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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試圖探究多數具有宗教信仰的臺商，在管制宗教政策下的大陸

移居地如何進行宗教活動、維持信仰需求；同時，在此處境下，宗教信仰

是否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彼此間有何變化關係和意義。本論文根據

2009 年至 2010 年間在上海地區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蒐集 34 位受訪臺

商的訪談記錄及相關文獻與資料，並運用美國認同心理學家 Erikson 的宗

教認同理論，與相關研究案例比較、分析之後，可提出以下四個主要的研

究結果：(1)臺商為因應大陸管制宗教政策之環境，衍生其因應策略，發展

出以定期集體運用私人籌措宗教資源為主的幾個宗教運作模式。(2)宗教信

仰對臺商在移居地的工作與生活仍有影響力，不僅運用為企業倫理，也發

展為產業項目。(3)縱使身處管制宗教與無神論意識形態的環境，臺商仍有

其宗教本質層面的需求而皈依或改宗。(4)臺商原有的宗教信仰對其影響越

大，越能維持對原居地的認同；相對地，臺商若對移居地認同漸增時，也

會對當地宗教事務產生認同感，進而又增進對移居地的認同。本研究可證

明宗教信仰與臺商的身份認同及其變化之間具有相關性，可補充學界對於

臺商、移民與宗教等相關議題的研究成果與範圍。 

關鍵字：上海臺商 臺商研究 移民研究 宗教認同 身份認同 艾瑞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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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論題說明 

本論文試圖探究以下四個論題： 

一，在管制宗教政策下的大陸移居地，多數具有宗教信仰的臺商可能面對

何種宗教處境？這些與臺灣或原居地相異的宗教環境對他們在移居地的

宗教信仰有何影響？ 

二，為了因應管制性的宗教政策和異於原居地的宗教環境，大陸臺商如何

運用適當的資源、形成可持續運作的模式以實踐其宗教信仰、滿足其宗教

生活需求？ 

三，宗教信仰如果對臺商在移居地工作、生活有所影響，則具有信仰背景

的臺商如何看待宗教在其中的角色？對於他們的移居活動是否會賦予宗

教性的解釋？ 

四、臺商如果認為宗教信仰對其在移居地工作與生活有所影響，則宗教信

仰是否會影響他們在移居地的身份認同？或是臺商經由移居地的宗教運
‧‧‧‧‧‧‧‧‧

作模式之後
‧‧‧‧‧

，是否會改變他們的身份認同，而與原居地有所差異，其中變

化的意義為何？ 

兩岸分治已逾六十年，學者析論彼此差異時，向來多由政治、經貿、

外交、制度、政策等議題入手；而於文化、宗教、信仰、民俗等層面較少

著墨。然而，兩岸自政府開放探親以來已近三十年，期間除了因為戰爭分

隔的年長探親者慢慢減少而趨緩外，大批為經營事業、尋求適合條件與環

境之民眾或業者則陸續西進，至今不衰，且漸次形成相當數量之群體。不

但在兩岸事務中已具影響力，同時在移居地也已形成移民生活與社會模

式。因此，臺商如何適應移居地的社會、文化、習俗，又如何在移居地維

持原居地既有之傳統、習慣，乃至信仰與宗教活動，是否對其歸屬感與認

同選擇有所影響等等，便成為本文嘗試觀察與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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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眾所周知，基於意識形態與政策差異，大陸當局目前在宗教事務上仍

存有諸多限制。然而，相對地，根據政治大學「臺灣地區宗教經驗調查研

究計畫」（Religious Experience Survey in Taiwan, REST）在 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2 月間的調查，臺灣地區居民中，84.1 %受訪者表示有宗教信仰，

雖然有 15.4 % 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宗教信仰」，但是從實際的宗教活動來

看，像是參拜或祈禱神靈，有高達 97.7 %的受訪者給予正面回應（第 63

題），如果更進一步詢問他們在近期內「過去一年中」「最常祭拜的神靈」，

更有 98.9 %的受訪者有所回應（第 64 題）。1
 顯見大部分的臺灣民眾具有

宗教信仰，縱使「沒有宗教信仰」，也仍有相關需求與活動。可以說，宗

教信仰乃是構成臺灣民眾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之一。因此，令人好奇而足

以提問的是，面對管制性的宗教政策、環境下的大陸臺商，在大陸移居地

將如何進行其宗教生活？ 

例如，宗教信仰在移居地的經商過程或在當地的生活與社會中有何作

用？相較於二、三百年前的明清渡臺先祖，現今移居大陸的臺商是否也會

攜帶神祇同往，以作為認同或精神之寄託？而信仰或神祇或乃至於臺灣在

此間所扮演之角色又如何？是「原鄉」還是「出生地」？又是否與大陸「祖

籍地」之間有所衝突或另有詮釋？臺商是否能組成宗教組織或神明會，以

移植臺灣的運作模式？甚至與當地既有宗教或信仰有所互動或影響？另

外，若無奉請臺灣神祇者，又是如何解決其信仰需求？是否直接參與或運

用當地既有之寺廟、教會或宗教場所？又或者是加入和使用其他臺商所提

供的宗教資源？ 

長期以來，在兩岸交流互動過程中，面對「歸返」的「臺灣同胞」，

大陸方面的報導或論述習於賦加「祖國」、「原鄉」等概念與詞彙，以標榜

其主導地位、「根源性」，將「大陸－臺灣」關係詮釋為「主－從」模式；

因而在諸多關於兩岸事務的宣傳中，大陸方面常將自身置於「主體」、「中

心」，乃至「原則」與「標準」等角色或地位。同時，在「一個中國」的

                                                 
1
 Yen-zen Tsai, ed.,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nd China, Taipei: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段所引數據，請見該書附錄三（Appendix III），第 99 題「請問您

目前的宗教信仰是？」回應結果除了「沒有宗教信仰 15.4%」外，各宗教信仰按比例依序

為民間信仰 38.4%、佛教 18.6%、道教 13.1%、佛道雙修 5.1%、基督教 3.6%、一貫道 2.4%、

其他 1.6%、天主教 1.3%、不知道 0.5%、拒答 0%。另外二題為第 63 題「您有沒有參拜

或祈禱過下列神靈？」和第 64 題「過去一年中，您最常祭拜的神靈是？」詳細調查數據

皆可參見書中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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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3 

國際政治情勢下，似乎以中國共產黨政權治下的大陸地區即是「祖國」、「原

鄉」、「主體」或「根源」的內容與意涵。 

基於上述，或可提出另一個問題：身處兩岸之間的臺商移民群體，其

身分認知與認同為何？如何形成、或有無變遷？其中形成或受影響的因

素、條件為何？亦即，當臺商進入大陸移居地的環境之中，如何適應或回

應當地的生活模式、社會習慣、乃至於意識形態或政府政策？移民本身是

否有自己既定的原則以作為判斷和回應的根據，而他們又是如何形成、設

定、運作其身分認知與認同的標準，標準的內容與意義為何？然而，在兩

岸關係的研究上，向來多從政經層面探討身分、認同、乃至於雙方政權彼

此地位之爭執，有時不免落入政治辯論或政策宣示的窠臼，而忽略了其他

面向的觀點。故而本文嘗試從宗教、信仰與文化等層面，透過觀察臺商群

體在大陸的移居、移民社會與生活中如何進行其宗教活動與運作模式，探

討其身分認知與認同的形成與變化議題。 

第二節 研究現況 

本文透過訪談大陸臺商宗教信仰背景及其在移居地的宗教活動情

形，嘗試探究可能的運作模式及其對臺商認同的影響。由於學界對於「大

陸臺商的宗教運作模式」尚無涉略，故為本文論述主體，將在第三章詳細

討論。至於學界目前對於「臺商認同」議題則有較多研究成果，惟以政治、

經濟、社會等方面為主，較少從宗教層面觀察臺商認同的問題。故本節先

概述國內學界現有臺商認同相關研究成果，其次借鑑部分美歐學界關於宗

教與移民認同的研究議題，作為本文論證宗教與臺商認同議題的參考和比

較基礎。 

一、大陸臺商「身分認同研究」議題 

根據耿曙等學者的整理與分析，學界目前對於大陸臺商的研究議題，

大致可分為「跨界經驗」、「身分認同」、「制度環境」與「勞動體制」等方

面，但在實務層面並不僅以此四種類別為限。同時，從 1980 年代後期開

始，漸漸發展出「臺商研究」的學術領域，至今可劃分為「源起」（1980

年代後期）、「發展」（198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中後期）、「壯大」（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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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年代末至 2000 年代中期），以及「轉型」（2000 年中後期至今）等四個階

段，突顯出各階段臺商活動的特色與學者關注焦點，以便於後續研究的參

考。2
 

對於臺商的身分認同研究的重要性，耿曙等特別指出： 

兩岸分治分立，睽違半個世紀，再追溯明清墾植［殖］、日治遺業，

台灣已發展出不同於大陸的「生活文化」，加上兩岸再次接觸的時間

點，正當台灣民主轉型，重建自我∕認同當口，彼此擁有迥異的生

活方式，這些「彼此有別」的刻板影響［印象］，使得重踏大陸土地

的台灣前鋒，成為觀察兩岸文化碰撞，重新認識台灣的絕佳機會。3
  

顯見此議題在兩岸研究與臺商研究領域中，頗為複雜、深刻，但又極具開

創性。耿曙等人也進而針對「臺商的認同變遷」既有的成果中歸納出三個

研究類型［主題］：(1)支配臺商的力量為何（利益或認同）？(2)臺商的身

分認同為何？（認同如何變化）(3)影響臺商認同的機制為何？（文化、階

級、政黨等背景？或接觸經驗？）而這三個研究主題類型正可顯現出研究

「臺商的認同變遷」問題意識的開展次序與深度。 

(一)主題一：支配臺商的力量為何？ 

第一個主題在於探求「臺商之所以成為臺商」的原因或動機，也就是

探究臺灣民眾為何前往大陸經商？在哪些誘因或需求下，願意離鄉背井且

面對許多不確定因素和風險，前往一個長期以來在政治立場、思想觀念等

方面都處於敵對狀態或巨大差異的地方，投入資產、時間、心力、家庭、

乃至人生於其中，是渠等付出不可謂小，亦不可能屬無謂之舉；則其原因

或動機之支配力量便對臺商投資行為有重要影響，而為臺商研究之首要問

題。 

在此主題中，學者嘗試突破如「推拉模式」的傳統移民理論觀點，將

臺商的跨界行為置於較諸經濟利益之外更為多元、複雜的因素與環境中，

                                                 
2
 耿曙等撰：《臺商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導言〉、〈第一章 臺

商研究的起源、發展與核心議題〉。 

3
 見前書，頁 7。方括號［］前應為錯字，謹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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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5 

予以更整體地觀察和分析。4
 此一論點相當符合實際情況，因為大部分的

臺商不僅僅只是「移動」而已，而是漸漸變成「移居」、進而成為「移民」。

也就表示臺商的移動不僅只是經商，而漸漸也兼顧生活、甚至需要規劃定

居、社交、乃至融入當地社會等層面。於是在實際的移居生活中，臺商便

須面對如「跨界安排」、「家庭安排」、「子女教育」、「住居安排」、「移民權

益」等等「情感－理智」或「認同－利益」等「義利之辨」的抉擇衝突，

而不再只是單一面向的「經濟人」的角色而已。5
 也因此，影響臺商認同

的可能因素便不能僅從單一的經濟利益面向來思考。 

(二)主題二：臺商的身分認同為何？ 

第二個主題基於「社會環境與行為者間相互影響」的假設，對於離鄉

多年、赴陸益久之臺商，其身分認同是否改變？認同意涵與認同對象為

何？便是對其「身分認同」所要探究的問題。在發生次序上，此主題所欲

探究的對象乃是「臺商身分認同」如何變化、以及此一既成現象之表現型

態。此主題牽涉臺商在移居地的活動與生活內容，以及臺商與當地社會接

觸經驗之結果，因此也漸漸觸及臺商身分認同變化之可能因素與機制。 

對此主題的研究，學者從「認同物件［對象］」和「轉變過程」作為

分析途徑。就「認同物件［對象］」而言，臺商的認同對象有六種可能：(1)

「認同臺灣」、(2)「認同對岸」（可再區分出「認同國族」、「認同城市」、「飛

地式的認同」）、(3)「同時認同兩岸」（雙重認同，居間的認同）、(4)「認同

跨海峽的新社會空間」、(5)「（全球的）流動空間式的認同」，以及(6)「無

所認同」（超越界限式的認同）。6
 在設定「認同物件（對象）」時，乃是假

定「臺商西進（或跨界移動）一定會伴隨認同變化的發生」；對此，學者

特別指出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如何理解臺商的西進經驗？」亦即前

述「臺商西進一定會伴隨認同變化的發生」嗎？7
 因為對部分臺商而言，

赴大陸經商跟在臺灣各縣市談生意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因而可能連「認同」

                                                 
4
 見前書，頁 19。並可參林平：〈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

外省台灣人為例〉，《東亞研究》卷 40，第 2 期（2009.7.），頁 99-139。以及鄧建邦：〈跨

界流動下中國大陸台商的認同〉，收在王宏仁等編：《流轉跨界：跨國的台灣．台灣的跨國》

（臺北：中硏院人文社科中心∕亞太區域專題硏究中心，2009），頁 133-160。 

5
 參同前註。 

6
 見前引耿曙等編：《台商研究》，頁 21。 

7
 見前引耿曙等編：《台商研究》，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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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的想法都未必想過，更別提會是個需要煩惱的問題。此一質疑在邏輯上雖

有可能推翻「臺商認同研究」的成立條件，但從實務領域和田野方法層面

而論，如果「認同」對當事者並無影響的話，自然便被排除在研究對象的

範圍之外了。 

(三)主題三：影響臺商認同的機制為何？ 

第三個主題的研究可說是對前一主題的聚焦與深化，亦即在於深究臺

商身分認同之所以變化的原因或機制，乃至於掌握其身分認同變化的「深

層結構」。相關研究基於身分認同變化的結果與發生過程，嘗試更進一步

地追溯其更為根源性的因素，例如意識形態或認知觀點的差異，或是情感

增減、文化差異，甚至宗教信仰之有無等等，都有可能是影響認同的根本

原因。亦即在此一階段的主題研究中，可嘗試更細膩地描述與詮釋臺商身

分認同變化的本質性因素及其意義。 

關於本主題，學者首先強調「接觸經驗」的核心作用，尤其是接觸之

後的感受好壞，對臺商的認同影響常有最直接的反應，甚至形成「第一印

象」的成見，而促成認同的「轉變過程」。目前學者從「接觸經驗」與「社

會融入」作為觀察途徑，而可歸納出臺商認同變化的三種類型：(1)「完全

融入」、(2)「完全不融入」、(3)「階段式融入」。8
 由於「完全融入」多是

臺商的主動行為，較少受到「接觸經驗」的影響；「完全不融入」和「階

段式融入」則受到「接觸經驗」後的好惡感受，而影響其「社會融入」的

程度以及認同的深淺。因此，學者進一步將「社會融入」的觀察途徑區分

出四個層面，從居留時間的久暫、生涯規劃的長短、社交程度的深淺，以

至於對認同影響如何等等，作更細部的分析。9
 

在臺商的「接觸經驗」過程中，除了不免受到本身省籍或政黨背景的

影響而有所差別外，10
 還包括了「文化差異」的衝擊，尤其是生活上和社

會環境的差異。11
 同時，年齡層的區隔對於當地感受的經驗也有所不同，

青年群體對於兩岸政治差異（民主∕威權）可能不易適應，而中年群體對

                                                 
8
 見前引耿曙等編：《台商研究》，頁 22-23。 

9
 見前引耿曙等編：《台商研究》，頁 23。 

10
 見前引耿曙等編：《台商研究》，頁 24。 

1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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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7 

此反而會有「似曾相識」的熟悉感。12
 再者，則是「階級地位」，包括臺

商之間、臺商與當地接觸對象之間的地位落差，反映出不同的認同選擇。
13

 這一點，也須考慮到「當地社會結構差異」的影響，進而形成「從當地

民眾對於臺商的觀感中掌握臺商心態」的另一個研究角度。14
 這種考慮到

「角度」或「觀點」的分析途徑，在近年得到更進一步地運用，例如從臺

商閱聽、運用、乃至詮釋當地媒體所提供的資訊，藉以了解移居地媒體對

於臺商在當地的認同變化，便是更為聚焦與細膩的研究模式。15
 

二、宗教與臺商認同研究 

根據前文可知，學界對於臺商的認同研究議題頗為豐富、多元，有從

社會認同角度論之、有從文化認同角度論之、有從政治認同關切臺商的「忠

誠」轉移、亦有從國族認同探究臺商在兩岸間的「選擇」變化。然而，論

者多著重於從某一種認同角度為分析的主軸，而較少嘗試整合多種認同之

間在臺商實際工作、生活中複雜變化的情形。亦即臺商在移居地的認同變

化可能從社會認同影響其文化認同、國族認同，以至改變或重新建構其身

分認同；也就是說，認同的變化並非僅表現為某種單一型態，而是隨著臺

商在移居地經商、工作、交通、生活等過程，漸進、累積而成，而無法只

從某一特定的認同表現可掌握全貌。 

宗教認同也是臺商諸多認同變化的一種，然而在既有的研究議題中卻

極少被觸及，少有立基於宗教層面的實務或觀點為分析途徑。美國移民學

者 Ebaugh 對於當代宗教與移民關係的研究領域概括出七個主要的議題：(1)

宗教組織在種族認同再產生當中的核心角色；(2)宗教作為移民融入美國社

會的仲介者；(3)會眾制度作為組織主要的形式；(4)多種族教會的衝突與隔

離；(5)移民第二代與移民宗教組織的關係；(6)受教會影響之移民婦女的角

色與地位；(7)在美國的移民與其家鄉社區間的跨國宗教關聯。16
 從 Ebaugh

                                                 
12

 見前引耿曙等編：《台商研究》，頁 25。 

13
 同前註。並可詳參林瑞華：《「階級差異」或「認同制約」？大陸臺灣人社會融入之分析》

（臺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14
 見前引耿曙等編：《台商研究》，頁 25。 

15
 參 Shu-Ling Huang（黃淑玲）, Re-mediating Identities in the Imagined Homeland: Taiwanese 

Migrants in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2010. 

16
 Helen Rose Ebaugh, “Religion and the New Immigrants”, in Michele Dillon ed., Handboo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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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歸納出的議題可見，宗教在移民的認同行為中佔有重要地位，不僅可協助

移民融入當地社會，也是突顯移民與當地之間差異的標誌，甚至是移民在

當地與母國之間的聯繫橋樑。由此可見，若欲釐清移民的認同問題，便不

可忽略宗教因素的影響力。雖然 Ebaugh 主要是針對現代美國移民與宗教

的情境而論，但我們仍可參酌其議題，掌握住「宗教對臺商認同之影響」

的研究主題。 

(一)移民研究中的宗教議題 

以美國為例，Ebaugh 指出，在 1965 年通過〈哈特-賽勒移民法案〉

（Hart-Cellar Immigration Act of 1965）取消來源國種類和移民名額限制之

後，大量的新移民從世界各地將其宗教傳統帶到美國，大幅地影響了美國

的宗教情勢。從移民人口數量而論，1950 年代從亞洲移入美國的人口約有

十五萬，但到了 1980 年代則遽增逾二千七百萬；然而同時期歐洲移入美

國的人口數則下滑了三分之一。此外，在 1950 年代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區移入美國者約有六十萬人，佔移民總數的四分之一（25%）；到了 1980

年代則上升到 47%，約三千五百萬人。再從移民出生地來看，在 1985 年

到 1990 年之間移入美國的五百萬移民中，只有 13%出生於歐洲、加拿大、

澳洲、紐西蘭等地（即主要的歐美裔國家），26%出生於墨西哥、22%出生

於中南美洲，而出生於亞洲的移民比例已上升至 31%。17
 

上述資料顯示，從二十世紀下半葉起，前往美國的移民人口結構已經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期之前，以歐洲地區為主要來源國的移民，轉

變為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地區的移民，而且來自亞洲地區的移民有日益漸

增的趨勢。正因如此，隨著來源國多樣性的增加，不僅促進了美國社會中

的種族與族裔的多元樣態；同時也因為新移民將其母國的宗教傳統移植到

移居地，而增加了美國宗教的面貌與發展的多樣性。18
 

此一多樣性反映在 1980 年代到 2000 年間的北美移民研究中，可以見

到有 Mullins 對加拿大的日本佛教徒研究（1987），Williams 對印度與巴基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30. 

17
 Ebaugh, 2003, p.225. 

18
 Ebaugh, 2003, 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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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9 

斯坦的宗教論述（1988），Fenton 對於美國的亞洲印度宗教傳統的研究

（1988），Denny、Haddad 和 Lummis 等人對美國的伊斯蘭教的分析

（1987），Diaz-Stevens 對紐約的波多黎各天主教的探究（1993），Kashima

（1977）、Lin（1996）和 Fields（1992）等人對美國佛教的研究，Orsi 對

哈林區（Harlem）義大利人和海地人的研究，以及諸如 I. Kim（1981）和

Chong（1998）等人對美國的韓國基督教會的諸多研究。再如 Waugh 對加

拿大的穆斯林會眾的探討（1994），Numrich 針對二座南傳佛教寺廟的研

究，以及楊鳳崗對華盛頓特區部份華人基督教會的分析等等，都呈現出相

應時期移民在美國形成種族、族裔和宗教等方面的多元面貌。19
 

除了上述個案研究模式之外，從二十世紀九○年代中期開始，出現由

大型機構或基金會委託或贊助的研究計畫模式，針對長期以來頗受學界忽

略的移民和宗教等議題，展開主題式的專案計畫。例如 Warner 主持的「新

族裔與移民會眾計畫」（NEICP, New Ethnic and Immigration Congregations 

Project, 1996-1997）20
 完成了包括基督教、印度教、猶太教、拉斯塔法利

（Rastafari，源自牙買加的黑人基督宗教運動），和混合的巫毒-天主教會眾

（Vodou-Catholic congregation）等等在內的民族誌檔案，藉以了解新移民

的宗教團體如何協助他們融入新社會，並且在移民過程中建立認同感。21
 

另一個大型研究計畫是由 Ebaugh 主持，名為「宗教、族裔、新移民研究」

（RENIR, Religion, Ethnicity, New Immigrants Research, 1996）以德州休士

頓市為單一的田野範圍，訪談市內十三個宗教會眾團體。會眾種類包括如

羅馬天主教會（其中包含一個全員為墨西哥人的會眾，另一個則包含由七

個民族團體組成的組織），希臘東正教會、印度教廟宇、一個大部分由印

度－巴基斯坦人為成員的穆斯林清真寺、一個大部份成員也屬印度－巴基

斯坦人的瑣羅亞斯德教中心、華人和越南人各自的佛教寺廟、五個基督教

會（一個包含四十八種民族的成員、一個以阿根廷移民為主、一個大部分

是墨西哥人、一個全是韓國人、一個全是華人）。22
 第三個大型研究案如

皮尤慈善信託基金（Pew Charitable Trusts）贊助的「入口城市計畫」（The 

Gateway Cities Projects），研究模式與前述 RENIR 計畫相對。此計畫選定

                                                 
19

 Ebaugh, 2003, pp.228-229. 

20
 Ebaugh, 2003, p.229. 

21
 Ebaugh, 2003, p.229. 

22
 Ebaugh, 2003, 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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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六個主要的移民入境美國的城市，包括紐約、華盛頓特區、芝加哥、洛杉

磯、舊金山和邁阿密，藉以檢視宗教在移民美國的經驗中的角色，及其與

移民融入美國社會間的關係。23
 

(二)宗教與移民認同的關係 

在移民結構多樣性的環境中，極易促使身處異文化的移民們反思自身

在原居地和移居地之時和彼此之間的變化與差異，同時嘗試尋找重新定位

自身的管道與方法。因此，認同問題在移民研究中便成為必然遭遇且須處

理的重要議題。 

Ebaugh 在綜合上述 1990 年代關於美國移民研究的七種主要議題中首

先指出「重塑族裔認同」（the reprod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的重要性。當

新移民進入相異而新奇的美國社會時，宗教機構協助移民在個體空間與社

會網絡中，重塑並保留他們原有的價值觀、傳統和風俗等等。事實上，宗

教與文化價值、活動等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彼此有著相互影響而緊密

難分的關係，藉著象徵儀式和集體記憶，漸次成為移民們承載和傳遞文化

價值、觀念、事務等的主要途徑與運作模式。同時，移民團體也會透過資

助世俗性的事務，如語言課程、公民課程、青年活動等等，將宗教元素帶

入移民者的生活當中。移民宗教組織與家鄉的不同之處多在於他們會發展

成社區中心，讓人們可以在此祭拜、參與社會活動，因而發揮了保持移民

成員之間的社會關係，並將宗教與族裔文化傳承給下一代的功能。24
 

此外，從 Will Herberg 對美國早期移民潮的研究也可了解，在移民過

程與生活中，移民們雖然可能會流失語言、國籍、生活態度等原有文化元

素，但惟獨宗教是最常被保留下來的部分。相較於移民還在故鄉時，當移

民在新國家生活後，通常宗教認同會比族裔認同還重要。類似的情況也出

現在美國的移民中，他們到美國之後要比在移民之前更為宗教性。除了移

民自身的「神學化」（theologizing，亦即宗教化）經驗外，作為大致上屬

於基督宗教國家的少數宗教而言，通常會使移民更意識到他們的宗教認

同。移民在重塑其族裔性的主要方法便是在實體上重建家鄉的宗教性建

物，像是寺廟、雕像等等，乃至於音樂、歌曲，甚至如薰香、飲食等等可

                                                 
23

 Ebaugh, 2003, pp.229-230. 

24
 Ebaugh, 2003, pp.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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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11 

以觸發各種感官的事物，都在創造一種「家外之家」（home away from home）

的概念，讓身處異地的移民們重新獲得自我定位與認同歸屬。25
 

(三)宗教對臺商認同研究的影響 

根據前文的說明可知，受限於大陸當局的意識形態和宗教政策，國內

學界未曾以宗教信仰相關因素探究臺商的認同變化議題；而參考美國移民

學者的研究成果，則可思考，不同於以往僅從政治、經濟等角度觀察臺商

的認同變化而已。事實上，影響臺商認同選擇的因素似乎更為複雜、多元。 

從學界現有的研究方向來看，關於臺商的認同問題固然可以從「政治

∕國家∕國族」和「居住地∕原鄉∕故鄉」等角度入手。不過，從政治事

務中觀察，多數的討論會著重在「政治∕國家∕國族」的範圍，爭辯兩岸

政權的代表效力；但若從經貿事務中觀察，則對於以何處為「原鄉」或「故

鄉」的質疑，便隨著臺商在兩岸間的移動、投資和經濟活動而紛至沓來，

甚至成為兩岸衡量臺商認同強度（或忠誠度）的標準。由此可見，從政治

或經貿的層面探詢臺商的認同意識，不易排除現實利益與形勢的干擾。 

因此，轉換觀察的角度，從「文化∕傳統∕宗教」方面擴大觀察的層

面，嘗試以臺商在大陸移居地實際的宗教活動和運作模式為探究的主要內

容，應當可以從一個異於以往的面向反映出臺商信仰群體在身分認同上的

變化意義；甚至需將宗教經驗與需求亦納入移民動機或移居過程的影響因

素。如此，或可在現有的臺商與兩岸關係、宗教與移民認同等議題上，賦

予更為完整的研究範圍。 

芬蘭移民學者 Kivisto 近年在相關論著中，對於宗教與移民間的互動與

影響曾提出四個主題，有助於我們思考宗教與臺商移居生活和認同的相關

問題，同時也可作為不同案例間的差異比較基礎： 

一、宗教對於促進移民調整自我狀態和適應的功能。也就是在移民要融入

新社會的時候，宗教扮演什麼角色？傳承宗教傳統會抑制移民成為完整的

社會成員的能力嗎？ 

二、宗教制度重建的問題。宗教組織和體制結構的變化對移民宗教事務的

影響；以及相對地，移民的宗教團體和移居地社會的宗教機構之間的關係

                                                 
25

 Ebaugh, 2003, 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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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與制度重建問題。 

三、跨國宗教。各種主要宗教對移民在跨國生活、和機構在促進跨國社會

空間上的作用。藉此探索移民的宗教認同、信仰、習俗，及其對移民和非

移民之間的相互作用。 

四、移居國對於宗教的國家政策的總體與細節各方面的討論。同時也檢視

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中，宗教在公共領域中的角色，以及在公民社會中從下

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發展的集體行為對於愈益增加的宗教多樣性的反

應。26
 

雖然 Kivisto 的案例皆以歐美國家為主，但所思考的問題和異於臺商移

居地的環境，正可透過差異比較而凸顯出臺商所面臨的相關問題，進而可

更為清楚地了解宗教信仰和大陸宗教環境對於臺商移民或移居者的影響

情形，以及他們如何因應與歐美有所差異的宗教環境，解決其宗教生活上

的問題與需求。 

三、宗教認同理論說明與運用 

如前已述，歐美學界雖有論及「宗教與移民認同間之關係」者，但較

少討論「宗教之所以可作為認同根源」之本質性的問題，這方面或以美國

認同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 1902-1994）直接探究兒童心理狀

態和成長過程等與「生命週期」相關諸研究最見成效。27 本節首先嘗試說

明艾瑞克森對於個人形成宗教認同的機制與過程；其後，根據其所著《青

年路徳》（Young Man Luther, 1962）說明作為認同根基的宗教心理本質，以

及艾瑞克森所提出的信仰者個體與基於宗教而存在的認同對象之間垂直

的神聖關係和水平的世俗關係之間的差距變化，由此闡釋認同差異、認同

危機產生之因，且又該如何消弭差異，使垂直關係與水平關係相互趨近一

致，得以解決認同危機。 

學界近年對於「宗教與移民認同」議題有完整研究者，可以 Carolyn 

                                                 
26

 Peter Kivisto, Religion and Immigration: Migrant Faiths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27
 可參 Erikson 在其 Childhood and Society (1950)中有關父母和嬰幼兒之間的互動所形成的

宗教感，以及此宗教感對嬰幼兒以及各個成長時期的人格形塑的重要性的闡釋。對於

Erikson 的認同與宗教關係的研究，Wright 有較為整體的探討，可見 J. Eugene Wright, JR., 

ERIKSON: Identity and Religion,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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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13 

Chen 和楊鳳崗兩位學者分別針對美國加州的臺灣移民和華盛頓特區的華

人移民社群所作的研究為代表。二者的案例研究皆以華人移民團體為對

象，探討宗教信仰如何影響他們在移民社會中的身份認同，進而藉由宗教

信仰融入美國社會。因此，我將運用艾瑞克森的宗教認同理論分析兩位學

者的案例研究，藉以和我對上海臺商所做的案例結果相比較，以凸顯宗教

信仰對於臺商身分認同的影響和意義。 

(一)艾瑞克森的宗教認同理論 

1.宗教認同的形成 

雖然從學術與臨床工作而言，艾瑞克森固然是一位精神分析專家；但

除了精神分析與心理學之外，艾瑞克森對於個體的生命史、生活史，及其

所處之文化、傳統、社會、家庭等層面也未曾忽視，而予以相當的重視和

充分運用，形成他能對患者或被研究對象做出整體性的分析，而不至於偏

執在某一角度而忽略其他可能造成問題的因素。 

艾瑞克森親炙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心理分析的理論

與方法，也曾長期接受佛洛伊德及其女兒安娜（Anna Freud, 1895-1982）

的分析療程，並參與他們的分析工作，成為維也納學派的早期會員之一。

但在離開維也納、乃至移民美國，經歷了不同的學術環境與人生歷程後，

艾瑞克森提出「心理分析與歷史的研究」（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28
 方法。 

他拓展了佛洛伊德的發展階段（stage of development）理論，在《童

年與社會》（Childhood and Society）中提出基於「生命週期」（Life Cycle）

所建構的動態的人格發展模式。亦即，受到諸多因素影響，人格在生命歷

程中便不可能固定不變，而是不斷地變化、發展，致使其性格、習慣、價

值觀、認同感等特質也隨之變動，形成其豐富、複雜又獨特的人格內涵。

艾瑞克森指出，在每一個生理成長進程中（如口腔期、肛門期等），自我

和他人的互動關係（包括父母、兄弟、師友、配偶、子女等），會影響自

我所認知該生命階段應當完成的自我狀態、自我肯定、自我認同。能夠趨

於完成此階段任務者，便易於形成積極、正面的人格，否則便易出現認同

                                                 
28

 Erik Erikson, 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62,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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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危機；同時，也就是在不同的自我完成狀態中形成不同的人格。艾瑞克森

說明： 

如果我們想了解人類生命週期，我們就要學著去解釋一個人必須經

過一個一個階段才能長大成人進入社會，而這個社會不論是好是

壞，也是一步一步地供給這個人由傳統與制度構成的外在現實。這

些傳統制度利用、發展人的才能，吸引、調解人的驅力（drives），

限制人的恐懼與幻想，或對這些恐懼與幻想反應，並且給這個人一

個適合他心理社會能力的立足點。而為了了解一個人，我們也必須

一步一步研究他個人生命週期的每一個階段中，社會與傳統如何決

定他自己過去的童年與未來的成年的看法。29
 

艾瑞克森將生命歷程分為八個階段，每個階段都要面對改變自我和自

我與他人發生關係的問題；30
 而且，這不僅只是個人單一線性的發展過

程，也與他人的生命週期與人格發展階段相互重疊、相互影響。例如嬰兒

的生命歷程最初與父母的歷程交疊，當嬰兒從母親身上經歷「信任或不信

任」的感受時，母親本身則經歷著「生產繁衍」的自我肯定與滿足感。31
 由

此可知，相較於佛洛伊德著重於生理因素的主導性，艾瑞克森更重視人生

發展的動態過程，故而也更關注文化、歷史、社會等因素對於個體的影響，

以至形成「心理分析與歷史的研究」方法的基礎。 

掌握「心理分析與歷史的研究」方法，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艾瑞克森對

於認同、以及宗教與認同、乃至宗教認同議題的論點。每一次認同的尋求

與完成都是為了解決此前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的產生。對此，艾瑞克

森有一較為詳細的闡述： 

在生命週期的那一段時期，認同危機的產生，是由於每一個青少年

都必須在童年的殘留與對成年的憧憬中，製造出一個自己的重心感

與方向（central perspective and direction），與一個行得通的統一感。

他必須在自己對自己的看法與別人對自己的判斷和期望之間，找到

                                                 
29

 Erik H. Erikson 著，康綠島譯：《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 1968）（臺北：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頁 16。 

30
 Erik Erikson, Childhood and Society, London, Paladin Books, 1977, Ch.7, “Eight Ages of 

Man”, pp.222-247. 

31
 同前註引 Erikson, 1977, pp.22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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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15 

一個有意義的相同點。這個題目聽來真像常識一般，但就像健康對

正常人一般，擁有的時候覺得理所當然，一旦失去，才知道復元是

多麼複雜的成就。只有生病時，人才會感覺到身體的複雜性，也只

有在個人或歷史的危機之中，人才會發現人格是多種互相作用的因

素敏感的組合。這個組合是由遙遠的過去培養出來的能力與現在的

機遇混合而成，也是由個人成長過程無意識的先決條件與各代之間

不穩定的互相作用製造與再製造出來的社會條件混合而成。在某些

時代某些階層某些年輕人身上，這個危機幾乎不存在，而在某些民

族、階層、時代裡，這個危機卻形成了一個關口（a critical period），

一種「再生」（second birth），很容易因普遍的神經疾病或思想界的

不安而惡化。有些年輕人陷入這種危機之中而產生神經性、精神性、

或犯罪的行為；其他年輕人可能加入宗教、政治、自然或藝術上的

運動來解決這個危機。另外一些則經過長期的痛苦與偏差，最終卻

發展出一個未來的生活方式。他們感到的危險迫使他們動員所有的

能力以新的方式來觀察、發言、夢想、設計與建設。32
 

所以，艾瑞克森認為，相對而言，「認同或角色混淆」的人格變化過程在

各階段中是最重要的，而這個階段在嬰兒與父母的生產繁衍階段互動當中

便出現了。當小孩在回應父母的照顧、教導時，便開始建立「零碎的認同」，

並且對生活環境也開始有所感知，以符合「文化期待的人格」，進而「透

過內在的一致和持續性，以及他在別人心目中的一致、持續性得到堅強的

意識」，整合成完整的認同。33
 

此外，艾瑞克森也指出，父母讓嬰兒感受到的信任或不信任感，正是

幼兒形成其宗教感的來源。根據歷史的經驗，人們從宗教中獲得信任感、

安全感、一種被保護而可依賴的歸屬感，因此，宗教成為人們精神健康和

群體幸福與福利的根基。34
 對於嬰兒，這種感受最初來自和母親的互動： 

第一個危機出現在嬰兒早期。這個危機解決的方式決定了人最深處

                                                 
32

 見前引《青年路德》，頁 8-9。艾瑞克森幾乎不會對他使用的術語或名詞給予簡潔或特定

的定義式述句；本段引文應是艾瑞克森對於「認同危機」的產生與解決較為完整的說明。 

33
 Friedman, J. Lawrence 著，廣梅芳譯：《艾瑞克森──自我認同的建構者》（Identity’s Architect: 

A biography of Erik H. Erikson）（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 186-187。 

34
 前引 Childhood and Society, 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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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的情緒；最基本的信賴或不信賴。這危機的結果，除卻遺傳、孕育

或生產因素之外，主要是由母親照顧的性質來決定，也就是說，母

親照顧的一致性與相互性使嬰兒對他身體急切而奇妙的世界有某種

可預測性與希望。嬰兒早期信賴與不信賴的比例決定一個人是否有

簡單信仰的能力，因此也決定他是否對社會信仰有所貢獻──而這

社會信仰又會培養出未來母親教養新生兒信賴新的能力。我們可以

說在這第一個時期中，歷史的過程已在運作之中。35
  

艾瑞克森不僅將嬰兒的信仰視為「靈魂的童貞」（the soul’s virginity），也

將母嬰之間的信任感比擬為「天堂」。對他而言，宗教並不只限於制度化

宗教的具體事務和影響，雖然這部分對個人或集體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

幫助，甚至有時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仍將在歷經生命各階段的挑戰、

挫折與歷練的人生經驗之後，一如「穿過黑暗中的玻璃看去」（looking 

through a glass darkly），36
 再度面對自己的「內心宇宙」，掌握生命中最

本質也最重要的部分，不論是希望自己能與母體或仁慈力量重和為一體

的想法，藉以縫補那早已分裂的自主性、並在被無條件地接納中治癒久

存的恥辱感和懷疑感；還是懷想昔日父親引導良心的呼喚，警覺罪惡的

誘惑，激勵自己以奮發昂揚的精神行向人生；「最後，這片玻璃也顯出了

那純潔的自己，那尚未出生的創造核心，那在父母之前就存在的上帝，

那『純粹虛無的中心』……這純潔的自我不再因善惡之間的鬥爭而受苦，

也不再仰賴哺育者或理性與現實的引導。」37
 可以說，艾瑞克森所描述

的人的本真自我是極具宗教性的，在宗教情境中最能發現自我認同的根

源，「宗教在最具創造性時能尋回我們最早的內心經驗，使模糊的魔鬼具

體化，而喚醒個人最早信賴的資源，同時它們也使世世代代培養的共同

整合的象徵繼續生存。」38
 

2.宗教認同的差異：心理本質、垂直關係與水平關係 

(1)作為宗教認同根源的心理本質： 

                                                 
35

 前引《青年路德》，頁 303-304。 

36
 艾瑞克森此處運用了《新約聖經．哥林多前書》13:12 經文的典故。 

37
 論述和引文請參《青年路德》，頁 314-315。 

38
 《青年路德》，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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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17 

美國教牧神學（ Pastoral Theology）的神學家 Donald E. Capps

（1939-2015）在其《教牧關懷》（Pastoral Care, 1979）一書中，將艾瑞克

森的階段理論結合臨床宗教心理學家 Paul W. Pruyser（1916-1987）提出各

階段會發展出的神學主題和 Capps 提出的品德表現，形成「神學與心理社

會主題關聯」（Correlation of Theological and Psychosocial Themes）。在第一

階段「信任對不信任」的心理狀態時，會出現的神學主題為「天佑」

（Provindence）；第二階段「自主對羞恥和自我懷疑」時會出現的神學主

題為「恩典或感激」（Grace or Gratefulness），第三到第八階段依次會出現

「悔改」（Repentance）、「神召」（Vocation）、「信仰」（Faith）、「深思自省」

（Communion）、「神召」（Vocation）、「體察神聖」（Awareness of the Holy）。
39

 Capps 開展出的論述強化了艾瑞克森理論中的宗教因素，而且浸潤於整

個生命，一如「認同變成很多個不連續的階段，而且存在整個生命週期

中」；40
 同時，這也凸顯出個體自我內在心理作為宗教認同根源的本質地

位，亦即此一內在心理的本質性乃是其他認同形成的前提、條件，否則便

將落空而無對應之處。如同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認為「人有

能力（ability）去印證上帝的存在，也有能力去印證上帝的恩寵」，「人有

一種『內在的亮光』（inner light）可以使他們實現感召的認同感」，41
 在奧

古斯丁的神學裡，這種「能力」或「內在的亮光」指「上帝呈現在靈魂的

直接性（immediacy）」，一種無條件、先驗地存在，是個體內在原有而無可

改變的「神聖根基」（divine ground），42
 也就是艾瑞克森在生命週期理論

中所論述的最初階段的宗教認同根源的心理本質。 

(2)垂直關係與水平關係： 

雖然宗教在艾瑞克森的自我認同理論佔有核心的地位，但由於生命週

期理論本身就具有歷史論的精神，故而在論述個體自我的同時，無法忽略

歷史、傳統、文化、社會、他人等等對個體的影響。這也正是他相對於笛

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以個體為存在基礎的不同論點，他強調：

                                                 
39

 Wright, Erikson (1982), pp.159-160. 

40
 前引 Friedman 書（廣梅芳譯），頁 187。 

41
 《青年路德》，頁 216。 

42
 Paul Tillich 著，尹大貽譯：《基督教思想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1986）（北京：

東方出版社，2008），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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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我與社會大眾相關，所以我存在。我有所行動也有所回應，所以我存在。

我有我出生所在的歷史、家庭和文化，所以我存在。我有一個讓我努力的

未來，讓我也可選擇的未來，所以我存在。」43
 個體或自我並非遺世獨立，

孤絕懸於世界之外，而作為自我認同的核心根源的宗教，除了出現於個體

的內心宇宙，也存在於外在的社會、歷史、制度等等影響中。艾瑞克森便

曾深究： 

宗教教條與習俗如何影響了一個時代的認同感？所有的宗教都假定

那較高的認同感隱身在那不可知之中。不同時代與地區的人係由他
‧

們自身
‧‧‧

存在的
‧‧‧

（existential）的認同感
‧‧‧‧

描述這較高認同感的型態。我

稱這種認同為存在性的，是因為它是由每一個靈魂與它的存在之間

的關係決定的。……基督徒把這較高的認同感變成一個有絕對道德

感的造物主，一位在天堂裡比較像人而在地上比較專制的父親，因

此卻逐漸使中古世紀的人失去宗教提供的存在性認同感
‧‧‧‧‧‧‧‧‧‧‧

。44
  

這便是他根據不同因素對個體的不同影響，所區分的（宗教）認同差異。

所謂不同因素乃是指個體與神聖關係或世俗關係的分別。在空間關係上，

前者是「垂直的」，後者是「水平的」（這是艾瑞克森的用詞）；就個體靈

性層面而言，前者是內在的、甚或本有的，後者則屬外在、後天形成的。

對照前引艾瑞克森的論述，前者即指「宗教提供的存在性認同感」，後者

指「（不同時代與地區的人）他們自身存在的認同感」。垂直的認同關係對

應在像是上帝、神、絕對者、超越者、靈性層次等，而水平的認同關係則

對應在如社會、傳統、文化、制度、乃至教會、神職等等。如此，宗教認

同的意涵，便可再分從個體與神聖關係和世俗關係兩方面之間不同的表現

來探討。 

3.認同差異整合與認同合法性的建立（解決認同危機） 

區分出宗教認同的不同意涵和表現型態，並非強調其中的差異處，而

是要掌握宗教認同的形成機制和運作模式。真正且完整的認同是要追求個

體自身作為認同根源的心理本質將垂直與水平關係的認同對象整合一

                                                 
43

 Erik H. Erikson, Insight and Responsibility, , p. . 並參 J. Eugene Wright, Jr., Erikson: Identity 

and Religion,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82, p.148. 

44
 《青年路德》，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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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19 

致，才不會處於分裂的認同危機狀態。 

艾瑞克森以基督教為例表示，門徒聖保羅想要整合垂直與水平的關

係，但未被羅馬方面接受而殞命；其後由聖彼得完成這個理想，「終究在

水平的羅馬帝國首都，建立了人垂直身分永久的碼頭與地上的終站」，也

就是建立了初期的教會組織。然而，這也是造成前述二個不同方向的宗教

認同的起因，「雙重的公民身分也指分裂的認同感，一個是永久的但懸疑

不定的認同感，一個是夾在由地上財富定型的階層組織之中的認同感」，45
 

便是指個體、自我對於靈性信仰的認同和對於教會或宗教組織、宗教團體

的認同，這二方面的差別。 

教會或宗教組織──如羅馬教會，或宗教政權──必須建立其與神聖

領域之間的垂直關係身分，才能獲得個體或信仰者與它建立水平的認同關

係；由此出現此水平認同關係之正當性或合法性的問題。如同艾瑞克森提

出：「如何給教會裡垂直身分的現世位置下定義，如何為它在天堂的命運

下定義，與如何為它在上下交通的性質下定義」等問題，教會在浸淫日久

的教條化、形式化的世俗環境中，逐漸喪失其垂直關係的身分，以致亦無

法維持其水平關係的身分，進而造成個體或信仰者的認同困境，「這是個

人如何在上帝隱藏的臉中找尋認同感與上帝如何在人的臉中顯現的問

題。它也包括了人可不可能經由黑暗中的玻璃與微笑的陰影之中找到相互

認識的蛛絲馬跡的問題」。46
 艾瑞克森的「垂直－水平宗教認同關係」可

以簡要圖示如下，以便更清楚地掌握其論點。 

 

 

            較高的認同感(即上帝、阿拉、佛等信仰對象) 

       認同整合 

 

                                                 
45

 《青年路德》，頁 213-214。 

46
 《青年路德》，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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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認同差異 

        教會等          信仰者 

（以及國家、族群、社會等認同身份） 

圖一：艾瑞克森宗教認同模型 

 

據圖示，基於宗教認同為解釋的立場，信仰者與教會等認同對象之間

為水平關係、世俗關係，而信仰者或教會各自本身與較高的認同感之間則

是垂直關係、神聖關係。當彼此都趨向神聖的垂直認同關係時，彼此間的

認同差異也就漸漸縮小而趨向於認同整合的狀態，否則便是未整合時仍停

留在各自立場的認同差異處境。同樣地，如果相對於信仰者的水平認同關

係是國家、族群或社會等對象時，這些對象若與較高認同感之間的垂直認

同關係越接近，便也就與信仰者的認同關係越緊密，而使得信仰者與這些

認同對象間的認同整合程度越高，否則彼此之間便仍處於認同分裂、認同

差異的關係。 

(二)宗教信仰對美國華人移民認同影響的案例研究 

1.臺灣移民教會與佛教團體的認同建構 

Carolyn Chen 以美國加州洛杉磯地區的臺灣移民為研究群體，探討他

們如何在美國移居地重建新的社群和自我。47
 她指出，臺灣移民在美國移

居地時，會面臨與原居地既有社群網絡和道德傳統斷裂的問題，像是社群

結構、親屬關係和禮儀等等儒家道德傳統的基礎；因此，臺灣移民在美國

移居地中，便須建構新的社群和道德傳統，以解決和原居地相關資源斷裂

的困境。 

Chen 以洛杉磯地區的基督教恩典福音教會（Grace Evangelical Church）

和佛教法光寺（Dharma Light Temple）二個宗教團體為田野對象，觀察、

分析臺灣移民如何藉由宗教信仰協助自己在美國移居地重建社群、認同和

自我，進而得以融入美國社會、乃至於成為「美國人」的過程；也可以說，

如何藉由成為宗教人的過程中，漸至轉變而成為美國人。 

                                                 
47

 Carolyn Chen, Getting Saved in America: Taiwanese Immigration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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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認為，社群和傳統是臺灣移民的社會關係和建立自我特性的根

源，但在美國移居地的社會環境中，原有支撐自我特性的結構和傳統遭到

挑戰；因此，移民必須找到新資源以提供他們建立新的論述、認同與自我

實踐，藉以因應移民社會的新難題。在新資源中，相較於經濟方面或是教

育性質，甚至是政治系統的社會機構，宗教其實具有關鍵性的地位。48
 Chen

指出，根據政治、經濟層面固然很容易從移民的政治參與度、考試成績、

收入水準、就業率等各種量化數據觀察其變化；但也常常忽略那些難以量

化而非外顯易見的像是習性和無意識的改變情況，一如 William James 所指

出的「個體自身能量的習性核心」（ the habitual center of his personal 

energy），在信仰者皈依宗教信仰的過程中，他不僅僅只是意識和無意識層

面有所改變，也會顯現在習性、認同等方面的變化，而值得我們多加關注，

作為我們觀察、研究的重要根據。49
 

2.華人移民民族教會的「疊合」身份認同 

楊鳳崗先生的論證主旨在於，移民美國的中國人如何藉由當地的華人

基督教會建構其「基督徒－美國人－華人」的「疊合（adhesive）身份認

同」。其中，相當重要的是，基督教信仰在「疊合整合」各種不同身分認

同上所具有的重要功能與地位。一如楊先生所言：「這所教會的很多華人

基督徒認為，基督教是普世的信仰，他們的基督徒身份認同超越了世俗的

華人身份認同與美國人身份認同。他們相信，基督徒身份認同為他們提供

了一個絕對性的基礎，在其上，他們可以選擇性地接受與拒絕某些華人的

東西與某些美國人的東西。」50
 

可以和 Carolyn Chen 的論證相比較的是，華府移民在加入華人教會之

前，約半數也不具有基督教背景；除了移民生活和宗教信仰的需求外，也

因為他們認為教會的倫理價值觀與儒家、華人社會的傳統價值觀一致，由

此而可維持自己的文化與身份認同。這一點與 Chen 所觀察的「恩典福音

教會」的臺灣移民的經驗不同，臺灣移民在教會中找到的是異於臺灣傳統

                                                 
48

 同前註引 Chen 書，頁 4。 

49
 同前註引Chen書，頁 5。並請參閱William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1917, 

p.193.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621(http://www.gutenberg.org/). 

50
 楊鳳崗著：《皈信同化疊合身份認同：北美華人基督徒硏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頁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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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習俗或民間信仰的教義、儀式、生活型態和價值觀，進而取得宗教人和對

移居地的身份認同；51
 但華府移民的做法略有差異，「為確保華人身份認

同，他們有選擇地保持了非宗教的傳統價值觀念、儀式與象徵符號。」52
 像

是學中文、維持儒家道德觀、道家哲學觀念，以及像是春節在內的傳統文

化節日等等。也就是在宗教層面只皈依基督教信仰，而摒除佛教、道教等

其他宗教，但在華人傳統文化習俗中，仍保留非宗教性的部分，以作為其

華人身份認同的根基。53
 

這一點也正好和法光寺的臺灣移民情況有所差異。Chen 認為佛教是參

與法光寺的移民們藉以和恩典福音教會區別其身份認同的依據，亦即參與

法光寺的移民藉由佛教以保持他們對臺灣傳統文化的身份認同；至於移民

得以藉由參與法光寺而融入美國社會的部分則在於追求自我真性的佛教

教義近於西方對個人主義的肯定，而得以轉化為信仰者與移居地之間的

「接合劑」。 

(四)小結 

從上述 Carolyn Chen 和楊鳳崗先生的研究結果來看，雖然移民對於移

居地的宗教信仰會有各自不同的認知和選擇而建構出各自的身份認同；但

其中的共同點則在於，宗教信仰對於移民建構身份認同確實有著重要的功

能和影響效果。如果將 Chen 和楊先生的案例與前文所述 Erikson 的宗教認

同理論相互對照，或可圖示如下： 

 

 

 

             較高的認同感(宗教認同) 

（基督教∕佛教∕基督教） 

 

                                                 
51

 見前註引 Chen 書，頁 68-73。 

52
 見前註引楊鳳崗書，頁 232。 

5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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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23 

 

 

    (移居地認同)教會等         信仰者(身份、文化認同) 

    （洛杉磯∕華府）            （洛杉磯臺灣移民∕華府移民） 

（趨向美國∕趨向美國）         （趨向美國或臺灣∕趨向美國） 

 

一如 Erikson 的解釋，如果信仰者和其他世俗角色的認同如教會、國

家、社會、乃至移居地、移民社會等，各自本身如果越趨向宗教認同，則

彼此間也就越能夠達到一致的認同感，進而有助於融入移民社會、建立自

身所詮釋的身份認同。就 Carolyn Chen 和楊鳳崗先生的研究案例而言，恰

皆符合 Erikson 理論解釋的型態；本論文後續在說明、討論上海臺商的案

例之後，將再基於 Erikson 的理論，與 Chen 和楊先生的案例相較，以凸顯

宗教信仰在不同移居地對於移民或信仰者身份認同變化的影響情形。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田野地點說明 

本論題主旨為研究上海臺商在移居地的宗教生活狀態，故而須以上海

地區為田野地點；之所以選擇上海為實施訪調的地點，首要在於上海本身

為一具有高度商業活動的城市，聚集較多的臺商，對於本論文所要探討「宗

教信仰」與「臺商認同」的問題，應較易蒐集與論題有相關意義的受訪臺

商資料。 

兩岸開放交通之後，近二十年來，臺商在大陸的投資重心區域也已經

從廣東、福建轉移至江蘇地區和上海市，亦即從早期的珠三角區域轉移至

長三角區域。54 商務重心移轉，連帶使得人員隨之遷移或集中，則長三角

                                                 
54

 詳細發展過程可見蔡昌言著：《臺商投資中國大陸之政治經濟分析》（臺北：智勝文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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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區域──尤其是上海市──成為臺商數量最多的區域，應當是符合實際情

況的合理推論。55 表 1-1 整理大陸國家統計局所發布的「中國 2010 年人

口普查資料」呈現的「臺灣地區居民」在大陸各省分布人口數的結果，以

作為臺商在大陸各省市分布狀況的參考。 

表 1-1 中國 2010 年人口普查資料臺灣地區居民分布表 

省市區 人 數 省市區 人 數 省市區 人 數 

上海 44916  雲南 990  山西 183  

江蘇 31015  湖南 971  黑龍江 86  

廣東 48306  重慶 914  吉林 65  

福建 15689  安徽 798  新疆 65  

北京 7782  海南 769  內蒙古 58  

浙江 6764  遼寧 680  甘肅 37  

山東 2445  江西 630  寧夏 13  

四川 1966  河南 341  青海 4  

天津 1535  貴州 253  西藏 0  

湖北 1460  陜西 227  全大陸 170283  

廣西 1096  河北 225    

雖然以各省市單獨計算時，乃是廣東省的「臺灣地區居民」人數最多，

但若以「市」而論時，顯然仍是以上海市為首。而且臺商在上海市和

江蘇省的工作、生活範圍通常是融合在一起的，而形成「長三角生活

圈」的型態，故而此處我仍將上海、江蘇兩處的人數合計討論，較符

合實際情況。 

                                                                                                                                            
業有限公司，2011），頁 158-160。並可參上海財經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編：《2009 中國

區域經濟發展報告──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發展比較》（上海：上海財經大學

出版社，2009），頁 286-288。 

55
 臺商在大陸各地實際的分布人數，並無準確的統計資料可為依據。目前所知，只有大陸

國家統計局曾發布「中國 2010 年人口普查資料」，在「附錄 2」中有「第六次全國人口普

查港澳臺居民和外籍人員資料」，檢視其「2-1 按地區分的境外人員」可知，只有 17 萬

283 位「臺灣地區居民」居住在大陸，但學界和臺商群體對此數據皆有質疑。不過，姑且

不論臺商實際人數多寡，僅據該統計局發布的各省臺灣居民人數觀察比較，仍可得出上海

和江蘇地區的臺灣居民人數(75931 人)遠超過其他地區的結果，其次為廣東省(48306 人)、

福建省(15689 人、北京市(7782 人)和浙江省(6764 人)。詳參大陸國家統計局網頁：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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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25 

綜上所述，基於上海長期以來所具有的商業城市屬性，以及由此衍

生的宗教信仰、習俗，及其與商業事務的相關性，再考慮當代臺商在上

海與周邊地區所具有的人數優勢，因而選定以上海地區為本論文田野訪

調的地點。 

二、抽樣與受訪群體 

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 1 月間，我在上海地區訪談臺商。受限於大陸

的宗教政策與實際的社會氣氛，很難在田野地點實施完整的量化問卷工

作，雖然有幾位熱心的受訪臺商主動表示願意幫我將量化問卷帶回廠區發

放給員工填答；但因為不符抽樣原則，也難以進行實際的問答流程，我只

好滿心感謝臺商朋友的熱情而不得不婉拒他們的協助意願。因此，我採取

滾雪球（snowball sampling）的抽樣方法累積受訪者；而在「符合受訪條

件者」的選取背景方面，我設定為具有臺灣血緣或法律關係的身份，如父

母子女，夫妻等，並且在上海工作、經商、居住、生活至少一年以上，同

時有宗教信仰或相關經驗者。 

我在 9 月 3 日抵達上海之後，先透過臺灣友人介紹他在大陸經商的朋

友，如果符合受訪條件便進行訪談，否則便請對方介紹適合的其他臺商朋

友。其次，我也透過已在大陸經商多年的親戚介紹他們有宗教信仰且在大

陸也仍維持信仰活動的朋友參與訪談，訪談完後，曾有受訪者認為還有他

所認識的其他臺商對於問卷中某些題目會有更豐富的經驗和看法，而主動

幫我聯絡，讓訪談作業得以順利地持續展開。 

為了增加受訪樣本的多樣性，我也主動參與當地臺商商會活動，除了

了解商會主題和臺商當下所關心的議題和趨勢外，也在現場結交臺商朋

友，探詢對方受訪意願，以增加不同背景和經歷的受訪臺商。採取此一方

式開闢受訪對象，雖然較為困難，也常遭到拒絕，但卻是一個可以直接進

入到大規模臺商群體中的好方法，而可讓自己快速、直接接觸臺商，了解

臺商在當地商務上所遭遇的困難或他們當時所關心的政府政策、發展方

向，以及各臺商彼此間的互動情形，都是一個難得的參與觀察的場合。例

如我曾在 2009 年 10 月 26 日參與「台資企業品牌經驗研討會」，便在會場

結識四位行業、經歷各自不同的臺商。經過自我介紹、交談，乃至更進一

步了解彼此到大陸的目的和處境之後，有二位臺商朋友能夠持續聯絡，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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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願意接受訪談。最後雖然僅剩其中一位完成訪談，但該位受訪臺商除了再

介紹另一位受訪者外，同時也引薦我參與他的宗教團體的活動，在團體中

又認識其他有興趣接受訪談的臺商，因而讓我獲得更多訪談的案例。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每一條滾雪球的線頭多會是同一種宗教背景的受

訪者，但若能夠適度探詢或提示期待條件內的受訪對象時，受訪臺商大多

仍願協助尋找符合受訪條件的後續受訪者，而不至於形成同一種宗教背景

的各受訪者會基於對自身宗教信仰的熱情，而熱衷於只介紹他們所屬宗教

團體的成員，因而造成受訪樣本偏差的情形。 

經由滾雪球抽樣、完成訪談後，共獲得 34 個訪談案例的訪談記錄。

此處指稱「訪談案例」，乃因部分受訪者邀約在他們家中，因而為夫妻同

時參與訪談，有的是受訪者邀約另一位受訪者一同訪談，故而難以分作個

別受訪者。全部 34 個訪談案例概況可參見「附錄一：受訪者資料表（依

受訪順序排序）」。 

三、問卷說明 

雖然在訪談前我已經預先設定了一份完整的問卷，以便有助於系統地

進行訪談流程；但在實際訪談時，則必須採取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方式，

才能順利地完成訪談工作。 

問卷本身對於訪談過程具有不同的影響效果，有些受訪者會因為看到

問卷而提高警覺心，因而在訪談過程中也較為謹慎保守；有些受訪者則會

因為看到問卷而認為這是個正式且重要的事情，也會肯定訪問者用心準

備，而讓受訪者覺得受到重視，因而會對每個問題都認真思考和回應，甚

至會追問訪問者「真正」要問的問題是什麼，才會完整地回答問題。第三

種反應則是受訪者不太在意有無問卷，而是隨興安排受訪場地，可能是在

餐廳邊用餐邊訪談，或是邊喝茶、邊聊天，甚至直接在工作場所邊上班，

邊受訪，遇到與職場相關的議題時，便現場呈現他們所回答的實際情況，

而認為這是對問題最清楚的回答方式。 

由於有上述各種在訪談時會面臨的不同狀況，因此須以半結構市的方

式進行深度訪談。但訪談內容仍是依照我預先已設計之問卷內容為訪談順

序，但在過程中則難免會因為受訪者「岔題」或「跑馬」而無法完全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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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27 

題次遞問，而需配合受訪者當下「興之所至」，或是在他觸及到重要問題

時「乘勝追擊」，追問其究竟，因此難以完全依照問卷結構進行結構式訪

談，而且此方式容易造成受訪者心理壓力，復以訪談主題與宗教相關，並

不適合在大陸田野地點執行。 

為呈現完整的訪談主題，此處簡要說明問卷內容。問卷規劃六大主

題：(一)遷移與認同，(二)個人與親友的宗教生活，(三)宗教力量的感受，(四)

習俗與生活，(五)宗教團體和區域宗教活動，以及(六)宗教對工作的影響與

發展。各主題之間有其提問與推論邏輯： 

(一)遷移與認同：先確定臺商背景，及其赴陸原因、動機、模式等。 

(二)個人與親友的宗教生活：再詢問臺商的宗教生活狀況，其生活範圍內

可能的宗教環境、條件。 

(三)宗教力量的感受：確認可能的環境、條件後，探詢臺商在其中的宗教

感如何？是否可滿足其期待？ 

(四)習俗與生活：除了宗教之外，是否在其他方面也可能接觸、運作其宗

教需求？ 

(五)宗教團體和區域宗教活動：從宗教的集體性而言，探詢臺商在大陸是

否可能參與或進行宗教團體或區域（地域）性質的宗教活動，使其接近如

在臺灣或原居地一般的宗教信仰需求。 

(六)宗教對工作的影響與發展：無論上述過程滿足或不滿足，臺商多會回

應宗教對其在大陸移居地的生活和工作等各方面的影響。 

問卷主題的思考邏輯乃是由個人到群體，由私領域到公領域，探索範

圍由小到大，乃至於促使受訪者思考宗教在其兩岸生活、工作中之角色與

功能。通常對於宗教有正面回應者，則對於宗教影響其認同、肯定宗教賦

予其認同意涵者亦有正相關的回應，詳細的討論將在後續章節說明。 

 

 

第四節 論文架構 

第一章為緒論，包括論題說明、研究現況、研究方法和論文結構。基

於推論的邏輯，我依序提出本論文的四個主要論題，包括在管制性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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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影響下，大陸臺商可能面對什麼樣的宗教處境，又將如何因應？其

次，臺商是否發展出相應的宗教活動模式以實踐他們的宗教信仰，維持他

們在移居地的宗教生活？同時，在肯定宗教信仰對臺商有所影響的前提

下，則可追問臺商如何看待宗教在他們移居生活中的角色，是否會提出宗

教性的解釋？最後，再深入探究宗教信仰是否會影響臺商在移居地的身份

認同，或是有何變化，其中差異有何意義？這四個主要論題也就是後續第

二章到第五章依次回應、推論的撰述架構。 

第二章闡述大陸宗教政策的發展過程和現行政策的情況，以及在其政

策影響下，宗教活動和相關事務在大陸處境為何？像是宗教活動場所和內

容受到限制；缺乏宗教資源、教務或宗教人士；以及普遍存在的宗教場所

商業化現象，破壞了宗教價值與精神，不但誤導信眾、民眾，也傷害了宗

教本身的形象和名譽；而最為深刻而艱難的部分其實是宗教信仰在教育和

文化中長期失落、缺位的問題。這些都是具有宗教信仰背景的臺商們在移

居地所面臨的宗教處境，同時也引發他們思考如何因應相關處境，進而發

展出可相適應與持續、穩定運作的宗教活動模式。 

第三章根據 34 個受訪臺商案例的訪談記錄，依照他們各自不同的宗

教信仰種類、是否會運用移居地當地的寺廟、教堂或神職人員等宗教資

源，還是私下另行籌措相關措施、是否參與集體活動或個人自行修練的方

式、以及在頻率上是否為定期還是隨機進行，同時也考慮居家型態屬於與

家人同住或只是個人在移居地獨居等狀態，歸納出以定期集體運用私人籌

措的宗教資源為主的幾個宗教運作模式，例如基督教的華商團契和家庭聚

會、佛教的禪修團體、讀書會，乃至於將宗教元素融入文化課程或企業項

目等等。根據第三章歸納的臺商宗教運作模式，可以對應為第二章所闡述

的宗教在大陸移居地處境的因應策略；亦即第三章所論述的臺商宗教運作

模式乃是臺商為了解決宗教信仰在大陸面臨限制與困境而發展出的實際

做法。 

 

第四章在第三章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更深一層的宗教性問題，亦

即根據第三章對臺商宗教運作模式的確認，顯示宗教信仰對於大陸臺商的

工作和生活有所影響：那麼，具有宗教信仰的臺商們對於他們的移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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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29 

