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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的整個信仰體系都建設在稻作文化上，
因此土地的再生力和萬物的生殖力就成為最
重要的能量。也就是說「生」、「健康」和
「潔淨」成為神道中最高共的正義，相反地
「死」、「傷病」和「髒污」就成為了最嚴
重的邪惡。 
  「死」和「汙穢」的存在不僅是最嚴重
的邪惡，更是一種負能量，而這種負能量的
另一種衍生物就是妖怪。日本傳統稱妖怪這
種存在為「物の怪」，也就是「怪異的存
在」，可以說是和人類不同的生物或物種，
雖然妖怪不一定都是害人的，不過再怎麼樣，
妖怪都是離潔淨和神聖非常遙遠的存在。 
  在傳承中人類於特定的時間和場所遇到
的妖怪，再怎麼恐怖都是屬於怪談等級的傳
說，那麼傳統神道信仰中有沒有像台灣民俗
中幽靈或鬼那樣恐怖的存在？ 
有。就是怨靈。 
 





 



 



 













臺灣原住民族多認為萬物皆有靈，
宇宙是由無數超自然的、無形的
「靈」所支配著。雖然各族對於
「靈」的概念不盡相同，但多有
生靈、死靈之分，死靈才具有靈
力，也分為善靈、惡靈。橫死的
靈，徘徊於部落附近，作祟生人，
成為惡靈。有些精怪傳說也被認
為與其有關。 
  巫在初民社會是崇高的象徵，
有些兼任祭師，有些地位則高於
部落領袖，巫可說是神與人之間
的橋梁，為人占卜醫病，除穢避
凶，但有一種「黑巫」則難以見
容於大部分的部落社會，其巫力
被認為來自於惡靈，有時還遭致
隔離或報復。究竟巫、惡靈與精
怪傳說背後隱含著怎樣的訊息? 
遠古神話中顯現的神靈觀早已透
出端倪。 



臺灣妖怪歷史悠久，同時也是反映民族
文化的一面鏡子。藉由人類的想像與命
名，妖怪獲得了祂們的實體，這也暗示
著，妖怪呈現了在這塊土地生活的人們，
如何去想像自己、想像這個世界。研究
妖怪文化，就是研究這塊土地的幻想史。
並且，除了以歷史的觀點去爬梳妖怪的
軌跡，另一個更重要的觀點則是「民
俗」。民俗與妖怪息息相關，節日故事、
祭典禮儀，經常會有妖怪的故事出沒。
若能夠藉由妖怪這扇窗口，我們也將對
本土的歷史、民俗有更深刻的理解。 



廟宇是臺灣傳統宗教信仰的核心所在，除了
廟宇本身靜態的祭祀對象、祭祀空間、宗教
信仰文物等之外，以廟宇為中心所發展出的
動態活動、慶典及習俗等，更是臺灣傳統宗
教信仰文化中的重要成分。在臺灣傳統漢人
社會諸多動態文化中，這類通稱為「廟會」
的信仰慶典活動，往往動員最多、層面最廣，
尤其是以主神神誕為主的年度例祭慶典活動，
堪稱為傳統聚落的「嘉年華會」。觀察傳統
的祭典廟會活動，當可瞭解傳統民間社會的
宗教信仰意涵與民間文化中豐沛的生命力。 
  艋舺地區為慶祝青山王聖誕所舉行的祭
典廟會，在地人通稱為「迓十月廿二」、
「艋舺大拜拜」，包含陰曆10月22日的正日
遶境，以及陰曆10月20、21兩日的夜巡。
由於廟會活動持續超過一百年的歷史，因此
在2010年被臺北市政府登錄為「民俗」類文
化資產，與大稻埕迎霞海城隍、大龍峒迎保
生大帝並稱為臺北市三大廟會活動。 



台灣的廟會祭典與艋舺迎青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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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廟會的內涵Ⅰ 

