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中山大學卓越教學小組 96 年度 
通識深化課程：生命禮儀與文化詮釋 計畫成果報告表 

申請單位 通識教育中心 計畫是否完成 是     □否 

計畫類別 
深化人文藝術社會科學的特色教學 

計畫期限 自 96 年 07 月 01 日起 
至 96 年 12 月 31 日止 

計畫成效 
有鑒於「生命禮儀」乃人情無法避免；盱古衡今，儀節進行與規劃，只有訴諸於「文化底蘊」的

理解與詮釋，才不至於產生光怪陸離的現象；我們相信，一個具備理想人格的學生，不只是需要

人文社會及自然科學的基本知識，更重要的是，他能以正確的知識、理性的涵養，從事思考與批

判，並且了解自我存在的意義，同時尊重不同生命與文明的價值。 

在國立中山大學的通識教育博雅課程中，「生命禮儀與文化詮釋」這門課，希望培育即將進入社

會、組織家庭的大學生，藉由「生命禮儀」的認識，正視自我生命的莊嚴、理解群己生命的和諧，

透過文化的詮釋與省思，提昇生命的智慧，看重自己並尊重別人。唯有真切深入「生命禮儀」的

文化底蘊，藉由豐富的文化素養，才能在行經每一道生命關卡時，展現分析思辨的能力；透過恰

如其分的禮儀表現，學習、成長；珍惜生命的喜悅，圓滿而無憾。 

課程內容：【生命禮儀與文化詮釋】授課教師：楊濟襄 

本課程每週 2 小時，授課老師以「生命禮儀」為主軸，逐一就不同民族的古今儀俗，賦予文化背景之講解；每次課

堂上課前二小時，教學助理必須參與由老師召開之課前會議，以充分掌握本週上課的主題與分組帶領之任務，在下

課之後，教學助理必須彙整分組組員所提出之問題回報老師，並且在課程網頁之討論版上與修課同學雙向互動，延

伸課前與課後之討論，必要時亦須指導小組內成員，帶領進行田野訪查實務。分組討論時，教學助理將帶領修課學

生閱讀相關文獻，克服文意理解之障礙（這些障礙包括傳統文言文（如《禮記》）閱讀的滯礙、專有名詞理解之滯

礙（如「作頭尾」、「四句聯」等詞語））。同時，教學助理必須參與每一次課堂上課，負責播放由老師提供之古今各

民族有關「生命禮儀」之多媒體影片（每次 2 小時課程，影片不超過 20 分鐘），在第二次分組討論之後，教學助理

必須彙整分組組員所提出之問題，向授課老師報告，充分運用課程網頁，延伸主題討論並確認學生的學習成效。 

 
教學進度、閱讀文獻、分組活動內容：包含六單元（總論及五種生命禮儀儀俗） 

單元 單 元 名 稱 內            容 

一 文化人類學導論 

 「文化人類學」基本認識。 

 何謂「生命禮儀」？其內容範疇為何？ 

 何謂「文化詮釋」？ 

 時空因素對「生命禮儀」的影響及文化價值之演變。 

 生命進行式--日常生活與文化。 

 「田野訪查」方法、概念與實務。 

二 
嘉禮儀俗討論—
以婚禮為例 

 古代婚禮文獻介紹。 

 古今婚禮儀節異同比較。 

 婚禮的意義。 

 婚禮文物用品介紹。 

 介紹喜帖的寫法及適宜的婚禮賀詞。 

三 生育儀俗討論 
 傳統民俗對「不孕」的看法。 

 生兒育女的期待：道教「移花栽斗」、佛教「送子觀音」、現代醫學「試



管胚胎」。 

 古今「生育儀俗」分析、比較。 

 「懷孕期」的禁忌與注意事項。 

 如何「坐月子」？中、西醫學觀點解讀「坐月子」。 

