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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 台 民 间 天 公 信 仰

朱 天 顺

一

天公是 闽台民间宗教的信仰对象之一
,

在诸神灵中
,

天公据有至高神的地位
。

天公业不

是来 自天的 自然崇拜
,

而是来 自道教的玉皇上帝
,

天公信仰是受道教影响而在民间传播的
。

中国古代原始宗教
,

并没有产生天的 自然神
。

在中国古代原始宗教中
,

可以找到对 日
、

月
、

星
、

风
、

云
、

雷
、

雨等天体和气象的 自然崇拜
,

却找不到对天的 自然崇拜
,

因此没有以天空

为本体的 自然神
。

从古至今
,

天体和气象等自然力无时不对人们社会生活发生着影响
,

人们

容易把这些有赖于它而又无法驾御的 自然力幻想为有意志的超 自然力一一神灵
,

而天空虽然

会 引起人们的神秘感
,

却不影响人们的生活
,

人们只把它 当做天体活动和气象发生的空间
,

而无求于它
,

因而不会神化它
,

崇拜它
。

这种情况
,

正如人们有 竹世间 ” 、 “ 世界 ” 这个概

念
,

而无 以世间
、

世界为本体的 自然神一样
。

道教本身
,

也没有以 自然的夭为本体的神
,

道

教里也讲天
,

有 “ 九天说 ” 、 “ 三十二天说 ” 、 “ 三十六天说 ” ,

对天的数 目有不同的说法
,

但道教是把天看成神仙和种民活动的地方
,

业没有把天本身当作神仙
。

由此可见
,

闽台民间

的天公信仰
,

既不是来 自天的 自然崇拜
,

也不是来 自道教所讲的天
。

道教偷奉的玉皇上帝
,

闽台民间俗 称天公或天公祖
,

也简称玉帝
。

道教的玉皇上帝来 自

中国古代的天帝
、

上帝崇拜
。

在殷商时 已有天上最高神
、

帝的崇拜 在西周 时有天帝
、

皇 天
、

上帝等多种神称的皇 天上帝的崇拜
。

道教的玉皇上帝在神性和神格上
,

都和商周 时的天上最

高神
,

有密切的联系
。

郭沫若在《 先秦 天道观之进展 》一文中
,

列举了八条 卜辞为依据
,

认为

卜辞中的 “ 天 ” 字不是神称
, “ 卜辞称至上神为帝

,

为上帝
,

但决不 曾称之为天
。 ” 殷商 甲

骨文有祭拜上帝的记录
,

认为上帝有 “ 降茧 ” 、 “ 降祸 ” 、 “ 降若 ” 、 “受又 ” 佑
、 “六

王 ” 佐助王 等神性
。

具有至上人格神的天
,

是西周 出现的
。

在《 诗 》
、

《书 》等古籍中
,

把天上最高神称为天
、

皇天
、

上天
、

是天
、

昊天
、

苍天
、

上帝
、

皇天上帝 等
。

如 《 书
·

康

浩 》 “ 惟时估冒闻于上帝
,

帝休
,

天乃大命文王
,

殖戎殷
,

诞受厥命 ” ,

文中有上帝
、

帝
、

天三种称谓 《 书
·

多士 》 “

弗 吊吴天
,

大降丧于殷
,

我有周 佑命
,

将天明威
,

致王罚
,

救

殷命
,

终于帝 ” ,

文中用吴天
、

天
、

帝三种称谓
。

又如《 诗
·

雕 》 “ 燕及皇天
,

克昌厥后 ” 多

《 诗
·

文王 》 “ 上天之载
,

无声无臭 ,, , 《 诗
·

雨无正 》 “ 浩浩星天
,

不骏其德
, , · ·

⋯

吴天疾威
,

弗虑弗图 ” , 《 诗
·

巷伯 》 “苍天
、

苍天
,

视被骄人 ” 等 其中的皇天
、

上天
、

吴天
、

昊天
、

苍天
,

都是同一天上至高人格神的不同称谓
。

商周 时期对帝
、

天帝的崇拜
,

是中国古代多神崇拜向崇拜一神为主神的过渡阶段的产物
。

殷商崇拜的帝
,

是和商王族祖灵生活在一起的奴隶主保护神
。

对于西局来说
,

天帝是维护周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347209?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朝统治
,

