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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信仰》

前言

　　《台海历史文化研究丛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福建、台湾海峡两岸以及相邻东南沿海地区人
文历史的丛书。　　我们之所以要组织编写这样的一套丛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东南沿海地区以其
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活跃进行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区域。这种区域特征，一
方面孕育了其内部富有海洋文化气息的社会经济人文景观，另一方面也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
涵增添了更加绚丽的色彩。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进步，我们的世界将日益呈现文化多元化的趋向。然
而祖先的传统是值得骄傲和自信的。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学术探寻，为我们的家园寻求更多的文
化认同感。　　二是厦门大学有着一批学养优秀、敬业勤奋的人文学者，值得我钦佩。他们来自哲学
、文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新闻学等不同的学科，却有着共同的挚爱，这
就是企盼海峡两岸的文化传统，得到美好地继承乃至发扬光大。为此，大家付出了默默而真诚的努力
；并且，与对岸宝岛的许多学者建立了志同道合的联系。学者们的学术追求和文化志趣可以各有不同
，但是大家所探索的目标总是一致的：在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我们的人文之源及其文化表征究竟
是什么？　　正是这两个原因，成就了我们这套丛书。　　我祈望所有的人能够给这套丛书予良好的
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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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信仰》

内容概要

郑成功信仰”在台湾汉人社会中的发展，超越了乡土的情感和地域的观念，统合宗族性、地缘性、民
族性等，而成为台湾此一移民社会的共同信仰，并因地区而异，尚且发展出相关之祭祀圈或信仰圈。
“郑成功信仰”与其它汉人一般常见的民间信仰极大的区别，在于该信仰中官方的介入很深，其中隐
藏着强烈的政治意图。所以在探讨“郑成功信仰”时，民间与官方为两大面向，加上台湾特殊的历史
背景，不同主政者接连为郑成功重新定义而有了不同的诠释，使得此一信仰文化益形复杂而影响深远
。宗教信仰因应人民需求而生，是一种文化传递的社会现象，与政治、经济等活动环环相扣，其中潜
藏集体共识的历史记忆，年复一年地传承下来。“郑成功信仰”于不同时代，因应人民需要而展现不
同的神力。如助战、登科、祈雨、治水、除虫、医疗伤病、协寻失物，甚至人生咨询；而主政者亦依
各自政治立场予以重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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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信仰》

章节摘录

　　第二节　问题意识与研究架构　　本书重点在于探讨郑成功百年之后，于各地受人供奉为“神明
”，信仰祭拜之情形。郑成功由“人鬼”转化成“神明”之缘由为何?各个时代当权者尊崇的理由与目
的是什么?不同地区俗民又各是如何看待这位“神明”的?本书以“郑成功信仰”重镇之台湾为探讨之
重点，并向大陆与日本两个地区延伸，试比较分析该信仰文化于国家、社会与宗教信仰错综复杂的关
系中，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之发展与差异性。　　盖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的关系密切，信徒依附于
信仰，而信仰倚赖信徒去传播。另一方面，庙宇管理者往往也是地方精英（或说地方精英往往介入庙
宇之运作），他们多藉由信仰力量达到地l方势力的整合。就信仰层级而言，除了郑成功此一历史人物
本身，集体意识之认知包括灵验传说与戏剧文学的影响亦十分重要。主流意识与非主流意识的认知差
异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郑成功”虽以地方性“土神”发迹，然而“郑成功信仰”又有别于一般的
民间信仰，除了上述之功能性以外，政治色彩十分浓厚，因而又得到各政权的关爱与宣扬，所以发展
得十分迅速，而且还具备着“国际性”。这种信仰背后的文化和政治逻辑颇富深意，不同地方和不同
时代的信仰者是如何构建这种信仰的?信仰传递方式多样化，例如透过民间仪式和传说、政治势力的动
员、与其它神灵如王爷的互动等多项途径，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信仰者心态也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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