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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試圖對民間信仰這領域進行宗教場域的研究。過去對民間信仰的研究多以單一

廟宇的經營運作作為主要考察的對象。對廟宇之間的關係互動則由「進香」、「刈香」等儀

式的研究來處理，並沒有真正將廟宇之間互動所形成的場域作為研究對象來考察。本研究

將以台南市內兩個聯境區域範圍內的廟宇關係為考察的出發點，探討廟宇間關係建立過程

中的影響因素，以及關係建立的類型。最終目的在於說明，廟宇之間的互動形構有一定的

組織環境及文化氛圍，影響著廟宇的經營運作及發展。在理論反省及方法上的嘗試則是不

以組織關係作為唯一探討的方式，研究中將同時突顯組織關係運作中，信徒儀式實踐及身

體技藝這些微觀因素對於組織力及組織關係的建立所帶來的影響。 

 

關鍵詞：民間宗教、廟宇、儀式、身體技藝、聯境組織、信仰 

 

 

 

 

 

 

 

英文摘要 

 

This project is designed to examine the religious field of popular religion in Taiwan. The 

researches in the past are either centered on the case study referring to one single temple, or on 

some certain ritual or belief elemen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emples of popular religion have 

never been viewed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The concept of religious field was not 

implemented to the research field of popular religion. This study, based on two united defensive 

regions in Tainan city, aims to: a.)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emple relations of these regions 

und its typology; b.) characterize the religious field of popular religion. In this study I shall 

emphasize the micro dimension of the body technique in the ritual and argue that these micro 

factors do effect th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temples. 

 

 

Key words: popular religion, temple, ritual, body technique, united defensive organization,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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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針對民間廟宇的研究，多以單一廟宇的探討為其研究範圍，此外對單一廟宇的討

論中，也鮮少專對廟宇「公共性」生成、擴張、流動等動態發展有所著墨。但田野中卻發

現，民間廟宇在社會現代化環境的發展中，努力進行的正是對「公共性」想像不斷的重構

及再造，是以本研究試圖從宗教社會學的角度，聚焦在廟宇「公共性」的討論，希望藉此

提供一個分析民間廟宇的另一個視角。一般所謂的「廟宇經營」應只是廟宇「公共性」建

構的一環，透過廟宇「公共性」建構的分析，將可觸及更廣的面向，如廟際場域中的公共

性建構，這將可使對民間信仰的描述與分析有更廣的背景視野。 

除了公共性的討論主題外，本研究後半期也逐漸深入探討宗教慶典中儀式技藝的功能

及在社會關係建構中的意義問題。從藝術社會學的一些理論觀點反省，幫助我們從另一個

角度來探討儀式，並發掘身體技藝在宗教領域中的重要性。從這個角度切入的成果，不僅

豐富了上述公共性議題的內涵，更幫助我們瞭解，宗教領域中身體技藝以及廟宇場域中的

權力角力的關聯性。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的研究重點主要是探討台南府城這個特殊地理領域中： 

(1)廟際場域中的公共性如何被建構； 

(2) 探討民間宗教場域中，陣頭技藝的民俗美學與廟宇政治之間的關聯性。 

 

三、文獻探討  

(一) 公共性議題 

所謂的「公共性」，指的是一群人共同認知的內涵特質以及相應生成的、使彼此產生連

帶關係的基礎，它是這群人彼此認知對方為「我群」、形塑我群想像的重要基礎。在宗教領

域中，它同時也是民間信仰中(文化符碼)論述、(傳統性)制度化及(結構性)組織化的重要基

礎。在民間廟宇「公共性」的發展中，它外顯「類制度性」的表現形態，最鮮明的就是一

些沿襲下來的傳統，例如丁口錢的奉獻制度以及廟宇慶典的進行模式。以丁口錢為例，這

種制度傳統反應了(1.) 以地緣為基礎之公共性認知，以及(2.)以家為單位的觀念。徐雨村的

研究中就指出，丁口錢象徵每個人對於村神的祭祀都有一個股份，並且這個股份基本上是

均等的(徐雨村 1996: 188)。魏捷茲甚至認為丁口錢制度意味著廟會對家戶財產具有某種特

殊的所有權(魏捷茲 1996)，也就是每個家戶對祭祀活動有一個公共的責任認同。另一方面

廟宇慶典的進行，由事前的「收緣金」到慶典的舉行，都展現村里共同參與的事實，這種

共事的實踐及參與，讓廟務被認知為一種公共事務，廟宇的公共性清楚地表現在這些儀式

傳統中。但由於這種制度傳統並沒有法源基礎或根據，因此主要依賴的是傳統的規約力量。

但也正因這種活動的運作背後並沒有法源的制度化力量，意味著互動實踐有社群認知的內

涵，亦即參與者對此有公共事務的內在認同。這種認同背後的基礎代表的是一種「公共性」

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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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領域的討論，往往將廟宇視為是地方人士與國家政治權力擁有者間「交流」的媒