掌握人间命运的万能神
。

帝
、

天帝的神性主要有二个方面 第一
,

它虽不是 以 自然的

天为本体
,

但它能支配天体运 行和气象变化给人世间带来祸福利害
。

这种信仰
,

实际上是原

来人们所迷信的 日
、

月
、

星
、

风
、

云
、

雷
、

雨等天上诸 自然神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力的综合
,

业且把这种影响力的根源归结于一个抽象的最高意志的作用
,

将其名之为帝
、

天帝而加以崇

拜
。

所谓抽象
,

是指帝
、

天帝这个对象不是具体的 自然体
,

不是上述天体
、

气象或天空本身
,

但它的神性却能驱动这些 自然体发生作用
。

第二
,

迷信帝
、

天帝具有支配社会现象和支配统

治者及人民命运的神性
。

帝和天帝的这种神性
,

实际上是原有鬼神崇拜
、

祖先崇拜的综合
、

抽象和升华
,

即将人化神的神性综合起来创造一个万能神
,

原来分管各种社会现象的诸社会

神都要服从其指挥
。

上述两个方面说明
,

屹立于众神之上的帝
、

天帝的出现
,

是商周 具有无

上权限的王权统治的反映
。

商周 时期的帝
、

天帝信仰和道教的玉皇上帝崇拜及闽台民间的天

公信仰
,

在时代性和社会作用方面虽然不同
,

但从信仰对象的神格和神性来说
,

是近似 的
。

因此
,

闽台民间天公信 仰的根源
,

要追 溯于道教的玉皇上帝崇拜
,

而道教的玉皇上帝崇拜是

继承了商周 以后传播下来的天帝崇拜
。

道教产生于东汉 后期
,

张陵 张道陵
,

一一 在四川鹤鸣山创造五 斗米道是道教的

嘴矢
,

同时在河北一带张角 一一 创立了太平道作为组织农 民起义的工具
。

前期道教

一一五 斗米道和太平道
,

业没有以玉皇上帝或天帝为道教的最高神
,

也没有包罗万神的道教

神统
。

周秦 以来
,

敬天和祭祀上帝的事
,

完全被皇室和朝廷所垄断
,

臣民无权祭天 上帝
。

在此情 况下
,

五斗米道只好 以 “ 道 ” 为万 物的本源 创造 主
,

以老子为 “ 道 ” 的化身
。

张

陵在《 老子想尔法 》中说 “ 一者道也 ” , 一
“ 一散形为气

,

聚形为太上老君 ” 。

张陵 自称天师
,

假 托太上老君 老子 授 以道法传教
,

老子成了道教的教祖
,

变成至尊无上
,

神法无边的天

神
。

道教把玉皇上帝奉为最高神
,

是创教三百多年后的事情
。

较可靠的记 载是
,

南朝道士陶

弘景著《 真灵位业图 》 ,

把玉皇上帝奉为神仙世界的皇帝
,

业制造了道教的神统序列
, “ 《 真

灵位业 图 》 ‘

玉帝居玉清
,

居三元宫第一 中位
’

道书记载
,

⋯ ⋯玉帝居玉清之境乃属至上神
。

⋯ ⋯道家以大罗 天为最高之天
,

玉帝为最高主宰故应居大罗 天上
。 ” ①

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
,

为适 应封建统治制度和教派斗争的需要
,

不得不吸收儒
、

佛两教的

教理和思想
,

为此甚至 出现 了三 教合一的主张和教派 如陶弘景
、

王重阳等
,

由此免不了给 道

教的神统带来混乱
,

因而产生了有关玉皇上帝的来历和神格
、

神性等互相矛盾的说法
。

在道教

神统上
,

作为至尊神继太上老君而 出现的是元始天尊
,

‘

由元始天尊再演化为三 清道祖
,

即玉清

境天宝君
、

上清境灵宝君
、

太清境神宝君
。

但对三清境的神名和来历有不同说法
。

有的说
,

三 清

道祖是无形天尊
、

元始天尊
、

梵形天尊 有的说
,

过去是元始天尊
,

现在是太上玉皇天尊
,

未来

是金阔玉皇天尊 , 有的说
,

玉清境元始天尊
,

上清境太上大道君
,

太清境太上老君 还有一种

说法认为
,

梵气天尊
、

元始天尊
、

太上大道君
,

这三教祖是依前后顺序出现的 ②
。

关于这些尊神

的来历
,

其说法也互相矛盾
。

有的说
,

三情道祖都是元始天尊的化身 有的说
,

元始天尊是太

上老君的化身 , 有的说
,

玉皇上帝是元始天尊的化身 , 有的说
,

玉皇上帝是太上老君的化身
。

《 道藏
·

高上玉皇本行集经 》中所说的玉皇上帝的来历
,

更与上述诸说不相容
。

该经说
,

元

始天尊告诉众仙
, “ 往昔会世有 国名号光明妙乐

,

某国王名日净德
,

时王有后名宝月光
,

其王无

嗣 ” ,

为求子下诏作半年道场
, “

忽夜宝月光皇后梦太上道君
, · ·

⋯安坐 龙舆抱一婴儿
” , “ 皇后

收已便从梦归觉而有孕
,

怀胎一年于丙午岁正月初九午时诞于王宫 ” ,

继王位后
, “ 舍其 国

,

于

争 卜



普明山 中修道
,

成功超度 ” , “舍 己血肉
,

如是修行三千二百劫
,

始证金仙
,

号 日清净 自然

觉王如来 ” , “ 又经亿劫
,

始证玉帝 ” 。

道教关于玉皇上帝来历了的说法如此混乱
,

是无法解

决的矛盾
,

因为神是人创造的
, 《 道藏 》不经整理就把各种不同观点的经典收入其中

,

后来

又未经追求统一
,

所 以不但今后会继续混乱下去
,

还会出现新的混乱
。

如 “ 近年来台湾民间

盛传
, ‘

关圣帝君
,

荣登全阂凌宵宝殿之宝座
,

取代数千年来吾 民所崇奉之
‘

玉皇上帝
, 。

其

缘于大陆贵州版之《 洞 冥宝记 》一书所载 ” ③
。

由上可知
,

玉皇上帝的来源及其神性
,

与天的 自然属性没有关系
,

有关系者只是其朝廷

设在天上而 已
。

玉皇上帝是道教神统中的最高神
,

在神格的塑造上
,

与老子的道和商周时期

的天道
、

天命和敬畏天帝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

玉皇上帝的神性
,

除了继承和发展了商周时

期的天帝灼权成和神力之外
,

还吸收了儒家关于天命
、

天道和忠孝仁义等伦理观念和一些佛

教思想
,

来作为玉皇上帝判断人间是非善恶的标准
,

以此为天意进行赏罚
。

为了使玉皇上帝

的神性在广大范围充分发挥作用
,

道教把一般社会上所承认的一切神仙都划归玉皇上帝统辖
,

组成类似地上的封建朝廷体系
,

行使神权管理天
、

地
、

冥三 界
。

闽台两地 民间信仰的天公
,

就是道教所塑造的具有上述神格和神性的玉皇上帝
。

但是作为

地区性民间信仰
,

自有其特点
。

阂台民间心 目中的天公 玉皇上帝 的朝廷体系和担任职务的

神仙
,

与道教和古来的传说
,

有很大差别
。

闽台民间一般公认的天公所支配的神统如下 ④

五

霏

查一

】贡大
‘ 」一 垦

舀引
一 厂一一 〕三

⋯国
‘〔二

一

—
一一

“

一二二庄一一一一一一下二 〔
鄂都大帝︺一一阴间行政神门

雀
。。

又又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

指主安谋麦蹊去毒矗裔主磊彝
利育荞弈邓秀肴肴肴肴肴粉考肴

巧神关文
圣农圣昌
先大帝帝
师帝君君

︸鉴舔︵五谷先师︶

关圣帝君保生大帝东岳大帝水仙尊王
、

,司法神一日

地方行政神丁一一

,,守护神一
一

鑫奉森基丰尚尖桌备纂
轮等市山城罗官帝江广
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三广开延
山泽漳平

财注七王托田
神生星爷塔都

’

