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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脈絡下的台灣民
間信仰



一、人生在世，所求為何？

• 1.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 2.人丁充足、六畜興旺。

• 3.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 4.家庭幸福、婚姻美滿。

• 5.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二、人生實然處境

• 1.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 2.人算不如天算。

• 3.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 4.命中注定、在劫難逃。

• 5.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 6.結果：對未來產生恐慌



三、安心之道：民間信仰

• 1.算命： 四柱推命法、

• 面相術、手相術、

• 摸骨術、



• 風水學：陽宅、陰宅

• 姓名學：陰陽五行

• 擇日術：良辰吉時



• 2.拜神明： 日月星辰



• 蟲魚鳥獸

• 動植礦物



• 古聖先賢



• ３．拜祖先： 清明掃墓、

• 神主牌位、早晚燒香、

• 燒化紙錢



註：拜祖先的來源

• 1.商朝至上神為帝。

• a.鬼者，歸也。人死則歸到上帝那裏。

• b.人與上帝極為遙遠，無法溝通，因

• 此，祖先成為中介。

• c.拜祖先，其實是希望祖

• 先幫我們傳話給上帝。



• 2.周朝至上神為天。封建制度，公侯

• 伯子男。

• a.天，是周天子拜的。

• b.日月星辰、是貴族拜的。

• c.老百姓只能拜祖先。



• 3.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 4.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 之以禮。

• 5.最後，就求祖先保佑了。



• 4.防禁忌：婚姻禁忌、

• 居家禁忌、口語禁忌、

• 生死禁忌



四、定位民間信仰
• 一般說來，民間信仰(Folk Beliefs)與制度性
的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不同。制度性
的宗教具有一定的經典、教義、及教團的
組織，而民間信仰沒有；



• 然而，民間信仰卻廣泛擴散於民間，其宗
教儀式及地方性活動都與社會大眾的日常
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可以說是一種「普化
宗教」(Diffused Religion)。