 「坐月子」飲食作息休忌大觀。 

 對媽媽的體貼：「坐月子」的文化解讀 

四 誕生禮儀討論 

 小兒週歲前的節目：洗兒、命名、剃頭、滿月、四月日、周晬。 

 小兒養育之禁忌與文化解讀。 

 介紹與「誕生禮」相關的文學作品。 

 「誕生禮」的專門術語。 

 「可愛」的祝福：小兒謠諺簡介。 

五 「成年禮」儀俗討論

 介紹傳統文獻中的「冠禮」及其文化意義。 

 「冠禮」儀俗總覽。 

 台灣地區「成年禮」舉隅—宜蘭龜山島成年禮、屏東大武山成年禮、台

南開隆宮成年禮。 

 原住民「成年禮」儀俗象徵解讀與詮釋。 

 觀察去年度台灣各縣市成年禮儀式的地域特色，同時檢討其相關之儀節

設計。 

六 喪葬禮儀討論 

 喪禮古今談。 

 臨終前的準備—「心理建設」與「老嫁妝」 

 孝服制度—血緣親疏遠近的分界。 

 民間喪葬忌諱與文化解讀。（如蔭屍、牽亡、觀落陰、嬰靈..等） 

 初終之儀節—拼舖、腳尾物、手尾錢、掛紅、報喪、哭路頭、捧飯、打

桶。 

 祭禮的開始—巡山、完盆、除靈、作百日、作對年、合爐、培墓、掃墓、

撿金。 

 介紹輓聯輓幛的寫法及適宜的書寫用詞。 

 何為「喜喪」？「喜喪」的文化意涵。 

 何為「冥婚」？「冥婚」的文化意涵。 

 觀察台灣地區葬儀相關行業：禮儀師、化妝師、地理師、起墓匠、撿骨

師、婆仔、保險直銷業（生前契約、靈骨塔）、壽木店、鮮花店（靈車、

告別式佈置）  
 

  



 

 

戶外參訪教學：2007.10.27 

（卓越教學計劃「強化學習意願」項目補助） 

南瀛生命禮俗之旅 -- 多福多壽好姻緣 

【參加對象】 「生命禮儀與文化詮釋」上課師生與 TA 

【活動特色】生、老、病、死為人生必經之途，台灣傳統民間社會基於宗教、禮俗

與現實生活考量，逐漸形成特有的一套完備的生命禮俗；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

生命禮俗在現代社會中所受到之重視已不若往昔，長此以往逐漸導致社會大眾對生命

價值產生迷網與錯亂，對社會風氣形成不良影響。 

【活動目標】 

一、促進「台灣文化：生命禮俗」課程教學之卓越性，以「提昇學生學習意願」、「加

強學術專業」、「體驗實務活動」為本計劃之核心目的。 

二、藉由「臨水夫人廟」（庇佑生產）、「開隆宮」（成年禮）、重慶寺（月老紅線）、城

隍廟（考功司曹、學政司曹）、「東嶽殿」（閻羅王）等南瀛古蹟，實際了解台灣文

化中，常民生活對於生命禮俗的實踐與信仰，以實務體驗提昇學習意願，帶領學

習者深入觀察台灣各族群，文化信仰之相關活動場域，透過田野調查，提升教學

成效。 



【活動行程】 

延平郡王祠集合 →臨水夫人廟→東嶽殿 (地府複審) →府城隍廟 (地府初審) →

開隆宮 (七娘媽廟) 、吳園 →台南孔子廟 (先師廟，休息、午餐 ) →重慶寺 ( 攪

醋矸 ) →三官廟 (添福、添壽 ) →天壇(天公廟，改運、補運)→北極殿 (上帝廟)

→萬福庵(專治小孩疑難雜症 )   

 

 

 

【學生心得紀錄】舉例 

南瀛生命禮儀之旅--多福多壽好姻緣      

中文系碩一蘇婉茹同學記錄 

 
我們將不停止探索 而我們一切探索的終點 

將是到達我們出發的地方 並且是生平第一遭知道這地方 

～艾略特 

 