娘娘 李元
善娘娘千天帅

禄神
,

子神
、

寿神
国尊圣郡
王王王王

土境青城
地主山隆
公公王爷 岁王

八
、沪口 、 门、 州 、

爷
、

西天
太秦上
子王圣
爷爷母

台湾全省︶漳籍移民︶泉籍移民︶粤籍移民



从上表可看 出
,

被纳入玉皇上帝朝廷机构的神
,

不管是全国性或地方性的神
,

都是传统

上备受闽台民间信仰的神
。

而且
,

不但地方性行政神全是产生在闽台两地的神
,

在 中央行政

神中还有闽台地方神
,

如保生大帝
、

天上圣母
、

王爷
、

千岁爷
,

以及其他由闽台民间特殊信

仰的神来担任
,

如中坛元岁 太子爷
、

田都元帅
、

西秦王爷
、

七星娘娘等
,

对这些神其他

地方虽有信仰
,

但信徒不多
。

这些现象说明
,

闽台民间信仰的天公神统
,

带有浓厚的地方宗

教文化的特色
。

闽台民间天公崇拜
,

其信仰内容和敬拜方式
,

已形成了具有地方待点的民俗
。

闽台民间

一般认为天公对人间生活具有无限的影响力
,

但对其神力怎样发生作用的认识
,

却非常抽象
,

因为天公对人间的监督
、

赏罚的具 沐职能
,

都分散给掌管各部门的下属神
,

所 以对天公神性

的具体威力反而淡薄起来
。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信仰心态
,

天公可敬又可畏
,

但有事又

少求于天公而多求于其下属神
。

敬畏天公 的心理
,

社会流传的俗语是最好的说明
,

如 “
天公

有目碉 ,, 老天爷有眼
, “ 由天由命不由人 ” ‘ , “ 生死祸福天注定 ” , “有子有子命

,

无

子天注定 ” , “ 天数难逃 ” , “ 天报应 ” , “ 天公保庇 ” 等等
。

这些俗语表明
,

闽台民间深信

人的命运 由天公所定
,

天公无时不在监视人的行为业给予报应
,

世事的成败都决定于天公
,

其威力是至高无上的
。

这种敬畏天公的信仰
,

多少带有朦胧的成分
,

因为对天公本身怎样监

视每个人的行为
,

什么场合怎样应用其神力来决定人的命运
,

以及怎样求助于天公才 有效等
,

都是含糊不清的
。

由于民间求神的动机多为达到某种具体目的
,

而心 目中首先想到的是专管

其具体目的的神灵
,

天公虽是万能的
,

但万能的神力总比具体神力抽象
,

加上 天公权威至上

的性质及高高座镇灵宵宝殿
,

会给人产生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
,

因此
,

民间平时求神时
,

多

求助于被认为有灵验的
、

管辖其求助 目的的专职神灵而不求助于天公
。

例如
,

求子多求助于

敲生娘娘
,

求财和保平安多求于土地公而不求于天公
·。

二

闽台民间天公信仰
,

因上述思想认识和历史传统影响
,

造成了天公祭祀方式的特殊习俗
。

天公祭祀习俗 的特殊性
,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般不建庙奉祀天公
。

闽台民间宗教的特点之一是庙多
,

各种神灵都有自己的庙
,

惟

独天公没有庙或极少有庙 台湾近几十 年来这种情况已经改变
,

容后述
,

所 以敬祭天公多

在家庭进行
。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的祀典制度禁止地方建置祭玉皇上帝的坛庙
。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宣扬 “ 王权神授 ” ,