和移居生活是否也會賦予一套宗教性的解釋，而他們又是如何看待宗教在

其中的角色與功能？對此一問題的討論，主要在嘗試探求除了經濟或政治

因素之外，關於臺商移動、移居因素的討論是否還有不同層面或更深一層

而難以碰觸的部分。因此，在第四章當中，我根據訪談記錄呈現出受訪臺

商以諸如神明力量的安排或冥冥之中註定等宗教力量的影響，或是以預

言、機緣等預定論作為他們移動因素的宗教性解釋依據。其次，我提出受

訪臺商皈依和改宗的案例，討論為何在大陸無神論意識形態下和管制性宗

教政策的環境中，受訪者不是趨於非宗教性行為，卻反而更趨向宗教性的

行為型態；同時，相關案例也可說明宗教信仰對於受訪者在移居地的影響

效果。第四章最後，則較為全面地說明宗教信仰對於臺商在移居地工作、

生活上的各種影響。包括作為面對誘惑或危機時的心靈力量；作為企業制

度或管理原則的基礎；乃至於經由企業化的包裝手法減少當地政府對宗教

方面的敏感度，而達到宗教信仰的影響成效。 

在前述章節完成宗教信仰對大陸臺商相關影響的論述基礎上，第五章

將深入探討「宗教信仰對臺商身份認同的影響」問題，藉以了解具有宗教

信仰的臺商在身處「祖籍地」或「文化根源地」時，如何因應當地政府基

於無神論意識形態而推行的管制性宗教政策及其對宗教信仰造成與臺灣

或原居地相異的處境。進而探詢，在此處境下，宗教信仰對於臺商的身份

認同是否有所影響，或者有何變化，其間意義如何？本章第一節先討論大

陸的環境是否會對臺商的身份認同有所影響，包括祖籍地對臺商的意義，

以及臺灣或原居地和移居地這二個居住地的角色，是否會讓臺商重新思考

自身在兩岸或兩地之間的身份認同有無差異。第二節則探討家庭、婦女等

因素對於臺商的宗教活動和信仰生活、及其身分認同之間的變化關係。第

三節更進一步直接探討宗教信仰因素與臺商在移居地的身份認同變化關

係，包括如宗教因素在臺商移動過程和移居生活當中有何影響、臺商有何

回應？當宗教信仰影響臺商越大時，其認同將有何變化？或是臺商若對移

居地漸有認同時，他們對於當地的宗教資源與自身既有的宗教信仰間，有

無因應之道？ 

第六章結論除了總結本論文是否已有效運用訪談資料充分解決主要

論題之外，也根據訪談記錄提出受訪臺商對於大陸宗教政策的看法，以及

他們對於宗教在大陸未來發展的可能趨勢。藉此了解受訪臺商是否樂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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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待其宗教信仰在移居地之發展，進而可作為「宗教信仰與臺商認同」問題

之後續比較研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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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陸宗教政策與臺商因應策略 

問：你們有去過當地的教堂或教會嗎？  

答：有啊，一開始還不知道這個團契的時候，就先去當

地的教堂，我之前在靜安寺那邊有個教堂，早上還

沒九點，裡面已經滿滿的。他那個算是三自教會，

說九點開始，八點五十五分遠遠地就可以聽到在敲

鐘了，你要是沒有準時進去的話，他就把大門關起

來了。  

問：那怎麼辦？  

答：他旁邊有房間可以讓你看 VCR，現場實況直播，哈

哈！裡面也是滿滿的都是人。我之前有在正堂做過

禮拜，那個你喔，要是起來去上廁所，回來就沒有

你的位置了。他們這邊慕道的程度超乎我們想像，

非常饑渴，而且動機非常強。  

問：那他們的過程和對教義的解釋你覺得有沒有什麼不

同？  

答：差不多，一樣，[沒什麼不同嗎？] 沒有。只是有時

候遇到可能跟政治有關的情況時，還是以政治為主

嘛，畢竟他們還是政治在宗教之上。 [禮拜的過程

呢？] 禮拜的過程也都一樣，跟傳統教會相同。  

問：這邊也會有奉獻嗎？  

答：他就放在前面你自己去奉獻，他不會拿袋子給你

傳，這邊他不會主動要你捐錢，怕被說是藉宗教斂

財，所以都是你要你就自己到前面捐錢。他們這邊

就是依照他們《宗教法》來，你要是做禮拜的時候

講話，就有人指著你，叫你不要講話，你要是打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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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睡，他就把你叫出去，管得很嚴哪，不過我看很少

人這樣，有時候我覺得這邊他們的慕道精神比我們

還強。  

問：那您後來怎麼會到這個團契呢？  

答：就我朋友介紹之後我就都到這邊來。這邊還是比較

習慣啦，像是領唱、查經、讀經、小組祈禱，這些

還是在這邊比較習慣，不會有限制的感覺。 [這邊

會被限制嗎？] 有啊，我們這邊聚會他們還是知道

啊，只是他們不動就是了。他們這邊規定你聚會一

次不能超過十五、二十人，超過就要報備，不能聚

眾啊，你知道嗎。之前我們就曾經在後面坐了一排

人，就是來看你在幹嘛呀！[你們知道啊？] 一看就

知道不是我們的人啊，所以有時候還是要注意的。

我知道像靈糧堂還是神召會他們，之前來這邊就太

盛大，而且有當地人參與，活動一進行，馬上就被

抄掉，他們人馬上就進來，叫你不要再進行了，[有

抓人嗎？] 你自己嚇都嚇死了還用抓，然後就把領

頭的幾個直接帶走，送去香港，讓你回臺灣，並且

註明幾年內不得進入大陸，那等於你這邊事業也就

完蛋了。所以像這種事，他們就當是為主受難、同

主受難啦，哈哈哈哈哈！  

──2009.11.21.周六下午訪問團契臺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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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陸宗教政策與臺商因應策略 33 

2009 年秋天，我在上海訪問臺商、也受邀參與他們的活動。談起在當

地的宗教生活，大多像是在跟我訴說秘密似地：「我可以跟你說，也很歡

迎你一起來，但是你不能跟別人講。」這讓我很好奇，臺灣從 1987 年開

放民眾前往大陸探親以來，長期在大陸工作、居住、生活的臺灣民眾也已

接近百萬人數；1
 如此，在無神論意識形態主導的宗教政策與法律限制的

環境中，多數具有宗教信仰的臺灣民眾，如何經營宗教生活或參與宗教活

動？ 

從上引臺商的訪談中可知，在大陸移居地的生活環境中，臺商仍然有

其宗教需求、也會進行宗教活動，但顯然也必須承擔與當地處境發生衝突

的風險。雖然當地《憲法》明定其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同時也設

置了管制該項「自由」權利的條款。2
 然而，對於臺灣民眾而言，「宗教信

仰自由」並非只是一個法律名詞而已，而是內化在真實的個人生活習性、

生命歷程，乃至精神價值當中； 因此，當真實的宗教信仰行為在移居地

的不同處境中，將如何因應其間差異及可能的困難，進而發展出相應的運

作模式，甚至產生不同的信仰效果。 

本章為分析上述問題，僅分三節依次討論：第一節扼要說明上海地區

開埠以來至今宗教事務的發展與情勢。從晚清到民國初期傳統的節俗年例

等婚喪喜慶活動，及各行業、商號運用宗教信仰的情況，使上海成為宗教

信仰活動熱絡的商業城市。其後歷經文化大革命階段的毀滅性破壞，包括

上海在內的全大陸地區，宗教信仰活動大致停擺。1978 年改革開放之後，

當局重新調整政策，作為現行管理、管制宗教事務的依據，形成各地宗教

現勢的基本模式。第二節分析與臺商切身相關的現行宗教政策與問題，雖

然大陸《憲法》聲明公民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卻與實務經驗有所落差。

在該節中我嘗試以民間信仰為例，討論不在大陸官方認定的「五大宗教」

內，但卻是源自中國本土的民間信仰，該如何「獲得」其亦屬宗教信仰的

「合法性」問題。藉由這個案例分析，作為第三節進一步開展的基礎。在

第三節中，我說明臺商在大陸所面對的宗教處境和他們如何因應而發展成

                                                 
1
 參耿曙等著：〈臺商研究的起源、發展與核心議題〉註 9 說明。見耿曙等編：《台商研究》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第一章，頁 5。 

2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6 條。中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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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適應的運作模式；最後並說明具有排外性的大陸宗教政策對於被視同境外

人士的臺商在宗教活動模式上的影響，以作為後續章節開展的基礎。 

 

第一節 上海宗教發展與現勢 

一、上海開埠後的宗教活動 

上海作為近代至今的重要商埠，自晚清即已具備成熟的商業城市功

能，其中關於宗教信仰與商業活動之間的關係及其功能，也頗為完善。例

如清人李維清在《上海鄉土誌》中記載上海地區一年當中的歲時習俗： 

一邑之中，歲時伏臘，必有習慣之風俗也。以本邑而論，新年交相

賀歲，一日至三日禁掃除室中。花朝剪彩賞紅。清明掃墓懸紙錢。

三四月間婦女往龍華進香。立夏懸秤，時攤粞、酒釀。五月五日，

縛艾人、食角黍、插菖蒲。小人以雄黄抹額、穿黄衣，婦女製五彩

為健人。六月二十四日俗稱雷神誕，白雲觀、丹鳳樓、也是園等處

進香頗眾。七月七日，婦女以鳳仙花染指甲。月晦，街衢遍插地香。

中秋賞月，燒香斗、食月餅。二十四日，以新米做粉圓祀灶。九月

九日，蒸重陽糕，遨遊寺閣，名「登高」。十月朔，祀先。臘八日，

以棗粟煮粥。望後，各以年物饋送，曰「年禮」。以牲禮祭五祀，曰

「守歲」。此一歲之大略也。3 

此外，上海通社所撰著的〈老上海十二個月的行事〉也完整記述了民國

二十五年（1936）以前，上海地區一年中的傳統歲時習俗。4
 而民國七

年（1918）編修的《上海縣續志》中，則記載著包括積善講寺、靜安教

寺、龍華寺、東華道院、痘神三官堂、清真寺、天主堂、聖公會等各宗

                                                 
3
 見［清］李維清編：《上海鄉土志》（據光緒三十二年上海著易堂鉛印版）（上海：上海古

籍，1989）。 

4
 見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臺北：中國出版社，1973），頁 585-597。並參蔡豐

明著：《上海都市民俗》（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尤可見其〈世俗神壇：上海都市宗

教信仰民俗〉一章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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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陸宗教政策與臺商因應策略 35 

教和民間信仰的寺廟宮觀堂會壇祠等建築和活動，反映出清末民初時，

上海地區豐富熱鬧的宗教活動、民間信仰和傳統文化的景象。5
 

宗教和信仰場所也與社會團體間存有密切的關聯，多數的同鄉會館

便常設於宗教場所，或出資興建寺廟而依附其中。例如商船會館在光緒

年間，因為天后宮未改建，「有司歲祀於此舉行」，「（光緒）二十年以天

后護漕有功，欽頒『澤被東瀛』額」，廟方稅捐亦由船號商行繳納。徽寧

會館思恭堂，正殿奉關帝，後殿奉朱文公。泉漳會館、潮州會館奉天后，

並及關帝、財神。浙寧會館即為天后行宮。四明公所、蛋業公所，以及

位在晏公廟從事雜貨業的集義公所，皆奉關帝。另外，建汀會館、潮惠

會館、木商會館、靛業公所、揭普豐會館、平江公所等也奉天后、關帝，

甚至觀音、地藏。藥業公所即是藥王廟，供炎帝；藥業會館奉神農帝；

參（蔘）業公所也奉神農和關帝。山東會館祀孔子，成衣公所就在軒轅

殿。福建、汀、泉、漳的花、糖、洋貨各商共同成立的點春堂，和分別

在城隍廟得月樓與清芬堂的布業公所和花業公所，都在城隍廟，奉祀城

隍。紙業公所奉關帝和蔡倫，花樹業公所即是花神廟，而新閘大王廟附

近則有廣肇公所和絲綢業公所。6
  

可見宗教、信仰場所和相關事務與商業、社會團體之間的緊密關係。

宗教、信仰作為會館、公所聯繫精神的中心，而宗教、信仰事務則藉由

會館、公所維繫與推行。由此亦反映當時會館之盛況與宗教、信仰之普

及與廣泛。 

 

                                                 
5
 參見吳馨、姚文枬修纂：《上海縣續志》（據民國七年刊本影印）（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卷一〈疆域〉「風俗」、「歲時」，卷三〈建置下〉「會館公所」，卷十二〈祠祀〉、卷二十九

〈雜記二〉「寺觀」、「教堂」、「僧道」，乃至卷三十〈雜記三〉「遺事」的記載。此外，也

可參看郁喆雋著：《神明與市民：民國時期上海地區迎神賽會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2014），以及葛壯著：《宗教和近代上海社會的變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該

書頗為全面、詳盡地論述從晚清至抗戰時期的上海宗教發展狀況。 

6
 見前揭吳馨書，卷三〈建置下〉「會館公所」，頁 249-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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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二、文化大革命的毀滅性破壞 

1949 年 9 月 25 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

「宗教界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吳耀宗向新政權輸誠，並聲明： 

在〈共同綱領〉裡，宗教信仰的自由原則是確定了的。我們寶貴這

個自由，我們也決不辜負這個自由，或濫用這個自由。我們也要用

盡我們的力量，把宗教裡面腐惡的傳統和它過去與封建力量、帝國

主義的聯繫根本剷除；我們也要把宗教的積極作用發揚光大。7
 

但只在七個月之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便表示： 

我們所遵守的約束是不到教堂裏去作馬列主義的宣傳，而宗教界的

朋友們也應該遵守約束，不到街上去傳教。這可以說是政府同宗教

界之間的一個協議，一種默契。 

隨即定下了「三自」的要求：「宗教團體本身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要

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這樣，基督教會就變成中國的基督教會

了。」8
  

此外，中共對民間信仰或宗教的態度，在其建政前後也截然不同。

建政前多所拉攏，建政後予以壓制。如 1949 年發布〈華北人民政府解

散所有會門道門封建迷信組織的布告〉（1949.1.4.）認為會門道門「為

封建迷信組織」，且妨礙中共在地方上的發展，因而展開取締。9
 至 1966

年 6 月 1 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人民日報》發布〈橫掃一切牛鬼蛇

神〉社論，要求民眾「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

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後，10
 中共對民間信仰和

                                                 

7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1949 年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8
 周恩來：〈關於基督教問題的四次談話（一九五○年五月）〉《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

（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5843/75874/75992/5181286.html）。關

於中共建政後乃至文革之前，對於基督教的處置及政治運動等議題的深入探討，可

參見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香港：道風書

社，2008）。  

9
 見韓延龍等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第三卷（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1983），頁 183。亦可見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PDF/08/0827013.pdf，頁 183。 

10
 見「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網頁登載該文，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5843/75874/75992/5181286.html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PDF/08/0827013.pdf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PDF/08/0827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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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陸宗教政策與臺商因應策略 37 

宗教的剷除行動達到高峰。衍至 1982 年發布〈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

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後，雖然在態度上已較文革時期和緩，

但是限制民間信仰和宗教發展的政策並未改變。11
 

在中共中央針對宗教事務發布一系列管制性措施之後，宗教在大陸的

活動與發展便限制在只能為大陸境內的政權意志而服務，尤其在歷經「文

化大革命」毀滅性階段時達到最高峰。不僅禁絕日常教務的運作，更在「破

四舊」的運動宣傳下，超過百萬件的千百年珍貴文物亦隨著「砸爛舊世界」

的口號，「掃入歷史的塵埃」而灰飛湮滅。12
 

三、改革開放後的宗教政策演變 

文革之後，1978 年底，中共召開長達三十六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開啟日後改革開放的契機。但在宗教事務方面，如同 1979 年 9 月 13 日發

布的〈新時期黨的民族工作與宗教政策〉所言： 

把廣大信教群眾和宗教界人士團結在政府的周圍，在黨的領導下為

四化貢獻力量。……在新形勢下，要加強對宗教活動的管理，認真

做好對信教群眾和宗教界人士的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群眾中，要

進行無神論的宣傳教育。13
 

仍然維持黨政權力對宗教事務的支配關係。縱使到了九○年代以「宗教與

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論述，調整以往黨政的強硬形象；但核諸 2004

年公佈的〈宗教事務條例〉（200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黨政角色在宗教事

務上仍擁有最後裁決的「神聖」權力。14
 

                                                                                                                                            
http://www.stnn.cc:82/global/wg/wg10/t20060511_210361.html。亦可見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t/%E6%A9%AB%E6%8E%83%E4%B8%80%E5%88%87%E7%89%9B%E
9%AC%BC%E8%9B%87%E7%A5%9E。 

11
 見 http://www.sara.gov.cn/gb/zcfg/zc/75352506-2bd0-11da-8858-93180af1bb1a.html。 

12
 C. K. Yang （楊慶堃）,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1994 , 

Ch.14, “Communism as a New Faith”, pp.378-404. 也可參閱趙天恩、莊婉芳著：《當

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臺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1997）第三章至第六章對中共

建政初期到文革結束、教務復興階段的大陸宗教及基督教的遭遇與演變。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编：《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北京：宗教文化

出版社，1995），頁 12。  

14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辦公廳網頁  

http://www.stnn.cc:82/global/wg/wg10/t20060511_210361.html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t/%E6%A9%AB%E6%8E%83%E4%B8%80%E5%88%87%E7%89%9B%E9%AC%BC%E8%9B%87%E7%A5%9E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t/%E6%A9%AB%E6%8E%83%E4%B8%80%E5%88%87%E7%89%9B%E9%AC%BC%E8%9B%87%E7%A5%9E
http://www.sara.gov.cn/gb/zcfg/zc/75352506-2bd0-11da-8858-93180af1bb1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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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自從 1987 年臺灣地區解嚴之後，兩岸局勢邁入和緩與積極互動的階

段。同年 10 月，政府通過開放探親議案，大陸方面也隨即回應《國務院

辦公廳關於臺灣同胞來祖國大陸探親旅遊接待辦法的通知》，遂使分隔近

四十年之兩岸居民得以正常交通。隔年 7 月，大陸頒布《國務院關於鼓勵

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為促進大陸和臺灣地區的經濟技術交流，以利於

祖國海峽兩岸的共同繁榮，鼓勵臺灣的公司、企業和個人在大陸投資」，15
 

形成日後「大陸臺商」群體與事務的開端。 

此前，1976 年，毛澤東過世、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大陸經濟近乎停

滯、崩潰。1978 年 12 月 18 至 22 日，中共召開「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

三次全體會議」，鄧小平在會前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發表〈解

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演講強調： 

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

件。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如

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

送。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

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16 

隨後，三中全會便確立了改革開放的立場，中共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政策。

1979 年 7 月，中共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經濟特區，成為大陸「經

濟特區」模式之始。在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際，大陸的人均 GDP

雖僅達 408 美元，但已較開放之初成長近一倍（1978 年，229 美元）；17
 然

而，「六四」之後，江澤民任總書記，政治趨左、經濟保守，因而遲滯了

開放政策的進度。18
 並且在 1991 年 2 月 5 日發布了具有箝制、限縮宗教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xxgk/pub/govpublic/mrlm/200803/t20080

328_31641.html）。此外尚有如「三定（定片、定點、定人）」政策的限制，以及與

「管理」宗教事務相關的法規或辦法等，可參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全

國宗教行政法規規章匯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15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頁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swfg/swfgbl/201101/20110107352176.shtml）  

16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見人民網（人民日報網站）附設之「鄧小平紀念網」刊載。 

17
 若要檢視完整的年度數據和變化情形，可參閱維基百科頗為全面的說明：

https://zh.wikipedia.org/zh-tw/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時可核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關於 GDP 的數據。 

18
 1989、1990 年的 GDP 年增長率各為 2.6%、2.4%，明顯遠低於 1988 年的 9.4%。在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xxgk/pub/govpublic/mrlm/200803/t20080328_31641.html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xxgk/pub/govpublic/mrlm/200803/t20080328_31641.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swfg/swfgbl/201101/20110107352176.shtml
https://zh.wikipedia.org/zh-tw/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生產總值
http://www.stats.gov.cn/tj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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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陸宗教政策與臺商因應策略 39 

事務開展意涵的第 6 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

若干問題的通知〉，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刺激下，更強調摒絕外國力

量對境內宗教事務的參與，也強調黨政力量對宗教界絕對的領導權力。 

1992 年初，鄧小平在上海發表「南巡講話」（「視察南方談話」），針對

漸趨左傾的情勢指出： 

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

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

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

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這一點，我講過幾次。如果

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

就打內戰，「文化大革命」就是內戰。為什麼「六四」以後我們的國

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

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

這個制度、這些政策。……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堅

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兩個文明建設都搞上去，這才是有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的意志在同年秋季召開的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中確立，

使得改革開放政策得以穩定、持續地進展，也形成外資、臺商赴陸投資、

經營的誘因和環境。同時，也正是基於「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

向右修正的改革方向，讓宗教界避免再次遭受打擊，所謂「為了全面地正

確地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當前主要應當反對『左』的錯誤傾向，同時

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放任自流的錯誤傾向。」19
 藉由中共在 1982 年即已

發佈的第 19 號文件〈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

政策〉的基本原則，在文革期間瀕臨毀滅而好不容易「浴火重生」的宗教

界，方得以延續生機，尋求成長、茁壯的空間。20
 

第二節 大陸現行宗教政策與問題 

                                                                                                                                            
鄧小平「講話」後，才猛然陡增至 12.8%，並維持 1993 年也達 12.6%，人均 GDP

也突破 500 美元(USD$ 525)，此後維持成長走勢，2009 年為 3839 美元，2016 年為

8126 美元。數據來源同前註。  

19
 《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頁 58。 

20
 關於文革之後的宗教發展狀況，可參閱張化著：《上海宗教通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4），惟其下限至 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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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一、憲法確立的宗教信仰自由與實務差異 

依據 2004 年最新修正的大陸《憲法》，第四條和第三十六條對於風俗

習慣和宗教信仰等問題有所規範。第四條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

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 

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三十六條更詳細地明定「宗教信仰自

由」的基本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

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

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 

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21 

不過，法律位階之間或法律條文之間常有自相矛盾之處。例如 2005 年修

正的《上海市宗教事務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舉辦超過日常規模的大

型宗教活動，或者在宗教活動場所外舉行大型宗教活動，依法應當取得

市宗教事務部門批准」或備案，違反者依第五十六條裁罰。22
 這項規定

相對於大陸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

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不僅違憲外，也給予政府部門限制宗教信

仰自由和活動的極大裁量權，23
 同時也是宗教難以自由發展的重要因素

之一。24
  

                                                 
21

 參見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22
 同上。 

23
 這個情形也違反前引大陸憲法 36 條「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同時也違反第 37 條「中

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與第 38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

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二項原則。出處同上。 

24
 大型宗教活動對於信眾的宗教生活而言，具有相當重要的「淨化」和「強化」功能。信

眾透過參與宗教活動的過程，強化其信仰的精神力量，增強宗教對其淨化的效果，而宗教

活動本身正是提供此過程的重要工具。關於宗教活動相對於日常生活的不同功能的討論，

可以參看李豐楙：《東港迎王：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98）；宗教活動對信仰者的強化和淨化功能的討論，可參看張珣：《文化媽祖：臺灣媽祖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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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陸宗教政策與臺商因應策略 41 

因此，宗教事務中便難以避免政府權力的影響。例如，上海市政府的

「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務委員會」的職責項目即包含：「推動民族、宗教

界人士進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及擁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自我教育」

和「參與綜合治理封建迷信活動；防止和制止不法分子利用宗教進行非

法、違法活動。」25
 同樣的規定和實際情況，當然也見於其他省份和地區，

縱使是源出於中國本土的民間信仰和習俗，也都納入「法」治之下予以「管

理」。如《湖南省民間信仰活動場所登記管理辦法》（2009）第九條：「民

間信仰活動場所的民主管理組織成員應當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26
 雖

然標榜了「民主管理」，但卻先設定了絕對且不得挑戰的「應當擁護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的前提，不僅條文本身邏輯矛盾，也更直接表示政黨控制

宗教信仰和民間習俗的態度，以及政黨權力在宗教事務中強烈的主導角

色。 

二、從民間信仰「合法性」討論政策與實務差異的本質問題 

(一)宗教政策對「宗教」的定義與範圍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網頁中，關於「宗教概況」的

說明表示：「中國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

基督教」；因此，雖說「中國是個多宗教的國家」，但所謂的「多宗教」，

其實不出官方僅承認的這五種制度性宗教。27
 縱使具有上海市官方立場編

纂的《上海通志》第十四卷〈宗教〉論及理教、東正教、猶太教、祆教、

錫克教等宗教，也均於 1967 年以前全部停止其教務活動。28
 同時，在上

海市政府「市民族和宗教事務委員會」網頁所公佈的宗教種類，也依舊是

佛教等五種宗教。29
 再參閱其他省、市，如《湖南省宗教事務條例》（2007）

                                                                                                                                            
信仰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第一章和第二章。 

25
 參見 http://www.shmzw.gov.cn:8080/gb/mzw/xxgk/gkml/jgzz/jggk/userobject7ai7.html。 

26
 參見 http://www.csx.gov.cn/xxgk/bmjg/zf/mzzjswj/zcfg/201011/t20101110_43309.html。 

27
 參見 http://www.gov.cn/test/2005-06/22/content_8406.htm。在許多大陸方面所撰寫關於「中

國宗教」的書籍中，所談的「宗教」種類也僅限於這五種而已，如周富長等編：《上海宗

教之旅》（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張化：《上海宗教通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4），葛壯：《宗教和近代上海社會的變遷》（上海：上海書店，1999），阮仁澤等編：

《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28
 參見該書第二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第十四卷第七章，頁 1603-1608。 

29
 參見 http://www.shmzw.gov.cn/gb/mzw/shzj/index.html。 

http://www.shmzw.gov.cn:8080/gb/mzw/xxgk/gkml/jgzz/jggk/userobject7ai7.html
http://www.csx.gov.cn/xxgk/bmjg/zf/mzzjswj/zcfg/201011/t20101110_43309.html
http://www.gov.cn/test/2005-06/22/content_8406.htm
http://www.shmzw.gov.cn/gb/mzw/shzj/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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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第十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宗教活動場所，是指依法登記的供信教公民

開展宗教活動的佛教寺庵、道教宮觀、伊斯蘭教清真寺、天主教教堂、基

督教教堂以及其他固定宗教活動處所。」同時，相對應的「宗教團體」在

第八條中也明確地表示為：「依法成立的佛教協會、道教協會、伊斯蘭教

協會、天主教愛國會、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

基督教協會和天主教湖南教區等宗教團體。」30
 皆明確表示大陸官方對於

「宗教」的認定範圍及其內容。 

(二)以非宗教的方式處理「宗教」以外的宗教 

如果大陸官方對於「宗教」或「宗教信仰」的認定範圍僅限於其所

謂合法認可的「五大宗教」，則在此之外的其他宗教或民俗信仰等將如何

看待與處理？此處我以大陸本土自有的民間信仰為例，進一步闡述大陸

宗教政策之所以與實務間有所落差的問題。 

民間信仰對大陸官方而言是否屬於宗教，立場仍不明確。31
 前引《湖

南省民間信仰活動場所登記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本辦法所指民間信

仰活動場所，是指除《湖南省宗教事務條例》第十二條確定的宗教活動

場所和文廟、宗族祠堂以外，具有原生性、地域性、民族性、歷史傳承

性和原始宗教特點的廟宇。」32
 也就是排除佛教等五種宗教和傳統孔

廟、祠堂外的其他信仰場所，但對於何謂「原生性、地域性、民族性、

歷史傳承性和原始宗教特點的廟宇」並未有清楚的解釋，而目前通常便

將此類場所歸類於所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處理。大陸學者吳真便在

其〈從封建迷信到非物質文化遺產：民間信仰的合法性歷程〉文中附從

此論： 

「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名稱是民間信仰百年以來獲得的最為正統

的合法身分。通過掛靠「非物質文化遺產」，民間廟宇甚至可以繞開

                                                 
30

 所引條文皆見 http://code.fabao365.com/law_16583.html。 

31
 在前引中國政府網關於「中國概況」有〈中國宗教的百年回顧與前瞻〉言：「至於『宗法

性傳統宗教』、『儒教（孔教）』、民間信仰、新興宗教等，是否屬於『宗教』或『主流宗教』

範疇，歷來爭議甚多，見仁見智，應作『中國宗教』之特例而非通例，另予專題討論。」

（http://www.gov.cn/test/2006-03/24/content_235635.htm） 

32
 出處同註 18。《湖南省宗教事務條例》第十二條條文請見本頁前段內文已有引用。 

http://code.fabao365.com/law_16583.html
http://www.gov.cn/test/2006-03/24/content_2356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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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陸宗教政策與臺商因應策略 43 

宗教管理機構，直接掛牌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示範基地」，從而

轉變為文化場館。33 

依照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認定標準，吳真認為民間信仰

可屬於「社會風俗、禮儀、節慶」和「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

的範圍。而大陸官方「對於民間信仰被光明正大地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所

持的肯定的態度，也一層層地傳遞到了基層社會」，34
 近年來，大陸方面

以「非物質文化遺產」模式處理民間信仰的做法，似乎已成慣例，與吳真

持相同觀點者也有增無減。 

然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前言論及：「全球化和社會轉型進

程……使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損壞、消失和破壞的嚴重威脅，在缺乏保護

資源的情況下，這種威脅尤為嚴重」35
 若依照吳真先生等學者所論，則大

陸官方公佈的兩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共 136 項「民俗」屬於

需要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36
 ──亦即大陸的民間信仰或民俗──的

處境便似乎顯得相當危險了。 

同時，為了保護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依照公約，締約國必須制

定「保護措施」，以便「有效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別是瀕危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科學、技術和藝術研究以及方法研究」，甚至於應「採取適當的

法律、技術、行政和財政措施」。37
 更進一步地，還應透過教育、宣傳和

培養能力以使民眾對遺產有所認識，共同參與保護遺產的工作。38
 其中，

在《公約》第十四條第二款中還指出，應當「不斷向公眾宣傳對這種遺產

造成的威脅」，然而，有時候公部門的權力卻正是威脅的來源之一。如同

                                                 

33
 見金澤等編：《中國宗教報告(200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179。Wu Zhen, 

From Feudal Superstition to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the Legalization Process of Folk 

Religions,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Religions (2009),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p.179. 

34
 見前註，頁 177。 

35
 見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25/132540c.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25/132540e.pdf.  

36
 參見 http://www.gov.cn/zwgk/2006-06/02/content_297946.htm 及

http://www.gov.cn/zwgk/2008-06/14/content_1016331.htm。 

37
 參見前引《公約》第十三條。 

38
 參見前引《公約》第十四條。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25/132540c.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25/132540e.pdf
http://www.gov.cn/zwgk/2006-06/02/content_297946.htm
http://www.gov.cn/zwgk/2008-06/14/content_10163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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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前述論及大陸「憲法」第二十六條關於「舉辦超過日常規模的大型宗教活

動」的規定，便可能與《公約》第十五條「應努力確保創造、延續和傳承

這種遺產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的最大限度的參與」的精神相違背。 

(三)「合法性」的宗教本質 

我在此所要指出的論點是，民間信仰出於民眾日常生活所需、出於日

常生活相關之事，而非特例或純屬於博物館之展覽品，故而將之列入「遺

產」，雖或可收保護之效，但同時也限制其正常、應有之發展。同時，民

間信仰源自民間，而不是國家、政府，其「合法性」便應當從宗教、信仰

本身而論，而不是以公部門外設的權力而論。根據我所訪談的諸多臺商在

上海的宗教生活模式，可以了解移居者（或移民）在異鄉工作、生活，基

於自身需求，仍然會透過各種方式進行其宗教信仰活動，以滿足實際上或

精神方面的需求。一如李亦園先生在〈臺灣民間宗教的現代趨勢〉中對明

清入臺漢人的信仰發生過程所作的說明，其各階段對應的信仰神祇可簡示

如下：39 

發展階段 奉祀神祇 移民需求 

渡海階段 奉祀媽祖、玄天上帝 保佑渡海順利、平安 

開拓階段 奉祀王爺 驅除瘟疫，保佑健康 

定居階段 
奉祀開漳聖王、保生大帝、祖師爺、

廣澤尊王、三山國王、義民廟 

家鄉神明，凝聚族群力量 

發展階段 奉祀關公 發展商業活動 

每一階段都是出於當時處境所需，基於「超自然信仰所扮演的特性」而成

為移民奉祀的神祇，並非出於官方規定或限制。40
  

另外，再以清代上海知縣陳其元（1812-1882）記述周太僕祠建置經過

為例，亦可看出民間信仰中的宗教、信仰因素先於政府權力的特性： 

松江府知府周公中鋐勤其官而水死，優旨贈太僕寺卿。遺民感德，

私祀之，屢著靈爽。道光七年，巡撫陶文毅公重濬此江，以公陰佑

                                                 
39

 詳見李亦園：《文化的圖像(下)：宗教與族群的文化觀察》（臺北：允晨文化，1992），頁

119-122。 

4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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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陸宗教政策與臺商因應策略 45 

奏，奉特旨立廟江干，春秋致祭。……虔禱公祠，半年之中，聚民

夫數萬人於河上，風塵不驚、疾疫不作，工程剋期，是非神助，曷

克臻此？故於竣事後，上一聯於神祠曰： 

百四十里舊蹟重開，念先人，誼切同舟，數典敢忘其祖。 

萬一千丈鉅工告蕆，慶此日，江流順軌，惟公所存者神。41 

雖然該祠獲得官方認可，列入「祑祀」，有其「標準化」的效果；但陳其

元對該祠的記載多在其靈驗方面，如「遺民感德，私祀之，屢著靈爽」、「以

公陰佑」、「虔禱公祠」，以及「是非神助，曷克臻此」等等，不斷強調周

太僕神靈的力量與重要功德。此外，宗教或民間信仰也與民眾工作、生活

有著密切的關聯，政府有時也需藉其助力。例如： 

中外未通商以前，商市以豆業為領袖，至今市用銀兩通行豆規，而

米、麥行肆所用斗斛之較準，猶豆業操其權，邑廟三穗堂稱較斛。

廳儲有鐵皮斛二：一為廟斛之樣斛，嘉慶十八年官頒，即漕斛也［

江浙海運在滬辦漕，均用此斛較準］；一為海斛之樣斛，云亦官頒者。

凡米、麥、雜糧通用海斛，而廟斛則專量由北運南之豆。廟斛一石

當海斛九斗。42 

上海於晚清開埠通商後，漸成大都，而市中心即以城隍廟（邑廟）為準，

各商會館、公所多在邑廟周邊經營。此處以「廟斛」為商市度量衡之「較

準」，顯見該廟地位與影響力，亦可見宗教、信仰等的相關事務在信眾或

民眾的工作與生活中所佔有的重要角色和功能。 

據上所論，欲論民間信仰──甚或各宗教信仰──之「合法性」（或

政策基礎），便不應在制定實體法律上求，而須回歸於信仰、宗教本身而

論；否則，便將如「以有涯隨無涯，殆矣」，43
 也形成宗教政策與實務需

求之間常有齟齬之因。例如，《上海市宗教事務條例》（2005）第二十四條

                                                 
41

 見前引《上海縣續志》卷三十〈雜記三．遺事〉，頁 1760。亦可見［清］陳其元：《庸閒

齋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七〈開吳淞江〉，頁 153-154。 

42
 見前引《上海縣續志》卷一〈疆域．風俗〉，頁 132。 

43
 語見《莊子．養生主》。我的意思是，實體法出於後設，而多基於限制、干預民間信仰或

宗教的立場，但信仰或宗教之事乃先於法律而出現；因此，法律規範難以完善於信仰、宗

教之前。故而，欲論民間信仰的合法性，便應於信仰本身相關問題而論，而非以法律、政

治等層面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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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規定：「宗教活動場所內不得進行有悖於社會公德或者本教教義的占卜命

運、驅鬼治病等活動。」44
 同樣地，湖南省也明文規定：「民間信仰活動

場所不得從事驅病趕鬼、妖言惑眾、跳神放陰等封建迷信活動和其他非法

活動。」45
 然而，無論是「占卜命運、驅鬼治病」或「驅病趕鬼」、「跳神

放陰」未必然便「有悖於社會公德或者本教教義」，在許多民間宗教、信

仰中，這些可能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宗教儀式或具有心理治療的活動，甚至

是核心所在，具有「原生性、地域性、民族性、歷史傳承性和原始宗教特

點」而應當予以保護，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否則大陸宗教政策便易處

於矛盾而常與「管理對象」衝突的局勢，如同中共中央在其 19 號文件中

曾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他們還把某些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也視

為宗教迷信，強行禁止，個別地方甚至鎮壓信較群眾，破壞民族團結。他

們在宗教問題上使用暴力，結果卻使宗教活動在秘密和分散的狀態下得到

某些發展。」46
 核諸後續以至今日大陸宗教政策和實務間的諸多差異與衝

突，豈不皆一一應驗昔日自己對政敵的嚴厲批判。 

 

第三節 臺商對大陸宗教環境的體認 

及宗教政策對臺商的影響 

從本章章首引用我所訪問臺商宗教活動的田野記錄可見，大陸當地如

所謂五大宗教固然有其既定的宗教場所和相關資源，但對於臺商而言，仍

然覺得有所隔閡而另尋適當的聚會處所。從上引田野記錄顯示，該受訪臺

商原先即在當地教會參與宗教活動，但在朋友介紹之後，便轉入臺商私下

舉辦的團契，而其原因便在於宗教屬性的儀式或活動，如查經、祈禱等，

在團契中「比較習慣，不會有限制的感覺」，而較能切合宗教本質層面的

期待。 

一如我在第二節所闡述的政策與實務需求差異的問題，當臺商對於宗

教本質層面感到差異時，常會使許多臺商難以接受當地宗教組織或場所的

                                                 
44

 參見 http://www.sara.gov.cn/gb/zcfg/dfxfg/e46e6e97-0a1e-11da-9f13-93180af1bb1a.html。 

45
 見前引《湖南省民間信仰活動場所登記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 

46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1982.3.）（《新時期宗教工作

文獻選編》，頁 58。 

http://www.sara.gov.cn/gb/zcfg/dfxfg/e46e6e97-0a1e-11da-9f13-93180af1bb1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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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陸宗教政策與臺商因應策略 47 

運作模式和感受；因而運用他們私人的資源，包括人際關係、財務、場地

等等，另行建構符合自身原先信奉之宗教信仰的團體或聚會機制。久而久

之，也由此產生與當地宗教政策相衝突的可能因素。而這些因素也就是臺

商在大陸進行宗教活動和維持信仰生活時，必須了解、掌握的重要問題，

進而調整出彼此都能接受的因應策略。 

在我的訪談經驗中，願意詳細回應、談論問卷中各議題的受訪臺商

們，對於大陸的宗教限制議題，多半不會簡單地只歸因於政策上的限制，

而會同時將當地社會、教育、文化狀態等方面一倂討論；再從中找出政治、

政策以外的機會加以運用、轉換，進而達到他們自己得以適應、運作，甚

至開展出意料之外的成果。本節即根據受訪臺商的觀察和經驗，整理出他

們在大陸所面臨的宗教處境，以及他們如何因應這些處境當中的問題，進

而形成可在當地持續運作的宗教活動模式。 

一、宗教活動場所與內容遭受限制 

就當地而言，任何「宗教活動場所」的建置和運作，都須依照《宗教

事務條例》的規定向主管機構報備、核准、登記和管理；但對臺商而言，

縱使有進行宗教活動的需要，卻沒有建置宗教場所的必要。因此，參與當

地宗教場所舉辦的活動固然是一個解決需求的方法之一，但也常因宗教本

質層面的落差而促使臺商另外尋求適當的聚會場合與模式。例如#03 董事

長說： 

我記得我第一次到三自教會，也就是差不多十一、十二年前的時候，

他們那邊很明顯就是說他們會有一個像是比較政治性的一些宣告。

他們總是認為說，宗教活動是在政治下面，這是他們的認知；就是

說，你宗教活動就要受到一個他們叫做宗教局的管轄，他們有一些

我們比較不能接受的規定。所以這方面，當初我來的時候，去第一

次的那種給我的感覺，不是我能夠接受的。（答第 17 題） 

在友人的介紹下，#03 董事長便轉移到臺商的私人團契和聚會團體中。同

樣的困擾，也在#10 先生的宗教生活上出現：「我覺得我們自己在大陸的宗

教生活是受到阻礙的，就說是被關切的。當然沒有到被禁止那麼嚴重啦，

不過我們也沒有一個適當的場所。」（答第 15 題）「目前來講，我們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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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是沒有自己的教堂。我們大概都是在弟兄姊妹的家裡面，或者是一些特殊

的場合作聚會，那都不能稱為是一個正式的教堂。」（答第 17 題） 

不僅基督教場所難以滿足宗教本質方面的需求，在佛教信仰臺商方面

也有同樣的遭遇。#07 經理便表示，剛到上海參與其佛教團體時，皆由主

要成員自身的辦公室為連絡點，也不顯露自己的宗教身份，以免招致警方

關注。而像#19 董事則更詳細地說明他們如何自行籌設所需的宗教場所，

以及曾經遭遇管制力量的經驗（作者分段）： 

在臺灣，我們習慣，各地都會有大的禪寺；那到上海來呢，我們也

希望有一個這樣子的禪寺，但是就是客觀與事實是不符的。所以早

期來上海的同修就發起在家裡~就我們現在這個模式，家裡來組成共

修，久而久之就滾雪球越來越多。 

當然這過程明顯地感覺到，第一個，就國內來講，對於這種宗教信

仰的活動，團體的活動相對地會有一些限制或管制。所以我們剛搬

到哪裡，第一次就會有物業管理啊或是居委會的人就會來關心哪，

就有遇過。這時候就了解國家~尤其共產黨，他的這種居委會的組織

什麼的事實上很嚴密的，他都會觀察。 

譬如境外人士、所有任何搬動啊、多少人進來、今天來多少人等等，

開什麼車的，他們都會記錄。[他們怎麼知道你們在進行什麼活動？] 

我們這麼認為啦，底下有些坐在那裡納涼的那些乘涼老人喔，事實

上都是有任務的，欸，都會觀察、回報，回報給他們的這種系統。

說這個區裡頭有誰啊、這一戶有誰啊，像什麼車子進來、停哪一間

啊、車號多少、大概停多久啊，他們都會有記錄。那這是一個我們

在聚會的過程當中有碰到這樣的情況，就是居委會會來關心，物業

會來關心。[幾次呢？] 大概三、四次吧。就是我們搬到不同的地方，

都會有類似的情形會。 

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是今年的年初搬過來的，那一開始就有，然後

我們在其他地方的時候都會有。除非是非常高檔的社區，那可能就

是物業打電話來說，啊，你的車子停在哪裡啊之類的，是不是您這

邊過來的客人，這樣。因為我們每次來都會有十幾二十幾個人開車

來，小區位子就被佔到別人的車位，那就會打電話過來；哎，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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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陸宗教政策與臺商因應策略 49 

就打到你這間來，就說你車子是不是你們這邊的客人。就說他很明

顯知道，他會觀察，就知道，會撥過來~來詢問，說你們這是經常的

嗎，平常會待多久。就會簡單問一下。（答第 15 題） 

縱使在私人場所活動，也仍處於當地監管機制的控制之中，讓臺商親身體

驗到黨政權力的具體存在感；和相較於臺灣環境而言，在大陸運作宗教事

務更顯不易的處境。也因此，如#08 經理便指出，為了降低宗教屬性的困

擾，她所屬的宗教團體藉由貿易企業的名義，以文教、培訓課程公司的名

義，開設讀經班、烹飪課和親子教育等等課程，讓臺商或當地民眾在學習

課程之中，其實也能接觸宗教層面的內容，包括經典講授、詮釋，素食飲

食的提供和推廣，乃至於將宗教觀念運用在家庭生活、倫理關係等方面，

而漸漸達到實踐宗教活動和宗教的功效。 

二、缺乏宗教資源與宗教人士 

許多有宗教信仰的受訪臺商，多已習慣於臺灣豐富、自由的宗教場

所、活動、儀軌、法會、修練課程、典籍研修課程，以及可與「真正的」

宗教人士接觸、學習等等的宗教資源環境；但當他們身處大陸移居地時，

便面臨難以獲得具有宗教本質性的宗教資源，而須另做安排。例如基督教

信仰者如#06 媽媽或#13 處長等皆認為在移居地進行宗教活動時，最重要

而也最缺乏的便是境外牧師的牧養、帶領；同樣地，佛教信仰者也期待臺

灣或海外的正信法師等前往大陸弘法，可讓信仰者供養，否則受訪信仰臺

商寧可回臺從事其宗教活動，也無意願參與移居地宗教場所舉辦的法會。 

以修習禪法和東密（唐密）的#23 大姊為例，便因為大陸的宗教環境

無法提供她修練條件，故而安排兩岸居留時間各半的工作、生活模式。她

說：「我們要去精舍啊，每個月要去精舍去打坐啊。[那您在大陸這邊您怎

麼進行？] 就是沒有啊，[那那~] 所以我就想回臺灣去啊（笑），是這個道

理啊。因為我在這我的修行就有點斷層啊，我就沒有辦法。」（答第 13 題）

由於#23 大姊頗為重視宗教生活，因而認為大陸的宗教環境難以完全滿足

其需求，除了參與當地臺商組成的禪修團體、讀書會之外，也在自家舉行

修練和供養的聚會，如她所言： 

[那等於你在大陸這邊，修練的部分你很難做？] 對，[那在家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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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己會做嗎？] 當然要唸經啊，[唸經] 對。這是你自己的功課，你沒

有做~，[那靜坐、打坐那些？] 對。就是在家裡做自己的，但是你

沒有辦法跟~去那邊~，[你在大陸或上海這邊，你沒有遇到跟你在臺

灣的同修？] 有，[有？] 有，[大概有幾位呢？] 像那個東密這個

部分就很少，我都要回去臺灣啦！[那你說有，是~] 有大概兩三位

而已（笑），[就是在上海地區？] 對、對，對對對。因為我，其實

我也不想去組織什麼，因為在這邊不大方便啦，[他們的情況也跟您

一樣嗎？] 每個人修行的心態不一樣，[你有問過他們怎麼去進行他

們修行的部分嗎？] 因為有時候我們像精舍~像我們老師會來，那來

了話就會家庭聚會啊就這樣；但是這個喔，都總是沒有比在臺灣你

有廟式的地點喔，所有的活動你會一直地增長；那你每個人的程度

也不一樣啊，是這樣。只是說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啊，就是。[次數很

少？] 對呀，很少。我覺得而且這邊喔，嘖，欸～我覺得，聚會~[不

是定期？] 嘿～也不是說很方便，所以我就覺得不適合。（答第 16

題） 

受訪者不斷提到在移居地的環境中，不便形成組織或聚會，但她也明確地

指出在臺灣有固定的地點時，便有助於修練者增進成效；相對地，在大陸

受限的環境中，只能零星地維持宗教感而已，尤其當法師等宗教人士蒞臨

移居地時，對受訪信仰者而言，都是極為難得而視為盛事一般地參與。 

三、商業化破壞宗教精神與本質 

移居地宗教場所或活動遭到商業化破壞宗教價值和精神的情形，是許

多受訪臺商都曾談到、或批判而不以為然的問題；甚至也有受訪者明言，

正是因為商業化而使他們不願接觸、參與移居地宗教場所或活動。例如#25

顧問對於大陸寺廟香油錢的問題便表示： 

如果不是勉強我的應該都會。去揚州觀音廟一次就捐兩千多塊錢下

去。這個個人心願我會做，但你說尿尿要錢，我寧可憋死也不會進

去裡面。因為這個廟不是你創建的，是古人創建的，大家的心血，

一磚一瓦去蓋起來，怎麼可以淪為變成你們去賺錢的工具，我就感

覺到好像不應該。（答第 2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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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陸宗教政策與臺商因應策略 51 

由於大陸法規並未禁止宗教場所接收捐贈或與場所屬性相關收入，47
 

以致收取門票，將宗教場所視為旅遊觀光景點便成為普遍的情形；影響所

及，則使僧侶、道士等宗教人士略其本務而競以謀利為業。一如#21 先生

所言：「大陸的寺廟裡面啊，祂們的感受都是比較商業化啦，感受比較商

業化」，他以無錫靈山大佛為例：「那靈山大佛是比較像觀光佛寺，那種感

覺，因為祂的氣勢比較強」，「主要是看到一個豪華的宮殿、豪華的酒店的

感覺」（答第 25 題）。 

再如#16 媽媽表示，朋友家人在大陸過世時，自己陪友人在當地廟裡

參與法事、誦經。 

人家家屬還在那裡，他們唸完就在現場直接分錢，比如唸一場五百

塊，啊來七八個，就唸完就現場分錢，喔，那感覺好差，很好笑就

對了。唉，就覺得說，他們這邊文革後，很多都沒有了，這邊就，

我們臺灣人說「有形無體」啦，就那個本質已經沒了，就剩下那個

外形，你接觸過都還是有點不太習慣。（答第 33 題） 

受訪者所指出文革影響大陸的宗教本質的問題，既是臺商在大陸移居地面

臨的困境，卻也是部份臺商認為可加以運用的機會。如#23 大姊即指出：「現

在整個中國大陸喔，其實他對佛法，他現在廟大部分是整理好了，但是他

軟體的部分是還沒有」，而這正是臺灣或海外宗教人士應掌握在大陸弘

法、傳道的時機，培育僧眾、文化和宗教的交流等等，藉以轉變當地「不

如法」或非「主所歡喜的」情況，同時也成為臺商在當地進行宗教活動或

運作宗教資源的模式之一。 

四、宗教在教育和文化中的失落  

臺商在大陸移居地的環境中，最常接觸、互動的對象便是工作場合中

的同事或朋友；但從訪談得知，通常若非臺商主動提起，否則大陸的同事

或朋友並不常觸及宗教話題。前引#16 媽媽便指出：「他們比較不會談這一

塊，因為他們的教育已經完全這一塊都拿掉了。我甚至覺得他們在~，尤

                                                 
47

 參《宗教事務條例》第 26、34、35 條等條文，皆可作為宗教場所收取門票或香燭紙錢等

消費項目的法律依據。而像是大陸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佈的《關於與宗教活動場所有

關的遊覽參觀點對宗教人士實行門票優惠問題的通知》（2005）、《關於整頓和規範游覽

參觀點門票價格的通知》（2008），也並未否定宗教場所可收取門票的做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2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其那個倫理啊，或者是那個~你會覺得在大陸喔，他們在倫理方面的觀念

非常地淡薄。」（答第 38 題）同樣的觀察也如同#34 經理所言：「他們完全

沒有那種概念，所以沒辦法接受。就是說，一個完全空白的人去跟他講這

個東西，他是，就是跟他從小的教育背景是完全違背的，跟他父母那一代

的教育背景也是完全違背的，所以。但他們知道說欸，宗教信仰是好啦，

但是他們不知道說為什麼要信，然後為何要信。」（答第 20 題）#16 媽媽

在訪談中進一步引用當地關於「啃老族」和離婚兇案等新聞報導，闡述當

地大環境即因缺乏宗教、倫理教育，以致孝道淡薄，衍生諸多家庭、社會

問題。 

面對宗教信仰在教育、生活，乃至文化中的缺乏，也是臺商認

為應當予以補救而可在大陸移居地發揮、開展的機會；而這一點卻

可反映在當地官方人士自身對宗教信仰需求的實際行為上。根據#21

先生曾經設計過地方官員住家的經驗，他表示，在風水、陽宅的要

求上，皆須延請「老師」堪定後才可施工，「他們比你更信」（答第

37 題）；而#30 董事長也說：「我很少看到，欸～共產黨的～的官員，對

佛教的儀式他，他是~他是願意公開地參與，喔，他是有信仰，但是呢，

他不願意公開地去~去參加這個儀式。」（受訪者#30 訪談記錄，頁 2-3） 

由此顯示，雖然宗教信仰在移居地處於受限的環境，但實際而龐大的

信仰需求早已超出政策限制，而此現象也正是部分臺商之所以運作其宗教

活動的原因之一。除了藉此維持自己的宗教生活外，也提供當地民眾獲得

心靈或信仰上的寄託。#34 經理便認為： 

因為這是一種人性，不能壓抑人性。人一旦肚子飽了他就會需要追

求心靈的寄託、靈性方面的成長，這是一種人性，不管哪一種膚色

的人都一樣。所以我覺得，當他們在中國很多人有錢之後，他會覺

得 something missing，人生不是只有錢就好的，對，所以他們一定

會有這種渴求跟需要出現，所以我覺得應該慢慢會越來越多這種需

求。（答第 38 題） 

受訪者從具有普遍意義和本質層面的人性基礎，分析宗教在大陸發展的可

能趨勢；基於人性欲望的趨向，在經濟、物質、生理方面滿足之後，便也

想要解決精神層面的空缺問題。以此邏輯推論，則臺商在移居地推動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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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陸宗教政策與臺商因應策略 53 

信仰活動，除了可維持、滿足自身的需求外，也理應可同時協助大陸信仰

需求者在宗教信仰上的空缺問題，而得以改善、乃至改變現有令人難以滿

意的宗教發展狀態。 

五、大陸宗教政策對臺商宗教運作模式的影響  

當臺商在移居地面對各種宗教處境時，諸如前述「宗教活動場所與內

容遭受限制」、「缺乏宗教資源與宗教人士」、「商業化破壞宗教精神與本

質」，以及「宗教在教育和文化中的失落」等，都會促使臺商形成相應的

宗教運作模式，甚至是自身經商的業務。然而，無論是因應何種處境，對

於臺商而言，都以限於私領域的範圍為主，而極少參與當地宗教場所公開

的活動，如寺廟的祈福法會或教堂的禮拜等等。 

在 34 位受訪中，沒有臺商採取集體運用當地宗教資源或場所的模式

進行宗教活動；亦即受訪者如果會前往當地寺廟或教堂從事宗教活動時，

皆是私人模式，而非定期集體聚會，以免受到關注。由此反映出二方面的

問題：一，大陸排外性的宗教政策會影響臺商避免在官方管制下的宗教場

所進行集體型態的宗教活動；以及，二，基於黨政性質的宗教政策與臺商

實際對於宗教本質的需求間有所落差，迫使臺商運用自身資源運作其宗教

活動，維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 

大陸在 1994 年頒布規定，將臺灣居民在大陸進行宗教活動比照外國

人在大陸境內的宗教活動一倂管理，48
 2000 年進一步明確地禁止外國人

（亦含臺灣人）「在中國公民中委任宗教教職人員」、「發展宗教教徒」、「擅

自在宗教活動場所講經、講道」、「未經批准在依法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以

外的處所講經、講道，進行宗教聚會活動」、「在宗教活動臨時地點舉行有

                                                 

48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第 11 條：「僑居國外的中國公

民在中國境內，臺灣居民在大陸，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進行宗教活動，參照本

規定執行。」可查閱：https://zh.wikisource.org/wiki/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

動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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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中國公民參加的宗教活動」等等事項；49
 至 2005 年則更整體性地排除了

「外國勢力」自由參與大陸宗教事務的「合法性」。50
 

雖然大陸宗教政策容許境外人士在當地宗教場所從事宗教活動，所謂

「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可以根據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依法登記的寺院、宮觀、

清真寺、教堂參加宗教活動」，51
 似乎可以直接滿足宗教信仰的需求，也

可避免違法疑慮。然而多數受訪者卻表示，在政策管制下，當地宗教場所

並不具備宗教本質的條件，無法達到宗教的真正功能。如#19 董事描述自

己參拜某些當地的寺廟經驗表示：「平常我們自己不去，因為去過一次之

後就覺得那就變成只是一個景點。那和尚都開車來上班的啊。沒有那種氣

氛、磁場跟能量，只是虛有其表。」（答第 16 題）講求靈性修練的信仰者

對於宗教場所或環境的宗教性，感受更為敏感，#19 董事對此有更為切身

而細膩的詮釋（作者分段）： 

所謂佛教說的開光，祂就是一個 link，祂可能一個符號或雕像的模

式，經過開光，開光就是有人他能夠把那個 www 點什麼什麼的，他

可以能夠駐載上去。（大陸）很多現在的佛像是雕出來了，但是沒有

畫龍點睛的精髓，所以你去禮敬的時候，那尤其我們在修，你越來

越乾淨的時候，你能感覺得到。尤其是我稱為~就是我們稱為靈臺的

這一塊部分，你會~禮敬的時候，你會覺得，如果有佛，你會覺得馬

上會有一股這種很祥和的一種~ 一種壓力~，一種能量的感覺會從頭

頂上面下來，這就很舒服。就像我們以前學的叫醍醐灌頂的感覺，

暖暖的一股力量下來。 

                                                 

49
 見上開規定《施行細則》第 17 條。可查閱：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中華人

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實施細則。 

50
 大陸《宗教事務條例》第 4 條：「各宗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宗教團體、

宗教活動場所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

宗教教職人員在友好、平等的基礎上開展對外交往；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在對外經

濟、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動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條件。」可查閱網頁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宗教事務條例。相同規定也可見前註引《施行細

則》第 16 條。  
51

 見前引《施行細則》第 5 條。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二章 大陸宗教政策與臺商因應策略 55 

（在大陸）可是那就沒有，就是空虛的，就是~禮敬，很虔誠的禮敬

你在連接祂的網站，你的心跟祂禮敬的時候、禮拜的時候，就你在

試圖地在做 connection，可是沒有感覺，祂沒有那種 connection 的感

覺，就沒有那種你覺得~哇～法喜充滿的~或覺得很舒服的那種感

覺，沒有。就是覺得喔那，我們只是就說別人看起來，像外國人，

喔，你也是跟佛在拜，但是這感覺起來就說我們放出訊號，那個基

地臺沒開，好~沒開，所以你接不上，那就是空的，哎，就是空有一

個相而已。（答第 16 題） 

受訪者以電腦能否和網路連線，手機能否和基地臺連接訊號的生活實例，

生動地解釋信仰者可透過修練、禮拜儀式等方法和佛或神明「連線」、交

通、通感的「要件」和機制；而這也是宗教信仰對於信仰者或修練者之所

以具有意義之處。因此，當信仰臺商在大陸當地宗教場所無法獲得宗教性

的體驗或感受時，則該宗教場所對信仰者而言便無宗教層面上的意義，而

須另尋「有意義」的宗教場所。 

然而，臺商在大陸的主要目的為營運商務、發展事業，整體而言，並

不願意主動牴觸官方政策，造成自身阻礙，乃至損失。因此，為了能夠維

持宗教生活，又不至於在無意間遭受關注，最為簡便的做法便是私下在私

人的「非宗教場所」進行宗教活動。雖然依照規定，無論是在當地既定的

宗教場所或臨時地點進行宗教活動，都應受當地地方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管

理；52
 但臺商為求「低調」，避免官方關注，縱使是需要集體進行的宗教

儀式或共修法會，也極難見有臺商會集體參與或運用當地宗教資源進行活

動的情形。 

本節從臺商面對宗教信仰在大陸的各種諸如遭受限制、或缺乏、或變

異的處境，探討臺商為因應這些處境而發展出可能的相應模式，以進行其

宗教活動，維持宗教生活需求。從上述討論可知，在限制性的宗教政策影

響下，臺商在大陸進行宗教活動時，會避免在當地既定的宗教場所進行集

                                                 
52

 見前引《施行細則》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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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體型態的宗教活動；同時也會因為黨政性質的宗教政策與臺商的宗教本質

上的落差，而使臺商形成符合自身期待和需求的宗教運作模式。因此，第

三章便將根據 34 位全體受訪臺商的訪談記錄，歸納、分類出幾種不同的

宗教運作模式，作為後續分析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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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商宗教實踐的模式 

基督徒有個原則就是說，不能停止聚會，就你要不斷去聚

會；就像這個葡萄樹，我們是枝子，一旦這枝子脫離這葡萄

樹，那枝子就枯掉了，就是這個意思。 

──受訪者#04∕基督徒 

剛開始來的時候當然是只有做的工作就讓你必須長期~變成

說，不能長期回去臺灣住很久，回去也是很短暫。可是慢慢

你會發覺說，在這邊的宗教生活會讓你斷掉，你就會開始思

考說你要用什麼工作來解決你的問題。 

──受訪者#23∕佛教徒 

雖然臺商到大陸經營的重心在於發展企業、營運商務，但在生活之

中、工作之餘，並不會因為大陸宗教政策的限制而完全放棄他們原有的宗

教信仰；相反地，反而會嘗試在當地尋找適當資源，實踐其宗教活動，以

滿足自己的信仰需求。一如上引二位受訪臺商對於各自在大陸宗教信仰生

活遭遇困難時的反應，受訪者#04 引用《新約．約翰福音》15 章 1 至 10

節的經義，解釋基督徒無論在何種處境，都應當維持其信仰生活，讓自己

與基督之間的關係如同枝子與葡萄樹一般，「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

不能作甚麼。」（《約》15:5）其基督徒的身份便難以完全。受訪者#23 則

說明在大陸長期工作的狀態，使他無法如同在臺灣一般得以持續地進行其

宗教生活，竟致須考慮改換工作以維持宗教信仰的需求。由此可見，宗教

信仰對於大陸臺商而言，仍然是工作與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也因

此，若能掌握臺商實際進行宗教活動的方式，應可對「宗教信仰者如何在

宗教管制政策的環境中實踐其宗教活動、維持其宗教精神；以及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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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生活對於信仰者在其所處環境中有何重要性、有何正負影響」等問題的研

究與了解有所助益。 

本章根據 34 個受訪案例的描述與說明，以及我的實際參與和現場觀

察，基於探究「臺商實際運作、進行宗教活動」的目的，故以「當地是否

具備充足、適當的宗教資源可供臺商運用」為分類的主要根據，而概分為

「運用當地宗教資源」與「運用外部宗教資源」兩種條件下的臺商宗教實

踐模式。所謂「運用當地宗教資源」是指臺商可前往當地寺廟、宮觀、教

堂、教會參與法會、修行、彌撒、團契等活動或課程；或是可以接觸或收

看到宗教類的媒體節目、書刊雜誌等資源，以進行、維持其信仰生活。至

於「運用外部宗教資源」則是臺商為了避免參與、使用當地宗教資源而可

能引發困擾，故而自行租借場地、設備，私下聯繫相關的臺商信仰者，乃

至從臺灣或外國等原居地引入經典、書刊、媒體、器具、神職人員等等各

種宗教資源，在私人籌措的場所進行宗教信仰活動。 

在這兩種不同的宗教資源運用條件下，可以再區分「集體」和「個人」

兩種型態。「集體」是指信仰者會與臺商或當地信仰者共同參與宗教活動，

一如前述「宗教資源」等項，亦即也包含日常、節俗等性質的祭鬼敬神儀

式，而非僅限於靈修層面的修行活動而已。「個人」則是指信仰者在獨自、

私家範圍內、私人情境下所進行如前述的各種宗教行為，而不涉及固定團

體性質的共同活動。這類情況都是佛道民俗信仰者所採行的宗教活動模

式，似乎反映出佛道民俗信仰的特性，或是臺商對其信仰在大陸處境中的

運用態度。 

除了宗教資源的運用條件和活動進行的型態之外，還可以根據臺商是

否能夠或願意按照固定的時間、週期，長期持續地進行宗教活動，作為臺

商宗教實踐模式的變項之一。因此，我再區分出定期和隨機兩種進行宗教

活動的時間狀態；當然，臺商定期進行宗教活動，我對他們的宗教實踐模

式就比較容易觀察與描述；但是就隨機進行宗教活動者的部分而言，只是

不太容易歸納出明顯的共同性，並非認為他們沒有自己的宗教活動模式。 

就整體受訪者的居家型態與他們的宗教活動之間的關係來看，與家人

共同居住的臺商，通常也趨於定期、共同進行宗教活動。所以我也將臺商

在大陸的居住和家庭生活型態作為分析臺商宗教實踐模式的變項。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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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受訪者可知，家居生活的佛道民俗信仰者，較易趨向定期聚會的宗教

活動模式，而其動機可能如身為臺商眷屬的受訪者#16 所言：「讓家人、小

孩的工作、生活比較平順」，亦即家庭、家人因素會是家居型態的臺商參

與宗教活動的重要原因之一；類似的情形在基督宗教和佛教等臺商信仰者

群體也可見到，顯見居住型態對於臺商的宗教活動模式有所影響，故而也

應納入分析的變項之中。當然，為了避免誤解，須說明的是，「家居」或

「獨居」只是指臺商是否與家人同住，所以除了配偶、子女外，也可能包

括父母或兄弟姊妹，而不是指婚姻狀態。綜合上述四種類別變項，可將大

陸臺商的宗教信仰實踐模式分類如下表 3-1。 

表 3-1 大陸臺商宗教信仰實踐模式分類表 

類 項 
運用當地宗教資源 運用外部宗教資源 

集體 個人 集體 個人 

 

 

 

定期 

 

 

 

家居 

 

 

 

 

 

 

A 

佛道民俗：

#20,21,22 

 

 

 

E 

滬華團契：

#03,05,06,27 

崑華團契：

#10,11,12,13,14 

佛如社： 

#07,29,32 

佛禪會：#23   I 

佛道民俗：#16 

 

 

 

M 

 

獨居 

 

 

 

B 

天主教：#15 

 

F 

佛禪會：

#19,24,31,34 

崑華團契：#09 

佛慧團：#08   J 

念修會：#17 

 

N 

 

隨機 

 

家居 

 

 

C 

 

 

G 

 

 

K 

佛道民俗： 

#02,18,25,28,33 

基督教:#04  O 

獨居 
 

D 

 

H 

 

L 

佛教： 

#01,26,30     P 

以下第一、二節先根據表 3-1 詳述臺商信仰者定期運用當地和外部宗教資

源的實踐模式；第三節再討論隨機運用外部宗教資源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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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運用當地宗教資源模式 

一、定期聚會：佛道民俗信仰 

(1)佛道民俗信仰概念說明 

採取此一模式的臺商有#20、21、22 三件案例，佔全體比例 8.8%（表

3-1, A 格）。此處所謂「佛道民俗信仰」包含了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與習

俗，這個概念乃是根據受訪者的描述而來。例如受訪者#22 回答問題「您

在臺灣有沒有宗教信仰(第 13 題)」時，以「我自己比較是道佛相融合、道

佛混合的東西、民間信仰。只要祂是神，就應該都能照顧到我啦」，來表

述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屬性。曾經被母親皈依為佛教徒的受訪者#21 有更詳

細的解釋（方括號[ ]內為訪問者提問或回應）： 

[您母親幫您辦皈依，您的感受如何？喜怒或質疑？] 沒有不高興

啊，這個東西，隨緣吧。[那您自己會覺得自己是佛教徒嗎？] 不會。

[那現在再想起來的話呢？] 其實也 OK 啦！其實臺灣大部分的人，

佛教、道教都搞不明白啊，[那您想起這件事情之後，會比較清楚定

位自己是佛教徒嗎？有這樣想嗎？] 沒有！其實沒有。只是到佛教

寺裡面有那個感覺而已。[當下會覺得自己是佛教徒這樣子？] 欸對

對對、對對對。因為像我們這邊這個寺廟倒底是佛教？道教？也搞

不清楚；那你到臺灣媽祖廟那邊是道教大概清楚，到了玉清宮倒底

是佛教還是道教？理論上是道教，主神關聖帝君，但是你到行天宮

也是關聖帝君哪。所以基本上你說臺灣人真的有幾個人弄得明白？

所以簡稱~你拜祖先應該也屬於道教、也屬於儒教吧，就是所謂孔子

教義嘛。所以應該講儒、釋、道是一夥的，簡單講只能說中國人、

臺灣人的一種傳統習慣罷了。（答第 20 題） 

受訪者被歸類為此類信仰者，其信仰對象和活動大致都會談及佛教、道教

和民間信仰的神明或年節習俗慣例，我在後續章節還會逐例討論。 

(2)移居地宗教實踐的過程和內容 

在佛道民俗信仰者定期聚會模式中，受訪者們仍會依照在臺生活時的

年節時令和農曆初二、十六的慣例，前往住家附近的寺廟祀神祈願。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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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家庭的活動外，如受訪者#20 也會邀集#21、#22，三家一同拜拜。例

