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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歷史人類學是近年來討論相當廣泛的研究方向，將歷史與人類學結合，透過

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重新解讀歷史文獻，尤其是實地接觸當地族群或重現歷史

情境，對於體會文獻中的「當代」特質有相當程度的幫助，並且理解撰寫文獻者

的一些思考模式，對於重建歷史事件乃至於歷史真實情況，都有所幫助。 

筆者長期處於考古學與民族學等研究文化資產或文化遺產的討論中，這次參

加齊魯文化的研習營，參訪的地點有多處與信仰相關的空間，透過文獻的閱讀與

空間的參與觀察，發現了中國大陸與台灣在於信仰方面具有相當意義的面向可以

討論，藉此短文略述一二。 

二、登泰山小天下 

《孟子盡心‧上》曾云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這句話在本次觀察中可以引

伸為筆者開啟信仰文化觀察的原點。從文獻中可以發現，自明清以來泰山因當時

市場經濟發達而逐漸形成一個觀光商業興盛的地方，至於信仰，也有佛道之爭的

痕跡，而泰山今天的盛景，可以說是民間社會文化的縮影。 

明清的話本小說常看到泰山信仰最盛的「泰山姥姥」，也就是道教的「碧霞元

君」，但民間信仰的泰山姥姥怎麼會成為道教之神碧霞元君，從讀本中的兩篇經文

的來歷可以略說一二。道教三清相當於祖神的地位，由三清收為護法，民間信仰

的泰山姥姥封為碧霞元君，這條脈絡鋪陳清晰，民間信仰與佛、道教的融合並不

是罕見的事，可若加上到泰山本地一遊，近觀碧霞元君祠的空間秩序，有些蹊蹺

就浮出水面。碧霞元君祠內中並沒有發現任何供奉三清有關的事物，僅有廟中告

示標明「全真道場」，反倒是緊鄰廟祠的，有一間「泰山道教協會」，另一邊門牌

是「碧霞元君祠管委會」，兩建築內中空間並無圍牆，可看到道士從管委會方向走

入碧霞元君祠。基於參與觀察的精神，筆者學友向道士詢問一二，有趣的是，出

家人的「專業」素養一問三不知，照本宣科的多是告示中有寫的。就筆者觀察泰

山眾廟宇的廟中人員（含非出家人）和信眾對於宗教信仰的互動，前者行為偏制

式化，有「公務員」的特質；後者則有「見廟就拜」的迷信氣質，這迷信指的是

盲目地禮拜，有的根本不清楚廟中供奉的神祇管轄（職務）為何，為了求而求，

而且見到跪墊必下拜的五體投地，姿勢相當標準，當然，筆者懷疑跟旁邊的指導



告示1有關係。 

三、社會體制與聖域的互動 

泰山讓筆者領略的不只觀光化對於信仰的影響，接下來的田野行程，除了加

深筆者「宗教人員公務員化」的印象外，還有廟宇神聖空間的文化氛圍轉變。對

比台北孔廟，曲阜孔廟的大成殿相當「廟宇化」，可能跟筆者對於四角香爐2的不待

見也有點關係，可是關於鮮花素果的供奉，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儒教的聖域是否也

被制式的觀光化規範影響了？筆者返台後找出 1995年中國時報贊助的《孔子故鄉

四千年文物大展》導覽書，找到當時該書作者使用的三孔園區照片，對比之下，

官方的制式觀光化商品堪稱破壞畫面地出現在筆者這次的照片中，或許就是筆者

一直覺得哪裡不對的源頭。不得不說，筆者訪問中國大陸數次，看到的神聖空間

給予筆者的感覺都差不多，自文革之後，漢族區域的民間信仰文化被破壞的嚴重，

近年為了發展觀光和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復原的成果是有的，但相對來說出現的

負面效果造成的文化影響也是巨大的。就筆者觀察，為了復原傳統文化，這些神

聖空間被「考證」3後重建，務求每個設計（景點）都有故事可以說，尤其是「碑

林」，真是另筆者愛恨參半的地方。幾乎每座廟都會出現類似的地方，或者將收集

到的碑文集中擺放，甚至還有廟宇有修復石碑的空間，也就是說，這些碑多半不

在原本的位置，更多的是來源不可考，頂多按照碑文的內容歸類擺放。這樣的作

法會使得石碑的歷史脈絡斷裂，整個歷史情境，或者說碑文連結的故事會說不清

楚，對於考古學研究來說，就是物質文化無法完全對應到其背後的非物質文化，

是相當可惜且缺憾的。 

四、小結 

人是一種適應自然環境相當迅速的生物，而如何結合考古學、民族學或人類

學、歷史學等學科來還原這種人與自然環境互動的過程，是一個有趣的研究方向，

也是筆者一直以來思維的主要視角。這次參訪齊魯文化，新增了許多對於神聖空

間文化變遷的觀察，對於筆者進行文化資產研究是非常大的收穫，也再次認識到

中國大陸民眾適應社會制度的能力，理解為何外國人總是能分辨兩岸人民在文化

素質體現上的差異點，總的來說，從信仰態度上就可以看到文化認知的分歧。民

間信仰向來是觀察人群文化認同很好的切入點，這次的行程雖簡短，在此點上已

足夠筆者作簡單的分析，得到的資訊也是相當有趣的素材。 

                                                      
1 這類公共場合的告示有分幾種，一是信眾（或觀眾）對於廟中人員的禮儀指導；一是禮拜該如何

進行，也就是姿勢、程序指導；最後一種是展示（觀光）告示，類似博物館的解說牌，宣導宗教

科儀或節日等相關知識。 
2 據筆者淺薄的常識，台灣一般常見的香爐多為 3隻腳，意謂天地人，3隻腳的角度也是有學問的，

而中國大陸都是 4隻腳，筆者沒有去考證其意義，只是給人的感覺上宗教氛圍被削弱了。 
3 據筆者本次所見，部分區域還是有請學者專家來進行修復和考證的研究，但是否為全部都有、學

者專家的身份有沒有符合規定，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