皇帝即天子
,

是受命于天
,

由天帝派下来治国的
,

依据这种天帝与皇帝的特殊关系
,

朝廷垄断了祭拜天帝的权利
,

封禅
、

郊祭
、

庙祭 汉代以

前皇室有祀天帝之庙 都只有皇帝才 能进行
,

禁止人民和地方官员私祭和公祭
,

因此清代闽

台两地奉祀玉皇上帝的庙坛非常少
。

历代官制祀典规定
,

省
、

府
、

州
、

县无权设置奉祀玉皇

上帝的坛庙
。

通览清代编纂的《福建通志 》
、

《泉州府志 》
、

《漳州府志 》
、

《兴化府莆 田 县志 》
、

《漳浦

县 志 》
、

《同安县志 》
、

《海澄 县志 》
、

《云 宵厅志 》等
,

这些天公信仰较盛行的地方志甲
,

均未见

有玉皇上帝庙的记载 在这些方志中出现的上帝庙均非玉皇上帝庙
,

而是奉祀北极大帝 玄天

上帝 的庙宇
。

上述方志中有关庙坛的叙述
,

几乎千篇一律地都有风云雷雨山川坛
、

社梭坛
、

厉坛
、

文庙
、

武庙 关帝庙
、

城煌庙约记载
,

独无祭祀玉皇上帝的庙坛
。

笔者发现有二个

例外
。

一是清同治十年 刊行的《 淡水厅志 》卷六
, “ 典祀志 ” 记载

, “ 天公坛
,

在



厅治西 门外里许
,

隙仔庄
。 ” 另一是清道光十六年 刊行的《 彰化县志 》有如下记载

『岳帝庙
,

在县治东协镇署前
。

俗讹称玉帝即岳帝也
。

乾隆二十八年间泉郡土民捐建
,

嘉庆年间

重修
。

每岁正月初九 日祝诞
,

火烛辉煌
,

彻宵如昼
。

庙前筑抬一坐
,

演剧十余 日
,

妇女焚香

不绝
,

观者如堵
。 ” 这一记载说明

,

民众是以岳帝庙之名
,

行祭天公之实
,

正月初九是天公

生 日
,

不是岳帝生 日
。

地方官方每年都有 “风云山川社极城嗅之祭 ” ⑤而无皇天上帝之祭
,

所 以群众没有参加祭天公的机会
。

但是民间宗教信仰是很难用官方命令禁绝的
,

官方不准建庙

祭拜天公
,

民间就在家里祭祀
。 “

初九 日 〔闽书 〕 泉人谓是 日为天诞
,

〔玉皇本行经 〕

玉皇 以是 日度世
。

按 〔干宝搜神记 〕 玉皇乃外国王子成佛者
,

具有父母姓名
,

今即以为天
,

误矣
。

道观多报赛
,

近则里巷有之
,

乡村之间无定 日
,

谓之天香
。 ” ⑥这是泉州 一带的情况

,

天公生 日那一天
,

里巷
、

道观都有一番热闹
。

厦 门一带的情 况是
, “ 初九日

,

设香案向户外祀

之
,

深竹之声达旦
,

名日祭天
,

富家演剧
。 ‘

闽书
,

泉人以是 日为天诞 日
,

厦 则称为玉 皇

生 日 ,

占一年暴期
,

以此 日为准
。

干宝搜神记
,

玉皇外国王子成佛 日
。 ” ⑦ 年版《 同安

县 志 》也有类似 泉州的记载
。

清代后期
,

台湾也出现了少数天公庙
。

据林衡道编 著的 《 台湾

寺庙大全 》 年版 和 台湾 年出版的《 佛刹道观总览
·

玉皇专辑 》 下简称《 玉皇

专辑 》记载
,

自称建庙时间在 日据前者有 多座
,

其中确实可靠者只有台南市的开基玉皇宫

和天公坛及高雄 县风山市天公庙 灵宵殿
、

彰化县元清观
。

自称建庙时 间在 日据前的其他

玉皇上帝庙
,

有的 日据前是土地庙或王爷庙
,

有的原来所祀主神是玉皇 太子
、

玉皇公子
、

玄

天上帝
、

三官大帝
、

观音等
,

日据后才 改祀玉皇上帝或改建为天公庙
。

还有一些 庙 宇 所 报

的时间是其庙神天公开始在私人家中供奉的年代
,

或 由大陆接来天公令旗或香火的年代
,

都

不是实际建庙奉祀玉皇上帝的时间
。

、

清代台湾有几座玉皇上帝庙违反官方祀制而保存下来
,

可能是这些庙太小
,

官方忽略了或无意加 以干涉
,

或民间设法掩盖的结果
。

如 凤山 天公庙
,

《 玉皇专辑 》说创建于清嘉庆年间
,

是 “ 建材简陋
,

乃取木为梁
,

截竹为柱
,

编茅为顶 ” 的

茅 湖小庙 , 又如 彰化元清观
, 《 玉皇专辑 》说

, “ ‘

元清观
,

古称
‘

岳帝庙
’ ,

俗谓
‘

玉帝
’ ,

即岳帝之讹 ” ,

闽南语岳与玉
,

音虽相近
,

但不难分清
,

其古称岳帝庙似有掩盖以避免与官

方祀典抵触的用意
。

再如 台南天公坛
,

起初业未建庙
,

只设圣 炉
,

改名天坛是在 日据之后
,

天公坛与天坛虽一字之差
,

多一个 “ 公 ” 字
,

也可能是为 了钻官方祀典的空子
。

日据以后 已

无清代官方祀典的限制
,

在台湾创建或改祀玉皇上帝的庙有所发展
,

年台湾总督府文教

局社会课 《 社庙台帐 》统计
,

供奉 种不同主神的寺庙共 座
,

其中玉皇上帝庙 座
,

依庙数占前第 位
,

其前 位是广泽尊王庙 座
,

后 位是阿弥陀佛庙 座 玉皇上

帝庙虽在 种寺庙 中排名靠前
,

但比最前 位的庙数差距很大
,

排在前 位的庙数都在 座

以上
。