  不論是漢民族或者是原住民，追溯台灣的歷史常是

離不開台南。經過兩個禮拜台灣文化紀錄片系統的訴

說，我們追著此一脈落或修正或建構著台灣史觀。從客

觀「觀看」延伸出的思考，開始有了「親臨」的衝動，

因此，我們來到台南，深化某些思考，並從個人漫遊的

觀點再次勾勒台灣史的另種面貌。 

 

  鄭氏王朝的開始，台灣褪下濃厚的國際色彩，開啟

三百年漢民族的敘述脈落。因此，我們從延平郡王祠開啟漫遊的旅程，似乎也意味著是一趟最貼

近所謂漢民族論述的觀點開始。 

 

  此趟「老台南」的漫遊，多著墨在生命和宗教的探索，包括生老病死各種精神的慰藉。未婚

的男女們，在重慶寺祈求月老綁上一條神秘的紅線，求一段好姻緣；祈求孩子要往祝生娘娘那邊

去；夫妻婚姻出了問題，要記得剪對方的頭髮，誠心「攪

醋甕」，以祈合好如初或破鏡重圓。一個生命開始，要

請臨水夫人－陳靖姑保佑女子生產順利，小孩子調皮難

帶，就由齊天大聖來調教，到了十六歲有開隆宮的七星

夫人，幫忙作十六歲。 

    中國人的死亡觀念，由「城隍廟」判定生前的善惡，

一進廟門，抬眼即見台灣三大名匾之一「爾來了」，充

滿威恫、終究必須接受最後審判的意味，往後一看，一

個紅珠大算盤似乎開始緩緩撥動…至於無法安息的死



亡，由東獄殿的「打邪」各種儀式作超脫與慰藉。眾家神祇的統領－玉皇大帝，由於是最高階的

神祇，無從想像其容顏，所以在三官廟的正殿裡，僅立一個巨大的牌位寫著「玉皇大帝聖位」四

大字以表之。三官廟裡也有台灣三大名匾其中之一的「一」字匾，意味著「千算萬算不如天一劃」，

強而有力的顯示出玉皇大帝極其崇高的地位。在地形較高的北極殿主祭玄天上帝，古稱「鷲嶺」，

有一俗諺說：「北極殿的墀前，水仙宮的簷前」，傳神說出北極殿的地形。 

 

走過大大小小的廟宇，我們看見香火依舊鼎盛、看見

人手一柱裊裊燒著的香來去、看見傳統的祭典儀式進

行著、遇見進香團虔誠的朝拜…一連串的神祇保佑

著、貫串中國人的生老病死，今昔的差距兩三百年，

我們沒法瞭解細部儀式的轉變，但是台灣傳統文化的

精神，倒在這些進香、收驚改運、打邪之中，呈顯深

入生命的生活面貌，無比的喧鬧紛雜，這樣的民俗與

宗教文化卻有著令人

著迷的無比生命力。 

    

  繞過大半的府城，穿梭在街旁小巷中的各種廟宇，從被大樓包

圍的吳園、台灣歷史博物館(前身是日治時期公會堂)、日治時期至

今尚保留完好的氣象局建築、紀念

馬雅各的教堂、台灣文學館、全台

首學的孔廟、山林事務所及後頭高

聳的夫妻樹、偶爾破空粗戛的喜

鵲、宏偉的土地銀行(日治時期的勸

業銀行)簷廊壯觀的燕子窩、日治時

期台南第一家百貨－林百貨…慢慢的我們心中勾勒出密集而繁華

的古老府城，他們走在哪樣的街道、生命哪個階段會祭拜什麼神

祇…就像我現在似乎可以想像葉石濤攙著裹小腳的奶奶，慢慢走

在彎曲的小路間，走上半天，來到北極殿上香… 

 

