢雲劍、八尺瓊勾玉，鏡代表智，玉代表仁，劍代表勇。 

15 開光:又稱開眼、開光明，由道士、法師或雕刻師傅進行，經過淨化、請神、發旨、發令、入神、敕筆、

敕鏡、敕雞等幾道儀式，最後唸誦點眼的咒語，以硃筆沾滿紅硃與雞血，為神像點硃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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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日本和台灣這兩個國家在宗教上面存在著差異，並且這些差異都自各

有吸引人一探究竟的地方，因此日本人會實際來訪台灣參觀台灣的廟宇，同時台灣

人也會去日本神社參觀並實際體驗不同的文化，像是台灣宗教文化上，因為有供俸

神像在內，每當進去廟宇時，等同於進去神明的家中希望神明幫忙，由於是來到神

明的家中，基於感激的心以及基本禮儀的關係，所以供品絕對不能少，也因為這樣

的供品文化，間接帶動廟宇周邊的經濟，例如會出現很多賣水果、餅乾、紅龜粿等

等的供品，也因為台灣有持香、燒金紙的祭拜的儀式，廟宇周邊也會販賣著線香以

及金紙讓參拜著可以方便取得，而日本由於沒有供俸神像，因此神社周邊並未販賣

供品，但周邊會販賣著御守，參拜者買回家後能夠把福招進來。 

 

而說到與神明溝通媒介的部分，現今也轉成多元觀光發展，像是日本巫女已經

不單單只能由專業女上陣，就連身為觀光客的我們也能體驗日本獨特的巫女文化

（巫女體驗僅限於女性參加，男性只能陪同）之外也能更加表達自己對日本神明的

敬意，而這樣的巫女體驗目前開放中的神社例如奈良的春日大社兵庫縣的尼崎惠比

壽神社、、大阪的高浜神社、大阪和奈良交接的枚岡神社、川越的冰川神社都有，

而預約方式則為前往該神社的官方網址進行預約即可，報名費約日幣 2000，而當天

體驗內容依據工作性質的不同，劃分為室外接待組、室內接待組、跳舞組、正殿輔

助組，這些都能透過報名來體驗。 

 

而相較於台灣的乩童，由於乩童本身為神明附身，同時乩童會在必要之時開始

進行驅鬼儀式，因此不像日本巫女一樣開放體驗活動，且非相關人士則不得觀看，

倘若當天乩童未在進行驅鬼儀式的話，一般民眾是可以圍著觀賞台灣這項特殊的宗

教文化，乩童會用尖銳的寶器槌自己身體，把自己弄得滿身血，這是乩童在做法上

必須進行的一項動作，相較於日本的靈媒巫女，乩童相較於血腥了一點，而不僅如

此，乩童也深深關係著信眾的生活，像是信眾無計可施之際，會將希望放在「民俗

療法」上，而若是相信這項療法的話，有需要時每個人都能去找乩童幫忙，外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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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客同樣也可以。 

 

第六節 台灣廟會與日本祭典當中的觀光與商機 

正是因為台灣和日本這兩個國家在宗教上面存在著差異，並且這些差異都自各

有吸引人一探究竟的地方，因此日本人會實際來訪台灣參觀台灣的廟宇，同時台灣

人也會去日本神社參觀並實際體驗不同的文化，例如台灣宗教文化上跟日本不同，

因此廟周圍林立的店家也有所不同，舉例來說像台灣的行天宮，廟的周圍就充斥著

許多販賣參拜供品的攤販，間接帶動廟宇周圍的經濟，這是因為台灣傳統的觀念

是，到廟參拜相當於是到神明的家，基於禮貌和感謝神明的心，大多數的人都會準

備供品前去參拜，因此在台灣可以看到行天宮的周圍有許多販售供品的店家。雖然

現今隨著環保意識的提高，行天宮提倡不用帶供品來參拜也可以的觀念，但傳統觀

念並不會馬上的消失，現在依然能看到行天宮周圍有著販賣供品的攤販。而本組也

實際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民眾若是到了參拜地點，確實想買商品的人士占大多數

的，也因此更能確信，廟宇與神社若是結合商品，確實能帶來商機，例如日本的御

朱印、繪馬等等，並用此進行商業活動。 

 

而本組想透過此專題深深了解到不管是台灣廟會或是日本的祭典，即使存在著

差異卻都有這兩國之間濃厚的文化色彩所在，因此本組決定製作廟會與神社的相關

商品，而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請參考參考文獻中的圖表 4），多數人會希望能在

當中想購買的商品為「御守」，而本組製作的台日御守的目的是為了「加以推廣」台

灣廟會與日本神社的美好， 希望台日的民眾能藉由相關商品能夠喜歡上彼此的宗教

文化。 

 