如答問「您在大陸有沒有宗教信仰(第 14 題)」，受訪者#20 說： 

有啊，就去這邊的寺廟啊。……會固定~就每個月去一次兩次吧，初

二、十六啊。……(#20 妻)我們會跟朋友講啦，因為祂這有一些是當

地的(神明)，你可能沒有聽過的(故事)，……祂的由來，……然後祂

其它臺灣的神，祂這邊也都有。韋陀天尊哪，這些也都有啊。文殊

師利啊、(#20)地藏王菩薩啊，……我們會找朋友去寺廟拜拜而已啦。

(#20 妻)就是逛一逛、走一走，拜拜這樣子。 

受訪者#21 也答：「就是他們(指#20)來了以後，就帶我們去……，有點算定

期，就初二、十六，但後來比較沒有，就…走一圈，關聖帝君、觀音、財

神爺，做生意嘛，…就每個神明都拜。」#22 答：「同事會講說加減拜啦，

所以會去~這邊有一個寺廟，應該算是，就在我們這邊而已。」「他們(指#20)

一來就跟我們講說你們那邊有個寺廟，反而是他帶我們去拜拜。」 

(3)原居地宗教信仰狀況 

三位受訪者的宗教活動有其既有的信仰基礎，亦即他們在臺灣原居地

都已有各自的神明信仰。受訪者#20 夫婦原居苗栗市中苗地區，長年固定

敬拜附近玉清宮，主祀恩主公關聖帝君（實祀含孚佑、司命在內之三恩主，

受訪者獨指關帝），和住家附近的土地公；同時也因為每年訪友而定期朝

拜北港朝天宮（答 12 題）。受訪者#21 先生原居地為苗栗縣三義鄉，也常

去玉清宮敬拜關公、媽祖（玉清宮有奉祀）（答 13 題）。#22 先生原居臺北

市內湖區，主要敬拜碧山巖開漳聖王廟，由於其父擔任義工，因而對該廟

「從小到大有感情在」；同時還有出入必經的土地公廟，也是對他有重要

意義的信仰對象(答 12 題)。顯然信仰者在原居地既有的宗教生活習慣影響

下，在移居地仍會維持與原居地相近的生活模式。 

(4)移居地其他相關宗教資源 

除了居住地的寺廟外，在其他宗教資源方面，我也詢問受訪者是否能

夠從當地的大眾傳播、影音媒體、書刊雜誌等接觸到宗教類的節目或資訊

(第 21 題)。三位受訪者皆可收視少數幾個相關頻道，但如受訪者#20 答：「也

只是轉到看一下，不會特別轉來看」，#22 也說：「轉了就過去了」，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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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社會議題相關的內容就會看一下，#21 則表示會看看這些頻道與宗教

事務相關的新聞，偶爾也會聽聽佛教音樂。這些都是在私人住家範圍內可

接觸的資源，但與自身的神明信仰並無關聯，相較於後續將討論的團契或

佛教社團，傳播或媒體等宗教資源對於佛道信仰者來說，較無影響。 

另外，如果探詢受訪者是否可在當地宗教場所或相關環境獲得善書或

宣傳品，原則上，受訪者會以宗教場所內、外作為接受與否的根據。這應

當是顧慮到當地宗教管制政策所致。如#21 認為在大陸的宗教生活並未遇

到阻礙，因為在當地寺廟拜拜「不是非法的嘛」(答第 15 題)，但是對於收

拿善書等物品則持謹慎態度，「寺廟裡面可以拿得到啦，但外面的我們不

敢拿」(答第 22 題)。除了政策上的顧忌外，#21 受訪者還指出另外一個因

素，即避免詐騙。「有的是拿著那個佛書還有金牌的，那都是騙人的比較

多，假和尚多。」甚至也在辦公室等場所出現過，因此影響臺商在如車站、

商場、景點等非宗教場所接受此類宗教資源的意願。 

(5)臺商與移居地社會宗教生活的互動 

雖然臺商都能明確認知移居地宗教處境的限制，何以仍願持續其宗教

信仰事務，甚至願意定期到當地寺廟活動？受訪者#20 之妻表示，「因為姨

丈跟我講說，當地的神明要拜，因為就近哪，只要不要迷就好了。所以我

們有空的話還是會去廟裡走一下。(答 14 題)」受訪者#22 也表示：「我太太

覺得既然來人家地頭，應該要拜一下。(答 14 題)」由此可知，受訪者並未

否定當地的宗教元素，並未因移居地的差異而改變原有的宗教生活習慣；

而是基於維持原居地既有的工作、生活模式，尋找移居地相應的宗教資源

滿足其需求。受訪者#20 之妻即說： 

像我們現在在這邊，回去的時候就會做一個果盆、有什麼飲料啊，

然後就會把公司的名字、我們的名字寫上去，等於是答謝祂們吧。[所

以你們會去那個廟宇針對工作、生活來 ] 許願， [祈禱這樣子 ] 

嗯。……因為可能是跟我媽有關係，我媽不是每年都這樣做(嘛)，然

後跟我講說什麼要去廟裡面答謝神明啊什麼的，我們就這樣子啊。

(答第 12 題) 

相應於在原居地已經建立的「神－人」社會關係，受訪者#20 先生也闡述

此一關係如何在移居地複製和運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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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不順我們就去拜拜，想到了就去拜拜這樣就好了。因為那裡也

有關聖帝君嘛，一樣啊，跟玉清宮的那個對不對。……當然是比較

熟悉的神明哪，關聖帝君、觀音菩薩，還有就是財神爺嘛這樣。(答

第 23 題) 

我拜拜都跟他講，我是哪裡人哪，公司在哪裡啊，做什麼的啊，家

住哪裡啊，保佑你生意興隆啊，保佑我們闔家平安哪，……財神那

邊就說，希望客戶多一點單子這樣子啊，跟財神爺就這樣啊。其他

的就保平安啊，和順哪這樣子啊。(答第 25 題) 

顯然，對於受訪者#20 而言，與原居地相同的、熟悉的神明，對他們在移

居地祈願條件上是具有意義的，是一個維持工作、生活在移居地順利與否

的重要基礎。從#20 妻的回答中也可知，他們將玉清宮的關帝、觀音、財

神視如在移居地的家鄉保護神祇，尤其是關帝信仰，#20 妻說：「因為關公

跟我們是同樣山西的嘛，對，所以我們就會特別的~」(答第 12 題)，雖然

關帝已經發展成為普遍性的、文化層次的大眾信仰，但基於祖籍鄉親的背

景，仍可形成不同於大眾信仰而對於受訪者而言具有親密感的「神－人」

關係，如同在原居地一般持續地照顧、保佑自己，維持既有的生活模式。

所以，當訪問者問及：「你會覺得你們在這邊生活、工作，有~已經融入當

地的生活模式嗎？(第 10 題)」#20 先生答：「生活是~我們自己~自己的生

活模式啦。你說要融入，[#20 妻：有一段距離] 還是有一大段距離啦。」

即反映出宗教信仰活動對於臺商維持原居地生活模式有相當大的影響。 

二、定期自修：天主教 

在我的訪調案例裡，天主教徒只有受訪者#15 一位，佔全體比例 2.9%

（表 3-1, F 格）。受訪者於 2004 年在臺中市沙鹿區原居地即已受洗為天主

教徒，基於個人對宗教文化的喜好，2006 年到上海工作時，受訪者也對當

地相關的場所、建築、文物等都有尋訪興致：「一來就去找啊，其實廟也

會問，因為喜歡這樣的文化。……那當然到了一個地方我一定最想去看看

這個地方的廟宇或是教堂，這是我最有興趣就是去感受一下。」（答第 14

題）進而尋得適當的教堂維持信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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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以前住浦西就徐家匯教堂，現在是國際社區有一個天主教堂，是新

教堂。因為我那邊接近國際社區，所以我參加的時間點是英文的彌

撒，因為中文彌撒太早了。神父是中國人，我看過一次外國人，就

上禮拜去看到是外國人。[過程與臺灣有不同嗎？] 沒有差別。[教

義宣講上呢，會不一樣嗎？] 都一樣啊，因為都是英文，所以有時

候當然，聽不到一些。我以前去的都是中文的嘛，會講一些故事。

臺灣的教堂神父是個越南人，他會講一些故事、生活中的事情，就

挺輕鬆的。徐家匯的時候，那個神父講得就比較像在唸經，就不是

那麼生活化；到了英文教堂的話，其實就更難，因為講的英文又比

較聽不太清楚，唱詩歌又還好。但是對我來說是一樣的，不會說因

為這些東西的不同，因為祂儀式是差不多的，是完全沒問題的，就

是對我的感受而言，不然我不會每次都留眼淚。(答第 16 題) 

我們去那邊就是那個氛圍，我們自己會禱告，就是那個過程。當然

會唱唱詩歌，整個那個過程感覺。當然如果神父表達得更活潑，你

的感受會因為某些故事會觸發一些很好的振動，那沒有也就~，還是

OK。反而每次去了教堂出來，嗬，那個精神那個能量是不一樣的，

這個倒是有。所以對我個人是這樣。(答第 17 題) 

顯然受訪者#15 運用當地教堂所重視的在於滿足精神、心靈層面的需求，

藉由教堂的環境、資源，讓自己可以維持既有信仰的實踐效果。由上引可

知，受訪者#15 所在意者為個人實踐宗教活動時對宗教力量的感受，至於

神父講道優劣、語言和儀式的差異等客觀條件，皆非影響她在當地教堂活

動的重要因素。因此，對於「當地宗教廠所、教堂可以滿足您宗教生活需

求」的問題，受訪者#15 回應：「可以啊。只要有天主教堂就沒問題啊。這

個就是，平常你因為工作沒有跟神親近，那晚上我會禱告，這就是個儀式，

我盡量；那其實每天早上走路啦、有時候沮喪的時候，我也會禱告，就是

會這樣。當然每天晚上要禱告是也算是個象徵性的喔，這樣這種儀式嘛。」

（答第 17 題）由此反映出受訪者#15 的宗教實踐模式偏重在信仰者個人的

經驗、感受，著重在信仰者自身與宗教力量之間的互動效果，而較不在意

外在客觀條件的差別。 

相較於日常仍與臺灣家人一同居住的受訪者#20 等臺商會定期一同到

當地寺廟拜拜的模式，受訪者#15 平日都是獨自居住在大陸親戚提供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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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故而在實踐宗教活動方面，也多半是個人進行，例如在教堂與其他教

友互動時，「[在教堂有接觸當地信眾？] 嗯，[有互動過？] 沒有，因為那

個活動很緊密這樣下來嘛。他們有些活動是~，我沒有特別參加，我就是

一個人的自強活動。[不會說常常去，打個招呼？] 沒有，不認識。因為我

沒有很常去。」（答第 20 題）除了因為日常生活、居住等型態和對宗教信

仰需求層面的差異之外，「(臺商)天主教徒真的很少」(答第 24 題)，因而難

以在當地形成臺商天主教群體，也使得受訪者#15 的宗教活動趨於個人模

式。 

也因為受訪者的個人模式導向，對於當地其他宗教資源的需求程度並

不高，故而對第 21 題所提及的關於當地大眾傳播、媒體、書刊等的接觸

和使用狀況就相當稀少，而以當地教堂為主要的宗教資源。雖然天主教在

大陸處境與官方仍有緊張關係，但對受訪者#15 而言，並不會造成她在宗

教活動上的阻礙，對於政治因素是否會影影她對當地教堂的接受度，她表

示： 

我有聽到一點點，但是沒有很在意。對我完全不 care。會覺得可能

有複雜的色彩。但是對我來說，教堂就是神的殿堂；去，神就是在

那邊，就是向他懺悔啊，他會愛你啊這樣，這個力量還是有的。我

覺得政治因素對我跟神的~宗教的感情是~，我就不會去在意。 

可見個體的宗教經驗是受訪者最重視的部分，如何體會、感受宗教力量的

存在與互動，才是受訪者在當地教堂實踐其宗教信仰的主要目的。因此，

縱使和關係較為親密的大陸親友相處時，受訪者#15 也很少和他們談及宗

教層面的話題，「我發現他們對這個部分是不太~，文化裡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不太會去談。因為，這個是文化面，很難去說這個是資訊哪、是

科學，所以不太~。」（答第 18 題）在個人朋友方面也持謹慎態度，「因為

宗教我覺得蠻個人經驗的，所以就，除非很熟的，會講。」但也非傳教或

組織性的談話，而只是如禱告之類的生活行為、心情的表達。（答第 20 題）

甚至於因為對教堂彌撒的選擇，也形成受訪者與當地信眾的區隔效果： 

像我那邊那個教堂很有意思，因為外國人多，有時候看到一些華裔

的，也會看到很多菲律賓、馬來西亞，各國人都有，當地人也有，

但是，還好還好。因為那邊是個國際社區，本地人應該就~，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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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匯就是一半是本地人，國際社區那個就外國人多，本地人也許

也有外國回來的吧，但是因為我那個時間是英文彌撒，也許中文時

間是本地人。 

顯然在宗教政策的限制下，針對不同對象而規劃不同的彌撒時段，將外國

信眾與當地信眾彌撒時間與活動區隔開來，也使得受訪者不易與當地信眾

在信仰上有深入的互動和影響。 

第二節 運用外部宗教資源模式 

一、定期聚會：基督教團契 

(一)滬華團契 

採取這種模式的臺商包括#03、05、06、27 四位受訪者，佔受訪全體

比例 11.8%（表 3-1，I 格）。此處所謂「滬華團契」（化名）指的是位在上

海市區的非當地人可參加的基督教團契，包括在公眾場合的大型禮拜活動

和個別信眾舉辦的私人家庭聚會。須注意的是，「滬華團契」只是本文指

涉上海地區非當地信眾參與的團契的內部總括性的籠統概稱，實際上包括

所有類似模式的團契。平常禮拜或聚會活動時，多以各行政區小組團契、

聚會形式進行，不同行政區的小組團契間會以「某區滬華團契」稱呼彼此。 

雖然大陸官方允許外國人（含臺灣人）在當地的合法宗教場所進行宗

教活動，但是受訪臺商多會因為當地宗教場所「感覺不對」(受訪者#05 答

第 15 題)，「去第一次的那種給我的感覺，不是我能夠接受的」(受訪者#03

答第 17 題)，而另外尋找能夠滿足自己需求與期待的聚會場合，因而漸漸

形成後續定期進行的私人性質的團契和聚會活動，由於這些團契和聚會的

發起、設立和支持成員等等都是非當地信仰者，由他們主動尋找場地、召

集教友、募款運作團體事務等等，與當地宗教機構毫無關涉，故而我以「運

用外部宗教資源模式」界定這一類的宗教活動型態。 

定期聚會的基督宗教團契模式，受訪者基於使命感，多具有宗教動機

而期待在移居地猶能推展其信仰的影響力，故而在大陸改革開放初期，便

已有臺商、外商在當地創立團契的基礎，例如受訪者#03 董事長是早期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三章 臺商宗教實踐的模式 67 

大陸工作的臺裔美商，1989 年在美國聖地牙哥的教會受洗為基督徒。1997

外派上海一年，2006 年再度到上海經營業務。在前往大陸工作的歷程中，

信仰的實踐與活動都是在當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小方括號[ ]為訪問

者提問或回應） 

在成為基督徒以後，很自然的有傳福音的火熱。所以當接到公司派

令要到中國來的時候，我們都認為是主藉著這個機會讓我來做宣

教，做傳教、福音的工作（答第 15 題）。……十二年前(1997)來這邊

的機遇，就是說，神都還有預備，預備我們聚會的地方，我們也是

從來不願意間斷崇拜的主日生活。周間有小組聚會，像今天下午六

點這種聚會。還有每禮拜有禱告會，有時間我在的話我都會去參加。

基本上我覺得雖然有外面的限制，但從一個基督徒他正常、必要的

這些活動來講的話，都還是能滿足。（答第 16 題） 

這個團契是改革開放之後的幾個早期的私人堂會、團契之一，發展過程

中，曾經遭受查禁，但卻因此化整為零，從原本只在浦東地區的單一聚會

點發展成為在其他行政區有需求的臺商、外商信仰者各自形成當地的分組

團契，結果反而使得原本單一團契發展成運作和影響範圍更廣泛的分組團

契模式。如#03 先生所言： 

(團契)在這裡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我九七年來就有，專為海外來的

基督徒設立的。九七年我在就已經有，兩千年左右被打散，後來化

整為零，反而以後成長更快，現在有四到五個團契後來發展出去的

小組，浦東浦西都有，重新成長，就變成幾乎跟原來一樣大小，一

百多人，明天你如果去就會看到有超過一百多人。[有主要主持的單

位嗎？] 各自獨立運作，彼此有交通、互動。（答第 20 題） 

同一個團契成員──受訪者#06 媽媽──對此狀況的說明，可以讓我

們對此團契的發展和運作細節有更清楚的了解。由於這個團契模式已經維

持一段時間，相關庶務也運作得頗為熟稔，所以受訪者在原居地獲得教會

提供的資訊後，就可以聯絡移居地的團契成員，再按照受訪者的移居地住

處安排所屬團契分區。#06 媽媽表示：（粗方括號【】為#05 太太的補充，

小方括號[ ]為訪問者提問或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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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我是因為我是在臺灣就已經先問好了啦，因為我就打聽那邊牧

師，我就問說，上海有什麼地方可以聚會嗎，那，輾轉的幾個電話

聯絡下來，我就從臺灣打到上海說，「你們那邊是怎樣怎樣，那我如

果到的時候我再打電話跟你聯絡」，就要先問好啦。那我到了時候，

我就打電話給那個姊妹，那姊妹說，「喔，那你現在住哪裡？」我說

「住這邊」，她說，「喔，好。」然後就沒多久，大概，一個小時之

內吧，就有一個姊妹來敲我們家的電鈴了、按我家電鈴了，她們就

來拜訪。那她(指通電話的姊妹)就知道，找這邊的姊妹來我家探訪

我，所以我是很順利的。[那是哪個團契或教會？] 就是我們現在的

啊，[就直接就是滬華團契的？] 對對對對對。【#05:就地緣關係】[所

以是滬華團契在這邊？] 我打的那個電話是在浦東的，她們沒辦法

(來這邊)~她就是聯絡這邊的姊妹來我家看我。【#05:不過一般我們只

要接到手的話，就是有任何需要協助的話，對，我們可能自己不是

屬於這個區的，可能會透過什麼在地的去幫忙代找，這樣。就像那

一天你要到中山公園那邊的，我就會請那邊的姊妹帶你過去，大概

就是這個樣子。】（答第 15 題） 

#06 媽媽在國、高中時期便已接觸基督教並受洗，婚後於 2001 年由先生安

排，與子女移居上海，開始接觸滬華團契，但期間曾在無錫工作、生活，

直到 2004 年之後才定居在上海市區，並固定在滬華團契進行宗教活動。（以

下引文是完整的一段話，為便於掌握內容，作者予以分段、加小標題） 

(團契起源) 團契因為在上海已經十幾年有了，一二十年有了，【#05:

十多年】然後，它多半是從國外回來的，各個地方過來。雖然他們

也是臺灣人到美國、美國再來這邊拓荒的。 

(團契目的與活動) 那早期團契成立的目的是因為這些人認識了，彼

此知道說，啊，我們在這邊沒有教會聚會，但是我們需要。所以，

啊，你家我家，我們這幾個人我們就先聚在一起，我們自己查經吧。

幾~三五個夫妻查完就變成越來越多越來越多，就是這樣慢慢形式，

所以我們不敢稱之為教會，只稱為團契。【#05:我們】所以我們裡面

是沒有牧師，沒有牧者，[沒有組織] 對對。[固定辦公的地方，專門] 

沒有，[去服務團契的教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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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人與查禁後改組) 所以完全能夠這樣，就是這十幾年走下來，

是因為我們當初有一個、有一對夫婦，是我們一個長者，他們都六

十幾歲了，他現在他們已經回臺灣了，他們草創出來的。剛開始就

是跟著他們這樣查經、查經，帶帶帶出來，到後來人多了，然後又

在那個浦東被禁止之後、不能在那邊之後，就大家各自拆散。 

(分組後的運作模式) 各自拆散之後，呃，剛~他們會有選舉，選說哪

一些人、哪一些區塊，在各方面，就把區長啦、小組長啦，就選出

來了嘛。選出來就大家有一點點規定說，每個月幾號開同工會，組

織一下。因為我們必須就是，所有東西、所有查經的資料、所有內

容都要一致，所以會有弟兄姊妹出來寫我們的那個查經的資料。寫

完之後會有另外的弟兄來過濾，因為他們可能唸過神學啦，OK，他

們這個資料就會發下去。那發下去，小組長那邊就收到了，或者是

我們會有預查，講到一個地方，由那些人來帶。那~那一天那一個禮

拜，他要去帶查經的那個人他就要先來預查。就是他先來裝備一次，

看人家怎麼帶，[備課] 對，備課，再帶回來帶。 

(小結) 我們就變成就是，呃，母雞帶著這些老大、老大之後帶老二、

老二再這樣帶帶帶下來。所以這個也沒有所謂特別什麼組織，就是

這些都是無給職的，都是一些弟兄姊妹；而且，他們有的在上海都

是十幾年了，一路就是這樣子，一直在服侍，然後沒有薪水的。然

後就把所有的每一季度、每一什麼的規劃得很好，在同工會討論完

之後，OK，就是這樣子做。甚至於要請什麼牧師來講道，早就都安

排好了【#05:義工】。（答第 15 題） 

從#06 媽媽的說明可知，團契是由非當地信仰者主動志願發起和運作，先

是在個別教友家庭查經聚會，之後發展為團體的大型團契，而根據#06 媽

媽進一步地解釋：「有一次要辦什麼退休會之類的那種整個營會，那他們

是因為電話裡面這樣子的聯絡，結果就被跟蹤了、被追蹤了，對，所以就

被限制了。……後來就變成拆開~拆了幾個組，各自~各自那個，我們本來

是拆開、分區塊，有區長各方面這樣子，自己就近自己去負責。」(答第

15 題) 從上引受訪者#03 先生和#06 媽媽的描述，可以反映出非當地信仰

者在大陸的生活環境中，對於宗教層面的需求程度仍然非常高，形成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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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群體，以致遭受監管、查禁。也因為如此，團契成員後來便非常謹慎地

控制規模，一旦超過二十人左右，便成立新的小組分組運作。 

那各自就是，只要人數多一點，我們就拆了，人數多一點就拆了。

所以現在很難算了。現在也有青少年、也有婦女、也有查經，然後

這個人開放了這個家裡十幾個人可以聚會啊，這裡也十幾個人，很

難算啦。以前剛開始是有四大區，對。[哪~怎麼分呢？] 沒有怎麼

分哪，就是按地方啊。浦東區啊、閔行啊，對啊，這樣算區~分區而

已啊，現在就不是~呃~有分區啦，只是說我們現在~像我們的區長他

現在都不是稱區長，他甚至說他已經宣佈了，沒有再~以後沒有這個

區長這個這個頭銜了，大家都是一樣的。啊所以~所以就變成是個有

好像無政府~呵呵~無組織，但是還是有秩序地來做，對。[如果請你

估算大概有多少個群體，很難有個數字？] 很難，對，很難。而且

每一個~每一個都在增長啊，不一定啊。那有來有去啊、有來有去啊，

你也很難算。有的人是他來上海，可能來一年兩年他來了，以後就

沒再來，明年他又來了，他又繼續啊；啊有人一來就是十幾年就是

繼續待著，有的人可能來了這邊三個月就走掉了，對呀。[(問受訪者

#05) 所以您在這個團契也是？]【#05: 對，差不多，都是相同的。】

[只是說地點不一樣？]【#05: 對，我們是換來換去的】[所以每個禮

拜會換地方那個就是會有小組長他們自己去處理？]【#05: 對，他們

都會發簡訊，這個禮拜大概在哪裡，對。每次換了不同的地方會通

知。】（答第 15 題） 

由此可知，查禁事件對於該團契的發展與運作有很大的影響；但也正是因

應查禁事件而改變團契運作模式之後，該團契的發展反而「因禍得福」而

呈現更為興盛的局面，在分散成小組運作後，教務反而更為深入當地各個

行政區，使得各區彼此間得以相互調度、支援可運用的人力、物資，發展

出範圍更廣、影響更深刻的小組團契運作模式。 

以下是我在訪調期間，經由受訪者#05 太太的介紹，親身參與受訪者

所屬團契在某周日上午 10:30 至 12:00 之間活動的田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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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商宗教實踐的模式 71 

地點：某公眾場所，每周更換不同地點。 

信眾身份與人數：限港、澳、臺及持外國護照人士參加（會友表示，

該團契多為臺灣人），約 80 至 100 人 

入場：由受訪者#05 太太向執事志工介紹我的身份，說明我的來意。

獲准同意後入場。 

團契程序： 

1.先由牧師（香港口音）以《詩篇》第 100 首主持開場，然後交由

二位女會友帶唱詩歌（每週輪流一組帶唱）。 

2.奉獻（捐錢） 

3.再由亞伯拉罕(代名)長老（臺灣標準國語口音）講道 

主題：信仰根基的建造 

(1)「人的起源」（從進化論闡述猿猴與人類演化關係之正確或謬

誤。引用《使徒信經》、《出埃及記》17:6、《民數記》20:8-11、《啟

示錄》20:6、《創世紀》1:21, 24, 26、《以弗所書》4:24 

(2)「論人特別之處」、「生命的目的」（引用《創世紀》2:7、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衛斯敏小要理問答》） 

4.用聖餐、聖酒（引用《羅馬書》12:1-2、《哥林多前書》11:23-29） 

5.新成員自我介紹 

6.執事志工簡要說明團契近期進行之課程與工作 

7.散會 

大致上，該團契進行的程序項目與臺灣諸多教會的禮拜內容差異不大，但

似乎較為注重讀經、講道方面。從上列程序可見，禮拜的時間主要在領受

長老的講道，且長老也相當費心「備課」。特別的是，長老該日安排的主

題「信仰根基的建造」，相當具有神學意義和寓意，尤其他引用了《衛斯

敏小要理問答》講述「生命的目的」等教義，也運用了十七世紀英國清教

徒神父 Thomas Watson (1620-1686)在《系統神學》（A Body of Divinity）中

所論信仰者應實踐「信仰紮根」（to be settled in the doctrine of faith）的概

念，藉以強化滬華團契信眾在當地的信仰信心。 

雖然前引長老講道似乎採取改革宗（Reformed church）的立場，但由

於上海市區的非當地信仰者的原居地來源和職業種類繁雜，且又難以在大

陸的宗教政策限制下設置各自原屬教派的宗教場所，故而團契的執事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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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在安排禮拜或聚會事務時，只能集中在基本的信仰活動項目，像是唱詩、

禱告、讀經、見證分享等等，以協調各教派信眾在同一個團契中順利聚會。 

來到滬華團契，因為大家來自各自不同的宗派、自不同的地方，而

且也不是再只限於臺灣人，甚至於幾乎臺灣人還不見得是多數，還

算是少數。因為我們早期來的時候，很多就是直接美國來的、香港

來的啦，而且宗派就不那麼那個。所以團契的一個特色就是，沒有

把它限定在一個模式、一個宗派裡面，說喔這是長老會、這是什麼

信義會、什麼會，沒有，那就是大家都可以融入~融入一個家庭裡面。

所以那時候團契就，呃，給我來說，就變成來到的每一個人來到這

邊，都是一個很自由的；他不會因為說，你是長老會的，你比較不

行、你怎樣怎樣，就是會有那種不舒服的感覺，好像說，都一樣，

那都一樣，變成很統一的。（受訪者#06，答第 15 題） 

可以說，滬華團契發展出各小組之間運作獨立、資源共享的模式。以團契

邀請海外牧師為例，非當地信仰者非常重視能夠在移居地親自接受「真的」

牧師牧養的經歷；故而在每次海外牧師到上海佈道時，各小組無不爭取牧

師安排時間到自己團契牧養的機會，或是多組團契一起舉辦聯合聚會。 

他們可能就是來大陸某一個地方有一些短期的宣教，或者是說他來

這邊是有服侍，他們就會來上海。那我們裡面因為姊妹已經這麼多

了，多半都會知道說，哪一些牧師他們的行程是怎麼樣，幾月份什

麼牧師會來，那他的時間排到哪一段，我們看是要給青少年用，還

是給姊妹團契用，就會趕快去抓那個時段；可以放的就放到青少年，

可以放到姊妹的就放到姊妹團契，或可以放到主日的就放到主日。

就是那個牧師的時間跟我們的時間可以。所以有些時候我們會有一

些聯合的，就像我們姊妹會，如果有一些牧師來了，我們就只好租

了一個場地，好幾個組，就去那裡聚會這樣，你資源不能只是一個

小組在用。（受訪者#06，答第 15 題） 

除了週日大型的主日禮拜之外，非當地信仰者或受訪者們也會在週四

或週六進行禱告會或小組聚會，以維持其信仰生活的習慣。以下也是我親

身參與過的週六小組聚會的田野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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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某週六下午 

地點：某資深會友自家 

信眾身份與人數：多為臺商、臺裔或持非大陸護照人士。約 15 至

20 人。 

入場：由受訪者#05 太太的朋友向主辦人介紹我的身份，說明我的

來意，獲准後全程參與。 

 

聚會程序： 

1.侍奉者先在小房間禱告 

2.侍奉者帶領會眾唱詩歌和祈禱 

3.小組奉獻 

4.新會友或朋友介紹。我向大家說明自己的身份，有會友對我來意

感到好奇，並表示可協助我後續訪談。 

5.見證分享 

6.由指定會友帶領會眾讀經： 

論八福（《馬太福音》5:1-12、〈登山寶訓〉） 

論十字架下的人（《使徒前傳》、《彼得前書》3:12, 14-15（先知與

門徒的對比）、《羅馬書》8:18） 

7.分組討論：查經、論八福（「虛心、哀慟、溫柔、飢渴慕義、憐恤

人、清心、使人和睦、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8.禱告後結束聚會 

9.會眾共進晚餐 

從人數而言，這類小組聚會的規模比週日主日禮拜來得小，屬於關係更為

親密、熟識的教友聚會的場合。教友多是居住在距離彼此不遠的範圍內，

方便聚會、聯繫，也形成自己熟悉的宗教活動範圍。相對於非封閉性的主

日禮拜聯合團契，這種小組聚會就極具私密性，聚會活動的對外關係也相

當封閉，任何不被該聚會小組成員熟識、或信任的友人、外人，便不受允

許參與活動，甚至難以探詢或尋得其確切地點。也由於小組聚會具有私密

性，故而多由資深會友帶領查經、講道，分享彼此見證的方式，取代原屬

牧師的角色與功能。一則是因為在大陸難以即時聘請或邀請海外的「真正」

牧師到各小組牧養；一則是由於海外牧師的流動性與公共性，恐有揭露小

組資訊之虞，以致影響小組之運作與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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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除了主日禮拜和小組聚會之外，受訪者在移居地可以運用的宗教資源

包括傳播媒體、DVD、CD 等影音作品，乃至書刊雜誌，在所有受訪者當

中，此模式中的受訪者運用這些輔助性資源的狀況是最為豐富的群體。例

如受訪者#06 媽媽及其友人曾在當地宗教類書坊買過《聖經》、詩集和宗教

類書籍。受訪者#03 先生則曾經在團契內購買內部人士提供的書籍：「我們

這邊一般的書在我們自己教會裡面推薦的書就會去買，在現場在賣。有一

段時間有個以色列牧者，自己是基督徒，曾來給我們上課，密集課，就留

下很多著作，就可以去買。」（答第 21 題） 

受訪者談到的大陸當地其他的輔助性宗教資源，多是以「三自教會」

系統開設的銷售單位，例如「《聖經》只能授權在他們三自的書坊裡面賣。

針對三自的教會裡面可以賣，那外面那種書坊它就沒有。」（受訪者#06，

答第 21 題），意即在當地官方系統通路裡，並不能完全地獲得各自所需的

信仰資源。因此，從原居地補充所需的宗教資源，也成為受訪者在移居地

維持宗教生活的重要根基。例如受訪者#06 媽媽便指出，「因為有些時候我

們回去，我們就開始買了一堆 CD 回來聽嘛，所以我們回去花的最多錢就

是去教會書坊買書、買 CD，我還曾經買過差不多一萬塊，帶回來。帶回

來之後，這個大概就是我準備一年要看的 CD、書啊。」（答第 15 題）#06

受訪者另外還舉出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運用這些輔助性宗教資源，對於實

踐、滿足他們在當地宗教生活的重要性： 

有些時候我們聚會是看電視，沒有牧者。我們就是因為那頻道裡面，

它在禮拜天大約也是在十點左右，它也是會有主日崇拜，它就放電

視出來嘛，那我們就是從電視裡面開始做禮拜【#05:跟著唱歌】[一

群人，你們會一起聚會看電視這樣] 對對，那我們當然就是在這前

面之前，我們就是先帶敬拜、當場有帶敬拜的人；帶完之後，我們

就打開電視、看電視，對。那會講道完之後，我們才關掉電視，我

們再分享，就用這樣的方式。要不然我們不可能每個禮拜有牧者，

有牧者也很難得，對。因為我們沒有沒有牧師的團契啊，那牧者來

都只是時間很短【#05:蜻蜓點水】蜻蜓點水，【#05:三天五天一個禮

拜這樣子，然後分，時間分割】。（受訪者#06，答第 21 題） 

顯然，傳播媒體這類輔助性資源可以彌補實質資源不足的問題。一如上

述，將媒體既有的牧師講道節目安排在小組團契進行的程序中，藉以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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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缺乏牧師定期牧養的困難，也成為信仰者在當地受限的處境中應變

的權宜之計；同時也反映出當地欠缺「真正的」宗教神職人士資源方面的

問題。 

(二)崑華團契 

與這種模式相關的受訪者包括#09、10、11、12、13、14 六位臺商，

佔受訪全體比例 17.6%（表 3-1，I 格）。此處所謂「崑華團契」（化名）指

的是位在崑山市區的非當地人可參加的基督教團契，包括在公眾場合的大

型禮拜活動和個別信眾舉辦的私人家庭聚會。與滬華團契相同的是，「崑

華團契」也是一個籠統的概稱，總括崑山當地基督教臺商各自組成的團

契，也可指稱各組聯合進行主日禮拜或聯合會活動時的大團體。但因為崑

山地區的各個團契小組在地理區域分布上不像上海地區滬華團契那麼分

散，所以就沒有如滬華團契般再細分「某區崑華團契」的結構組織。 

相對於滬華團契各受訪者在上海市區較為複雜的居住區域和職業種

類，崑華團契成員的居住區域主要在崑山市區的「新高」區塊（新建高價

社區），職業上大多從事資訊科技或文創設計等產業，年齡分布也較年輕，

約在三十歲至四十五歲之間。這幾位受訪臺商除了#09 先生為個人獨居

外，其他五位都是與配偶、子女一同居住在崑山。 

六位受訪臺商都是在臺灣就已經受洗為基督教徒，有的在求學階段接

觸社團或參加傳教活動，有的因為生命經驗而改變，有的甚至如#06 與#10

先生都是從小生長在基督教家庭，對於教會事務和信仰生活都非常熟悉，

縱使在崑山的移居環境中，也積極規劃宗教活動，與教友籌措資源，維持

彼此的信仰生活。 

主日禮拜和家庭聚會也是崑華團契主要的宗教活動，但與滬華團契稍

有差異之處則在於崑山地區的基督教受訪臺商多以小規模的家庭聚會為

主，「大陸就是像這種小家庭的小孩聚會嘛、小家聚會；如果有集中的話，

我們就去集中，剛剛講的那個六個小組一起聚會的。」（受訪者#14，答第

15 題）所謂「集中」則是指一些聯合會或大型的主日禮拜，由於這類集體

活動的人數較多，容易引起當地民眾和政府的關注，故而較少舉行，只在

節慶或海外牧師蒞臨，才特別舉辦。（受訪者#13，答第 15 題）其他像是

姊妹會、弟兄會、禱告會等則屬於軟性聚會，多是福音分享、私人聯誼（受

訪者#10，答第 2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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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與滬華團契的問題相同的是，崑華團契也缺乏專職的執事人員負擔信

眾的「福音事工」，不僅在信仰生活需求上有所欠缺，有時還可能形成團

契與當地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如受訪者#13 先生描述「在大陸的宗教生

活是否會遇到阻礙」時所言： 

曾經有，就是我們在一些俱樂部裡面大聚會的時候，人可能七八十

個人，也是在郊區，那可能是那俱樂部有人去跟公安講吧，所以就

曾經有公安去關切那個俱樂部。……[什麼樣的活動？] 就是我們禮

拜天的主日聚會而已啊。那一次應該是有牧師來，我們有禮拜六、

禮拜天，有連續幾堂的聚會，應該是~不是說很單純的主日，[所以

比較盛大] 對。」（答第 15 題） 

不同於滬華團契是由原本單一的大規模團契分衍為各區小組團契的發展

過程；崑華團契原本所指的就是既定的各小組團契，當小組聯合舉行主日

禮拜或聯合牧道活動時，也仍統稱崑華團契。正因如此，當地政府並不會

干涉小組團契活動，而是在各小組聯合聚會時，才引起地方居民和政府的

關注。 

由於各小組團契多在私家進行，教友彼此會提供自己已有的宗教資

源，像是 DVD、CD 影音作品或書刊，作為活動材料的一部分，例如受訪

者#12 太太說：「那 DVD 會什麼時候會用，我們就是在#11 先生的小家裡

頭，還有以前在#10 先生的小家裡面，就比如一些福音的 DVD 我們會看。」

（答第 23 題）受訪者#11 先生說：「就覺得在信仰上有需要更深一層地跟

上帝溝通，透過這影片想要讓自己對信仰更深入了解，或者說禮拜天沒有

去聚會，在這邊(指家裡)就看 DVD 當作敬拜。」（答第 21 題）如同滬華團

契受訪者#06 媽媽所言，在團契流程中，會以同時間牧師講道的電視節目

彌補實際缺乏牧師的窘境。顯然，在崑華團契也有類似的問題，而運用輔

助性的宗教資源，便成為解決困難的方法之一。 

大多數的臺商會設置衛星天線，或者調整網路功能連接境外網頁，藉

以收視境外節目或資訊，其中也包含宗教頻道。如受訪者#13 先生認為，

相關的宗教節目對他的信仰生活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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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就用電腦看那個臺灣的「好消息」，現在網路，現在大陸是有

封鎖，可是總是有~總是可以看。[是每週嗎，還是常常？您什麼時

候會看？] 常常。比如說，現在早上起來，就有「好消息」他們在

七點到七點半都有電視禱告會，那個節目很好，就是有詩歌、有禱

告。一天我們在吃飯的時候，我太太就會放啊，[早餐嗎] 對呀，早

餐，早上七點到七點半啊。那七點半以後到八點，也有都有一些那

個牧師他有一些專題，他們~，有時候我要出門上班之前，都捨不得

要離開這樣(笑)。然後，他們也有一些見證，叫做「真情部落格」，

那種節目都非常好。就是那個主持人在訪問一些人，他們的信仰的

過程、跟上帝怎麼給他幫助。所以，這種「好消息」在我們~我不曉

得其他家庭怎麼樣，在我們家是我們常常看的。 

突破大陸的網路封鎖，藉以獲得境外的宗教資源，不僅顯現宗教信仰在受

訪者生活之中的重要性，也反映出他們在移居地難以滿足信仰需求的窘

境。這方面可以從幾位受訪者常常提到他們的團契「沒有牧師帶領」的情

況為例，做更深入的探討。 

如同前述滬華團契一般，教友對於在大陸居住地能夠獲得「真正」牧

師牧養的經歷頗為重視，一旦有境外牧師蒞會講道，會眾參與便非常踴

躍；以致易使當地居民認為有「聚眾」之嫌而通報公安，影響團契在當地

長期活動的機會。在當地受限的環境下，團契成員只能暫時以「代執」身

份規劃教務，但對教友而言，仍然期待擁有一個具有專職宗教人士執堂而

真正符合信仰需求的宗教場所：（以下引文為作者分段、加標題） 

(臺商代執教務) 我們還是希望，在臺灣事實上每個教會它都會有負

責的牧師，那崑山這裡現在是沒有的，固定的牧師沒有。我們這邊

都是這邊的臺商，就是說代執那我們一起組成一個同工，為我們在

討論、在決定我們的一些安排這樣子。那比較心目中理想的情況是

有一個全職的負責人，可以在這邊做一些這方面的工作。 

(團契缺乏牧師之因) 那大陸事實上就是說，這樣子的人他不~這種身

分在這邊不容易取得，所以我是牧師我要來這邊要取得要來這邊牧

養一個教會是~是沒有辦法的，這種身分他是不被認可的。你如果一

個牧師要在這邊做一些宗教的活動，必須要在三自教會上面要被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8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可，叫你去註冊啊，他們認可了才可以在這邊做。這是他們，覺得~

就是說，很死的一些規定。 

(故而不能完全滿足當地宗教生活) 所以，如果~所以我說，不能完全

的意思，我心目中我還是希望能夠有全職的牧者能夠像臺灣一樣，

可以更專心地去做一些方向性的引導。然後，在崑山這裡可能會更

沒有辦法這樣子。 

(現行邀請牧師的做法) 那現在我們都基本上是有牧師到這裡就是

說，要進到大陸，有一些牧師然後我們邀請他來，並不是專程，[順

道請他過來] 對。少數也有一些有幾個是我們專程邀請的，那不過

通常他們這邊大陸的都有一些福音的工作，他們的在海外的一些教

會，他們自己的教會，都有在大陸這裡有另外做一些福音事工。（受

訪者#13，答第 16 題） 

邀請境外牧師在不定場所巡迴牧道的模式，與滬華團契的做法相同，也是

讓崑山地區的團契成員在受限的環境中，仍可獲得屬靈上的「灌溉」，甚

至還可以執行如洗禮等重要儀式（受訪者#12，答第 11 題），而感受到團契

或教會的功能，和信仰者與團契間的聯繫感。這對於臺商信仰者而言，有

著被帶領和豐富信仰生活的效果（受訪者#09，答第 16 題）。 

雖然崑山地區基督教臺商的活動仍不免受到當地政府關切，但相較於

上海地區的情況，實則較為緩和。受訪者#13 經理對此也有所解釋： 

崑山這裡我說是恩典是，崑山這個城市很特別，他對於因為這邊主

要是由臺商所撐起來的，所以他的投資很多~崑山是臺商認為是投資

環境，政府~崑山市政府在大陸所有城市裡面是服務最好的、最友善

的。所以他的治理對臺商的一些牽制啊、對臺商的一些干涉啦，相

對地比其他城市要少得多。我覺得可能有這層的原因。他也知道你

們有聚會，他也許可你們這樣的聚會，可是我們都還是謹守我們的

一些分際，就是目前為止，在公開的方面，都是還是以跟臺商之間

的宗教活動。（答第 15 題） 

整體而言，應是一方面由於當地團契進行的場所都是每週輪流在不同的臺

商家中舉行，縱使如上引#14 先生所言「集中」，也是像#13 先生所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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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私人租用的俱樂部等地方，原則上皆避免到「公共場所」（受訪者#09，

答第 16 題）。另一方面則是當地政府在經濟、產業方面與臺商的合作、互

利關係，因而降低了地方政府對臺商的疑慮和干涉。 

二、定期聚會：佛教團體 

(一)佛禪會 

在佛教受訪者中，有五位受訪者可歸類為這種模式，包括#19、#23、

#24、#31、#34 等受訪臺商，佔全體受訪者比例為 14.7%（表 3-1，J 格），

也是佛教受訪者當中，人數較多的群體。此處所謂「佛禪會」（化名）指

的是參與臺灣佛禪會（化名）的上海臺商們，固定於每個週末在固定的私

人場所共同進行禪修活動而組成的禪修團體。與前述臺商基督教團契的運

作不同的是，佛禪會固然以臺商信仰者為主要的活動成員，但也以身心靈

課程班的模式，招收當地的外國人士與當地居民為學員，藉以推廣其禪修

活動在當地的影響效果。 

這五位受訪者中，#19 董事、#31 副董和#34 經理都是在臺灣時即加入

佛禪會；#23 大姊在臺灣皈依東密，專修禪定，所以到了上海與佛禪會的

臺商朋友接觸後，便參與他們的共修聚會。#24 太太本身並無特定信仰，

但因為她在上海經營古董、藝品經銷業務，為了拓展人際關係和市場訊

息，因而加入共修活動。 

根據受訪者#34 經理表示，佛禪會在 2003 年就已經由當時在上海的同

修前輩所組成。當她到上海之前，便先從臺灣的總會得知上海的聯絡資

訊，故而可以順利地持續她的宗教活動和生活。目前上海據點的會務便由

她和受訪者#19 董事為團體的主要經營者，因為人數不算多，所以只有上

海市區一處據點（答第 15、16 題），由成員共同分擔租金和庶務費用，在

私人場所定期聚會。如#19 董事說明： 

我們現在每個禮拜天的早上，我們主要是從臺灣過來的，我們屬於

禪宗的就會一起聚會。就跟基督教一樣，我們就一起到我家，我租

的客廳比較大，就會一起共修，一起先聽、先看 DVD，師父在臺灣

所講的一些課程、開示，之後我們會打坐，坐十分鐘，然後做心得

分享。當然，有陸陸續續有因緣的人，有緣分的人，包含臺灣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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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大陸的同事，包含外國人，就會來參加。所以每個禮拜天大

概都有二十幾個人。每個禮拜都有，所以有空歡迎來參加。就在我

家啦，在我租的地方。我跟另外一位同修同租，有比較大的客廳，

佈置成一個簡單、乾淨的禪堂，有供佛像，所以大家禮拜天就一起

來。來的有香港人、臺灣人、上海人、寧波、老外，所以上課要中

文英文中文英文。（答第 14 題） 

如同前述「佛道民俗信仰」的受訪者#20 夫妻和「滬華團契」#03 董

事長所言，縱使他們在大陸移居地的受限環境中，還是希望能夠維持原居

地的宗教信仰與生活型態；#19 董事也指出這一點：「在臺灣，我們習慣，

各地都會有大的禪寺。那到上海來呢，我們也希望有一個這樣子的禪寺，

但是就是客觀與事實是不符的。所以早期來上海的同修就發起在家裡，就

我們現在這個模式，家裡來組成共修，久而久之就滾雪球越來越多。」（答

第 15 題） 

雖然對受訪者而言，禪修聚會具有宗教意義，但在當地實際運作時則

須淡化宗教層面的元素，以避免和當地宗教政策有所衝突。對於這一點，

#34 經理特別解釋：「因為我們也以打坐為主，怕會讓大陸把我們跟法輪功

混淆，這樣就不好了；因為法輪功在中國是個大忌諱，那中國是沒有人權

的嘛。目前，所以我們師父也有調整，像我們身上有……法輪，但是我們

就不講那個，……我們就不講『輪』了，……把那個『輪』去掉。」（答

第 16 題）而改以身心靈課程的名義作為課程宣傳的重點，除了要避免官

方的困擾外，同時也為了讓有興趣加入課程的成員──尤其是當地民眾─

─降低疑慮，樂於持續參與，也藉此得以擴展禪會的規模，加深其教派對

成員信仰的影響效果。如#19 董事所言：「我們就稱為臺灣的上海結緣班，

從性質上來講，它不是個有進階的，它是一個結緣的，但是形式上我們就

英文我們寫 meditation class，接引老外，就是 meditation class。從它的性質

來講，它是屬於一個跟大家結善緣，但是你要系統學的話，最好還是回臺

灣去學。在這邊就引起一個興趣，就像外面的課程來講，有的課程是一種

讓你體驗式的，體驗完了之後你要上全套，那就回到臺灣去上。」（答第

32 題） 

為了籌措課程資源，#34 經理必須蒐尋適當的教材，除了自己看書、

節錄文章，自己設計課程表之外（答第 16 題），主要的共修資源或書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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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從臺灣帶過來的，而極少使用大陸當地的材料，#19 董事表示，這

是因為大陸當地「能夠有正量直指人心的比較少」，（答第 21 題）同時，

像是佛事、佛具用品等等，他也認為精細的宗教類作品不多，製作和使用

過程也缺乏宗教精神，因此多從臺灣奉請已完成宗教儀式後的神像和法器

到上海安座（答第 21 題）。所以，從宗教活動或宗教生活上的需求而言，

佛禪會成員認為在當地適合運用的宗教資源仍然是以臺灣方面為主要來

源。這反映出該團體雖然以世俗化的方式經營禪修課程，但對於和宗教本

質層面有關的部分仍然有其堅持的立場。 

(二)佛如社 

屬於這種模式的臺商包括#07、29、32 三位女性受訪者，佔受訪全體

比例 8.8%（表 3-1，I 格）。此處所謂「佛如社」（化名）是指加入臺灣佛

如社（化名）團體的上海臺商信仰者，定期參與團體規劃的課程、庶務和

社會活動，藉以拓展佛如社在當地的運作成效。和佛禪會相同的是，佛如

社並不排斥當地民眾的參與，希望藉此影響其家人、朋友，而可發揮佛教

和佛如社團體對當地家庭和社會風氣的轉變。 

較為特別的是，這三位受訪者都是到了上海工作、生活之後才參與佛

如社團體或相關的活動。原先在臺灣時，除了#29 太太已皈依為佛教徒外，

#07 經理以佛、道教和民間信仰為主，隨母親、家人一同敬拜如觀音、恩

主公、土地公等神明信仰；#32 女士也是隨父母參拜臺北行天宮、龍山寺

等廟宇，而自認屬「佛道合一」的信仰內容。#29 太太隨先生於 1994 年到

大陸工作時，仍維持其佛教信仰，因而接觸佛如社成員而參與部份的活

動，或提供聚會場所，或捐獻善款。#07 經理則是在 1995 年受公司派遣到

上海駐點，因為離鄉經驗，所以在友人聚會時得到佛如社的資訊而開始參

與課程、訓練和活動，乃至皈依佛教，進而成為正式的成員。#32 女士在

先生到大陸發展事業穩定之後，自己也在 2001 年到上海創業，經由球友

團體介紹而參與佛如社。甚至因為受佛如社影響太大，而結束自己的公

司，全心全力專職從事佛如社的事務。 

佛如社雖然是個佛教團體，但基於不違反大陸宗教政策的原則，所以

在當地的運作方式完全以社會機構的角色進行，以避免傳教的嫌疑。因

此，如#07 經理的說明，為了讓成員日後能夠協助機構在大陸當地順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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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發展，機構會先安排課程、教育訓練等項目，讓成員們了解機構發展

的起源、過程、理念，學習言行禮儀和相關的宗教知識與儀軌，乃至於參

與資深成員帶領的社會服務行程與讀書暨心得分享聚會；藉以維持密切的

互動和聯繫，以使機構功能在當地能夠有效而充分地發揮出來。 

由於佛如社在當地日常行程中不會舉辦如法會等宗教性活動，所以受

訪者等成員大多在自宅設置宗教空間、自行進行誦經、禮拜等儀軌。在媒

體資源運用方面，也都會透過衛星天線或網路收看宗教節目、訂閱電子期

刊；成員之間也會製作 DVD 或 CD 等類影音作品自行流通，甚至於機構

本身也會製作、提供這些資源。如#29 太太所言：「這些的話，流通都是免

費的，臺灣的師父會帶過來，或者這邊的朋友也會都有，有了以後他們就

會流通」（答第 21 題），反映出這一佛教群體在當地獲得和運用相關的輔

助性宗教資源方面較無阻礙；相對也顯示該團體由於對當地民眾、社會接

觸較為密切，彼此的熟悉程度較高，而使得該機構在推動事務上較為順利。 

(三)佛慧團 

「佛慧團」（化名）是指該臺灣佛教團體在上海地區以讀書會的方式

聚會，受訪者主要的活動便是定期的讀書會，當然，他們同時也會協助或

支持該團體在當地舉辦的計畫和活動。參與佛慧團的受訪者有#08 和#23

二位女性臺商，佔受訪全體比例 5.9%（表 3-1，J 格）。該團體同樣也接受

當地民眾加入他們的課程和活動，藉由課程型態，鼓勵民眾研修經典，接

觸、學習佛教，進至成為團體在當地的發展基礎。 

#08 經理原先在臺灣就已經皈依、加入佛慧團；2006 年受公司派駐上

海，仍維持其宗教團體的活動： 

我調到上海來之後呢，事實上，在上海他們自己本身也有一個這樣

子的，就是我們有很多的師兄師姐事實上我們有一群人在這邊，然

後就延續我們臺北的課程，然後繼續就是說我們每個禮拜也是一天

的時間，大概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那同樣我們就是會研讀一下

那個佛經的內容這樣。（答第 13 題） 

可知佛慧團此前也已在大陸經營一段時間而略具規模，因為所謂的「課程」

並不是隨機地由當地該團成員臨時或隨意組成，而是在前往上海之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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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由臺北本部評量受訪者研讀佛經的程度，再聯絡上海方面的資深成員安

排適當程度的讀書會： 

因為看你每個班級不同嘛，因為每個人研討的進度不同，所以呢譬

如說像我們到大陸來這邊工作的時候呢，那我們臺北本部那邊就會

幫忙安排說，哦~嗯~以你的進度可能你可以上週六的班哪或是禮拜

一~的班，或哪一天的班這樣子，然後班長就主動打電話給你；然後，

呃~給你~說，喔，你什麼時候來上課這樣子。那通常我們大概就是

大家差不多相同的進度的，我們就會是自己一個班級，然後有班長。

班長可能就是唸佛經已經非常多年的~的那一種，可是都是義工啦，

他們都幾乎都是全職義工。然後他就是帶著我們一起做這樣子的研

討。（答第 13 題） 

佛慧團的運作模式已趨成熟，不僅可規劃成員在移居地延續課程，也

開辦適合的主題專班讓當地居民參與、學習。#08 經理表示：「事實上我們

有做過培訓的工作，就是做所謂的小孩子的那一種讀經班的，[是] 的工作

這樣子。所以目前現在我們有~呃像小朋友讀經班，還有像青少年的班級，

那平常他們還有開什麼烹飪班哪、開什麼親子教育的課程哪，都有。」（答

第 13 題）也由於團務略具規模，影響所及，亦吸引如#23 大姊之佛教徒臺

商加入共修。 

#23 大姊雖然在臺灣也已經皈依佛教，但宗派不同；到了上海之後才

發現該團體的課程資訊而參與讀書會：「我每週都去那邊聽他們，跟他們

共修經典。因為在這邊其實講經說法的很少。[所以您去那邊有師父講經

嗎？] 對，其實都是師姊啦，大家互相~就是，有點像讀書會，然後就一個

經律，那我想說在這邊比較沒有那種機會，那我就會去上~跟他們上課這

樣。」（答第 13 題） 

除了佛學、讀經課程外，佛慧團在當地也以貿易名義經營素食、健康

飲食的主題商店，和少部分的宗教類商品，可以滿足團體成員或當地有興

趣的民眾在這方面的需求。例如#08 經理就說： 

通常我們下課之後呢就會去這店買東西這樣子，就把你自己噢平常

比如我們要用的米啦、什麼東西把它~買好這樣子，對呀。所以通常

我們~我大概放假天，禮拜六的生活是這樣子啦。早上上課，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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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課之後然後下午可能就是呃去買東西啊，然後就~就回家這樣

子，嗯。（答第 13 題） 

顯然如受訪者等成員可以在他們所屬的宗教團體提供的環境和資源中滿

足日常生活與精神層面的需求。包括輔助性的宗教資源如影音媒體或書刊

雜誌等。 

我們平常就是會聽錄音帶，就會聽師父的錄音帶這樣子，對，……

網路上都可以 download 啊，他有 mp3，這樣子（笑），……他們都

是會有一整套存在那個 ipod 裡面，有那個~呃~師父的錄音帶，還有

就是一些那種我們自己本身的讚誦，就是唱歌的那個東西，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平常就聽聽錄音帶吧。[有期刊、雜誌那些嗎？書面的

紙本的？] 有，但是不是在這，就我們都從臺灣帶這樣子。（答第 21

題） 

所以與佛如社相較起來，佛慧團與當地民眾和社會生活雖然也有互動往

來，但主要是以其自身為重心，比較偏重在成員或參與者在宗教上的研修

和相關資源的自給自足。 

三、定期自修 

前述基督教團契和佛教團體都是集體進行宗教活動模式，在此同時，

也有少數臺商因為信仰種類的差異，在移居地難以接觸同信仰者，故而採

取個人自修的模式，維持其信仰生活。此模式包括#16 媽媽和#17 經理二

位臺商，佔受訪全體比例 5.9%（表 3-1，M、P 格）。 

(一)佛道民俗信仰 

#16 媽媽主要是在家中安置祖先牌位和觀世音菩薩，亦即拜祖先和拜

菩薩。雖然這個信仰在臺灣很容易見到，但在我訪談的臺商中，這是唯一

的一個在移居地家中奉祀祖先牌位的案例。據受訪者表示： 

觀世音菩薩是隨著公公牌位一起請過來的。……因為這個觀音跟我

們算蠻久的，有十年以上，我公公往生有十年以上，剛好家裡也有

要設佛堂。[一開始沒有想說要選佛祖還是觀音，要選哪尊神明？] 沒

有，沒有特別，就是很機緣啦，因為我覺得精神重於實質啦。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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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也是一樣，也是一個心意比較重要。……（我先生）他比較重

視的就是祖先要跟著我（指先生自己）一起這樣。……我是覺得說，

你只要是定下來，就說祖先定，我們才會定；一般也講，子女好，

祖先才會有一個安定的地方。（答第 13 題） 

受訪者表示，早年由於公公是孤兒，受姑丈撫養，但因戰亂分離後再返福

州老家也已失聯。亦即先生的家系只能溯至公公，公公身後便由身為長子

的先生承祀牌位，日常供香或節慶祭祖，便在受訪者的大陸家中進行。 

我記得我剛嫁過去的時候，他們就是用一個那個紙牌寫的，就是寫

上歷代祖先這樣子，然後用紅紙嘛，過年的時候就是把那個拿出來

放著拜，啊那個地基主也是這樣子擺。啊是後來我公公~我公公走了

大概十年，我先生是老大，那我們就接過來。我公公（塔位）是放

在臺北廟裡面，那廟裡面師父就比較慎重，做了一個神主牌，我們

現在就請到大陸來了。所以就是我公公走了以後就是我們在拜了，

我婆婆就不拜了。[所以現在是臺灣那邊家裡沒有祖先牌位？] 沒有

沒有，在我們（大陸）家，我們家歷代祖先是跟我先生走，對，就

我先生到哪裡，我們（祖先）就跟到哪裡就對了。（答第 7 題） 

奉祀祖先牌位對於受訪者而言，除了有家族角色的意義外，也讓她對

於在移居地工作、生活的狀態，有穩定感。例如受訪者也認為，臺商因為

會受工作變動的影響，來來去去，所以很少會在大陸住處供奉祖先；相對

而言，因為她和先生在大陸家中奉祀祖先，所以降低了變動工作和遷徙的

變動性。她說：「因為台商未確定性很大，變動性很大，所以大部分，你

說，你說（我們）會這樣，因為你祖先牌位，那個就是已經很確定了嘛，

大部分的生活都在這。啊不過我聽過的（臺商）都沒有。」（答第 13 題）

甚至於臺商的變動性也影響了#16 媽媽在移居地的宗教生活。例如我詢問

她關於觀音信仰方面的活動： 

[平常會唸觀世音相關的經典嗎] 以前有唸啦，現在比較少。早些年

我 2003 年來的時候，我比較有跟這些佛教的朋友在一起，就比較會

有。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會固定，也是類似他們這種聚會一樣。就是

每個~好像是初一、十五吧，還是固定一段時間，就是會有誦經。[在

哪邊誦？] 就不一定啊，就這樣輪流啊，在有的人的家裡。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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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佛堂啊，如果沒有佛堂就是找一個譬如說比較安靜的地方，像

類似那種起居室什麼的。然後就是每個人帶這種墊子，還有經書，

沒有經書，他們每個人家裡都有經書，對，啊我們在那邊就是自己

誦經。誦完經一樣，他們就會每個人帶一道菜去，不然就是他們會

請阿姨煮一煮，煮一煮就大家聚一聚，就大概類似這樣的一個活動。

[現在沒有？] 因為那一群朋友大部分都回去了啊。（答第 23 題） 

也因此，使得受訪者漸漸轉為個人在家拜祖先、拜觀音，個人在居家中佈

置環境，依照年節習俗時間定期進行相關的儀式。 

一般這種，像我公公做忌日他（指先生）就沒空啊。[在上海做？] 

對。[怎麼做呢？在家裡嗎？] 就煮個便菜飯給祂吃這樣啊。就跟祂

生日一樣，祂生日也是有個生日宴哪。[自己做？] 對，像這種我都

我自己做。[沒有在當地請師父來？] 沒有沒有沒有。誦經有時候我

會放佛經。以往比較慎重，剛開始來，那時候儀式還記得的話就會

有時候會誦早晚課啦。可是後來是，慢慢那個禮俗就會比較淡啦。

就是初一、十五可以的話，就買個鮮花水果，基本上我就是供素果，

家裡有些餅乾什麼就供，啊早晚上香。[所以您是因為房子不是自己

的，所以沒有安神桌？] 這個我就當神桌啊，沒有特別去訂那種。

因為像這個我就變成說是特定供佛的桌子。（答第 13 題） 

由於#16 媽媽主要是個人的宗教活動，日常使用的宗教資源與臺灣的

佛道民俗信仰相同，包括供香、金紙、唸佛機等，都可在當地寺廟週邊商

家購得，或是網購品質較好的產品，以免影響自家居住環境（答第 13 題）。

除了個人居家奉祀祭拜的模式之外，#16 媽媽偶爾也會和朋友一同參與當

地宗教場所或相關活動，如寺廟舉辦的誦經活動或法會，乃至於捐獻長生

牌位等等。顯示受訪者並不至於排斥當地宗教環境和資源，或因疑慮其宗

教性而不願接觸當地宗教相關事務。 

(二)念修會 

#17 經理是念修會（化名）成員，在 1994 年讀研究所時就已經加入這

個教派，2002 年到上海工作之後仍然延續自己的信仰。由於受訪者在大陸

沒有遇過與自己相同教派的成員，所以都是自己進行信仰修練的活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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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打坐、誦經、和教內儀式等，每週至少會做一到兩次（答第 12、14、16

題）。以下是#17 經理描述他在上海住家個人進行其信仰修練活動的過程： 

[在這邊，您是在什麼地方進行您的信仰活動？] 當然在自己住的地

方嘍。[自己家裡。] 嗯。[所以有一個空間擺設跟教派裡一樣嗎？] 

不用一樣啊，就一個小香爐就行了。[小香爐的角色是什麼？有什麼

意義嗎？] 也不是必須的，它只是一個憑藉而已。[所以在修練時會

點柱香？] 沒有，盤香。[修練的時間要多久？] 一次大概半個鐘頭

左右吧。[可以說一下整個過程嗎？] 一般跟你在大的集會場所差不

多啦，你會先默禱，有點像是請神、默禱，就我現在要打坐了，就

請神明、護法神來護持你啊，透過基本的導引就開始做。祂有一些

口訣之類的，當初靜坐的時候教了一些口訣，之後就開始了。祂有

一些護身咒啊，就防止你被一些干擾啊，接下來就是一個靜坐的過

程。[怎麼知道自己該結束呢？] 如果你覺得坐得下去，還不錯，就

可以繼續啊；如果你想起來了，或是你可能你就不想繼續坐下去，

你就可以停下來啦。基本上你久而久之你養成了一個時間段嘛，就

很自然地，沒有特別的。[結束時有特別的儀式嗎？]有基本的動作，

你有一些導引，身體的導引，一些暖身動作之後，再唸一個類似送

神的像默禱一樣送神的口訣，就結束了（答第 16 題）。 

從受訪者的描述可知，雖然在臺灣的教派場所有集體修練的時段，但其修

練過程相當個人化，故而在移居地雖無集體修練的場所，但仍可依照自己

的時間、狀態等規劃個人修練的活動（答第 16 題）。 

與前述佛禪會相較，二者在修練形式與過程上頗為類似，但為何佛禪

會可形成集體共修的模式進行宗教活動，而念修會卻難以形成集體模式？

#17 經理表示，除了在大陸地區未曾遇過教友之外，在其個人主觀意識上，

也並無尋求集體共修的需要，因而也不會考慮運用當地宗教資源以滿足宗

教活動需求的問題。例如我詢問該教派在大陸是否有專屬的宗教空間可供

教友活動： 

[所以在大陸就~] 沒有活動的地方。[這樣在大陸你會常去尋找其他

寺廟或適合的宗教場所來替代原來信仰活動的場所嗎？] 應該是不

會。[就只能在私人空間裡，還是你會找同修一起找一個空間來進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8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行？] 嗯，不知道，目前沒有。其實也不一定需要，如果說，看情

況，有需要的話可以找，但如果環境不允許的話也沒關係啊。[您在

大陸這邊有遇過教友嗎？] 沒有，[完全沒有？] 嗯。或許曾經遇到

也不一定知道（笑）。（答第 24 題）。 

也因此，在移居地的環境中，受訪者雖然也可在家中收視臺灣的宗教頻道

或遊覽當地寺廟、道觀等，但與個人信仰相關的書刊、經籍等資源，則都

從臺灣的道場或書店準備後帶到上海。另外，也因為受訪者在移居地宗教

活動的個人化，故而對他的日常生活並不會造成困擾。 

第三節 個人隨機運用外部宗教資源模式 

前述第一節和第二節所說明的幾個臺商在大陸進行宗教活動的模

式，其共同點都是定期進行，所以形成時間規律、規模具體和可被觀察的

活動內容。然而，在定期進行宗教活動模式之外，也有其他有宗教信仰的

臺商並未採取定期活動的模式；而是依照自身工作與生活的實際變化和需

求，臨時性地、非規律性地進行宗教活動。 

這類臺商進行宗教活動的模式，雖然難以如定期模式群體般地掌握和

觀察，但並非不存在而可忽略。如果不按照表 3-1 所做的變項分類，則不

定期進行宗教活動的受訪臺商的總數為九個案例，佔總受訪者比例

26.4%，顯示隨機性宗教活動模式的存在事實，也值得我們探討此模式所

反映的意義。 

由於隨機活動模式的受訪臺商在基於宗教性質需求的活動上，都是運

用外部宗教資源、個人自行籌措所需環境的模式，所以在表 3-1 中，此模

式的受訪者都被歸類在「個人運用外部宗教資源」的模式中（O、P 格）。

其中如果依照宗教信仰種類可區分出以佛道民俗信仰為主的#02、18、25、

28、33 等五個受訪案例，基督教信仰者有#04 受訪者，佛教信仰者則有#01、

26、30 等三位受訪臺商。如果依照居家狀態來看，三位佛教信仰者剛好都

是個人居住在移居地，而基督教和佛道信仰者則都與家人一同居住。 

以下也依照信仰種類分作三部分，討論受訪者在隨機模式中進行宗教

活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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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道民俗信仰 

