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人與醫者：童乩在台灣社會中的形象與角色 

林富士（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第十三屆「歷史研習營：宗教與醫療」講綱 

時間：2004年2月2-6日 

地點：台南走馬瀨農場 

壹、 引言 

一、研究動機 

（一）學者的看法：「狀若中風」、「瘋狂」、「妄想性精神病」。 

（二）田野的觀察：前往神壇「問事」者不乏求醫者。 

（三）童乩的聲音：「我不是瘋子」、「我是另一種醫生」。 

二、思考問題 

（一）童乩是病人還是醫者？ 

（二）童乩為什麼會被視為病人？ 

（三）病人（或其親屬）為什麼會求助於童乩？ 

（四）童乩如何解釋病因？ 

（五）童乩如何替人治病？ 

（六）其他社會如何看待類似「童乩」這樣的人？ 

（七）類似「童乩」這樣的人在其他社會扮演什麼角色？ 

（八）童乩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與形象？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與田野調查。 



（二）歷史人類學。 

（三）人群學。 

（四）比較研究。 

貳、童乩的「病人」形象 

一、童乩形象的塑造者 

（一）政府 

（二）知識份子 

（三）異教徒 

（四）大眾媒體 

（五）信徒 

（六）童乩 

二、現代社會之病 

（一）懶惰 

（二）無業 

（三）愚陋 

（四）殘暴 

三、因病成乩：「巫病」與「啟悟」（initiation） 

（一）疾病與通神 

（二）許願與神療 

（三）試煉與訓乩 

（四）病癒與醫能 

四、儀式、瘋狂與精神迷離（trance） 

（一）神附（possession）與魂游（ecstasy）與中邪 

（二）見鬼、靈通與瘋狂 

（三）自傷、招魂與神諭 

（四）病癒與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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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童乩的「醫者」角色 

一、「巫醫」傳統 

（一）巫醫不分 

（二）信巫不信醫 

（三）巫醫並用 

二、童乩釋病 

（一）身心 

（二）沖煞 

（三）鬼神 

（四）命運 

（五）道德 

三、童乩治病 

（一）藥方 

（二）符咒 

（三）祭禱 

（四）禳除 

（五）信仰 

肆、童乩的自我認同 

一、不平與無奈 

二、救人與濟世 

三、「天命」不可逃 

四、有得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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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一、受創的醫者 

二、醫人與自醫 

三、重新界定「醫」與「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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