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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齋教一般俗稱「菜堂」，是台灣傳統
「在家佛教」，家中齋堂也成為傳法、修
行、宣講的根據地。台灣的齋堂是常民生
活信仰中心及台灣歷史與文化不可或缺的
一環。

北港地區位於台灣西部沿海中心點，
是早期漢人移民台灣的重要渡口，即俗稱
之「古笨港」。北港也是台灣最早發達的
地方之一，俗語謂「一府二笨」，其一所
指的就是北港，在清康熙年間即已成為台
灣沿海最重要的市集。至乾隆年間因其幅
員廣大，將笨港分為南、北兩街，街內有
八百多家店鋪，直接與大陸貿易極盛一
時。由於人口聚集，常民的宗教信仰也極
為興盛，佛教很早即傳入北港，成為北港
人的信仰中心與精神象徵。佛教一般分為
出世佛教與在家佛教，在家佛教即是一般
俗稱的齋堂，就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範
圍。

    依據雲林縣發展史上之記載，雲林地
區最早有僧人的紀錄是清康熙三十三年
（一六九四），福建湄洲朝天閣僧人樹壁
和尚奉媽祖像渡海來台，在笨港建立小祠
奉祀，北港朝天宮的建立與佛教僧侶有
關，所以從明鄭、日據時代到台灣光復直
到現在朝天宮內皆有聘僧人主持。而就雲
林發展史上記錄，佛教的傳佈，到日據時

代才較有規模及組織系統，（在此所謂的
組織系統是指僧人都駐錫而言。）
       早期北港佛教有一個很大的特
色，即是佛教與媽祖等民間信仰結合起
來，形成神佛不分的信仰面貌。最著名的
是北港朝天宮，雖奉祀民間媽祖，但是自
開宮以來，廟務由主持僧人負責處理。本
研究以北港作為研究齋堂之主要研究地
區，進而延伸北港齋堂活動與民間信仰之
互動關係。並且為深入探討齋教面貌，因
此將研究觸角延伸至雲林縣齋堂，由於齋
堂在台發展情形已經日漸式微，若不儘快
將其珍貴之史料研究調查紀錄，恐將流失
其齋堂真實面貌，也使得民間宗教信仰研
究留下缺憾。

關鍵詞：齋堂、古笨港、祭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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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台灣的齋教三派全部都是從由大陸傳
來，最主要的地域是以福建為中心，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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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齋教各派就呈現散佈台灣各地的情況，
而雲林縣齋堂基本上包含有天派教、金幢
派、龍華派，其中又以龍華為最盛，雲林
北港地區齋堂絕大部分是屬於龍華派。龍
華又分壹是堂派、漢陽派及復信堂派等三
派。
       根據台中慎齋堂沿革記載齋堂最
早傳入台灣是於清乾隆時期由蔡普榮，從
福建奉經像抵達台灣，初居安平港，繼遷
東大墩，開創慎齋堂。但是雲林縣齋堂絕
大部份興建於日據時代，而其傳入的途徑
根據雲林縣發展史的記載有兩個途徑一為
大陸直接傳入建堂，一為台灣地區其他縣
市傳入（本研究田野調查的結果發現也是
如此）。例如其中北港的慈德堂（現在已
改為慈德寺）即是台灣嘉義德和堂傳入
的。

本子計畫主要根據楊惠男主持的「明
鄭至日據時期台灣佛教」整合型研究計畫
而來，初期偏重在各種原始資料蒐集、整
理、分析。除了閱讀相關文獻外，重點在
北港寺廟的田野調查上，本研究上也將調
查的觸角延伸出北港地區，將齋堂最原始
的面貌呈現民間宗教研究中，本研究於第
三年計畫案之執行為了更深入研究齋堂在
雲林北港地區的發展狀況，特將其相關齋
堂的寺廟做深入調查，故將田野調查的方
向分成兩部分為北港地區及雲林縣其他鄉
鎮地區。