介。僅管這種研究進路說明了世俗權力間的建構及角力過程，但卻在討論中忽略了宗教力

量的因素，像是將廟宇團體視為是一個無異於世俗民間組織的團體，並沒有真的突顯這個

團體中的超越性因素。筆者認為這樣的討論，應該起碼顧及超越性因素在這團體中所起的

凝聚或約束的力量，這樣才能較平衡地處理世俗公共領域與超越的公共性之間的特殊關

係。在信仰領域不只是地方權力網絡與官方權力之間的互動關係，這樣的理解會將地方權

力網絡單純的理解為世俗利益的行動網絡。在實際分析中，我們很難只將廟宇看成只是一

個物理性空間而將之視為是權力角力競爭的場所而已︰廟宇有它的自主性，它之所以能成

為輻奏點，是因為它在地方世俗權力及官方權力網之外，擁有一個獨立的領域。這個領域

以一定的方式和地方世俗權力及官方權力產生互動，但卻不能視為是地方世俗權力及官方

權力的產物。和公共領域的概念一樣，之所以強調它是公共的，在於它並不被任何特定的

一群人所決定，論述權並非中心化的，而是屬於多個施為者共同擁有的。至於「領域」概

念則強調其特殊性，彼此可以認知為是施為者的符號(包括信仰及儀式)基礎，這個體系就是

領域的範圍。雖然地方世俗權力並非都和這個特殊之超越的公共性有關，但就功能的角度

而言，它在地方世俗權力的運作有一些特殊的角色。 

 

(二) 宗教慶典與身體技藝 

西方歐洲嘉年華是一種反映文藝復興以來，寄生於權威之下的一種地方性活動。之所

以不是反權威是因為此活動本身並沒有進行與權威對抗的論述。依 Bakhtin 的解讀，嘉年華

會純粹是一種對照於社會主流氛圍的另一種「歇習」活動，是文藝復興時期狂歡精神的一

種節慶表現(Bakhtin 1994: 208-209)。但有趣的是，這種對照於制式體系之外的狂歡精神卻

不是在制式體系之外才有，它是貫穿於制式體系存在於各處的，Bakhtin 以第二生活來指稱

狂歡節的生活經驗(ibid.: 198)。他指出狂歡節是跨足藝術與生活的交接地帶(ibid.: 