五位受訪者在臺灣時都有接觸佛、道教和節令習俗與民間信仰的經

驗。例如#02 副總的臺灣家裡供奉有祖先牌位和觀音菩薩，#18 老闆從小

陪母親參與佛教儀式和祭拜母系祖先（因為父親沒設置，也不在意），但

也長期到教會做禮拜，所以並不排斥任何宗教信仰（答第 12、13 題）。#25

顧問自認是「佛道教混合」的信仰狀態，在臺灣時也常主持鄉里親友或寺

廟的宗教儀式和事務（答第 12 題）。#28 經理除了祖先外，一般的拜拜、

土地公、媽祖、關公，甚至神農大帝等，都是長期敬拜的信仰對象（答第

13 題）。至於#33 廠長更直接以閩南語表示：「拿香啊，我們就是拿香啊，……

非常傳統的臺灣家庭，就這樣子，該拜什麼都不會馬虎、都不會少。」（答

第 12 題）顯示原先在臺灣一般的佛道民俗信仰對受訪臺商而言，已是相

當熟悉而自然的生活內容，因此在移居地的環境中，仍然期待能夠維持原

居地的信仰生活。如同#25 顧問在剛到上海時，就希望能朝拜普陀山，他

說：「當我跨進到上海虹橋機場下來的時候，我曾經有個願望，想要到普

陀山。因為媽祖的故鄉在湄洲我去過，觀音的發源地在普陀山，真的很想

要去普陀山上去走一走。」（答第 15 題）甚至難以割捨宗教信仰在移居地

和原居地之間的連結角色，他說：「在大陸我也喜歡有時候到我會到~那個

什麼江寧路的玉佛寺啊，去那邊拜拜坐一坐，去城隍廟那邊拜一下、坐一

下，聞聞香味。我還是很懷念那種東西。」（受訪者#25，答第 13 題） 

然而，從受訪者的回應中卻反映出，他們在移居地的宗教活動多半是

基於旅遊、觀光的因素，而非宗教意義上的需求心理。例如#02 副總便說：

「（寺廟）它是一個觀光景點，有歷史價值才會去。不是收費不收費，因

為我不是去拜拜」（答第 25 題），#33 廠長夫妻在回憶遊覽當地宗教景點時

也說：「（妻：廈門南普陀寺）喔對，南普陀寺，還有這邊的什麼~靈隱寺。

這些都是人家說要去我們去，啊事實上，真的去拜神明喔不是，去看遺跡，

（妻：觀光（笑））。」（答第 12 題）亦即受訪者通常都將當地的宗教場所

視為觀光景點，而不會在此進行實質的宗教活動；也因為體認到這一點，

受訪臺商多會只在個人環境像是辦公室或家裡才會進行宗教意義上的活

動，或是只偏重在民俗信仰、不需要使用到寺廟、教堂等宗教場所方面的

事務。像#18 老闆便著意在辦公室方位上：「我這個位置來講的話就是，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0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們跟我講啦，你最好是坐這裡，這兩年的運道是在這裡，就整個辦公室位

置裡面，這樣子。所以這種東西倒是會看一下，包括我們超市開店哪，都

會請人看一下，臺灣的風水師來這樣子，對。」（答第 29 題）而#33 廠長

則在家中安置關公像，以維持個人與信仰力量之間的連結： 

對宗教的堅持是這樣子喔，就是說，我不會去特別信神。可是，我

在無助的時候我會去想到我~就像那個關公神像擺在那裡，我會想

說，有沒有這股力量可以來支持你，就這樣子。因為祂的忠義的一

些故事或祂的一些事蹟，會想到欸，你會跟這個神明，所謂的這個

idol 去聯想起來。我依舊想去用~我有沒有祂的力量可以來幫我解決

目前的一些問題。其他都沒有，就這樣子。（答第 13 題） 

顯示縱使處於受限制的宗教環境中，臺商並不會放棄個人信仰層面的需

求，反而更加尋求信仰上的力量協助自己在艱困的處境中解決問題。 

既然受訪者在移居地仍有信仰需求，卻何以對當地宗教場所或相關資

源抱持消極態度？除了像是受訪者#28 經理憚於當地的宗教政策，以免影

響產業發展外（答第 14 題），幾乎所有受訪臺商都是因為「宗教商業化」

的原因而減低了對當地宗教場所和相關活動的認可度和信任感。譬如#02

副總認為： 

整體因為他們更多的好像就感覺他們受了文革之後，很多寺廟都是

重新再修的，所以也沒有以前那種風格。然後感覺裡面的人，呃～

這些和尚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為了修練，有時候也感覺不知道，有有

就~有些地方啦。……尤其是你去那些~什麼……在山西的那個叫什

麼山？[五臺山] 五臺山？啊對，類似那種地方啊，或者什麼九華山

這種觀光景點很多的，那些寺廟反而讓人家感覺反感，因為裡面很

多東西都是斂財的，而且有些一塊什麼弄一次就要一百塊、幾千塊

的。（答第 25 題） 

同樣的看法還包括#18 老闆說：「這邊即使是知名的景點，上次我們到紹

興，有個地方有個廟，有個和尚看相，說你要求一個什麼東西，那你要六

百塊最好，最好是六六三十六什麼的，這個我覺得很不好。」（答第 22 題）

#25 顧問更以宗教教義和戒律批判當地教務和僧侶不如法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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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玉佛寺也是一樣要給錢的，吃個齋點也要給錢。所以說，在這裡

已經變了質的宗教。比方我講揚州，既然當了住持了，為什麼是~，

在廟裡面不吃肉，出來外面就可以？那你就嘴裡還在吃狗肉，好像

就沒有達到當年佛祖創教的時候的六戒；你都沒有做到，又何必去

理個光頭囁，是多難看的事情。甚至於在大陸很多和尚也可以結婚

哪，他也沒禁忌；在臺灣是不可能的，你會被人家詛咒祖宗十八代

都把你罵死的。（答第 25 題） 

「變了質的宗教」或許可以作為受訪臺商難以接受當地宗教場所和事務的

親身體會的解釋，其內涵包括了宗教場所在文革後重修新建，喪失了歷史

與精神的連結；教務人士不如法、甚至違反戒律的行為；以及普遍性地將

宗教作為營私牟利的媒介。這些情況顯然都引發受訪臺商的疑慮，而降低

了他們在當地宗教場所或資源中從事精神本質層面的宗教信仰活動的意

願。 

二、基督教 

雖然#04 董事很明確地宣稱：「我是基督徒。……我自己還是認為是基

督徒。……我主觀認定的話，我想我還有基督徒的基因在裡面。」（答第

12 題）但由於受到宗教政策的限制和他的個人意願影響，#04 董事在移居

地並未如前述團契成員般地，在當地參與教會團契或教堂禮拜等宗教活

動，如他所言：「雖然意念上會閃過有想去找看看，但沒有具體行動。」（答

第 14 題） 

因此，在信仰生活上，便基於原有信仰對自己思維上的影響，而認為

在移居地的工作和生活，是在宗教力量安排下而實踐的結果。至於具體的

團契或教會禮拜活動，則要在返臺後和親友聚會時，才一同進行：「回臺

灣會參加聚會活動。多是家人或朋友帶。自己不會主動想要去教會教堂。

有家人、朋友就會。」（答第 25 題）「回臺灣才會參加。臺灣宗教組織發

展得比較豐富、多元。」（答第 31 題） 

如同受訪者自己所形容：「不是積極的信仰者」（答第 31 題），但基於

以往既有的信仰基礎，仍不免在移居地受其影響，而採取最低限度的信仰

生活；因此也不太在意移居地的宗教資源狀況，而在回到原居地時直接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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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先的宗教團體與活動。這種模式也出現在佛教受訪臺商中，形成「跨

境」的宗教活動模式。 

三、佛教 

三位受訪者中，#01 執行長和#26 醫師都表示自己是受過皈依儀式的

佛教徒，但日常或在移居地時，並不會特別遵照佛教儀軌進行宗教活動，

也不會排斥其他宗教或民間信仰。#30 董事長雖然沒有皈依，但自認為是

佛教徒，而且在當地從事佛教文化園區類型的地產開發工作。 

與佛道民俗信仰者相近，個人隨機模式的佛教受訪臺商的宗教活動大

多在個人家中或私人場合進行；甚至基於跨境能力，而維持在原居地方進

行實質的宗教活動，只在移居地維持個人精神上的宗教性。例如#26 醫師

因為覺得在移居地宗教場所進行宗教活動時，「可能有點格格不入的感

覺」，因而在家中設置佛像、佛經，自行禮拜（答第 16 題）。#01 執行長和

#30 董事長則都表示，大多都是在回到臺灣時，才會參與具有宗教性質的

活動。究其原因可歸納如下二方面說明：(1)如同前述「宗教商業化」所衍

生的負面影響。#01 執行長覺得當地佛寺的儀軌，「對佛教來講，都不覺得

他是行佛教的禮儀」（答第 17 題）。#30 董事長也提到教務人士的缺失：「我

自己的標準則認為，國內的僧人的標準不符合我認為優雅的標準啦，我覺

得不夠優雅。」（受訪者#30 訪談記錄 13 頁）從該受訪者的闡述脈絡，他

所謂「優雅」，便是指佛教文化、禮儀和藝術的涵養與素質，但這些層面

都難以在短期內訓練或教育而成。(2)受訪者的跨境能力較強，得以在短期

內往來兩岸，以致降低受訪者在移居地尋求宗教資源的動機。由於#01 和

#30 兩位受訪者都是企業高層主管，收入高且決定移動的自主性強，如#30

董事長便說：「我自己的行程大概都是兩個月一次啦，除非偶爾有事情就

順便回去，否則都兩個月一次。」（受訪者#30 訪談記錄 13 頁）而#01 執

行長也表示：「最多不會超過兩個月我就會回去一趟，所以跟臺灣的生活

不太容易脫節。」（答第 37 題） 

雖然#01 和#30 二位佛教受訪臺商藉由跨境能力而維持原居地的宗教

生活；但從訪談中得知，受訪者在移居地並非全然未曾進行宗教活動，只

是次數較少。如#01 執行長除了辦公室風水外，也曾因運勢不佳而到玉佛

寺拜拜（答第 17 題）；#30 董事長除了企業所經營的內容即與佛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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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和臺灣習俗相關之外，他也闡明之所以如此運用，即在於使其經營項

目具有生命力；不僅實踐其身為佛教徒的思維與心願，也希望藉此讓當地

民眾更容易參與宗教活動，了解臺灣習俗。一如受訪者所言：「文化和藝

術，佛教裡面也是中國的一塊嘛，你只要能夠認知地告訴他說，祂其實也

是中國的文化、藝術的一環裡面；那麼，我們在推廣這一環，那我覺得囁，

從這一塊去讓百姓先了解佛教的文化和藝術，其實我想最後他也能夠理解

佛教是怎麼樣的一個內涵。」（受訪者#30 訪談記錄）在企業營運的需求下，

受訪者仍須運用宗教資源在移居地推動諸多相關業務，而難以排除宗教信

仰層面的重要角色與功能。 

第四節 小 結 

本章根據受訪臺商的宗教信仰背景，依照各自在大陸移居地進行宗教

活動的實際情形，嘗試歸納出如表 3-1 所呈現的臺商宗教活動模式，並詳

細論述各個模式運作的主要內容。從臺商實際運作的各個宗教活動模式觀

察可知，縱使在限制性的宗教政策管制下，具有宗教信仰背景的受訪臺

商，多數仍會基於宗教信仰的需求而在大陸移居地運用相關資源、進行宗

教活動，以滿足原有的宗教生活與需求。 

為能對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模式有一整體掌握，此處僅就我的受訪案

例範圍內，對各模式的特點、處境和相關問題，再略作評述如下： 

(1)滬華團契：就人數而言，上海市區的臺商較崑山市區多，但工作和

居住地點分散，除了基本的浦東、浦西之分外，尚有各行政區的差別，如

古北、閔行、虹橋、張江等差異，幅員並不小，在交通、接觸互動上並非

想像一般地容易。也因此，在尋找適合的受訪者時，會呈現分散的落點情

形，容易延宕訪談時程，以致在一定期間內，呈現出受訪者較少的現象；

亦即若要獲得充分的訪談資料，需要進行更長期間的訪談工作，才應可達

到較為接近實際情況的訪調結果。 

(2)崑華團契：相對於滬華團契，受到崑山市政府經濟政策的影響，臺

商在該地的工作處於產業聚集的環境，因而在居住、生活層面也與其他臺

商彼此互動密切，進而在宗教信仰活動上，也較易形成集中的趨勢。這一

點，從訪談結果也可證明，崑山市區幅員較小，但卻可以在相同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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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到比在上海市區較多的受訪者。另外，崑山市區的臺商多從事高科技

產業和創意產業，但並未減少他們的宗教活動需求；相對地，反而因為他

們創造出高經濟產值，使得當地政府對於他們的宗教活動也較為包容，形

成互利共生的局面。 

(3)佛禪會、佛如社、佛慧團：相關受訪者由於有自己歸屬的宗教團體，

故而可在移居地維持固定的宗教活動與生活，不致因當地政策限制而停

頓；同時，也因團體本身的宗教性，使得受訪者不必煩惱宗教本質層面的

疑慮，而可在移居地維持符合其信仰本真的宗教活動。該類模式受訪者會

因為各自參與的團體屬性差異而設定自己在移居地「可」進行的宗教活動

內容。例如佛禪會的受訪者主要即在私人場所進行靈修活動，佛慧團受訪

者則以讀書會和會內佛事為主，佛如社受訪者則將移居地也視為實踐其宗

教精神、從事諸多世俗性事務的修練場所。對屬於宗教性質的活動，多表

示會在返臺時才進行，以獲得真正的靈性上的能量。 

(4)天主教：受訪臺商直接參與當地教堂的宗教活動，但完全處於個人

情境之中。和基督教團契的臺商信仰者一樣，他們都認為上帝不會因為大

陸移居地無神論的意識形態而受到挑戰或消失，反而會更顯其大能、大

功，而終將改變當地的宗教環境。由於該位受訪者在移居地幾乎未曾接觸

過同信仰的臺商，因而難以形成團體模式；進而使她以天主教信仰作為自

身與臺商群體、當地陸商與居民群體劃分的依據。 

(5)念修會：和天主教的受訪者相同，該模式受訪者也難以在移居地接

觸到同信仰臺商，因而採取個人修練的模式。由於已屬長期信仰者，因此

相關的宗教信仰活動對受訪者而言，已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無須特

別規劃、安排，而例行地運作於他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受訪者對於當地處

境採取自然與人為有別的態度，也就是將大陸的自然環境所具有的靈性、

磁場等原生具有的資源，與當局政府人為造作的政策或限制區別開來；故

而不會以後者限制前者的邏輯影響自己在大陸的宗教信仰和修練活動。因

此，該模式受訪者認為，像是觀音菩薩道場普陀山、地藏菩薩道場九華山、

普賢菩薩道場峨嵋山和文殊菩薩道場五臺山等靈山福地，其宗教、靈性方

面的磁場力量永遠存在，不會因人為而有差異；因此，在大陸仍可進行具

有宗教本質性的修練活動和宗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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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商宗教實踐的模式 95 

(6)佛道民俗信仰：該類模式受訪者對於移居地的宗教場所和活動等事

務較為包容，多會直接前往當地宗教場所進行宗教活動，且多屬個人私己

性的敬神禮佛行為，而非集體修行或法會、儀軌等團體性活動。也由於該

類模式信仰者在移居地並沒有固定的歸屬團體，所以在參與當地宗教場所

或活動時，多以該寺廟奉祀神明為互動對象，而不是宗教場所。亦即，通

常佛道民俗信仰臺商會在當地尋找與臺灣或原居地相同的神明為奉祀對

象，且有將之作為自身保護神之意。如受訪者#20 在移居地寺廟以臺灣故

鄉玉清宮長年敬拜的關公、觀音、財神為奉祀主神，受訪者#33 廠長以關

公為其在移居地家中供奉主神，#16 媽媽在移居地家中供奉觀音和祖先等

等，皆可反映出這個現象。 

(7)佛教：相較於佛禪會等團體，個人信仰佛教的臺商較少在移居地進

行宗教活動，除了個人主觀意願和工作導向的經濟因素之外，也與他們沒

有、或未參與歸屬團體相關。就宗教因素來看，受訪者認為大陸移居地的

佛教場所和儀軌多「不如法」和商業化，而不願在當地進行宗教性的活動，

也不易在移居地顯露出他們的宗教信仰屬性。 

前三種模式皆以團體活動方式進行，後四種則較偏向個人自修或進行

宗教活動。當然，雖說在大陸移居地不免有趨向於個人型態的情形，但並

非否定受訪者宗教信仰在原居地或臺灣期間原有的集體性。因為部分受訪

者會強調自身信仰時間的久長、資深，故而在移居大陸環境時，受訪者若

缺乏宗教資源或集體活動的機會時，便退而求其次地以自修模式為主，甚

至認為此一改變反而提供了以往在臺灣期間未曾有的「獨處」、「面對自我」

的機會，對於自身靈修層面的提升未嘗無所助益。另一方面，基督宗教的

團契或佛教團體的模式雖然保持了宗教活動的集體性，但在大陸移居地環

境的限制下，反而必須維持團體的私密性，在宗教團體和活動中，維持其

與其他成員間相同的身份認同，進而成為信仰者藉以與移居地劃分界線的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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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商移居生活的宗教性解釋與影響 

我如果經過這幾年回來看，我們~~呃~~覺得它是上帝的引

導，我們覺得是這樣子，……我相信是到大陸這邊來，有上

帝的美意。 

──受訪者#13 經理∕基督教徒 

當我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當時認識一位，當時四九年到

臺灣去的一位老醫生，他是江西人，他是龍虎山張天師的傳

下來的弟子，……當時他就跟我母親講，……三個小孩未來

一定都在大陸。……那我自己就是應了這個，就是他講說你

以後未來一定會到大陸。 

──受訪者#19 董事∕佛教徒 

朋友帶我去一個什麼財神廟，然後就問一問，結果一求就求

到一個籤王，……後來我回去玉清宮的時候我又同樣的那個

時間隔沒兩天我又再去求，結果又求到第一支，第一個，然

後上面是上上籤，……問他的工作吧，就是留在這裡到底好

不好，對呀；然後小孩子過來這邊，這樣到底好不好。 

──受訪者#20 妻∕佛道民俗信仰 

學界目前在大陸臺商研究中，大多從經濟、政治層面解釋臺商移民或

移動的原因。在我的 34 件訪談案例中，確實有受訪者可以清楚地論述兩

岸經濟發展從 1970 年代以來此消彼長的情勢，促使他們西進以掌握大陸

的新契機；也有受訪者厭倦臺灣鄙陋的政治局勢，憤而離鄉渡海，以便在

彼岸圖得清靜和重新規劃一個值得期待的未來。經濟因素確實是全部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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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案例移動的主要因素，也是現實層面的需求誘因；但在經歷過一段期間的

變化之後，卻有相當比例的受訪者也認為，移民之初的主動因素或移民之

後的歷程及結果，也與宗教力量相關。 

就受訪比例而言，約有 5 件案例（14.7%）認為前往大陸發展是出於

經濟的理由和理性的判斷，其他 29 件案例（85.3%）受訪者雖有程度上的

差異，但都不否認與宗教力量的影響因素。如同本章首引三位受訪者的闡

述，身為基督教徒的#13 經理認為自己移居到大陸工作、生活，皆出於上

帝的引導和美意，讓自己在信仰上面對更多的挑戰、更堅定其信仰，進而

更符合基督教徒身份的期望。#19 董事則提供了一個「預定論」的解釋，

說明他之所以會到大陸工作、生活，乃是為了驗證幼年時的預言；如此，

則似乎可以作為解釋移民現象的非經濟因素的例證。#20 妻以連續抽到籤

王和頭籤的經歷合理化他們前往大陸發展的計畫，也強化了宗教因素對他

們移動決策的重要影響效果。 

可見宗教因素在大陸臺商移民或移居現象中，其實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而不應忽略。本章即根據訪談記錄，探討宗教因素對大陸臺商移民或移居

的動機影響，及其影響層面等問題。第一節從「臺商移動因素的宗教性解

釋」嘗試尋找可能影響臺商「移動決策」的宗教因素。包括像是神明力量

的安排或冥冥之中註定等「宗教力量的主動角色」，以及以預言、機緣、《啟

示錄》等預定論為解釋根據。第二節討論移居地對受訪者本身宗教信仰的

影響情形。一般認為，在大陸無神論意識形態的環境下，人們應當也容易

趨於無宗教信仰的精神模式；但在受訪臺商當中，卻有幾件案例反映出相

反的情況。亦即原本在原居地無宗教信仰者卻在大陸移居地皈依為宗教信

徒，或是已有宗教信仰者改宗於移居地的其他宗教。這些情況更突顯出宗

教因素對於受訪者移動、移居過程的影響力。第三節基於前兩節的基礎，

進一步說明宗教對臺商在移居地工作與生活的影響，包括作為個人在工作

環境或職場中面對誘惑、危機或挑戰時的心靈支柱；作為企業設計制度或

管理原則；甚至於將宗教信仰轉化為企業經營的產業項目，試圖從世俗的

途徑「招徠」可能的信眾，經由商業化的包裝手法降低當地宗教政策的敏

感性，而讓消費者終究能在臺商信仰者的規劃中接觸宗教信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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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臺商移動因素的宗教性解釋 

關於移民移動因素的討論，學界已有諸如「推拉理論」（Push-Pull）、「新

古典主義經濟學移民理論」（Neoclassical Economic）、「新經濟勞動移民理

論」（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二元勞動市場理論」（Dual labor market 

Theory）、「世界體系論」（World System Theory）、「移民網絡理論」（Network 

Theory）等等多種理論解釋；1
 縱使在臺商移動因素方面的探討，也已有

從最初基於產業發展、開拓市場需求而移動，漸進至於為了安排在兩岸之

間移動、乃至移居生活所需而形成的特定模式，甚至於更深一層地探究臺

商在面對兩岸間故鄉角色差異時的情感變化，是否也是另一個影響他們在

兩岸間移動的因素。2
 

然而，除了經濟、市場需求之外，是否也有難以觀察到的內在因素對

於移民的移動決策也有可能的影響效果？因此，為了了解宗教力量對於臺

商移動決策和過程有無影響，在問卷中，我設計了第 24 題：「您認為會到

大陸工作、生活，是神明的指示或主的安排嗎？是一種冥冥之中註定會發

生的事情嗎？」從 28 件給予正向回應的受訪案例的描述中，大致可以分

作「宗教力量的主動角色」、「預定論」和「因果論」等三種類型的解釋，

以下謹依此三種類型分段論述。 

 

                                                 
1
 對於各種移民理論有較完整的說明者，可參閱楊翹楚著：《移民政策與法規》（臺北：元照

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39-56。亦同參盧倩儀：〈政治學與移民理論〉，《台灣政治學刊》

第 10 卷第 2 期(2006.12.)，頁 209-261。美國移民學者 Alejandro Portes 則對於移民理論的

建構提出應注意移民個案的特殊性等問題，並以「跨國群體」、「移民第二代」、「家務與性

別」、「國家與國家體系」，和「跨國比較」等議題，說明包括移民移動因素、模式在內等

相關問題在形成移民理論之中的角色或產生的影響。請參 Alejandro Portes, “Immigration 

Theory for a New Century: Some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in Charles Hirschman (eds.), 

Th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9, pp.21-23. 

2
 從經貿方面做整體論述者，可參閱呂鴻徳等著：〈臺商大陸投資：策略變遷與轉型趨勢〉，

收在徐斯勤、陳德昇主編：《台商大陸投資二十年：經驗、發展與前瞻》（臺北：INK 印刻

文學，2011），頁 3-36。關於臺商移動的主題研究則可參鄧建邦：〈彈性下的限制──理解

中國台幹的跨界工作流動與生活安排〉，《研究臺灣》第 3 期(2007)，頁 1-36；以及鄧建邦：

〈持續地回家：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的移居生活〉，《臺灣社會學》第 18 期(2009)，頁

139-179。林平：〈感情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臺灣人為

例〉，《東亞研究》第 40 卷第 2 期(2009.7.)，頁 9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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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一、宗教力量的主動角色 

這個解釋類型大多會以「主的安排」、「老天安排」、「菩薩安排」、「佛

菩薩會運作」等某一主動的宗教力量對自己的規劃為論述模式，因此，受

訪者也會接受自己在其中的被動角色。譬如受訪者#15 顧問為天主教徒，

由於在臺灣與朋友合資開設公司失敗，使她懷疑信仰；但到了上海工作、

生活之後，讓她得以在國際投顧產業上發展出新的成果。因此，她認為若

無神的力量、主的安排，以她自己無所突出的智能，不可能成就她在上海

的事業。 

對，對，會。如果是以時間點的話，應該是吧。來了之後才覺得，

因為我如果沒有前面那一段過程，我不太可能把父母留在臺灣，想

都沒有想過會到這裡來。那時候一無所有，做什麼都沒把握；現在

回頭看過去，你當然會感受沒有前面就沒有後面哪。那現在看起來，

當然未來不知道，但目前看起來是比以前好一點。你有你的生活、

你有你的客戶。有人也會問我啊，你這些以前的挫折等等等，你就

會相信。我那朋友是基督教，問我會不會埋怨、你相信這個主的安

排嗎？我就告訴她，我相信。我會相信這是主的安排。因為因為，

主的安排有時候就是我剛講的，其實你不理解的，有些是你期待的，

祂不一定都應允你。（答第 24 題） 

相同的態度也出現在#13 經理的回應中，而且更加審慎，在我問完他第 24

題題目之後，他沉思一會兒才回答： 

(沉思約五秒) 是的，這到大陸這邊來，我們當初來，事實上並沒有

太多~例如說有一些使命要來這邊做什麼樣的工作啦，我所謂的工作

是教會的工作。當初主要還是家庭的因素來的，就還是家庭的一些

考量。可是在~事實上我們在一步一步地走過來，我如果經過這幾年

回來看，我們~~呃~~覺得它是上帝的引導，我們覺得是這樣子。因

為事實上在這過程，我們~如果在臺灣的話，我們可能就是在教會裡

面就是一直聚會、一直聚會那樣子，因為臺灣的聚會很方便，也很

多人才這樣子。那上帝把我們帶到這邊來，我們也沒有人來服侍我

們，也沒有牧師來講道。那我們就~我們一開始在家裡面就跟鄰居~

剛好鄰居是基督徒，我們就開始了家庭聚會，然後。所以我相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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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陸這邊來，有上帝的美意，那個美意是說祂可能覺得我到這裡，

因為工作的原因來，可是來這裡祂可以在信仰上面祂也可以給我們

一些輸入吧（笑）。就是把你擺在一個那個也許剛開始沒有太多那麼

方便信仰的地方、聚會的地方，然後在這過程裡面去學習嘛。（答第

24 題） 

雖然有程度強弱的差異，但所有 12 位基督宗教受訪者都同意「到大陸工

作、生活，是神明的指示或主的安排」這個觀點。甚至如#06 媽媽更認為

她和家人之所以會到大陸生活、發展，乃是她向上帝求助、和主溝通後的

結果。依照受訪者所言，她與家人在移居大陸一事，前後得主引領三次。

第一次為了是否要定居上海而向主祈禱： 

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五號那一天，我跟神禱告，我說：「我找不到留在

上海的理由，那現在我老公要我找房子，定居在上海。」我說：「主

啊，我不知道我~我倒底要不要留上海，求祢幫助我。那如果祢要讓

我留上海，祢一定要讓我有一個房子。……就在我要回臺灣之前，

那時不是十二月了嗎，（購屋）敲定之後就開始辦手續；那不是一、

二月過年前我就回臺灣了嗎，等到二、三月，那個房產證全部都下

來了嘛，就等於完全都 OK 了。（答第 1 題） 

在祈禱之後，受訪者經歷了一連串的巧合與好運，包括久未檢視的仲介名

片出現在抽屜；仲介聯繫了屋主而自己卻未出現，最終讓受訪者直接與屋

主交易而無需仲介費；屋主為求售而降價、附贈家具；受訪者母親資助金

錢；乃至當時的購屋規定剛好修改可讓境外人士登記產權等等，都讓受訪

者感到不可思議而肯定神在其中的力量。 

第二次的禱告在小孩難以適應上海的學習和生活環境，要求返臺；但

因為先生平常都在東莞工作，週末或假日才到上海相聚。所以受訪者再度

祈求引導： 

第二次是那時候我老公在東莞，我兩個小孩都說要回臺灣，我老公

說教我們留上海，我說我要去東莞，所以我們就討論不出來。結果

那個有一個姊妹就跟我說，妳就禱告禱告吧，神應該可以告訴妳。

我那天就跟神禱告說：「主啊，祢給我一個聲音，我需要、我非常需

要、很清楚的一個聲音，不管是上海、臺灣、東莞，反正這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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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給我一個聲音。然後，這個答案是要讓我們全家人都共同認同的，

這個答案出來之後，我們全家人沒有一個人會有持反對意見的。」

結果禱告完之後，睡覺。快要到天亮的時候，就有一個聲音非常地

柔和，而且好好聽喔，就「上～海～」，我眼睛一亮，「主啊，我知

道了，上海，好，繼續留下來。」所以我就跟我小孩分享昨天的禱

告：「我今天聽到的聲音就是上海」，好吧，他們沒意見，全部上海，

我也順服了。因為，上海不是我要留的，我覺得我老公在哪我就該

去哪，我不要再去上海。（答第 24 題） 

如同《聖經》中提到的許多聆聽上帝聲音的例子，像是《新約．約翰福音》

10:27：「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舊約．申

命記》5:27「聽耶和華我們神所要說的一切話，將祂對你說的話都傳給我

們，我們就聽從遵行。」受訪者此次採取更為屬靈的方式，藉由與宗教力

量直接接觸，以確定全家去留上海的根據。一如受訪者特別強調「上海不

是我要留的」，而是遵照上帝的指示所為，否則受訪者本意在於和先生同

住東莞，而不是分隔兩地，增添困擾。 

第三次由於受訪者兒子不願繼續在大陸就學，受訪者因而祈禱上帝展

示「異象」，以堅定其祈求之事的效力。 

那一年是~呃，過年我們回臺灣。我兒子就很努力要去插班考試，就

帶著他帶、帶、帶他去報名這樣。可是那時候我回去，我也還是在

掙扎啊，留上海還是回臺灣呢？我就跟神禱告說：「主啊，留臺灣真

好；除非，來個地震把我震回去，否則我覺得我留下來好了，陪我

兒子。」我跟神禱告；「喔」，可是我又跟祂說：「主啊，祢不能夠只

震我，不震別人；你要震別人來告訴我有地震，要不然人家會笑我

是歇斯底里。」我這樣跟神禱告。……那天我在考場外看書，看到

一半，我眼淚掉下來。你知道嗎，那一天就是地震；然後那個旁邊

陪考的家長：「哎唷，地動喔，唷，快逃！」(臺語)，剉嘰咧，上下

又左右喔，還蠻久的那個地震，真的讓你感覺到，而且震到是別人

來告訴我。然後那天是星期六晚上去聚會，去教會聚會。聚會的時

候，又一個長老跟我說：「欸，今天有地動喔！」(臺語)「（受訪者：）

喔，主啊主啊，是啊，謝謝祢，讓別人來告訴我有地震。」所以那

一天我騎摩托車載我兒子的時候，我跟他說：「兒子，我不能陪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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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我說我做了這樣的禱告，……而且我已經很清楚說，主喔，

兒子我不能陪你了，因為我這樣子的禱告，我要順服。（答第 24 題） 

《使徒行傳》26:13-19 記載耶穌向保羅顯現異象，便是要保羅「做僕人和

見證人」以事奉神，幫助外邦人等歸信於神。因此，上帝回應了#06 媽媽

要求顯現異象的禱告，則對禱告者而言，便須順服禱告時的承諾，而以事

奉神的態度面對禱告，故而她連續強調「我做了這樣的禱告」，但也因此

讓受訪者確定她此後在上海生活與發展的方向。 

二、預定論的解釋 

在受訪臺商中，基督宗教信仰者也易於使用《聖經》內容解釋自己之

所以會到大陸的原因（如受訪者#03、06）。此外，也有佛禪會或佛道民俗

信仰者認為自己的經歷和未來發展，乃是冥冥之中註定之事（如受訪者

#04、26），抑或者是應驗了昔日曾經出現過的預言，現今會到大陸，就是

預言成真、而且還在持續驗證的結果（如受訪者#19、23）。 

基督宗教信仰者如#03 董事長便表示，他之所以會到大陸經商，除了

表面上基於經濟因素和市場需求外，其實仍然是神在作工，自己不過是為

神預備好的服侍者而已，整個世界的發展最終仍要在神的意志下完成。對

此，他運用《聖經．啟示錄》的故事，嫻熟地解釋他自己的處境和神的整

個事工間的關係（作者分段）： 

按照《聖經》來講，地球是要毀滅掉的，在毀滅以前會有一場很大

的戰爭，叫做 Armageddon。這個戰爭說的是東方的勇士，成千上萬

的東方的勇士在加入這個戰爭。那我們現在再看的話，這個預言事

實上指的就是中國。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聖靈的風向是很有趣的。從神造亞當、夏娃這個

伊甸園開始，然後祂的信仰是由～往西邊這樣轉，對，先轉到歐洲，

歐洲得到復興；然後再轉到美洲，美洲得到復興；然後現在風這樣

轉過來了，對呀；最後又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對。這是我們說這是

整個神的 cycle，完了，在這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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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覺得基督的這個信仰，在中國是沒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夠攔阻

得住的，很多你像我們這種都是從臺灣然後到美國得了神的助力，

然後現在回到這裡來，在不斷地在為主做福音的工作。你幾乎可以

說，隨時隨刻在很多的中國地方，這些事情時時在發生的，這個是

很大的力量；這些人就是說，不管怎樣就要來，就他們那種使命感，

就很奇妙的。 

你像臺灣這麼小的地方，我們講歷史來講是被擊敗，被共產黨擊敗

到臺灣來，然後這些人呢又到美國去。很多華人到美國去就變成基

督徒了，包括我自己就是 one of them；然後這個華人基督徒這個在

美國那邊被預備，預備好了，然後現在又回到中國來。我覺得這絕

對不是偶然的，ya，這是神早就做了一個準備的，ya。（答第 38 題） 

姑且不論受訪者所言「聖靈的風向」是否符合基督宗教信仰者或各宗派組

織的認知；但就#03 董事長而言，此一「風向」和《啟示錄》的預言，便

是他解釋自己之所以到大陸工作、生活的根據。 

除了《聖經》既定的解釋外，其他宗教信仰者則有以個人的生命歷程

所驗證的預言，如受訪者#19 董事所言（作者分段）： 

當我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當時認識一位，當時 49 年到臺灣去的

一位老醫生，他是江西人。他是龍虎山張天師的傳下來的弟子，所

以他有道家的術，所以他能夠開天眼，他能夠看他~他幫~就幫人家

治療，治療過很多很多人；我看過很多很多在他手上的奇蹟，治理

人的肉身的奇蹟。 

那當時他就跟我母親講，我小學五年級，他就說，一，說我母親老

的時候肯定沒錢；二，就是以後要靠三個小孩，裡面要靠最大的就

我；三、三個小孩未來一定都在大陸，是這樣子。 

…… 

那確實我們父母親最後人年老了，現在退休了，真的沒錢，因為全

部捐掉了，全部捐，全部就是捐，……把大部分去做佛事，……這

是應的年老的時候沒錢，……那我自己就是應了這個，就是他講說

你以後未來一定會到大陸。（答第 24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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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受訪者回答第 24 題時，主動提出二個層次的解釋架構，「第一個

層次就理性判斷」，即認為大陸的發展機會大於臺灣，「因為臺灣已經被很

多大企業佔去機會，所以我就來中國尋找機會。大環境我是這樣判斷啦，

那所以做什麼，那是緣分、那是緣分，OK。」（答第 2 題） 

第二個層次則與宗教相關，也可分作二個部分，一是受訪者長期受父

母宗教信仰的影響，所以自己發願要在大陸的努力有所成就。但關於此願

和成就是否能實現，受訪者歸因於自己「有一個好的宗教的信仰，有一個

明師來指導你。……所以我以個人的修行成果來彰顯這一個師父及法脈的

這個神聖性，他的高、他的智慧性，OK，這是我自己發的願力。」（答第

24 題）第二部分便是上引受訪者所述個人小時候遇到的「張天師弟子」提

出的預言。整體而言，縱使包含前段第一個「理性的」層次而論，#19 董

事個人仍相當具有宗教性；也可看出，宗教因素對其家人和自己的人生經

歷具有重要的影響效果。 

三、因緣論或因果觀的解釋 

採取因緣論或因果觀解釋的受訪臺商，主要便是佛教、佛道民俗信仰

者。在所有受訪者當中，有 20 位與佛、道教、民俗信仰等相關，但其中

有 5 位對第 24 題予以否定的回應。以此觀點解釋者，較少強調某一具有

主宰力量之角色，但也不會否定宗教因素對自己在大陸工作、發展的影

響，並歸因於因緣、緣分、因果關係等宗教概念。 

以#07 經理為例，她在大陸才加入佛如社，並積極參與團體的活動，

也因此，她表示在剛到大陸時，並沒有宗教層面的認知。但是在經歷了佛

如社之後，讓她得以運用佛教概念解釋自己的歷程（答第 24 題）： 

順境時就無常觀嘛，逆境時就因果觀嘛，那不管是順還是逆，就是

有因果關係，師父告訴我們，「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欲知前世

因，今生受者是」，那你就會覺得說，每個人的劇本就是，人生就是

一個舞臺嘛，劇本可能早先就已經寫好了，但…不能太去認命，而

是要去運命，怎麼樣在這一世甘願歡喜地接受你要面臨的考驗，但

是也要有機會去造這樣的福。早期我可能不會有這樣的想法，沒有

特別覺得說這是註定了，只是覺得該過來就過來，沒有特別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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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且不論出處爭議，就受訪者而言，「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欲知前

世因，今生受者是」的因果觀念確實影響她認知自己處境的模式；也因此，

以「劇本可能早先就已經寫好了」作為人生歷程的比喻，則受訪者會到大

陸發展，也早就基於因果關係而存在「劇本」之中了。 

受訪者#08 經理也以「緣分」、「因果」、「輪迴」等概念解釋自己在大

陸工作、參與宗教團體活動等的原因。例如她在回答第 24 題時，她認為

自己和讀經班同學之間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我明明不認識這些人哪，但

是我覺得這~這些人的臉，你好像在哪裡曾經見到過～～就會有那樣子的

感受」，因而對於工作也有類似的感受，「你又會覺得說，欸，好像～好像，

呃，我會來這邊工作是為了要讓我學些什麼樣的東西，又會讓我遇到什麼

樣子的人，所以我才會來這裡這樣子，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感覺啦，嗯，對

呀。」（答第 24 題） 

然而，「能夠」在大陸工作、與同修讀經，並不是隨意而為就可達到

的結果，而是有累世的緣分：「這不是你一生或者不是你兩生所修來的，

他們都認為說其實這是你~你~好久好久去你你這麼多累世以來，我們就是

曾經一起唸過這個東西，所以我們這輩子會再來～會再來，嗯，當同學。」

（答第 24 題）而若要探求此「緣分」的因果關係，則須更進一步地從宗

教層面解釋。受訪者根據皈依師父所言，她們所讀經典原只供出家人研

讀，故而自己和讀經班同學此世可研讀佛經，「表示你一定是有某幾世你

是曾經是出家人的，或者說，其實你以前就已經是在唸，就是你之前就已

經唸過。」（答第 24 題） 

受到宗教信仰的影響，#08 經理改變了自己以往不信的立場，而認為

因果輪迴的概念可以解釋許多事情：「接觸到一些宗教之後，我就覺得對

於所謂的因果，或對於所謂的輪迴，其實我覺得我現在是很相信的，對呀。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你你，我們沒有辦法用一般的理論去解釋這個東西，反

而是用佛教的這個理論去解釋的話，就會覺得是很～，好像很講得通。」

（答第 24 題）影響所及，在工作與生活中遇到困難時，也會運用宗教觀

念釐清問題的因果關係，轉換自己的思路和情緒：「我就想說，為什麼今

天我會遇到這個問題，或為什麼今天會遇到這個煩惱，其實它的原因是什

麼。或是我遇到一件事情我很生氣，我到底是為了什麼生氣，這樣子。我

就會至少會訓練我自己換一個角度去想這件事情。然後～你感覺上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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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那種負面的情緒就不會在你心裡面停留太久這樣，這樣至少對工作上

是有幫助的。」（答第 24 題） 

從訪談記錄可知，宗教信仰在受訪臺商前往大陸工作、生活的決策與

歷程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雖然勞務與市場的需求因素固然是移動的最

主要誘因，但在構成受訪者的生命和生活的諸多層面中，宗教信仰仍然對

其行為模式有所影響，以至於除了勞務、市場等經濟或政治因素之外，也

不應忽略它對移民或移居者的「內在影響力」。 

 

第二節 移居地對臺商宗教信仰的影響：皈依和改宗 

第一節我說明了宗教因素在影響受訪臺商移動、移居生活上所具有的

主動性之後，本節我將轉換角度，探討移居地是否對受訪臺商有宗教性的

影響。這個問題基於以下的假設：在大陸管制性的宗教政策和無神論意識

形態的環境中，臺商可能不易或不願接觸宗教活動和資源，因而可能趨向

宗教弱化或非宗教化的傾向。 

然而，在我訪談的受訪者中，卻有 1 位臺商（#27 經理）是到了大陸

移居地之後才皈依為信徒，以及 3 位臺商（#05 專員、#07 經理、#32 太太）

改宗的情形。顯然移居地實際的環境與假設有所差異，而受訪者本身在移

居的經歷更是探究此差異的重要線索。以下首先闡述學界歷來關於「皈依」

∕「改宗」（conversion）議題的主要論點，以作為後文案例討論的比較基

礎。第二部分則針對「臺商在移居地皈依為宗教信徒」以及第三部分針對

「臺商在移居地改宗其他宗教」的情形，分別討論臺商在大陸宗教化的原

因與過程，修正前述假設中的缺失，以接近實際的情況。 

一、皈依∕改宗研究的主要議題與模式 

關於「皈依∕改宗」議題的研究，多以美國心理學家、哲學家 William 

James 在其名著《宗教經驗之種種》當中對於「皈依」經驗的深入探究與

分析為基礎；3
 不過，受限於時代背景和當時的案例限制，James 的分析

                                                 
3
 雖然在 James 進行宗教經驗研究之前，Edwin D. Starbuck 就已經做了許多關於皈依經驗的

調查和研究(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1899)，但 James 的皈依研究成果似乎更受到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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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當時基督宗教信仰者的個人經驗為範圍，因此多以具有明顯而熱切

的基督信仰的情緒或反應為案例內容，也因而（故意）忽略掉宗教制度或

宗教組織等較為複雜的外在因素。 

James 與 Starbuck 的皈依研究都偏於以基督宗教信仰者經驗為主，不

易作為普遍解釋的根據。例如 James 對「皈依」的解釋為： 

也許有時候情緒的興趣有很大的變動、熱烈的變動，可能像火花燃

燒紙張時那麼快，然後會產生在前一講所描述的那種動盪與分裂的

自我；或者，我們從激動與熱切的焦點中取得觀點，永久進駐某個

系統中，如果這個改變是宗教性的，尤其是藉由危機或突然發生的，

我們就稱之為皈依（conversion）。4
 

James 純粹以信仰者個人的情緒變化和心理活動為主，根據個體遭遇事件

的狀況及其內在反應，作為判斷「皈依」與否、以及個體是否處於宗教情

境之中的條件，一如 James 指出： 

當我們談到一個人的意識中比較熱切的部分，即他所投身的觀念

群，我們稱之為「個人能量的習慣中心」（the habitual centre of his 

personal energy）。對一個人來說，哪一組觀念是他的能量核心是非

常重要的，其擁有的觀念群是否維持在核心或是一直處於邊緣，也

是非常重要的。說一個人「皈依了」，表示其宗教觀念由原來的邊緣

地位，變到核心的地位，而且宗教的目的變成其能量的習慣中心。5
 

James 的關注焦點在於深入挖掘信仰者本身在宗教事件中的經歷和經驗，

尤其是足以改變個體信仰狀態的突發事件或因素，使其在某一特定期間產

生具有宗教意義的觀念變化。然而，如同前述關於 James 研究的限制，當

代學者對於「皈依∕改宗」議題具有拓展性研究成果者，應可以 John Lofland

和 Rodney Stark 在 1960 年代研究新興宗教團體而提出的「末世崇拜模式」

（Doomsday Model）為代表。6
 相對於 James 對於突發偶然性的重視，

                                                                                                                                            
關注。 

4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著，蔡怡佳、劉宏信譯：《宗教經驗之種種：人性的探究》（臺

北：立緒文化，2001），頁 242。 

5
 同前註。 

6
 John Lofland & Rodney Stark, “Becoming a World-SaverL A Theory of Conversion to a Deviant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s, Vol.30:6(1965.12.), pp.862-875. John Lofland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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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land 和 Stark 則認為「皈依∕改宗」有其發生的過程，並非全然都因為

突發事件而促成皈依或改宗；他們也揭示了七個步驟，說明、解釋「皈依

∕改宗」的發生因素和過程： 

1.個體持續著易於緊張感的經驗。 

2.伴隨著解決宗教問題的想法。 

3.由此導致個體將自己視為是宗教的追尋者。 

4.在其人生轉捩點遇到異常觀點（deviant perspective）。 

5.與一個或更多的皈依∕改宗者之間形成（或已有）情感聯繫。 

6.在皈依∕改宗信仰之外的因素將無影響力。 

7.如果皈依者有密集的互動，便可成為信仰的推動者。7
 

Stark 認為此一模式對於諸多「皈依∕改宗」的問題具有普遍性的解釋效果， 

他們也將此模式稱為「異常觀點的皈依理論」（a theory of conversion to a 

deviant perspective）。 8
 前三點為可能皈依者的既定或傾向性條件

（predisposition factors），也就是可能皈依者在皈依之前已有的自身條件或

處境，具有促使他們可能皈依的傾向；後四點為距離皈依發生時間比較近

的情境性因素（situational factors），亦即在接觸皈依團體之前和之後的期

間，有哪些可能會影響皈依的相關因素。例如他所處的生活環境有無變

化，原先遇到的危機感是否仍然存在，還是在接觸皈依團體的過程中已有

所消解；又或者在皈依之後，他是否與皈依團體有密切的互動，而信仰之

外的其他因素對於皈依者是否仍有影響或困擾等等。9
 

對於 Lofland 和 Stark 描述的七個步驟，同樣也是研究新興宗教現象的

James Richard和Mary Stewart將之稱為「皈依歷程模式」（conversion process 

models）。亦即「皈依∕改宗」經驗並不僅僅只是偶然突發的結果，而是在

其發生之前，皈依者便已有可能使其傾向於皈依的相關因素存在，在接觸

                                                                                                                                            
此基礎上另撰有 Doomsday Cult (1966)一書，惟國內主要圖書館皆難查閱，故謹誌於此備

參。 

7
 Rodney Stark & William Sims Bainbridge, A Theory of Religion,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00. 詳細的討論也可參見 Ronald L. Johnstone, Religion in Society: A Sociology of 

Religion, N.J.: Pearson/Prentice Hall, 2007, pp.113-115。同時也請參閱黃克先：《原鄉、居地

與天家：外省第一代的流亡經驗與改宗歷程》（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頁 29-31。 

8
 同前註引 Rodney Stark 書出處。 

9 同註 6 引 Ronald 書，頁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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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團體或宗教信仰之際和之後，仍然持續者「皈依∕改宗」的過程，而

不只是「靈光乍現」後便處於宗教人的狀態。10
 

雖然 Lofland 他們想要使其皈依理論發揮普遍解釋的效果，但實際上

面對諸多不同型態的皈依∕改宗現象，單一理論難免有其不足之處；

Lofland 本身也修正此一困境，而針對不同的皈依∕改宗現象提出六種不同

的皈依∕改宗類型（conversion motifs），包括：想要在宗教信仰中尋得解

疑之道的「智思型」（intellectual）、帶有宗教使命感的神秘經歷而改變的「神

秘型」（mystical）、先參與信仰團體之後再決定是否皈依的「試驗型」

（experimental）、基於和信仰團體成員接觸後所建立的情感而加入的「情

感型」（ affectional）、在公開聚會時受到感召而決志的「復振型」

（revivalist），以及引發個人罪惡感而被團體或宗教力量加入的「強迫型」

（coercive）等等。11
 

目前學界對於皈依∕改宗議題的研究途徑，兼採突發性（sudden 

conversions）和漸進式（gradual conversions）兩種模式；然而，無論是哪

一種模式，都主要是在西方的宗教脈絡下發展出來的。12
 因此，本文對於

臺商的皈依或改宗研究，除了參考相關理論對於類似問題的解釋外，也可

對照出可能存在的差異之處，或可對既有研究略做補充。 

二、臺商在移居地皈依為宗教信徒 

#27 經理於 2004 年至 2006 年間在鄭州市開設臺菜餐廳失利，於 2006

年至 2007 年間轉而至上海另尋機會；也就是經歷上海這段失業、徬徨的

階段，受訪者在求助過程中藉由臺商群體接觸基督教團契，進而成為宗教

人。受訪者表示，自己原本非常自我，一如舊往地「我只相信我自己」，

但在開始閱讀《聖經》和參加小組聚會的過程中，漸漸感受到《聖經》對

她處境的「感同身受」，也讓她覺得「聖靈充滿」，進而促使她積極參與小

組聚會和團契的動力。受訪者對於這段參與過程相當重視，反覆陳述多

                                                 
10 同註 6 引 Ronald 書，頁 114。 

11
 同註 6 引 Ronald 書，頁 115。 

12
 Peter B. Clarke & Peter Beyer (eds.), The World's Religions: Continuities and Transformations, 

N.Y.: Routledge, 2009, “religious conversion”, pp.67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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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例如： 

那陣子我也讓我其他姊妹真的是很驚訝，她們說。因為我這樣風雨

無阻地參加這個聚會、參加牧師的講道──牧師是另外一個禮拜天

他才開始──，任何的她們的活動我都會到，不管私底下吃飯啊或

什麼，我就是很渴望要跟她們在一起。然後回到家以後，我就只看

所有有關聖靈的書，我包括到現在還能講~我所有看的書籍。（答第

14 題） 

相較於昔日曾與美國男友參與猶太教活動時的平淡感受，#27 經理認

為她在大陸定期的臺商團契反而讓她深受感動，「就是這個中間的過程。

一月份一直~我一直不斷參加他們的聚會，當然還有他們會舉辦~會請牧師

過來講話，那一個月大概都有兩次，我也去聽了、我也去聽了。那當然這

個過程我覺得我是有受到感動的，我有感動，我 touch, touch my heart。」

（答第 14 題）從受訪者的自述中，可以得知她當時靈性生活的心理狀態： 

最主要的是我在讀經的過程裡頭，得到了~，心理上得到了一個滿

足，心裡，我覺得我很充實。因為尤其在 2007 年我前後都還不知道

的情況之下，我可以得到這麼這麼深的一個滿足，就所謂的平安跟

喜樂，這絕對是我~我還是很相信是神給我的～祂的一個恩賜。因為

在那段時間，照理說，我經濟上面、還有小孩唸書，才送到一個新

的學校，而且又這麼遠，每天從閘北坐交通車到，校車，到那個，

都要一個多小時，然後又寄居在我弟弟家，幾乎看來在人生是在這

個，是非常 depressed 的時候，不管經濟、不管家庭、不管工作。（答

第 13 題） 

對於受訪者而言，前述投資失利、經濟壓力與未來發展問題等，都可視為

足以影響受訪者人生歷程的重大事件，以至於促使受訪者探尋宗教力量的

協助與心靈上的依託，並接受皈依儀式。受訪者在回答「您最後怎麼決定

我要受洗」的問題時，她沉思一會兒之後說： 

我自己覺得我很渴望，……不是祂找我，是我去找祂。因為我，當

我第一次接觸祂的時候，我已經覺得說，我還跟我姊妹分享，我說，

太晚了，我已經五十年來這隻羊像在外面漂流了五十年了，我找不

到羊群，找不到一個歸屬。（答第 14 題） 

正是為了追尋這份歸屬感，讓#27 經理決定受洗成為基督教徒。她描述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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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時的感受：「那個時候我就很感動，我不知道，我一看到牧師我就一直

哭一直哭，我覺得我好像找到了很多年失散的父親，我就有那樣的感受，

我很很高興。」（答第 14 題）由於受訪者的父親在她八歲時即因公殉職，

因此，她認為在受洗當下出現「找到了很多年失散的父親」的感覺，不僅

止於宗教意義，也包含了對過世多年的父親的想望。（答第 14 題） 

三、臺商在移居地改宗其他宗教 

改宗的三位受訪者中，#05 專員從一貫道信徒改宗為基督教徒，而#07

經理和#32 太太兩位都是從佛道等信仰改宗為佛教徒。不過，就改宗原因

和歷程而言，#05 專員與#07 經理都曾經遭遇過人生困境後而在宗教信仰

上有所改變，相對地，#32 太太的改宗過程便顯得如同是已經設定好的人

生計畫。 

#05 專員在高中時便已接觸一貫道，也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但在 2003

年與先生同到大陸創業、經商後遭遇挫折，而後透過友人進入基督教團

契。#05 專員描述她在上海接觸基督教時的情況（作者分段）： 

那是我收店，在吳江收店~那個店收起來的時候，吳江路，就是現在

叫南京西路。那時候也很徬徨啊，不知道怎麼辦啦，對。我想說，

都沒錢啦，那唯一的一些錢，差不多一兩年，因為沒有再生產，沒

再收入的話就沒有，就這樣子。那時候就有一些也不知道是不是害

怕這樣子，就比較沒個方向。 

後來有一個姊妹啊，一個姊妹，也不知道是什麼關係，後來她就找

上我，我已經忘記了喔，對不起，我腦袋有時候不會記那麼多東西。

然後她就問我，她把我一些私事調查完了以後，她說：「那我~，妳

都沒有接觸到什麼，那我也介紹妳去」怎樣子；那我那時候在想說，

「喔，很好，可以查經又可以讀書」怎麼樣子，那就去了。 

那去了那時候是在仙霞路，新宜家(音譯)，對對。我去的時候，哇，

進去的時候，開始拚命哭啊，已經哭了好幾年，到現在還在哭，我

說，那有可能會安咧(臺語)，就到那個地方就。～～然後開始很認

真地只要有空就開始查經，就經典裡面講的跟我那個在那裡面(指一

貫道)都不一樣這樣子，事後才知道那是一種釋放啦，釋放，跟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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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不一樣。一貫道可能說，喔，你不能做壞事情，喔(臺語)，

大概就這樣，那種感覺完全不一樣。 

然後就是說這裡面有一股力量，一直讓我願意繼續這樣子。[哪一年

開始？] 零五年還是零六年，對不起，我真的忘記了，[沒關係] 對，

大概是零五年零六年的時候這樣子。那後來就是很自然的，很自然

地就是這樣子，當你需要的時候。（答第 12 題） 

如同#27 經理遭遇的問題，工作挫折、經濟壓力與生活困頓，讓身處移居

地的受訪者常易於感到沮喪、焦慮而期待協助的力量。相對於舊有信仰無

法在受訪者處於困境當時發揮協助者的角色，則對受訪者而言，團契聚會

顯然是個讓她可以表述心情與發洩情緒的場合。其後持續的查經、聚會活

動，便是受訪者接受信仰的宗教意義轉變自我認知的階段；在確定改宗之

後的信仰狀態後，#05 專員對於自己信仰變化的原因有頗為完整的分析： 

先前我比較剛硬，搞不清楚。我想說，欸，我們來這邊我們應該可

以怎麼樣，憑我們怎麼樣，早期我的想法是這樣子。那後來因為這

個，雖然是中國大陸，雖然是同文同種，那可能很多東西都還是不

一樣。它可能，等於就是另外一個國度啊，一個很陌生的國度。像

早期有常說來這邊探親哪還是怎麼樣，那也可能會覺得說這個環境

不對，你的能力啊，可能都施展不開來。那時候你可能就是會比較

軟弱了，願意去尋求一些你想要的、可以支持你的，這樣子。（答第

24 題） 

受訪者談到移居地環境對自己的影響超出預料。原本以為「同文同種」而

可無障礙地施展抱負；但在進入移居地實際的環境之後，竟有「另外一個

國度」、「一個很陌生的國度」的感受。這種實際與想像之間的落差，便是

受訪者未能或無法掌握的部分，而讓原本在移居地「覺得自己很厲害的時

候」（答第 12 題）察覺到仍有不足之處，進而成為尋求宗教力量的協助。 

與#05 專員同樣需要尋求協助，但對#07 經理而言，在原先需求的本

質上並非出於宗教層面的期待。#07 經理作為臺灣母公司早期赴大陸開拓

業務的少數志願者，於 1995 年隻身進入上海。由剛開始只設定短期出差

的心態，漸漸發展為公司將在上海開設子公司的長期居留生活模式，讓受

訪者不得不也將原有的過客心態轉變為定居發展的新人生。正是在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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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身居留在上海，而對工作與生活未來方向還不明確的階段，讓受訪者感

到孤獨無助，而興起不如歸去的孤寂傷感： 

我那時候剛來的時候是住在黃浦江旁邊，就是就是那個外灘那裡，

我們的辦公室在那邊。啊每天一早六點多就有那個船哪，就是那個

船就會經過，然後就「噗～」，啊你看到那個時候你就會覺得說「啊

什麼時候可以回去？」(臺語)就會這樣，因為你很孤單嘛，等於你

就是會面對很多問題啊，每天要去跑官員哪，要去幹嘛要去幹嘛，

還有就是工人的問題啊，很多問題，所以。然後晚上就一個人除了

工作上面的事情以外就會想家，人家就講，「喔，係在哭的時候攏要

拿碗公來接」(笑)(臺語)，就是～就是這樣，（答第 14 題） 

#07 經理真切生動的心情寫照，確實可以讓人充分感受到作為當年「披

荊斬棘、開疆拓土」的早期臺商身處在孤獨而陌生的移居地的無助感。為

了克服情緒和解覺異地生活的現實問題，包括居住、小孩就學等等，透過

與廠商間的人際關係，#07 經理得以接觸後來皈依的佛教團體及其臺商朋

友們，也讓她在上海移居地藉由該團體而重新確認自己作為「真正的」佛

教徒的宗教身份。 

在上海皈依所屬團體以前，#07 經理在臺灣便已和婆家參加一貫道，

甚至「也有皈依盧勝彥」，對於這些經驗，#07 經理在受訪時表示：「那種

就是人家叫我們皈依然後就皈依，但是沒有心靈的契合，就好像做一個形式。」

（答第 14 題）如同#05 專員，#07 經理也會對改宗前後的信仰差異有所比較，

以確定改宗之後的信仰狀態： 

到大陸皈依師父之後，才認定自己是佛教徒。對，在這之後我才覺

得佛教就是這樣。雖然以前以為自己是佛教徒，但不知道佛教徒的

定義在哪，去這間也拜，去那間也拜(臺語)，就全部都是神。像以

前家裡面我父親往生時，就是道士的佛事的做法，就以為是佛教的

做法。但到大陸來，進入團體之後，才知道佛教徒跟這些是有區別

的。（答第 14 題） 

從#07 經理的對比分析可以發現，信仰者在臺灣豐富的宗教資源環境中，

雖然有多種選擇，但似乎難以確認自己真正的歸屬；反而如#07 經理在經

歷過移居地的困境、尋求協助、獲得資源等生命歷程的體驗之後，促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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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資源相對缺乏的移居地「才認定自己是佛教徒」。這類因為身處在

限制性的宗教環境中而激發信仰者更強烈的宗教性的案例，在我的訪談對

象中也不乏其例，尤其是基督宗教信仰者更為明顯。 

相較於#27 經理的皈依經歷，和#05 專員與#07 經理的改宗過程，#32

太太的改宗原因和歷程顯得較為平順。由於父母都有佛、道信仰，使得#32

太太也習於信仰生活，在臺灣期間即已長期參拜臺北龍山寺。2001 年到上

海創業，隔年便加入皈依的佛教團體。關於皈依的原因，受訪者表示是因

為受到該團體在九二一大地震期間的表現而感動，「那就覺得這個團體很

好，那時候又沒有上班，想加入，可是一直找不到；後來就開始工作，工

作之後反而讓我找到了。」（答第 14 題）由於工作中的交際活動，#32 太

太參加臺商太太們的球會而接觸到這個佛教團體，隨後便積極參與團體活

動，甚至因此結束自己的創業，在 2007 年下半年開始完全投入佛教團體

的事務和活動。 

 

第三節 宗教對臺商工作與生活的影響 

在 34 個受訪案例當中，有 30 個案例（88.2%）認為宗教信仰對於他

們在移居地的工作和生活有正面影響，對他們有所助益。例如前節所論#27

經理認為，皈依基督宗教對她的工作非常有幫助，她說：「因為我們基督

徒會常常禱告，我記得，我這份工作也是我禱告來的，當時完全不知道會

在哪裡做什麼事，……但是我知道這是我禱告來的。」（答第 14 題）顯然

皈依之後，宗教信仰對#27 經理已有重要影響，甚至對她後來事業與人生

的發展，具有奠基地位：「我覺得我這一年的那個靈性成長是奠定我人生

的一個基礎，然後這份工作我相信也是。」（答第 14 題） 

雖然不是每一個受訪案例對於「您覺得宗教信仰對您在大陸的生活和

工作是否有幫助？或是有其他影響？」（第 37 題）的問題都有高度的正面

回應，但多數仍肯定宗教信仰確實有助於自己在大陸移居地的生活和工

作。有些受訪者認為在信仰的依託下，可以讓自己更有信心面對工作上的

困難；有的則將宗教理念運用為公司內部的人事或廠務的管理辦法；也有

些臺商更直接將宗教信仰作為如身心靈、文化課程，甚至成為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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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產業經營項目。以下分別敘述受訪臺商實際運用其宗教信仰的情

況，以了解宗教信仰在他們生活或工作中有何影響。 

一、宗教信仰作為職場、人際關係和心理的支持力量 

宗教信仰對於受訪者在移居地的影響，最為顯著的應當可以#32 太太

為例。#32 太太原本隨先生到上海創業，但在接觸其皈依的佛教團體之後，

便非常積極參與團體事務與活動，甚至為了能全時、深入地推動團體工

作，#32 太太最終解散了營運正常且有盈利的旅遊公司。相對於佛教團體

的善行，她對於以往的職場生涯，「覺得太浪費生命在那個事業上面」，「我

就一直想把工作收掉，因為那時候覺得，我想去參與很多活動，可是我心

有餘，力不足，因為我有個公司把我綁住了。」（答第 37 題）#32 太太由

於強烈的個人意願，且其移居地的生活，在時間和經濟上較為寬裕，因此

反而是在移居地得以完全投入宗教團體事務。 

如同上一節討論的幾位受訪者在大陸移居地皈依和改宗的情況──

當然，受訪者#32 太太也是其中一位──，反映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亦即：在大陸移居地受限制的宗教環境中，信仰者的宗教生活未必也隨之

減少或停滯。除了皈依、改宗者之外，在受訪臺商群體中，也有其他受訪

者呈現出宗教信仰對他們在移居地的工作和生活有著積極影響的情況。例

如受訪者#19 董事便在許多方面仍然會運用其宗教信仰調整自我或適應移

居地社會的差異，他說： 

修行之後會相對是有比較平心靜氣，而且會離相來看。包含管理員

工、跟如何與人互動，你會理解他，就他的程度就是只有這樣而已。

用比較入世的講法就是你 EQ 會比較高，你的情緒會比較容易控制，

比較能夠換個角度去看一些事情。這是我覺得說，有宗教在這裡，

相對地比較好。（答第 37 題） 

正是在此兩岸社會的差異之間，#19 董事進一步指出，在許多看似相對容

易達到目的的事情，其中隱藏著隨之而來的誘惑與危機；此時宗教信仰便

是幫助受訪者警醒的力量，而不至於在移居地迷失了自我。 

而且就說，有宗教我會認為喔，在這邊喔，因為有些事情太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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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就容易偏。就說，比方說，男女之間的事情，因為它可能他

們沒有那個道德太明確，所以它很容易，你可以很容易地有這些都

~；那，可是這個時候有宗教會~祂會幫你煞車，所以祂會讓你比較

有自制力。…… 

我覺得宗教就是培養你的就是，佛教有講就是，菩薩是為因，他怕

因，那眾生怕果，怕果報，他最後這個惡來，那是已經走到最後了。

菩薩是連念都不要動，不要起這個念，不要起這個貪念，不要起這

個色念，那就不會有這些等等等等的部分出現。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來這邊更經得魔考的部分，因為這個環境太容易了。你要一夜暴富

也很容易，你只要敢就好了；只要敢你就可以賺到錢，你只要敢就

可以聲色犬馬都可以享受。可是，那就那就，沉下去了。（答第 37

題） 

從#19 董事的回應可知，在當前大陸活絡的經濟、市場機會裡，人們更需

把握原則、堅定自己的立場；而宗教信仰在此歷程中便有其重要角色而不

必拋棄，也是受訪臺商得以展現出異於當地的企業文化而改變移居地既有

的市場環境。連帶所及，也凸顯出宗教信仰在移居地不可或缺的發展趨勢。 

更具體的情況可以受訪者#13 處長闡述自己堅持信仰的教導，抵抗在

移居地工作時所面對的誘惑和挑戰為例： 

我們天然的個性是會滿足我們裡面的私慾，或者是情慾的一些事

情，可是這個信仰祂是在跟這些事情作對的；所以，我覺得信仰不

管是對工作上面~，當工作碰到困難的時候，我會把它帶到上帝的面

前，然後我的情緒~還一些問題，我可以跟上帝講。所以整體來講是

正面的。……因為我決定不跟客戶說謊，看起來會是負面的(影響)，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我就跟我的主管說，這件事情不要找我去講，

如果要我跟他們講不確實的話喔，不要找我去講，這樣子。（答第

37 題） 

受訪者基於信仰而不願對客戶說謊，以使公司獲利；同時也因此而影響公

司的營運計畫。但對受訪者而言，縱使在大陸移居地不同的價值觀念下，

他仍然必須堅持信仰上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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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聖經》就教導我們說，不要說謊，那，怎麼可能不說謊？可

是當我們把這個標準呈現出來給他的時候，那我們去活出一個不說

謊的生活。那有時候你因為不說謊，你可能會吃虧，有時候你不說

謊，可能~。可是上帝的尺和我們人的尺的衡量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在給他另外一個價值觀這樣子，就是《聖經》上