本計畫案的目的期望經由深入的田野
調查，洞悉齋堂與民間信仰之間的關係及
互動的情形。而北港地區神佛不分的現象
一直相當別具的特色，在此之中齋堂所扮
演的角色又為何？藉由實際的田野調查抽
絲剝繭出這一層層的關係，提供學術界在
民間宗教信仰的研究上更多的保貴資料。

三、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研究於第三年計畫案之執行為了更
深入研究齋教在雲林北港地區的發展狀況
特將其相關齋堂的寺廟做深入調查，故將
田野調查的方向分成兩部分為北港地區及
雲林縣其他鄉鎮地區。茲將雲林縣地區齋
堂分佈之詳細資料列舉如附錄一
（一）、本研究計畫所欲調查的內容項目
如下：
1.考察各寺廟起源與發展
2.拜訪各寺廟管理人及管理委員會，設法
取得歷代管理人員名冊及其他 相關史
料。

3.造訪寺廟相關管理人員，神明會等相關
組成人員，經由祭祀圈，探討其信仰內
涵。

4.參與各寺廟相關慶典，做成記錄，分析
其儀式內涵。

5.拜訪當地出家人或神職人員，深入挖掘
寺廟的變遷各種文化因素。

6.調查各寺廟主持人的重要經歷與事蹟。
（二）、整理分析文獻與調查所得資料
1.資料得的獲得，相當零散，必須展開長
期追蹤，進行求證，不斷地累積資料。

2.造訪對此相關題目有研究同好、前輩、
進行資料的研判，互相吸取經驗。

3.將收集到資料進行整編分析，並藉助其
他相關的歷史文獻，探討北港地區寺廟
與佛教發展的互動關係

4.分析通俗佛教與地緣信徒間的各種對應
與整合關係。

四、結果與討論
經過三年的訪查結果，研究小組完成的

廟宇調查分成兩部分：
（一）、以北港媽祖為主軸中心部分：
1.媽祖轎班會--祖媽金順盛，二媽金順
安，三媽金盛豐，四媽金安瀾，五媽金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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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六媽金順崇。雲林縣莊儀團協會，太
子爺金垂髫，虎爺會，金福綏土地公會。
2.鋪會：金豐順菜舖，金海順鮮魚舖，誠
心點心舖，豆干舖，海山珍醬油舖，金慶
順布郊，紙箱舖，金寶順米舖，金長順麵
線舖，敢郊，金義順屠宰舖，振玉豐什穀、
油車、飼料舖。金珍順青果舖，金福順荖
葉檳榔舖，百貨郊，餅舖，金毫順北港電
器商（原舖名曲鰲山），元本善藥郊，金
銀舖金銀樓，金安順北港西藥商媽祖聯誼
會，金通順運輸舖，北港魯班公會。
3.陣頭會：金聲順古樂協會，北港樂團，
麗聲樂團，北港式城閣，聖震聲開路鼓，
集雅軒，振樂聲，新街錦陞社，哨角震威
團，北港飛龍團，北港新龍團，北港德義
堂龍鳳獅，北港德義堂本舖，北港勤習堂
國術館，龍鳳國術館，維德堂，北港聚英
社玄龍陣，鳳陽國術館（又稱老塗獅中國
武功學院），北港三重武德堂國術館，南
安德義堂。
4.附屬於其他廟宇神壇的神明會：小西天
崇佛會，集聖軒仙童團，誠心宮神童團，
北港太子會，賜福團神童會，聖濟會，北
港濟公會神童團，北港聖佛大聖會，蘇厝
村鎮安公元歲會。
       
（二）、雲林地區齋教及其他相關之廟宇：
   1.齋堂：土庫良德堂，土庫良因堂，北
     港彌陀寺，北港慈德堂，北港碧水
     寺，北港水月庵，麥寮成德堂，斗六
     真一堂，大埤慶福堂，斗南龍虎堂。
   2.鸞堂：善修宮，南聖宮，贊天宮感化
     堂，文武聖廟感修堂，文英宮… 等 。

