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黎志添

本書共收入論文13篇，深入探討華人廟宇在不同地區的傳承與

演變，涵蓋江南（江浙一帶）、閩南和臺灣、香港、粵西及東南亞等

地域。結合比較視野及多元方法，本書從田野考察、碑刻、儀式、

傳統習俗及地方社會等角度，探討廟宇在社會中的功能和作用，不

但涵蓋華人廟宇的方方面面，更覆蓋廣泛的區域，全面展現華人廟

宇研究的最新成果，讀者也可以從中掌握和比較不同華人地區中廟

宇的特色和發展差異。

2022年，筆者主持的「香港廟宇碑刻志」研究項目進入收官階

段，《香港廟宇碑刻志：歷史與圖錄》也於翌年正式出版。在「上窮碧

落下黃泉」式的搜集碑刻、編訂整理和句讀點校的過程中，筆者逐漸

萌生了一個想法：世界各地必定有著與筆者懷抱相同熱誠的學者，

他們在華人廟宇研究的領域各有卓著建樹。若能將這些學者集結一

堂，共論學術新知，實現學術交流，必為一大盛事，也能讓《香港廟

宇碑刻志》一書的面世更有意義。於是，筆者開始籌備「從比較的視

野看華人廟宇與地方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並邀請研究華人廟宇的

同道們參與。17位學者欣然應允參加，他們背景多樣，除了中國內

地，還包括來自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亞、東南亞國家，甚

至歐洲的專家。雖然會議的議題專注於「華人廟宇」，但參會學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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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序言

不僅限「華人」，而是包括世界各地非華人的專家，這足以見得「華人

廟宇」作為研究主題的廣泛吸引力。

2023年5月12日，「從比較的視野看華人廟宇與地方社會」圓滿

舉行；會上，17位學者發表了他們最新的研究，圍繞華人廟宇歷史

及演變，以及華人廟宇與地方宗教、地方道教、地方社會、碑刻研

究、離散群體等議題展開了熱烈討論，同時再思華人廟宇宗教的研

究方法。為了讓這些寶貴的研究成果不局限於會議之內，筆者決定

將這批論文編輯成冊，付諸梨棗。雖然書本並非金石，但亦能讓這

些關於華人廟宇的研究如碑刻般與學術同仁分享、切磋。

一些學者對於江南地區的廟宇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十分關注。北

京大學趙世瑜〈當代江南的「萬神殿」：從水鄉成聚到鄉村都市化過程

中的文化整合〉觀察到在當代江南的佛寺道觀中，有種奇特的「萬神

殿」場景—周邊水鄉被清拆的鄉間廟宇的神明塑像，被整體移到

寺觀中供奉，有如「萬神殿」。從五代兩宋開始，隨著農業發展，江

南的水面地域逐漸減少，水上人上岸生活，加上外地人移居此地，

聚落不斷增加，形成了「水鄉成聚」的現象，各種社神和土地神的信

仰也相應出現。近代以來，隨著鄉村都市化的進程展開，原有的村

落消失，社廟也大多被拆除，一些社神、土地和其他神明的塑像被

集中安置在佛寺或道觀中，形成了「萬神殿」的現象。江南地區從水

鄉成聚到鄉村都市化，這種現象即反映了這一過程中區域社會文化

整合，同時也是「標準化」和「多樣化」的博弈過程。作者亦認為，這

種「萬神殿」是一種權宜之計，雖然維持了原有村落神明「離土不離

鄉」，但也意味著傳統村落和神聖空間的消失。

北京大學劉永華〈清代徽州的圖甲組織與村落儀式〉一文，透過

道光十二年（1832）徽州府婺源縣北鄉沱川盆地舉行的祈雨活動，

分析了儀式的過程、場所、參與者、物料等方面，指出祈雨活動以

圖甲為基本架構。該文回顧了明清時期鄉里組織從里甲到圖甲的轉

變，並指出這一轉變不僅反映了國家治理形態的轉型，也涉及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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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 ix