  就像艾略特的詩所言，身為府城人的我，也從未如今日一般細細探索、漫遊我的故鄉。從府

城出發到南投到高雄…重新回到府城，縈繞心頭的國族個人精神文化原住民漢人各種混亂的問

題，我回到這個城市、回歸到我生命的根源去思考。我必須承認認同或問題無法馬上廓清，無法

馬上勾勒我的立場與觀點，但是這樣的漫遊，卻把我自幻想或漫想中拉回現實文化中思索問題，

回歸現下，梳理思考的脈落，重新出發。 

中文九九級  廖瑞君同學 

    這次南瀛之旅是一個非

常有趣的主題，也就是參觀

台南各個大大小小的廟宇，

做一次小小的田野調查，對

我來說是非常新奇且有趣

的。也正因為有如此的活



動，我才解開了許多我多年來對於台灣宗教、廟宇、信仰的疑問，更讓我充分的了解到，其台灣

人對於宗教的信賴度和熟晰度。人們因信仰而起善念、做好事，在我看來，不管是什麼樣的信仰，

只要能讓你成為好人，並且使你有正面的思想、積極的行為，

那就會是非常好的信仰。 

    還未到台南前，老師便在遊覽車上有稍微的介紹和解說，

讓我們出發前就有初步的認識，並且對其主題有更深了解。一

路上滿懷期待跟興奮的來到台南，第一眼看到了臨水夫人廟，

外頭的公園和其園林造詣，讓我開始對這次的田野調查有了更

大的期待，開始我們今天一整天的徒步遊台南廟宇之旅。很多

人可能會懷疑，為什麼很多學者對於廟宇有如此大的興趣，說

到要認識台灣，第一個先要認識的就是我們的宗教習俗以及廟宇文化，很多歷史遺跡和前人的足

跡，都是藉由廟宇的建築來做一紀錄的，就像是為什麼廟

宇的龍從來沒看到是五隻腳指頭的腳，永遠都只有四隻三

隻，就是沒有五隻，那就是因為只有黃帝能有這個尊貴擁

有五隻腳的龍，例如繡在衣服上的黃袍，宮殿中的裝飾等

等，只有尊貴的上者能夠擁有獨一無二的五隻腳龍。 

 另外，為何廟宇總是在對聯、圖畫、雕刻上有一些警示

的話，或是一些有關的警示故事，我在想那時代的法律、

學術不如現在的發達，因此藉由宗教，來教導人民守法、

盡孝的觀念，使之讓許多正面觀念傳達下去，而不避免有

太多無知的犯罪發生。甚至於有些例如十六歲成年醴，專門就是給青少年的成年法會，也是想藉

此警惕年輕人不應該再貪玩，也該是為自己付責任的時候到了，更順便告訴所有親朋好友、鄰居

公司等，不應該再把它當成兒童，公司也該換改發予跟

一般成年人一樣的多薪資給他。很多很多都是廟宇產生

的原因，只要是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能夠藉由宗教去

祈禱求福改善的，都一定會有神的產生，使人民有一個

心靈上的依靠，不再旁徨無助。 

    其實對我來說，如你心存正念行善事，不拜其神鬼，

不有其信仰，又何妨？只要你能夠在生活中，找到目標，

找到你所能依賴的意念，不歪斜，不害萬物，那即使你

是個無神論者，毫無崇拜之物，但你依然是個好人，而

且或許你那樣可依賴的意念或左右銘，正就是你心靈上

的神明，使你變的更好更善的溫暖光芒。真的很高興能夠參加這次的活動，讓我對於宗教有更

多不同的認識，現在對我而言宗教信仰不再是單純的崇拜，而是一種對於心靈上的啟發指導和

安慰，可以說是人民的心理醫生，而我想這就是它最迷人的地方，因為當下的人們正是需要這

樣的溫暖。 

 

