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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的民間信仰與民間佛教的研究，不能脫離對台
灣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發展脈絡的掌握與理解。台灣
民間信仰牽涉到漢人的拓墾史、聚落發展史、地方
史、族群與族群關係發展史、區域發展史等等，這
是我比較重視的層面。台灣的民間佛教自然也牽涉
到台灣佛教史。無論民間信仰或是民間佛教都與庶
民生活息息相關，庶民史觀從台灣人的信仰生活中
也能如實窺見。

高雄市阿蓮區超峰寺



一、我的研究領域：

1.民間信仰：祭祀圈與信仰圈。

2.民間佛教：齋堂與巖仔。

3.台灣民俗：民俗人物（羅乾章、佐倉孫三、

田中綱常、劉枝萬）。



二、祭祀圈研究中的歷史論述：

1.何謂祭祀圈？

2.與聚落發展史的關係。

3.與宗族發展的關係。

4.與地方開發水利發展的關係。

嘉義縣水上鄉善德堂



三、信仰圈研究中的歷史論述：

1.何謂信仰圈？

2.與族群發展的關係。

3.與區域社會發展的關係。

4.祭祀圈與信仰圈展現民間

社會自主發展的主體能動性。

信仰圈（以彰化媽祖信仰圈為例）高雄內門紫竹寺



四、齋堂與巖仔顯示台灣傳統佛教變遷：

1.齋堂是台灣傳統的教派佛教。

2.台灣很多古巖。

3.齋堂與巖仔以觀音為主祀對象。

4.民間佛教的諸多面向。

5.空門化或佛教化？

齋堂（布袋金華山堂） 巖仔（嘉義縣梅山鄉堀尺嶺慧山巖）



五、從台灣民俗研究看後殖民論述：

1.殖民者文獻：佐倉孫三的《臺風雜記》。

2.殖民者成為神明：民眾史學的觀點。

3.擺脫被殖民的悲情。

殖民時期大溪修德寺之南瀛佛教會會員證



六 、結論：庶民史觀的建構與理解。

1.民眾在信仰的社會實踐中展現的主體思維

2.要瞭解folk history必須瞭解folk

ideology/folk mentality。

高雄內門紫竹寺 嘉義縣番路鄉半天岩紫雲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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