里組織自身屬性的變動。作者指出，圖甲組織承擔國家的賦稅、徭

役等職能的同時，也發展出應對困難和維護利益的制度，如合約、

會社、義圖等，從而強化了「圖」作為社會實體的面向。該文進一步

探討了鄉里組織參與村落儀式的意義，認為這種現象體現了鄉里組

織的鄉族化進程，即鄉里組織不僅是一個基層行政層級，也是一個

具有鄉族特徵的社會組織。這種鄉族化進程亦是明清時代社會與國

家關係的重要體現，反映了社會組織在處理公共事務的過程中的生

成和發展，但同時也受到國家政權的深入影響。

復旦大學許蔚〈皇家的大高玄殿與民間的大高玄殿：雙向道上的

地方祠神鷹武李將軍〉則關注北京紫禁城神武門外的大高玄殿和江

西上饒石人鄉的大高玄殿，這兩座同名殿堂背後的文化意義和社會

作用顯著不同，展現了鷹武李將軍從民間到皇家的祀典正神之路。

早期，鷹武李將軍缺乏尊崇，僅是靈山石人殿的三位神祇之一。其

後，由於祈雨應驗等靈應事件，鷹武李將軍逐漸獲得了地方群體的

信仰，並得到地方官員的支援。隨著道院建設和《靈山遺愛續錄》的

刊行，鷹武李將軍被進一步道教化，甚至有被封為真君的說法。最

後，鷹武李將軍融合了祠神、正神與道教神明三種身分，體現了官

方與民間信仰的交融。

兩位臺灣學者探討了閩臺地區廟宇儀式的源流和地方法壇的

關係。臺灣國立師範大學謝聰輝〈福建中部請火儀式及其祖殿信仰

研究〉透過福建中部的道法壇靖收集的儀式科本與文獻資料，結合

實地調查和訪談所得，深入探討了閩中請火儀式及祖廟信仰間的關

係，揭示了祖廟信仰和請火儀式在當地道教實踐中的重要性及相互

作用。請火儀式分為定期性和不定期性兩種，功能目的多樣，例如

節慶、神明誕辰等等。一般由分靈子廟的香主、香會或香客團體發

起，並邀請道士或法師擔任儀式主持。參與者通常是祖殿的香主、

香會和香客，以及各地信眾。請火儀式要遵循特定的儀節和路線。

最後，謝教授探討了請火儀式的內涵，以及其宗教意義和社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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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序言

能，如請火儀式的祖源認同、聖火崇拜、道法傳承、社區凝聚等，

並指出在請火儀式中，道士扮演了重要角色，有著重要責任。

中央研究院院士李豐楙〈銘刻信仰：臺南興濟宮的「重修與建

醮」記事─道教觀點下的古碑今刻〉一文，探討了臺南重要廟宇興

濟宮的碑刻與歷史。作者先介紹了興濟宮的創建時期、地理位置、

祀神、建築特色和碑刻匾額等方面的情況，並分析了其與政治、社

會、宗教的關係。接著本文探討了不同時代興濟宮修繕與建醮的過

程、原因和意義。可以看到清領時期、日治時期和戰後時期的碑

刻，在數量、內容、風格、作者等方面都不盡相同，反映了不同時

代的社會變遷、文化衝擊和宗教信仰。重修與建醮是一體的傳統，

每次重修都會舉行建醮大典，並留下碑銘或醮志記錄。興濟宮的幾

通碑刻，如何紀錄了修復與建醮的過程、參與者、神明、儀式等，

展現了不同時代的文化風格與社會變遷。興濟宮供奉的主神是保生

大帝吳夲，其信仰在臺灣開發初期已經建立，代表了一境的共同利

益和文化，關乎地方社會的認同和凝聚。  

本次會議，亦有三位香港學者發表了關於香港地方廟宇的論

文。黎志添〈香港地方廟宇儀式研究：道教儀式的廟宇化〉即探討了

香港地方廟宇儀式傳統所包括的道教特色（可稱之為地方廟宇儀式

的道教化）。《華人廟宇條例》將香港的中國傳統廟宇分為佛教類、

道教類和非傳統教派組織的地方（社區）廟宇，並以「地方廟宇」來指

稱。這些地方廟宇供奉中國神明，但不具備佛、道教的教派屬性。

本文又介紹了香港地方廟宇的數量、分佈、歷史發展和變遷，以及

廟宇中主奉的神明種類和數量，如天后、關帝、洪聖、楊侯、觀音

等。其中，天后是香港地方廟宇供奉最多的神明。黎教授於2017年

開始進行「香港地方廟宇儀式」研究計劃，這一計劃共完成了16座廟

宇的27次儀式活動考察，本文概括介紹了幾座香港地方廟宇舉行的

神誕和中元法會等儀式，並選取2018年正善精舍主理南安坊廟中元

法會（盂蘭勝會）和灣仔玉虛宮的北帝誕儀式，這兩間廟宇的科儀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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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 xi