中文 100 級  張詩苹同學 

在烈陽的歡迎下，我們一行人浩浩蕩蕩到了台南。在南瀛生命禮儀的行程中，我們首站便是到延

平郡王祠參觀。延平郡王祠是西元 1874 年（清同治 13 年），欽差大臣沈葆楨來台後，為求爭取

民心，乃奏請朝廷為鄭氏立祠。 延平郡王祠是台灣少見的「福州式」建築。但後來修復時由福

州式改為北方宮殿式，才無法加入古蹟的行列。 

  接著，我們到了臨水夫人廟，臨水夫人由於會法術，而在與妖精鬥法過程中，體力不支而亡於



產難，死前發誓要幫助婦女度過生產難關，遂成為產婦的守護神。而神殿中也供奉齊天大聖孫悟

空，要幫助一些較好動、頑皮的孩子，平安長大。還有臨水夫人

的助手三十六婆姐坦乳攜幼的各個姿態，更是微妙微肖，她們也

是孩子成長的守護神。 

  我們領著古地圖，穿梭昔日的古街道，走到了東嶽殿，附近都

是「紙糊屋」的商家，遠遠從直達天廳的煙，就可看出其香火鼎

盛。東嶽殿主祀東嶽大帝，又稱為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大帝。東嶽

大帝主管人的生死，又兼掌人間福祿壽和災禍等事情，可以說是

地府的複審。常會聽到「尪姨」、「尪頭仔」在裡面做法事的聲音，

幫忙改運、牽亡魂等。 

接著我們走到戲台后，眼前出現的是府 城隍廟。如果東

嶽殿算是地府二審，那府城隍廟就等同 是地府初審。一

進府城隍廟，抬頭就是「爾來了」大字 高掛，門楣上方

掛著超大型算盤，計算的來者的善惡是 非。「做事奸邪盡

汝燒香無益」「居心正直見我不拜何仿」 的對聯，給了人

莫做惡事的警惕。府城隍廟是二級古 蹟，台灣最早建

立的城隍廟，主祀府城隍「威靈公」， 等同於陰間的行

政長官。另外廟內也供奉城隍的部屬二 十四司。 

慢慢步行到主祀七娘媽的開隆宮，開隆 宮擁有一項特別

的儀式：做十六歲。原來是當時許多居民家境較清寒者，便到港邊打工維生，直到年滿十六歲才

不算是童工，得以領成人工資。因此只要家中有小孩，年滿十六歲之際，父母便會帶著小孩前往

祭拜七娘媽，也會藉這個機會請老闆吃飯，藉機告訴他，家中小孩已不再是童工了，明天起就可

以領大人的工資。這項特別的文化也發展出度小月這種小吃。路過台灣四大名園之一的吳園，聽

了昔時的俗諺：「有樓仔內的富，也無樓仔內的厝；有樓仔內的厝，無樓仔內的富」，就可知吳家

當時的財力雄厚。而吳園內小橋流水的建築，成了

許多新娘婚紗照的背景。 

  接著，我們拜訪「全台首學」孔廟，「文武官員軍

民人等至此下馬」的下馬碑，可看出對社會讀書人

的尊重。再來，我們到重慶寺，廟裡有一個醋醰，

據說如果夫妻感情不睦，攪動醋桶就可以情人合

和，夫妻恩愛。重慶寺主祀觀世音菩薩，也供奉月

老等神祇，同時也是台南市密宗的道場。 

  接著，我們步行至添福添壽的三官廟、天壇。天

壇內有聞名全台的一字匾、主祀玉皇大帝，也是全

台唯一用牌位祭祀之廟宇。後來，我們便到「鷲嶺」

北極殿。北極殿又稱大上帝廟，主祀玄天上帝，玄為黑，故玄天上帝又稱黑帝，整座寺廟以黑色

為主體建築。再者，我們到了專治小孩疑難雜症的萬福庵，主祀觀世音菩薩及齊天大聖。廟前一

棵大樹，好似猴群爬樹，相當神奇。 

看著古地圖，崎嶇、窄小的巷弄，原本的溪流阿，至今日已枯乾，真是白衣蒼狗多翻覆，滄海桑

田幾變更！這一趟生命禮儀之旅，足讓我們開了眼界，除了體會府城的古都之美，更把在時光的

洪流中，漸漸被忽略的生命禮俗，找了回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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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活動的主題是觀訪台南市的廟宇古蹟，探訪它們如何滿足人對生老病死的需求。首先