199-201)：依 Bakhtin 的看法，它不只是藝術，因為它不是一個和日常生活區隔開來的特殊

活動，它是一個透過參與將生活中的狂歡精神以慶典方式表達出來的一種活動。另一方面，

它也不純粹是生活，因為它的節慶屬性讓它和日常生活區隔開來，它可以說是日常生活中

某種精神的藝術慶典化。對照於中古時期強調節慾精神的拉丁文文化，地方母語展現出充

滿平實物質性的世俗元素及狂歡精神。嘉年華式的慶典的特殊性在於它挑戰了「創作/鑑

賞」、「生產/詮釋」的界線。嘉年華式的慶典，和一般宗教慶典不同在於這些界線被模糊掉

了，參與者同時是表演者與觀賞者。在嘉年華會中，每個人的裝扮本身就是一種自我的展

現，一種自我的「藝格」的營造，在這過程中參與者當然可能消費當時流行的或傳統的符

碼，表現的是一種符碼拼貼的技藝，雖然這種「藝格」本身並非典範，但卻是過去所留下

的某些典範的模仿、拼貼、重現、以及再生產。如同 Bakhtin 強調嘉年華會狂歡、笑的元素，

認為這是展現隱身於高度宗教制度化年代中的隱性的自由。嘉年華會可以說是這些隱性、

非正式元素的展演。嘉年華會儼然成為一個大型的展覽場，展演出中古時期隱性卻普遍存

在的元素，由大家共同欣賞彼此的「在場」創作。狂觀精神象徵著自文藝復興以來歐洲文

化發展的兩大特色：「自由」與「參與」。只不過這種「第二生活」在中古時期是非正式的

方式隱存於民眾的生活中。只有在嘉年華的節慶中，當社會階層被排除在外時，才得以讓

所有的參與者將注意力聚焦在制式生活之外的第二生活特質，高舉「稍縱即逝」的生活意

義，並且用直接在場參與、自我表現的方式展演這隱身於制式生活中的意義元素。這種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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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陰性語言一直要到文藝復興時地方母語文化獲得正當性後，在文化上才逐漸獲得正

視。由此來反思現代台灣，我們社會中是否還存在有足以代表俗民之美學實作的慶

典? 其中最傳統也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民間廟宇的慶典活動。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場域的確立及考量 

公共性和(1.)地域性以及(2.)廟際關係特別密切，公共性的基礎是社會性的關係，僅管

以一定的地域範圍為觀察基礎不一定符合社會關係所分佈的範圍。但卻是一個不錯的出發

點，由這個出發點可以讓我們探究公共性的社會基礎是否有地域上的越界，又在同一地理

範圍中，表現在不同面相的社會關係又是以什麼樣的方式共存。因此在本研究的探討中，

不是以單一廟宇為觀察對象，而是考量一定廟際範圍內的廟宇活動及變遷。具體觀察的對

象是以台南府城以舊城門向外擴約五百公尺的城廓範圍，亦即西以今中華西路為界、北以

河、東以中華東路、南以健康路為界。研究的範圍是以此為界所劃出來的廟際場域。 

 

(二) 研究策略與架構 

 研究策略上，儀式將是研究上重要的切入點，這裡所謂的儀式不只是制度化的流程，

而是動態中被實踐操作中的建構作為，其中包括兩個不同層次的建構運作，亦即(1.)制度化

結構上的功能性建構、以及(2.)對信徒個體而言的意義建構(如下圖所示)。 

 

 

 

 

 

 

 

 

 

 

 

 

 

 

 

 

 

制度結構層次： 

信徒組織、制度 

個體層次： 

信仰態度及心靈

狀態 

 

儀式 

結構上之功能建構 

個體的內在意義建構 



 5

(三) 方法說明 

本年度的計劃分析中，作為鉅觀和微觀間的建構媒介 -- 儀式將是分析的核心，將著重

於儀式在結構上之功能建構(如上圖上半部)。由於探討的是組織間的互動關係，是以必須追

蹤慶典儀式舉辦過程中，寺廟彼此合作的方式。並且特別關注這兩區域內的私人神壇、轎

班會、小法團等相關團體，探訪慶典儀式舉辦過程中它們是否和公廟合作參與，又以什麼

方式參與。這些資料必須透過實地參與觀察，並順便探訪廟方、神壇、轎班會及小法團等

管理人員，進行訪談確認參與觀察的發現及合作背後的考量。此外，這階段也將進行當地

歷史文獻的收集及分析。執行過程中預計將尋找一些熟稔當地狀況的耆老，訪問過去廟宇

之間的關係狀態，作為比較現況的基礎，透過口述歷史來瞭解關係建立的演變。將集中於

民國五十年代以後的發展狀況。 

 