的價值觀。（答第 20 題） 

我的信仰基準是在，我們都知道，我們聽從，如果有一些價值觀我

們是和上帝相違背的話，儘可能有一個方向會引導我們去聽神；那~

這些東西有時候可能會得罪人，會讓人覺得~；可是我，為了要討好

人，反而我得罪了上帝，那這個不是我們想要的生活。（答第 37 題） 

由於受訪者身為主管，所以有時候會運用公司週會等共同時間以分享文章

或生活資訊的方式，將其宗教信仰的義理傳遞給當地員工，「讓他知道這

個社會上面有另外一種聲音」（答第 20 題）。顯見受訪者也希望能運用宗

教信仰的力量影響其員工，而不僅僅是自己去適應當地的生活模式或社會

觀念；此時，宗教信仰對受訪者的影響力便超過移居地的影響效果，而非

隨著移居地的限制政策而減緩宗教信仰的發展。 

由此可見，持有信仰的受訪臺商雖然在移居地生活、工作，但仍希望

運用宗教信仰維持自己的價值觀，影響當地人文思想、甚至提供改變的可

能性。這一點呼應前述臺商基於宗教信仰而展現出異於當地的企業文化，

進而促使移居地的市場環境有所改善，我們可從同樣為基督教徒的受訪者

#09 經理所述相互驗證。他說： 

我們的員工也都覺得我們很正直、正派，這些幹部，所以給他們另

外一種改觀。所以，第二波來的臺灣的企業跟最早期來的是不一樣

的。所以我們確實是帶動他們，而且讓他們也可以知道，這個公司

也可以這樣乾乾淨淨的、做人做事也可以乾乾淨淨，還可以過得很

好，把另外一種文化來扭轉。所以他們會覺得我們很正派很正直，

所以這就是我們把臺灣建立一個好鄰居、好形象，也順便讓這個鄰

居(指大陸)人文發展能夠往好的方向導正。（答第 02 題） 

身為基督徒，#09 經理認為，這也是他之所以能夠在移居地成功發展的關

鍵之一。因為和當地廠商互動時，對方也會嘗試了解臺商實際的狀況；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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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日常交際時，便漸漸可接觸到彼此越發真實的部分，進而影響對彼此

的認知與信賴關係： 

聊到後來就會再往更高層，政治制度那又聊到人生嘛，這個都有的；

就你生活豐不豐富啦、你個人有沒有內涵嘛，很多事情可以談啦，

包括談生意的時候也都在談這些事啊。[談生意的時候會談這些？]

因為除了專業技術上面，人家也要知道說你這個人是不是一個可以

信賴的長期夥伴嘛，他就要看你這個人到底內涵豐不豐富嘛。（答第

20 題） 

縱使在無關乎宗教信仰的商業應酬場合中，個人的生命歷程、人生經驗，

仍不免會在了解彼此的過程中被一一檢視；對#09 經理而言，宗教信仰有

助於對方對自己的信任，「他們會對有宗教信仰的人有好感。因為他們認

為欸，起碼道德規範上會稍微好一點。」（答第 18 題）進而有助於彼此在

工作上的合作關係，乃至於對其在移居地的事業發展有著正面的影響。 

二、宗教信仰作為企業管理原則 

除了作為心靈依託、精神力量的根源之外，受訪臺商也會將宗教信仰

的教義或概念運用在公司管理制度的制定上。如受訪者#31 副董便表示，

原先都只以專業知識設計制度，但是在修禪之後，便開始考慮到人性的問

題，而願意多給員工一些機會，凡是不要做得太絕。他也承認自己這樣的

改變乃是因為受到自己宗教信仰的影響，基於因果觀念而產生的變化；同

時，更為切身的原因在於，經過這樣的改變和做法之後，#31 副董覺得對

自己的身體產生了正面的效果，不僅強化健康，也讓自己充滿正面能量。

（答第 13 題） 

同樣將宗教信仰的理念和方法運用在企業運作之中的模式，也可在

#07 經理的工廠人事問題上看到更完整的案例（作者分段）： 

比如說我們工廠裡，他們會吵架，或甚至有時候會自己回去吵架、

打架，而且是女的喔。然後她們本身是親戚嘛，但不是在廠區發生

這個事情，是她們回去時發生；但來的時候你就發現這個人青一塊、

紫一塊，你就會覺得奇怪。像這樣我就會就是把她們叫過來，給她

們一些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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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要有感恩心，妳們今天會來這邊上班其實是個緣啦──不

談宗教，其實用的方法就是宗教的方法──。妳們就是有這樣的因

才會成為親戚嘛，那妳成為親戚已經很近了啊，那妳在辦公的時間

又成為同事，比妳在家~妳跟妳家人相處的時間都沒有那麼長，那這

個同事之間的感情一定要好。怎麼好？妳會來，可能剛好是她幫妳

介紹進來的；妳不好，她可能不會介紹妳來這裡工作。當然首先妳

要在這裡做得愉快啦，那妳覺得這是一份好的工作，那她覺得是~，

妳對這個人就要存著一份感恩心。不論她做了什麼事情，她曾經是

妳的貴人，她曾經這樣幫助過妳，那妳隨時都要把這個好放在心裡

面。那至於說她，妳不要覺得說她好像什麼事情都要佔妳便宜，或

者是覺得她有什麼不好；妳把這個好放大了，那不好就變小了。 

那她們有很多是沒有讀書的，或者是受的教育不多，那你跟她講太

多宗教的東西，她們可能聽不懂，所以就只能用這樣的方式。那好

在，我本身也不是說對佛學多了解，但就是說，在社團裡面，它很

多都是運用在生活上，把佛法生活化。那像這樣子跟她們就跟她講，

然後讓她們自己本身想一想，想想是不是這樣。 

然後跟另外一個人講說，就跟她講說：那妳介紹她進來，就是希望

她更好，對不對；那其實有的時候妳彼此之間有的矛盾就是多說了

一句話還是怎樣。那妳既然已經很照顧她了，妳又何必要去挑這些

好像妳明知道她的個性是這樣，妳就不要再去談這些枝枝節節的事

情。工作上有什麼不愉快，大家就提出來講。 

然後她們就自己~可能在這個談話中，她們就有自己的想法，去引導

她們自己去想她們的好處嘛，然後她們就會自己～。後來她們自己

起來自己就是彼此就是跟她講說，那妳要跟她講說對不起；然後然

後，現在沒有什麼問題了，抱一抱吧。她們竟然在抱的時候就是，

當下自己會哭，表示她已經有想到了，知道自己問題在哪裡。然後，

用這樣的方式，不是很強烈的就是，我一定要罰妳多少錢或怎麼樣

子，就類似這樣子。（答第 20 題） 

在面對成長環境和教育程度參差不齊的當地員工時，受訪者無法重複制度

性的教學課程，故而採取可以直接運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佛教概念，所謂「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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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生活化」，讓其員工得以即時吸收，改善工作態度和職場氣氛，進而有

助於工廠的工作安全和效率。 

#07 經理認為，「品德上的培訓」比「知識上的培訓」更能夠感動人，

而主動依循著引導達到預期的培訓效果。「有機會我就會教育培訓去上

課，大家今天不用上班，坐下來看電影，很簡單，就工廠，誰家有電視就

搬過來。帶一點團康，不到二十個，大家一起看。大部分會靜心坐下來看。」

（答第 20 題）「那有的不認識字啊，那我就唸給他們聽啊。或是找個主管

唸給大家聽，類似開會這樣，大家坐下來，今天開會重點是讀書，所以就

請看得懂的唸給大家聽。」（答第 36 題）在#07 經理的引導下，有些員工

也隨其參與佛教團體的事務和活動，因而與她維持著長期關係，使得公司

營運也頗為穩定。 

三、宗教信仰作為企業經營項目 

為了避免觸及宗教管制政策的困擾，部分受訪臺商表示，若從宗教信

仰的非宗教性層面，也就是不直接碰觸宗教信仰的精神、思想或意識形態

等等；而從文化、藝術、身心靈、健康等方面作為企業營運的產業項目時，

反而可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同時，在推動這些相關產業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仍會讓參與者接觸、學習到宗教信仰層面的知識和義理，在潛移

默化之中仍然達到宗教信仰的功能。 

例如#34 經理便指出他們運作的禪修班雖然標榜身心靈課程，以冥

想、禪坐為主，但在指導的過程當中，仍無法避免帶入宗教思想以引導學

員。她說：「是原來家裡就有講一些的，你如果家裡都不講的話，他們不

會想到要來這個地方」（答第 20 題），亦即學員本身其實也已接觸過宗教

信仰，而且正是為了提升個人宗教修練的層次才到禪修班修習，否則便無

修習的動機和目的可言。對於這一點，#34 經理有完整、清楚的說明： 

我覺得這邊的人現在追求心靈成長的也有，但是他們不是以宗教方

面的模式來出現，可能是身心靈的那種工作室啊、課程，這種之類

的，他們是先尋求這方面的需要。因為在中國畢竟是禁止你宗教方

面的聚集，他怕你聚人。所以我覺得現在是以上那種課程為主，我

覺得啦，那以後怎麼發展我不知道。因為，畢竟身心靈課程那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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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是會有一個～，沒有一個中心嘛，對呀，你還是要信奉某一

種東西，上帝、上師、阿拉，還是什麼，就是一定要有信仰這樣子，

對呀。（答第 38 題） 

從#34 經理所言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身心靈課程或禪修班固然是定期運

作、推廣的收費項目，但其動機和指導學員修練的目的，最終仍以回歸宗

教信仰為核心。顯然在移居地的日常生活中，宗教信仰仍有其無可替代的

角色與功能，甚至有其商業價值。在受訪者當中，從事古董藝品店的#24

太太就表示，大陸民眾雖然消費能力漸漸增強，但對於商品的知識和文化

涵養仍有不足，因此無法掌握高單價的古董、藝品，也就是「不(能)識貨」，

所以只能買一般像是石頭、展盤等「顯闊、擺大件的」之類非高單價商品，

而無法了解、欣賞具有文化、宗教義涵的文物或藝術品。同時，相對地，

若要銷售這類具有高知識性的商品，則銷售者本身也必須具備相關方面的

藝術、宗教和歷史等專業知識，才能說服消費者。「因為這高單價的東西，

很多人買東西不是單單買那個東西而已，他們還買你的專業知識，那我專

業知識不足，所以我就沒辦法就是做一個很好的銷售。」（答第 38 題）#24

太太的案例正可與前述#34 經理所言相對比，亦即雖將宗教信仰予以商

業、商品化之後，仍須把握住宗教信仰本真、本質的層面，否則亦難以達

到其商業、商品化的目的。 

此一將宗教信仰概念賦予在企業的商業化營運項目中的做法，可以受

訪者#30 董事長的佛教文化園區為例。#30 董事長在說明他思考如何在限

制政策下仍可運用宗教信仰發展其企業項目時表示（作者分段）： 

為什麼會考慮到佛教這一塊呢？因為我認為，宗教這一塊在未來在

中國，我自己自我判斷，我認為祂是會被掀開的；所以我認為在還

沒有掀開之前，我覺得呢，我覺得我們是有機會把這個神秘的色彩

先呢掀開。 

那麼掀開~，我們知道中國大陸的唏咧、唏咧(臺語)佛教這一塊那麼

我們覺得是沒辦法碰的，我們也碰不起，呴，我們也碰不起。但是

咧，我們知道說，我們自己要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所以我說我

們不是一個佛教的~這個～推廣者，我們應該是一個佛教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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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廣者。那麼，這個角度囁，我相信就會避開了他們的~那個紅線，

然後我們在推廣上也可能會比較好推廣。 

所以囁，你看我們囁，欸，把佛教所有節~、文化、藝術的東西展現

出來，但是我們沒有去展現所有佛教的儀式，或是佛教那一份。因

為我覺得這一塊，我覺得我們不是個宗教的團體，所以囁，我們不

要去碰祂，你不去碰祂，你就不會給政府帶來困擾。 

那麼咧，文化和藝術，佛教裡面也是中國的一塊嘛，你只要能夠認

知地告訴他說，祂其實也是中國的文化、藝術的一環裡面，那麼，

我們在推廣這一環，那我覺得囁，從這一塊去讓百姓先了解佛教的

文化和藝術，其實我想最後他也能夠理解佛教是怎麼樣的一個內

涵。我們從這個角度進去，我想比較沒有障礙。 

所以囁，我們當時是這樣考慮的，就是說，既然我們要做一個商業

地產，我們必須要囁，為這個商業地產的項目，那麼，給它一個最

大的生命力，那我就認為我們第一個就是，我自己判斷，從佛教的

文化、藝術這一塊，那麼所有的、所有的遊客們囁，他會認為是～

他喜歡的。（受訪者#30 訪談記錄頁 1） 

基於商人預測市場的習性，#30 董事長投資在臺商一般不太碰觸的宗教類

相關產業。為了避免困擾，他選擇宗教的文化、藝術層面為營業範圍，而

不碰觸儀軌或法會等容易與實質宗教事務關聯的部分。然而，縱使如此，

雖然在現實的具體營業項目上，#30 董事長確實完全未觸及宗教信仰實質

層面的範圍，但如同他不斷強調的「給它一個最大的生命力」，讓他投資

的商業地產能夠吸引消費者而活絡起來，則事實上，對#30 董事長而言，

仍然還是要運用宗教信仰的實質層面，才能真正觸及消費者來訪的真實意

願。 

關於宗教商業化與宗教信仰實質層面之間的落差問題，#30 董事長以

其實務經驗解釋在移居地的處理過程： 

如果我們要從佛教的角度來去看，我覺得，以他們國內的人不願意

去碰；那麼，以一個臺商自己的信仰可能比國內的人還有機會去碰

觸說我要蓋一個佛寺，我覺得可能還有更有~，他可能基於兩岸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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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不同，他可能還願意這樣去做開放。可是這潛在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佛寺這個審批啊，還有將來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問題，我認

為到現在呢，應該還很難突破。（受訪者#30 訪談記錄頁 3） 

近年來，大陸當局其實對於諸多寺廟宮觀出現「宗教搭臺，經濟唱戲」的

現象，已有所關注，納入管制範圍，如其國家宗教事務局即曾發文指出： 

一些地方、企業和個人以弘揚傳統文化、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為藉口，

投資新建或承包寺觀，借教斂財；有的非宗教活動場所雇用假僧假

道，非法從事宗教活動，違規設置功德箱，收取宗教性捐獻，甚至

威逼利誘信眾和遊客，騙取錢財，以教牟利；一些經依法登記的寺

觀尤其是處在風景名勝區的寺觀，或被投資經營，或被作為企業資

產上市，或存在強拉或誘導遊客和信教群眾花高價燒高香、從事抽

籤卜卦等現象。13 

為了避免被視為有如上情事的困擾，#30 董事長在進行產業開發之初，便

採取另外闢建文化館的方式，只經營文化、藝術、休閒、旅遊等項目，而

不碰觸實際的佛寺宗教事務。然而，也就是在非宗教性的營業項目上，#30

董事長將之擴大為包括信徒和非信徒都可以參與的文化習俗活動，像是點

光明燈、向菩薩獻卡達、觀賞以唐卡為主題的佛教舞蹈、活佛轉世等佛教

制度的介紹，並搭配喇嘛的祈福儀式，讓消費者在旅遊、休閒之中，潛移

默化地仍然參與、學習到一些佛教方面的知識。雖然受限於宗教政策而難

以完全地直接展現實質的宗教信仰元素，但就經營者而言，一如#30 董事

長便表明：「它說起來它跟佛教的儀式是一致的」、「其實它是一種佛教宣

傳的方式」，只是考量現實環境，而不得不採取折衷的做法，「我們就把它

稱為~叫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嘉年華』（笑），喔；你也可以知道我們用

這樣的名字，其實也就是說，我們也希望能夠避開~，不要為難朋友、也

不要為難自己、也不要為難官員～的一種發展模式。」（受訪者#30 訪談記

錄頁 5-6） 

13
參見大陸國家宗教事務局發布：〈關於處理涉及佛教寺廟、道教宮觀管理有關問題的意見〉

(2012.10.08.) http://www.sara.gov.cn/xwzx/xwjj/17145.htm。 

http://www.sara.gov.cn/xwzx/xwjj/171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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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國內法令開放的時候，可以加入中國籍，我願意加入

中國籍。……中國畢竟在世界佔很多，因為走進這個強國之

列啦，你必須往這邊走才是對的 

──受訪者#25∕佛道民俗信仰者 

我覺得還是臺灣會讓你覺得精神會過得比較愉快，比較自

在。那如果比較追求物質的人，他可能覺得來這邊好像作大

爺啊很舒服啊，……但是以我這個喔，但我宗教信仰，我就

會比較會覺得臺灣是比較適合我住。 

──受訪者#23∕佛教徒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是天國屬民，我覺得以這個從神創造這個

宇宙世界這個角度來看的話，everything is same，就是，至

少從我的、我很理解別人為什麼會這樣看我、為什麼會這樣

對待我，因為從從主耶穌基督的神的眼光來看人的話，這他

其實他是不分的。 

──受訪者#03∕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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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確認宗教信仰對大陸臺商的實際影響後，第五章將

更進一步地探討「宗教信仰對臺商身份認同的影響」的問題。當臺商身處

在兼具「祖籍地」或「文化根源地」的大陸環境時，是否會使他們重新思

考自己的認同歸屬？是否會與原居地或臺灣之間產生衝突？同時，當他們

面對當地政府的無神論意識形態和管制性宗教政策時，他們既有的宗教信

仰背景又會對他們有何影響？是否會使臺商基於宗教認同而減低（或增

加）他們對於移居地（或原居地）的認同？抑或者，反過來看，移居地的

宗教處境是否會影響他們自身的宗教認同？例如前引三位受訪者在移居

地認同和宗教認同之間，有著不同強度的差異表現。受訪者#25 為佛道民

俗信仰者，雖然在臺灣居住時對宗教事務相當熟稔，本身也多次參與過原

居地鄉里間的宗教活動；但到了大陸之後，便以工作發展為重心，也因此

會基於經濟因素而增加對大陸的認同感。不過，對於信奉密教而長年有修

行功課的#23 大姊來說，縱使在事業發展機會較好的移居地，她也不願意

放棄宗教生活，因而規劃兩岸各居留半年的模式，維持她在上海的工作和

在臺灣的宗教生活。至於將宗教認同提升到最高、最終的歸屬層次者，便

可以#03 董事長為範例了。雖然他在早年赴美留學、工作、居住，但美國

人視他為中國人；而當他到中國工作時，中國人視他為臺灣人。最終，就

#03 董事長自身而言，則直接以宗教認同為其「終極關懷」，將自身安頓於

「天家」、「天國屬民」之中，而不再糾結於世俗的差別。由此可見，不同

的宗教信仰背景，對於受訪者的認同影響確實有所差異，也可能影響他們

對於移居地的認同情況。 

本章第一節根據訪談資料先討論可能影響臺商身分認同的非宗教性

因素，例如大陸祖籍地對臺商的意義、移居地和原居地的角色等，對於臺

商的身份認同有何影響。第二節討論包括家庭、婦女因素促進臺商宗教信

仰生活的效果，及其對於臺商身分認同的影響狀況。在此基礎上，第三節

將直接以宗教信仰因素為分析對象，包括從宗教力量對臺商移動、移居的

影響、對臺商在移居地工作、生活的影響，和臺商對於當地宗教資源或場

所的宗教性的經驗，如靈力或感應等等，藉以對宗教信仰和臺商身分認同

變化之間的關係有更清晰且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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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原居地與祖籍地對臺商身分認同的影響 

一、臺商移居大陸的原因 

(一)經濟需求與事業發展

大陸移居地對於臺商而言，最初的認知幾乎都是基於市場趨勢和經濟

發展而前往尋求機會的地方。受訪臺商具體的移居原因包括公司派任、企

業挖角、投資或創業、或是直接到大陸求職等等。例如到大陸建廠的受訪

者#13 處長基於收入優勢而進入大陸：「主要是還是有一些經濟的考量。那

時候因為一方面是大陸工廠公司有需要，一方面是那時候到這裡收入會比

臺灣比較多，考慮到這個，小孩那時候還小，那時候就一起過來了。」（答

第 3 題）受訪者#02 副總評估產業情勢後投入大陸市場：「2002 一群朋友

來大陸了解市場，覺得可以開發大陸的廣播廣告市場，市場很大。一開始

就在上海，為什麼？任何境外人士到大陸一定覺得上海比較規範、有制

度，所以一定會優先選擇上海。」（答第 2 題）受訪者#01 執行長在 2004

年被國際媒體業挖角經營大陸市場，2006 年前往上海開展傳媒廣告市場，

他分析：「因為覺得臺灣的整個傳媒發展的機會比較狹隘，因為媒體太多、

過多，造成極度不良的競爭；多數同業削價競爭，造成產業不健全。看到

中國這個市場，當然政治干擾很大，可是基本上還是黃金處女地，未來媒

體發展還有很大的空間。從全球華語平臺來看，中國市場是不可丟的一塊

市場，所以就一直有這個興趣想到中國來做。」（答第 3 題） 

面對大陸廣袤的發展空間，刺激許多原本在臺已有規模的臺商躍躍欲

試，希望把握住大陸市場的新契機，為自己的人生創造更值得期待的未

來。例如受訪者#20 夫婦回憶他們考慮到大陸發展前的動機時，說了一段

他們的人生思路： 

因為我們在臺灣的時候，公司還不錯啦，還是有正常營運嘛，可是，

那時候景氣已經在走下坡了嘛。有一天我們就是倆個聊著聊著啊，

因為我們公司對面有一家五金行，那有倆個老夫妻嘛，小孩都長大

了嘛，他們已經五六十歲六七十歲了，我們是一搬到苗栗就認識他

們了，就倆夫妻在那邊開五金行嘛。我們常常會過去跟他們買工具

啊、買油漆啊什麼的，就配合的啊。然後有一天我就跟她(#20 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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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嘛、聊就說，我們倆個要像他們倆位老夫妻這樣子嗎？大概在

五六十還六七十歲還坐在這邊守著我們的這家店嗎、這公司嗎？就

這樣賣賣東西這樣？我覺得說、那時候我是覺得~，我跟她聊啦，後

來覺得~倆個人也認同這樣，也不希望說，到這種年紀以後，五十歲

六七十歲，還在過這種生活啦，還是要出去拚一拚。那時候她也蠻

鼓勵我的，過來看看。就是因為這個前提、這個原因吧。（答第 4 題） 

相對於大陸剛開放的市場，許多臺商都已有職場或經營公司的經驗和資

金；因而移居大陸，除了基於市場趨勢和發展事業之外，也成為許多臺商

們揮灑自己抱負的一片新天地，甚至是一條實踐自我的道路。 

(二)學歷政策使臺生成為臺商

除了經濟需求和市場趨勢外，部分臺商也有不同的因素促使他們移居

大陸或在當地發展，包括學歷問題、原居地政治與社會局勢變化的影響等

等。例如#26 醫師和#04 總監 2 位受訪者先前便已在大陸攻讀碩、博士學

位，但受限於兩岸學歷承認問題，所以畢業後便在當地求職發展，但工作

之後認為大陸的前景應當優於臺灣，因而便仍維持大陸的工作與生活。如

受訪者#26 醫師因為昔日在臺灣工作過勞而常生重病，為了解決困擾，乃

於 1995 年到大陸學習中醫。取得博士學位後，便在上海地區一所醫院執

業。（答第 2、3 題）受訪者#04 總監在臺主修企業管理，進入職場後決定

再攻讀博士學位，於 2007 年取得復旦大學學位，「當初並沒想說要來大陸

發展，但來大陸之後看到大陸不斷在發展（笑），加上學歷還沒有承認嘛，

所以我就留在這裡啊，留在這邊工作，因為這裡有機會，所以就留在這裡。」

（答第 4 題）受訪者在當地從事人力資源管理及投顧諮詢業務，並合資成

立公司，開展自己的事業。（答第 3 題） 

(三)政治與社會情勢變化刺激臺商移居大陸

另外有 3 位受訪者提到經濟範圍以外的原因，即臺灣方面的政治和社

會變化，也成為他們移居大陸的原因之一，例如受訪者#18 原先在部隊負

責軍售採購業務，但因受到尹清楓案件影響，感受到社會輿論對軍方態度

曖昧，自覺難有發展而請退：「尹清楓那時候嘛，我是他學弟，所以做這

行當，就覺得，臺灣的氣氛已經不對了，就用有色眼光看你，也很難推，

太複雜，跟我個性不合；你到立法院大家會用異樣的眼光看嘛，你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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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沒有成就啦，所以就決定要退。」（答第 2 題）退伍之後，在朋友安

排下，便到大陸駐點，開始經營廣告代理的工作。 

受訪者#10 則因不滿當時政府執政態度，對重大政策立場反覆，因而

成為受訪者離開臺灣的關鍵因素。「在 2000 年那個時候是一個關鍵點，會

來也是因為那時臺灣的政治不太穩定，2000 年就是核四停建那個時候，會

覺得執政者言而無信。」（答第 3 題）同樣受到政治因素影響而移居大陸

者還有受訪者#22，他明確地指出，2004 年總統大選發生的「319 槍擊事

件」是刺激他確切決定到大陸發展的關鍵因素，他說： 

我是到 2004 年，就阿扁的兩顆子彈之後，我是毅然決然就決定來這

邊發展。[所以那個事情對您是一個刺激？] 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影

響。我是覺得說，這種事都可以發生，臺灣已經沒有救了；而且，

當時造成很多家庭，包括家庭內部就~，會產生兩派的意見，我是覺

得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人家中國大陸在走經濟改革，那我們在走文

革。所以當時我認為~，而且當時他們確實臺灣景氣也不太好；那，

會覺得說，臺灣，沒救了、沒救了。我們投票投不贏人家，我們就

用腳投票(笑)，用手投不贏，就用腳來。（答第 3 題） 

受訪者表示，原本在 2000 年就想到大陸發展，也隨友人到大陸考察市場

狀況，但因對環境不熟悉、也無適當人脈，以致猶豫難決。但在上述選舉

事件之後，反而促使受訪者「毅然決然」「用腳投票」離開臺灣，成為少

數含有「政治因素」而進入大陸市場的臺商案例。 

二、大陸祖籍地對臺商的意義 

臺商移居大陸，是否有「回到故鄉」或「回到祖國」的感受？還是只

是單純的工作、生活之處，而無「多餘」的歷史和族裔的情感牽絆？又或

者，反而言之，大陸的歷史和族裔的情感是否可能也是吸引臺商前往大陸

工作、投資，居留生活的因素？在 34 位受訪者中，有 25 位臺商可以明確

地說出家族在大陸的祖籍地點。其中有 12 位臺商曾經到訪祖籍地，試圖

尋找自身與祖籍地之間的情感聯繫；有 5 位臺商雖未到祖籍地，但有和親

戚聯絡、互動；另外有 8 位臺商既未探訪祖籍地，也不曾聯絡親戚。整體

的互動狀況可參閱「表 5-1 臺商與祖籍地暨親友互動情形」，掌握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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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臺商與祖籍地暨親友互動情形 

編號 祖籍地 互動情形 對祖籍地及與當地親友互動的感受 

#03 四川開縣 去過 回二次,很多姪孫.互動不多,打電話。但影響

異母姊受洗為基督徒。 

#05 江蘇徐州(夫家) 去過 先生喜探親,但糾紛也多,後來少聯繫了。 

#06 河北 去過 爺爺後來搬到吉林,叔叔招待旅遊熱絡。 

#09 湖北武漢 去過 去過三次,一年互動一次,接濟他們,有家人

感,遠地親戚。 

#10 廣東梅縣 去過 去過一次,但沒找老家。 

#16 福建福州(夫家) 去過 先生多次,年節婚喪,互動少,有感情但僅止於

禮。 

#18 江蘇南京 去過 年節婚喪代表父親聯絡感情。 

#19 廣東梅縣 去過 無親戚,但地理就像是放大版的臺灣老家。 

#20 山西聞喜(妻家) 去過 妻老家親戚多,熱情,親熱,但生疏。邀投資老

家。年節婚喪匯錢。不會想常回去,環境物質

差距太大。 

#28 廣東梅縣 去過 沒尋根溯源,住過兩天,跟臺灣老家相近。 

#30 福建林森 去過 祖地已消失,想尋根,看祖先環境,但沒感覺。 

#31 廣東梅縣 去過 有親戚、長輩，有探親。玩而已，少互動。 

#07 河南商邱(夫家) 有聯絡 先生有異母兄較親。親戚多,年節問候,平日

偶問候。 

#08 山東萊陽(夫家) 有聯絡 先生見過親戚,年節通電話而已。 

#15 安徽巢湖 有聯絡 平常就有跟大陸親友互動,現住大陸表姊上

海房子。 

#17 山西聞喜 有聯絡 叔叔,家人的感覺不大,似有非有。 

#23 福建漳州 有聯絡 有感情,有異母之兄,臺灣的母親、弟弟現也

住祖籍地。 

#01 浙江紹興 沒去過 祖、父都在臺祭拜,母親不希望#01 回祖地,

以免麻煩。 

#02 河南鄭州 沒去過 [無] 

#04 湖南(妻家) 沒去過 岳父母去過一兩次,修祖墳。 

#21 廣東梅縣 沒去過 自己沒有,回陸妻東北家,友覺妻像臺灣人,己

像大陸人。 

#22 泉州同安 沒去過 [無] 

#25 廣東梅縣 沒去過 沒有親戚資源了。 

#27 四川重慶 沒去過 因父早逝,也就沒聯絡。遠親不如近鄰。 

#32 福建 沒去過 [無]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五章 宗教信仰與臺商的認同變化 131 

曾經到訪祖籍地的臺商主要對於地理上的想像多過於對大陸親戚的

情感。像是祖籍同為廣東省梅縣的#19 董事和#28 經理都曾遊訪過祖籍地，

巧合的是，倆人都認為當地的人文風情與地理環境和各自在臺灣的桃園、

苗栗老家非常相似，#19 董事便說： 

梅縣我很訝異的是，地形風貌、地勢，跟我老家就是我父親那邊楊

梅的新埔很像很像；只是說它擴大了幾倍，它也是兩邊是山，中間

是平地像河谷地這樣子。……所以我很訝異，欸，客家人照他原生

的地方這樣，移到這邊也找很類似的地方住。（答第 7 題） 

但他並未因此就對祖籍地有歸屬感，「雖然地形地貌很像，可是又有一些

東西又好像不太一樣」（同前），像是口音的差異，甚至臺灣宗族長老到梅

縣考究族譜而被告知可上溯至宋代「楊家將」後代時，受訪者並未與有榮

焉，而是懷疑其真假，「是不是編出來的不曉得」（同前），而一笑置之。

另一個類似且極端的例子是#30 董事長的經驗，他的祖籍是福建省林森

縣，他說：「回去也是想尋根啦，看看以前祖先的環境哪。」但走訪之後

卻發現，「那個縣已經沒有了，因為行政區的合併，已經不見了，這個縣」，

致使受訪者對於祖籍地的山水環境「沒感覺」（受訪者#30 訪問記錄頁 16），

竟至造成了反效果。 

除了地理上的情感外，有些臺商在探訪祖籍地時也難以避免與大陸親

戚接觸，甚至有的臺商探訪祖籍地的目的就是尋親訪舊；但也常在經歷彼

此實際的接觸之後，而改變了臺商對祖籍地原先的情感，而將祖籍地仍然

保留在原來的想像之中。例如#05 專員由於先生先前對大陸抱持正面觀

感，曾說「好山好水在中國大陸」，因而曾多次隨先生回江蘇省徐州市祖

籍地探訪親戚。但在數次互動後，「我們家先生生氣了」（答第 7 題），財

務間的齟齬、情感期待的落差等等，漸漸消減#05 專員和先生初始對祖籍

地和大陸親戚的美好期待，而不再積極地維持自家與祖籍地間的聯繫。類

似於#05 專員的情形相當常見，包括#03 董事長、#16 媽媽、#20 老闆等諸

多臺商在面對祖籍地時都曾遭遇類似的歷程： 

想像→ 接觸→ 退縮→ 想像 

然後只與祖籍地和親戚保持著年節問候、婚喪致禮的「似有非有」的關係

和互動模式。縱使和大陸親戚互動較密切的臺商，也仍對祖籍地有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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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而不會增加他們與祖籍地之間的接觸頻率。例如#07 經理與先生雖然

已在移居地居住超過十年，卻從未到訪河南省商丘市祖籍地。受訪者指

出，雖然祖籍地的親戚會熱情地邀請他們回去看看，但她先生認為「一方

面不熟，一方面覺得沒有必要」（答第 7 題），故而只與移居大陸前便已聯繫的

一位同父異母的哥哥有所互動、較為親近，而無意經營祖籍地的關係。另

外，#23 大姊雖然在大陸也有位同父異母的哥哥，同時她自己臺灣的母親

和弟弟也移居到福建省漳州市祖籍地附近，受訪者也稱自己為「生在臺灣

的福建人」；但她卻從未去過祖籍地，且因工作、生活習慣和精神需求等

因素，而有將兩岸居留時間區分各半的規劃（答第 6 題）。即使像是#15 顧

問在上海頗受大陸表姊照顧，住用表姊提供的房子，卻也從未返回安徽省

巢湖市祖籍地，甚至於顧慮身在大陸工作、生活的現實，而將祖籍地運用

為市場話術的內容。例如當她回答兩岸之間何處是故鄉時，她答道： 

安徽，在這邊得這樣說，沒辦法。[那臺灣的角色呢？] 臺灣當然是

故鄉啦，我這邊說安徽是市場語言，沒辦法，工作。[那像是我問您

的話呢？] 那臺灣來的啊！我看到外國人我都會說我是臺灣來的，

會比較清楚，看人說話的，這沒辦法。[真實情感上呢？] 當然是臺

灣啊！我現在在這邊就只是工作而已啦，未來怎麼樣，不知道。因

為我們還是要生活嘛，我也~，三年多，也會想到父母在臺灣，回去

的問題。（答第 11 題） 

相對於私下場合對臺灣原居地表露的真實情感，#15 顧問必須顧慮在移居

地工作、生活的現實環境，而以「市場語言」的概念解釋這種將祖籍地作

為一種社交工具的情形。當面對當地客戶或友人時，祖籍地成為宣告自己

與對方為同一群體的身份；但在和境外人士、外國人或臺灣人互動時，便

直接顯露自己來自臺灣的真實狀態。 

根據上述臺商的訪談顯示，雖然有超過七成（73.5%, 25 位）的受訪者

明確知道自己或家族的大陸祖籍，其中也有部分臺商探訪祖籍地或是與大

陸親戚聯繫、互動。但對臺商而言，多半只將祖籍地視為父母、長輩的故

鄉和大陸親戚的住處；並不會在拜訪和接觸祖籍地與親戚之後，便認定自

己對祖籍地有歸屬感，甚至反而降低了臺商日後再次探訪祖籍地和親戚的

意願。祖籍地對於臺商自身較為實際而有直接的影響，在於可增進自身和

大陸市場間的親近感，有利於拓展人際關係，減少移居地的隔閡或排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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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於臺商以工作、公司發展為要務，因而對基於祖籍地所衍生的宗親關

係便少有積極經營的需求與成效。 

三、臺灣原居地的角色及臺商對移居地的認同感 

(一)臺灣原居地的故鄉角色及其變化 

雖然多數的受訪臺商能夠和大陸祖籍地方面維持互動、保持關係；但

幾乎所有的受訪者仍然還是以臺灣為自己的故鄉。例如#01 執行長在回答

第 11 題關於兩岸之間的故鄉概念時表示： 

臺灣、臺灣。目前應該這樣講，就說，雖然我一直知道我自己是外

省人，可是終究、終究在臺灣長大，也經歷很多；我很難對中國有

這個完全認同感，很難有那個就是說好像是我就是浙江人。因為我

其實浙江也沒有常常回去、祖籍也沒有 [所以你也不會講紹興話？] 

不會去想追訪祖籍，對，[不會講紹興話？] 不會。 

受訪者的祖父、父親在政府遷臺前就已經在上海經商，因戰亂赴臺；所以

受訪者近年在上海經營媒體產業，對其家族而言，具有「回到上海」的意

義。但異於昔日局勢與個人成長、生活經歷，#01 執行長仍然以臺灣為故

鄉，而不覺得「回到上海」有家鄉的意涵。 

再如#08 經理和先生也只是將大陸視為目前工作的地方，為了掌握住

經濟發展的機會而移居大陸，「最終我們覺得到時候還是要回臺灣去呀，

嗯，其實最終還是會回臺灣啦！」（答第 11 題）包括#20 老闆在內的多位

臺商也都有如#08 經理的想法，#20 老闆便說：「就看以後的發展機會，如

果留在這邊還有工作機會，那你就得留在這邊哪。但有一個想法是，不管

你在這邊做多久，到了一定年紀要退休，那就還是會回臺灣。」（答第 11

題） 

不過，在經歷過移居地的生活之後，部分臺商對於「故鄉」的內涵也

漸漸轉變；除了原生關係的臺灣外，也增加了與移居地的社會關係、經濟

關係、群體關係，而擴大受訪臺商的「故鄉」內涵與認知、乃至認同的變

化。例如#05 專員對於第 11 題的問題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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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比較模糊了。早期我在臺灣的時候啊，「老祖先哪兒？」我說：

「福建廈門」，我都這樣這樣；我是在那時候，那時候很小，還不懂

那個概念。然後其實包括來這邊的時候，人家問的時候，欸「在臺

灣」這樣子，「我的故鄉在臺灣，我來自臺灣」這樣子。啊來這邊生

活了七年多以後的話，因為，我們畢竟是炎~黃~子孫（語速放慢，

有強調之意）嘛，這樣子。所以說如果要嚴格要求問說怎麼樣子，

其實不是說自己沒辦法定位，那好像變成很籠統。畢竟可能你的祖

先前幾輩是從哪邊過來這樣子，那以後我們的下一代不知道會在哪

個地方。但是現在還好，有個百分之幾 percent 還會說自己是臺灣，

那再過幾年的話不知道會怎麼說（笑）。（答第 11 題） 

臺商在移居地實際工作、生活的經驗，對於他們在認知自己和移居地之間

的關係時，無法否定移居地在自己人生歷程中的角色，一如上引#05 專員

所言：「來這邊生活了七年多以後」，增強了她對「炎黃子孫」的民族認同

感，而不會排斥將移居地與臺灣一同納入其認知「故鄉」的意涵，相對地，

也不會絕對地將臺灣作為「故鄉」概念所指涉的單一對象。這種將移居地

和臺灣對等或互換以擴張解釋臺商身處兩岸間的「故鄉」概念，#33 廠長

有更為具體而清楚的闡述： 

現在反而~來到八年了喔，回到臺灣去，會想要回來上海，現在是就

變成這樣子。[是因為覺得生活習慣嗎，還是？] 怎麼講，回去臺灣，

以前叫「回到家」；現在囁~回去臺灣叫「回去探親」，啊回來上海叫

「回到家」，轉變已經變成這樣了。因為你買了家在這裡啊，啊工作

在這裡嘛，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至少有三百天你是在這裡過的，對。

所以說，現在差別就在這裡。以前是回去叫「家」，現在回去那邊是

叫「探親」，來這邊叫「家」，這就是目前的轉變哪。（答第 10 題） 

如同#05 專員的回應，在移居地居住的時間越長，臺商的「故鄉」概念的

變動性也就越高，不僅在情感上有所轉移，像是「回到臺灣去，會想要回

來上海」，而且當移動的意涵有所轉變之後，則「家」和「故鄉」的指涉

對象也被轉換了。因為類似的原因，也有較多臺商會將移居地──而不是

祖籍地──視為是他們在大陸的家，乃至於是第二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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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居地成為臺商的第二故鄉或子女的故鄉 

就實際狀況而論，本文受訪臺商們在大陸日常接觸最頻繁的地方便是

他們居住、工作與生活的地方──上海市。包括職涯發展、建立家庭、養

育子女等等生命歷程，都可能已經或將會在移居地陸陸續續發生；因此，

他們對於移居地的連結性或歸屬感也漸漸增強。在 34 位受訪者中，有 9

位（26.5 %）認為大陸移居地可視為第二故鄉的角色。例如#29 太太在回

答大陸移居地對她而言是什麼樣的角色時，她認為：「它應該算是我第二

個故鄉。就我在這邊從我~從我結婚，然後到這裡，噢~噢~孩子還很小的

時候就搬過來了，所以我老公的整個事業體系跟過程的發展都是在這裡，

那所以它應該算是我第二故鄉，對的。」（答第 11 題）#07 經理也有類似

的經歷和回答：「第二個故鄉，時間住久了會覺得是這樣啦。這裡還是會

有感情啦。生活久了就會覺得說，留在這裡~，當然剛開始是工作的關係，

也沒有想要長期住在這裡。但有很多考慮因素，我不希望小孩教育的地方

換來換去，所以住十幾年下來我覺得說，可以把它當作第二個故鄉。」（答

第 11 題）影響所及，甚至於對臺商的身份認同也有所轉變，例如#33 廠長

所言： 

我在我的 msn 部落格上我就是寫「上海是第二故鄉」啊。[有沒有朋

友或網友跟你討論這個問題？對你這個狀態有沒有什麼~ ] 沒有。我

回到臺灣，他們只會告訴我：「你這個大陸人回來幹什麼（笑）」，你

知道嗎（笑）；甚至我們家人會告訴你：「欸，你這阿拉仔又回來了

（笑）」這樣子，你知道意思，無意間的玩笑話已經把你定位，事實

上你已經不屬於臺灣了，你清楚嗎。（答第 11 題） 

「大陸人」、「阿拉仔」（對上海人的俚俗稱呼）都成了受訪者親友將他與

移居地連結起來加以「定位」的身份標籤，無形中也成了將受訪者與臺灣

之間區別開來的界限；雖然是「回到臺灣」，但卻被視為「外來者」，也使

得受訪者對於移居地賦予「第二故鄉」的角色，以維持其歸屬感。 

部分受訪者在思考、回應「故鄉」概念在兩岸間的角色等相關問題時，

曾主動表示自己這一代雖然還會將臺灣納入「故鄉」概念，但下一代子女

們基於兩岸的生活經驗差異後，對於「故鄉」概念也許就會有所變化。如

#04 董事對於第 11 題的回應便說：「大陸算是他鄉、異鄉，但對我小孩可

能算原鄉，但這裡她可能更認同這裡；臺灣肯定是我故鄉，但我女兒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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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認為臺灣會是他鄉。」受訪者#12 R 女士更詳細地指出子女在移居地

受到的影響和變化： 

[臺灣？] 當然，大陸不可能是故鄉。（聲調提高）可是到第二代就

會有改變喏，就會兒子女兒們就會不覺得臺灣是故鄉。[您的~] 對

對，因為他們在這邊長大，四年了，在他們開始有認知~，小學二年

級他們真的是沒概念的，……等到他比較懂事了，現在國三了，他

們對這裡的思念反而比較、比較有感覺了，就是學習啦，或者是，

他認識的，……現在他們在背臺灣的歷史、地理，背得很痛苦這樣。

（答第 11 題） 

子女對「故鄉」概念的變化確實也已成為大陸臺商煩惱的一件事情。受到

生活環境、學習課程和教材的不同、人際關係的影響等等，讓臺商子女形

成不同於臺灣環境的世界觀。也因此，如何適度地調整、或是提供輔助課

程或教材協助子女獲得「正確」的學習內容與認知，也是臺商父母們同時

需要處理的問題。如#13 處長便說： 

他們小時候在學校有時候會唱一些少先隊的歌，然後~反正一些很噁

心的歌這樣。然後回來~我老大他知道我們的一些認同嘛喔，老大那

時候小學二三年級，他在學校裡面回來以後，他就故意唱那個歌，

然後看我們的表情這樣。藉這機會讓他們知道，就是，欸~在學校因

為在這樣的體制下你還是跟他們唱沒關係，可是我們還是從臺灣這

邊來的，讓他們知道我們的根還是在臺灣哪。（答第 11 題） 

移居地對於臺商的影響顯然不僅止於自身而已，也會對其家庭、子女等有

所影響；尤其對於生命經歷尚屬單純的子女一代，臺商本身須與移居地之

間的影響力相互競爭，以引導子女建立適當的認知與認同感。如#12 R 女

士指出： 

因為他們以前對故鄉這個東西沒有感覺，現在他就知道，啊，臺灣

應該是故鄉，但是這中間要去建造這中間的感情。其實現在他回去

的時候，心態會不一樣，因為他已經漸漸知道這邊只是生活的環境，

他也不是這裡的人。（答第 11 題） 

所謂「建造這中間的感情」，除了每年寒暑假返臺休假、探親，多與在臺

親友互動外，受訪者也指出宗教社群的重要性。由於受訪者臺商父母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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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基督教徒，因而在返臺時或在移居地的生活當中，帶領子女一同參與

宗教團契活動，藉此接觸、認識團契內的同儕群體，有助於他們強化與原

居地之間的認同感，而得以辨別自身與當地之間的差異。 

本節說明臺商的「故鄉」概念會受到移居地的影響，而使得原先以原

居地臺灣為故鄉的內涵有所轉變。當受訪者長期居留在移居地後，不僅會

影響受訪者自己對原居地「故鄉」概念的認知，也會使得原居地的家人、

親友對其身份有不同的認定；也因此使得受訪者對於原居地產生疏離感，

而增強了對移居地的連結性與歸屬感，進而對移居地形成「第二故鄉」的

認知。同時，移居地對於受訪臺商的影響也包括其家庭成員，尤其是青少

年一代的子女，因為受到移居地生活環境、學校教育和當地同學、朋友的

影響，而可能形成與臺商父母相異的認同感。因此，臺商必須運用適當的

資源，引導、調整子女的認同；而除了休假返臺多與原居地親友接觸、互

動，或是補充、提供原居地觀點的教材與資訊等等之外，有宗教信仰的臺

商也運用個人的宗教資源，帶領子女參與其所屬的宗教社群和活動。相對

於大陸移居地限制性的宗教政策與環境，參與宗教社群和活動有助於形成

其與當地區隔的認同界限，而維持自己和子女與原居地之間相關方面的連

結與認同。 

 

第二節 家庭、婦女對宗教信仰生活與身份認同的影響 

一、相關研究的啟發和討論 

學界對於宗教信仰問題與臺商工作、生活等方面的研究，目前似乎僅

見有柯澍馨和宋子雅二位學者關於影響臺商生活適應因素的研究觸及「宗

教信仰」、「家庭型態」、「配偶是否同住」等方面。1
 但是該研究結果指出： 

大陸臺商之「生活適應」會因「宗教信仰」之有無，而有顯著差異

存在（……）。也就是說有無「宗教信仰」對大陸台商的「生活適應」

會有顯著的影響，其中「無宗教信仰」的大陸台商，其生活適應狀

況較「有宗教信仰」的大陸台商為佳。2 

                                                 
1
 柯澍馨、宋子雅：〈大陸台商生活適應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華岡農科學報》第 9 期

(2002)，頁 49-66。 

2
 見前註柯澍馨、宋子雅論文，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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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該研究肯定「宗教信仰」因素對於大陸臺商的「生活適應」有顯著影

響，但其所指「無宗教信仰」者比「有宗教信仰」者的適應為佳的結果，

頗值得探究其原因。根據作者解釋： 

在「有宗教信仰」的受試者中，有 88.89 % 的受試者未與配偶同

住，……「配偶沒有同住」的大陸台商其生活適應較「配偶有同住」

者為差；此外，……「有宗教信仰」者其「配偶沒有同住」的比例

顯著高於「配偶有同住」者，因此造成本研究結果呈現「有宗教信

仰」的受試者其生活適應較「沒有宗教信仰」者為差。3 

簡言之，即臺商若未與配偶同住，則其適應差；同時，有宗教信仰者的獨

居比例較高，因而得出有宗教信仰的臺商其適應狀況也差的結論。 

雖然該研究尚以「家庭型態」和「配偶是否同住」二方面分析臺商的

適應問題，其結果則是：在大陸有居家之「小家庭」的臺商，適應較其他

家庭型態者為佳；同時，與配偶同住者，適應狀況也有所提升。這或許可

以解釋為家庭因素對於大陸臺商的適應狀況有所助益。但是否即可推論為

「有宗教信仰」者居家率低，故其適應也差的根據，似乎還值得商榷。 

柯、宋二位學者的研究預設受訪者皆為已婚男性，4
 故其所指同住配

偶即為移居大陸之婦女；則根據前述的推論，柯、宋的研究認為，無宗教

信仰者多與配偶同住，故適應良好。如此，則似乎將婦女、家庭等因素與

宗教信仰因素斷裂開來，形成「宗教信仰無助於臺商適應移居生活，而婦

女、家庭則使臺商的宗教信仰需求降低」的論述。然而，前文我在第一章

曾引述美國移民學者 Ebaugh 指出，受教會影響之移民婦女具有促進其家

庭成員參與宗教活動的效果。例如，她表示，婦女在移民的宗教組織扮演

著重建文化傳統的核心角色，而且也具有較諸於在原居地時更有影響力的

領導地位。這些變化表現在三個方面：(1)無論是在核心的宗教位置或家庭

的宗教儀式時，婦女為大家準備傳統食物；(2)在宗派宗教儀式中擔任核心

成員；(3)在族裔宗教課程裡擔任孩童們的老師。此外，提供新移民婦女支

                                                 
3
 同前註。 

4
 見前註引柯澍馨、宋子雅論文，頁 55。問卷第 23 題：「我經常因為妻兒子女不在身邊，無

法照顧、陪伴而感到寂寞。」第 24 題：「我的妻子會希望我回台灣工作。」第 26 題：「我對

於子女因無法善盡為人父的責任，經常感到愧疚。」從這些題目可知研究者將其「受試者」

預設為已婚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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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資源，如語言學習課程、就業機會、兒童就學資源、乃至於分享她們在

宗教組織內分擔職務的普遍經驗等等，都是現代以來婦女們在移民社會宗

教事務和活動之中，日益提升其重要地位和發揮顯著功能的實際情況。5
 

為了了解家庭、婦女等因素對於臺商宗教生活的影響情況，本節首先

根據這方面相關受訪者的訪談資料展開討論，也可與前述學界已有的研究

成果相較其中同異。此外，除了家庭、婦女之外，在移居地可能影響臺商

進行宗教活動和生活的因素，也可能包括宗教社群團體：因此，本節第三

部分將探討宗教社群團體促進或影響臺商宗教信仰生活的情況，進而了解

宗教信仰藉由哪些因素或機制影響臺商的身份認同。 

二、家庭促進臺商宗教生活及其與身份認同的關係 

(一)家庭對宗教活動與信仰生活的影響 

在受訪群體中，有 23 個案例（67.6 %）是和家人一同居住在移居地的

「家居型」居住型態。如果我們集中在這 23 個案例所形成的「家居型」

受訪臺商群體，歸納他們對於問卷中有關宗教、認同等問題的反應，便可

以看出家庭對於臺商在移居地的宗教、認同等方面的影響情形。 

在前述與家人一同在移居地居住的 23 個受訪案例中，有 20 位（87 %）

受訪者認為宗教信仰對於他們移居大陸有所影響，如同第四章第一節所

述，有的認為是「主的安排」、「菩薩運作」；有的認為是實現預言或為了

驗證某些機緣而到大陸；乃至於也同意「冥冥之中」某個力量引導而發生

的結果。同時，有 22 位（95.7 %）受訪者認為宗教信仰對他們在移居地的

工作和生活有所助益，不僅可幫助自己面對在移居地遭遇的困難，也幫助

自己工作順利。一如第四章第三節所述，無論是自身在職場、人際關係或

心理上的支持力量，還是作為企業經營的運用原則，乃至於作為企業的經

營項目，都對受訪臺商在移居地有顯著地影響。 

由此可見，如果臺商在移居地有家庭生活時，則他們在移居地的宗教

活動或信仰生活也較為活絡。例如受訪者#14 Y 先生當初移居崑山時，並

無意願參與團契活動，但後來因為小孩生病等問題，團契教友一同禱告後

而復原，#14 Y 先生便積極參與團契事務： 

                                                 
5
 Helen Rose Ebaugh, “Religion and the New Immigrants”, in Michele Dillon ed.,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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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他（團契教友）就來叫我們，他叫了兩年，我們都不理他。

後來是因為我們小孩子有一點事情，然後我們就看到教會幫我們禱

告，我看了也還蠻感動的，就跟著一起來，然後來就沒事了，現在

健健康康的。」（答第 13 題） 

再如 #20 老闆維持在臺灣的習慣，將移居地住家附近一間佛寺作為固定敬

拜的宗教場所，並且以觀音、關帝和財神三位與臺灣故鄉相同的神祇為主

要的信奉對象： 

我是覺得拜拜就誠心誠意，這樣就好啦。我拜拜都跟他講，我是哪

裡人哪，公司在哪裡啊，做什麼的啊，家住哪裡啊，保佑你生意興

隆啊，保佑我們闔家平安哪，就是這樣而已啊。（答第 25 題） 

而 #21 先生的陸籍妻子受其影響，也接觸宗教活動，為家庭祈福： 

[您太太每天誦經會找您一起做嗎？] 不會。她是想說這樣可以幫助

家庭，她是這種心態在做，沒有別的意思。……因為她只是人家跟

她講唸經好、祭拜祖先好、祭神明好，她就是認為對家裡有幫助的，

她是傳統啦。（答第 22 題） 

顯見家庭對於臺商的宗教生活有其重要的積極效果，而且受訪臺商本身通

常就是宗教生活的帶動者；縱使少數家人不盡然完全參與宗教活動，臺商

也會因為顧及家人的利益而持續進行其宗教活動。 

(二)家庭的宗教生活對臺商身份認同的影響 

移居地的家庭生活有促進臺商的宗教活動和信仰生活的效果，那麼，

是否會因此也提升臺商對移居地的連結感或認同感？以前引受訪者#20 夫

婦為例，雖然他們也會依照節例定期在當地的寺廟拜拜，家中也依照習俗

佈置符咒、神像，但他們認為這方面的需求和活動，仍屬於他們為了維持

自己的生活模式所需，反而也因此與當地有所區隔。如#20 受訪者在回應

第 10 題關於是否覺得已經融入當地的生活模式，對當地是否有認同感時

表示：「模式？我們自己的生活模式啦，你說要融入，還是有一大段距離

啦。我們還是吃臺灣菜比較多，自己做，或者是這附近實在是很多。」受

訪者很自然地隨口以日常的飲食經驗，說明他們在當地的生活習性仍與臺

灣原居地保有緊密的關聯，包括在宗教信仰生活上，也維持和臺灣家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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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廟宇間的關係： 

 [那像剛進門那個？] 那是從苗栗恩主公求的平安符啊，另外有拜拜

的那種招財神的，拿回來就貼上去而已啊。沒有說還要怎樣，就拿

回來，拜一拜貼上去而已，一段時間要更換。有回去的時候就拜拜

嘛、求嘛，我們車上那上面都有啊。（答第 24 題） 

也因此並不會對移居地有太高的認同感，甚至刻意避開「上海人」的指稱，

以免被當作有錢人而受到差別待遇。（答第 24 題）受訪者#21 也表示在移

居地的日常生活和臺灣差異不大，包括電視節目也可收看到「TVBS、東森、

三立、民視」等臺灣頻道，餐飲方面也可吃到「蚵仔麵線、味增」之類的

臺灣風味；但在認同上，仍以臺灣為主，並不會因為住在上海就改變原先

對臺灣的認同感，「我們哪裡來的就哪裡人，什麼人就什麼人咧。」（答第

10 題）整體而言，家庭生活會增進臺商在大陸移居地的宗教信仰活動，但

同時也維持他們對於臺灣原居地的身份認同。 

三、婦女促進臺商宗教活動與信仰生活 

(一)婦女對宗教活動與信仰生活的影響 

在所有受訪案例中，有 13 位直接接受訪談的女性臺商和配偶。她們

大多（12 位）認為宗教信仰對於自己或家庭移居大陸工作和生活有所影

響；同時，全部的女性受訪者都同意宗教信仰對她們個人或家庭的工作和

生活有正面的助益效果。由此顯示，受訪婦女對於宗教活動和信仰生活都

有高度的參與程度。包括個人在移居地生活中的寄託，如 #34 經理回答第

37 題關於宗教對其在移居地之工作、生活的影響時說： 

有正面的幫助，頭腦比較清楚；而且，思~在中國～你除非是~看你

怎麼活動啦，不然就我覺得這個活動（禪修）我覺得很好，因為讓

我們有個生活的重心，宗教信仰、精神寄託，我覺得很好。」（答第

37 題） 

另外，#16 媽媽更為全面地從宗教對其個人狀態，乃至整個家庭的幫助等

方面闡述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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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的觀念裡面，我會覺得說，宗教就是你修一條回家的路，就這

樣，好走的一條路。然後，人生其實到最後就是得到一個身心靈的

平衡。就是，唸（經）到後來，真的是平常心這樣子。我到後來也

是在這不斷地付出當中得到蠻多的快樂。也覺得說，你這樣的一個，

就是，有禮佛的話，或者說你有一個信仰，然後不斷在幫助別人，

其實自己在無形當中，你就會覺得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週遭，你

的小孩、你的先生各方面，你就會覺得比較平順，比較不會有那麼

多的曲曲折折的事情。（答第 23 題） 

婦女受訪者對於宗教的需求目的大多是以家人、家庭為主，除了祈福

之外，也認為宗教信仰對於家人的行為和人格狀態有實質的正面影響，而

有助於他們在移居地工作、求學、生活等方面的適應能力。如 #12 R 女士

便說： 

會呀，當然說會呀，怎麼會沒有影響（笑），喔，很好。我覺得會越

來越大、會覺得越來越乾淨；我覺得在生活上面執守~，我講乾淨就

是家庭，我們會覺得在這邊很重要的是家庭生活很重要，對對。很

多人其實很羨慕基督徒，我最近聽到很多媽媽在講她們很羨慕，是

一個比較單純的、就是先生會很好、孩子會很好，[臺商媽媽？] 臺

商~臺商媽媽，對。不過那個羨慕跟真正要做，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基本上是這樣。因為出去，她先生會很好管；她們出去都很明顯，

就是先生會有先生的榜樣，那孩子會有孩子的表現。我覺得那是那

些臺媽們很羨慕的，我們最近比較是談這樣子的事情。因為現在世

風環境很不好、風氣很不好，所以孩子們就覺得~，欸，有批孩子們

很單純，目前是這樣。（答第 37 題） 

在前述 23 個家居型態的受訪案例中，有 18 個案例（78.3 %）居家成

員包含配偶（部分臺商與父母或小孩居住）；而在直接受訪的 13 位女性臺

商中，則有 9 位（69.2 %）為家居型。由此也可看出婦女在家庭的宗教活

動和信仰生活中，具有相當重要的推動者和維持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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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臺商與身份認同的變化 

受訪婦女臺商對於宗教活動和信仰生活有正面關聯性，則其女性角色

與其對當地生活適應程度和認同感有無正向關聯？通常，婦女臺商在「融

入大陸當地的生活」方面比家庭的影響力高一些；反映出女性有較好的適

應能力，除了個人生活外，也包括照顧家庭、子女，使得女性必須強化自

己的適應能力。但有趣的是，她們對於當地的認同感卻比較低，只有少數

的女性受訪者表示對當地有認同感。例如，#07 經理即表示： 

[您會認同自己是上海人嗎？] 不會囁，但會去適應，生活上可以適

應。像我小朋友唸 LOCAL 學校，也要去適應這裡的小朋友一起上

課，都還 ok。但是你說完全認同嗎？因為還有很多需要再教育，對

他們的人文素質，盡量去影響吧。比方說，這跟我參與的活動有關
‧‧‧‧‧‧‧‧‧‧

係
‧
，像小孩子，臺灣的小孩子從家庭教育就灌輸他一個觀念，臺灣

的小孩子一般的素質是怎麼樣，小孩子在學校裡面就會影響同學，

就是不能亂丟垃圾、亂吐痰，也會造成一種風氣啦。那因為他表現

得還不錯，所以當地同學會跟他學，出去就會自己帶垃圾袋，不能

亂丟，不然會被罵。來我們家，因為他們都是獨生子，就會直接進

到小孩的房間，所以就要引導他們說，進到家裡來要先跟父母親問

候，要說：「我來了！」，要走的時候也要跟長輩說：「薛媽媽，我要

走了！」類似這樣子的。所以一開始，我兒子就會跟他們講說：「去

我們家唯一的條件就是要有禮貌，要跟我媽媽打招呼」。我兒子去人

家家也會這樣做，有些同學會跟他這樣做，有些可能因為習慣，所

以也不一定。（答第 10 題） 

可以了解，婦女臺商基於子女教育，因而也希望能運用她所參與的宗教活

動所得，影響子女、乃至當地下一代的教育素養；但相對而言，也正是在

相關方面的落差，使得受訪臺商尚難以對大陸移居地增加認同感。類似的

情形也可從#08 經理的訪談中得知，她們希望藉由宗教信仰的活動，提供

當地民眾、親子參與、學習，潛移默化之後，使得彼此的人文素養等方面

日漸相近，則彼此間的隔閡感也將愈益消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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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宗教信仰與臺商身份認同的關係 

根據本章第一節和第二節討論移居地和原居地、以及家庭和婦女等因

素對於臺商宗教信仰生活的影響情形可知，整體而言，雖然多數臺商知道

自己的大陸祖籍地，但祖籍地對臺商在移居地的工作和生活影響並不大，

也不會使臺商們根據自身祖籍地作為自己身份認同的歸屬，而指稱自己就

是「上海人」、「山東人」、「廣東人」等等。基本上，臺商仍以臺灣原居地

作為身份認同的歸屬；移居地除了是工作場所外，也可作為臺商在上海的

另一個家，甚至對於移居期間較長的臺商來說，也可視為「第二故鄉」。

同時，有子女的臺商們也多會基於教育資源和未來的發展機會，而增加他

們在移居地居住的時間；在此情況下，臺商的「第二故鄉」便有可能漸漸

轉變成為第二代子女們的故鄉了，連帶所及，子女們、乃至於影響臺商本

身在身分認同上，便有轉變的可能。 

家庭、婦女等因素雖然都會促進臺商的宗教活動和信仰生活，但幾乎

所有的臺商運用的宗教資源多與臺灣相關。亦即受到大陸管制性宗教政策

的影響，臺商們在尋求宗教資源時，仍會以臺灣或境外地區的管道引入移

居地，而較少在具有宗教意義的儀式、聚會或活動時，使用大陸當地的宗

教場所、人員和經書、法器等等。也因此，臺商們在進行宗教活動和信仰

生活時，反而是促進他們與原居地聯繫的時機，而不是與當地交流互動，

以致於臺商的宗教信仰活動與生活需求越熱絡，其對於原居地的身份認同

強度就不會降低。因此，家庭和婦女等因素固然可促進臺商的宗教信仰需

求，但同時也維持了臺商對原居地的身份認同，而與移居地之間有所區隔。 

本節在討論過上述各個可能影響臺商宗教信仰生活和身份認同的因

素之後，再進一步直接分析宗教信仰因素本身對於臺商自身的影響情形；

並藉此探討在宗教信仰因素的影響下，臺商的身份認同是否也會有所變

化。為了集中問題的討論，我將以問卷的第 24 題和第 37 題關於「宗教信

仰影響臺商移居過程」、「工作與生活」等方面的問題，作為分析宗教信仰

對臺商影響情況的依據；同時根據第 25 題了解受訪者接觸或運用移居地

宗教資源的經驗，像是對寺廟、教堂，乃至於對神職人員的感受等等，藉

以反映受訪者對移居地的宗教認同程度。其後，也將討論在各個宗教信仰

因素的影響下，臺商的身份認同是否也有可能的相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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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因素在移居過程中的影響與變化 

訪談問卷第 24 題為「您認為會到大陸工作、生活，是神明的指示或

主的安排嗎？是一種冥冥之中註定會發生的事情嗎？」，根據訪談資料，

總計有 29 位（85.3 %）受訪者認為宗教力量對其前往大陸工作、生活的決

定或結果有所影響；同時，這 29 位受訪者對於第 37 題也有正面的回應，

亦即認為宗教力量對其移居過程有影響的受訪臺商，也認為宗教信仰確實

會影響他們在移居地的工作和生活。例如#31 副董對於第 24 題的回應表

示：「也許有，但我不知道。我常說未來怎麼樣老天會安排。但是你現在

自己還是要努力，要積極。我這幾年的工作很少是自己找，都是人家給我

訊息，談了 OK 了就接受。就總覺得說，欸，好像路就是這麼走，我也沒

有特別~。」對此，#31 副董也說過一個相關的故事： 

未來會往哪發展，不知道，既然修禪了，就相信緣分吧。譬如說我

到中國來工作，我原來騎的摩托車，我有部摩托車，但有開車啦，

但我又有個「追風」的車子。那我就覺得，開了車，這摩托車就沒

照顧它。結果就突然那幾個月，不知道為什麼會來整理摩托車，然

後就有人要跟我買摩托車，那我就賣給他啦，結果我就來到中國。

一直都~那個摩托車有好幾年了，兩三年了，我一直都沒處理，想處

理，一直都沒有處理。所以我是覺得說，啊，老~這一點我是相信老

天安排啦。（答第 10 題） 

受訪者認為，突然間整理久未使用的摩托車，又恰巧有人求購，似乎便是

他後來前往大陸工作的「徵兆」，而使他「相信老天安排」的非人為力量

對自己工作、生涯的影響力；也因此使他對於往後的可能發展，仍抱持依

隨此種「非人力可左右」的「緣分」安排，而不以人力強求。連帶地，#31

副董也同意「宗教信仰會影響他在移居地的工作和生活」的論點，「祂已

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認為說有什麼特別的、特殊的」（答第 21 題），

也正因為他認為禪修帶給他在工作、生活上的正面的影響，所以他也樂於

向他的職場員工示範自己的效果，「你看我，覺得我好不好，那你如果覺

得我好，那你跟著我做就好了」（答第 21 題）。 

不過，受訪者對於自身原有的宗教信仰認同度越高時，通常他們便不

太會使用移居地的宗教資源，對於當地如寺廟宮觀等宗教場所也較少有靈

性上的感應。如#31 副董對此也有他在宗教意義上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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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寺廟因為太古久，太古久了，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事實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就是說，在國內這裡因為比較複雜；在過

去太多的戰亂在這些地方，所以有很多~事實上有很多~。我以前有

認識一個師父，他是行天宮的，他關聖帝君的，他是看得見的，他

就跟我說，哇～，這裡，就是說，他們講的叫~很不乾淨。到處都看

得見那個，就是說這裡~，其實也難免，長期的殺戮，就是這樣。所

以有一些廟，你看祂很舊很久，事實上，裡面倒底是什麼，我也不

知道，所以我也就，我也很少~。（答第 25 題） 

由此即反映出宗教信仰對於受訪者的本質性影響，而使得他們會因為移居

地長久缺乏「真正的」宗教力量運作、處理、維護當地的相關問題，因而

不願運用當地的宗教資源或參加宗教場所舉辦的法會或儀式等活動。這方

面的問題在訪談#34 經理時她也指出： 

我覺得這邊的寺廟都沒，攏冇清，不清，都黑黑暗暗（臺語），啊很

多靈，不好！真的！真的、真的！很多不好的靈在那邊，所以我們

盡量就不要去。因為去的話，磁場不好我們很不舒服的，我們是很

不舒服的，我們對這比較敏感，……[所以您不會常去這邊的寺廟]