製作理念包含著推廣的元素在，所以御守本組認為需要有兩國之間文化特色存

在，才能加以推廣，因此正面採用日本式畫法，而背面則採台灣式，正面存在的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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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花，繪畫出牡丹花的原因為日語中有句諺語叫做「立てば芍薬、座れば牡丹、歩

く姿は百合の花(中譯為立如芍藥，坐若牡丹，行猶百合)」，所以牡丹和芍藥一直以

來在日本人眼裡都被當做女性美麗的象徵，其也寓意「幸福」，而正面還繪畫了扇

子，其原因為在日本的民間信仰當中，扇子「打開」的動作就被視為代表繁榮。而

背面繪畫了台灣人喜愛的金元寶，是財富的象徵同時也是富有的意思，同時也繪入

了孔方兄，具有歷史元素存在，因其為台灣舊時銅錢其外型為圓形，內為方形而得

名。 

 

圖 2-6-1御守展示圖 

註: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日本神社跟台灣廟宇是神明的家這個觀念有所不同，這是因為在日本，神社大

多都是建於神聖之地或曾經展現過神蹟的地方，所以要遠離都市是塵囂，並透過鳥

居連接人界與天界。參拜方式跟台灣也有所不同，日本沒有參拜要準備供品的傳

統，因此神社的附近不像台灣一樣有販賣供品的攤販，取而代之的是充滿日本特色

的小吃或傳統點心店鋪，但大多數的神社周圍是沒有店家的，神社附近出現店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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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是大型的神社或觀光客常去的，這點跟台灣倒是很相似。 

 

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出大型的神社和廟宇，對於地方經濟和觀光是有一定程度的

影響，就算兩國文化不盡相同，神社和廟宇帶給周圍的經濟效應都是很顯著的。  

 

而至於參拜方式當中，由於台灣和日本參拜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導致許多觀光

客不知道如何參拜才是正確的，而通常觀光客較多的廟宇或神社都會在旁邊立告示

牌，告訴觀光客正確的參拜流程和方法，幫助觀光客能夠入境隨俗，以免犯下太離

譜的錯誤，不過有些小細節觀光客就不太會有渠道知道，像是日本和台灣投的香油

錢就有很大的差異，在日本一般都是投 5元硬幣，因為 5元的諧音和日文的「ご

縁」一樣，即為有緣的意思，而盡量不要投 10元硬幣也是因為諧音的關係，和「遠

縁」讀音一樣，怕會和緣分越來越遠；在台灣香油錢就沒那麼講究，主要是看自己

的心意，但如果使用廟方所提供的金紙和香的話，建議還是多投一點錢比較好。而

求籤這方面也有許多的不同，在日本的話先找到寫著「おみくじ」或「みくじ」的

地方，抽籤前需投入旁邊所標示的金額，大多為 100日圓，再拿起籤筒搖出籤，照

上面的號碼尋找相對應的籤；台灣雖沒有硬性規定需要付錢才能夠求籤，但卻不是

每個人都能求到一支籤，要通過擲筊這種方式來看你能不能得到抽籤的機會，擲筊

會有三種結果分別為聖筊、陰筊、笑筊，聖筊代表神明答應，陰筊代表神明不答

應，笑筊則代表沒有問的必要，而抽完籤為了再向神明確認，給的籤有無錯誤，會

再擲筊詢問等等，除了這些當然還有很多的細節，為了不要犯錯還是先查詢清楚正

確的做法，或詢問當地廟裡或神社的人最為妥善。 

 

而參拜過後，日本和台灣的信眾會利用不同的方式淨身，日本神社每年六月及

除夕神社門口架起的茅之輪，更是吸引了不少人蠢蠢欲試，認為只要穿越用茅製作

的「茅之輪」，就能清淨身體、除去身上半年的穢氣及祈求無病無害。因此吸引許多

人前來朝聖，讓大家參拜之前跟著人們穿茅之輪繞圈圈，去除身上的穢氣，庇佑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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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除穢，身心清爽迎接下半年，特別是疾病方面的問題，近年受到新冠肺炎肆虐，