据增田福太郎 年末整理的《台湾寺庙主神调查表 》统计
,

玉皇上帝庙也是 座 ⑧
,

但据铃木清一郎 年的调查
,

台湾的玉皇上帝庙有 座 ⑨
,

二者相差很大
。

从民间天公信仰

广泛而玉皇上帝庙之少
,

可看 出当时在台湾
,

以家庭私祭为主的天公信仰 习俗还相当牢固
。

原来闽台民间天公信仰是不塑神像供奉的
,

这种 习俗不同于民间对其他神佛的信仰
。

除天公之外
,

闽台民间不管家庭或寺庙都要塑造神
、

佛像作为祭祀的对象
,

因此每个家庭都

供奉着某种神像
,

寺庙都有很多神
、

佛塑像
。

然而在福建信仰天公的家庭是找不到天公神像

的 年以前
,

台湾的情况也是一样
,

只能在极个别的庙里看到玉皇的神像
。 “ 本省 人 很

敬畏玉皇上帝
,

所 以极少有供奉神像的
,

在全台湾以本神为主神的 座寺庙中
,

只有这座
‘

元



倩观
,

供奉有神像
,

其他寺庙都只有香炉 ⑩
。

敬天公不塑像的原 因
,

主要有二种说法
,

一是过去

封建统治者祭天方幻的影响
。

皇帝祭天都在南郊筑坛供奉天帝牌位祭祀
,

从不塑造 神像
,

也

禁止民间私祭和塑造神像
。

二是天公至尊可畏
,

怕用凡人不净之手塑像犯袭读之罪
。 “ 盖天

为至高至上之神
,

道教称为玉皇上帝
,

台湾之通俗称为天公
。

从来禁止塑像崇拜
,

法律亦禁

止人民私祭
。

但是普通人民之家
,

正厅 吊一香炉称为天公炉
,

朝晚敬天
,

遇有娶亲或其他喜

事
,

则有拜天公之仪式
。 ” 目前在台湾

,

家庭正厅高挂天公炉或天公灯者还相当多
。 “ 汉

族崇拜玉皇上帝的观念
,

不但不分儒教与道教
,

甚至连佛教乃至斋教信徒也相同
,

都在斋堂

设天公炉
,

每天都虔诚膜拜 ” ⑩
。

。

民间在天公信仰上敬畏心理浓厚
,

因而在家庭祭祀上较祭祀其他神灵隆重
,

而且禁 忌

也较多
。

民间祭祀天公之隆重
,

也有受到封建朝廷郊祭影响的一面
。

清廷倒台以后
,

福建有些

县曾出现仿效朝廷郊祭的事例
。

年版 《 同安县 志 》载 “ 祀天典礼
,

民国 年颁
。

祀 日届

时献官以下具祭服咸集依次
,

奏乐
、

蟠柴
。 ” 每年正月初九 日

,

民间每家都在正厅 门口 搭起
“三界桌 ” 桌上叠桌或用条椅将桌垫高

,

桌上摆上 丰盛斋筵
、

棵盒
、

茶酒敬天公
,

下桌

另摆五牲或三牲
、

红龟棵和茶酒等敬天兵神将
。

祭典从午夜子时起
,

全家上下沐浴清净
,

依

祭拜程序 向天公行三跪九叩大礼
,

最后烧金纸
。

在民间信仰上
, “ 玉皇上帝是超越各种神佛

,

而被我 国人当做最高的神明的上帝来崇拜
,

所以对他特别礼遇和敬畏
。 ” “

卜般人都认为
,

这一天是最可怕的玉皇上帝诞生祭
,

所 以大小便器和妇女的下衣等不净之物
,

一律不得拿到

外面 公
,

以免被天公看到
,

而触犯大不敬之罪
,

同时也不可发出秽言秽语
,

意思都是恐 矍招

致上帝的天罚
。 ” 。上述祭祀方式和禁忌

,

是民间天公信仰特殊心态的具体表现
。

闽台民间天公信仰的上述特点
,

主要是历代封建王朝利用天帝迷信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影

响造成的
。

他们一方面大力渲染天帝的至高无上的神力和天命之可畏
,

造成人们必须崇拜和

祈求天帝保佑的 心理
,

另一方面却禁止地方举行祭典和建设庙坛
,

使人们没有敬祭天帝的场

所和参加公祭的机会
,

而且还在神学上 以及通过郊祭等实践
,

宣扬天公的无上尊贵与神圣
,

造成类似百姓对待皇帝那种惶恐心理来对待玉皇上帝
。

这些因素迫使民间只得在家庭不塑神

像
,

而 以香炉和灯具来作为与天公 沟通的手段
,

从而形成了祭礼上隆重而又有许多禁忌的习

俗
。

三

台湾民间的天公信仰
,

是原来闽粤民间天公信仰的延长
,

因而从信仰 内容到祭祀形式等

与闽粤地方都 很少有差别
。

但是
,

因天公不是闽粤的地方性神明
,

加上不塑造 神像供奉
,

又

少有庙宇
,

所以两岸在信仰文化上交往
、

联系就比较少
,

不会像妈祖
、

保生大帝
、

请水祖师

等民间信仰那样
,

从 台湾到福建来寻根
、

参拜祖庙
。

但是从《 玉皇专辑 》的记载来看
,

有部

分天公的香火是来 自闽粤
。

例如宜兰庆云宫在其庙史中说
,

清嘉庆二年
, ‘气漳浦人

吴朝德
,

捧玉皇圣像来台
,

闻吴沙在兰故来归 附
,

卜居草岭业结草庐安座供奉 ” 一般不塑

玉皇神像
,

为何有此事
,

待考
。

又如 台中县玉清宫在庙史中说
,

咸丰年间
, “ 刘水龙十三

世祖 自广东大埔奉请天公令旗来台安座于四张犁旗盘借 ⋯ ⋯” , 再如该县玉皇殿的庙史说
,

“ 盖嘉庆八年
,

由何声 良自泉州之 同安县恭请来台
,

越二年 ⋯ ⋯乃合议兴建玉皇殿 ”