從台南神社改建而成的忠烈祠開始步行，看到台灣光復後作為神社入口的鳥居，上面刻著忠肝

義膽四個大字，讓人感到一股正氣凜然的氣勢。 

步行到臨水夫人媽廟，入門兩側有雕刻的栩栩如生的青龍白虎石

刻，供奉的是守護小孩和婦女的註生娘娘，還有配祀三十六位姿態各

異、輔助註生娘娘的媽姐，後面還有負責照料婦女孕育孩子的花床，還

會「移花換斗」的花公花婆，能在胎兒剛發育時改變成父母想要的性別。

步行到主祀大帝的東嶽殿，執掌人間福、祿、壽考，罰惡懲奸，又主招

人魂魄，是道教陰司地府的主神，並為十殿閻王之主。三川步口左右兩

壁ㄧ雕刻著二武將拿旗幟和彩球，象徵

「祈求」，另ㄧ雕刻著二武將拿戟和磬，

象徵「吉慶」，雕刻家取諧音寓意的巧思

令人讚嘆。一踏入門檻，昏暗的氣氛讓人感到肅靜，尤其是「爾

來了」的匾額迎門高掛，ㄧ股威嚴的氣勢便撲向人，令人不敢

造次，兩旁還有很有意思的對聯「作事奸邪盡汝燒香無益， 居

心正直見我不拜何妨。」發人警省，對面則懸掛一個大紅算盤，

意在計算  人間善惡是非。 

步行到開隆宮，供奉的是守護小孩到十六歲成年的七娘媽，這裡有一項重要的古禮，即是

舉辦滿十六歲的成年禮，男右女左在狀元亭下「鑽桌腳」並繞三圈，然後焚燒七娘媽亭儀式才

算完成，意味小孩要開始肩負家庭與社會的責任，同時也脫離了七娘媽的庇祐。此外，有趣的

是廟方還在牆上貼了一張紙，上面寫明開隆宮的網址：7 mother.family.net.tw，讓眾信徒能在網

路上查詢相關資訊，看來廟宇也是努力在跟隨網路時代的潮流。 

步行到台灣四大名園之一的吳園，幽幽流水，古色庭園，相當

美麗精緻。我們還參觀那裡的特展「發現日治下的老台南」，聽導遊

講述不少古台南的歷史與古蹟，對台南因此有了更進一步的瞭解。

步行到大觀音亭興濟宮，在導遊的熱心帶領下，一群女生個個表情

虔誠地跪在月老面前，衷心盼望能在月老的幫助下，覓得有情郎。

跪拜完畢後起身抽取一根紅線，順時針繞香爐三圈並繫在手上，等

紅線自然脫落後，緣份也就到了。一路上，大家流露出興奮期待之

情，還嚷著如成真必回來還願呢！ 

最後步行到活動的終點站─赤崁樓。我走了一天確實累了，一上遊覽車便閉目休息，思緒

因此沉澱清晰起來。每座廟宇因供奉的神祇不同，氣氛、楹聯與雕刻也跟著改變，呈現多元豐

富的民俗文化。不過除了重視儀式，一進廟門就拿香對拜、祈求願望外，也應該對自己拜的神

明有所瞭解，並學習祂们傑出的品格才是。 

中文博一蔡政惠 TA 記錄 

在台灣的歷史洪流上，不論原漢民族

的歷史都可由台南尋到根源與跨時代的

見證，由客觀的田野調查，使我們見證了

台灣發展的軌跡。攸關於台灣南瀛生命禮

俗在一間間街頭巷尾的廟寺中，我們驚喜

的覺察到許多令人振奮的民間流傳已

久、約定俗成的傳統珍寶。「延平郡王祠」

中見證了鄭氏王朝的輝煌與歷史軌跡，可惜重新整修後，結構改變而無法列入古蹟。「臨水夫人

廟」中，供奉臨水夫人祈求順產、祈求生男生女的福德神、與三十六婆祖、齊天大聖保佑孩子長



大成人，見證了台灣早期生育教養的禮俗，反映了台灣家長生兒育女的含辛茹苦、與敦敦教誨，

見證了所謂的「天下父母心」！「油行尾」則是見證台灣早期經濟發展的特色，展現了台灣人打

