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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介紹及目的 

 

廟宇是中國地方宗教和社會的活動中心，記載著地方居民的社會歷史、文化

信仰及習俗生活等內容和記憶。 

在傳統中國村落裡，祠堂和神廟是民眾祭祀活動的中心地方。在以宗族血緣

關係為基礎的祠堂裡，主要的祭祀活動是祖先祭禮的儀式。但是作為一個可能由

一個或幾個不同宗族社群而組成的鄉村，奉祀地方神明則屬跨宗族性的共同宗教

活動。環繞神明祭祀而構成其祭祀傳統的鄉村就是代表一個建立在廟宇神明崇拜

的「共同體」。在傳統鄉村裡，民間廟宇的數目每每多達十多座。因此，有「無

廟不成村，無村沒有廟」之說。 

在香港的中國地方廟宇種類凡多，例如有天后廟、北帝廟（又稱玉虛宮）、

洪聖廟、城隍廟、關帝廟、觀音廟、華光廟、魯班廟等等。香港廟宇最多以供奉

天后元君（又稱媽娘、媽祖）為主，並且又以天后廟的數目最多，歷史傳統最為

悠久。有些天后廟更成為地區上最著名的華人廟宇，例如佛堂門天后廟、鯉魚門

天后廟、筲箕灣天后廟、大坑天后廟、赤柱天后廟、坪州天后宮、林村天后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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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學習的課題，主要涉及以下四個範疇： 

1. 地方廟宇的祭祀信仰： 

祭祀儀式是一座廟宇主要的信仰活動。它與民眾的習俗生活息息相關。宗教

人類學者指出，通過不同形式集體性的神祇節誕活動，廟宇展示其與地區社會組

織和民眾之間的互動關係。研習香港地方廟宇的成果可以認識在香港仍然保留的

各種富有不同地區色彩的民間信仰和習俗，例如天后廟的花炮會、長洲太平清醮

（北帝廟）的包山節等等。此外，為了解決生活中的困惑和問題，善信會通過廟

宇中的儀式活動，例如祈福許願、酬神、求簽、問卜等方法尋求神明的指引。例

如佛堂門天后廟的摸龍床求子、紅磡觀音廟的借庫（求財）或灣仔北帝廟的轉運

等儀式，這些儀式都顯示廟宇信仰仍然為香港民眾從宗教精神層面上尋求解決自

身生活困難的宗教途徑。 

2. 廟宇與社區歷史： 

廟宇研究包括建廟歷史、沿革、廟碑、立廟者等資料。這些資料與廟宇所在

的鄉村和社區的歷史及相關的發展有密切關係，並且記錄社區或村落形成及演變

的時間和過程，以及反映出立廟者和管理者的社區影響力。因此，在選取廟宇研

究時，學生可以先就該廟創建的年份和歷史，廟宇與當地社會歷史發展的關係，

以及立廟者的社會地位等角度出發，去揀選某一座廟宇研究的考慮條件。例如西

貢佛堂門天后廟早於南宋年間就建成了，研究佛堂門天后廟一方面可知九龍蒲岡

村林氏家族與該天后廟有密切關係，另一方面亦可找到早期香港在中國南部沿海

地區交通和商業發展的歷史發展資料。 

3. 地方廟宇的社會功能：  

廟宇扮演社群、社區或族群的祭祀中心的角色，重要的節慶和神誕儀式均會

在廟內或廟外舉行。同時，廟宇亦發揮不同的社會功能，例如作為鄉約及墟市的

行政中心，或是鄉民或族群日常經濟貿易活動的場所，例如大埔墟文武廟，該廟

是大埔七約鄉公所辦公之地。除了處理鄉公所事務外，廟宇亦負責墟務。上環文

武廟為早期香港華人社會訟裁的地方。此外，部份廟宇與某個村落、特定的行業

或組織都有密切的關係，例如魯班先師廟是由香港三行同業興建及管理，深水埗

三太子宮則多由客藉礦工崇拜供奉的。因此，廟宇與地區的鄉約組織、墟市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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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密切關係、廟宇在該個社區村落中扮演什麼角色、發揮什麼社會功能等等問題

均是分析廟宇與社區村落之關係的重要範圍。 

4. 香港廟宇研究： 

從研究香港廟宇傳統的文化來源的目的來說，香港廟宇與傳統中國地方廟宇

的宗教文化、歷史和傳播有密切的關係，因而究香港廟宇有助我們深入理解傳統

中國文化在香港的延續和發展，以及如何維繫著香港華人的信仰文化和習俗。香

港地處嶺南，一些歷史悠久的廟宇亦有其與廣東地域宗教文化連繫的特色。廟宇

神祇的歷史及其來歷和宗教特色都與廣東民眾的地方信仰有直接的淵源關係。研

究和介紹這些香港廟宇有助同學從神祇信仰、嶺南建築和文物藝術等不同角度認

識香港與嶺南歷史文化的聯係。 

例如，許多香港廟宇如北帝廟、洪聖廟、城隍廟、關帝廟等都與傳統中國地

方廟宇的歷史和傳播有密切的聯係。研究這些廟宇傳統的來歷有助我們理解傳統

中國地方宗教傳統在香港的延續和發展，以及如何維繫香港華人的中國信仰文化

和習俗。此外，一些歷史悠久的廟宇亦有其所屬原來地域的宗教文化特色。例如

譚公廟、候王廟、車公廟、三山國王廟、金花娘娘廟等等，過去數百來，這些地

方廟宇和神祇的歷史和宗教特色都與廣東民眾流行的信仰有直接的淵源關係。 

 