恭请来的是神像或香火未说明
。

又台南县玉天宫的庙史说
, “据载 本宫主神明玉天大

·



帝原奉于福建省 泉州府晋江溪头十七
、

嘟之
‘

玉天宫
’ ,

清康熙年间
,

先民吴 氏二人渡海来
台

,

为祈安求福
,

遂将该宫之玉天大帝三尊与剑印神童
、

白马神驹及一镌刻
‘

玉皇相府
,

之玉

玺 ” 携带来台 《 福建通志 》
、

《 泉州府志 》均未见玉天宫之记载
,

待考
。

此外还有彰化

县之承天宫
,

原为广福宫
,

其供奉的是清康熙二十四年 由闽粤移民迎来的玉皇上帝

与妈祖的香火
。

上述记载显然带有夸耀本庙历史悠久之动机
,

其真实性虽有待考证
,

但其蕴

含着与大陆结神缘为荣和系念故士之情怀
。

年以后
,

闽台两地 民间天公信仰的发展
,

因社会条件不同而显出很大的差别
。

大陆

解放以后
,

天公信仰和其他民间宗教信仰一样
,

趋向衰落
。

这主要是社会制度的变更
,

人民

生活较稳定
,

自己不能把握 自己的命运 而需求助于神灵的情况减少
,

同时
,

无神论宣传和反

封建迷信 活动的政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

目前在厦 门
、

漳州
、

泉州
、

福州等城市里
,

家庭设

天公炉
、

天公灯早晚烧香敬拜天公者已很少
,

但每年旧历正月初九 日依 旧俗天公生 日举行祭

拜者仍不少
。

台湾民间天公信仰的发展清况
,

正好与福建的情况相反
,

这几十年来和其他民间宗教信

仰一样从有很大的发展
。

笔者根据《 玉皇专辑 》和《 台湾寺庙大全 》所载的各地天公庙的资

料
,

制作了 “ 台湾天公庙一览表 ” 表一 和 “ 台湾天公庙发展情况统计表 ” 表二
。

台

湾各个时期的天公庙究竟 有多少座
,

实在很难彻底弄清楚
,

因为统计来源不一
,

数 目不 同
,

其中的矛盾很难厘清
,

加上很多天公庙都存在着将建庙时间推前的倾向
,

要弄清确实的建庙

年份很困难
,

因此笔者制作的两个表
,

不能保证无误
,

但对于大体了解几个时期的 台湾 民间

天公信仰情况
,

仍可作为一个依据
。

表一 台 湾 天 公 庙 一 览 表

庙庙 名名 地 址址 创 建 年 代代 备 注注

玉玉玉玉皇专辑辑 寺庙大全全全

玉玉 皇 宫 宜兰县宜兰市菱白里里

玉玉 情 宫宫 宜兰县礁溪乡 白鹅村村 , “

庆庆 天 宫宫 宜兰县头城镇外澳里里

庆庆 云 宫宫 宜兰县头城填石城里 雳馨于于光绪 年年 嘉庆年初漳浦人吴明德奉玉帝圣像来台台

玉玉 尊 宫宫 宜兰县 冬山乡大进村 工

奉奉 尊 宫宫 宜兰县冬山乡三奇村 ‘

天天皇宫顺 民堂堂 宜兰县 冬山乡丸山村 光绪 年年 《玉皇专辑 》末收收

天天 照 宫宫 宜兰县 冬山乡太和村村 建庙
,

建庙前奉祀在私宅宅

玉玉皇宫 天明宫 宜兰县苏澳镇新城里 ‘ 改建建建

玉玉 尊 宫宫 宜兰县苏澳镇永春里里

是 天 宫宫 宜兰县三星乡双贤村村村 《玉皇专辑 》末收收

天天 济 宫宫 基隆市复兴街街



庙庙 名 地 址址 创 建 年 代代 备 注注

玉玉玉皇专辑 寺庙大全全全

南南 天 宫宫 基隆市南荣路路 气气

奉奉 天 皇
‘

台北市松山区福德街街

未未记记 《玉皇专辑 》未收收

台台北市松山区永吉路路 工

天天 宝 圣 道 宫 台北市松山区松山路 , ‘

一

玉 尊 宫 台 ’匕市大安区信义路 又 《玉皇专辑 》末收收

白白 云 禅 寺寺 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 《玉皇专辑 》末收收

玉玉 皇 宫 台北市士林区平等里 新建建建建

天天 台 玉 皇 宫 全。匕市“匕投区中 。里

一
《玉皇专辑 》末收收

北北投天宝圣道宫 台 七市月。投区幽雅路 ⋯
‘ “

由由由由由松山天宝圣道宫分灵灵

指指南宫灵霄宝殿殿 台北市木栅区万寿路、

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北县新店市北宜路天天 皇 宫 原为松山天宝宫分宫宫

无无 极 宫 户北县巾和市石门路路路路路

感感 天 宫 台北县三峡镇嘉添里 ‘ 日 奉祀在林甜家
,

建庙
,

落成成

灵灵 霄 宝 殿 台“匕县汐正镇自强路 ‘ “““ 原为独资私庙
, 了了由地方集资重建建

碧碧 云 宫宫 台北县瑞芳镇深澳路 初为将军爷庙庙

牡牡 丹 庆 云 宫宫 台北县双溪乡三丹村

玉 尊 宫 户北县树休镇镇前街

台台北县双溪乡三绍村

龙龙 安 宫宫 台北县贡寮乡龙词街

无无 极 万 寿 宫 台北县深坑乡万顺村 ’

皇皇 天 宫宫 桃园县中沥市忠福里 ,

玉玉 尊 宫宫 概耀露
一

纯纯 天 宫 “园县中沥市中福路 ‘ ““““

云云 竹 官官 桃园县中沥市延平路路

昊昊 天 宫宫 桃园县杨梅镇光华里里

玉玉 元 宫 桃园县八德乡竹围村村 乾隆年间间 乾隆 年年 盯 年重建
,

重建前祀三官大帝帝
《玉皇专辑 》》



庙 名 地 址
创 建 年 代

备 注

新竹市中山路

玉皇专辑

乾隆中叶

年光‘竹县新丰乡重兴村 绪元

寺庙大全

永历年间

年重修经 年竣工 《玉皇专辑 》

前身为福德祠 。年扩建完工始改为
天公庙 《玉皇专辑 》

竹县北埔乡南兴村

、

两次修建

噩羹彝鱼里生皇壁〕呈竺
原各金龙坛

,

为茅室 倒 塌改建
重修改今名 《玉皇专辑 》

﹄一一一

天公坛 金网殿

永 宁 宫

天公庙 金玉堂

增 昌 宫 竹县横山乡丰田村

栗县大湖乡义和村

栗县头屋乡象山村

民国初年

左右

未记

光

一阮巴陆一阮一障一陆尸

玉 衡 宫

光明宫 光胜宫

昊 天 宫

永 清 宫

绪 年

苗栗县竹南镇港乾里 光绪年间 】

苗栗县头份镇上兴里 同治 年

苗栗县头份镇尖下 统“年宣

宫 苗栗县头屋乡头屋村

台中市东区振兴路

台中市东区进化路

台中市复兴路

《玉皇专辑 》未收

《玉皇专辑 》未收

奋吞漳刃嚎明德奉玉帝
、

关帝神像
渡台 《玉皇专辑

工

玉 圣 宫

三阳玉府天宫

无 极 天 道 堂

原茗至庆盾 月丽 重建改今名 《玉
呈专辑 》

障中县 龙井乡龙新路 ’”“ ”

台中县龙井乡 龙泉‘寸 ,

祖四世于三坐十安龙台水来刘旗一间令,年公辑丰天专咸奉皇庙埔玉公大吸天东称广犁
一

俗目张
玉 清 宫 台中县东势镇庆福里

·

台中县沙鹿镇四平街

台中县大甲镇日南里

咸丰年间
建庙 未记

嘉庆
嘉庆 年 重修今庙建于 。

工一一一

年

玉 皇 宫

顺 天 宫

万 庆 宫

天 龙 宫

玉 皇 宫

顺天宫修悟堂

元 清 观

未记

幕翼异石‘刁乡 ‘。‘

冲中导雾峰乡‘日正村 少 二

台中县雾峰乡万丰林 ⋯
南投县草屯镇御史叫

‘ ” ”

“骼鱼池乡新 呱 晃
靴“ ”化市府前里

澎迁

原万葆妥堂义民庙
,

易今名始祀
玉帝 《玉皇专辑 》

原名万宝寺 。扩建

《玉皇专辑 》未收光绪 年

未记
原花玄夫上帝 了重建始祀玉帝

承 天 宫 彰化县员林镇源潭
里 熙 年

称岳帝庙

广福宫 年建 《寺庙大全 》
闽粤移 民迎来玉帝妈祖圣火 建
观音《玉皇专辑

康

衡 宫 云林县仑背乡东明村

皇 宫 嘉义市安和街一
玉

一



寺庙大全

瘪袋髦篷
道光年间创
建宣统 年
迎里竺重鱼
永历年间

庙庙 名名 地 址址 创 建 年 代代

玉玉玉玉皇专辑辑 寺庙大全全

光光 正 万 教 宫宫 嘉义市弥陀路大啤脚 原为家庭或拜堂
,

奉万教神佛像 余余
尊尊尊尊尊 《玉皇专辑 》

先先 天 玉 虚 宫宫 嘉义市红毛选卑卑

天天 公 坛 烤义县朴子镇中正路 ‘脚脚
天天 台 殿殿 工 。倒塌重建建

嘉嘉嘉义县溪 口乡叠溪村 ⋯清末叶叶 重更更更更

开开 基 玉 皇 宫宫 台南市佑民街街 永历 年年 永历年间间 奉来自漳州四殿下三公主香火
,

后增增
奉玉帝 《玉皇专辑 》

天天 宫宫 台南市青年路路 不设神像不上香不烧纸主张五教本源
归归归归归归一 《玉皇专辑 》

天 坛坛 台南市忠义路路 咸丰 年年 咸丰 年年 供牌位无像
,

初名天公坛
, 重修

改名天坛 《玉皇专辑 》
皇 莲 宫宫 台南市公园路 私人庙宇

天天 公 坛坛 台南县 白河镇镇 未祀 《玉皇专辑 》未收

玉玉 天 宫宫 巨暨医兰史竺坚孟矍 光绪 年
台南县关庙乡“匕花村 , 。

九九 天 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宫
,,,, ”“

玉玉 皇 宫宫 台南县玉井乡沙田村 ‘” ‘

一一一
台南县学 甲镇一秀里里 ‘” ”