不會，因為我覺得這邊的磁~很多的磁場不好，不是說祂佛不好，不

是不是，也不是說地方不好；是祂很多祂磁場不是非常的好。因為

在中國畢竟他沒有宗教信仰，他沒有什麼超渡什麼的，很多怨氣、

靈，就在那邊。所以其實~，所以你看他很多中國的寺廟進去其實都

是黑黑暗暗（臺語），足暗欸（臺語）；不像臺灣的廟都是很光～亮

～，對。所以其實我不喜歡去太多這種地方，對，因為我們會覺得

噁心，不，是真的噁心，不是~就是會不舒服，因為祂磁場不好，會

胃會反胃，有人會拉肚子，每個人情況不同，像我就會覺得頭痛。[所

以你們自己都會有感受？] 會。就是你慢慢禪修比較~身上的靈比較

清嘛，比較清；然後，那些~，看到就會想，看到有光，祂就會想靠

近你，那我們就會不舒服，這樣子，對。（答第 17 題） 

對於身為宗教信仰者、宗教人的受訪臺商而言，大陸的「宗教界」（包括

世俗與靈性層面）實處於欠缺「宗教秩序」的狀態。在文革與管制性宗教

政策下，宗教本質層面的部分已難以續存，現所具在者，多僅屬一空相而

已，因而也無以和信仰者「恢復」歷史關係的連結。此一處境，便使如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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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相關信徒或禪修臺商等信仰者，並不熱衷在大陸從事如尋訪「祖廟」、「祖

庭」或「法脈」等活動。如身為禪修者的#34 經理對禪宗發源地少林寺、

及其當代法脈傳承的問題便認為： 

根源是在那邊啦，但現在根已經斷了，因為那邊已經斷了(重語氣)，

因為他們那邊已經斷了嘛，只是表面上說還有~啊這個地方在那裡，

實際上祂的真正的源~那個~正法已經不在了。[那你們會覺得是在哪

邊呢？就你們本身有修行者的感受，你們覺得禪宗這個宗派的根源

現在是在？] 現在是在臺灣，老實說，對！因為在中國這邊的少林

寺其實比較商業化，還比較不是真的以修行為主的了；祂比較以武

術啊、去外面拓展、表演的那種的。啊比較修行的方式、比較在修

行的啦來說的話（重語氣），以修行來說，臺灣還真的是一塊寶島，

會比較真正專心在修行這樣。（答第 17 題） 

「根已經斷了」、「正法已經不在了」的說法，皆反映出受訪臺商認為大陸

宗教界已缺失原本可與信仰者之間建立「內在連結」的根據，一種基於宗

教信仰本質層面的教派內的親密關係。也因此，當臺商信仰者進行宗教活

動時，他們所「連結」的對象，便不會存在於大陸移居地，而仍然是以其

原本在臺灣便已信奉之宗教、教派或神明為依歸；由此連結所及，則宗教

信仰對於臺商的身份認同影響便仍以原居地為對象，而不易在移居地找到

形成認同的根據。 

二、臺商原有宗教影響越大，對移居地認同越低 

對於前一論述，我可從另一方面再做說明。亦即根據訪談資料發現，

如果臺商認為
‧‧‧‧‧‧

自身原有
‧‧‧‧

宗教信仰對其影響越大，
‧‧‧‧‧‧‧‧‧‧‧

便也就不太容易
‧‧‧‧‧‧‧

融入當地
‧‧‧‧

生活
‧‧

，同時也不易對移居地產生認同感。
‧‧‧‧‧‧‧‧‧‧‧‧‧‧‧‧

尤其是對注重修行、儀式或集體

聚會的信仰者而言，移居地的環境反而是其參與宗教活動，尋求信仰需求

的阻礙，以致於另求符合自身需求的宗教資源，因而減少與移居地之間相

關事務互動的機會，也難以形成對當地的認同感。如同信奉密教法門的#23

大姊，基於修行實踐的需要，便難以在移居地滿足其宗教生活。她表示： 

那我們要去精舍啊，每個月要去精舍去打坐啊！[那您在大陸這邊您

怎麼進行？] 就是沒有啊，[那那~] 所以我就想回臺灣去啊(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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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道理啊。因為我在這我的修行就有點斷層啊，我就沒有辦

法。……現在我就有點恍然大悟，就是說，現在整個中國大陸喔，

其實他對佛法~他現在廟大部分是整理好了，但是他軟體的部分是還

沒有；所以為什麼這個法師都會來講經的，他是要傳這個法來培育

這邊的僧眾啦。（答第 13 題） 

受訪者指出的問題，正是信仰者和信仰對象之間相當重要的連結性和持續

性的關係；信仰者藉由持續性的修行活動或儀式行為，保持自身與信仰對

象間的連結關係與精神歸屬之處。然而，在大陸移居地難以尋得相關資源

而在宗教生活上遭遇困境，因而使受訪者不易對當地產生認同感。#23 大

姊便表示：「我沒有什麼認同，我不會認同的。我是覺得說，[上海對您而

言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可以獲利或賺錢的地方。那也是呃，也是了解

中國大陸啦。……我覺得還是臺灣會讓你覺得精神會過得比較愉快，比較

自在。那如果比較追求物質的人，他可能覺得來這邊好像作大爺啊很舒服

啊，那。……但是以我這個，喔，但我宗教信仰，我就會比較會覺得臺灣

是比較適合我住。」（答第 10 題）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基督教信仰者的環境中，像是#03 董事長為虔誠

基督教徒，縱使在大陸移居地受到政策限制而無法進行如其在臺灣和美國

的教會型態活動，他也仍和教友們維持規律的宗教生活形式，維持每週的

主日崇拜、小組聚會、禱告會，他認為，「到這邊來的話，因為有這些外

來的這種壓迫、阻礙的話，反而你的那種渴慕、仰慕的心更強。」（答第

16 題）在移居地管制宗教的環境下，反而增加了受訪者在信仰上的強度，

讓自己更加宗教化、宗教感更為明顯；但相對地，正如受訪者自己所說： 

基本上，因為我基督信仰的關係，我在這邊還是跟臺商朋友主內的

弟兄姊妹在一起，所以基本上我沒有融入他們的社會裡面，只有在

生意來往方面我們有一些接觸。所以基本上我不認為我融入這個社

會。（答第 10 題） 

顯示出受訪者的宗教信仰提供他在移居地建立其人際關係的基礎，既強化

了他的宗教信仰，卻也形成受訪者與當地之間區隔的界線。天主教徒#15

顧問也有同樣的趨向，其天主教信仰不僅促使她與當地民眾之間區隔彼此

精神生活和其基於信仰的生命價值觀，同時也成為她和臺商群體區隔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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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線。基於天主教信仰，她將自己在當地商場中劃同為外商，而與少有

信仰天主教之臺商、陸商群體不同。亦即對#15 受訪者而言，不同的宗教

信仰層次讓她建構出自己和臺商、陸商（或當地居民）之間的不同群體歸

屬範圍。可如下表所示： 

天主教信仰者 #15 受訪者∕臺灣家人、教友∕外商 

有宗教信仰者 臺商群體 

移居地群體 陸商∕當地居民 

基於受訪者對信仰層次的認知，其自身與同信仰之家人、外商職場，可劃

歸在信仰範圍最集中、精準的天主教信仰群體；其次是有各種各自不同宗

教信仰的臺商群體，其信仰範圍較廣，但也較少信仰天主教者，故而可在

「天主教∕其他宗教」之間畫出界線；再擴而廣之，則是多數少有宗教信

仰的移居地本身的陸商群體或日常生活中所接觸的當地居民，彼此界線更

清楚地呈現在「有宗教信仰∕無宗教信仰」之間了。顯見宗教信仰對於#15

受訪者而言，並非是幫助她融入移居地生活之中；相反地，反而成為她劃

分自己與移居地之間差異的界線，也因而不易對當地產生認同感。 

三、對移居地有認同感，也會增加當地宗教認同 

可與前段論述相對照的情況，也可從部分對移居地有認同感的受訪臺

商在相關變化上的情況相互驗證。在所有受訪臺商中，有 12 位認為對當

地漸有或已有認同感，因而也認為能夠適應移居地的生活。有趣的是，對
‧

於當地有認同感的受訪臺商也較能接受
‧‧‧‧‧‧‧‧‧‧‧‧‧‧‧‧‧

當地的
‧‧‧

宗教場所和運用當地的宗
‧‧‧‧‧‧‧‧‧‧‧

教資源。
‧‧‧‧

顯示移居地身分認同和對當地宗教認同之間確實具有相關性。例

如#29 老闆娘對於問卷第 10 題所問「對當地有認同感嗎」，便回答： 

有！我覺得大陸還是一個好偉大的國家啦。就是中國~應該所有中國

~，你如果來這裡久了，你會覺得中國還是一個好偉大的國家。那你

說，會分成這兩邊，我覺得也不是，這就是歷史的問題，不是哪一

邊的問題。毛澤東當時，他剛好那個機緣他起義了，那麼我們那個

蔣公他也剛好有那個機緣，他也也在八年抗戰帶領了，就是一個機

緣。但是對於整個中國歷史來講，中華還是一個很偉大的地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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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到過譬如說西安哪、北京啊，這些地方你去看那些歷史文物，

你就會很認同我的講法。 

基於其自身宗教信仰的觀念，受訪者以「機緣」的宗教意涵「化解」兩岸

間的衝突，而非糾結在歷史與政治的爭執和困境當中；也因為跨過此困境

之後，受訪者並不否定當地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且在日益完成的諸多

建設成效後，也使得#29 老闆娘對於移居地產生認同感。如她所言：「上海

我是很喜歡，因為他這裡給我的感覺比臺北還好，為什麼比臺北好，因為

他們這邊人的管理還是比臺北好。……他所動員的動作，那個組織能力、

抓取的能力，都比臺灣大得多又快。而且你很快可以看得到它的成果，當

然它、你會說他共產國家、他用的方式，可是他畢竟他可以完成任務

啊。……那認同感就是覺得，呃，他~有，目前為止，雖然他是一個共產

國家；可是，因為他的~他本身的那個政府的、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就他

的動員能力，我講的還是動員能力，他比較有辦法去控制；所以他事情他

分得開、他做得開，而且看得到成效，還有他的計畫定下去他有執行。」

（答第 10 題）#29 受訪者可說是對於移居地認同感較高的臺商，對於當地

政府的施政模式並不排斥，縱使在宗教事務上，她也肯定現行政策對於實

務管理的效果。她說： 

一般在大陸呢，呃廟裡面我們也經常去，上海也有很多的寺廟，他

們現在也都比較開放。其實上海人很相信的，因為這個到底是中國

的傳統，只是他們大陸這邊的佛教體制跟臺灣是不一樣的。他這裡

的佛教是屬於國家管的，他的方丈、師父是國家派的，他必須經過

很多等級的考試，然後國家他有他的既定政策，不是隨便你要到哪

裡就到哪裡。那臺灣的話是師父都可以自己自立山門，只要他有信

眾擁護他的話就可以。那這邊的話，我們是初一、十五有時候固定

會到廟裡面去，有時候啦，我不是每次都去。（答第 16 題） 

可見對#29 老闆娘而言，如前已述，基於宗教的立場銷解兩岸間的困境後，

得以從歷史、文化層面認同移居地，進而肯定當前大陸當局施政的成效，

而此施政成效也適用於對宗教事務的相關政策，故而也能夠接受移居地的

宗教場所或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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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如#29 老闆娘（無祖籍地關係）從歷史、文化及於現實層面的施

政成效作為其對當地認同感的依據外，如#17 經理則是基於祖籍地而連結

對大陸的認同感，如同他回應對於大陸移居地的感受時表示：「（大陸）畢

竟還是一個中國人的地方，如果這個地方你也不認同的話，我估計，你可

能要去認同外國人的生活，對呀。[那您會因為祖籍地而認為自己也是山西

人嗎？] 那也不過就是你一個情感，多少還是會有啊。畢竟祖籍地就代表

你的祖先是在那裡來的啊，那多少還是對那個地方還是會有一點~怎麼

講，算是~就好像你~~應該是說中國人都還是有這種認祖歸宗的一個這種

親情吧。就好像是說，某某人是你老爸爸一樣，很自然就會聽到的時候，

就是你爸爸，那你自然的話就會那個。那人家說~喔，這是你的祖國，那

你就會有稍微不一樣的感覺，對呀，就會比較多認同感。」（答第 10 題）

而此認同感便也促使受訪者對於大陸移居地的宗教場所和相關資源抱持

正面的態度，並在其中尋找或感受宗教信仰層面的元素。對此，受訪者在

回答對大陸宗教場所的感應經驗時，詳細講述他在大陸走訪幾個知名佛教

勝地的感受： 

在中國大陸的一些名山確實還是有。比如說你到普陀山好了，普陀

山是觀世音菩薩真正修行的地方嘛，那你在臺灣的這些觀世音菩薩

的廟肯定都比不上嘛。就說~比如說你講地藏王菩薩好了，九華山就

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嘛，那你在臺灣講地藏王菩薩，肯定說祂的來

源都是九華山，對呀。就說，這邊確實這個名山還是有差別的。那

峨嵋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五臺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文殊菩薩的

道場~祂的感應力自然就比較強，對呀。[這幾個你有去過？] 五臺

山去過了、峨嵋山去過了、普陀山去過了、九華山也去過了。[所以

你在現場會有那樣的感應感受] 嗯～有的！跟臺灣來講，當然是，

對呀。因為祂確實是一個比較大的道場，然後確實也是有所謂地靈

人傑嘛，所以就是祂本身的磁場反而就是祂主要的來源，而且確實

祂那邊的磁場也是比較好；那在臺灣的話根本是~後來從這邊傳過去

的，而且臺灣的磁場本來就是比較小的地方，對呀。（答第 25 題） 

受訪者在各個知名佛教道場皆能感受到「地靈人傑」的磁場效果，同時，

如其所言：「在臺灣的這些觀世音菩薩的廟肯定都比不上」、「在臺灣講地

藏王菩薩，肯定說祂的來源都是九華山」、「在臺灣的話根本是~後來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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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傳過去的」等等，也完全肯定大陸各佛教勝地的宗教力量和根源地位。

顯示移居地當地的宗教場所或環境對#17 經理來說，也具有宗教本質層面

的意義，並不受到宗教政策等人為因素的影響而有所改變或消失，也因此

仍可在大陸維持其修練活動與宗教生活。在此基礎上，受訪者在移居地的

宗教活動和信仰生活便不至中斷，且得以和當地有所互動而建立彼此間的

連結關係，並漸漸增進對於當地的認同感。 

本章對於宗教信仰與臺商身分認同變化間的關係已做詳細分析，其結

果可概述如下五個方面： 

(1)雖然少數臺商不排斥移居地，但整體而言，所有受訪者仍以臺灣為故

鄉；但移居時間較長或有第二代子女的家居臺商，則可能漸漸轉變以移居

地為故鄉之意涵。 

(2)祖籍地及其親友關係雖然可增進對大陸的親近感，但對於臺商的實際工

作與生活影響並不大。 

(3)家庭及婦女因素會促進臺商的宗教活動和信仰生活，同時也會維持對原

居地的認同感，但不會增進他們對移居地的認同感。 

(4)受其既有宗教信仰影響較高的臺商，對移居地的適應和認同度皆較低，

對當地宗教場所的靈驗感應也較低，同時對當地的認同感也較低。 

(5)對當地有認同感的受訪者，也會增加他對當地宗教場所的靈驗感應經驗

和宗教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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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 論 

我覺得感覺到中國政府沒有辦法阻擋這麼一個力量，所

以我的感覺也有很多人有同樣的感覺，甚至於比較接觸

他們那個核心的政治力量的人都感覺說，在大陸的宗教

信仰逐漸地開放當中，慢慢地自由化。從長遠看，神是

很明顯地在中國動工，我們非常非常清楚，從祂的過去

的歷史到現在。  

──受訪者#03∕基督徒 

我們都會非常期望說，在這邊的工作到像我們臺灣那樣

子，就是說，……有興趣的，去吸引這樣子的，大家一

起來~來修行；然後，能夠做到像臺灣比如說我們有一

些臺灣的一些法人事業能夠延伸到大陸這裡來，我們很

期望能夠做到這樣子。但是老實講，老實來說的話，我

們都認為那個，在短期之內是不可能的。  

──受訪者#08∕佛教徒 

這邊宗教的問題應該是普及化沒那麼快。商業性太重，

廟裡要好，生意要好，知名度要高，大家一直求；但是

不是聽到的是生活有靈，而是想的哪個廟宇比較大，是

從這個角度去看。反正我個人感覺，不會像臺灣這麼普

及，臺灣是有傳承，這邊沒有；而且這邊的父母也不會

要求子女一定要到廟裡去走走，不大會。 

──受訪者#21∕佛道民間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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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探究的論題主旨為：具有宗教信仰的臺商群體在大陸管

制政策下的宗教環境中，如何進行他們的宗教活動、維持宗教生活

與需求？而且，宗教信仰或宗教信仰需求的滿足與否，是否會對他

們的身份認同有所影響？  

探究此論題之意義可就二方面言之：首先是學界目前關於大陸

臺商的研究，多屬經濟、政治、社會層面，極少見有從宗教信仰層

面探究長期居留或居住大陸之臺商的宗教生活狀況或運作模式。此

一研究層面不同於諸如兩岸進香或謁祖型態的宗教活動研究。因為

以長期居留的臺商為研究群體時，才能夠了解臺商如何在移居地實

踐他們的宗教信仰，如何能像在原居地般地進行宗教活動和生活；

也才能了解宗教信仰對於移民或移居者的實質影響力，反映出宗教

信仰對移民或信仰者的真實意義。其次，也正是因為想要探求宗教

信仰對臺商的意義或影響效果，所以我以身份認同問題作為觀察和

分析的基礎。這也是因為學界目前雖然也有關於臺商認同的研究成

果，但仍多集中在探討政經等活動對認同的影響，而未曾見有關於

宗教信仰對臺商認同之影響方面的研究成果。  

美國學者 Carolyn Chen 及楊鳳崗先生皆曾分別以美國加州洛杉

磯之臺灣移民和華府的華人移民進行宗教信仰對移民身份認同之影

響的研究，研究主題與我對上海臺商的訪調相近。此外，美國認同

心理學家 Erik H. Erikson 對於信仰者與其所處之社會、國家乃至教

會等互動對象之間的認同分裂與整合問題，已有闡發。因此，本研

究將運用 Erikson 對於宗教認同之差異與整合的理論，對 Chen、楊

二位學者的案例與我所完成的上海臺商案例進行比較，以凸顯宗教

信仰對移民身份認同的影響及其變化關係，並賦予本研究可能具備

的理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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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陸宗教政策與環境促使臺商形成自己的宗教運作模式 

基於臺商實際的宗教環境和生活狀況，我在第一章提出了四個

推論子題，而第二章至第五章即針對這四個子題依次展開分析和討

論。第二章扼要說明上海地區的宗教發展過程，以及中共政權在建

政以來的宗教政策概況。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官方對宗教界的

態度較為寬鬆，但並未脫離黨政領導、管制宗教的模式。從 1982 年

發布 19 號文件，到 2005 年頒行的《宗教事務條例》，形式上似乎反

映出官方越來越重視宗教事務，但卻是強化了管制宗教的立場。也

由於基於黨政立場的立法，使得宗教政策與信眾實際的宗教本質的

需求形成落差，成為後續信眾與政府之間常常發生衝突的原因。我

以民間信仰為例，說明宗教信仰的「合法性」乃是基於信眾對信仰

的需求心理與主觀認知，而難以以人為立法超越信仰的精神高度。

當臺商面臨移居地的宗教政策及環境，與自身宗教信仰本質上有所

差異時，便發展出得以因應異於原居地宗教處境的運作模式，以維

持、滿足其宗教生活需求。  

二、臺商的宗教運作模式及其特點 

第三章即根據訪談資料歸納出大陸臺商所形成的幾種宗教運作

模式。在歸納變項時，我認為「運用當地宗教資源」或「運用外部

（即私人）宗教資源」是最基本且重要的分類依據，也可反映出臺

商因應大陸宗教環境時所考慮的重要因素。其次再以「集體」或「個

人」歸類活動時的規模，而且「集體」較具有強制力，得以維持成

員持續參與活動。此外，我也設定「定期」、「隨機」，以及「家居」、

「個人」等變項，作為觀察對臺商宗教活動有所影響的相關因素。  

歸納分類後可知，臺商宗教運作模式呈現幾個特點：一，臺商

多以定期集體運用外部（私人）宗教資源的模式，在移居地進行他

們的宗教活動。包括基督教華商團契或家庭聚會、佛教團體的讀書

會、禪修會等等，都採取這種模式。二，雖然也有運用當地宗教資

源如寺廟或教堂的情形，但無論定期與否，都是個人模式，而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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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在當地宗教場所活動的狀況。三，隨機不定期進行宗教活動的

臺商，原則上運用個人或自家設置的宗教資源，幾乎沒有臺商認為

大陸當地的宗教場所具有宗教本質性的功能，且因受宗教商業化的

影響，而多將之視為旅遊景點或古蹟。部分臺商則是在返臺時才到

宗教場所進行本質性的宗教活動，而只將大陸作為世俗活動、工作

與生活的地方。  

三、宗教信仰對臺商工作與生活的整體影響 

根據第三章對臺商宗教運作模式的說明，反映了臺商確實在大

陸移居地有實踐其宗教信仰的需求與事實；因此，在第四章便可提

問：宗教信仰對於臺商在移居地的工作或生活上，有哪些影響？也

就是宗教信仰縱使在大陸的環境中，依然對臺商或信仰者有其宗教

意義，而仍具有實質的影響效果。首先，我從宗教信仰對臺商主動

影響的角度思考宗教信仰對於臺商的移動、移居決策的影響，詢問

臺商關於宗教信仰是否對其移動、移居之決策與過程有所影響，因

而得到如「主的安排」、「菩薩會運作」等以宗教力量為支配者角色

的解釋，以及「實踐預言」、「驗證機緣」等預定論的觀點，乃至於

從「因緣論」或「因果觀」的角度說服自己在移居地堅持下去。  

其次，我從移居地是否會影響臺商的宗教信仰的角度，討論臺

商在大陸移居地發生改宗和皈依的情形。根據他們的案例可知，臺

商在大陸移居地遭遇較諸原居地更為艱困的工作與生活環境，因而

促使他們尋求精神上的協助，以強化意志力；而在克服困難、改善

困境、達成目標的過程當中或之後，受訪者便接受宗教信仰對自己

的正面影響，而皈依為信徒或改宗在移居地獲得支持力量的新信

仰。能夠在大陸的宗教環境遇到皈依或改宗的案例，讓我頗為訝異、

又覺得有趣。畢竟在無神論意識形態的社會情境中，縱使在工作或

生活中遭遇困境時，未必便即尋求「虛無」的宗教協助；而且受訪

者本身其實在原居地皆可獲得具有宗教本質意義的資源。然而，他

們仍然在大陸移居地進行深具宗教意義的皈依或改宗活動，反映出

縱使是「非宗教性」的環境，也仍然會引發宗教需求，而造成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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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結果。第四章最後則是宗教信仰對於臺商在移居地工作和生活

的整體影響，像是作為職場、人際關係和心理的支持力量，或是作

為企業管理原則，甚至直接將宗教信仰本身轉化為企業的經營項

目，從中再發揮宗教信仰對消費者的影響效果。  

四、宗教信仰對臺商身分認同的影響 

確認臺商在移居地的宗教運作模式以及宗教信仰對於臺商的實

際影響之後，讓我們很難排除宗教信仰對於臺商在移居地工作、生

活時，或是在兩岸間移動之際，對其自身的身份認同究竟有無影響

的疑問。為了清楚解釋「宗教信仰」、「臺商（信仰者）」和「移居地

∕原居地認同（或其他相關認同）」三者之間的變動關係，我將運用

認同心理學家 Erikson 的「認同差異模型」，嘗試說明只要「臺商（信

仰者）」和「移居地∕原居地認同」的認同趨向越接近對「宗教信仰」

的認同時，則「臺商（信仰者）」對「移居地∕原居地」也就越有認

同感。  

基於推論邏輯，我在第五章第一節先說明與臺商具有互動關係

的「非宗教性」因素的認同狀態。首先探究多數臺商所具有的祖籍

地及其親友關係是否有助於提升臺商對大陸移居地的認同感。然

而，根據訪談資料，此一因素對於臺商對當地認同感並無影響；雖

然有助於增進親切感，但對於實際的工作和日常生活適應上，並無

顯著的關聯性。相對地，多數臺商仍然以臺灣為「故鄉」概念的指

涉對象。由於臺商前往大陸的最初動機，主要皆基於市場趨勢和經

濟需求，對移居地並無深刻的認同感；不過，在經歷一段期間的發

展、居住過程後，尤其是伴隨著成功經驗時，便會增強臺商繼續居

留在大陸移居地發展，進而對當地漸漸產生歸屬感，甚至改變其子

女對於臺灣的角色認知。  

其次，由於在全體 34 個受訪案例中，有 23 個案例（67.6%）的

臺商和家人共同居住、生活；此外，全體受訪案例中有 13 位（38.2%）

直接受訪的女性臺商，顯然家庭、婦女這二個因素與臺商群體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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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現有相當關聯。根據訪談資料顯示，家庭和婦女確實可促進臺

商在移居地進行宗教活動和信仰生活，同時也會維持臺商對於原居

地的認同，而無助於對移居地的認同感。這是因為家庭和婦女所促

進的宗教活動和信仰生活，主要屬持續原居地的宗教信仰和相關資

源，故而也維持著與原居地之間的聯繫與認同，甚至形成臺商群體

自身與當地社會之間的界線，而不易有交流互動的機會。  

最後，我直接分析宗教信仰因素和臺商身份認同之間的關係。

從臺商信仰者的訪談可知，宗教因素對於臺商移動過程和移居生活

有所影響，但由於和移居地的宗教資源間可能因隔閡或斷裂的狀

態，而難以形成連結關係和認同感。由此可以更進一步推論，當臺

商原有的宗教信仰對其影響越大時，將會維持他對原居地的認同，

而無助於對移居地的認同；相對而言，若是臺商對移居地認同漸增

時，則其對當地宗教相關事務的接受度和認同感也會提升，進而有

助其對移居地的認同感。  

五、宗教信仰與臺商身分認同的理論意義  

宗教信仰和臺商身份認同變化的分析結果可以概要總結如下：

(1)祖籍背景或與祖籍地的互動關係，對於臺商是否認同大陸或移居

地的影響並不明顯； (2)臺商原有的宗教信仰對其影響越大者，則臺

商對移居地的認同、適應和對當地宗教場所等資源的宗教性反應越

低，二者間為反向關係，也就是臺商本身的宗教認同越高時，對臺

灣的認同也越高，但是對移居地認同就越低；(3)相對而言，臺商對

大陸或移居地認同感較高者，也較能適應移居地生活，同時也對當

地的宗教資源有較高的接受度。也可說，如果臺商對當地宗教認同

增加時，則他對於移居地的認同度也呈現上升的趨勢。  

如同我在本章章首所引受訪者對他們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大陸

未來發展的預期評論。受訪者#03 董事長認為，目前在大陸各地本

身已經漸漸增加宗教信仰者的數量，宗教力量對大陸當地的影響力

日益增加，也就是宗教認同度上升，而這一點便與 Erikson 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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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理論所預設的國家或教會等角色的宗教認同度如果也上升

時，便有助於與信仰者的宗教認同相趨近的結果，而這也是#03 董

事長覺得宗教信仰對大陸移居地的宗教環境有所影響和改變的原

因。相對地，受訪者#08 經理和#21 先生便認為移居地的宗教環境

尚未如臺灣一般普遍、寬鬆，宗教的歷史與傳統已經和信仰者的社

會、家庭，甚至個人生命相互融合，形成傳承的聯繫。因此，大陸

移居地的宗教環境和認同度便仍無法與臺商或信仰者的宗教認同

度趨於一致；而這也正是大陸宗教政策常與信仰者實際需求有所落

差，甚或相衝突的原因。  

最後，我嘗試運用在第一章所提及 Erikson 的宗教認同理論，將

臺商的宗教信仰與身份認同的變化關係，與 Carolyn Chen 和楊先生

的案例相互對照、比較與討論，希望能夠凸顯出宗教信仰在不同移

居地對於移民或信仰者身份認同變化的影響情形及其重要性。  

如同我在第一章已說明 Erikson 的理論大意，如果信仰者和其他

世俗角色的認同如教會、國家、社會、乃至移居地、移民社會等越

趨向宗教認同時，則彼此間的認同也將會趨向、甚至達到一致的結

果。對移民而言，則有助於他們適應與融入移入國或新社會，並建

立自身的身份認同，而 Carolyn Chen 和楊鳳崗二位學者的研究案例

恰皆符合 Erikson 理論解釋的型態。亦即無論是美國加州洛杉磯市的

臺灣移民參與的基督教會或佛教團體，還是美國華府的中國移民加

入的華人民族教會，他們所處的移居地、移民社會的環境──美國

──本身即具有較高度的宗教性；因此，移民可以藉由加入宗教團

體，藉由宗教組織、參與宗教事務、乃至成為宗教人的身份變化之

後，在其身份認同與宗教認同越趨一致時，便得以順利適應、融入

美國社會而成為美國公民的一份子。  

然而，就我本論文所訪調的上海臺商的情況而言，卻與兩位學

者的案例和解釋不同。此處我先將兩位學者的案例和上海臺商案例

之間可相互比較的變項以「表 6-1」整理如下，以便對照、分析和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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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宗教信仰與移民身份認同案例比較表 

案例 
移居地宗教自由 移居地宗教管制 

宗教認同 移居地認同 文化認同 宗教認同 移居地認同 文化認同 

洛杉磯臺

灣移民 

基督教

恩典福

音教會 

趨向  

美國人 

趨向  

美國人 

   

洛杉磯臺

灣移民 

佛教法

光寺 

趨向  

美國人 

趨向  

臺灣人 

   

華府移民 
華府民

族教會 

趨向  

美國人 

趨向  

華人 

   

上海臺商 
   既有各

種信仰 

趨向  

臺灣人 

趨向  

臺灣人 

如果也將上海臺商的案例和 C. Chen 及楊先生的案例依照 Erikson 的

宗教認同理論綜合對照各變項之間的變化關係，或可也圖示如下：  

 

             較高的認同感(宗教認同) 

（基督教∕佛教∕基督教∕各信仰） 

 

 

 

    (移居地認同)教會等        信仰者(身份、文化認同) 

   （洛杉磯∕華府∕上海）      （洛杉磯臺灣移民∕華府移民∕上海臺商） 

（趨向美國∕趨向美國∕趨向臺灣）   （趨向美國或臺灣∕趨向美國∕趨向臺灣） 

 

我在「表 6-1」呈現出二位學者的案例和上海臺商案例之間最大

的差異便在於移民、移居地的宗教環境。如眾所週知，二位學者的

案例地點皆在美國，屬於「移居地宗教自由」的環境，而上海臺商

上海臺商移居地的

認同變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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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處於「移居地宗教管制」的環境。為了運用 Erikson 的宗教認同理

論比較分析案例，每個案例還可找出「宗教認同」、「移居地認同」

和「文化認同」三類變項。  

就二位學者的案例而言，Carolyn Chen 的「洛杉磯臺灣移民」

參與的「基督教恩典福音教會」促使他們在移居地和文化認同方面，

可以建立新的身份認同而趨向美國人；而參與「佛教法光寺」的臺

灣移民雖在移居地方面認同美國社會，但基於宗教認同而使其文化

認同上趨向於臺灣人。至於楊鳳崗先生的「華府移民」在參與「華

府民族教會」後，在移居地方面趨向於美國人、融入美國社會，但

文化認同方面，則是基於基督教會的價值觀可與中華傳統文化及儒

家價值觀相通，因而趨向於保有華人特質的認同意涵。相較於二位

學者的案例表現，上海臺商案例的變化便有明顯的差異。由於臺商

移居上海之前便已有各自的宗教信仰，因此在宗教認同上各有依

歸。同時，由於大陸移居地宗教文化的失落、資源空乏，且又處於

管制政策下，因此在移居地認同和文化認同上，便多皆趨向於臺灣、

臺灣人的情形。  

為了讓論述更為具體化且易於理解，可以前頁圖示輔助說明。

無論是美國洛杉磯的臺灣移民還是華府移民，在加入宗教組織之

後，他們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便和他們所處的移民社會或移居地

對於宗教的認同漸趨一致。對照圖示，亦即「信仰者」之「洛杉磯

臺灣移民∕華府移民」的認同趨向如箭頭所指，向「較高的認同感」

即宗教認同趨近；另一方面，包含教會、國家、社會、移民社會、

移居地等互動對象，在美國社會中也具有趨近或不排斥「較高的認

同感」的立場或趨向；因此，移民或信仰者便可在此雙方皆趨近於

「較高的認同感」的狀態下，達到對移民社會或移居地的認同。  

至於上海臺商雖然本身已有宗教信仰可趨向其宗教認同，但由

於大陸移居地並無對宗教認同的趨向，故而彼此之間較難達到一致

的認同狀態。如同圖示，以灰底標示的「上海臺商」信仰者基於其

自身宗教信仰而有其對於「較高的認同感」的趨向；但其所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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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移居地（灰底標示）等互動對象則無此認同趨向，故以反向箭

頭表示。也因此，對臺商而言，此一互動對象便會在其宗教認同趨

向發動時，與原居地如臺灣等地達到認同一致的狀態，故而形成宗

教信仰影響越大時，越能促進臺商信仰者的原居地認同度。不過，

基於相同的解釋模式，我們也可發現，如果臺商對於移居地有認同

感時，便也會接受移居地的宗教活動或相關資源；以至於當此狀態

下之臺商參與或運用當地宗教活動或宗教場所時，便也和移居地之

間有所互動與連結，而增進對當地的認同感。顯見「宗教信仰」和

「移民或臺商信仰者」的身份認同變化之間確實有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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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資料 

（說明：附錄四之訪談稿乃依受訪者的宗教信仰種類各選

摘一範例，以盡量完整呈現各宗教信仰狀況。如受訪者#08

為佛慧團密較信仰者，受訪者#13 為崑華團契基督教徒、

受訪者#19 為佛禪會成員、受訪者#25 為佛道民俗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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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受訪者資料表(
為維護受訪者隱私和權益，包括姓名、

公司、宗教團體或宗派，皆屬化名。 )

編號 性別 年齡 祖籍 宗教 
類別 

宗教活

動模式 

居家 
型態 

職業類別 教育 
程度 

赴陸 
時間 

#01 男 46 浙江紹興 佛教 個人 個人 媒體業負責人 研所 2004 

#02 男 38 河南鄭州 民俗 個人 家居陸妻 廣告業負責人 大學 2002 

#03 男 60 四川開縣 基督教 團契 家居兒子 運輸業負責人 研所 1996 

#04 男 35 廣東陸豐 基督教 無 家居台妻 投顧股東 研所 2002 

#05 女 52 江蘇徐州 基督教 團契 家居台夫 保險經理 大學 2003 

#06 女 45 河北 基督教 團契 家居台夫 進口商眷屬 大學 2000 

#07 女 46 河南商丘 佛如社 團體 家居台夫 製造業負責人 大學 1995 

#08 女 39 山東萊陽 佛慧團 團體 個人 投顧經理 大學 2006 

#09 男 41 湖北武漢 基督教 團契 個人 科廠經理 研所 2004 

#10 男 41 廣東梅縣 基督教 團契 家居 文創股東 研所 2000 

#11 男 40 臺灣新竹 基督教 團契 家居 科廠工程師 大學 2003 

#12 女 45 臺灣新竹 基督教 團契 家居 科廠眷屬 大學 2005 

#13 男 44 臺灣嘉義 基督教 團契 家居 科廠處長 大學 2001 

#14 男 40 臺灣宜蘭 基督教 團契 家居 科廠工程師 研所 2005 

#15 女 40 安徽巢湖 天主教 教堂 個人 投顧代表 大專 2006 

#16 女 41 福建福州 佛道民俗 家庭 家居 貿易商眷屬 大學 2003 

#17 男 39 山西聞喜 念修會 個人 個人 科廠經理 研所 2002 

#18 男 50 江蘇南京 佛道民俗 個人 家居陸妻 投顧老闆 大學 1994 

#19 男 35 廣東梅縣 佛禪會 團體 個人 補教董事 研所 2002 

#20 男 43 廣東梅縣 佛道民俗 家庭 家居台妻 燈飾老闆 大專 2000 

#21 男 45 廣東梅縣 佛道民俗 家庭 家居陸妻 景觀負責人 高職 2001 

#22 男 41 福建泉州 佛道民俗 家庭 家居台妻 景觀負責人 大學 2004 

#23 女 60 福建漳州 佛禪東密 團體 家居 補教負責人 專技 1999 

#24 女 48 廣東潮州 佛禪會 個人 個人 古董負責人 高職 2007 

#25 男 52 廣東梅縣 佛道民俗 個人 個人 景觀負責人 大學 2001 

#26 男 44 臺南麻豆 佛教 個人 個人 中醫師 研所 1995 

#27 女 54 四川重慶 基督教 團契 家居台夫 餐飲經理 大學 2004 

#28 男 44 廣東梅縣 佛道民俗 個人 家居 汽車經理 高職 2000 

#29 女 46 臺灣嘉義 佛如社 家庭 家居 航運業眷屬 大專 1994 

#30 男 51 福建林森 佛密 個人 個人 休閒業董事長 專技 1992 

#31 男 55 廣東梅縣 佛禪會 個人 個人 OA廠合夥人 大學 2004 

#32 女 45 福建 佛如 團體 家居 貿易商眷屬 大學 2001 

#33 男 37 臺灣嘉義 佛道民俗 家庭 家居 高科廠長 研所 2001 

#34 女 42 臺灣彰化 佛禪會 團體 個人 貿易商經理 研所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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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問卷 

一、遷移與認同 

1.請問您在臺灣住在哪兒？祖籍是哪裡？有搬過家嗎？大概在哪些地方居

住過呢？

2.請問您在臺灣原來從事什麼行業？到大陸之後是從事什麼行業呢？您是

如何判斷在大陸要從事的工作呢？

3.請問您是哪一年到大陸工作、生活？為什麼會想要到大陸發展？

4.您的工作型態是自己獨資的臺商當老闆，還是和當地合夥或外商合夥？

還是當臺幹或其他種類呢？

5.您現在在大陸是全家都搬過來嗎？還是自己在大陸，家庭在臺灣呢？

6.您會固定時間回臺灣或原居地嗎？多久回去一次呢？是為什麼回去呢？

您現在在大陸算是定居嗎？或算是移民了呢？

7.您有大陸當地的親友嗎？您與他們往來互動多嗎？他們住的地方是您的

祖籍地嗎？您有去過嗎？有什麼樣的感受呢？

8.您是一開始就在長三角地區工作嗎？還是之前曾在別的地方工作過？為

什麼會在長三角地區工作呢？您去過長三角地區哪些城市呢？

9.您在大陸當地生活和工作中，常使用的語言是哪一種？您會使用當地方

言嗎？

10.您覺得現在已經融入大陸當地的生活了嗎？您覺得對當地有認同感

嗎？

11.您在大陸會覺得臺灣是故鄉嗎？還是覺得大陸是故鄉呢？或者大陸是

原鄉或是他鄉、異鄉？還是您有什麼個人的感受？

二、個人與親友的宗教生活 

12.請問您在臺灣有沒有去拜拜過？或是去教會、上教堂？

13.您在臺灣有沒有宗教信仰？或是拜祖先、拜土地公、普渡、拜媽祖、關

公或王爺？

14.請問您在大陸有沒有宗教信仰？您是來大陸才有宗教信仰嗎？還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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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有？ 

15.您在大陸的宗教生活是否會遇到阻礙呢？像是被禁止或是沒有適當的

場所？ 

16.您在大陸都如何進行宗教生活呢？當地有能夠滿足您宗教生活的地方

嗎？您有常去的寺廟、教堂、教會或宗教團體嗎？ 

17.您知道當地的宗教、信仰或風俗嗎？當地有沒有自己的寺廟、教堂、教

會或宗教團體呢？ 

18.您在大陸的家人或親戚有沒有宗教信仰呢？他們如何進行宗教生活

呢？和您一同嗎？還是他們自己有自己的做法？您知道大概的情況

嗎？ 

19.您的大陸親友有宗教生活嗎？您會和他們一起進行宗教活動嗎？ 

20.您會跟您的大陸同事或朋友談到宗教話題嗎？或是和他們一同參與宗

教活動？ 

21.您在大陸有沒有接觸過宗教類的電視、電臺節目或期刊雜誌？或是宗教

類的書籍、DVD、CD 等等影音媒體呢？或透過小耳朵收看臺灣的宗教

節目呢？ 

22.您在大陸有捐印過善書嗎？或者在寺廟、教堂、教會奉獻過？您在大陸

有收到過免費發贈的宗教類書刊嗎？ 

 

三、宗教力量的感受 

23.您在大陸，是否有從事過靈修活動呢？是特別的活動還是您持之以恆的

修煉？ 

24.您認為會到大陸工作、生活，是神明的指示或主的安排嗎？是一種冥冥

之中註定會發生的事情嗎？ 

25.您有去過大陸當地的寺廟、教堂嗎？您會覺得祂的神力比臺灣的寺廟、

教堂還要強、還靈嗎？您會有回到祖廟或本堂的感覺嗎？ 

 

四、習俗與生活 

26.您在大陸會不會過宗教節日呢？像是中元普渡（盂蘭盆節）、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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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生日之類的等等。 

27.您在大陸工作有吃過尾牙或春酒嗎？您有在大陸過過農曆新年嗎？過

程和內容跟臺灣有沒有什麼差別呢？ 

28.在大陸開工或破土會拜拜嗎？大年初六新春開工會拜拜、放鞭炮嗎？初

二、十六會去拜土地公嗎？ 

29.您在大陸有看過風水、算命、求籤、收驚，或者公司名稱有算過筆劃、

挑手機號碼，或是看農民曆來做事嗎？ 

30.您在大陸有參加過婚禮或喪禮嗎？您覺得和臺灣是否有什麼不同之

處？ 

 

五、宗教團體和區域宗教活動 

31.您目前有沒有加入任何宗教團體成為會員呢？像是慈濟功德會、佛光

山、一貫道的組線或基督宗教的長老會、靈糧堂等等？在大陸是否有接

觸到同團體的臺商朋友呢？ 

32.在大陸，臺商彼此間會不會共同組成神明會或是宗教組織呢？ 

33.您在大陸有沒有參加過神明遶境、進香或廟會之類的活動呢？ 

34.您有去過長三角其他地方的寺廟或教堂、教會嗎？您覺得長三角地區內

的宗教生活狀況都一樣嗎？還是彼此間仍有不同？ 

 

六、宗教對工作的影響與發展 

35.請問您有帶臺灣的神明或宗教物品如佛珠、項鍊、護身符來大陸嗎？您

覺得對您在大陸的生活和工作有幫助嗎？ 

36.您的企業或工作場所有沒有提供宗教需求的環境呢？是如何規劃的

呢？ 

37.您覺得宗教信仰對您在大陸的生活和工作是否有幫助？或是有其他影

響？ 

38.您認為宗教和信仰在未來大陸的生活和社會中，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對

於臺商在大陸的生活或工作上，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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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臺商宗教活動與生活參與觀察記錄 

 

圖 1：參與臺商研討會 

 

圖 2：參與滬華團契活動 

 

圖 3：參與崑華團契活動 

 

圖 4：佛禪會活動場地 

 

圖 5：佛禪會事務公告 

 

圖 6：佛禪會在上海刊登的課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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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3 大姊上海家中神龕佈置 

圖 8：#16 媽媽上海家中神龕佈置 

圖 10：#20 老闆上海家中房門平安符 

圖 11：#20 老闆上海居家旁寺中神龕 

圖 12：#30 受訪者宗教企業活動現場 

圖 9：#33 廠長在上海購藏之天珠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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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之一：受訪者#08 訪談文字稿（逐字稿） 

訪談時間：20091203 

符號說明：【】為訪者提問 字詞加外框為化名或代詞 ……表刪節 

我是 06 年，2006 年，就是民國 95 年的時候，到上海的。那我們是屬

於是說是台灣派過來的，原本啦。因為原本我們這家公司是一家全資的台

資企業，然後我們是台灣那邊派過來、派駐的。原本沒有想要長期停留，

只是說因為公司固定的主管都會輪三個月來一次，那起初輪到我的時候，

然後主管說，欸、你要不要就長期待在那裡好了，因為反正下次不知道輪

到誰，可能也沒有人願意過來這樣，對，所以我是 06 年那時候過來，後來

我們是在 08 年的時候，我們變成是跟內資企業，跟陸資企業的一家合資公

司。其實像我變成是台資跟陸資企業的一家合資公司，那我們只是其中的

台籍幹部，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在台灣，因為我這家公司，我在這家公司已經待了十七年

了，【在台灣那邊】，對，在台灣待了十七年了。那，我自己本身是新竹人

啦，台灣新竹人，可是像我們的祖籍是在福建泉州，所以我們算是~嗯，

對，【會不會覺得是回～來～老家嗎？】沒有欸，呵…，沒這種感覺（笑），

老實說，我在這邊已經三年多的時間了，那種感覺還是…沒有，就覺得，

就好像只是去工作，然後，來這邊工作啊，然後，認識一些人，這樣子。

感覺上自己的家還是在臺灣啦，嗯。【那妳原來在臺灣就是，從小出生就

在新竹？】對，但是我在八歲的時候，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搬到桃園了，後

來就一直住在桃園，【一直到大學畢業？還是？】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在桃

園，對對對【桃園哪邊？】桃園市，【桃園市區】對，桃園市區，在一個

縣政府、桃園縣政府那邊，對。【所以爸媽家人也都是在那裡？】我家人

我先生都在臺灣，就我自己一個人在上海，【這樣子】對，呵呵…對，

【哇……】所以目前我家人都是在臺灣，對，【那所以大學畢業之後就進

入這一家公司？】對，就到這家公司，然後一直到現在，【所以中間沒有

其他搬家的過程？】沒有欸【結婚之後】也沒有，一樣是在桃園啊，因為

我先生也是桃園人，【喔，也在桃園】我先生他們是外省人啦，【噢】那我

們是閩南人嘛，對，那我們一定都是住桃園哪，所以沒有這樣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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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喔】所以我就是小學二年級那時候從新竹搬到桃園之後就一直

在桃園定居到現在了，【喔，唸書呢？大學～】大學，輔仁大學，沒、沒

多遠，呵呵呵……【呵…】好像沒機會跑太遠，沒地方去，【那妳先生是

外省人，他是哪一個省籍的？】嗯，山東萊陽，【喔，那妳們來大陸有去

過嗎？你們，您有跟先生去過嗎？】呣～因為我們在青島有一個房子，可

是事實上，噢，我先生之前是在青島工作的，所以事實上其實我是沒有回

去過萊陽啦，他回去過一兩趟，這樣，可是我是從來沒有回去過；所以那

邊的親戚我也沒見過，這樣。【喔，是這樣】對，【喔，那他有去過，那他

有跟妳談過這樣子？聊過，這樣子】嗯，對呀，【喔，所以您公公婆婆也

目前也還是在】也都是在臺灣【在臺灣】，嗯【喔。那妳，喔這樣……所

以…哦您過來是純粹是公司派您過來這樣…】，嗯，純粹是公司【那妳】

的關係【同意的根據是什麼？妳為什麼會…就只是說公司派妳，妳就同意

來，這樣子？】對呀【沒有考慮其他的因素嗎？】大概是想到說來這邊看

看大陸這邊的環境到底是怎麼樣，因為畢竟臺灣的工作環境是不相同的，

那麼因為我們當初只是說暫時性輪調嘛，三個月，我覺得還 OK，三個月，

就把它當作是來外地工作，然後看看其他地方，回去就可以了；後來長駐

會考慮到長駐的第一個，當然是，哦、哦，臺灣那邊工作環境的關係，因

為可能也覺得做了十幾年，其實老實講這工作很很無聊，不是無聊（笑），

就是說你自己好像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了，然後再者說…哦，我們當初合資

之後，我會比較想留下來是因為我覺得臺籍幹部很少會有那種機會，對一

個是內資，就對一個大陸籍的老闆一起工作，我覺得那種機會可能很少人

會有～的，然後這是，哦，促使我覺得我想要留下來嘗試的一個比較主要

的原因。【所以你們現在的老闆是】我們現在老闆還是、還是~ 張總【張

總】，但是我的總但是我們總經理是大陸人，就是我們合資另外那一方【就

你們公司的大老闆是張總】對，【噢】他是董事長，但是我們總經理是個

local 的～主管，【所以，資金上面還是臺商為主？】（嗓音下降）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五十五十（嗓音下降，縮短）【喔，這樣子啊】，很特別喔

（笑）【一般人會…】（笑）呵，一般通常是四十九或五十一這樣子的關係

啦，對，但是我們是五十五十的，嗯，【那妳這樣子工作起來有覺得會有

什麼不一樣嗎？或者說覺得】剛，【不習慣？】剛開始會，【跟在臺灣的公

司】剛開始會，因為我們臺灣都比較講究所謂的一些規矩或者是紀律的問

題，就是說我們一些規範事實上都是很清楚的，包括是你的工作流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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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你一些規章、辦法、管理行政等等的，但大概又很愛照這些東西做，可

是…這裡的環境又 不相同，這裡的文化就是說，呃…凡事都會有例外，

那這個例外是、幾乎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例外的這樣子（帶笑意），你就會

覺得說，欸，你一個辦法訂著或是這個規矩訂下來，好像只是一個、一個

形式上的東西而已啦，很多東西其實都是例外例外，就是額外批，譬如說

總經理額外說可行的、額外說可，這樣，所以剛開始會有蠻~長一段時間，

大概有兩三個月我是不能適應的，你會覺得這個以前自己主管的行事風格

跟以前公司的行事差很多的【主管也是這樣子？】對，你就覺得花很多時

間在、在溝通這些問題上面，或是在改變自己去適應這個~不同上面，那

時候其實也蠻掙扎的，就是說，這個到底是可以繼續待下去嗎？對呀，後

來就跟很多朋友啊，就是聊天哪，然後就講大家工作上的事情，就發現說，

其實這是很普遍的一些現象啦，沒有什麼好希奇的這樣，然後就覺得說，

喔，其實要改變的是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一些心態啦，然後大概調適了三

四個月之後，現在就還 OK 啦。【那您這樣公司現在這邊公司有臺籍~】呃，

【臺、臺灣人的同事嗎？】就是連我們董事長就四個人，我們上海就只有

我跟我們董事長，【嗯，上海只有妳跟他倆】對，那我們北京就還有另外

兩個這樣子，然後其他都是臺籍、都是大陸籍的。【所以，如果那個張董

出去出差…】就剩我一個呀（笑意），哈哈…【就剩妳一個】對呀（笑），

【喔，那…會有什麼樣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同、特別的感覺嗎？就是會不

會覺得自己好像自己一個人特別的少數啊，或是…】還好欸，我覺得這個

【員工眼中會有…】倒是…【不同的看法，會有這樣的感覺嗎？】我覺得

這個倒是還 OK，可能因為我們這群同事大家都相處得挺久的了，所以我

覺得還行，只是這裡員工的~呃~工作習慣跟我們臺北的確是有很大的不同

這樣子，對呀。譬如說，這邊都是準時上班準時下班這樣子，對，然後你

跟他說，喔，這件事情你跟他講一，他就只做一；他不是像臺灣，比如說

其實我們都會舉一反三，或是把你想得很周到有沒有，沒有沒有（壓低嗓

音），這裡就是你要跟他講這樣一、二、三、四個步驟做，他就會照你等

於這樣子做這樣，【喔】對，所以像我們在臺灣我都只要跟我同事說，欸，

我想要的，呃，譬如說我想要什麼樣子的報表、我要什麼樣的結果，他們

就會幫你做出來；可是你不是，你必須要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交代得非常清

楚，否則做出來的就不會是你要求的那個樣子，對，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情（笑意）。【所以，臺資企業在這裡面沒有辦法說去影響，或是說去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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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一個文化】我覺得很，我覺得有一點難啦，但是我覺得也不能說完

全不行，只是說，嗯要看你主管要做給底下的看，我覺得這裡的人就是這

樣子，他會先~嘖、應該這樣講啦，這邊的同仁他比較會比如說他會先去

試探你能夠~嗯~容忍的底限到哪裡這樣子，可是老實講，當你要求很嚴

格，你按照每個步驟要求很嚴格的時候，事實上他們也是會乖乖的照著

做，只是說那個教育訓練過程當中，事實上是要很久的，對呀。或者說你

要讓他們明白說，今天我交代這件事情，我是很認真的，你一定要回饋給

我這個結果，而不是說我只是跟你隨便說說這樣，對呀，所以這裡的同仁

有時候剛開始你跟他講，喔，我要要求什麼時候給我資料，他都會跟你講

說，噢，好好好，可是你只要到時候，對，就是沒有，對呀。【那你們有

嘗試做影響改變當地員工風氣文化那樣的工作嗎？那樣的想法過嗎？】

呃，我們沒有這樣子想過欸，【比如員工訓練的時候啊】員工培訓的時候

會，但是我們講究的一個是、嗯，原則的問題呀，比如說團隊、我們會比

較要求團隊精神，團隊合作的、的東西這樣子；我們在教育訓練的時候，

除了專業知識方面之外，我們也比較，嗯，給一些比如像這邊~甚至我們

還給員工上過那種品格的課程，對，我們有做過這樣子的教育訓練。後來，

有時候會覺得這種東西其實就是自己日常生活，或者是說，嗯，你從小的

一種教育環境的~的問題~，所以呢，我們就覺得說，與其我要後續再花更

多時間去培訓他（笑），不如一開始我就找好一點的員工進來這樣子。對，

我們就是反而是比較~【所以你們是直接在那個】嗯【徵人的時候】對【就

先篩選】嗯。因為有很多東西我們覺得那不是你後天培養有辦法可以、可

以做改變或是轉換的啦。【那你們會覺得你們目前的同仁符合你們原先那

樣的期望？】嗯，應該說剛好及格吧，就是只是說，到我們要求的標準這

樣子啊，但你要求他說要超出更多的話，我覺得~目前是還沒有，這樣，

對，不能說完全沒有，當然還是有一兩位比較~比較優秀的，對，但是大

體上來說就是都是一般般啦。【就還在一個基礎之上而已】對。【那您目前

自己一個人在上海工作，是您一開始就到上海嗎？】對。【還是有先到別

的地方？】我一開始在上海，【一直到現在？】對，中間只有一小段時間、

大概幾個月的時間是在北京，但是目前最主要的工作都還是在上海為主，

像我在上海大概三年左右了吧，去北京的時間沒太長，這樣子，對呀。 

【那您自己平常會固定期間回臺灣嗎？來回】我們是不定期欸，平均

大概四個月到五個月左右【就是】才能回去一趟【工作因素嗎？還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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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工作因素啦，反正老闆，我們的原則就是說，臺籍幹部一年就是，像

我們這種沒有家人在這裡的，一年就是回去三次嘛，因為這個部分都是算

在你的薪資當中了，所以老實講，嗯，你一年要回去、你每個月都要回去

也可以，你就自己、自己花錢，然後跟老闆、跟總經理請假，然後他准了

你就可以回去，這樣子。那當然你要一年只回去一次也行啦，因為他所有

的，呃，假期跟所有的薪資都是算在你的薪水、你的薪資當中了，包括所

有的來回機票都算進去了，對對。所以他就沒有說像以往，他很嚴格規定

說，你一定要三個月回去臺北公司，比如說去述職這樣，目前我們是沒有。

因為我們所有薪資都是由這裡的合資公司做支付的，嗯。【那您自己會有

～是說按照公司這樣的規定來回呢，還是說你自己會特別安排自己的行

程？】呣～大概頂多就是過年嘛，一年我大概會回去三次，除非說有特別

的公事，嗯一定要叫我回去的，那是額外的，否則通常的話我都會像春節

是一定會回去的，還有就是像清明，還有就是十一長假的時候。對，以前

是還有五一長假，現在沒有了，所以就只剩下十一長假的時候回去。一年

大概就回去三次左右吧。噢，所以大概就是四到五個月這樣子不一定，嗯。 

【那你這樣你一個人在這邊的話，您家人臺灣家人，比如說您先生、

長輩們他們的反應怎麼樣呢？】OK 啊，哈哈哈哈（大笑）【不會擔心哪，

或疑惑啊，或是~】還好欸，剛開始可能自己媽媽都不太贊成啦，就是說

到這麼遠的地方去工作，這樣，然後但是我來這邊工作大概半年左右，她

來過一趟了之後，我媽媽看過之後我媽就覺得說也還好，因為上海其實我

覺得是個蠻、跟臺北味道還蠻相近的一個城市，然後什麼都很方便，而且

都非常的現代化，所以其實我媽看了就覺得說還蠻安全的，就沒什麼意見

哪，那我先生是一開始因為他自己本身以前就有在大陸工作的經驗了，所

以他覺得有這個機會到大陸來這邊工作也是挺好的一個發展方向這樣

子，對，所以他也沒有阻止這樣子。【所以他會過來嗎？】很少欸，【一段

時間】一年大概頂多一次，對，或者甚至有時候～【他自己的工作是在臺

灣？】對，他自己的工作在臺灣，【臺灣當地的工作？】嗯，【所以他過來

純粹是來看妳這樣？】對，然後可能有的時候我們是約在青島碰面，不一

定是在上海碰面這樣，有時候會~【這麼浪漫】（笑）沒有，因為那邊有房

子嘛，有時候就會約會是~【是買好的】對，我們自己買的【平常是沒有

住在那邊】平常沒住人【為什麼在那邊買個房子？】因為我公公他們是山

東人嘛，那很多同鄉事實上都回青島買房子，就覺得好像同鄉住一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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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有照應這樣子。然後後來我們買了房子的時候，他們身體就不好啦，

就過不來這樣，臺灣的醫療環境還是比較好啦，嗯。【還蠻特別的】對呀，

所以是醫療環境的考量這樣。【所以您目前在大陸這樣，您覺得就是因為

工作而住在這邊】嗯，【沒有什麼定居，】呣～沒定居打算哸(ㄋㄟ)，嗯，

就看未來的工作怎麼樣子發展啦，嗯。所以我們也沒有想到說要入籍這

裡，或者是什麼，沒有（笑）。【那你在大陸就是您先生那邊他們的就那邊

的親友，山東的~】我沒見過，我只見過在、在青島的一個遠房親戚事實

上就是幫我們照顧房子而已，對，【那還有其他的親友，大陸當地的？】

嗯，有，就是我公公他們的兄弟姊妹都在萊陽這樣，都在萊陽，嗯。【平

常有互動？】沒有、沒有，都只有過年會打個電話拜個年，然後其他時間

是沒有往來的。【你們有見過面嗎？】我沒見過，我先生他見，我是完全

沒見過那邊的親戚，【您先生或妳自己或妳們倆位，就是桃園家裡長輩他

們會說因為你們在大陸啦、在上海啊，他們會要求妳們回老家探親嗎？】

沒有欸（笑），沒有沒有，【不會】嗯，這個因為親戚見過～我印象都只有

過年的時候會互相打電話拜年，其他時間是幾乎沒有什麼往來的這樣，

嗯。所以這樣算有親戚嗎？我也不知道欸，因為我也沒見~（笑） 

【那您在長三角地區，就是如果說，現在請問您對於長三角概念的

話，您自己的工作、生活的經驗，您覺得長三角地區這個範圍大概是包括

哪些地方？】嗯～包~大概包括了像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算不算？安

徽應該也算吧，【為什麼會覺得安徽也算？】嗯，應，應該說從我們平常

的，嗯，一天或兩天旅遊的行程來看的話，而且現在，呃，這邊交通都越

來越方便，比如說火車提速之後，事實上包括像蘇州、杭州市，我們都覺

得那是非常近的一個區域了，所以我覺得整個範圍應該可以再往更遠擴展

一點吧，對呀。而且通常有的時候我們從什麼、呃、一些雜誌上頭啦什麼，

看起來好像幾乎都已經快到安徽那、那一小部分都應該算是長三角的範圍

之內了這樣。【那您自己有跑過長三角哪些地方嗎？城市啊？】嗯～很多

啊，【景點哪】很多【可以舉例？】對，比如像～杭州、無錫呀、嗯崑山、

蘇州，嗯~南京，大概就是這幾個長去的地方吧。【這些您您】像寧波也是

~【您都有去過？】對，都去過，有時候是拜訪客戶，啊有的時候是去找

朋友這樣子。【是大陸這邊的嗎？還是臺商的？】都有，對。【您都是當天

來回嗎？還是不一定？】不一定欸，通常我們如果是出差的話，通常幾乎

都是當天來回比較多，因為現在動車很方便，【都是搭】搭動車【火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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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的？】對，就搭火車，嗯，很方便啊，【會搭巴士嗎？】搭大巴？會，

像到蘇州或者是那個～呃崑山，有時候會坐巴士，可是再更遠一點，比如

像杭州啊、南京、無錫那一定都是火車，嗯。【所以您覺得在這個範圍裡

面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火車還是】火車【巴士？】我覺得對我來說是火車欸。

（笑）【這時間、交通時間大概都平均大概是多久？】平均大概二到三個

小時，【二到三個小時】像蘇州很近哪，蘇州動車半個小時就到了；杭州

大概也是一個半小時左右的車程；嗯，到南京了不起就是三個小時吧兩個

半小時左右的，所以在三個小時之內的，我都覺得那是很近的，嗯。 

【那您在大陸這邊將近三年，那您會講上海話嗎？平常】不會啦，【跟

同事呢？】呵（笑），我覺得上海話好難學，可是會聽得懂一點點啦，基

本上他們在講什麼你會聽、會聽得懂啦，但是你如果要再講、講更快一點

那個，我就沒有辦法了，這樣。【所以你們平常跟他們溝通都是用】還是

都用普通話啊，都在講國語啊，嗯，【沒有其他方言】沒有欸。像是這邊

最常~客戶就是有時候會英文嘛，就說國語跟英文哪，對呀，然後像臺商

之間你就會很習慣要講台語這樣，所以我覺得我講臺語的時間在這邊反而

比臺灣還要更多這樣（笑），好奇怪，好像感覺上遇到臺灣人你就是要講

臺語，感覺上會比較親切這樣，對，這蠻神奇的。【是他們來公司還是說

你們在外面休閒哪、生活的時候？】都有、都有，【各種情況？】對。像~

【您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是，幾乎都是 local 的人比較多，

【您是住小區嗎？還是？】對，住小區，【的公寓？】就是大樓，但是它

就是一個小區，然後我那週遭範圍幾乎都是當地人住比較多，因為當初是

我同事幫我找的房子，不是我們找的，【方便說是在哪一個～】在那個什

麼浦~在哪一區？就是往○○那個方向，就在○○路再往○○路那個方

向，【呃，哪一個？】就再更往東啦，就是如果以這邊來講是要更往東，

在浦東，對，再更往東那個方向這樣子。【所以那邊比較少臺灣人住？】

很少，我幾乎沒有遇到過，對。【那您這樣子住起來您的感覺，你會不會

覺得不習慣哪、不適應？】覺得不會欸，跟臺~臺灣沒什麼差別（笑），鄰

居也很少往來啊（笑），【那比如說您假日啊，在樓下啊譬如說買東西啊，

休息啊什麼的？】也還好欸，【會跟當地人互動嗎？】當地~不會啊，就是

你去買菜或者說，哦你你呃比如說我們去剪頭髮固定的嘛，然後，可能就

會跟店員聊天跟店長聊天啊，噢，呃，比如說像我們常去的買東西的店啦，

會比較認識這樣子。那至於說什麼鄰居啊什麼的還好，了不起~就是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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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搭電梯的時候啦，會打個招呼這樣子，對，其他就很少欸。【那您三餐

用餐的情況？】有的時候是自己做飯，【會自己做飯】像中午就自己做飯

這樣，然後【中午】對呀，就是晚上做好後就帶便當【隔天帶便當】這樣，

對。啊晚上就是有時候吃外面，有時候就是沒有吃這樣子，【那假日的時

候？】假日的時候就自己隨便煮啊，啊有時候跟朋友去聚餐，不一定。所

以還~還~OK 啦。【所以您會在這邊，像您剛剛有說買菜、您平常也會自己

在附近的菜市場~】對，然後像我們就有在附近菜市場買嘛。那可是像有

些東西，呃，加工食品那我們一定是不敢啦，我們就是在臺灣的店（笑），

就買那個臺灣來的，對對對，買臺灣來的，或者是那種，呃我們比較信任

的那個~呃店裡面買，這樣子。像～連那個罐頭我們就開玩笑說，連那個

金蘭罐~金蘭瓜瓜啊，金蘭花瓜，同樣是金蘭品牌的喔，我們都一定會買

那個，呃，在臺灣製造的，不會買在大陸製造的，呵呵（笑），【是臺灣、

不，大陸這邊可以買得到臺灣製造的？】可以，【那會比較貴嗎？】比較

貴，貴非常得多，對呀。可是就是，可能習慣吧，而且這邊的~的一些比

如說調味料也好，嗯~我們真的就吃不習慣他們這邊的味道，而且它這邊

比較油比較鹹，它對我們的口味來講，就不太適合這樣子。不過我覺得上

海已經好很多了啦，比我們去北京好很多這樣，嗯。【北京，覺得是比較？】

北京更~更那個味道更重啊。 

【那您對您居住的地方或是您工作的地方附近範圍這些內容，您覺得

會有一些認同感嗎？會不會你覺得說，我自己也算是上海人哪，或者~】

不會欸（笑），我覺得沒辦法欸，呵呵呵（笑），我覺得很難啦。【比如說

同事會不會說，妳在這邊跟我們感覺怎麼樣啊？】像同事是還 OK，【會不

會有~聊天的時候這樣問？】像同事是還 OK 啦，因為臺灣對他們來講是一

個很陌生，可是感覺又好像很想去了解的一個地方；所以反而是說他們如

果有很多，比如說像我如果從臺灣回來就會買一些什麼東西，餅乾、糖果

什麼這些請他們吃，他們就會覺得很神奇這樣，他們就會覺得臺灣的東西

都~都很美味，他們也想知道說也想去看看臺灣到底是長怎樣的地方。可

是我們在這邊的話呢，就說，我們平常出去都不太會講自己是~是臺灣過

來的，除非說人家會認得出來，因為我們當然是比較低調啦，可是，因為

而且這邊他們很喜歡，如果說他知道你是臺灣人，很喜歡跟你談一些比如

說政治的東西什麼這些東西，【有遇過？】幾乎常常吧。【真的啊？】對，

那對我們來講，其實那些是我們不太喜歡、可能我自己不太喜歡提到的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附錄四之一：受訪者#08 訪談文字稿（逐字稿） 181 