更是吸引民眾前來祈禱疫情趕快過去。而有少數神社中參拜者穿過茅輪，就可獲取

護身符保平安，甚至各個神社都會以限量販售不同樣式及功效的茅之輪御守，吸引

民眾來搶購。台灣民間習俗大多認為鑽轎腳可消災解厄，並且帶來福氣，而現今鑽

轎腳的活動主要出現在媽祖繞境等相關宗教活動上，一年一度的大甲媽祖遶境中，

是最著名的台灣宗教盛事，不僅每年都吸引大批信徒參與，也吸引國際旅客來台體

驗，了解台灣文化。在這盛事中，因此有多家廠商看準商機和大甲媽推出聯名商

品，也有業者紛紛開發周邊商品，在遶境途中免費提供信徒使用，或限時限量販

售，有保養品業者將免費提供防曬乳、防蚊乳等旅行保養組，讓信徒免於紫外線及

蚊子侵擾。還有許多業者相繼合作，推出限量的過火泡澡包，包裝上的平安符可以

輕易取下，隨身配戴保平安。另外也結合公益，線上捐贈物資等，網上也有獨家販

售的聯名款商品，沒時間跑一趟大甲或跟著繞境也能在線上點燈、安太歲保平安。 

 

而神明溝通媒介的部分，現今也轉成多元觀光發展，像是日本巫女已經不單單

只能由專業女上陣，就連身為觀光客的我們也能體驗日本獨特的巫女文化（巫女體

驗僅限於女性參加，男性只能陪同）之外也能更加表達自己對日本神明的敬意，而

這樣的巫女體驗目前開放中的神社例如奈良的春日大社兵庫縣的尼崎惠比壽神社、

大阪的高浜神社、大阪和奈良交接的枚岡神社、川越的冰川神社都有，而預約方式

則為前往該神社的官方網址進行預約即可，報名費約日幣 2000，而當天體驗內容依

據工作性質的不同，劃分為室外接待組、室內接待組、跳舞組、正殿輔助組，這些

都能透過報名來體驗。 

 

而相較於台灣的乩童，由於乩童本身為神明附身，同時乩童會在必要之時開始

進行驅鬼儀式，因此不像日本巫女一樣開放體驗活動，且非相關人士則不得觀看，

倘若當天乩童未在進行驅鬼儀式的話，一般民眾是可以圍著觀賞台灣這項特殊的宗

教文化，乩童會用尖銳的寶器槌自己身體，把自己弄得滿身血，這是乩童在做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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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進行的一項動作，相較於日本的靈媒巫女，乩童相較於血腥了一點，而不僅如

此，乩童也深深關係著信眾的生活，像是信眾無計可施之際，會將希望放在「民俗

療法」上，而若是相信這項療法的話，有需要時每個人都能去找乩童幫忙，外國觀

光客同樣也可以。 

 

而其中，巫女們的表演「神樂舞」在與神明接觸的環節中是重要的一環，而各

地的神樂舞卻都有著各自不同的傳統與習俗，藉此一點帶來觀光的人流，不論國內

或國外，觀光客們都將會慕名而到，就為了一睹當地特殊的習俗，促進該地區的經

濟效應，而觀光帶來的收入也十分可觀，處於觀光巔峰的時期是 7-9月這也是祭典

舉行的時期，大多數的觀光客都是因為想體驗看看日本的祭典，抑或是國內的觀光

客走訪各地來體驗不同的風俗民情與當地的神樂或祭典。相對的台灣又是如何呢？

台灣在敬神與供奉神的方面上是以八家將的形式進行的，然而實際上八家將出巡是

為了安定民心、四處捉鬼，從這邊才慢慢衍伸出了表演的性質，從而變成一種類似

於神明的娛樂項目，為了表現出他們景仰神明而做出這一表演的概念，雖然經濟效

益沒有日本來得多，但是每一年各大廟會或是神明誕辰都還是會有許多人潮被吸引

過去一探究竟。至於在經濟效益的部分，例如之前在台灣上映的電影「陣頭」，除了

在台灣上映以外也在香港跟新加坡上映，總票房有 3.17億台幣，雖然在 2小時以內

能傳達的事情不多，但多少也能讓人瞭解台灣的民俗文化。儘管如此對這類的活動

比較有共鳴的大部份為我國的人或者是中國地區的人，主要收入來源為台灣人這點

有些可惜，說不定在過幾百年，或是讓台灣的民俗文化有足夠的發展時間，相信還

是能夠吸引更多人潮來觀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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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 

透過此專題研究，可發現日本與台灣雖然都有寺廟的存在，但不管在歷史發展

上、型態上都有所不同，台灣的寺廟中道教與佛教並存，而日本的寺廟則只有單一

佛教；台灣寺廟建築華麗精緻，而日本神社建築則為潔淨樸素，又充滿了莊嚴與寧

靜的氣氛。儘管如此，寺廟對於台日人民的心目中，都是重要的存在，故將長久地

把這樣的文化傳續下去。 

 

日本跟台灣在宗教上的差異，除了祭拜方式的不同、神明概念的不同之外，日

本的神明跟台灣不一樣的是，日本的神明受到外來宗教的影響較台灣深遠，就連神

明的形象也有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因此在日本有神社和寺廟。 

 