玉玉 皇 宫宫宫宫宫宫

灵灵霄宝殿武龙宫 台南县永‘乡大‘弯路 ‘“ 。 又名天公庙

一一龄 芬 台 台南县安定乡定安‘寸 ‘“ ‘

一一 甲。 以 目

无无极混元玉救玄机院院台南县新营市南兴里里 ‘。
一

—一玉玉 皇 宫宫 高雄市三民区区 ‘。 ‘ 未记
河河河北二路路路路路

灵灵 霄 宝 殿殿 高雄市左营大路 ‘”

凤凤 邑 天 公 庙 高雄县 凤山市光明路 嘉庆年间 咸丰 年年 原名灵霄殿

广 善 堂堂 高雄县美浓镇弥浓里 ‘”,‘ , ”‘

卜卜
皇 宫 高雄县大社乡保社村 ‘”

灵灵 霄 宝 殿殿 高雄县 甲仙乡西安村 ‘”‘

紫 ”, 善堂堂 高雄县林园乡顶膺村 ‘”‘ , ,‘

」」
玉玉 皇 宫 屏东县屏东市自由叫

。
在在在在在扶风里 《寺庙大全 》

尊尊 圣 堂 屏东县潮 ,
、

、镇四维路 ‘。 ‘

,, 觉 善 堂
」」

屏 ”竹田乡西势村 光绪年间 永历年间 飞藻厕菇瓦而翻丽而厦天殿落成成
《玉皇专辑 》

’’ 天 地 堂 台东县台东市光复路 ‘。



︸一星
、

一川刘日三产
。

一执毯一上文学一
斌

福志乡︸乡乡城︸上丰新路一池寿县二一立县县莲里一
少

东莲花嘉︸
卜

八扣七

名宫庙宫

清公安

庙一玉天
﹄

保

花花莲县花莲市北滨街街 光绪年间间间 原为福福德祠
,

后始祀玉帝 《玉玉
皇皇皇皇皇专较较

‘

》

庆庆 天 宫宫 花莲县寿丰乡平和村村

玉玉 圣 殿殿 澎湖县湖西乡白坑村村 顺治年间间 宣统元年年 原为王爷庙 曾名白莲社慈善堂 了 改逮逮
工。 成玉圣殿始祀玉帝 《玉皇专辑 》

开开 帝 段段 澎湖县湖西乡鼎湾州乾隆年间 亨黔宫等等 原祀玄天上帝 《寺庙大全 》
、 占

龙龙 德 宫宫 澎湖县白沙乡讲美村村 康熙年间间 永历年间创创 原祀中坛元帅 《寺庙大全 》
建建建建建 重修修修

天天 湖 宫宫 澎湖县望安乡花屿村村村 咸丰年间间 《玉皇专辑 》 未收收
重建建建

从表一和表二可以看 出
,

日据以后虽然封建朝廷禁止私祭玉帝的制度失效
,

但台湾民间

的天公信仰
,

仍处于以家庭吊天公炉故香和 涎辰拜拜为普遍形式的阶段
。

这个时期虽然天公

庙数达到 座
,

然而主妥的县市仍无天公庙
,

如台北县
、

台北市
、

台中市
、

嘉义市
、

高雄市

以及其他 个县
,

共 个县市没有天公庙
,

即使有天公庙的地方
,

平时到庙敬香者也很少
。

这种

情况
,

从增田福太郎 年观察彰化元清观的情况便可证明 “ 相对于佛教大丛林
,

道教庙之

大者称为观
,

台湾唯一 以观命名的元清观
,

不过是中等庙宇
,

其上帝大神像徒劳地在尘埃里

拱手
,

进香者板少
,

连 台中州当局的官吏 当时彰化属台中州 管辖 也少有人知道这个庙的

存在
,

庙里只有 “ 顾庙 ” 守庙清扫人员 人 ” ⑥
。

从表二可以看 出
,

台湾天公庙迅速发展是在国民党当局接管台湾以后
,

天公祭祀方式也

逐步转变为家祭与庙祭业重
。

从天公庙的发展速度看
,

年至 年的 年间增加了 座
,

每年平均增加 座
,

而 年至 年的 年间增加了 座
,

每年平均增加了 座多
,

发展

速度较前增加 了 倍
。

现在 台湾 个县市都 有天公庙
,

还形成了笃信区
。

如宜兰县
,

原来天

公信仰校盛行
,

年时人 口 只有钧多万的小县
,

天公庙却有 座
,

其发展速度相当突出
。

再如台北县
、

台北市
,

日据时期无天公庙
,

到 年共有天公庙 座
,

台北 县
、

市是台湾的

政治
、

经济
、

文 化中心
,

其庙数占全台 以上
,

这不能不令人注 目
。

以上的发展情 况说明
,

天公信仰业不会因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科学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而走 向衰落
。