具代表性，本文詳細記載並分析了儀式的過程。這些儀式活動主要

由香港道觀培育的經生或正一派火居道壇承接，遵循道教的科儀傳

統，包括禮懺、禮斗、朝賀、讚星、破獄、攝召、散花、超幽等傳

統科儀的程式。在香港，許多地方廟宇供奉的神明之中，有些源於

道教的神仙譜系，但另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神明則不屬於道教。本文

總結，香港地方廟宇的神明信仰既受到道教神祀儀式傳統的影響，

又保留了地方祀神的特色和文化，這也體現在廟宇定期舉辦的大型

儀式之中。

珠海學院危丁明〈海角儒蹤：儒教的「異鄉」故事〉一文，講述了

香港在英國殖民時期，一批遜清遺老如何在這裡維護並傳承儒家道

統和中華文化。辛亥革命後，一些忠於清朝的士人南下香港，尋找

安身立命之所。陳伯陶等人利用香港的古蹟，如宋皇臺和三山國王

廟，借宋代遺民之思抒發胸中意氣，來重現宋朝的風光，並寄寓對

故國和道統的思念和憂慮。晚清進士賴際熙等儒士在香港創辦學海

書樓和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以推廣中文教育和傳統漢學，他們與海

外華商緊密聯繫與合作，並得到支持和讚賞。這些努力為香港的中

文教育奠定了基礎。文章最後指出，這些儒士的努力雖然是逆歷史

潮流而動，但也展現了儒家道統的剛健和尊嚴，對香港中華文化的

發展和傳承有重要意義。 

香港中文大學馬木池〈英殖民管治時期作為社會控制的《華人廟

宇條例》〉一文，介紹了在英國殖民時期，香港不同地區的廟宇成為

當地居民的集會場所，籌辦宗教活動、慈善事業和公共服務，並與

殖民政府建立聯繫和合作，形成一種地方自治的機制。1928年，《華

人廟宇條例》通過，改變了廟宇的財產、收入和管理權的分配，使廟

宇由地方居民自主的機構，轉而由華民政務司領導的「華人廟宇委員

會」所控制。馬教授以油蔴地天后廟等廟宇為例，論述《華人廟宇條

例》對廟宇的興廢、地方節慶活動、社區福利和建設等方面的影響，

探討了地方居民對《華人廟宇條例》的反應和抵抗。最初，香港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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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透過廟宇公所、廟宇委員會、街坊會等組織，實行地方自治。

出於防止廟祝貪污、推廣西醫西藥、控制廟宇財產等原因，殖民政

府在1928年通過《華人廟宇條例》，收管社區華人廟宇。《華人廟宇

條例》實施之後，地方居民失去了對廟宇的管理權，也破壞了以廟宇

為中心的地方自治組織，《華人廟宇條例》對社區建設、廟宇慶典、

公益慈善等方面，造成負面影響。

日本茨城基督教大學志賀市子〈扶鸞在中國地方宗教信仰中所起

的作用：以粵西地區的神廟為事例〉關注到扶鸞在粵西地區神廟中起

到的作用。在清末，飛鸞救劫運動發祥於西南地區，而後席捲中國

各地。飛鸞救劫運動是遵守神明透過扶乩降下的神諭，按神明的乩

示行善，以期避免劫災的一種宗教運動。在扶鸞的地方性上，該文

指出，粵西鑒江流域在光緒年間（1875–1908）陸續出現了鸞堂（扶鸞

結社），當地人稱它為「經堂」。經堂的主要活動有扶乩、誦經、印送

善書經卷和惜字等。這些活動與扶鸞有密切關係，滲透到地方社會

的各個角落。經堂的儀式體系由道教科儀、儒壇概念和飛鸞救劫論

述等不同的宗教元素構成，這體現了扶鸞的宗教面相。經堂的神明

系統各有不同，比如粵西出現了以玉皇宮主信仰為核心的經堂，其

信仰活動也與地方社會的變遷有關。

海外華人的離散社群和地方廟宇的關聯也得到了與會學者的關

注。南洋理工大學的蘇泉銘及郭根維〈東亞與東南亞的九皇勝會初

探：節日淵源與歷史內涵〉深入探討了東亞與東南亞的九皇盛會的

節日淵源和歷史內涵。作者先勾連文獻和口述資料，從而討論神明

九皇的身分，以及在不同地區和時期九皇盛會意義的轉變。作者指

出，研究九皇勝會，應該比較中國各地與東南亞之間的歷史和跨區

域交流，以反映節日的多元性和流動性。要理解節日的變遷和延

續，應當充分考慮這兩個區域的政治經濟環境，以及華南社區和南

洋華社的共同記憶。明清以降，在不同的地區和時期，九皇信仰的

形式和內容也不盡相同，反映了九皇的多元性和流動性。在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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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九皇盛會是一個盛大的節日，有著豐富的民間信仰和文化內

涵。在東南亞地區，九皇盛會則反映了華人移民的身分認同和文化

傳承。九皇盛會在不同地區的社會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不

僅是一個宗教節日，還是社區聚會和文化交流的場所，有助於增進

社區凝聚力，並傳承傳統文化。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廖小菁〈「街坊辦事所」：神廟自治組