• 廟宇是台灣傳統宗教信仰的核心所在，除了廟宇本

身靜態的祭祀對象、祭祀空間、宗教信仰文物等之

外，以廟宇為中心所發展出的動態活動、慶典及習

俗等，更是台灣傳統宗教信仰文化中的重要成分。 

• 在台灣傳統漢人社會諸多動態文化中，這類通稱為

「廟會」的信仰慶典活動，往往動員最多、層面最

廣，尤其是以主神神誕為主的年度例祭慶典活動，

堪稱為傳統村落的「嘉年華會」。 



臺灣廟會的內涵Ⅱ 

• 觀察傳統的神誕、廟會、陣頭、習俗等活動，當

可瞭解傳統民間社會的宗教信仰意涵與民間文化

中豐沛的生命力。而廟會形式的變遷，也反映了

社會型態的轉變。  

 



廟會的起源與意義  

• 古代廟會的起源與意義：「社神祭祀」活動 、 

「以社會民」之「社會」的起源。 

• 民間廟會傳統：聚落舉行「春祈秋報」的「社

祭」，陰曆七月超度厲鬼的「普度」，驅邪逐祟

的「鄉人儺」，慶祝神祇聖誕的「社火」。 

• 現代廟會的功能 ：信仰的、族群的、社會的、

經濟的、娛樂的 。 



臺灣廟會的型態  

• 以時間分：1.定期性：結合歲時節慶與神明聖誕舉

辦之祭祀、迎神活動，以及例行性之祭祀、祈福活

動。2.不定期性：廟宇慶成、入火安座，以及因應

其他因素舉辦之活動。 

•  以性質分：1.傳統宗教功能的祈福、解厄、超度等。

2.結合現代文化活動而使廟會活動兼具現代教育、

休閒等社會、藝術功能。 

• 以類型分：祭拜、迎神、儀式。 



臺灣廟會結構圖 



台灣廟會中的陣頭 

• 文陣：音樂戲曲（南管、北管、九甲）、

小戲（弄車鼓、落地掃） 

• 武陣：舞獅、舞龍、宋江陣、高蹺陣 

• 宗教陣頭：神將、扮神、十二婆姐 

• 趣味陣頭：跳鼓、公背婆、鬥牛陣 

• 藝閣：裝台閣、八仙閣、蜈蚣閣 

 