四、結果與討論 

(一) 公共性的生產邏輯︰「雙向複寫」運作 

研究中發現，「也要人、也要神」這民間信仰場域中人常掛在嘴上的口頭禪，像是一種

智慧箴言，箇中透露的學問是指出這兩種力量彼此之間相互拉扯，相互建構的事實。研究

發現指出偶發性格的「神蹟」是超越性論述建制化的基礎，不能化約為建制化的一部份，

而多面向的分析結果顯示，詮釋性「雙向複寫運作」這概念可以用來說明信仰場域中「神

示」與「人意」兩股力量共構運作的內在關連。在「超越的公共性論述/世俗的公共性論述」

兩造雙向複寫的過程中，基於超越性思維的行動能產生世俗性的成效，而基於世俗性思維

的行動也會促成超越性價值的實現，致使廟方內部兩種行動架構及論述邏輯會相互強化，

廟勢的發展也就在神明「示現」的詮釋及人為的經營努力交織共構下進行。一般信徒認知

中的「神要人扶」，意味著神明的意旨也必須由人妥適的領受及正確的詮釋，神明才有可能

「發威」、「救世」。這個基調充斥在信徒團體的信仰及組織建構中，信徒社群的「公共性」

就是在這兩股力量(「超越的公共性認知」、「世俗的公共性認知」)共構共生的過程中建構出

來的。 

研究中除了指出「超越的公共性論述/世俗的公共性論述」兩者間的雙向複寫是民間信

仰領域中「公共性」的建構基礎外，也說明了雙向複寫模式由過去以「境」為媒介概念，

轉為現在的以「勢」為媒介概念的運作特性。這個變遷同時代表是一種公共性的多元分化：

府城廟際場域在過去呈現單一以平安、安定為原則的結構化模式，現在分別有不同媒介基

礎作為不同特質之公共性的建構，因而在不同層次發展出多元的公共性。這些內涵分殊的

多元公共性建構，分別建構出不同的子場域，每個子場域內都有一些客觀性的標準，成為

個場域中分辨好壞、強弱、多寡的基礎，並由此發展出「量化」的權力性邏輯。這種量化

特質的標準，由於其可累積、可比較的特性，如同貨幣(文化貨幣)一般，因而有了「資本」

的特質，也因此發展出轉譯交換的機制。這些分殊的建制化標準，是分別在「世俗的/超越

的」雙向複寫的運作中與「超越性存有」進行相互建構所發展出來的。各子場域的分化、

經營面上的資本化同時促成的是，「世俗的/超越的」雙向複寫中的轉譯機制也發展出量化

特質，好的、強的、多的營造一種「勢」，代表神威展現的程度(量化思維)。若說超越的公

共性都必需由世俗公共性來理解、掌握，那麼世俗的公共性也必需由超越的公共性來象徵

性地認知。這個特質反映在上述三個它們分別交集在不同的具體面向上，發展出三種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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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具體建構。 

  