 

二、課程內容 

 

I.  中國地方廟宇介紹 

1. 香港廟宇介紹：歷史、類別和管理 （7/1） 

2. 中國地方廟宇研究課題 ：神明信仰、祭祀、神誕和節慶（14/1） 

3. 中國地方廟宇研究課題：宗族、國家和地方社會（21/1） 

4. 中國地方廟宇研究方法：歷史文獻、方志、碑刻、儀式、田野考察

（28/1） 

 

4/2   No Class • Lunar New Year 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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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香港廟宇研究 

5. 香港廟宇研究──個案分析（1）：天后廟（11/2） 

6. 香港廟宇研究──個案分析（2）：文武廟、北帝廟（18/2） 

7. 香港廟宇研究──個案分析（3）: 筲箕灣廟宇（25/2） 

 

4/3 No Class •Reading Week 

 

III.  廟宇研究──主題分析：神誕節慶、社會變遷 

8. 地方廟宇與神誕節慶及太平清醮  (11/3） 

9. 地方廟宇與香港社會的歷史變遷 （18/3） 

10. 地方廟宇與宗族及村落的關係  (25/3) 

IV. 中國廟宇神明信仰 

11. 中國廟宇神明信仰分析：（1）：天后元君、關聖帝君（1/4） 

12. 中國廟宇神明信仰分析：（2）：洪聖大王、北帝（真武、玄天上帝）

(8/4） 

V. 總結 15/4 

 

三、廟宇考察及報告 

1. 筲箕灣廟宇群：天后廟、譚公廟、城隍廟 

2. 大埔廟宇群：樊仙宮、文武廟、天后廟 

3. 灣仔廟宇群：洪聖古廟、玉虛宮（北帝廟） 

4. 深水埗廟宇群：三太子廟、關帝廟、天后廟 

5. 長洲廟宇群：北帝廟、天后廟、洪聖古廟 

 

四、課程要求 

1. 本課程以授課、學生閱讀及研究報告為主，並包括田野考察。學生必須積

極參與課堂討論，以及上課前必須充份閱讀和準備該課的參考資料。 



 
 

5 
 

2. 每位（或每組）學生須負責一次導讀課的閱讀報告（報告必須採用 ppt 形

式），以及預備該次課堂上的討論問題（這部份佔總學期成績 15%）。 

3. 每位學生必須提交一篇文章閱讀報名（這部份佔總學期成績 10%）。提交

報告限期：2 月 11 日。 

4. 每位學生必須提交一篇田野考察報告（這部份佔總學期成績 20%）。提交

報告限期：3 月 11 日。 

5. 每位學生須提交學期論文一篇（選擇一座廟宇，並作深入的介紹和分析），

字數約五千字或以上，中文或英文皆可，提交日期：4月 30日下午 5 pm前。（這

部份佔總學期成績 55%） 

 Attention is drawn to University policy and regulations on honesty in academic work, and the 

disciplinary guidelines and procedures applicable to breaches of such policy and regulations. 

Details may be found at 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first screening against plagiarism, we request all term papers to be submitted through 

VeriGuide: https://academic.veriguide.org/academic/login_CUHK.jspx. 

 

五、導修課堂要求 

1. 康豹：〈中國帝制晚期以降寺廟儀式在地方社會的功能〉，收入林富士編：

《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臺北市：中央研究院，2010），頁 375-

412。 

2. 危丁明：〈香港的傳統宗教管理初探──從《文武廟條例》到《華人廟宇條

例》〉，《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 49 期（2007），頁

35-44。 

3. 黎志添：〈導論：香港地方廟宇、碑刻與歷史〉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社， 2023，頁 27-52。 

4. 蔡志祥：〈香港長州島的神廟、社區與族群的關係〉，收入鄭振滿、陳春聲

主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頁 354-

381。 

https://academic.veriguide.org/academic/login_CUHK.j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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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華琛：〈統一諸神：在華南沿岸推動天后信仰〉，收入華琛、華若璧著，

張婉麗、盛思維譯：《鄉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頁

223-255。 

6. 黎志添：〈「神道設教」：從廣州府地方廟宇碑刻文獻探索明清士大夫對民

間神祠廟宇的立場〉，《覆案歷史：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

中央研究院， 2013），頁 457-497。 

 