• 1.台灣民間信仰沒有創教人，僅是由
先人為尋求安全意向而集體創作成立
的。

• 基督教：耶穌

• 伊斯蘭教：穆罕默德

• 佛教：釋迦牟尼

• 道教：張道陵



• 2.台灣民間信仰沒有固定經典，僅由
風俗習慣取代經典，或收納各民間宗
教的經典。

• 基督教：聖經

• 伊斯蘭教：古蘭經

• 佛教：大藏經

• 道教：道藏



• 3.台灣民間信仰沒有特定的入教儀式，
隨著個人所好，可以任意交替信仰對
象與地方廟宇。

• 基督教：洗禮

• 伊斯蘭教：割禮

• 佛教：皈依三寶



• 4.台灣民間信仰沒有特別的宗旨，只
求個人與家庭的富、貴、財、子、壽
等現實利益。

• 基督教：愛與義

• 伊斯蘭教：和平與順服

• 佛教：慈悲與正覺

• 道教：養生與不死



• 5.台灣民間信仰沒有宣教行為，僅以
地方廟宇為中心，從事神誕或建醮等
祭典。

• 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皆以國際性教
團組織從事積極的宣教活動。



• 6.台灣民間信仰沒有教團組織，僅以
地方廟宇為中心組成的理事會或宗教
性的祭祀團。

• 伊斯蘭教：世界伊斯蘭教聯盟

• 基督教：普世教協

• 佛教：世界佛教協會



• 7.台灣民間信仰的獨特性是「文化現
象」，民間基層百姓之地方性的傳統
信仰，不具國際化。

• 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皆是國際
性宗教，其特色即為國際性。



五、民間信仰的特色
• 1.交替神崇拜：什麼神都拜，只要心安

• 2.禁忌特多：生、老、病、死都有禁忌

• 3. 畏懼與利益佔有心理上的中心地位



• 4. 乩童與道士佔有儀式上的中心地位

• 5.神人互動頻繁：神蹟奇事經常發生

• 6.對「死亡」有更多的忌諱



六、民間信仰的脈絡

• 1.關於神明

• 基督信仰：

• a.敬拜獨一的上帝，三位一體的神，具有

• 超越又內在的屬性，且是永恆與全能的

• 上帝。

• b.上帝勝過魔鬼，邪靈不敵聖靈。



• 民間信仰：

• a.多神、泛神、交替神，非永恆且神能受

• 限，只具部分屬性與地方特色。

• b.神明不敵鬼煞，神明的開光點眼與安神

• 位都要擇日看時，廟宇建築也要看風水

• 地理。



• 2.關於人

• 基督信仰：

• a.人是具上帝榮耀形像的受造物，必須認

• 識神、事奉神、照神的旨意而行。

• b.人的命運在上帝手中，祂就是愛，因此

• ，順服上帝所安排的人生，正面看待苦

• 難。



• 民間信仰：

• a.不問人如何存在，不問人的本質與概念

• ，只重視人的運勢。

• b.人的命運在混沌的未知裡，僅依各種方

• 術來消災解厄，致力躲避苦難。



• 3.關於生死

• 基督信仰：

• a.人活著的目的在榮耀上帝，以上帝為中

• 心；只有一次的生死，死後且有審判。

• b.人的靈魂是不滅的，死後的去處是天堂

• 或地獄，一個享福、一個受苦。



• 民間信仰：

• a.人活著沒有特定目的，僅是以自我為中

• 心，在於滿足各種人的欲望與要求。

• b.人死以後有輪迴、或到陰間、或在極樂

• 世界、或到十八層地獄、或在神主牌位

• 中。



• 4.關於倫理行為

• 基督信仰：

• a.有聖經作為言行的準則，上帝的話是絕

• 對權威，是一個有誡命的倫理宗教。

• b.與民間信仰相較起來，凡事都可行，沒

• 有特別的禁忌，人因愛上帝而守誡命。



• 民間信仰：

• a.沒有特別的倫理規範，因此，並非倫理

• 宗教，信徒的言行無法有效約制。

• b.禁忌特別多，凡事害怕沖、煞、動、犯

• ，做事以怕為中心。



• 5.關於拜祖先

• 基督信仰：

• a.祖先也是人，用紀念的方式，而不把他

• 們當作神來敬拜。

• b.建立家譜、舉行追思禮拜、讓子孫記得

• 祖先的言教身教。



• 民間信仰：

• a.祖先與子孫關係密切，拜了，他們才不

• 會淪為孤魂野鬼，且能對死者進行賞。

• b.可用觀落陰、請尪姨的方式與祖先溝通。



• 6.關於神職人員

• 基督信仰：

• a.牧師受特定的學術訓練，而無任何法術

• 訓練，其職責重在教導。

• b.人可以不透過牧師而直接與上帝交談，

• 人自己的禱告也有功效。



• 民間信仰：

• a.乩童通常是普通人，法師則受過一些法

• 術訓練，分為紅頭與黑頭師公。

• b.人一定要透過法師來與神鬼取得聯繫，

• 因此，法師法力很重要。



• a.基督教 b.民間信仰

• -----------------------------------------------------------

• 1.上帝全能 1.神明能力有限

• 2.上帝勝過魔鬼 2.神明不敵鬼煞

• 3.命運在愛的上 3.命運在混沌的未

• 帝手中 知裡

• 4.一次的生死 4.死亡的多重面貌

• 5.正面看待苦難 5.極欲躲避苦難



七、民間信仰的盲點

• 1.關於拜祖先

• a.祖先若輪迴去了，也不必拜了。

• B.祖先若到極樂世界，也不必拜了。

• C.祖先若在陰間，一切生活

• 仰賴陽間子孫，那就更

• 不必拜了。



• 2.關於算命：

• A.相同八字的人，命運是否相同？雙胞胎

• B.剖腹生產者，孩子的八字怎麼看？

• C.相同風水的人，命運是否相同？住大樓

• D.風水師父對於風水的見解不會一致。



• E.好八字、好面相、好姓名的人卻不努力

• F.好八字、好風水、好日子的人卻不拜神

• G.甚麼都不好，卻努力用功……

• H.甚麼都不好，卻虔誠是奉神明，難道神

• 明不保佑？

• I.八字、姓名、風水、相術、拜神明何者

• 較有效？何者威力大？



• 3.關於神明

• A.神明安座要開光點眼，要選黃道吉日。

• 擇日＞拜拜

• B.神明建殿，要看風水地理。風水＞拜拜

• C.神明能力有限，通常只有一能。



• 4.綜合各種方術

• b.是誰規定這些原則的？沒有人知道。

• 這是權威性問題。

• c.如果法則來自歸納法，不一定適用於個體。

• 這是合理性問題。

• d.即使用盡各種方術，是否真能趨吉避凶？

• 這是有效性問題。

• e.這些法則是否放之四海皆準？

• 這是普遍性問題。



結 論

• 1.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 2.清楚說理，避免爭執。

• 3.愛與關懷，仍居首位。

• 4.生活見證，說服最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