遶境 

• 遶境又稱繞境，是指神明外出巡遶「轄境」的行為，又

稱為「遊境」或「巡庄」、「運庄」、「云庄」等，是

民間所稱的迎神賽會。遶境通常在「神明生」前後舉行，

有時是進香返回轄境之後舉行，稱為「進香回鑾遶境」。

在遶境中透過神明對其轄境作較為詳細的巡視，除了具

有宣揚神威與驅除境內邪祟等功能之外，也接受沿途信

眾的膜拜，藉著「換香腳」的行為，將神明的靈力分予

信眾，並為信眾祈福，其規模大小與時間長短則視各地

情況而定。 



暗訪 

• 暗訪又稱夜巡，是指神明的夜間出巡，通常只有主神為

城隍爺或王爺，且領有官將兵馬，具有燮理陰陽職司的

神明廟宇，才有暗訪的舉行，如台北市大稻埕每年陰曆

五月的霞海城隍暗訪、艋舺每年陰曆十月的青山王暗訪、

新北市新莊每年陰曆四月底的大眾爺暗訪、鹿港各王爺

廟的暗訪、南投市每年六月的城隍暗訪等。暗訪通常在

入夜後舉行，由於具有明顯驅逐邪祟的作用，其活動帶

有相當濃厚的宗教儀式上的神煞性質，因此排場隊伍不

如出巡或遶境時之盛大、熱鬧。 















臺灣民間每當神明遶境出巡、進香
割火或喪葬典禮，都會聘請民俗藝
陣參與遊行，藝陣不僅增添祭典的
熱鬧氣氛，也使民俗技藝得以保存，
雖然繞境進香的主角是神明，但吸
引民眾「湊熱鬧」的焦點卻是藝陣
的表演，廟會活動提供民俗藝陣表
演的機會，而藝陣表演也提升了廟
會的藝術性，因此繞境、進香不僅
是宗教祭典，同時也是民間的藝術
活動。 
  臺灣的傳統藝術通常都附屬在
宗教活動，無論工藝美術或表演藝
術都與宗教緊密結合，而宗教信仰
也是傳統藝術最主要的支持者。民
俗藝陣包含「藝閣」與「陣頭」兩
大類，依形式、性質等又可細分不
同類型，十分豐富多元。 















日本有高達三十萬以上的祭典！
這些祭典在不同的歷史背景、社
會環境及發展生態下，發展形成
各具豐富內涵的祭典特色，若從
祭典入手，更能了解日本人過往
的歷史風貌，深入體會日本文化
的精隨。本演講將從日本人的宗
教信仰文化的背景及特徵談起，
接著介紹最經典的日本三大祭典：
京都祇園祭、大阪天神祭、東京
神田祭。祭典與日本列島的時令
性格密不可分，透過三大祭典呈
現的日本文化傳統，同時也納入
橫跨日本列島春夏秋冬四季的祭
典儀式，提供聽講者從祭典中感
受日本人的心性美學的全新瀏覽
東瀛之美的途徑。 





從《山海經》到《大話山海經》 妖怪經典新編的想像力大爆發 
 
先秦古籍《山海經》向來被視為怪誕悠謬之作，全書僅三萬餘字，除了包羅萬
象的地理礦產、巫術醫藥、蟲魚鳥獸，最吸睛的，莫過於那些穿梭其間的神魔
妖怪，從刑天、陸吾、夸父到祝融，從貫胸國、奇肱國到小人國。牠們在《山
海經》中僅占寥寥數語篇幅，到了小說家郭箏筆下，卻長出了血肉與性格，有
了身世與故事，從故紙堆中重新活了過來。 
《大話山海經》系列小說以《山海經》為底本，將看似枯燥晦澀的史冊記載，
敷衍成亦莊亦諧，甚至教人噗哧噴飯的另類奇幻武俠小說。專業書評作家果子
離，將與小說家郭箏對話，看被視為痞氣十足的小說家，究竟如何看待並拆解
古籍中的妖異精怪？如何藉以捏塑出小說中一個個活靈活現的角色人物？妖怪
經典新編，曾面臨多少難處，就有多少奇發異想；蘊藏多少歷史脈絡，就充滿
多少文學趣味！  
 



近年來，臺灣妖怪這個主題備受矚目，
除了創作外，就連學界也加以重視；
在妖怪創作這個大題目下，有幾個主
題可以談：一、為何妖怪創作盛行？
二、文獻考察的重要性？三、是否能
夠自創妖怪？四、都市傳說是否屬於
妖怪的範疇？講師是臺北地方異聞工
作室的成員，著有以臺灣妖怪「金魅」
為主題的奇幻推理小說《金魅殺人魔
術》，並參與《說妖》小說的創作，
共同撰寫《唯妖論》、《尋妖誌》，
將透過這些，分享從資料蒐集、建立
理論到創作故事的經驗，並對妖怪書
寫的方向做出建議。 



都市傳說的構成要件就是故事發生地點必
須在人口密集的現代都會中，這和過去只
在偏僻鄉野巷弄間流傳的故事，已有很大
的不同。此外，「都市傳說」的特性是短
期內大範圍散佈，內容上多半圍繞在都市
生活上，或多或少反映出現實經驗的故事。 
  發生在都市交通運輸、高大建築物之
中，像是電梯、停車場，或經由現代傳播
工具，電話、手機等管道散佈的靈異事件
或妖怪故事，也為都市傳說增添全新的血
肉。 
  揭開我們週遭世界的神秘面紗，解除
我們的焦慮，赦免我們的罪惡感，在這個
艱難的時代裡提供方向指引，最後藉由一
個道德控制的形象，扮演一個正面的角色，
經由傳奇的設計與集體創作，一個社會在
都市傳說的幻想故事裡，照亮了它的許多
恐懼和欲望。 