織與英屬馬來亞華人地方社會（1897–1945）〉一文，關注馬來半島霹

靂州端洛鎮的華人新客透過何仙姑廟的管理組織，建構地方基層社

會，並應對移居地與祖籍國家雙邊的政治動態與時局更迭這一歷史

現象。作者利用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的議案簿和帳冊，以及英殖民

政府檔案、報刊與民國時期文獻等資料，展示了在移民社區早期形

成階段廟宇的角色功能與歷史意義。作者認為，廟宇不僅是華人信

仰與文化的象徵，也承載了華人社會的治理機制與身分話語。該文

分別從「神廟與地方社會」、「神廟與地方政治」、「神廟與國族動員」

三個層面，分析了何仙姑廟在端洛華人社會中的多重功能與意義。

何仙姑廟不僅是端洛華人的信仰中心，也是端洛華人的社區中心，

承擔了教育、福利、公共衛生、防疫、防火、維安、土地管理、義

塚保護、社會仲裁等各種公共事務。何仙姑廟也是端洛華人的政治

中心，與英殖民政府、馬來王室、馬來人、印度人、日本人等各方

勢力進行協商與抗爭，維護華人的權益與尊嚴。何仙姑廟更是端洛

華人的國族中心，參與了中國國民革命、抗日戰爭、馬來亞獨立運

動等各種國族動員，展現了華人的愛國情操與國際視野。作者認

為，何仙姑廟是端洛華人社會的「街坊辦事所」，展現了華人的共同

體意識與身分話語，是一個具有現代性意義的自治組織。

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莫家浩〈殖民治理環境下的柔佛古廟遊神

傳統形塑（1920–1948）〉關注1920到1948年這一時期之內，柔佛古

廟遊神的形式、內容和意義如何被外界因素影響，這些因素包括英

殖民和日據時期的政府治理因素，以及柔佛巴魯華人社會的內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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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等。作為柔佛巴魯地區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廟宇，柔佛古廟每年舉

行的遊神活動已經是柔佛巴魯華人社群重要的文化活動和身分認同

象徵。從英殖民到日據時期，柔佛古廟遊神因為政治原因和華人社

會內部討論，發生了種種變遷，特別是在中國爆發抗日戰爭之後，

是否節約遊神經費以支援華人的祖國抗戰，成了華人社區討論的議

題。在日據時期，日軍為了粉飾太平和宣傳東亞共榮秩序，遊神的

規模變得更大，在戰局之下，柔佛古廟遊神權宜時局，故作姿態的

表現，反而讓遊神的儀式標準化，並讓遊神儀式成了戰後柔佛巴魯

華人文化身分認同的現實參照物。

廈門大學蔡志祥〈生與死的連繫：墳山、廟宇、儀式與新加坡

廣惠肇碧山亭〉一文，以新加坡的碧山亭為例，探討了分析了墳

山、廟宇和儀式在早期移民社會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如何受到殖

民政府、都市發展和人口變化的影響。該文先介紹了碧山亭的成立

背景、管理架構、墳地分配等方面，及其如何服務廣惠肇的成員和

其他華人群體。接著，該文論述了萬緣勝會的儀式和意義，詳細描

述了萬緣勝會的儀式流程、參與者和執行者、收支記錄和碑刻文物

等，萬緣勝會聯繫生者與死者，弘揚孝道慈善，配合國家話語與和

諧理念。蔡教授指出，《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收錄了碧山亭64項的

碑銘文物，其中10通都記錄了1920年代以來不同時期舉辦的萬緣

勝會，從這些碑刻可以看出儀式的連貫和變遷。透過不同載體上關

於碧山亭萬緣勝會的官方論述和記錄，可以看到始建年份、間隔時

間、儀式執行人、儀式內容和社會意義等方面都各有不同，可見在

不同的時代，同一儀式如何應對宏觀環境的變化，以及如何聯繫生

者和亡者，達至為生者的幸福和文化服務的目的，並且弘揚孝道和

宗教慈善的價值觀。

透過以上種種，本書的議題之廣泛深入，讀者當可窺見一斑。

當中，雖然不同地區的華人廟宇之間存在相異的發展面貌，而各自

的社會文化和宗教儀式也有不同特色，但是，「華人廟宇研究」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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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領域的豐富性，卻能為學術界對不同地區的華人社會、政治和

宗教研究，提供另一種特別和有價值的視角和珍貴的材料。我們期

待本書的出版，能激勵更多學者共襄盛舉，進一步挖掘和探索華人

廟宇的豐富奧秘。最後，筆者特別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

協作研究計劃─「嶺南文化與世界：廣東文人文化景觀的建構及轉

變（1821–1949）」（C4006-22GF）的支持，為筆者主持的「嶺南廟宇文

化在不同華人地區發展」的研究確立基礎，也為進一步的跨地區分析

和比較，提供極具價值的研究方向和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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