(二) 以技藝(文化元素)為核心的公共性建構  

此外，在訪談中所接觸的台南市參與廟宇「熱鬧」的技藝團體中，筆者發現不論是交

易聘請的團體，或志願性的服務團體，參與的成員多半並非廟方信徒。在問及志願性的服

務團體成員參與此技藝團體的參與動機時，十之八九都回答當初接觸的理由就只是因為參

與其中覺得「趣味」，分別在不同機緣下，觸動了他參與接觸的興趣。在廟際間，建醮、熱

鬧的理由無疑是宗教性的，在神明生、廟宇改建、重建、或平安醮、謝神慶祝等、甚或一

些不誨言有經濟考量的法會活動等，都是有宗教正當性的規劃，但這些宗教理由都是抬面

上的理由，這些抬面上的理由往往不足以說明廟宇陣頭的變遷、發展，詳述如下︰ 

首先，這些技藝活動的變化雖然和一些硬體設施的改良有關，一些發電照明設備的引

入、煙火技術的改善、花車技術的改良等，都讓陣頭有不一樣的面貌，但這同時也成為在

廟際間進行宗教溝通的執事團體在決定「排場」時的考量，一些夠份量的表演，包括表演

的形式、時間、表演團體的名號等，都有一定共同認知的評比標準。而這些評比標準是在

長期互動中，所培養出來的在地場域可分辨的技藝品質。而這些甚至也成為在地參與的觀

眾的「看頭」。在「迷者」的眼中，看熱鬧不是只是湊熱鬧，看頭在於能看出執事者透過排

場所要表達的意思、能看出品味技藝的好與壞。在現今的網路世界中可看到這些看熱鬧的

迷者的反應，例如台南市的重大的神明巡境活動後，網路上都有所謂的民俗同好的一些報

導兼評論的作品。廟會已成為一些民俗同好的觀賞對象，討論的內容往往並非針對宗教內

容或信仰，而是一些陰性語言的描述(包括談神像雕刻、安排方式的特殊性等討論風格的觀

點)。對這些迷者而言，廟宇的熱鬧活動就如同觀賞表演技藝的嘉年華會。 

一個(在看熱鬧者眼中)宗教式的嘉年華會，是由許多不同的技藝所組成的社會活動，

宗教溝通中需要以這些技藝來支持，但這些技藝的好壞本身卻只是嘉年華參與者眼中的「看

頭」。新的技藝(如電音三太子的陣頭)挑戰著參與者的品味及喜好，而這些品味、喜好也可

能反過來影響著技藝的表演選擇。儘管這些技藝並非宗教論述的重點，但卻是維持民間宗

教溝通進行的基礎因素。它的技藝形式本身是宗教溝通的物質性基礎。技藝表現原本在宗

教活動中有其宗教意義，傳達一些訊息及內在精神，但在一些進行「品味」的人眼中，這

些外在表現被以另一種藝質的方式來被欣賞、讚嘆、再製、甚至加入參與。 

由於慶典過程是屬於常民生活中的非慣常狀態，它的特殊性就在於它的公開性及非慣

常特質。慶典需要群眾，一個慶典活動的進行是建立在群眾集體的非慣常參與之

上，在慶典中許多傳統的形式會被模仿並創新，其中當然包括相當基礎的各種技藝

形式。這些傳統的形式在模仿及創新中被感知、再確認或再建構，這過程有如前述

的美學實作，建立出有社群內涵的美學基底。以台灣宗教慶典來說，慶典中各項技

藝靠的是傳承過去的藝格、以及技藝場域社群所共享的當代美學認知，而這美學認

知是在實作中不斷被建構的領域。宗教慶典中各種技藝都是有一定的儀式性規格的，法

會與建醮流程、陣頭、轎班、將爺團等都有一定的展演傳統及既定規格。這類技藝展演和

現今意義下強調創意的藝術有所不同︰儀式性的「劇本」就如同一種既定的規格模式，一

個角色的扮演就是對既定的模式進行一種臨摹性的表演，如八家將的角色規格模式(范、

謝、甘、柳、春、夏、秋、冬)。八家將即性的演出本身就在展演這種規格式的典範，由其

展演可判斷此表演出自何堂系譜、來自何區，這些都成為在地民眾及「迷者」欣賞廟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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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頭。而這些都展現在臨摹的過程中︰臨摹一種形式、一種典範。而另一方面，就技藝

的展演面向而言，陣頭技藝同時也透過臨摹中表現其特有的藝格，技藝規格成為一種自我

展演的媒介(工具)，展演者透過展演來表達自我特殊性，在展演的過程中，藝格一方面參考

典範，同時也重詮典範以彰顯自我之殊別性，或者說，典範只成為被使用、參考、用來展

現表演者自我特殊性的基礎。這種技藝展演的藝術性表現在某種傳統與規格的再現展演，

呈現的是一種展演性藝格，其藝術性是展演過程中所彰顯的風格。就像不同的演員扮演同

一個角色、進行相同對白、相同情節的展演時，所展現的風格必然不同。同樣的，廟宇的

彩繪、門神繪畫、雕刻等，也都有相當明確的傳統及規格，但不同師父透過不同｢手路｣所

闡述的風格多所不同。例如在廟際間，就存在有彼此相當熟悉的門神繪畫大家(如潘麗水)、

神明雕刻師(黃德勝等)，這些藝作家都展演出有別於過去典範的藝格、後來也發展成為歷史

中的某種被參考的典範。在「典範/藝格」的傳承/創新運作時，也就是技藝進行否證式展演

的開始，所表現的整體展演就成為一種藝術，透過否證制式模式、否證經濟理由、否證文

化性的權力論述、否證典範來展演藝格。 

雖然技藝是宗教巡境慶典不可或缺的元素，但這些技藝終究不是宗教本質︰宗教論述

是抬面上的陽性語言，而背後倚賴的是技藝、趣味、品味這種抬面下的陰性語言。在整個

宗教慶典運作中，維持運作的基礎是一些圍繞某種技藝為中心的團體，這些技藝往往成為

集結群組的重要基礎，彼此靠著相同的品味、喜好而成為以不同方式相互聯結的群組團體。

表面上看似為服務神明而存在，但這些表面上的理由卻不一定是讓年輕人參與陣頭的真正

理由。同一種技藝運作有兩種論述說法，一種是「服務神明」的制式說法，另一種則是同

好參與的樂趣這個潛在理由。這兩種說法並沒有矛盾，甚至是相應相合的運作，如同前述

狂歡精神的流佈，類似的狂歡精神也流佈在民間宗教巡境的活動中，以技藝展演樂趣及觀

賞樂趣的狂歡式精神，雖非制式的宗教活動的論述說法，卻是實際運作中不可或缺的潛在

因素。對同好而言，技藝的參與實作、或賞析褒貶的鑑賞，都像是嘉年華式的參與。雖然

技藝是以某種日常功能或價值為服務對象的技能，但技藝也同時是創造力的起源處：技藝

的操作是一種熟悉度的展現，但也只有在技藝的操作中會產生例外、意外。這些意外或例

外的發生，往往也是新型態技藝出現的理由。 

 