拼的不折不撓，不畏辛勞但求溫飽的傲骨精神。接著，「東獄殿」則是使大家留下了極為深刻的

記憶，顛覆了傳統對於廟宇多祭祀神佛的印象，廟中的黑白無常、牛頭、馬面、范將軍、謝將軍、

進行中的法事，與法事為求救贖地獄中的親友脫離苦海，乃展現了台灣人的倫常親情觀念的深刻。

「府城隍廟」中映入眼簾的「大算盤」、「爾來了」、與「做事奸邪盡汝燒香無益，居心正值

見我不拜何妨」令人感到十分新奇，城隍爺以此清算審判人間的善惡優劣，使人警惕於「善有善

報、惡有惡報」的精神。廟宇中見證了台灣人對於死亡觀念，由「城隍廟」審判，以及在三官廟

正殿一個「台灣三大名匾」之「一」字匾，意味著「千算萬算不如天一劃」，顯示出台灣人對於

神佛的敬畏與敬重。「開隆宮」見證了孩子長大成人的成年禮，要以七娘媽亭來感謝七娘媽的保

佑順利成年，說明了台灣早期因早期環境物資缺乏，使得孩子長大成人的喜悅。「吳園」吳園的

成立，乃因名為吳春貴因賣鹽致富，成為當時府城最有錢的人家，即在台南枋橋頭建立這座吳園，

和板橋林家花園、新竹北郭園、霧峰萊園，並稱台灣四大名園，景致古色古香、別具典雅韻味。

園中的藝文中心，展示了有關日治時代的台南開發史，使我們更貼近台南這塊土地。 
為了見證南瀛生命禮俗，我們一群人浩浩蕩蕩地穿梭在台南的大街小巷中，從新舊建築交

錯、各式廟宇、西式、日治建築林立，還有呂副總統親自證婚的夫妻樹、台南特有的喜鵲叫聲…

等等，見證了「一府、二鹿、三艋舺」的古老繁華府城。「全

台首學的孔廟」則是重現了古代教育的軌跡，緬懷至聖先師

孔子與古聖先賢。「重慶寺」中「攪醋甕」的風俗，說明了

早期台灣人若遇到婚姻問題，如何寄託於神佛的力量和好如

初，還有祈求月老牽紅線以求好姻緣，接著生兒育女即是祈

求註生娘娘保佑順產。為了添福、添壽的「三官廟」除了掌

管天官、地官、水官的三官大帝，最令人印象深刻的即為周

公和桃花女，此故事即影響了今日結婚喜慶中以米苔的

竹筐為新娘擋煞之風俗。 
在「北極殿」、與「天壇」中，我們幸運的巧遇了來

進香的宮妙，見證到乩童起乩的畫面，實乃田野調查中

十分特殊的經驗，不同的神佛降乩，有不同的儀式，使

大家印象深刻。北極殿古稱「鷲嶺」，古諺言：「北極殿

的墀前，水仙宮的簷前」說明其由來所在。天壇中即有

「台灣三大名匾」之「一」字匾台。最後在「萬福庵」

旁的老榕樹樹形似猴，故稱「猴靈樹王公」。「萬福庵」

中，同樣有祭祀的齊天大聖而聞名，祈求孩子平安長大，許多廟宇風俗的與民眾日常生活中的所

需息息相關，也展現了南瀛生命禮俗的獨特與珍貴。 
此次的「南瀛生命禮俗」之旅難能可貴，使我們體悟到台灣民間許多約定俗成、獨特珍貴的

老祖先智慧。在人生生、老、病、死的許多階段中，有許多廟宇、神佛構築勾勒出南瀛生命禮俗

的圖像與脈絡，見證了台灣民間傳統文化、與宗教信仰對於民眾安身立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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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福多壽好姻緣，只怕是人人都想要的，而這次的南瀛生命禮俗之旅，就以這樣的標題出