当今台湾天公庙的景况
,

与 日据时期彰化元清观的情况有天渊之别
,

旧庙宇多经过改建

或扩建
,

新建庙宇规模宏大
,

宫貌巍峨
,

金碧辉煌
,

神笼多经美术加工
,

神像雕塑讲究
,

平

时香客不断
,

庆典时人山人海
。

这种清况表明台湾民间信仰的思想基础和 旧传统 已有所改变
。

在信仰思想上
,

敬畏
、

疏远的心理减轻
,

求助天公保佑的心理加强了
。

神像和庙宇在增强人

们对天公的贴近感上
,

起了一定的作用
。

另一方面
,

各个天公庙里都 配祀一些天公属下营理

具体部 门的各种神明
,

对增强人们求助天公保佑的心理
,

也发生 了作用
。

因为人们祈求下属

神时
,

总会想到要经过其上司神的歹醉乍或捉进
,

才容易如愿 以偿
。

为适 应人们的这种 心态
,



现在台湾的天公庙都 同时奉祀最受民间信仰

的各神佛
。

其中最突 出的是嘉义市弥陀路的

光正万教宫
,

该宫神
、

佛像 多尊
,

儒
、

佛
、

道各种神灵
,

从玉皇上帝到十殿阎王
,

从释逸佛到济公
,

什么神像都有
。

其他天公
庙一般都 同视

、

种到 多种神佛
。

以《 玉

皇专辑 》记载的 座天公庙作粗略统计
,

各

类神佛被天公庙同祀的庙数 如 下 观 音

座
、

妈祖 座
、

关帝 座
、

士地公 座
、

中

坛元帅 座
、

三官大帝 座
、

释迩佛 座
、

玄天大帝 座
、

孚佑帝君 座
、

弥勒佛 座

桩生娘娘 座
、

孔子 座
、

王爷 座
,

此外

有保生大帝
、

西王母
、

临水夫人
、

广 泽 尊

王
、

三清道祖等
,

也都在 座 以上
。

因天公

庙增多以及信仰想想的转变
,

目前台湾城市

表二 台湾天 公庙发展情况统计表

,

家庭吊天公炉 灯 拜天公敬 者 已 减
。

这种情况
,

里少

有一定的关系
,

不到天空
。

可能与居住建筑现代化
,

也

因为这类建筑的正厅 门 口望

天公信仰在台湾民 司得到迅速发展的原

因
,

基本上与台湾民间宗教信仰发展的主要

原因是一致的
。

天公信仰的发展是台湾民间

宗教信仰发展浪潮带动起米的
。

兴起这种浪

潮的主要原因 随着台湾资本主义制度的

发展
,

社会各阶层不论在政治上
、

经济上或

其他生活层面上
,

都 处在激烈的竞争 中
,

胜

致无把握
,

因矛盾激化而困惑
,

以及各种不

安定因素增多
,

在此情况下找不到出路时
,

只好求助于神灵
。

但是业不是所有神灵信仰

裸能在这种条件下得到发展
,

有些神性过分

狄胜的神灵不但得不到发展
,

也有被淘汰的

可能
。

例如专为天花的治疗和预防而供奉的

疽公婆 天医真人和痘娘 已消声匿迹
。

天

公正是因其神性万能和神格至尊管 辖 着 众

庙庙 宇 所 在 地地 年年 年年 年年

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 数数 庙 数数 庙 数数日日据时期期 今县市名名名名名

台台北州州 宜兰县县

基基基隆市市

台台台北市市

台台台北县县

新新竹州州 桃园县县

新新新竹市市 ‘

新新新竹县县

苗苗苗栗县 。
’

⋯⋯⋯台中市市 。 ,

台台中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台中县
西西

彰彰彰化县县

投投投南县县 。

云林县 。 。

台台南州州
嘉嘉嘉义市 。

嘉嘉嘉义县

台台台南市 ·

台台台南县 ‘

高高雄州州 高雄市 。 。

高高高雄县

‘‘‘‘

台台东厅厅厅

花花莲港厅厅厅

澎澎湖厅 澎湖县 。 一

合合 计 “ 】】
‘。

神
,

能满足上述社会需要
,

其信仰才得到迅速发展
。

台湾社会上投机事业畸型发展
,

也成

为促进合湾民间宗教信仰发展的特殊因素
。

炒地皮
、

炒股票以及六合彩
、

大家乐
、

赌博等金

钱游戏都要冒很大风险
,

胜败难料
,

只好求助于神明赐知取胜机会和手段
,

业保佑成功
。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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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擎
,

负固不出
,

实属 藐玩
。

笔枣移窄穆锡拳
,

枣诊琴愁俘哲咚妙停
,

且 曾将本色谷石运送赴

仓
,

与平常抗纳正供钱粮者不同
,

应比例量减问拟 ” ⑩ 重点号为作者所加 等字句中
,

我们可

以断定当时的 田赋改折仅是台湾县 自行议定的
,

、

而非由台湾道府奏准在台湾全面实行的其他

地方仍有继续征粟的 。 如道光以后成书的《噶玛兰厅志 》和《淡水厅志 》均无片言只字提到田赋

改折之事
,

且赋役志中所载的正供征收数额仍为本色谷石 又如刘铭传于清赋之前上的 “ 量
田清赋 申明赏罚摺 ” 中列举当时全台赋税总额

,

其中除了征银八万五千七百 四十三两
,

洋银

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九元外
,

还有谷十九万八千五十七石。
,

如此等等都可以证实这一 间题
。

所以以前合湾史学界流行的听谓道光二十三年熊一本
、

全 卜年等奏准施行田赋改折 一 事 的

说法是不确的
。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讹传乃是因为对郭洗侯抗官的详细原委不甚明隙
,

而穆彰

阿的奏折恰好可以帮助澄清这一事实
,

还 厉史于本来面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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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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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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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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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译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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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册 刘铭冷《刘仕肃公奏议 》
,

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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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投饥风气之盛
,

也给天公信仰为发展带来了机遇
。

在 台湾
,

投资创设寺庙成为有利可图

的事业
,

而庙宇增多的结果
,

必然会促进民间信仰的发展
。

上述社会条件造成求神拜 佛 者 增

多
,

加上旅游观光事业的需要
,

忆成宗教事业与营利事业相结合
,

为此竞相建庙
、

修庙
,

其

结果是香客进一步增多
,

宗教影响进一步扩大
,

于是又要增加寺庙
,

如此不断循环
,

推动民

间宗教信仰的发展
。

由于经营寺庙成为 盈利事业
,

各寺庙之间免不了为吸引更多香客而宣传

本寺庙神明的灵验
,

扩大 了宗教的影响力
。

台湾民间天公信仰
,

也是沿着上述途径发展 的
。

目前各地方虽然有天公信仰的中心庙宇
,

但还没有像妈祖信仰那样 , 出现被全台湾民众所公

认的中心庙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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