(三) 總結 

本計劃研究的討論顯示，在廟宇生成並持續經營建構的過程中，涉及了那些能產生信

徒連帶的「公共性」建構。在許多廟宇建成發展的歷史中，發現由偶發性的「神蹟」轉化

為建制化「傳說」的轉化過程是相當關鍵的一個「質變」的發展。這個質變使得廟宇得以

發展出信徒社群之「公共性」，使信徒社群產生一種共同認知及連帶性。只有當神蹟發展成

為傳說時，社群中才算出現有一種「說法(或論述)」，成為一個「文脈(context)」，在其他人

有一些類似神祕特殊的個人體驗時，這個文脈就成為當事人詮釋自我神祕感知的重要基

礎。也因而當事人必須在這文脈中詮釋自己的感知，同時也回頭來讓此文脈進行論述的再

生產。這一方面使得「神蹟」有持續性再現的基礎，另一方面也是傳說文本的再生產。前

者是以人神之間的神祕互動為基礎，後者則是以信徒社群的社會性認同為基礎。雖說這兩

者在運作本質上不同，但卻往往會彼此相互影響、相互強化。這兩股力量相互建構的過程，

促成了一個廟宇「公共性」的動態建構發展。至於近年來，「廟勢」成為公共性建構非常重

要的基礎，「廟勢」不只是信徒(香火)的多寡、不只是靈驗性的問題，還包括其他形態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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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陣頭的多寡、正當性的確立等，「廟勢」是超越公共性之「護佑思維/管理思維」的交

集，也就是標示超越公共性之內涵，有別於過去，「境安」是標示超越公共性之「護佑思維

/儀式思維」的共通內涵，「境域」的內涵較強。同樣是靈證性的超越特質，但前者的公共

性靠的是在世俗活動中的「勢」來靈證，而後者則是靠的是在世俗生活的「安」來靈證。 

另一個結論︰近代強調創作、表達特質的藝術單單放大了｢展演性｣這單一面向的美學

實作。在這藝術化美學風潮的影響下，社會出現了藝術化的慶典，出現很多社群性的活動

創作規劃。民間宗教慶點是一類典型的代表，這類活動常以各種不同的方式將儀式性元素

與地方傳統元素包裝其中來創作出新的慶典，這可說是藝術化美學影響下的社群創作。各

類慶典儼然成為一種俗民美學實作，在實作過程中民眾習養不同的社群感官品味。

其中，引用儀式性元素與地方傳統元素的必要性，乃源自於美學活動中相關技藝的｢儀式性

｣內涵。也就是說，現代藝術化的社群創作，偷渡了傳統的及儀式性的元素，之所以說是偷

渡，在於現代性的慶典往往必須靠包裝這些傳統元素來展現其創作及展演的價值核心。但

就如同｢典範/藝格｣之間相依互存的關係一般，美學實作中｢儀式性/展演性｣之間也存在著類

似相依互存的關係。而這之間的共棲發展機制是回到技藝這個更根本的層次才能被理解及

掌握。由公共藝術興起的事實，本研究從中發現的是美學領域這個基礎層次的運作機制，

而技藝是這運作機制中重要的媒介，透過它我們瞭解，藝術分化出來的過程中，傳統元素

如何能續存甚至發展出更強的生存動能(如近年來一些民間信仰元素的發展)；但反過來看，

在儀式性元素發展的領域中(如傳統民間廟會、民俗慶典等領域)，也同時偷渡了現代展演特

性在其中，如民間信仰中廟會的發展雖高舉信仰的幡旗，但也偷渡了很多現代觀光、嚐鮮

等強調創意的展演性邏輯於其中。在藝術發展出自主性的同時，我們看到的是原本集｢儀式

性/展演性｣兩者於一身的技藝，在不同的社會領域中分別被單面向地標舉為主要價值目

標，但卻又同時偷渡另一面向讓其所屬領域獲得生存發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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