發了，人的一生不外乎生老病死，而所謂的民間信仰則是依據人們最基本的需要、最貼近人們的



生活而產生的，套句廣告祠來說「宗教始終來自於人性」，我們這次旅程的目的地當然就是台南

的廟宇。台南由於開發的早，是台灣的古城，由於包容了來自各地的人們，所以在宗教信仰上自

然也呈現了百家爭鳴的情況，老一輩的人常說「台南廟有九十九間，多一間就會倒一間」，當然

這話沒有什麼根據，只是他們的玩笑話，但也可以從這裡知道台南廟宇之盛，可一說是三歩一廟，

五歩一寺了。 
 

老師帶領著我們藉由步行參觀了延平郡王祠、臨

水夫人廟、東嶽殿、府城隍廟、開隆宮、吳園、台南

孔子廟、重慶寺、三官廟、天壇、北極殿、萬福庵等

等。我們以一天的時間，看到了人生中的縮影，我不

由得深深的為台灣人民的生命力感動，我總覺得在這

些生命禮儀中所透露出來的是一種強大的對於生的

熱愛與活力，也同時是對土地的回饋與感激，敬神畏

天也許在今天會斥為迷信無稽，然而我認為這是足以

顯明台灣人對於這塊土地的感情，進到這些廟宇不是燒香拜拜而已，更引發的是我對這座廟宇所

代表意義與精神的興趣，例如在這次參觀中的三大名匾之中的「爾來了」，那種對於社會風俗的

端正力量，它不是強制的外在力量，而是由精神的力量去約束人們，它讓我想起我的祖父母們，

他們雖然沒念過什麼書，但他們有種俯仰無愧於天的坦蕩，他們不是無懼於生死，但更有一種無

畏生後事的豁達。因為一生雖沒有什麼成就，不過就日日

匍伏於農田的莊稼漢，但他既無負於人，又無愧於天，對

於死自然也就無所畏懼了。 

另外就是天壇中的「一」字匾，也讓我感到震撼，千

算萬算不如天一畫，它之中包含的權威性和不可被質疑，

讓我想到了老子道德經中的「道」，不是無而是有，但卻

不多不少，生成萬物，是最高主宰包含全體，我感到「一」

當中所能包含的意義是相當深遠的。 

欣賞這些廟宇，不僅僅是雕樑畫棟、朱牆白瓦，透過

這些建築我們也看到了台灣府城的簡史，一段以台灣人民為主體所呈現歷史，這段生命禮俗之

旅，不只是對生命的禮讚，也同是是對台灣人生於斯長於斯的嘆詠。 

 

檢 討 與 
建 議 

本課程 榮獲教育部「五年五百億卓越教學計畫」補助 TA 與相關活動，邀請校外

專家專題講座。10.24 開始至 12.19，隔週邀請一位紀錄片實務工作者(導演、製

片、攝影師等)蒞臨課堂，指導同學們田野工作之拍攝。因修課人數達 50 人，同

時教學助理必需由本校取得 TA 認證之研究生擔任，由於本校欠缺數位影像製作相

關科系，在紀錄片拍攝實務上，無法聘請音像相關專業之教學助理協助課程推動，

殊為可惜！希望學校在教學助理認證時，能考慮研究生跨校支援教學助理，不僅

能達到跨領域對話的成效，也能使本課程更加完善。 

 
計畫主持人：楊濟襄  （簽章）                填報日期： 96 年 11 月 12 日 
附註：本成果報告書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送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存查。（受補助單位執行績

效考評，得列入下年度補助經費之參考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