題啦。那因為譬如說，講政治問題或講臺灣的問題，如果人家是批評的，

就會覺得自己心裡面很生氣，或是覺得～就是~很~很難聽得到人家說我們

自己不好，即便是我們自己真的很不好，都不希望說是由這邊的人來說我

們臺灣很不好這樣子，這樣。所以，我覺得，不曉得，對這邊，現在至少

目前對我來講，它就是只是一份工作或一個我生活的地方這樣。然後，上

海是比較好是因為它有很多的，嗯，生活習慣上跟臺北是比較雷同的這

樣，比如說它是都市，就跟臺北很像。但是，我~會~不會說自己是認同這

邊，我覺得，目前沒有欸。 

【如果說我們談故鄉啊、他鄉、異鄉這樣的概念，您覺得如果，比如

我現在問您，你現在覺得故鄉會在哪邊？】我還是臺灣啊（笑），對。【大

陸這邊的話，對您來說，它是什麼樣的一個角色呢？你會覺得是一個~】

它只是一個我工作、生活的地方這樣子，不過~只是一個過渡時期啦，嗯。

【那會有那種第二故鄉那樣的概念嗎？那樣的想法嗎？】不會欸，還不至

於這樣子。【那您跟您先生有討論過說要來大陸發展的這樣子的話題嗎？】

有討論過啦。因為我先生之前也是在青島工作的，然後事實上我們也認為

說以~【做多久呢？】他大概也是做兩三年。那我們當然覺得說以單純就

工作方向來講的話，就經濟發展的那種情況來講，感覺上會這邊的機會比

臺北來得～更多，而且現在很多像我們以前臺北公司很多同事也都會希望

說能夠有機會來這裡，但事實上現在這個機會都已經~我們自己會覺得

說，我們是趕上末班車來這裡發展的，對。那我們都會跟臺灣的朋友講說

你如果要來這邊發展不是不行，只是說，你要把你自己當作你只是來大陸

這邊工作的一個~呃~譬如說你是美國人哪、或者是什麼什麼新加坡人這樣

子，那我們覺得臺~臺商，就臺灣人在這邊的優勢，目前，就以臺籍的幹

部來講，像我們這種單純工作的，我覺得優勢沒有像往年這麼樣子的~的

強了，這樣子。我們也有想過啦，但是有很多是家庭的問題，我們目前還

沒有辦法一起到上海、一起到大陸來工作，這樣。【有小朋友？】沒有，【還

沒有】對，【所以討論過來這邊發展的情況是想說，有想要來大陸這邊兩

個人一起在這邊生活、工作這樣子】對，（聲調提高）但是最終我們覺得

到時候還是要回臺灣去呀，嗯，其實最終還是會回臺灣啦！【那您先生之

前在青島是做什麼樣的，哪一方面的產業？】嗯，他們是做紡織業的，就

臺灣的上市公司傳統紡織業到大陸那邊，到青島那邊去嘛，因為他們是做

採購的，【哦，採購】對呀，我先生是做採購的工作。【那他那時候是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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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對，後來就是因為他覺得～嗯，工作沒什麼太大的發展性啦，啊

再加上家裡有一些問題，所以我先生就辭職回臺北嘛，對。【沒什麼發展

性，是指哪一方面？】在~可能在那個企業當中啦，對，他覺得發展前景

並沒有這麼樣子的好，可能就是，因為傳~呃~紡織業是一個很傳統的~的

行業，然後裡面的人可能都是已經做很~很多年了這樣子，【是大陸的廠？

還是說是臺灣的？】臺灣的，【在青島那邊？】對，那他覺得說，你可能

在這家公司繼續待下去，了不起就是這個樣子了，對呀，沒什麼太大發展

性，所以他就想說他還是回臺灣這樣子。【所以您到大陸是在他回臺灣~】

之後，【那他也同意】，對呀，他覺得來看看很好啊（笑），【那他反而不會

跟您講他自己的在青島工作的情況，然後~】不會，可能他在那家公司做

了，嗯~五六年了，對，他覺得可能，嗯，我很喜歡我這個工作，我很喜

歡中華徵信所的環境，我喜歡這份工作，所以我覺得在哪裡工作都 OK，

那對他來講他可能就是覺得他想要離開那一家公司吧，所以他才會選擇換

一個環境，否則我先生其實以前他都覺得說應該要到大陸這邊來發展哪，

會是比較有前景的這樣子。【那他之後呢？現在】現在在臺~【他的想法】

沒有，現在就在臺灣，他現在是在做保險業，【那他還會抱著有那樣的想

法，到大陸~】想啊，就看說未來的機會怎麼樣，嗯，沒有很強求啦。【所

以是純粹就工作發展上面來看~】對，就純粹是個工作【到大陸這樣一個

問題這樣】。【生活上面、居住什麼的那些呢？】沒有，因為我覺得~沒有

臺灣方便哪，醫療環境沒有臺灣好，呵呵（笑），像我在這邊就很怕生病，

呵呵（笑），每次生病要是自己也帶著成藥吃不好，就要撐到回臺灣去看

醫生，呵呵（笑），【沒有在這邊看過？】沒有，第一個聽說很貴，第二個

因為我們也不敢進去這樣，除非真的萬不得已，有什麼譬如說意外或什麼

之類，萬不得~像我同事上次是因為~因為意外，然後不得不進~進去這樣，

否則真的老實講，對我們來講，我們都是每次都自己帶成藥過的，【自己

解決】對，所以現在我還沒有進去過臺灣，還沒有進~還沒有進去過這個

公司的醫院。 

【那請問您之前在臺灣宗教信仰的情況，有沒有以前在臺灣有拜拜

呀，或是說去宗教場所活動過嗎？】有，嗯，【像您現在是藏傳佛教這樣

的背景，您是什麼時候接觸這方面，那你有皈依嗎？】我應該是在 96 年的

時候，可是更早像我 95 年來的，應該是 93 年的時候，民國 93 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因為，呃～我以前的主管的介紹接觸的，然後像我們家從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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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那種拜拜的，然後家裡一定是會拜神明嘛、然後拜祖先哪，然後像我

父親是~嗯吃素，他過世之前是吃素十幾年的，可是對我們家小孩沒什麼

樣太大的影響這樣，就是我們不會因為這樣子，然後就去~呃~【吃素】吃

~沒有欸，那時候我們可能以前也不覺得需要什麼宗教信仰吧，對這~對這

種東西沒有很在意，然後再加上說我先生他們家是基督教的，【現在還

是？】對，現在是，我公公他們是基督教的，對，很奇怪，對。所以那時

候，沒有，我是~嗯，9~3 年民國 93 年那個時候，因為我以前離職主管的

介紹，～然後接觸了臺灣有個團體，在臺北有個團體……，然後他們就是

~呃一個藏傳佛教的~的團體，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他們就是用這種像類

似像讀書會那樣子的一種形式，然後嗯~我們就會唸……一本那個經書，

然後我就覺得說，欸，其實我們以前不是沒有接觸~我以前不是沒有接觸

過一些佛教，但是給我的感覺我都會覺得蠻排斥的，但是只有這個團體我

覺得我接受度很高，它給我的感覺不是那一種像我一般所謂的那種廟裡面

那種……所謂的那種感覺完全是不一樣的，那我覺得我的接受度很高，那

所以嗯就~就繼續跟大家一起唸嘛，那就覺得蠻好的啊，然後就一直到，

我們是唸了……一年之後就可以皈依，對，然後我們是在臺北那個時候我

們是每個禮拜都會有一個晚上的時間去上……的課程，也就是大家一起，

然後來~呃~研討一下這個內容是講些什麼啊，然後大家彼此之間的經驗跟

~跟想法是什麼，大概就類似像這樣子一種~一個團體吧，嗯，然後因為……

他們自己本身旗下有非常多的法人事業，然後他們……有一個～嗯～教育

園區，也就是小學、國中、高中都有，對，同時他們還有幾個有機農場。……

事實上這是他們【這他們的】對，【系統】對，就是說他們做臺灣很~很多

的那個有機的認證，……那因為我~我們這個團體的師父他們都是在推廣

有關於有機的，還有推廣文教，就包括像~嗯一些讀經班，對。所以我就

覺得說他對這樣子的一種方式跟這種理念，我覺得我很可以接受，所以我

就進去一直到現在這樣子。那因為我們在臺灣的時候是，我們那個團體就

是在，嗯，……他在臺灣各地都有，那我們平常上課就是在臺北上課，然

後我到~我調到上海來之後呢，事實上，在上海他們自己本身也有一個這

樣子的，就是我們有很多的師兄師姐事實上我們有一群人在這邊，然後就

延續我們臺北的課程，然後繼續就是說我們每個禮拜也是一天的時間，大

概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那同樣我們就是會研讀一下那個經典的內容這

樣。【你們是固定的辦公室嗎？】嗯～【還是固定的場所呢？】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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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固定的場所，但是他們是用一 ~他們~應該怎麼講呢，事實上我們在這

裡做，他們是用一家企業，做貿易企業的名義，然後他們旗下也有那個做

文教的，就他們買了一個當地的一個老師的那個~呃~培訓公司的值值~那

個招牌，然後事實上我們有做過培訓的工作，就是做所謂的小孩子的那一

種讀經班的，【是】的工作這樣子。所以目前現在我們有~呃像小朋友讀經

班，還有像青少年的班級，那平常他們還有開什麼烹飪班哪、開什麼親子

教育的課程哪，都有。那他們自己本身是也是一家貿易公司，就會進一些

嗯~比如說臺灣……的那個有機食品，或者是在這邊，他們自己以前有個

有機的農場，或者是進口這~就是在當地找一些配合的，然後做一些符合

我們所要求的比如像沒有什麼添加物的，沒有食品添加物啊，或者是那一

種，嗯，有機的~東西這樣子，對。【他位置是在什麼位置，方便嗎？】在

那個○○路○○○路，【喔，○○那邊嗎？】呃，……我忘了他正確地址

是什麼欸，他就……那邊有一棟有一棟大廈欸，裡面是他們的公司所在

地，然後，對，然後旁邊是他們的那一間那個文教機構，然後另外他們自

己本身有開了一個店面，……就是專門在做~在賣這些無毒有機的蔬菜，

然後一些素食的東西或是他們那邊進口的那個加工品這樣子，對。他們自

己本身有個店面。【所以你們不會有固定的聚會還有上課】對，像~對，那

因為看你每個班級不同嘛，因為每個人研討的進度不同，所以呢譬如說像

我們到大陸來這邊工作的時候呢，那我們臺北那邊就會幫忙安排說，哦~

嗯~以你的進度可能你可以上週六的班哪或是禮拜一~的班，或哪一天的班

這樣子，然後班長就主動打電話給你，然後，呃~給你~說，喔，你什麼時

候來上課這樣子。那通常我們大概就是大家差不多相同的進度的，我們就

會是自己一個班級，然後有班長。班長可能就是唸經典已經非常多年的~

的那一種，可是都是義工啦，他們都幾乎都是全職義工。然後他就是帶著

我們一起做這樣子的研討。然後通常我們下課之後呢就會去買東西這樣

子，就把你自己噢平常比如我們要用的米啦，什麼東西把它~買好這樣子，

對呀。所以通常我們~我大概放假天，禮拜六的生活是這樣子啦。早上上

課，然後，上完課之後然後下午可能就是呃去買東西啊，然後就~就回家

這樣子，嗯。【這樣子離妳家還蠻遠的，呵呵】對呀，只是說，大概去一

趟大概要花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嗯，【來回全部這樣子？】沒有來~去一趟

就要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從出門一直到教室這樣子，對。【那這樣子，你

們那個課能夠去參觀嗎？或是？】噢，你想了解一下這個團體嗎？【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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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嗎？】呃，可~【會不會他們會覺得很奇怪這樣子？一個外來者這樣？】

嗯～應該不會吧，事實上~嗯，可以打電話約一下啦，事實上我們也會有

一些朋友，比如說我在大陸這邊認識的一些朋友，不不是我這個團體的，

像一些朋友他們也是喜歡買這些~呃~什麼什麼有機的什麼東西的，或是比

較乾淨的東西，他們就會去，有時候他們也很樂意會介紹。像以前我們還

有有機農場的時候，我們都會帶朋友去農場，【在上海？】農場，有有，

對，……可是那農場因為租約到期了嘛，所以已經噢~停了這樣子。對，

否則以前我們都還有農場的那種活動啊、旅遊一日遊或二日遊這樣子，

對。主要是他們農場現在推廣一些有機的概念啦，那因為我們在這邊的

話，我們這團體都非常低調，不太說我們是一個宗教性的團體，然後，嗯

~所以呢，為什麼他們會有一個公司型態存在，是因為這邊對於所謂的思

想方面的東西事實上是非常管控非常嚴格的，所以即便像我們這樣子一個

團體、研討班，事實上也有 local 的人，但是我們就會把他們分開來，就是

儘可能的不要在一個班級當中有當地的人這樣子，【就是純粹~】對，【分

開這樣子】對，【當地當地，然後臺灣的】對對對。【那上課內容會不一樣

嗎？】上課內容也是一樣的，【也是讀經典這樣？】對，也是讀經典這樣

子，然後~聽錄音帶，然後後大家一起分享這樣子啊，但是就是說，我們

會會比較謹慎，會把這個分開來啦，然後通常我們對外，比如在那一棟大

樓我們也不希望太招搖這樣子，然後都儘可能的不會去主動說我們是一個

宗教性的團體，這樣子。【那當地人跟臺灣人會，就活動的時候，活動時

間也是錯開的嗎？】沒有，活動時間，因為每個班級的上課時間不一樣嘛，

但是事實上我們有一些活動譬如說類似像我們呃~小孩子的那種文章的讀

經班，就會是一起的，譬如說有臺灣的小孩也有 local 的小孩這樣子，對，

就是都一起的這樣子，對。因為它就是一個培訓，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本來

就買了一個培訓機構這樣子的一個執照，所以還 OK，還算是合法的。然

後我們，因為在這裡目前他們這邊政府也蠻推廣所謂的「儒家」這樣子的

教育，譬如說孔子這樣子的教育理念，比如說他們有推廣讀什麼《論語》

啊，什麼之類的；而且我們用的教材事實上是這裡的，廈門那邊讀經班的

教材，對。所以事實上對這方面他們會非常注重就是說儘可能低調，然後

不要太明顯這樣子，對。【那成人的讀書會是在進行的時間上會錯開嗎？

你們會不會讓當地人跟臺灣人是錯開】不會，【不要碰在一起】不會不會。

【所以也會有兩個班同時在進行】對，沒錯【然後下課啊什麼時候還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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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在一塊？】對，還是會互相交流這樣子，對。倒是沒有特別的這樣子啊，

其實我們很特別就只是說你~最好不要同一個班上有~有臺灣人也有 local

的人這樣子，對。因為我們，因為他們這家團體，……嗯~他們全是義工，

幾乎都是 local 的，他們只有一部分比如說他們的主管是臺灣那邊……派過

來的全職義工帶他們而已，可事實上他們那邊員工也都是 local 的這樣子，

對。【這是只有在上海有嗎？】長三角地區，還有就是廣州跟深圳，目前

我所知道的是這樣，對呀。【所以就是上海、廣州、深圳】對。對，就是

長三角地區啦，比如說像上海呀、無錫呀、常熟啊，溫州好像也有，然後

還有就是廣州跟那個~嗯深圳有，其他沒有，【北京也沒有】北京沒有，對。

【所以說……臺灣那邊算是有計畫有組織的這樣進展】沒有欸，其實沒

有。像~因為就我所了解其實在大陸當地研討，就是唸經典的團體不只我

們一個，就是很多人比如說他可能以前因為某一種因緣，他有接觸過這

個，然後可能就在某個地方就自己集合起來，可能有幾個人，然後就在誰

家裡面哪研討這個，但是它有可能不是我們這個團體的，那也可能他們研

討的方式跟我們不一樣，這樣子。就我所了解，有。因為像我們，呃~他

們的這邊的 local 全職義工有的是來自於譬如說吉林、或是黑龍江，事實上

他們就是當地的讀經這樣子的~的一個團體出來的。所以在這邊來講的

話，研讀經典的並不單純只有我們這樣子的團體而已。那我們當初會過

來，只是因為可能~嗯~在長三角工作的人、臺商非常的多，那因為我們很

多，譬如說像我們在臺灣有讀經的，在這邊我們就很希望有這樣子的機

會，可以延續這樣子的一個課程這樣子，所以臺灣那邊才會想到說，欸那

我們在這邊也可以～可以～成立一個這樣子的團體來運作這樣，對。【那

你們在上海或在大陸這邊有出版品】沒有欸，【或是課程表？】沒有沒有，

【這邊沒有】這裡沒有，沒有。那所以像我們用的經書，或是我們平常會

看的那個，呃，因為他們每～每一個~欸？我忘了是每個月還是～多久時

間他們會出那種小本的內部刊物，我們都是從臺灣帶過來的，所以包括像

呃我們有一些比如說給小朋友上課需要用到的教材，有的都是從臺灣帶

的。嗯，就是說我們有回去喉就帶一些過來，就帶一些過來這樣子。只有

我們這邊用的比如說像~嗯一部分的那種讀經的教材，是廈門那邊出版

的，嗯，【從那邊採購？】對，從那邊買的，比如像什麼《論語》呀、《弟

子規》呀、《孝經》那一種的就比較一般性的啦，我們就會是在這邊買，

嗯。【所以你們平常宗教活動就是去班上】對，我們就是讀~【上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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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們可能就是一個月會有兩次那個~呃～供養法會那一種的，【在什麼

場所？】一樣就是在他們自己的佛堂，對，在公司他們自己的佛堂裡面，

【他們裡面自己有設一個佛堂？】對，自己有一個佛堂，那我們就是~譬

如說一個月他們會有兩次這樣子的供養法會。那平常就是看臺北那邊的，

比如說臺北嗯~有那個什麼~浴佛節的時候有沒有法會嘛，就會有這樣子的

做。還有就說我們這邊譬如說有時候都會有那個~呃~回臺北去參加佛七

啊，或者是到那個~呃，那個教育園區去做參訪的行程。【…】通常都是這

邊他們可能就會，噢，組團然後回去臺灣這樣子，對。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因為一向都很低調，所以我們頂多就是一些內部自己本身的法會這樣子，

對。 

【你們不會到當地的寺廟或者~】那就是我們自己的旅遊行程哪，算

是我們自己的旅遊行程啦。譬如說我們班上的同學就會大家約好說，欸，

呃~哪一個放假天哪然後～大家都很有空，然後就去~就去~呃~什麼比較有

名的山，比如什麼九華山哪、什麼峨嵋啊什麼的去看一下，那像我們～我

參加過的就是去普陀山嘛，普陀山是最近的，對，也是會想要去看一下啦，

對。但是就純粹是我們本身的一些~嗯旅遊行程這樣子，嗯。【跟固定的宗

教活動就沒有關係】就沒什麼太大的關係了，對，嗯。 

【你們之前在大陸運作中間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阻礙？】會有，比如

像我們之前是那個~應該是奧運期間吧，因為，就都會管得很嚴格，所以

奧運期間事實上我們大概停了半年左右，對，我們是不做這樣子研討的，

但是我們大家還是會聚會，聚會可能就是會看一些~嗯~譬如說～嗯~我們

法人事業的一些錄影帶，譬如說我們推廣一些法人事業，比如有機事業

的，呃~就是，反正就是他旗下可能會有非常多的法人事業，他就會有不

同的介紹的，介紹他的理念、宗旨啊，還有目前的運作狀況等等的這樣子，

或者是看一些臺灣法會的~呃~師父開示或是那個法師開示的一些~帶子這

樣子，有一段時間是這樣子啦，不然就上一些嗯~嗯，有機理念的課程，

這樣，啊不然就是會辦去農場，什麼呃~一日遊或是二日遊的活動這樣子。

對，大約有半年左右的時間是有這樣子的考量啦。就是說看這邊的（笑）

～【情勢】的情勢，運作狀況，來決定我們的課程內容。 

【你們有被當地的政府部門明示過嗎？就說他們有干涉過嗎？有沒

有這個經驗？】呣…【比如說到】沒有沒有沒有，我們是沒有遇到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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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唯一遇到過的就是說譬如說像~呃~有一些～因為我們本身也在ㄗ~我

們有一個塑料廠，就專門生產素食的那個塑料廠，還有一個有機農場嘛，

當初的時候在上海的時候，所以那在銷售過程當中可能~因為大陸這邊事

實上上海也很多地方在做有機的栽種，那可能他們就希望說，欸，覺得好

像我們這團體做得還蠻不錯的，而且我們在臺灣是專門做有機認證的，他

們就會想要來認識、了解一下，甚至想要採購一些我們～這個團體的產品

這樣子，對，所以那時候事實上有過幾次是這裡的~呃~官員會去~拜訪他

們這~就是我們這邊的負責的人這樣，他可能就跟他介紹一下我們這些理

念這樣，但是不涉及宗教的，對，所以他們在這邊就純粹用一個貿易商這

樣子的一個型態在運作這樣子，嗯。【所以除非說像你們這樣內部的成員】

對，我們自己本身知道才會【進行】，對對對，或者就是說，欸，像我們

這邊認識的朋友他也想要上這個課程，我們才會介紹，欸，有新的班剛好

有新的班開了，我們就會介紹說，那你來上新的班級這樣子。否則一般來

講我們都不會主動是在講這個。 

【您剛剛說這算是藏傳佛教的部分，那你在上海地區或長三角地區有

相關的宗教場所嗎？寺廟啊什麼的？】沒有欸，因為你知道藏傳佛教是那

個達賴喇嘛那一支的嘛，sannamit(?)，跟一般的佛教來講是會比較不太相同

的，所以，目前在這裡我還沒有遇到過。【那您知道前陣子有設一個就是

從青海那邊請來一個藏傳佛教的一些文物】嗯，【的一個~祂外觀弄得像一

個廟，有點像布達拉宮的形式】哦~【在那邊】我還沒去過，沒去過，嗯。

【我想說你們知不知道在長三角地區也有藏傳佛教相關的場所】沒有，【沒

有】嗯，對，一般來講，佛教~的話，可能會比較多啦，可是像我們只有

藏傳佛教的很少。【所以你們會去一般的佛教寺廟】對呀，【來取代？】對，

譬如像偶爾會走走這邊的像玉佛寺啊、龍華寺，沒錯吧？龍華寺啊，像靜

安寺最近的，這樣，就~偶爾，也不能說初一十五啦（笑），就是像呃~呃~…，

過年、就過節的時候會去拜一下這樣子，因為他這邊好像，像靜安寺祂就

是會有好像初一還是十五，祂是免費的，【噢，真的啊？】而且像這邊的

人，像我知道像我的同事，他們初一十五就會去玉佛寺拜拜這樣子。【都

免費的嗎？】對，他這邊免~只有那一個時間點是免費的，一ㄊ~一個月當

中只有幾天是免費，其他時間是要收費的。【喔，我今天才知道】吭，真

的嗎？【對】（笑）哏哏，沒有，這裡廟幾乎都是要收費的，但是就一個

月當中祂會有兩天還是一天是不用收錢的，【喔，下次要注意一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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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呵，【趁祂初一十五的時候去】大概好像都要十塊錢還是二十塊錢啦，

【對呀，靜安寺好像要二十】靜安寺要二十嘛，【其實還蠻貴的，就是去

拜一拜出來這樣而已】（笑）呵呵～。……【所以大陸這邊的親人、親戚

朋友，因為互動少，所以你也不知道】不清楚，【他們的宗教信仰的情況】

對。就像同事啦，像我同事他們其實也沒有什麼所謂宗教信仰，他們就只

是說拜拜很正常嘛，中國人就是會拜拜啊，然後他們就初一十五就會去廟

裡面～就是祈個~就是祈福這樣子而已，對他們來講那也不是什麼宗教信

仰這樣子，嗯。【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的感覺】對，沒錯。 

【那你平常會跟同事們或朋友談到宗教性的話題嗎？】呣~【或者說

他們會來問你？】很少，很少。他們不會問我宗教性的問題，但是，我只

會說~譬如，我們在上課過程當中有一ㄒ~因為～我們上課比如我們那些師

兄師姊很多幾乎都是在這邊的臺商，臺籍幹部嘛，所以大家難免都會交換

一下工作上頭的經驗，或是說，欸，我們可能上課哪一段事實上跟你工作

上頭是很有可以運用的，或是很有心得的，那有時候欸就會工作上頭就會

~我就會把我聽到的然後跟他們分享幾句這樣子，就工作上頭的啦，對。

或者是說像同事遇到一些嗯~問題啊、煩惱什麼之類的，那可能他們會來

跟你聊天，然後你就會我就會覺得說，喔，其實你還可以怎樣想怎樣想這

樣子。所以感覺上說還是~【呵，你不會直接拿經書給他看】不會不會，

因為我覺得，呃~在這邊可能他們對宗教這樣的概念，他們還是不太能，

因為他們就覺得不需要啊，還是又因為我的同事年紀都很輕，他們都覺得

不需要啊，嗯。【所以你也不會說有意無意把一些宗教的】不會欸，【想法

帶進來】不會，像我們有時候吃素的時候，或講有機的東西的時候，像我

們通常也不會講宗教概念在裡面，只會比如說從比較環保的角度切入，從

一個比如說，呃~保護～動物的那一種角度去切入，或是從你的身體健康

方面去講，通常我們不會從宗教的方面去說，這樣子。 

【那跟您在平常跟同事或是商場上面，比如說應酬的時候，對你會不

會造成困擾或影響？你怎麼回應？】你指的是比如宗教上的【比如吃素會

不會】吃素這個問題嗎？【影響你的】還好，就說我們不會特別跟人家講

說~【比如說廠商去吃飯哪什麼的】嗯，我們就是~我們不會刻意說我們吃

素，因為這樣會造成別人的困擾。在上海可能 maybe 還好一點，在北京根

本是很難的，那我們就是~就是吃方便素嘛，比如說吃飯就不會去夾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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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啊，可能就吃菜。那比如說人家很好心，已經夾到你盤子裡的，那種，

我們就是會吃一口這樣。對呀，因為不然人家會覺得很奇怪，或是可能會

覺得說你不給他面子或幹嘛之類的。對，所以通常我們不會很刻意的說我

們是吃素的。【所以如果人家敬你酒的話？】~還是得~【回應這樣？】對。

所以我們都不敢去說【你不會說】比如說我們頂多只是做皈依，我們不敢

去做到比如說更上一層的，譬如說，呃，像我們有些師姐她們根本就是…

【負責人？】沒有，她們就是已經學很多年，她們就非常嚴格，比方可能

有受過什麼樣子的戒律，受過什麼戒律禮儀，就是完全不可以的那一種，

那所以我們因為知道自己做不到，所以還不敢去接受那樣子的（笑）呵~

對，我們還沒有辦法。【所以你不會在餐前點說我吃素這樣？】我不會特

別這樣子講，呃，因為避免造成別人的困擾啦。除非說是很~已經往來很

久的朋友了，對，那，那他都會知道這樣子，就才會知道這樣。 

【那你在大陸，在家裡，有機會看宗教性的節目嗎？或是 DVD】…這

裡好像沒有~沒有宗教性的節目（笑），【影音的，譬如說那個 DVD、VCD

方面的？】在家裡不會，在家裡不會，【那你去○○路那邊會有提供嗎？】

噢，沒有，我們平常就是會聽錄音帶，就會聽師父的錄音帶這樣子，對，

我們師父講經典的錄音帶這樣子。我們平常【可以帶回家？】～呃，對，

而且網路上都可以 download 啊，他有 mp3，這樣子（笑）【喔、喔！】對

呀，所以現在都很進步了，他們~我看他們都是會有一整套存在那個 ipod

裡面，有那個~呃~師父的錄音帶，還有就是一些那種我們自己本身的讚

誦，就是唱歌的那個東西，這樣。所以我們就是平常就聽聽錄音帶吧。【有

期刊、雜誌那些嗎？書面的紙本的？】有，但是不是在這，就我們都從臺

灣帶這樣子，～可是我今天沒帶，呵呵呵（笑）。【我意思是說是不是有那

種固定期間出版的？】沒有欸，沒有，臺灣有啦，【然後在當地發送啊、

出售啊，這樣子？】沒有，沒有。像我們頂多，像我有時候頂多就是去書

店，譬如說像這裡的書店都很大嘛，它一定會有一些宗教性的，它就會有

宗教性的書，那我偶爾會去看這樣子。【會買嗎？】不會。【你有買過嗎？】

我沒有買過，我都是從臺灣買了帶過來的，但是不敢帶太多啦。【在這邊

沒有買這邊的~就只是不買而已？】沒有，第一個可能，他寫的東西，呣，

我覺得沒有什麼感覺這樣（笑），呵呵。對，可能第一個是這樣子的原因。

啊第二個是我覺得說我看簡體的的那種書~感覺上會~比~看繁體的來得辛

苦一點這樣子，對，所以我通常我我很少~，而且這裡的印刷都不是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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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樣，對，所以通常我很少買這裡的宗教性的書，這樣子，嗯。而且他

們有時候那個那個書名或像他們那個研究的主題都是很~很奇怪的，這樣

子，對呀。所以我很少，我覺得臺灣的出版品還是比較好這樣子。 

【那你在這邊有捐款、捐香油錢過嗎？】有啦，也不算香油錢，就是

我們這個團體我們還是會做一些～他們那個叫什麼？～名詞啊？～【募款

嗎？】也不是～那個叫～我一下忘了那個叫什麼名詞，就是說它不是固定

金額的啦，也不是固定時間，反正我們就是會，噢，「供養」啦，我們會

做「供養」啦，對。【嗯嗯，那是在你們說那個課上的那個地方嗎？】對，

因為我們佛堂就是會有一個一個小盒子這樣子，那個佛堂平常我們會用到

的是香嘛，就是那種那種短短的那一種香，不是我們一般拜拜的那一種，

就有香啊、還有燈啊，就是那種小的那一種精油的燈，還有水什麼之類的，

也就是要一些一些費用嘛，所以通常我們都是~他們都很自主，就有一個

盒子，上頭就是大家可以供養的，然後就看你隨時自己想放多少就放多少

這樣子，嗯。【那你們去參觀寺廟、旅遊的時候，你們會嗎？】我會，我

還是會給一點這樣子，對，【每一次都會？】對，我每次還是會，因為覺

得維護這個環境還是要需要一些費用，哈哈哈哈（大笑）【你不會想說是

給管理人員拿去用？】也、也有想過啦，可是就覺得說，啊，如果大家都

這樣子想，那不是很可憐（笑），所以我們有的時候還是會放一些，因為

覺得說，啊，在這麼偏遠的地方，又很山上啊，然後，一些生活什麼什麼

的必須還是要用到這樣，所以我們還是會做一些供養這樣。【那您會只進

佛寺，不進道教寺廟嗎？】不會啊，【道教寺廟妳也會進去】我也會進去

這樣子，【反正只要寺廟妳都會進去參拜】對，我都會進去，對，嗯，因

為可能我們的概念~當然每個人的想法不同啦，我覺得我自己的想法是覺

得說~嗯~包括像佛教其實祂都有這麼多種幾千幾萬種不同的法門，其實就

是說，你只是找到一個~噢，今天我適合~這一種的，並不表示說，別人的

就是不對的或是只有我的是對的這樣子，對呀，所以我們都會用這種比較

開放性的～的~心態去看其他的宗教這樣子，【這想法是您自己，還是說您

讀經典？】我們經典有時候也會這樣子~這樣子說啊，嗯，對呀，【您本來

也就這樣子】我本來～本來就是每個人的選擇嘛，不能夠說誰對或是誰

錯，其實每個宗教到最終，祂就是講的就是要～哦～～要慈悲，然後要~

為大家著想嘛，那我們經典都事實上祂追求的就是一個～哦~我們的宗旨

就是第一個要改變自己的生命，然後再來就是要幫助他人，對，所以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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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來講，祂的宗旨就很簡單，就是這個樣子而已，對。 

【您在這邊街頭或者寺廟的時候有沒有收到過人家發放的免費的那

些善書或聖經這些？】沒有欸，我在這邊沒收過，【沒有？】對，這邊好

像沒有像臺灣那樣子喔，我在這邊沒有收過這種，【從來沒有】沒看過，【比

如說車站哪，或是一些】沒有，我沒看過欸，我連看都沒看過（笑），這

才是奇怪（笑），【玉佛寺沒有嗎？因為我有聽人家說好像】玉佛寺～～【玉

佛寺那邊會發放，妳有收到過嗎？】玉佛寺我沒收過，我有看過有擺在那

裡的，但是我自己本身沒收過。【那您在大陸，上課這些部分，有進行宗

教性的靈修活動嗎？因為像藏傳佛教有些部分好像比較偏重身體上的修

練，那你們會有這方面的課程或是共同活動】呃，【或自己在家裡面有這

樣做嗎？】沒有，我們在家裡其實他就是我們習慣性就會一個早課和晚課

嘛，那早課晚課就會很簡單的儀軌而已。譬如說可能就是嗯~嗯，三聲本

師、然後唸開經偈、然後可能就唸三遍《心經》，然後可能就看你自己本

身給自己定的早課是什麼。譬如像我們比較～比較懶惰，比較偷懶，可能

我們就只是唸、只是誦《普門品》，就《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而已，這樣

子，這可能就是我的早課跟我的晚課這樣子。然後可能還會有一段時間比

如說，嗯，當世界上有重要災難發生的時候，比如說像上次四川地震哪、

臺灣的地震哪、或是水災啦，等等的，那我們團體就會，呃，有一個課程

譬如說，呃每個班大家集合起來，譬如說誦那個《大般若經》或什麼之類

的，就是比較特殊的功課啦，那其他之外呢就平常你自己安排你自己早課

跟你自己晚課的內容這樣子，祂並沒有一個很強迫性的。那像我們每年，

譬如說我們都會告訴自己說，至少要回去做一次佛七，那這個我們都回臺

灣，我們並不會在這裡【回臺灣做那個】做這樣子，對，我們就是回那個，

呃，……對，祂有的時候會是在我們的園區，……這樣子，不一定，要看

他每次排排這些呃~佛七課程他是在什麼地方，這樣。那因為我們臺灣非

常多譬如說可能還有像~呃~小朋友的，像學校老師的教師營，或者是那種

企業人士的企業營，還有就大專班哪什麼之類的，大概就是這些營隊，但

是通常都是在臺灣，不是在這裡。這裡我們只有偶爾，譬如針對大人部分

或是可能心靈成長的課程，但是就好像我們一般到其他的教育訓練機構去

一樣的那一種訓練課程，對。還有就是寒暑假他們會有針對呃~小朋友跟

青少年開的班級，這樣子。其他的，就是還 OK，這樣子。【您剛剛說的早

晚課您是固定的嗎？】呃，固定的，【每天都一定做的】對，就是早上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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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這樣子，【每天都一定會做】每天固定的，對。那像我們聽師父的錄

音帶我們每天可能就是最少五分鐘啦，對。因為我們~那個，他那個課程

錄音帶也是一段一段，了不起就是二十九分鐘到三十分鐘左右而已。【是

自我要求還是規定的？】呃，自我要求啦，當然，你，工，呃，工作很忙，

完全沒有時間的話，事實上他也不會要求你一定要做到這個，甚至像早晚

課也是一樣的啊，對呀，他沒有硬性規定要求說你一定要做這些事情，沒

有。 

【那您在您現在的公寓裡面有擺設神桌啊、神像啊】沒有沒有欸，【偶

像啊，這些】沒有，【宗教性的擺設，有嗎？】沒有，【沒有】對，其實我

會固定一個地區就是放這些經書啦，比如說從臺灣帶過來的經書這樣，我

們會有一個特別的地區放這個，然後我們可能會比較講究就是說可能你你

每個經書你要包好這樣子，對，我們大概我就只有這樣子而已。【家裡會

點檀香之類的嗎？】呃，我住的地方可能很難這樣子，可是在在臺灣沒有。

【你說】我住的地方很很難啦，因為那個空間上來講的話，我沒有特別做

這些，【就沒有點，不會去點香什麼的】不會不會，【臺灣的話呢，會有嗎】

臺灣的話，會有。比如說我們做~我們放的照~就幾個~頂多就是照片而已

嘛，讀書會的照片，譬如三寶照片這樣子，然後我們點檀香，就是，他們

會做那種就是小小一段的那一種的，對，有點類似像什麼薰香啊精油的那

一種，然後還有就是說我們那個會供燈，會供那種小蠟燭的那一種的，就

這樣子而已，【在家裡？】對。【不會跟您先生衝突嗎？】因為我先生是沒

有任何宗教信仰的，【這樣子】對，然後我公公婆婆他們住的地方，反正

他們就是放那十字架什麼之類的，【沒住在一起】對，沒住一起，對（大

笑），是還好啦，大家相安無事（大笑），對，最主要是我先生他沒有任何

宗教信仰這樣子，對，所以他都覺得 OK 啊，自己覺得好就好了這樣子

（笑）。 

【您剛剛說在那個佛堂那邊，你們會有進行過法會，那個法會是什麼

原因呢？是固定時間的嗎？還是】呃，我們所謂的供養法會，「廣大供養」，

就是說我們自己本身大家會買很多的供品嘛，然後，譬如也可能還有什麼

水果啊、鮮花等等，那我們就到佛堂去，然後大家就是你供品擺好嘛，然

後他就會有一個儀軌，做廣大供養的儀軌這樣子。然後一個月會有兩次，

這樣子的時間，【儀軌過程，還有內容您方便】～～我~因為他們都是【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4 上海臺商的宗教實踐與身份認同變化, 1990-2010 

 

概、大概】一張單子這樣子，他就一張紙嘛，然後可能就會有一個主持人，

他們叫「維挪」這樣，就會有一個主持人，【維挪？】對，他們，他們藏

語叫「維挪」，他就是會有一個像司儀那樣子的一個，呃，引導人，但是

通常都是他們的負責人或者是我們比較資深的師姐或師兄，然後可能他就

儀軌，比如說他可能就會告訴你說要先誦什麼～他都會寫在上面，就是照

著那個紙唸就對了（語調急躁），那中間可能還有唱誦的，那可能他中間

還有祈福，譬如說我們希望這次廣大供養是呃，為了什麼樣子的事情，譬

如說可能消、消災啦，或者是怎麼樣子的，會有一個主題這樣子，噢。那

通常廣大供養完之後呢，呃，你、你就是大家就分著聚餐這樣，就會這樣

子，【你有留那張紙或是您資料】沒有，通常我們用完他們就會收回去了

（笑）。【所以沒辦法拿到】網路上應該找得到吧【網路上面會有？】網路

上應該會有，對，對。【那我再找看看】您試試看嘛，比如說廣大供養的

一個儀軌，網路上應該【廣大供養】廣大供養，廣就是廣闊的廣，大小的

大，呃，【那我再找一下好了】對呀，對，那像他們在網路上頭也有他們

的網站，嗯，對。通常會是做這個啦，那像其他的法會的話比如說像浴佛

節的法會，我們就是會跟臺灣那邊做同步連線，【喔，視訊嗎？】對，視

訊這樣子的連線這樣子，對，那像還有就是說像，因為我們師父他已經呃

往生了嘛，所以像每年我們都會做那個呃億師恩的法會，嗯，有的時候我

們這邊會有，然後臺北那邊會有，這樣子，那我們通常會選同樣的時間，

那大家就是一起做，這樣子，通常都是很低調啦。【所以上海地區就是，

你們進行的地方就是在你說的那個地方】對，我們就是在我們自己本身的

區塊，對，【其他沒有】其他沒有，嗯。我好像也沒看過這裡有什麼樣子

的～【那你們會跟】法會。【其他的臺灣的佛教團體有互動嗎？比如慈濟、

佛光山】也會有，事實上像我們團體的一些法師他們還蠻推崇慈濟這個團

體的，但是因為慈濟他們做的又跟我們不太相同。慈濟他們就是，就我們

的話來講，他們就純粹做一些~嗯~服務性的~的工作這樣子，就是，他他

們也不誦經，然後~也不~所以，像我們有一些師姐他們是慈濟的會員，可

是像、要像佛光山他們就是專門做~做誦經的，就做唸經的，然後好像很

少會去做這些像那種慈善【服務性的】，對，就很少像慈濟這樣子的團體

的，對。那我們~整個來講的話呢，因為可能大家修的法門不太相同，對，

那通常我們，呃也會去幫忙，但是通常我們都不會掛名這樣子，……~像~

臺北是、在臺灣是這樣子，這邊也是這樣子，對。【你們平常其實還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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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互動】會呀，還是會有，可是現在通常都是個人啦，譬如說有的師姐她

們自己本身就是慈濟的會員嘛，但就有一些慈濟的活動，可能我們就會協

助做義工，這樣。因為我們的團體規定就很嚴格，比如說你一定要唸完經

典一年之後，你才可以有資格去申請當義工，對。因為他會希望說你自己

本身有一些比較基本的理念之後呢，你去做義工，做義工是為了要在這個

團體跟別人互動過程當中，去修事練心，就修自己的心這樣子，對，他所

以他鼓勵說我們要去當義工，並不是說，呃，要去做好事，什麼累積陰德

什麼什麼的，我們不是這樣子一個說法啦，嗯。 

【所以你們會覺得自己會覺得說你來大陸工作是一種冥冥中註定的

事情嗎？還是】我會覺得是順其自然哸(ㄋㄟ)，～我會覺得說，呃，老天

給我什麼樣子的機會，我覺得，就是順著～，就是去做這樣，通常我都不

會想太多，你要說是冥冥中註定嗎？我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就是說，

如果您在，譬如說您在佛堂那邊，上課的時候啊、或者讀經典的這個過程

當中，你會不會覺得說，我現在會在這邊，是這種註定的事情哪、然後是

一個力量在安排這樣子】嗯，【會有這樣的想法過嗎？】～有這樣子想過，

可是像，有一些時候是非常神奇啦，像我們這些大家同一班的同學在臺灣

從來沒有見過面哪，可是，卻在上海，我還記得我那時候第一天去上課的

時候，你就會覺得說每個人好像我都曾經在哪裡見過的那種感覺，對，那

非常神奇，那是第一次有這樣子的感覺，就是說，欸，我明明不認識這些

人哪，但是我覺得這~這些人的臉，你好像在哪裡曾經見到過～～就會有

那樣子的感受，對，然後，對。然後，就會來這邊上課，你又會覺得說，

欸，好像～好像，呃，我會來這邊工作是為了要讓我學些什麼樣的東西，

又會讓我遇到什麼樣子的人，所以我才會來這裡這樣子，會有這樣子的一

個感覺啦，嗯，對呀。然後像我們在~我們在上課嘛，譬如，他們就有講，

像我們班上就是說，事實上，我們大家今天會有這種緣分在一起學經典，

這不是你一生或者不是你兩生所修來的，他們都認為說其實這是你~你~好

久好久去你你這麼多累世以來，我們就是曾經一起唸過這個東西，所以我

們這輩子會再來～會再來，嗯，當同學，再一起來學習經典這樣子，他們

的說法是這樣啦，對呀，對。那因為他，因為他們就，像我們師父他們就

說啊，呃～……這本……事實上是寫來給出家人唸的，並不是寫來給我們

這種一般在家人唸的書，所以我們師父他就說了，事實上你這輩子可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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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經典或是可以唸到這本書，表示你一定是有某幾世你是曾經是出家人

的，或者說，其實你以前就已經是在唸，就是你之前就已經唸過這本書，

你這輩子才會有機會再接觸到這一本書這樣子，對，他們的說法是這樣子

啦。至少我覺得我的改變是呃～～可能以前年輕吧，我才不相信什麼善有

善報、惡有惡報咧，所以以前對因果輪迴關係我覺得我不是這麼樣子地相

信。可是，可能接觸到一些宗教之後，我就覺得對於所謂的因果，或對於

所謂的輪迴，其實我覺得我現在是很相信的，對呀。因為我們很多東西你

你，我們沒有辦法用一般的理論去解釋這個東西，反而是用佛教的這個理

論去解釋的話，就會覺得是很～，好像很講得通，我的感覺是這樣啦。 

【那你平常會用這樣的想法跟】我會用【大陸的同事講嗎】~我不會

（笑），【當妳想到這樣的內容的時候，但是妳面對他們的時候，妳自己會

停下來這樣？】我會~對，但是，譬如像~我自己就會告訴我自己說今天我

不管遇到什麼問題或是遇到什麼樣子的~呃～～困難什麼的等等，我就會

告訴我自己說~，啊，這個是～～～可能我以前做過什麼什麼樣子的，所

以我今天會有這樣子的結果這樣，我就會去想說，欸當我遇到這個問題的

時候，我就想說，為什麼今天我會遇到這個問題，或為什麼今天會遇到這

個煩惱，其實他的原因是什麼。或是我遇到一件事情我很生氣，我到底是

為了什麼生氣，這樣子，我就會至少會訓練我自己換一個角度去想這件事

情。然後～妳感覺上會覺得說，那種負面的情緒就不會在你心裡面停留太

久這樣，這樣至少對工作上是有幫助的。所以我覺得我就會比較會用一種

正面的角度去引導我同事說，欸，當他們來跟我 complain 什麼事情，我就

是，欸，其實你換一個角度這樣子去想，其實這什麼什麼，欸，他們就自

己會覺得說，喔，對喔，跟你講完話之後，好像感覺上覺得，這個問題也

不是什麼大問題這樣子，對呀。但是，我並不太會跟他們提到說一些宗教

上頭的問題啦，對呀。【不會說你會這樣子就是因為怎樣】不會欸，不會

不會（笑），我跟你講，像我以前開玩笑啊，像剛開始學的時候不知道啊，

像我朋友開公司嘛，然後就被倒了，可能倒了很大一筆錢，可能有幾百萬，

不能跟他講說，喔，可能是你前輩子你也倒過人家錢，所以你這輩子才會

這樣，你不能用這種方法去解釋，因為這樣子會被人~（笑），應該是很難

接受的吧，我覺得即便是我自己，我覺得可能都沒有辦法那麼容易接受

（笑）這樣，更何況是別人，對呀。【所以比較是偏重在對自己的部分】

對呀，【來去】去訓練啊，當然不能夠說有辦法說修到什麼樣子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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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對我自己來講，我還是常常會生氣啊、還是常常會覺得好像遇到很多

的煩惱、遇到很多的困難哪，但是至少說，我會去練習，我要怎麼樣在這

麼短的時間之內去練習說，把你自己的~負面情緒轉換一個角度去想這件

事情。至少我覺得我可以得到這樣子的練習的機會這樣，同時我覺得我會

比較其、會、呃，容易說遇到比如說我自己真的很討厭這個人，嗬我覺得

很難啦，修了這麼多年了，我覺得我還是很難（笑），比如說你跟他明明

就你很討厭的人，或是，就是我沒有辦法喜歡他，或今天你就是做了一個

什麼~對我不好的事情的時候，至少我會強迫我自己說我~站在他的立場上

頭去想這個問題，這樣子；或是比較替他想啦；或者我要設法從我不喜歡

的過程當中去找到一個其實他還是有優點，可以讓我去欣賞他的，呵呵

（笑），對，至少我會要求我自己要這樣子做，對呀。 

【那你這樣來大陸會不會覺得有使命感呢？】沒有欸（大笑），【沒有

宗教力量賦予妳、加強妳對於妳到大陸這樣一個過程】（笑）【和結果，會

有一種使命感，或是】沒有沒有欸【要來做什麼事情】沒有。至少我就會

告訴我自己說，欸，既然現在這個是我沒得選擇的情況之下，那你就是好

好地盡全力去做啊、然後享受我目前可以在這裡的時間這樣子，對啊，我

就會用這種想法來看我目前的生活，對。【那你們會有想過說去西藏那個

嗎？（朝聖）】會耶，可是我會想～呃，因為我們臺【有去過嗎？還是有

安排？】沒有，沒有【想要】，我們大家都在想，像我一群朋友都會常常

講說，欸，我去西藏旅行好了，可是很難【你們會】決定【覺得去】成行，

【西藏是一個朝聖的】會有這樣子的心態，對。【目前還沒有成行】還沒

有。像臺灣那邊，我們這個團體最常去的，他每年都會有的就是那個到印

度去，印度請法團，就是到那個達蘭薩拉的，呃，達賴喇嘛他們那邊去做

有個請法團這樣子，每年都會有，對，但是請法團當然要看你的資格，不

是每個人申請都可以去的啦。他要，就是你一定是要學經典到某一個程

度，而且你可能也參加過多少次的佛七，參加過多少次什麼樣子的營隊，

你才會有機會到印度去做請法團這樣子的行程，這樣，我們臺灣有，這樣

子。那對我們來講我們當然很希望去去西藏一趟，因為沒見過嘛，很想知

道那邊是怎麼樣子的一個情形，（長吸氣）然後，但是就是考慮到一個~那

個不是隨便人都可以去的地方，因為身體狀況的問題這樣子，對呀。所以

我們到現在大家有在討論，但是還沒有有人敢成行這樣子（笑）。【那未來

還是會計畫】還是會想去，對，但是至少我們希望在去之前，先走遍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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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名山啦，什麼峨嵋山哪、什麼九華山哪、什麼那、那幾個，對，佛教

的那個寺院這樣【那你有去過北京的雍和宮嗎？】有，去過。【那，是什

麼樣的心情？是旅遊景點，還是說把它當作】剛開始【廟】我不知道雍和

宮裡面事實上都是很多藏傳佛教的，嗯，那時候我不知道，我只把它當做

一個旅遊景點進去看，去看的時候才突然間發現到說，欸，它竟然是一個

藏傳佛教的的一個像廟宇那樣子的，對，所以你就會在那邊你就會去看、

噢、跟自己～讀經典裡面的去印證這樣子說，喔~喔，原來~什麼去看喔這

尊佛原來是長這個樣子，或者是，對，就是這種去看這樣子，對，但是心

裡面會用一種比較，嗯，尊敬的那種心態（淡笑意）去看這個地方這樣。

【所以你那時候去是還不知道】還不知道【雍和宮是喇嘛廟】對，我就覺

得說，欸？為什麼？而且它都會~問你說你要不要去什麼供個香什麼之類

的這樣子，那時候我就覺得說，吭，大陸這裡竟然有這種地方，不曉得，

那時候完全不曉得，【那之後還有再去嗎？】之後，我沒有去過，對。【所

以並不會因為後來知道了以後，再去】每次都要去，這樣子【再去一次，

心境會不一樣】呃，沒有欸，對（笑）。可能後來對我，我會覺得，為什

麼沒有想要再去雍和宮一趟，其實說像~呃～～其~之~像我前幾個禮拜到

北京去、北京首都博物館，事實上它有個那個佛教的那個~呃~雕塑展覽～

的話，～～像如果遇到有這種展覽的話，你就會感覺上覺得說，欸你會很

想要去看一下，這樣子，【那像上博呢？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它

好像也有在】我還沒有進去過，對。然後那時候是因為我在剛好在北京出

差，然後北京首都博物館它有個這樣子的展覽，就會想要去看這樣。【所

以你都不會想說您在大陸這邊，想要去請一些藏傳佛教的佛像或是文物】

沒有欸，呃，沒想過，對。可能我覺得那種東西對我來講，不知道吧，我

覺得可能那一種，比較宗教的那種東西對我來講還是有一點，【或者說，

畫像什麼的，也都沒有？】沒有欸，像我們都是從臺灣帶的啦，像我們從

臺灣我們那時候來的時候除了帶我們自己本身的經典或是其他一些還是

我們團體裡面的一些，呃書刊之外，還有就是我們會帶一些，會請、去團

體裡面請一些照片嘛，比如說師父的法照、比如說什麼，呃，舍利塔的什

麼照片等等，會有；那麼，當然～有～自己住的地方有地方可以供養的話，

像他們有的就會把祂裝起來，然後，譬如說你用像框裝起來，然後每天會

這樣子供，就像我住的地方沒有，所以我頂多了不起就是說~呃~譬如做早

課的時候，你就桌上會把它清理乾淨嘛，然後比如你有可能會把它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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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一下這樣子，然後做完功課就再把它收起來（笑），對，噢，並沒有像

說、像他們有人有的師姐她們家裡自己本身就會有專門一個地方是專門在

供這些的，而且，嘖，不知道吧，可能我就會覺得說，要需要的話從我們

團體～，呃~請，會是比較好的，因為你也不知道說這邊~因為對這種東西

難免是，會比較謹慎的啦，因為你不知道你你請過來的~東西是怎麼樣，

有的時候我會這樣子想啦，我自己會這樣子想（笑）。【你不覺得在大陸，

在大陸請，會有這樣的顧慮嗎？】我覺得在臺灣，即便臺灣也會有欸，可

能我對於宗教的這種東西我都會有這樣子的考慮。【我的意思是說，在大

陸算是無神論的一個國度，就應該比較不會有那種說，就是我們這樣去推

理的講法啦，就說因為大陸是無神論嘛，所以照理來說就應該沒有什麼那

些神靈方面的東西，所以縱使是偶像、神明的，也不會在裡面，所以你請

來的話】啊呵呵呵（笑），【也沒有什麼東西在裡面】但我的想法會是認為

說，就是因為它是無神論，同時它對宗教事實上是有種所謂政府的力量在

管控的，所以呢，檯面上的，是沒有，但是我相信檯面下一定會非常的多，

就是因為都是在檯面下的，所以我覺得那是更不安全的，呵呵呵哈哈哈（大

笑）。【這倒也蠻特別的一個觀點】嗯~不是嗎？我會這樣子想欸，所以我

從來不敢隨便去碰…【有些人的觀點會像我剛剛說的那種情況】喔～【他

們會覺得就是以往的】嗯嗯嗯嗯，【傳統文化的那些神靈力量，因為經過

共產黨的這個過程，所以就是被清除乾淨，所以現在我們再來大陸進行宗

教方面的工作的話，其實是更容易的，有些人會覺得是這樣子】喔～可是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來講，因為他們對於宗教，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思想的，

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思~想~控制的一種工具，所以對於目前大陸的中~，我

覺得他們是比較習慣中央集權那種~他~所以他對於只要牽涉到有關思想

方面的東西，事實上他們的管控都是非常嚴格的。所以說為什麼其實我們

這個團體我們在這邊一些活動我們都不敢是太~就都很低調啦，我們不敢

太是很明目張膽的這樣子。 

【那你們會跟地方政府或是公家單位合作辦一些像冬令賑災啊，】沒

有、沒有【或是公益性的活動？】沒有，所以像即便是像之前什麼八八水

災什麼要捐款的那種東西，像我們的團體都會說你們要捐款可以找紅十字

會、你可以找慈濟什麼之類的，事實上我們並不會說我~你~我收起來，然

後我去幫你捐，沒有欸，對。【喔，這樣。】所以我們算很特別喔！【所

以頂多就是去跟慈濟合作，你們當義工這樣嗎？】對！然後像我們要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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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我們也是找慈濟的師姐捐款這樣子，對。【你們自己本身不會主持】

沒有沒有，【這樣的活動】沒有沒有。那像我們頂多我們捐款，我們都是

供養，比如說，可能供養比如說你要供養法師，還是你要供養我們的文教、

還是你要供養法人事業、還是你是要供養呃~教育園區，這樣子，它會看

你要供養的對象是什麼這樣。【你們會請法師到上海來進行宗教性的儀軌

或】呃，不會，可是通常都是比如說我們的法師，因為我們法師會有國外

籍的，比如新加坡籍什麼之類的那一種，【出家人嗎？】對，出家人。主

要是我們的法師他們有到~嗯~大陸這邊來的時候，比如說，他頂多來看我

們，然後他比如跟我們呃上一堂課這樣子，那可能講的是經典裡面的某一

句、某一段話這樣，可能還就一些~呃～～開示，就是這樣子而已。【那會

做儀軌嗎？】會做、就是我們不管，【會帶你們做儀軌】對，我們即便是

上課之前也都會有個儀軌這樣。但是我們儀軌其實它就是非常簡單，就像

我剛剛跟您說的，就是三稱本師釋迦牟尼佛嘛，還有一個開經偈，然後就

《心經》，那我們目前呢，【法師會帶】對，我們法師會帶。那像比如平常

上課的時候，就是班長會帶著大家做儀軌，就是，欸上課前跟上課後，然

後上課後就會有一個迴向的儀軌嘛。那像其他時間的話，我們也沒什麼特

別的這樣子，對。那只是說現在我們這個團體本身會有一些讚誦，就是唱

歌的那一種的讚誦，那了不起我們就是說，欸，這一堂課大家可以來唱哪

一首這樣子，或是有新的出來，大家就就來學習。【那請法師來，這是固

定的嗎？還是不一定？】不一定，【看有機會】對，看我們自己本身的~的

機緣這樣子啦。像法師他，因為，聽說來要申請來這邊好像也不是這麼樣

子的容易這樣子，【所以你們也不會請當地的？】~沒有，我們一定都是臺

灣那邊的我們自己本身的法師。因為我們法師自己本身就有外籍的啊。因

為聽說他們好像外籍的跑得比較方便吧，聽說是這樣子啦，不知道。 

【那你們去佛教寺廟，或者大陸的這些寺廟觀光、或敬拜的時候，你

會不會覺得說，這個廟有祖廟的那種感受，因為祂是在大陸嘛。譬如說像

媽祖信仰，他們會覺得湄洲媽祖是祖廟，靈力是最強的，所以像臺灣的媽

祖廟的管理委員會都會想說到湄洲進香，增加自己的靈力。那你們在大陸

看，會有這樣的感覺嗎？譬如說到佛寺、大陸的寺廟，會覺得這邊的神明

的力量更強更大？】不會欸，呵呵呵，不會欸，呵呵呵呵呵（大笑），好

像好像我們沒有這樣的感覺過，【也沒有這樣子想過】沒有沒有【然後帶

著朝聖的心理？】沒有欸。【那如果是對布達拉宮會有嗎？】就會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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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會有啦，呣，所以我覺得這還是跟你自己本身所學的法門開始的【如

果去北京雍和宮，你心情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嗎？你現在知道了】有什麼變

化～【就是它是一個喇嘛廟】對，感覺上就會更~更～好像更像是~跟自己

更親近的~的一個～～～【你會期待你再去的時候，在裡面能夠感應到靈

力嗎？或是】我是從沒有這樣想過啦（笑），所以人家說去什麼峨峨嵋山，

聽說那種感應的能力會很強，或是去五臺山，聽說感應能力很強，可是我

沒有這樣子想過欸，對呀。我倒是沒有這樣子期待過說，喔，我去了這個

廟、拜了之後，它會給我自己一些什麼~什麼神力或什麼，沒有。像我們

通常我們所祈求的，可能，我不知道別人祈求什麼，對我而言，我祈~我

祈求的就只是說一個~呃~智慧，就是說~我希~我希望說我自己本身是更具

備有智慧去判斷一些～一些事情這樣子，然後，呃，期望說，我們~就是

說，平安哪，然後身體健康這樣這樣，然後也期望說，我們有更大的能力

可以去幫助別人這樣，嗯，倒是沒有期望說會有什麼好運掉在自己頭上，

或者說，自己有什麼更大的~，沒有。【所以除了藏傳佛教的寺廟之外，一

般其他漢傳佛教的寺廟】我也去看哪，我們也會去，【感覺上，感應上的

靈力】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感應欸，沒有，就好像我們去臺灣一般拜拜一

樣的嘛，嗯，對呀。而且，有啦，有時候在這邊會覺得有些事情不太順利

的時候，老實講，我回臺灣有時候會去收驚，呵呵呵（笑）。【回臺灣去收

驚？】回臺灣去收~，因為這裡我找不到可以收驚的地方啊，他們可能也

不知道什麼叫收驚吧，我同事他們都不知道，其實我同事他們連那一種農

曆七月是鬼月這種東西，他們也不曉得。～～對呀，這裡完全沒有那樣子

的概念欸，像我只有說我在這邊，比如說我回臺灣去的時候，然後就會去

行天宮，比如說～【你一定是去行天宮，還是？】通常，去行天宮啦，對，

可是我覺得那只是一個，譬如說他做個儀式這樣，你覺好像比較心安這樣

子，對。我們也不是真的像小孩子嚇到，然後你會特別去收驚的那種地方

收驚，也不是，這樣子，我覺得只是一個心理上頭的因素吧，對呀。所以，

我偶爾會有一個這樣子的～行為產生（笑）這樣（笑），嗯。 

【您在大陸有過過宗教性的節日，像譬如中元普渡，在家裡】嗯沒有，

這裡沒有中元普渡，不會，【公司這邊呢？】公司~這裡沒有，可是我們臺

灣有，我們臺灣公司，因為我們老闆他們是基督教的嘛，所以像我們在臺

灣是會有那一種~呃~他們叫什麼啊？～～～～【禮拜嗎？】不是不是，他

們通常會有一個團，那個【團契？】啊，對，他們會有團契，可是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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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沒有，因為這裡的人是沒有什麼宗教信仰，對呀。像即便是我參加過

我們總經理他們、就我們董事長他們~基督教在這邊的那種、那每次到可

能他們到某一個教友家裡面去，【張董是基督教嗎？】對，張董也是基督

教的，譬如說他們可能是到、呃，大家聚會是在某一個呃~~教友家裡面，

然後大家做一些譬如說呃唸《聖經》哪、然後，寫~說一些故事啊，然後，

什麼~祈禱之類的，就這樣子，對，他們也是很低調。像我們上次有去他

們也都是很低調，對，這樣子，只是一個現像聚會，朋友聚會性質的，呃，

所以在這邊，我沒、我沒有看過、至少我自己本身沒有參加過那種公開的

什麼樣宗教的法會或者是什麼之類的，沒有。 

【您在這邊有過過農曆年、新年嗎？】有啊，【自己在這邊？】嗯，

對，【自己一個人在這邊嗎？】對呀，【那有覺得跟臺灣有什麼不一樣嗎？】

～～這裡喔，沒什麼不一樣欸，～因為這~在臺灣我感受可能也不是很強

啊，我覺得臺灣農曆年好像也沒有什麼，喔，了不起就是初一大家都去拜

拜嘛，這邊他們初一也會去拜拜啊。【譬如說，有沒有過臘八啊，然後】

沒有欸，【然後那個辭灶啊】他們這裡都沒有，【然後除夕、守歲啊、拜祖

先啊】沒有，喔守歲是會有的啦，在這邊我們~我自己一個人在這邊過節

不可能什麼拜祖先之類的，所以是沒有的啊，對，然後，應該是說【一次

嗎？還是兩】喔，一次，就只有一次的經驗。但是就我們之前在青島，因

為那時候在青島的時候我們是大年初二回~回青島的，至少我會自己感覺

上說，像上海這麼熱鬧的城市，老實講，那過年氣氛跟臺北差不多，就是

說已經沒有很濃厚的了，反而是那種比較鄉下一點的地方，它就會很遵從

一些傳統的，比如像剛~您剛剛說的什麼送灶神哪、然後貼春聯也要貼什

麼年畫呀什麼這些，他們會有那樣子的，然後還有要吃什麼東西，比如說

呃~圍爐的時候要吃什麼東西，或過年期間要吃什麼樣子的東西，會有。

像我們，青島那邊~的一些，比較遠房的親戚，～到他們家去作客，就知

道他們會有這樣子的習俗。可是像在上海，我就~沒有~感覺上，我覺得跟

臺北沒什麼太大的差異性，這樣子，嗯。【那初一這邊會有】會拜拜啊，

他們一樣會到廟裡去拜拜，他們也一樣會有插頭香這樣子（笑），可是我

同事他們跟我說，呃，插頭香這裡不是隨便的人都可以插頭香，祂插頭香

你要、一定是要某一種~呃層級，而且你要去預約，聽說好像～你要去插

那頭香的話，你要不知道要花幾百，你要那是要捐獻不知道多少錢，幾十

萬還是幾百萬，你才有辦法有~拿到那個資格這樣子。【那個還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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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對（笑），【但是在搶的時候不是大家一起搶的嗎？】沒有啊，你

不知道他這邊廟是要晚上是要關門的嘛，對呀，祂沒有、祂就是~祂會安

排你啊，這裡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安排的啊（笑），你要~你要拜頭香，祂就

可以安排你是第一個這樣子，跟我們臺灣那一種不一樣，哈哈哈哈（大

笑），【我想說他都已經捐錢了，還要跟人家搶】no no no no no，沒有，它

會幫你專門幫你安排，這樣子，【這樣子啊】對，很神奇嗬，我聽我同事

這樣子說的，所以他們一樣是大年初一會去廟裡拜拜啊，對，【那有安太

歲嗎？點光明燈，那些嗎？】他們不知道這些耶，【批流年哪、算命這些】

沒有欸，【在這邊沒有】呣。至少我從我同事~我們這邊上海同事身上我看

不出來他們有這樣子的行為，我只知道他們平常譬如初一十五，他們還是

會去拜拜嘛，然後過年他們一樣要去拜拜啊，【他們拜拜都是去拜什麼】

玉佛寺比較多，還有那個龍山寺比較多，還一個~龍華寺比較多，【公司老

闆有要求你們去拜初二十六拜土地公嗎？】沒有沒有，沒有沒有。像這邊，

呃，農曆七月他們也不知道農曆七月是什麼。所以像在這邊，我第一年還

會覺得說，欸，你們為什麼農曆七月你們沒有什麼鬼門開，沒拜這樣什麼，

他們都不知道，吭，農曆七月是鬼月嗎？他們根本不曉得。所以我到今年

我都已經根本已經忘了（笑）~忘了有農曆七月這件事情這樣，對，他們

完全不知道，對，所以更不用說老闆啊什麼~什麼，七月，農曆七月十五

要拜拜那種，沒有這種意識，【那張總】而且張總他們家是基督教的，對

呀，哈哈哈哈（笑），所以我覺得這跟~我同事他們有時候會聊天啦，然後，

就會說，欸，你們都沒有做這種行為，然後他們都說沒有，這樣子。 

【那你們自己，你在讀書會那邊的話呢？在上海這邊，師兄師姐對於

這種傳統的部分，他們不會談到嗎？】不會耶，像我們同樣是那個~呃~中

元節嗎，大家才會有個超薦法會，對，超薦法會是會有做，其他的就是個

人，那個，【然後你會去參加】會去參加。像一些比較大的法會，比如說，

類似像說超薦法會啦、像什麼益生法會啦、像那種浴佛節的，我們就會去

參加這樣，那其他比如說他們每個月固定的那兩次廣大供養的，就看你自

己的時間，因為都是在我們上班時間嘛，【每個月兩次】對，【固定的】對，

那因為都是我們上班時間，我們也都不可能去這樣子，【所以像現在也會

有】對，他除非是做一些特別的啦，特別的法會他就會通知說，欸，我們

什麼什麼時候有~有什麼法會，你要不要來參加這樣子，或是有什麼樣的

活動你要不要來參加，這樣。那我們每個禮拜六去上課，他們也會也會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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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一些活動嘛，比如說，喔，嗯，年初開始就會預告說，比如 2010 年好了，