西元804年，長安城怪事頻傳，竟
是跟一隻口吐人語的黑色妖貓有關。
這妖物更預言大唐皇帝即將駕崩！
霎時，輝煌壯麗的長安城籠罩在一
抹詭譎的妖異氛圍中……與此同時，
日本國的沙門空海和橘逸勢在歷經
海難漂流後，終於抵達夢想中的繁
華長安城。 
沙門空海本為求得佛教密法而踏入
唐土，不料，竟陷入唐國的風暴核
心。從與黑色妖貓交手、夜至秦始
皇地下宮殿對抗群妖之後，空海驚
覺在這妖物四起、各種異國法術咒
語横行的長安城裡，更棘手的妖物
卻是和楊貴妃的死謎有關！ 
這個死謎的背後，是一個存在於五
十年前的怨念，至今不僅主宰著大
唐的命運，甚至準備索拿空海的性
命！在空海逐步尋得那雙掌控妖禍
的黑手之時，也揭開了唐國最駭人
的歷史之謎。 
 



夢枕貘 
吃夢的貘獸 

 
•  日本奇幻文學大師 

•  著名小說系列 
–  陰陽師 

–  沙門空海 

 

•  影視改編 
–  陰陽師 電影、漫畫、電玩 

–  沙門空海 
 



•  沙門空海之唐國鬼宴 
•  繼陰陽師後歷時17年的登峰巨作 

•  或日本菊池寬講、日本推理文學大賞 

木馬文化出版 



中日聯手探案 

•  故事從唐德宗開始，也就唐玄宗後的50
年，長安金吾衛劉雲樵家中出現會說人
話的貓開始 

 

•  五十年前的往事，是怨？是念？ 

 
–  為求密宗大法渡洋而來的年輕日本修行僧，
空海 

–  墓前念誦詩句的曠世詩人 

–  滿是血痕的石棺，但墓內卻空空如也 

–  留學僧與大唐詩人聯手追索死謎 

 



空海入唐路線圖 



長安周邊圖 



人、佛、妖、咒 

• 空海 

–  日本第一高僧。唐朝

時為派遣僧前往中國

習佛法 

–  師學於長安（今西安）

青龍寺惠果阿闍黎門

下，受獲傳承付法第

一人，賜受法號遍照

金剛，謚號弘法大師。 

 

 

 



•  橘逸識 

–  平安時代書法家，

與空海一同擔任遣

唐使到中國、又一

同歸國 

–  與空海結為好友 

–  空海、嵯峨天皇共

稱三筆 

 



•  楊貴妃 
–  唐玄宗之寵妃 

–  756年被唐玄宗賜
死馬嵬驛 

–  白居易長恨歌「六
軍不發無奈何，宛
轉蛾眉馬前死」之
典故。 

–  但，真的死了嗎？ 

 

 
 



妖、俑、咒 

•  妖貓 

•  兵俑 

•  胡術、咒 

 

 
 



•  阿倍仲麻呂 

 
–  遣唐使日本奈良時
代的遣唐使，留唐五
十年。曾任安南都護、
鎮南節度使等官。 

–  中日文化交流先驅。
與唐代著名詩人名士，
如李白、王維、儲光
羲、趙曄（驊）、包
佶等人都有密切交往。 

–   楊貴妃與他有什麼
關聯？ 
 

 



文字影像化 

•  2017年，陳凱歌改編為電影 妖貓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OgY5dhTHR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OgY5dhTHRQ




密教與幻境 

大日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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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閱讀 

木馬文化出版 

•  陰陽師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