六、每週閱讀 

 

7/1 

1. 黎志添：〈導論：香港地方廟宇、碑刻與歷史〉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23，頁 27-52。 

2. *危丁明：〈《華人廟宇條例》與香港廟宇管理〉，載於游子安、卜永堅

主編：《問俗觀風——香港及華南歷史與文化》，香港：華南研究會出版，

2009，頁 157-173。 

14/1  

1. *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

展的意識形態基礎〉，《歷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頁 3-14。 

2. James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292-374. 

3. 田仲一成著、錢杭、任余白譯：《中國的宗族與戲劇》（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2）。 

21/1 

1. 陳守仁：《儀式、信仰、演劇：神功粵劇在香港》。香港：三聯書店，

1996。 

2. 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三聯書店，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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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1. *梅莉：〈明清時期武當山香會研究〉，《歷史研究》2008年第 3期，頁 4-

22。 

2. 袁冰凌：〈北京東嶽廟碑文考述〉，收入 Sanjiao wenxian （三教文獻） no.3 

(1999): 137-159。 

11/2 

1. 危丁明：〈香港地區傳統信仰與宗教的世俗化：從廟宇開始〉，《世界宗教

研究》2013 年第 1 期，頁 49-58。 

2. *廖迪生：《香港天后崇拜》。香港：三聯書店，2000。 

18/2 

1. 游子安：〈敷 化 宇 內 ：清代以來關帝善書及其信仰的傳播〉，《中國文

化研究所學報》，第 50 期（2010），頁 219-252。 

2. 廖迪生：《大埔傳統與文物》，大埔區議會出版，2008。 

25/2 

1. *陳子安：《漁村變奏：廟宇、節日與筲箕灣地區歷史（1872-2016）》。香

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 

2. David Faure. "Folk Religion in Hong Kong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Today." In 

J. Pas ed., The Turning of Tide, pp.259-270, 1989. 

11/3 

1. *黎志添：〈香港新界鄉村建醮儀式中道教與民間神祇祭祀〉，收入黎志添

主編：《宗教的和平與衝突──香港中文大學與北京大學宗教研究學術論文

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2008，頁 115-130。 

2. *蔡志祥：《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香港：三聯書店，2000。 

18/3 

1. 甘滿堂：《村廟與社區公共生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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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廖迪生：〈由「聯鄉廟宇」到地方文化象徵：香港新界天后誕的地方政治意

義〉，收入林美容、張珣、蔡相煇編：《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 媽祖信仰

與現代社會國際硏討會論文集》。臺北 : 臺灣宗敎學會、財團法人北港朝天

宮，2003，頁 79-94。 

25/3 

1. 肖海明：《中樞與象徵：佛山祖廟的歷史、藝術與社會》（北京：文物出

版社，2009）。 

2. *游子安：〈近百年梅州地區的道教：以呂帝廟為探討中心〉，《成大歷史

學報》，第 41 號（2011），頁 199-236。 

1/4 

1. *游子安：〈天后信仰與香港廟宇的特色〉，刊於《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

媽祖、民間信仰與文物》，臺中縣文化局、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

所，2009，頁 75-107。 

2. *林舟（Joseph Bosco）：〈天后宮之重建與活力：臺灣與香港的比較研

究〉，收進林美容等主編《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 : 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國

際硏討會論文集》，臺北 : 臺灣宗敎學會、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 2003，頁

95-116。 

8/4 

1. *劉志偉：〈大族陰影下的民間神祭祀：沙灣的北帝崇拜〉，收入漢學研究

中心編：《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1995），頁 711。 

2. *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

的意識形態基礎〉，《歷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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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課程回饋 

同學通過與老師及助教討論課程上各種問題，同學可通過電子郵件、預約

時間面談的形式，向老師討論課程內容及學習上遇到的困難與問題。 

本課程設有學期問卷調查，以了解同學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此問卷調查

將安排在學期末，邀請全體同學在課堂上進行。 

 

八、學習資源及課堂訊息公佈 

課堂講義將會於上課時派發。有關其他學習資源及課堂訊息，將會以大學

數位學習平台 blackboard 上發放。 

 

九、學術著作誠信及抄襲 

⚫ 請注意大學有關學術著作誠信的政策和規則，及適用於犯規事例的紀律

指引和程序。學生遞交作業時，必須連同已簽署的聲明一併提交。請登

入 www.cuhk.edu.hk/veriguide，並依照網頁指示獲取「維誠」

（VeriGuide）回條，並連同已簽署的 VeriGuide 回條一同提交作業。 

⚫ 有關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 

方法三 - 允許使用 AI 工具，需明確承認並適當引用。 

學生可以在某些課堂活動和作業中使用一些 AI 工具，前提是對來自 AI 工

具的使用進行明確承認（explicit acknowledgement）和適當引用（proper 

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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