綜觀日本的祭典和台灣的廟會下來，唯一相同的部分是為了尋求慰藉、祈福及

感謝神明而舉辦的活動，例如:日本的神樂和台灣的八家將，在現今大部分的人們都

只是當作表演而已，其背後的意義卻很少有人去探討理解，雖說神明和形式不太相

同，不過出發點卻是相同的，而造成如今的不同，最大的可能就是各地文化的不

同，所以說日本祭典與台灣廟會到底是否相同呢？本組深入研究之後發現是不同

的，造成差異的原因本組參考各種書籍資料後劃分為「歷史上的不同」以及「民間

信仰的不同」，然而這些差異的存在並不顯得奇怪突兀，反倒是展現出兩國各有特色

的宗教文化色彩，研究日本祭典與台灣廟會後的差異之處後發現，兩國宗教上的差

異部分並沒有何謂哪者較為優越哪者較為低下鄙俗，且不論國籍，只要是身為對神

明虔誠的信徒，都該用欣賞的眼光去體驗差異之處。在享受體驗的過程中同時理解

到文化間的差異性，也希望大家能更重視廟會和祭典，去理解這些流傳許久的活

動，去體驗看看這些具有不同意義的活動，並且有可能會因為兩者文化的交融，進

而產生出更加不同的廟會和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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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組也發現，隨著文化的流傳及歷史的發展，創造了一種融合宗教、民俗、

文化與經濟的特殊空間，廟會和祭典逐漸超越了單純的宗教界限，不只成為民俗節

慶，甚至成為龐大的商機來源，因此也特別針對觀光與商機的部分進行研究觀察，

日本的祭典帶來的經濟效益和觀光影響跟台灣比起來有明顯的不同，日本的祭典透

過動畫宣傳讓不少海外的人們知道日本特有的祭典文化，台灣大多數是用電影或影

集來表示台灣的廟會文化。還有像是祭典當中必定出現各式各樣的攤販，至於神社

裡面也販賣著各式各樣的御守，像是有保平安的也有讓錢財進來的御守等等，而台

灣廟宇旁邊也因為有著供品和持線香祭拜的文化存在，所以寺廟旁邊都會有販賣供

品以及線香、金紙的攤販出現，這些活動都間接帶動地方經濟。但也因為這些活動

其所造成的空氣、噪音汙染，著實影響到他人生活品質與居住安寧，而隨著時代變

遷，宮廟活動的鞭炮議題以及陣頭的人文素質，而近年來有人會認為廟會文化應該

要廢除，但其實廟會文化在台灣社會中已佔有很大的地位，不單單只是台灣文化的

延續，更是促進台灣經濟的關鍵推手之一，如果廟宇從社會中消失的話，台灣經濟

社會或許會掀起一陣亂流吧。 

 

最後本組希望能夠藉由此專題製作，希望大家能重視台灣廟會與日本祭典背後

所帶來的文化，並且尊重文創業者的人文藝術祭典，值得我們更加去了解及體驗。

也能夠讓更多人知道日本與台灣兩國之間無論是祭典或是廟會，正是因為兩國宗教

背景上存在著差異，因而產生了獨特的魅力與特點，也希望讓看本專題的讀者對於

這些文化產生出興趣，了解這些文化上的不同也可以在以後去觀光的時候更有感

覺，讓平凡的觀光變成了解文化由來的深度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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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表: 

1.是否對台日廟會與祭典之差異感到興趣? 

 

2.是否了解台灣廟會與日本祭典的文化、歷史、儀式及其意義? 

 

3.請問您是否知道日本神社/廟的正確參拜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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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您去日本神社會想購買什麼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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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老師建議 

1. 日文摘要更正。 

2. 希望可以加入更多例如佛道教的建築為何是寺廟，神道教的鳥居來源為和等的詳細

的介紹。 

3. 關於商機的部分，和神社相關的商品「御朱印」也能放入專題中。 

4. 廟會和祭典會有差異的原因是因為什麼因素的影響。 

5. 問卷要放進專題，少放了一部份。 

6. 廟宇選擇的依據為何。 

修正要點 

1. 把日文文法錯誤的地方進行修正，讓日文摘要的文法正確。 

2. 本組在專題內新增，「宗教設施」的研究。 

3. 已將「御朱印」放入專題中。 

4. 本組已經造成差異的原因寫入專題，自行研究後得出因為「歷史與文化上的不同」以

及「民間信仰」的不同。 

5. 已將問卷結果放入專題。 

6. 已加入廟宇選擇的依據。 

專題報告修正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