依據三年的調查發現如下：
  （1）、北港地區的齋堂已經慢慢的沒
         落，據當地耆老口述，齋堂科儀

         方面也因為耆老的凋零慢慢的
          失傳當中。
   （2）、早期北港地區包含媽祖廟，法
          會科儀大都是引用齋教龍華科
          儀較多，但是由於有些廟宇是
          僧人主持，也有一部份佛教經
          典。
   （3）、雲林地區齋堂後期發展為三
          個方向：
          1.改制為佛寺。
          2.後繼無人，空有堂號，卻無
            實質。
         3.依舊沿習龍華齋教但由於絕
            大部分之規範，應時勢所需
            做小部分之調整。
          4.齋堂經營發展結合鸞堂。

計畫成果自評：

  經由三年來的田野調查結果，北港地區
齋教已經進入末期，許多以前齋教界的耆
老，在訪談過程中不斷的強調齋教已經走
入夕陽宗教的原因：
（一）、在家佛教已被出世佛教代替，因
        為出世佛教較有組織系統，無論
        在申請補助或者辦活動上動員較
        容易。反之在家佛教因為一般信
        徒皆不是所謂專職，因為其民生
        問題仍須克服，齋教僅是個人心
        中的精神寄託，故往往在動員上
        比出世佛教來得不容易，固然許
        多的事務較無法推展起來。
（二）、齋教系統傳承不易，進入工商社
        會後，人民心中所求不同，在民
        間信仰中齋教的傳承早在數年前
        已逾到瓶頸，以往齋教以自家子
        孫傳承者為多，但由於工商業腳
        步的快速，有時自家子孫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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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承自家信仰者仍在少數，一般
        的信徒就可見一般了，
  （三）、齋教的沒落從此次的研究調查
          中，得知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
          實，再加上社會大眾對於信仰
          上的寄託已經不僅僅限定於平
          安順遂，希望藉由宗教信仰的
          力量能夠獲得更多，齋教已經
          從原本在家佛教的型態結合鸞
          堂問事的形式做發展，來幫助
          齋教繼續的延續，在此次調查
          中這樣得情形屢見不鮮，甚至
          於訪談中就良因堂的堂主吳政
          靖先生所說的「結合鸞堂問事
          的型態就是希望藉此能夠藉此
          多幫助民眾瞭解齋教，讓齋教
          得以傳承及推廣。」
  此次調查有許多的齋堂已改為佛寺，其
原因來自於當地對於民間宗教信仰「神佛
不分」的結果，除此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
原因是因為早期齋教為自家人成一系統，
在組織發展上較不具規模，且比較沒有系
統，就真一堂（目前已改為真一寺）董事
長的說法；將在家佛教改制為佛寺對於齋
教而言是一種提升及發揚光大，因為將齋
堂發展成為腳具規模及組織系統的佛教，
是齋教後期發展的一種趨勢。但是經由本
研究得調查發現，實因齋堂的沒落，失去
當初吸引信徒的重點，加上時勢的改變，
媒體的力量，似乎對於齋教（在家佛教）
較不重視，一則因為一般名重將之規內於
佛教系統，二則因齋教本身一般民眾較不
瞭解的原因。
   當然此次的調查中仍發現一些齋教人
士仍具有相當大的熱忱，希望將齋教再次
發揚光大，目前一些有心人士已經將齋教
結合地方上的文藝活動作宣導，甚至一些
有心人士也將聯絡各地方的齋教信徒

成立齋教之組織系統。這樣的現象是研究
民間宗教信仰的我們樂於見到的一個現
象。
  由於本研究計畫針對北港雲林地區齋教
的調查，其中不乏發現齋教系統與鸞堂系
統共存一間寺廟的情形，其箇中的緣由因
為本研究案時間所限，此部分將有待相關
單位再投入研究其箇中的緣由。針對三年
來的研究發現，我們已經認為回答一開始
研所設定研究的問題，此研究子計畫已將
楊惠男先生所主持的「日據時期台灣佛教」
整合型研究計畫更加深入的探討，以目前
研究的結果發現，毫無疑問的以解決一些
民間宗教信仰上令人疑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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