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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台湾民俗》

内容概要

亲密接触台湾人的第一本书。风俗人情里最淳朴、有味的台湾风景。
台湾民俗专家试图利用最简洁、易懂的图解方式，引领所有对台湾生活感兴趣的读者追寻古昔今日的
台湾生活轨迹，传递台湾风土最温暖的人情。
本书配有近200张插图，详解了各类台湾习俗的流程、细说着不同民俗物品的来历，重现“最台湾”的
生活。

Page 2



《图解台湾民俗》

作者简介

李文环
高雄市大寮区人，高雄师范大学台湾历史文化及语言研究所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专长为台湾历史
与文化研究，致力于地方文化资产的调查、研究与保存，近三年代表作品《空间与历史：旗山文化资
产之历史论述》。
林怡君
屏东县东港镇人，目前就读于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系博士班，任教于屏东县东新国中，喜爱创作、拍照
和民俗活动，着有硕士论文《东港迎王与家将阵头研究——以丙戌正科为例》。
绘者简介：
三娃
曾任饭店美工，从平面到立体作品无数。目前专职插画工作，跨足绘本、书籍杂志插图规划，风格偏
向奇幻浪漫，笃信绘画是创意飞翔的天地！
余正隆
兼职插画设计、传统油画，以及多媒体网站、FLASH小游戏美术及程序设计。
作品网站：www.who-design.com.tw
联络信箱：who101472@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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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台湾民俗》

书籍目录

推荐序
作者序
序章
第 1 章 季节采风篇
一月 【端月】
春节习俗：初春祭神祈年与休闲
除夕祭祀、围炉吃年夜饭
初一开正走春，拜人神
初二出嫁女儿做客
初四接神、初五隔开
初九天公生
元宵祭，月半大如年
台南佳里金唐殿王醮
元月二十，开印迎春补天穿
二月 【花月】
二月初二春祈祭，做头牙来吃福
二月初三文昌祭，长智慧
二月十九观音佛祖圣诞
达悟人飞鱼祭
三月 【桐月】
三月节，最早的扫墓节
寒食节，古老的过年
清明节，培墓祭祖
玄天上帝圣诞
台南学甲上白醮
大龙峒保生大帝祭
淡水三芝八庄大道公轮祀
三月疯妈祖
布农人打耳祭
专栏 拜拜大哉问一
正确拜拜方式看过来！
四月 【梅月】
立夏“补夏”食俗
四月初八浴佛节
西港庆安宫刈香绕境
南鲲王爷祭
客家桐花祭
专栏 看得懂传统历法
五月 【蒲月】
新庄大拜拜
五月五庆端午
淡水迎祖师爷
大稻埕霞海城隍祭
犁头店木屐赛
六月【伏月】
半年节
六月初六天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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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台湾民俗》

云林口湖牵水状
花莲吉安阿美人海祭
台东南王部落海祭
七月【荔月】
鬼门开
七夕乞巧会祭魁星
中元普渡
新埔义民祭
七月底关鬼门、钟馗押孤
专栏 如何准备供品，看过来！
八月【桂月】
灶神是谁？
八月十五中秋节
阿美人祭祖丰年祭
东港迎王平安祭
九月【菊月】
吉贝耍嚎海祭
九月九重阳节
高雄冈山篮筐会
小琉球迎王平安祭典
十月【阳月】
水仙尊王祭
南州迎王平安祭典
头社平埔人夜祭
下元节
艋青山王祭
曹公祠例祭
十一月【葭月】
宜兰二结王公过火
古老的过年──冬至
专栏 拜拜大哉问二
烧香有保庇
十二月【腊月】
腊月忙年
做尾牙
尾期
东山迎佛祖
送神、祭灶
天神下降日
除夕
过年的故事（灯猴神与沉地）
专栏 有趣的行业神
第 2 章 人生仪礼篇
成长
胎神信仰
洗三
拜床母
剃头
做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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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台湾民俗》

收涎
做度
脱、做十六岁
原住民成年礼
结婚
问名、相亲
订婚
结婚仪式
归宁（头转客）
祝寿
专栏 礼尚往来题词送礼
哀悼
搬铺、属纩
引魂
初奠：拜脚尾饭
乞水沐浴、死装束
饭含
遮神、竖灵
入殓：天人永隔
拜饭、做七
丧礼的忌讳
做风水
葬法
第 3 章 日常生活篇
趋吉避凶
动土仪式
上梁仪式
安太岁
收惊
求签
改运除秽
开市：祈求好彩头
忌讳的数字和语汇
专栏 民俗禁忌
食在有福
办桌
筷子使用的忌讳
住有学问
正厅
神龛
兽牌
石敢当
专栏 传统民宅建筑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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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字简洁，手绘插画形象生动，原貌呈现台湾的风俗民情，让畅游不再停留在表面
2、★★★★☆ 新年第一读。一衣带水的邻省，看到很多的习俗都很亲切，离家越久，很多习俗就越
远，到最后都只成了回忆里的香气。
3、发现古人很有意思，至少在月份上比我们现在过得讲究些。他们给每个月起了个名字，一月端月
、二月花月、三月桐月、四月梅月、五月蒲月、六月伏月、七月荔月、八月桂月、九月菊月、十月阳
月、十一月葭月、十二月腊月。不由想起海子的诗“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起一个温暖的名字”，古人
给每一个月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真好。
4、相对于专业，却又附带着插图的这种方式，让很多对我们来说比较生僻的节日瞬间变得亲近起来
5、还不错吧，新出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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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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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台湾民俗》

章节试读

1、《图解台湾民俗》的笔记-第12页

        冬至点回归年：从地球上观察太阳绕行天球之黄道一周的时间，称为“回归年”（即太阳年）。
回归年是制定各种太阳历和阴阳历的基础，中国传统历法以“冬至”为岁元，从冬至到冬至为一岁。
因此，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和庆祝习俗。这个序章很有用，解了我很多困扰已久的疑惑。比
如，我家那边冬至习俗是吃汤圆，并且吃过汤圆就长一岁，冬至前夜会围着灶边撮汤圆，不仅仅是圆
子，还有金桔，长条等各种形状，每种配以不同的说辞，边撮要边说，比如“桔子撮圆圆，我爸多赚
钱“，土话中圆和钱是押韵的，朗朗上口，宛如过节。汤圆祭祖后，冬至一大早就会煮了当早餐，去
学校小伙伴们都会互相询问吃汤圆了没，没吃就不能长一岁了。日常长辈问起多少岁，都答冬天就XX
岁了。贯穿在日常中的习俗和延续下来的言语也算是找到了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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