就會預告 2010 年什麼時~什麼佛七是在什麼什麼時候，然後他什麼，呃～

什麼營隊是在什麼什麼時候，你自己可以去挑你適合的時間會去參加，這

樣子，對，嗯。所以通常就是這一些吧，很少說，像廟裡面那樣子的，對，

倒是沒有，這樣，嗯。 

【那這邊大陸年尾公司會請尾牙嗎？】有，這倒是有這樣子，【名稱

上？】就是叫尾牙啊。因為以前我們是一家臺資企業，所以我們一定會有

這樣子的習慣嘛，到年底會請大家、老闆會請大家聚餐哪，那我們都知道

那個叫尾牙；那我們現在是合資了，那我們就延續這樣子的傳統。到年終，

我們還是會請各地的，因為我們分四個辦公室嘛，我們還是會個別辦自己

的尾牙這樣子，嗯。【名稱也】也叫尾牙，只是他們會覺得非常特別，為

什麼是叫這個名稱哪，那我們就會去解釋一些呃~呃~典故，這個由來這

樣，然後這邊的同仁他們都會覺得說，我們臺灣那邊對於一些宗教方面好

~這種傳統，他們會認為這是一種傳統，他們都說我們對於傳統方面的東

西保護得是比較好，而且比較有這樣子的一種傳承的感覺這樣子。【那會

有人排斥嗎？】沒有欸，（提高聲調）吃免費的，還有可以摸獎，為什麼

要排斥！呵呵（笑）沒有，沒有聽過有人會排斥（大笑），是沒有。【也會

有春酒嗎？】沒有，就沒有，【就反正是吃了尾牙就不會有春酒】對對對。

春酒通常是製造業比較多啦，【有差別】我是通常我是聽人家製造，因為

有開工嘛，製造業不是都會有開工嗎，對呀，倒是沒有，這樣。【那像大

年初六新春開工，公司會再辦什麼相關的】沒有沒有，完全沒有，上班就

上班了，正常了，老闆只說要記得收心，好好工作，哈哈（笑），【沒有放

鞭炮】沒有欸。 

【那您在這邊有看過風水、算命，或去廟裡面求籤哪】沒有，【風景

區啊】這裡沒有，【都沒有做過？】在這邊我沒有做過啦！【看風水也沒

有】看風水也沒有。呃，其實我遇到過說，呃，有朋友他們會請人家來看

辦公室的風水這樣子，【這邊嗎？】對，在這裡。【這個地方嗎？】不是這

裡啦，是我我其他的朋友，不是我們公司。像因為我們老闆基督教，他也

不看風水的，他不相信這個東西，【朋友是臺商嗎？臺商朋友？】對，臺

商朋友，他們也是會看風水，因為講究這個啊。比如說連那種取公司名字

也會算一下，然後那個，呃，呃公司，譬如說我要蓋一個新的廠要怎麼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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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會算~他們也會請風水師來看一下這樣子。【那風水師是大陸的

嗎？】呃，有的是請大陸的，有的是從臺灣那邊請過來的，嗯。【不一定】

對，不一定。可是像我同事他們去廟裡面也是會抽籤啦，譬如說像他們，

呃～～～我自己是沒有那種習慣，譬如說大年初一去廟裡面拜拜就會抽一

支籤嘛，看一下今年的流年怎麼樣，對，我在這邊是沒有做過啦，我們都

是在臺灣那邊才會有這種習慣這樣子。【你在這邊一次自己在這裡過農曆

年，那之後兩次是】都回臺灣，對，【那你還是會去廟裡拜拜嗎？】會呀，

會拜拜呀，嗯，對。比如說跟當遇到，比如說今年犯太歲，媽媽就幫你安

一個太歲啊，或者覺得你今年可能流年運氣不太好，就幫你補一個什麼光

明燈什麼之類的，會啦，嗯。【所以就臺灣家人那邊在幫你做】會，她會

做，對，呃。 

【那你這邊有看過農民曆嗎？在這邊】會呀，我們每年一定都會去買

一本，【在大陸嗎？】就大陸農民曆，【在大陸買，還是從臺灣帶過來？】

在大陸買，對呀。然後，可能它那種農民曆可能就長得很奇怪，我不會說，

就跟我們那邊不太相同這樣子，然後還，因為看不懂嘛，買過一次看不懂，

它有分小本的什麼、大本的這樣子，還會問你說你農民曆是要看哪一種，

我覺得好奇怪，我就 它問那個我都看不懂，那，後來就從臺北帶，而且

像我們有的時候會習慣啦，譬如說，呃，要搬家，就問你，可能我們公司，

假設說我們要搬辦公室好了、或幹嘛的，我們就稍微翻一下，呃，今天宜

不宜~動~土，什麼之類的，這樣；還有就是朋友聚會我們就會開玩笑說，

欸，那翻一下有沒有宜會親友的嗎，哈哈（笑），會，【還是會】，會看。

但是通常都是在看那個日子，比如今天適合做什麼事情，或今天不宜做什

麼事情這樣，通常是用來做這方面的參考。【那你其他朋友呢？你知道情

況嗎？】會耶，【也會】對，對呀，譬如說要搬家，大家一定是會看的啊。

比如像我們自己本身，比如我要從這個住的地方搬到別的住的地方，比如

房租到期了，我們就會打電話去給那個有農民曆的朋友說，欸幫我看一

下，哪一天適合搬家這樣子（笑），我們還是會有這種習慣啦，求心安吧，

感覺上，這樣，嗯。【那農民曆其他的部分會參考嗎？】有啦，還會看那

個什麼~食物相剋，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人印這種東西，那個很難找欸，

以前農民曆最後面都會有那「食物相剋表」，可是現在農民曆好像越來越

少印那個東西了，【在大陸有看這個東西嗎？】我看過，可是很難找，而

且我不知道它印得會不會跟臺北、臺灣的一樣這樣子，可是有的時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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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來參考一下啦，雖然覺得很少人會~會一起吃這種東西這樣子（笑），

不過還是會翻一下，這樣，嗯。 

【你這邊的手機號碼有挑過嗎？】沒耶，我沒挑過，我連臺北的都沒

挑過。【電話號碼啊】沒有沒有，只要自己覺得~我們唸起來覺得還差不多

的就用，我們很少會特別去挑，或者是，我沒有挑過，這樣子。【公司門

牌號碼什麼的】沒咧，【都沒有】沒有沒有，我們～因為我們老闆，我們

總經理是大陸人，所以他根本也不講究這個，對。所以頂多我們主要在搬

家，最常用就是搬家啦，一定會想要去看一下農民曆那天適不適合，這樣

子，或是挑一天適合搬家的日子，這樣子。除此之外，很少用得到。 

【你們在佛堂的場所不會進行這一方面的相關的活動，比如收驚、民

俗、習俗】沒欸，沒有沒有，【就純粹】對，我們這個團體就是很單純，

我們就是一個，我們就是在經典上頭做、做研讀，然後在、在一些做義工

的過程當中去實踐這樣子的一個一些理念跟~，就只有這樣子，而且像我

們我們常常這裡，因為我們這裡的負責人像他有時候、他有時候會來跟我

們上課，或是臺北那邊有主~有那個呃比較資深的師兄過來幫我~學長幫我

們上課，所以像他們就常常強調說其實我們在這裡都不會說我們是一個團

體~一個宗教團體，我們都說我們在這邊是一個～～～嗯~貿易公司，就是

說我們只是一家賺錢~要在這邊賺錢的一家公司，對，這樣子，對呀。對，

所以一般的那個用，我們都很少，這樣子。 

【所以您自己算是他們正式的成員嗎？】對，我算是這個學員，嗯，

【算是正式的】對，嗯，因為我們有皈依嘛，嗯。……【那你們這邊還有

在繼續做幫人家皈依的】沒有，一定都是回臺北，而且皈依要一號，一定

都是要在寺廟裡面，我們都會回去，對，包括像我們我們學完經典一年，

你滿一年之後，就會安排做比如八關齋戒嘛，八關齋戒完之後就是皈依。

然後像這一些比較慎重的儀式都一定會在寺廟裡面進行。【所以大陸這邊

都】沒有，對，我們不做這樣子的皈依，對。【就是如果有的話，就是請

那個人回去】對，回家，就回臺灣這樣子。可是因為我們師父他自己本身

是大陸人，所以事實上，嗯，我們會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說，我們會到師父

老家去，也不能說朝聖吧，就會想要回去看看師父以前的老家，這樣。【有

去過嗎？】嗯，我去過，可是事實上它其實那個房子已經不在，就是有一

個一個像舊址那樣，可能有幾個磚塊什麼之類，然後會有樹這樣，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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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就會知道說，喔，師父的老家就是在這裡，但是我們師父他的一些親

戚可能後面是有人出家的，所以在那附近就會有個很小~很小很小的一個

尼姑庵這樣子，對，聽說是我們師父的一些親戚，嗯，不知道是他的哪個

親戚就是在那邊出家的這樣子，所以他們就在那邊就有個尼姑庵，那我們

也就是會經過，然後下來看一看，這樣，但是不會進去打擾他們的修行啦，

對。但是那種心態就好像會類似像您剛剛說的朝聖這樣的心態去看看我們

師父以前老家的地方這樣子，嗯。【那他那個地方現在就只是剩下】就是

幾顆樹這樣子，然後一個，只是那房子都已經不在了。【那台北那邊不會

想要在這邊修個什麼】沒有，沒有沒有，【廟宇什麼的】沒有欸，【作為一

個精神堡壘之類】沒有，【做個基地】沒有欸。……【會有很多師兄師姐

去師父老家嗎？】會呀，我們幾乎就是大家～呃~有的時候譬如放假期間

就會去，欸那我們去看看這樣，一個當然是因為那邊是現在是呃上海地區

他們所謂的綠色~綠色的什麼什麼什麼農業的一個示範區，包括像有機的

農業示範區是在那裡，但第一個是想要去看這種有機的東西，再者就是因

為我們師父自己本身的關係，大家想要去看一下、感受一下這樣子的一個

氛圍，所以，不能、不能夠說常去啦，但是只要比如說大家要去、想要去

的時候，就會想要去那個地方這樣子，對，嗯。 

【您在這邊有看過進香、遶境，或廟會之類的活動嗎？】我沒看過，

可能，上海地區我是沒看過，可能要是福建～廈門那一帶，可能比較多吧，

嗯，在這裡我沒有見過。【所以在這邊也沒看過像在臺灣那樣包遊覽車大

家一起去】沒囁（ㄋㄟ），我們只會包個遊覽車可能是去個普陀山哪、去

個什麼山這樣子，我們不會去有進、進香這樣子一個行為，【就是一起算

是旅遊】，對，我們就算是旅遊嘛，【去普陀山看一下】對呀，然後去感受

一下一個可以被叫做是佛教聖地這樣子，嗯。【那你們到廟宇會有宗教活

動或儀軌，或是就自己拜一拜】沒囁，就自己拜一拜這樣，但純就只有這

樣子。【那你們會跟廟方主持人打招呼或是互動？】沒有，【就只是純粹去

看寺廟而已】對，沒錯。 

【那您自己的隨身物品會帶像是平安符啊或是護身符啊、玉佩啊這些

物品嗎？神像或是佛珠、念珠啊那些？】嗯，我是有一串佛珠是因為在臺

灣加持過的嘛，就是可能法師加持過的，我們會有，但是就是帶在包包裡

面，那像我出差的時候會特別會帶一本那個~嗯~《普門品》，就《觀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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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普門品》，我自己會特別帶一本，因為那個也是我們，嗯，師父加持

過的，然後那是法師贈送的嘛，有加持過的，所以我出差到外地的時候，

我會特別帶那一本這樣子，對。【您佛珠不會帶在手上】我不會帶在手上，

嗯，【因為是加持過的？】也不是，因為我沒有帶很多東西～對，沒有那

種習慣性，對呀，就個人的習慣啦，可是我們其他師兄師姐他們會有，對。

【那您現在會帶玉環是】沒有，這是因為~那是~二十歲的時候媽媽送的，

然後拿不下來，所以就繼續帶著這樣子（笑），對呀，嗯。沒有，只是，

因為媽媽送的嘛，就一直帶到現在這樣，拿不下來了。不然我自己平常我

沒有那種習慣帶那種東西這樣子。【所以其他的一些宗教物品並不會帶在

身上】，沒有，我只有出差的時候會特別帶那本經書，因為感覺上會覺得

好像比較有~有~保佑這樣子，【您在大陸有自己的車子嗎？】沒有，我沒

有開車，【汽機車？】沒有，在這裡不開車的，很恐怖欸，在這裡我怎麼

敢自己開車（笑），很可怕的。【那家裡會有貼那些有吉祥話的春聯哪，或

是】嗯，沒有，我們只會在門口啦，應該說我們要看住的地方啦，比如說

像我們會在門口，我會自己在那邊門口，大門一進來的那個我們會貼一個

小小的那種寫過符的、就六字真言的那種符咒在上面，【您現在住的地方

有貼嗎？】對，那像其他朋友臺灣朋友像他們有的會看啦，他們有的比較

迷信，就會覺得，欸，他窗戶可能對出去是一個什麼大廈，你知道這邊很

多都很高的那種大樓，他們自己可能會砌一個八卦鏡啦、或做個什麼樣的

東西這樣子，對啊，他們還是會有啦，嗯。 

【你們公司這邊有提供同事進行宗教活動的環境或空間？】沒有，我

沒有聽說過有公司有這樣子的情況，【就是有個小佛堂或是一個禮拜堂這

樣子】沒有，然後我們就只有說，像有些臺商、因為像我們這邊是有些這

邊也都是臺商的老闆嘛，然後他們比如說，呃~臺籍幹部比較多的，而且

可能有些都上過經典的，他們就會在自己公司裡面會有這樣子的課這樣

子。我是知道、我是知道有幾家臺商有，還有就是那個，呃~廣州那邊的

有一個很大的臺商老闆有，那其他的我就沒有聽說過有特別設一個佛堂什

麼之類的去拜的，沒有。【那你會在平常上班的地方放經書嗎？或是說宗

教性的物品？】沒有，我不會帶到公司來，嗯。【比如說基督宗教的朋友

可能會放本小《聖經》之類的】喔，有人會有放啦，我自己個人是沒有，

就連我們張總他自己個人都沒有，對。那像我只是會說，譬如我們的錄音、

師父錄音帶是在電腦上面就可以聽，那我有時候頂多是說，噢，中午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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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或者是說可能最近心情比較不好的時候，我可能會聽一下子，這

樣子，但是我不會有任何就是說很明顯的實質的東西帶過來，不會有，對。

【公司附近或住家附近有宗教性的場所嗎？】您說的是像什麼什麼，呃~

【比如說，小】禮拜堂啊之類的？【或是】這附近我沒看過，【教堂啊，

什麼的】我沒看過，【像徐家匯】我知道徐家匯那邊有個天主堂，所以像

我有一些，呃，我有幾個天主教的朋友，【真的啊？】對，我有天主教的

朋友，【是當地的嗎？還是臺商？】不是，臺商，臺灣，的女孩子，她們

就會，她有時候禮拜天就會去做禮拜，嗯，就是徐家匯的那一個，一個很

具有標的性的天主堂，她會去做禮拜。 

【就您自己的宗教信仰來看的話，您覺得在大陸未來的發展的狀況，

您覺得】我們當然，大家唸經典的同~同事，我們都會非常期望說，在這

邊的工作到像我們臺灣那樣子，就是說，我們儘可能的，呃，能夠對於就

是說，欸，有對經典有興趣的，去吸引這樣子的，大家一起來~來修行，

然後，能夠做到像臺灣比如說我們有一些臺灣的一些法人事業能夠延伸到

大陸這裡來，我們很期望能夠做到這樣子，但是老實講，老實來說的話，

我們都認為那個，在短期之內是不可能的，而且可能在未來三五年之內我

們都認為那是不可能的，對呀。所以我們現在能夠做的就是儘可能比如說

我們會用那種讀書會的方式，呃，讓大家所謂的在心靈課程上做一些成長

課程，一些心靈課程、一些親子課程上頭來講的話，我們希望從這方面去

做切入啦。所以像我們除了這方面之外，我們還辦了一些像，呃，讀經班

這種的，就希望說能夠在於所謂儒家傳統的教育這種上頭來掌握，我們

多、多做一些，因為這個也蠻符合我們我們自己本身在臺~在臺灣的那個

文教，事實上也蠻符合的，對，所以我們比較希望從這些方面去做著手，

而不要太強調我們在宗教這方面的的色彩這樣子，對。那我我會認為說這

方面對於宗教開放的程度，我都不認為會有怎麼樣子的 open 這樣子，因為

這畢竟是牽扯到他們所謂的思想改造的，對，他們這邊叫思想改造的那

種，對。【那你們會有計畫在大陸擴展據點嗎？】沒有，所以，但是，就

是說我們通常是一種樂觀其成的方式啦，就是說我們不是像說我自己去開

幾個店這樣子的方式，不是，對。因為像我們目前我們修~我們上課的師

兄師姐來自非常多地方，比如說有的是寧波的、有的是常熟、有的是無錫，

那他們會千里迢迢每個禮拜來上課，是因為當地沒有這樣子的，就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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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這個班級讓他可以去上經典的課程，但是通常我們會有一種發展趨勢

是說，因為上海一開始也不是就是一個這樣子團體進來那種，不是，上海

一開始也是一群師兄師姐他們自己在家裡，喔，去誰家，然後開始研讀經

典開始到慢慢慢慢的成形，所以我們希望說在別的地區我們也是樂觀其成

說，欸，比如說蘇州地區大家有找到只要有五個人或十個人，大家很樂意

來學經典的時候，那麼臺北那邊就會很樂意派師兄師姐來教他們，這樣

子。我們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就希望就是能夠比較自主性的一區一區起

來，這樣子，對。但是至於，但是像我們的店面我們就會有這種期望，希

望能夠開很多個點，像臺灣的模式一樣，我們倒是很期望說能夠我們能夠

把我們的東西做起來，然後開很多個點，推廣這種所謂的，這種乾淨或環

保的這種，呃，有機的理念。我們希望是能夠做到這樣子。【那您知道目

前參與你們活動的當地大陸人的數量大概有多少？】目前大概三百個，我

們，對，我們的目前的學生大概三百個，【也是蠻辛苦的】對，很辛苦啊，

對呀，但是我們沒有求多啦。像很，像我們在臺北的話呢，呃，小朋友要

去上我們的那個讀經班是必須你父母是學習經典的學員，可是現在在這

邊，我們就沒有這麼要求；因為我們比較希望的是說，能夠吸引更多人能

夠很樂意來參與，所以像我們很多讀經班的父母並沒有要求他們一定必須

要是我們的學員，或是學過經典這樣子的，我們反而是希望是顛倒過來，

就是從藉由我們辦這些培訓活動，能夠吸引他們能夠進來學經典這樣子。

【有嘗試跟大陸這邊非官方組織或福利單位合作嗎？】沒有欸，【NGO 等

等】喔，沒有沒有，【團體啊、或單位】沒有，【合作推廣那些工作】目前

我們是不這樣子做的，【就是照您剛剛說的那樣子來進行】，對，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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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之二：受訪者#13訪談文字稿（摘錄稿） 

訪談時間：20091205 

符號說明：【】為訪者提問 字詞加外框為化名或代詞 ……表刪節 

一、遷移與認同 

1.請問您在臺灣住在哪兒？祖籍是哪裡？有搬過家嗎？大概在哪些地方居

住過呢？ 

■高雄。∕我不知道我的祖籍在哪裡。我父親是嘉義人，但他也並沒有

告訴我祖籍是。∕我結婚以後就搬到新竹去了，從高雄搬到新竹，因為

結婚、工作，就搬到新竹去了。 

2.請問您在臺灣原來從事什麼行業？到大陸之後是從事什麼行業呢？您是

如何判斷在大陸要從事的工作呢？ 

■我是在台灣的母公司，我們是做小尺寸的 LCD 模組，然後被派到大陸

這邊來建廠。所以在大陸也是做 LCD。 

3.請問您是哪一年到大陸工作、生活？為什麼會想要到大陸發展？ 

■想要到大陸來工作啊。大概是八年多以前來的嘛。主要是還是有一些

經濟的考量。那時候因為一方面是大陸工廠公司有需要，一方面是那時

候到這裡收入會比台灣比較多，考慮到這個，小孩那時候還小，那時候

就一起過來了。一開始就在崑山，一直到現在。我是 2001 年到大陸的。 

4.您的工作型態是自己獨資的臺商當老闆，還是和當地合夥或外商合夥？

還是當臺幹或其他種類呢？ 

■獨資的台商，幹部。公司在台灣。這邊是子公司。 

5.您現在在大陸是全家都搬過來嗎？還是自己在大陸，家庭在臺灣呢？ 

■和太太、小孩都在這邊。 

6.您會固定時間回臺灣或原居地嗎？多久回去一次呢？是為什麼回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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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現在在大陸算是定居嗎？或算是移民了呢？ 

■一年兩次，寒暑假，全家回去。他們待的比較久，那我待個十幾天就

提早回來。主要是探親。工作上現在不需要兩邊跑，早期還有，現在不

用了。現在都視訊，我們剛剛就用視訊在談一些事情，所以，有時候公

司會要求回去要進公司，但我有時候不見得都會進去的。【定居∕移民

∕身分？】不會，我覺得我們的家還是在台灣，這邊還是暫時的，主要

是因為工作而在這邊。我們還是會回去，因為家人~那個父母親哪都還

在台灣，所以我覺得在這裡不是長久。 

7.您有大陸當地的親友嗎？您與他們往來互動多嗎？他們住的地方是您的

祖籍地嗎？您有去過嗎？有什麼樣的感受呢？ 

■都沒有。 

8.您是一開始就在長三角地區工作嗎？還是之前曾在別的地方工作過？為

什麼會在長三角地區工作呢？您去過長三角地區哪些城市呢？ 

■江蘇、浙江，上海、崑山、江蘇、無錫，南京，往南到寧波，小的像，

北一點，淮安那邊比較不是，主要是在長江這邊。交通自己開車。兩三

個小時算是近的，這邊到上海六十幾公里。開車在這裡對我們來說很平

常，都是家庭旅遊。開到北京也開過，一千一百公里，到湖南一千四百

公里。所以長三角這邊對我們感覺很近。回台灣開高速公路覺得更近，

一開就到了。從台北一下就到新竹，一下又到台中。以前在台灣覺得開

得好遠，結果現在一下就到了。所以剛剛講的那些城市我大概都有去過

啦，對，早期我們去的次數還比較頻繁，現在上海也不怎麼去了，小孩

也都不想去了。說，啊，又要去外灘？不要去了。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就

開車，因為我們家五個人，反正去旅遊啦、去幹什麼，我們都是開車可

以到的地方。逛街買菜什麼都是開車。 

9.您在大陸當地生活和工作中，常使用的語言是哪一種？您會使用當地方

言嗎？ 

■普通話。【當地方言，上海話】不會，沒有需要。聽不懂。【01 年來，

到現在？】一方面沒有這個環境，另外就是週遭的人沒有在講這些，工

作上也不會用到，週遭接觸的人也都是台商。【跟台商會使用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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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您覺得使用台語會對彼此有親切感或關係的改善？】會呀。當然

會，如果，有時候我的個性是這樣子，就是，有時候我們在台商之間在

聊，你會用台語，那旁邊有大陸的人，就不大喜歡，除非很明顯不想讓

他聽，我們就；就是說，從尊重的角度喔，覺得還是、還是在講台語的

時候會顧慮到旁邊的人的感覺這樣子。 

10.您覺得現在已經融入大陸當地的生活了嗎？您覺得對當地有認同感

嗎？ 

■沒有、沒有沒有。我們～融入的話～～，我們還是過台灣的生活。妳

這樣問，我倒是沒有仔細地去想。在這裡，崑山特別不一樣。崑山台灣

人的密度是整個中國的最高。所以你在崑山，差不多就跟在台灣生活一

樣。你也可以過融入當地的生活去吃當地的一些東西、一些商店，然後，

那，可是，我們還是習慣到台灣人的店去用餐。那那個一方面的衛生的

一些那種心裡的感覺，然後另外一方面是那口味那種，所以我，這仔細

想一想，我發現我們去吃的地方還真的是跟台灣人，比較高的比例是到

台灣人開的店。所以早餐我們就還是吃我們在台灣吃什麼我們在這裡就

吃什麼，我們早餐就吃麵包，吃、自己做三明治，然後，喝~我們現在

都是喝那個燕麥片，打，他們有做那個機器把整個麥片，然後那個芝麻

打~打~比較，感覺那比較營養的一些東西，這樣。然後有時候會自己泡

咖啡、奶茶等等，牛奶也有。早餐都是吃，或者是有時候會買當地的肉

包這樣，也有。那那個你去買喜悅麵包嘛喔，那都不便宜的啊，那比台

灣還貴的，所以在崑山這邊生活是，這邊現在的麵包說真的非常非常

貴，我們隨便一個麵包都四塊、五塊，就是台幣就二十幾塊，在台灣在

高雄或者是回宜蘭又好吃又大，然後甚至於價錢比這裡還便宜。 

11.您在大陸會覺得臺灣是故鄉嗎？還是覺得大陸是故鄉呢？或者大陸是

原鄉或是他鄉、異鄉？還是您有什麼個人的感受？ 

■台灣。我感覺是工作，工作，對，還是工作的居住地，「第二故鄉」

我倒是沒有想過。【如果是以崑山來說的話呢？】不會。應該是說對這

邊沒有那麼深的認同，並沒有，呣，沒有。主要是以工作。【有跟小朋

友談過類似的話題嗎？】小的時候有，小的時候~~，他們小時候在學校

有時候會唱一些少先隊的歌，然後，反正一些很噁心的歌這樣。然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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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老大他知道我們的一些認同嘛喔，老大那時候小學二三年級，他在

學校裡面回來以後，他就故意唱那個歌，然後看我們的表情這樣，藉這

機會讓他們知道，就是欸在學校因為在這樣的體制下你還是跟他們唱沒

關係，可是我們還是從台灣這邊來的，讓他們知道我們的根還是在台灣

哪，所以～～我倒是沒有很正式地跟他說，哎，我們的根在台灣，可是，

在一些，有時候他們回台灣，阿公阿嬤，事實上外公事實上是非常非常

本土的，所以，我們有時候在家裡面彼此在談的時候，甚至於外公他是

對這邊的一些他是很多事情他是很排斥的，也許也有一點點影響吧，會

影響小孩的一些想法，所以小孩他們基本上，應該沒有什麼認同錯亂的

問題，他們知道他們是台灣人這樣子，對。 

二、個人與親友的宗教生活 

12.請問您在臺灣有沒有去拜拜過？或是去教會、上教堂？ 

■（見答第 13 題） 

13.您在臺灣有沒有宗教信仰？或是拜祖先、拜土地公、普渡、拜媽祖、關

公或王爺？ 

■【信主以前？】有，很久以前，我們家並不是那麼傳統的信仰的家庭。

早期也曾經有初一、十五有拜過，都是很小的時候。我上大學後，就到

教會了。【哪一年？】1983 年上大學，民國 75 年到教會。之前並沒有宗

教的傾向，但經過廟也會進去拜一下，不會排斥這樣的事情。後來是我

一個同學帶我去團契。大一到大三，我們就是玩得沒怎麼唸書；後來到

大三，他哥哥帶他去團契、教會裡面。我看他，因為我們還住同一個寢

室，我看到他後來生活層面的改變，人就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我觀察

到的啦。那他就，後來他就邀請我去聚會，那有時候他來的時候，我大

學唸中原，後來我就在一個撞球廂裡面，有一天禮拜五晚上我就在撞

球，看到他就走過來，他在撞球桌旁邊走來走去的，我知道他心裡面想

要講什麼，可是我專心地在撞球。後來，他就走掉了這樣。後來我了解

了以後才知道他那個時候他是想要邀請我去團契聚會，可是我在專心做

我的事情，那也就不好意思打斷這樣子。不過後來幾次就願意跟他去。

那跟他一進到團契就覺得就是有我們那樣子的詩歌，很受感動，就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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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那樣子的氣氛這樣子，【在中原附近？】對，在中原附近。【校內的？】

校外的。然後，而且那邊的一些牧師，我們那時候叫做傳道人那樣，中

原是基督教學校，所以中原也有一些那個校牧室裡面的教職員，也在我

們的團契裡面有聚會，都是非常，感覺就是很舒服的人這樣子。所以就

喜歡那裡，就常常去，常常去，後來就受洗了。 

【受洗之前家裡有拜祖先？】沒有，【家裡有祖先牌位？】沒有。我們

家裡的，我的祖父他是在他的骨灰是放在一個廟裡面，就等於是一個墳

墓在那邊嘛。還有我媽媽那邊的我的外公，他們是也是埋葬在屏東楓港

那邊，所以小時後我們都會去掃墓，每年都會到楓港去，然後我的祖父

我們也會到屏東的那個墓去掃墓嘛，那家裡面沒有祖先牌位。【在廟裡

面設一個嗎？】沒有。【從來都沒有設一個祖先牌位過？】沒有。【那您

父親這邊呢？您剛剛說是高雄嘛，您有回高雄老家看過嘛？還是就直接

在嘉義了？】我父親他是在嘉義，後來我們搬到高雄，後來搬到屏東，

然後我高中以後我家才搬到高雄。現在我們家就在高雄。我等於是在屏

東長大，在高雄唸書以後，上了大學就到中壢讀書，畢業後到新竹唸研

究所。所以我父親那邊，事實上我最近有些想法，要主動去問他說有沒

有早期什麼，他也沒有跟我們提，那主要我大概知道一些背景，因為他

是養子，所以我的所謂的祖父並不是親生的祖父，因為我相信是在他們

的早期的家庭是比較貧困的，所以之前是從哪裡，祖籍是哪裡，他並沒

有太多的告訴我們，這樣子。也許在某一個地方是一個斷層怎麼樣，他

也不願意提這個事情。【你有兄弟姊妹嗎？】有，哥哥和姊姊。【他們沒

有想過要問這方面的問題嗎？】沒有。【他們在台灣？】一個在台灣，

一個在大陸。哥哥在大陸，姊姊在台灣。 

14.請問您在大陸有沒有宗教信仰？您是來大陸才有宗教信仰嗎？還是本

來就有？ 

■（見答第 15 題） 

15.您在大陸的宗教生活是否會遇到阻礙呢？像是被禁止或是沒有適當的

場所？ 

■沒有，在我家沒有。我們套用我們的術語啦，就是說我們很感謝神啦

喔，就是我們聽過很多地方會有一些禁止，那崑山這裡很有，就是很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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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很有恩典啦。崑山這裡受到一些政府的干預，比較沒有感覺到。曾

經有，就是我們在一些俱樂部裡面大聚會的時候，人可能七八十個人，

也是在郊區，那可能是那俱樂部有人去跟公安講吧，所以就曾經有公安

去關切那個俱樂部。可是就是說，那一次的一些關切，我們也，我們事

實上這邊跟我們跟當地教會的牧師，我們是有一些曾經有認、有去找他

們談過，那當地教會的牧師他事實上對於我們台商有這樣的聚會，他應

該也都知道，也知道我們不是，那個那個牧師他也是很熱心要做上帝工

作的人，所以他對我們這邊的一些工作也應該也知道。所以那個公安去

問他的時候，他說「他們那邊聚會我們也知道」，就是沒有問題，等於

他在幫我們講話啦這樣。所以我的印象裡是那一次是公安有關切，【大

概多久的時候？哪一年？】 06 左右吧，三四年前吧。【什麼樣的活動？】

就是我們禮拜天的主日聚會而已啊。那一次應該是有牧師來，我們有禮

拜六、禮拜天，有連續幾堂的聚會，應該是不是說很單純的主日，【所

以比較盛大】對。【被關切之後？】沒事啊，我們還是繼續啊。他並沒

有惡意，就是說他並不是~他只是問一下而已啦，然後後來跟他們做過

解釋以後，說這個沒有問題，後來也沒有再多說話，這樣子。我們也不

是每個禮拜常常在那邊。有時候一個月一次啦，然後有時候怎麼樣在那

邊，所以，就很多事情我們就低調就對了。不是~~聚會還是照樣聚會。

那崑山這裡我說是恩典是，崑山這個城市很特別，它對於因為這邊主要

是由台商所撐起來的，所以他的投資很多~崑山是台商認為是投資環

境，政府，崑山市政府在大陸所有城市裡面是服務最好的、最友善的。

所以他的治理對台商的一些牽制啊、對台商的一些干涉啦，相對地比其

他城市要少得多。我覺得可能有這層的原因，他也知道你們有聚會，他

也許可你們這樣的聚會，可是我們都還是謹守我們的一些分際，就是目

前為止，在公開的方面，都是還是以跟台商之間的宗教活動。那我們有

認識一些當地的人，那我們會介紹他去當地的一些教會。所以這方面我

們還有一些界線在那裡。 

16.您在大陸都如何進行宗教生活呢？當地有能夠滿足您宗教生活的地方

嗎？您有常去的寺廟、教堂、教會或宗教團體嗎？ 

■不能。呵呵。不能完全啦喔。我們～崑山這裡，大陸這邊還是對宗教

就是說，官方以外的宗教活動他們是比較謹慎啦。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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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事實上每個教會他都會有負責的牧師，那崑山這裡現在是沒有

的。固定的牧師沒有。我們這邊都是這邊的台商，就是說代執那我們一

起組成一個同工，為我們在討論、在決定我們的一些安排這樣子。那比

較心目中理想的情況是有一個全職的負責人，可以在這邊做一些這方面

的工作。那大陸事實上就是說，這樣子的人他不~這種身分在這邊不容

易取得，所以我是牧師我要來這邊要取得要來這邊牧養一個教會是~是

沒有辦法的。這種身分他是不被認可的。你如果一個牧師要在這邊做一

些宗教的活動，必須要在三自教會上面要被認可，叫你去註冊啊，他們

認可了才可以在這邊做，這是他們覺得，就是說很死的一些規定。所以，

如果~所以我說，不能完全的意思，我心目中我還是希望能夠有全職的

牧者能夠像台灣一樣，可以更專心的去做一些方向性的引導。然後，在

崑山這裡可能會更沒有辦法這樣子。那現在我們都基本上是有牧師到這

裡就是說，要進到大陸，有一些牧師然後我們邀請他來，並不是專程，

[順道請他過來]對。少數也有一些有幾個是我們專程邀請的，那不過通

常他們這邊大陸的都有一些福音的工作，他們的在海外的一些教會，他

們自己的教會，都有在大陸這裡有另外做一些福音事工。 

17.您知道當地的宗教、信仰或風俗嗎？當地有沒有自己的寺廟、教堂、教

會或宗教團體呢？ 

■倒是沒有。當地的？這邊比較沒有，沒有感覺。反而是台灣人把這些

宗教信仰帶進來。【當地有看過媽祖、土地公廟？】沒有，一些工廠可

能有吧，我們沒有。我知道有些台商在這邊有在蓋廟，可能也在運作吧。 

18.您在大陸的家人或親戚有沒有宗教信仰呢？他們如何進行宗教生活

呢？和您一同嗎？還是他們自己有自己的做法？您知道大概的情況

嗎？ 

■（無關係人，略過） 

19.您的大陸親友有宗教生活嗎？您會和他們一起進行宗教活動嗎？ 

■（無關係人，略過） 

20.您會跟您的大陸同事或朋友談到宗教話題嗎？或是和他們一同參與宗

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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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或朋友嗎？當地的，會。我們會把一些信仰的東西，在不同的場

合介紹給他們。我會用一些小文章啦，比如說我們開完週會，我們就跟

她們分享一些文章，這些文章是一些基督徒寫的，然後裡面有一些聖經

上面的話。【算是置入性行銷的方式？】ya, ya! 讓他們知道我當主管我

的價值觀是什麼。藉著那些東西等於是借題發揮，又一方面是讓他知道

這個社會上面有另外一種聲音啦。在教會裡面有一個作者叫做施以諾，

那在台灣他們有出一些書，譬如說他有一本書叫做《態度決定高度》，

就是他那本書的名字。那現在也很多人在用所謂「態度決定高度」，那

那本書裡面都是一些小小的文章，那，就是，我覺得這些文章都很短，

然後很切到重點啦。這些重點事實上都是從《聖經》裡面的某一些經文

啦去做一些強調，我覺得跟他們就用這種方式讓他知道有這樣一個信

仰。事實上他們也對於上帝、神的觀念是很薄弱的，從小的教育並沒有

這個，所以，反正能夠講就講嘛。【那他們通常反應怎麼樣，有人很明

顯地表現出排斥、厭惡嗎？】不敢(笑)，我是他們老闆(笑)。很好，他們

覺得很好啦，他們覺得很好。當然我沒有很細地跟每一個談，然後，至

少有幾位，事實上，如果我們真的有時間好好地去做那種他們的小組工

作，我相信他們會有很多人會有這種興趣。不過我也說不準，因為我是

老闆，所以，我是他的主管，所以不曉得他們是，不過，從生活的這種

引導，我覺得他們會有羨慕啦，就是我們有給他不同的價值觀，那也我

們可以活這樣子的生活。我們《聖經》就教導我們說，不要說謊，那，

怎麼可能不說謊？可是當我們把這個標準呈現出來給他的時候，那我們

去活出一個不說謊的生活，那有時候你因為不說謊，你可能會吃虧，有

時候你不說謊，可能，可是上帝的尺和我們人的尺的衡量的方式是不一

樣的。所以，我覺得這是在給他另外一個價值觀這樣子，就是《聖經》

上的價值觀，那，嗯，就是說，至少這是一個方向，我覺得我們要往這

一個方向去走的時候，我們不能說，完全很絕對就是這樣子，我們也會

在這裡面會有一些猶豫啦喔，要學習不說謊，裡面你會碰到一些挑戰，

工作上也有很多事情必須要去面對這種東西，那有時候我們會屈服，可

是我心裡面的那個、那把尺會告訴我，我要、至少我不是沒有方向，我

知道我下一次我要審核那個關係。所以基本上，現在已經非常、非常，

已經非常能夠，怎麼講，例如以這個特、特，這個特質來講，我覺得越

來越能夠討上帝的喜悅這樣子，那麼最可以活出這樣子生命這樣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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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受您影響而信主嗎？】大陸當地？現在還沒有。現在就是說有一些

接觸的人是我們平常還是有一些讀書會，然後，現在我們的讀書會是在

下班以後啦，那，現在的一些，倒是，我現在的重點比較不是在做當地

的福音和事工，比較還是在台商這邊，那，所以當地我的員工呢，比較

還是用置入性行銷的方式讓他們知道這些東西。那之前曾經跟我們部門

經理說，我們下班以後可以有一個小組，類似家裡面這樣的小組，那，

我想這是一個方向啦，家裡也有小孩，我並沒有現在花重點放在這方

面，現在沒有花重點放在所謂跟他們之間就是說，帶領他們信主的這方

面，我是說同事。就是說，我覺得要做他們的一些福音工作，需要更多

的一些，要更多投入在他們的裡面的需要啦，他們平常的一些需要上

面，甚至於有一些辦公室的小組，不過現在我的重點並不是放在這個地

方，因為，一天上班結束以後，那我的重點就比較是放在家裡面，還有

我們平常在我們家裡面小組的這些台商在裡面，這樣子。所以，對我們

的同事我們就是現在還是用置入性行銷的方式在跟他們建立關係。 

21.您在大陸有沒有接觸過宗教類的電視、電臺節目或期刊雜誌？或是宗教

類的書籍、DVD、CD 等等影音媒體呢？或透過小耳朵收看臺灣的宗教

節目呢？ 

■有，我們家就用電腦看那個台灣的《好消息》。現在網路，現在大陸

是有封鎖，可是總是有，總是可以看。【是每週嗎，還是常常？您什麼

時候會看？】常常。比如說，現在早上起來，就有《好消息》他們在七

點到七點半都有電視禱告會，那個節目很好，就是有詩歌、有禱告。一

天我們在吃飯的時候，我太太就會放啊，【早餐嗎？】對呀，早餐，早

上七點到七點半啊。那七點半以後到八點，也有都有一些那個牧師他有

一些專題，他們，有時候我要出門上班之前，都捨不得要離開這樣(笑)。

然後，他們也有一些見證，叫做〈真情部落格〉，那種節目都非常好，

就是那個主持人在訪問一些人，他們的信仰的過程、跟上帝怎麼給他幫

助。所以，這種好消息在我們~我不曉得其他家庭怎麼樣，在我們家是

我們常常看的。台灣有一些特別的聚會，像今天晚上他們就在播之前台

灣有一個，上禮拜有一個牧師到台灣去的一個堂會，今天晚上有錄影

嘛，所以他們那個節目蠻好的。 

22.您在大陸有捐印過善書嗎？或者在寺廟、教堂、教會奉獻過？您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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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收到過免費發贈的宗教類書刊嗎？ 

■沒有，沒有。「喜悅」是嗎，喜悅~~沒有。因為喜悅他主要是禪宗的

背景啦。那我覺得《聖經》我都~就是說，覺得~我現在的重點還是在《聖

經》上面，對其他這方面的書還沒有花時間去研究，所以他們那個書我

並沒有去拿來看。【有遇到發放《聖經》的情況？】沒有。這邊不能。 

三、宗教力量的感受 

23.您在大陸，是否有從事過靈修活動呢？是特別的活動還是您持之以恆的

修煉？ 

■嗯，早上的，看《聖經》，在~我們都有那個，我們團契有一本大家共

同使用的一本靈修的書，我們會看，那裡面有每天都有經文，然後有小

文章，幫助我們靈修，所以我們會看那一本，那早上。【每天？】對。【六

日也是，全年都一樣？】對對對對。 

24.您認為會到大陸工作、生活，是神明的指示或主的安排嗎？是一種冥冥

之中註定會發生的事情嗎？ 

■（沉思五秒）是的，這到大陸這邊來，我們當初來，事實上並沒有太

多例如說有一些使命要來這邊做什麼樣的工作啦，我所謂的工作是教會

的工作，當初主要還是家庭的因素來的，就還是家庭的一些考量。可是

在~事實上我們在一步一步地走過來，我如果經過這幾年回來看，我們

~~呃~~覺得他是上帝的引導，我們覺得是這樣子，因為事實上在這過程

我們~如果在台灣的話，我們可能就是在教會裡面就是一直聚會、一直

聚會那樣子，因為台灣的聚會很方便，也很多人才這樣子。那上帝把我

們帶到這邊來，我們也沒有人來服侍我們，也沒有牧師來講道。那我們

就我們一開始在家裡面就跟鄰居~剛好鄰居是基督徒，我們就開始了家

庭聚會，然後，所以我相信是到大陸這邊來，有上帝的美意，那個美意

是說他可能覺得我到這裡，因為工作的原因來，可是來這裡他可以在信

仰上面他也可以給我們一些輸入吧(笑)。就是把你擺在一個那個也許剛

開始沒有太多那麼方便信仰的地方、聚會的地方，然後在這過程裡面去

學習嘛。所以【會覺得在這邊有修練的感覺嗎？】修練嗎？什麼叫做修

練？【就是上帝要鍛鍊你們、考驗你們？】沒有欸。我們所謂的鍛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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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今天上帝把你放在一個地方讓你覺得很難過啦喔，我不會覺得這是

一個難過的地方啊，我覺得這裡蠻好的，哎。就是，雖然剛剛講的那個

聚會不見得有牧師來幫助我們，可是在這過程我們也一年一年這樣走過

來啊，然後這也，就是說早期台灣人認識得不多啊，慢慢地接下來就是

有一些台灣人來，然後也帶領我們認識他們。另外一個就是說，住這裡

的台灣人有很多他們有生命上面的需要，裡面的需要，大家也都忙在工

作，太太也在家裡帶小孩，可是，看到他們對於生命、對信仰，他們是

有需要的。那我們就在這個平臺上面就給他們一些幫助，甚至於有時候

碰到有一些太太在哭訴，像我們今天看到影片這樣子的事情，就是，投

訴無門啦，我們有時候在做這些安慰，還有做這些和好的工作，我覺得

是很有價值的。把上帝介紹給他們，就像影片講的，他們有些人他們心

裡面找不到愛，愛也沒有得到滿足，他就會在別的地方去找愛，用不對

的方式找愛。所以我覺得來到這裡，可以蠻好的，就是說，上帝把你放

在這裡，讓你一方面自己有學習，另外一方面學習的東西可以去幫助有

需要的人。那個需要的人也許不見得很~~就是說，你看到的效果不見得

很快，那可是至少他，呃，我舉例好了，像今天的影片，也許大家看了

看，不見得馬上會每個人都接受這個信仰，可是我相信它的影響力已經

在他的裡面了。我們當中，我們今天來的人有很多是沒有信仰、沒有信

主的(笑)，【我以為大家都有】沒有沒有，有很多人他是沒有，像剛剛我

在跟他談的那一位，他也沒有，還沒有信主。那，可是他剛剛跟我說，

不好意思，我不是教友，他今天來是第二次，他說我不是教友，那我這

樣來會不會格格不入。我就說，不會，今天來的很多人，(指著現場會友)

這個、這個、這個，他都不是教友這樣子，不過我們很喜歡，我們很喜

歡，就是，他們也一直對這裡有興趣這樣子，然後他們也持續來這樣子。

所以，就~~談到哪裡？怎麼會談到這裡？(笑)就是在這裡的上帝的一些

工作，我覺得很好，就是說在這裡可以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嘛。 

25.您有去過大陸當地的寺廟、教堂嗎？您會覺得祂的神力比臺灣的寺廟、

教堂還要強、還靈嗎？您會有回到祖廟或本堂的感覺嗎？ 

■我們在哪裡都一樣，從基督徒的角度來講。我承認有幾次我回到台

灣，我一進到我的教會裡面，哇，那個神的同在，還有那個感動，我就

掉眼淚這樣。因為那裡有很多，那裡有很多很清新的人，很認真尋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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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那邊敬拜，那裡如果一有敬拜的地方，上帝的同在就會很豐富，

我承認是有幾次回到台灣的母會是有這種感覺。在新竹，新竹錫安堂。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回到台灣唱我們熟悉的詩歌，那個詩歌是非常、非常

好的，很有，就是說我們的術語說很有恩膏啦，那所以有幾次的經驗回

到那邊，那你一坐下來，你就會一直掉眼淚。不過我們不覺得這是叫那

邊比較強，或是神力的問題，那是哪裡有渴慕的人，上帝就很信實的在

那個地方。那在大陸這裡，我們有幾個人的禱告會，其中有一次禱告會

我印象很深刻。那在唱的過程，上帝很豐富地跟我們同在，然後我們也

非常地受感動，所以我們在任何地方我們都可以經歷神的大能，包括在

我們的家裡面，那那怕只有你自己一個人，你都可以去經歷這些。所以，

從基督教信仰來講，我們可以有很多人一起敬拜人，那個是有神很大的

祝福在那裡，可是即使你不方便，你自己在家裡面，上帝他是，上帝說：

「神的國就在你們的口裡，就在你們的心裡」，這是耶穌說的，「在你們

的口裡，在你們的心裡」，所以，從這題來講我覺得在台灣、在哪裡，

也許哪一天他把我擺到另外一個地方，我們都可以跟隨神。 

四、習俗與生活 

26.您在大陸會不會過宗教節日呢？像是中元普渡（盂蘭盆節）、聖誕節、

媽祖生日之類的等等。 

■主要是聖誕節。【過程跟台灣？】差不多。沒有特別，就是，即使在

台灣，不同的教會也會有不同的模式嘛。那在這裡我們也都討論出來要

怎麼樣做。像我們今年聖誕節我們就會有一些話劇啦，一些樂團啦，我

們今年是想有一些歡慶的一些氣氛在那裡。所以跟台灣也差不多啦。 

27.您在大陸工作有吃過尾牙或春酒嗎？您有在大陸過過農曆新年嗎？過

程和內容跟臺灣有沒有什麼差別呢？ 

■有，有。【名稱尾牙？】對、對。【過農曆新年？】放鞭炮啊。我沒有

在大陸過年過，都在台灣過年。我每年都回去。所以這邊的過年都是聽

說的。崑山也是過年很冷清啦，大城市大概都是這樣子。然後在農村就

是很熱鬧，就有點像我們台灣早期的那樣子，串門子，放鞭炮放得很嚴

重。可是我自己沒有經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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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在大陸開工或破土會拜拜嗎？大年初六新春開工會拜拜、放鞭炮嗎？初

二、十六會去拜土地公嗎？ 

■有有有。開工有，每年春節會有開工，那一般開工我們都不在這裡，

我們都回台灣，我們公司有人在負責這一塊。【放鞭炮？】會，另外就

是說，因為我們曾經有新建新的建築物，在大陸這邊有新建建築物的破

土典禮，有，我有參加過那種，【有拜拜嗎？】有啊，【設香案？】有有

有。【風水師？】我們公司是會請的喔，我們台灣母公司也會請。【請大

陸當地？】台灣的。還是跟台灣是一樣。 

29.您在大陸有看過風水、算命、求籤、收驚，或者公司名稱有算過筆劃、

挑手機號碼，或是看農民曆來做事嗎？ 

■會，我們上個禮拜，這幾天吧，才有一個風水師從台灣過來。【到崑

山來？】對。就是因為我們要設廠嘛。我們要在另外一個地方蓋廠，所

以，要選地，前幾週都已經選了好幾個地方看過了，然後，後來最後要

決定了所以就找風水師來看，【您看過了？】對，看過了。【求籤、算命？】

有聽過，可是細節我就不知道了。【聽台商朋友講的？他們在這邊有去

求籤、算命？】對、對。有台灣人的地方，這些東西就有。【農民曆？】

我是不會，朋友應該有吧。 

30.您在大陸有參加過婚禮或喪禮嗎？您覺得和臺灣是否有什麼不同之

處？ 

■有有有，經常，喪禮也有過。【過程？】婚禮，主婚、證婚也有。通

常我們就是主婚人啦，就是在大陸這邊，台幹他們就是我們就代表雙方

家長去上面講話，他們的家長都在老家，所以都是找公司的主管去嘛，

所以主婚，他們並沒有分很很那個流程就是說，欸，主婚人講話、那證

婚人講話怎樣，我在參加的這幾個婚禮並沒有這樣子啦，並沒有說這是

主婚、證婚，就是請什麼主管上去先是講話，類似這樣子，並沒有像台

灣那樣子。【主桌坐法？】就是男方女方的新郎新娘，然後男方女方的

家屬或者是公司的，要上去講話的主管，如果他的家屬不在的話，就那

個主管講話，或者是長官勉勵的那個，就會坐在一桌。【逐桌敬酒？】

會，跟台灣一樣。【葬禮方面？】葬禮，很久很久以前參加過一次，公

祭的，沒有什麼印象。【拿香拜？】沒有，就鞠躬，他們也了解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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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五、宗教團體和區域宗教活動 

31.您目前有沒有加入任何宗教團體成為會員呢？像是慈濟功德會、佛光

山、一貫道的組線或基督宗教的長老會、靈糧堂等等？在大陸是否有接

觸到同團體的臺商朋友呢？ 

■（已參加團契，略過） 

32.在大陸，臺商彼此間會不會共同組成神明會或是宗教組織呢？ 

■（已參加團契，略過） 

33.您在大陸有沒有參加過神明遶境、進香或廟會之類的活動呢？ 

■沒有。 

34.您有去過長三角其他地方的寺廟或教堂、教會嗎？您覺得長三角地區內

的宗教生活狀況都一樣嗎？還是彼此間仍有不同？ 

■（已參加團契，略過） 

六、宗教對工作的影響與發展 

35.請問您有帶臺灣的神明或宗教物品如佛珠、項鍊、護身符來大陸嗎？您

覺得對您在大陸的生活和工作有幫助嗎？ 

■沒有十字架，就是聖經，隨包攜帶，就帶著聖經，放在包裡面。【車

上？】有啊，裝飾。就是有標示，放在車上是沒有那個東西也不會影響

到上帝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我們純粹就是有一個符號，讓大家看到只是

一個分別嘛，有貼條也有十字架在照後鏡那裡，所以我們不覺得那個東

西有什麼保佑，有或沒有其實不會影響，就是一個看到他是舒服的記號。 

36.您的企業或工作場所有沒有提供宗教需求的環境呢？是如何規劃的

呢？ 

■沒有，公司沒有。下班之後的讀書會我們不在公司，我們是在，在外

面的餐廳，找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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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您覺得宗教信仰對您在大陸的生活和工作是否有幫助？或是有其他影

響？ 

■沒有沒有，沒有負面的影響，不會有什麼負面影響。正面的，當然這

樣的信仰，就是說，讓你，像我在這次聚會裡面提的，讓你的方向是明

確的，就是我們很多事情要怎麼做，《聖經》裡面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我們不需要再去挑戰說欸這可以做這不能做，所以，我們知道這樣子是

好的，而且有時候我們決定要這樣做的時候，我們自己會有一些猶豫，

因為例如說，有一些我們天然的個性我們不喜歡這樣做，我們天然的個

性就是喜歡選擇一些很方便的方法來解決我目前的問題，我再舉例，就

好像是，我們天然的個性是會滿足我們裡面的私慾，或者是情慾的一些

事情，可是這個信仰他是在跟這些事情作對的，所以，我覺得信仰不管

是對工作上面，當工作碰到困難的時候，我會把它帶到上帝的面前，然

後我的情緒，還一些問題，我可以跟上帝講，所以整體來講是正面的。

曾經有過是，看起來是負面的啦，曾經有，【什麼樣的狀況？】因為我

決定不跟客戶說謊，看起來會是負面的，就是，因為這件事情我就跟我

的主管說，這件事情不要找我去講，如果要我跟他們講不確實的話喔，

不要找我去講，這樣子。曾經、曾經這樣子。【那會影響到公司的業績

嗎？】No, 不會。看起來都沒有那麼嚴重的事情，因為，感覺起來很嚴

重，可是，不過後來這件事情就是有人出來處理這件事情，我，我覺得

我的決定還是正確的，我覺得是正確的。就是感覺起來，公司也很了解，

那時候的一些狀況啦，不過現在還好啦，就是一些事情我有些堅持，後

來大家也知道我的個性，所以反而因為這件事情，以後帶來很多的了

解，做事情很方便，或者是公司整個就是，還好啦，就是這件事情都還

好。【沒有影響到公司的收益？】沒有。最後還是有人去說謊了啦(笑)，

你懂我意思嗎。最後還是有人去做那樣的事，可是我覺得，今天上帝在

我身上的工作，它就是要我有分別嘛，那從公司的角度他們了解，當然

會有另外的安排嘛，還是會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去考慮啦，那公司並沒有

因為這樣的事情而對我有不好的做法，反而【會影響你的升遷嗎？】不

會，現在還不是升到處長(笑)。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害怕很多東西啦，

就是覺得，我如果不妥協，那我以後就會怎麼樣，其實在我們這樣信仰

裡面，今天，昨天吧，《聖經》裡面有講到，今天有那時候的宗教領袖

要去跟那時候早期教會的門徒說，你不能夠去宣講耶穌它死裡復活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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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情；那那時候的彼得和約翰它就跟那個宗教領袖就說：「聽從人，

不聽從神，你們覺得對嗎？你們自己想一想吧。」我的信仰基準是在，

我們都知道，我們聽從，如果有一些價值觀我們是和上帝相違背的話，

儘可能有一個方向會引導我們去聽神，那，這些東西有時候可能會得罪

人，會讓人覺得，可是我，為了要討好人，反而我得罪了上帝。那這個

不是我們想要的生活。所以，如果今天有一個工作是要我去得罪上帝，

然後我又丟了工作，我覺得我會考慮啊。 

38.您認為宗教和信仰在未來大陸的生活和社會中，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對

於臺商在大陸的生活或工作上，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會越來越好啦。因為這也是一個趨勢嘛，會越來越寬鬆啦，因

為隨著經濟的發展，那這些限制，人也是慢慢都接觸一些東西，這種限

制會越來越少。【那您是否會基於這樣的看法而延長您留在崑山或大陸

的動機或時間？】不會，因為，就是說，我在這裡會停留多久，事實上

我沒有規劃，我沒有，我心裡面反而有一個羨慕，如果可以回台灣的話。

就是說，我的主要原因還是家人啦，父母親年紀比較大，所以，我還是

希望有機會能夠多在年紀大的時候多陪陪他們這樣子。所以，可是，就

是說，反而在這方面可能跟宗教信仰關係不是那麼大，我覺得在哪裡都

是一樣。在從信仰的角度對我來講都是一樣。如果今天，只有我們人在

禱告的時候，上帝給我們開路，你要我回台灣，你就開路，我就跨上去，

可是如果你沒有開路，有一些事情上帝會有環境的印證、《聖經》上話

語的印證，那如果沒有這種開路，沒有開這條路的話，我們很害怕，我

們不敢走上去。因為，上帝說，這是你自己走的，我不負你的責任(笑)。

所以，心裡面是有羨慕，可是也期待上帝有，也許上帝最後沒有帶領我

們回台灣，繼續留在這裡，它的路是在這裡，那我就繼續待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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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之三：受訪者#19訪談文字稿（摘錄稿） 

訪談時間：20091225 

符號說明：【】為訪者提問 字詞加外框為化名或代詞 ……表刪節 

 

一、遷移與認同 

1.請問您在臺灣住在哪兒？祖籍是哪裡？有搬過家嗎？大概在哪些地方居

住過呢？ 

■我是客家人，我的父母親都是道道地地的客家人。母親是新竹竹東的

客家人，我父親是新埔，就是楊梅，新埔的客家人。我們是兩邊都是純

正的客家人。我們大概三代以前吧，是廣東梅縣，遷過來的，我在大陸

的時候特別有去過，我出生在台北。我父母親都是在大學時候到台北，

我父親唸台大，我母親唸師大，我父親在當兵時認識我母親，所以我在

台北出生。我大學在中原，唸研究所在淡江，所以我大部分的來往就是

在中壢啊、台北。家裡也搬到台北市民生社區啊、內湖搬了兩次，後來

到我到大陸之後，我父母就把台北的房子賣掉，然後就搬到了中壢，環

境比較好，就正式把台北房子賣掉，搬到中壢養老。會賣房子也是因為

他們做很多佛事，把房子賣掉是來供養、捐獻，所以不需要那麼多錢。

另外在新竹買了房子，就近照顧我的外婆、外公，八十幾歲了。我是 2002

年年底開始來上海，03 年考上復旦，住在上海，去過北京、石家莊、合

肥、廣州，我最多有四個地方，學校、公司、我自己投資的、另外跟人

家投資的。 

2.請問您在臺灣原來從事什麼行業？到大陸之後是從事什麼行業呢？您是

如何判斷在大陸要從事的工作呢？ 

■我 partime 的，旅行社顧問。到上海之後才是比較正式的開始工作，當

時是來創業的，創業兩年之後剛好讀書。如何判斷在大陸？緣分是這樣，

當初我親戚在這裡做鋼珠筆、圓珠筆，當時勞力很便宜，加工廠在這邊

做的利潤非常高。我過來跟他們學貿易，因為我大學唸的是國際貿易法。

同時他們也想要在這邊做文教方面，所以我們把台灣的英語教學移過

來，跟大陸的一些學校合作，所以相對是比較貴的、私人化的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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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早期來闖的台商可能可以有初步成果，但成果容易因為當地法令

不成熟而遭受侵權損失。之後來的台商則會因為大陸法令越來越完整，

而跨入的門檻也越來越高，所以要觀察之後去篩選什麼適合自己做。2002

年幫親民黨選舉，所以那時候我有兩個選擇：來大陸工作還是在國會當

助理。但因為我學的是歐洲整合，所以我認為如果那個地方生機勃勃，

有發展的可能，那你如果早些去佔位子，你就可能會水漲船高。那因為

台灣已經被很多大企業佔去機會，所以我就來中國尋找機會。大環境我

是這樣判斷啦，那所以做什麼，那是緣分、那是緣分，OK。 

3.請問您是哪一年到大陸工作、生活？為什麼會想要到大陸發展？ 

■2002 年底。我是因為親戚家族企業說需要人，所以我就過來，那就一

個因緣，他有這個 offer 給你，所以我就過來做~做一個創業的股東，他

們就給我一個股份，我就因此而過來。就是教英文，一樣可以把很多的

道德啊、規範啊、禮貌啊，帶入進來，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好，很值得。 

4.您的工作型態是自己獨資的臺商當老闆，還是和當地合夥或外商合夥？

還是當臺幹或其他種類呢？ 

■中外合資企業，大股東是台灣。90%是台灣母公司投資的。中資是中

國的區政府下面的一個資產管理公司，屬於官方性質的，2%。另外 8%

是日本三菱投的。我們會被定位是台商，因為我們台資的比例多嘛。法

律上是外資。我們是台灣經過第三地進來，但事實上，對台辦事處他會

把你視為台資企業，因為負責人也是台灣人。我們屬於幹部，但是我們

有 option，我們有期權，因為公司 2012 年要上市，算是未來的股東。【有

決策權嗎？】我們在某些方面會參與決策，市場利弊的分析、行銷、採

購都會。大陸這邊跟我們做同樣軟料包裝同級別的企業只有一家，就頂

新的頂正，康師傅那個。最早我們起家就是做泡麵的蓋子、印刷，碗裝

的那種；統一還沒自己做，頂新現在自己做。跟我們一樣這種大小的，

一年大概經營四個億人民幣，就二十億台幣左右的，大概就頂正。基本

上，這個行業（軟料包裝）我們算是比較大的企業，在我們之下全中國

大概有兩萬家，年營業額大概在三千萬左右人民幣。在某些品項上有競

爭感，但其他部分我們已經做到最大了。像牙膏軟管這些，我們 45%，

已經三分天下，但其實已經是隱形冠軍了。那像剛剛泡麵包裝、面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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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布丁蓋子啊，我們就會慢慢放掉，因為我們已經找到自己的領域，

自己的藍海，就專心做這塊。 

5.您現在在大陸是全家都搬過來嗎？還是自己在大陸，家庭在臺灣呢？ 

■我一個人在這裡，單身。父母都在台灣，妹妹在紐西蘭，因為我父母

之前就有移民到紐西蘭，拿到身分，可是那邊沒錢賺，所以就回來了，

比較多活事可以做。我弟和我因為兵役，所以就沒過去。 

6.您會固定時間回臺灣或原居地嗎？多久回去一次呢？是為什麼回去呢？

您現在在大陸算是定居嗎？或算是移民了呢？ 

■三個月回去一次，休假一個禮拜，七到八天。所以我回去都是在五一、

十一、過年，再加暑假的時候八月份，所以三個月、三個月回去。主要

都是探親啦，但是我同時有在創業，做一些節能發電之類的科技研發，

所以有時候回去也會過去這個公司了解一下運作的狀況。【定居∕移

民？】第一個就是，房子已經買了，買在崑山，因為房價比較低，投資

彈性比較大，我自己沒住，租給台灣的朋友。長期我肯定是在這裡，就

是工作的生涯會選擇在中國大陸。那麼娶妻生子這個是緣分到了，時間

到了就會在這邊發展下去，五十歲六十歲就會在中國大陸這邊發展下

去。【身分？】我不會特別想要去拿大陸的身分，因為有時候台灣的身分

有的時候比較方便，而且也沒這個需要。那因為我學歐洲整合的，時間

跟經濟的推移下，兩岸將來會越走越近，所以目前不需要特別去想，自

然而然就會形成一個共通的身分。像歐盟 23 國有一個申根簽證就可以到

處移動。那就是人意識上的突破，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再去拿身分這個

東西。 

7.您有大陸當地的親友嗎？您與他們往來互動多嗎？他們住的地方是您的

祖籍地嗎？您有去過嗎？有什麼樣的感受呢？ 

■有台灣的親戚過來投資的，表哥、堂哥啊，叔叔啊，有過來做生意，

在成都、寧波、東莞、香港(舅舅)。大陸這邊的因為我們是三代，所以

這邊就不可考，就不認識。【回去祖籍地的感受？】去的時間蠻短的。梅

縣我很訝異的是，地形風貌、地勢，跟我老家就是我父親那邊楊梅的新

埔很像、很像。只是說他擴大了幾倍，他也是兩邊是山，中間是平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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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谷地這樣子，那我的老家就楊梅新埔那邊，他就兩邊是山，中間是寬

的河谷，對呀，客家人當時是被趕到山上去，然後慢慢慢慢又移下來，

就沿著這個產業道路，河的兩邊開了~，我們那邊離那義民廟非常近，所

以說那種感覺很像。所以我很訝異，欸，客家人照他原生的地方這樣，

移到這邊也找很類似的地方住。【當時會有回到老家的感覺嗎？會有親切

感嗎？】雖然地形地貌很像，可是又有一些東西又好像不太一樣。【有跟

當地人交談過嗎？】有，有講過一些話，但是講的客家話不太一樣。先

用普通話，但也用客家話，但是不一樣。【差距很遠嗎？】也不會，聽得

懂。比如說我們講「吃反」，就吃飯，那他們講「吃番」，音調不一樣，

但你能夠聽得懂那裡的話，但是跟我想像中不大一樣。因為我們廣東梅

縣跟鄰近還有四縣、海豐的口音，但是沒想到到梅縣還是會有不一樣，

可能也是移民之後有混哪有影響。【父母有回去過嗎？】沒有。但是我們

楊氏這個大的宗親他們有回來尋根過。所以我們那邊有發族譜，可以追

到後代，但是真是假我不曉得，但是追到我們宋朝楊家將的後代(笑)，

但是，不可考，是不是編出來的不曉得是不是楊家將的後代。就是宗族

長有回來，堂號是弘農堂。我們每年過年的時候都會去宗祠(楊梅新埔)

祭拜一下。我父親是我們這一支他那一輩最大的，我是我這一輩最大的，

所以我們就會去參加。通常就是春節(宗祠)和清明(掃墓)會去。 

8.您是一開始就在長三角地區工作嗎？還是之前曾在別的地方工作過？為

什麼會在長三角地區工作呢？您去過長三角地區哪些城市呢？ 

■【長三角範圍？】南京、寧波、杭州、合肥。因為大陸在那邊發展半

導體產業，所以未來跟上海這邊會連在一起。江蘇。 

9.您在大陸當地生活和工作中，常使用的語言是哪一種？您會使用當地方

言嗎？ 

■普通話。客戶就英語、中文。上海話一點點，基本可以聽得懂，講就

一點點，為了拉近距離嘛。比例上 80%普通話，5%英文、5%台語、5%

上海話。這裡沒遇過客家人的台商（除了 EMBA 臺商同學外），但有遇

過印尼華僑是客家人，我就用客家話跟他講，聽得懂。也是廣東的，第

二代，因為他普通話也講得不好。【那你有想過在這邊尋找客家台商，然

後組成「客商會」之類的組織，這樣的想法？】不一定是要客家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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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比較想是有緣分的人，大家就是頻率比較近的人，大家就會比較會常

聚。但是組成團體的話，比較少。很少是語言或宗族的因素想去組成，

但是像台商協會那種是地緣關係組成的，我會去參加台商協會。那還有

像 881 臺客網、飯團、酒饕會，還有一些網站台客網他會舉辦一些活動

我會去參加。但是族群這樣，至少我目前沒有碰到。 

10.您覺得現在已經融入大陸當地的生活了嗎？您覺得對當地有認同感

嗎？ 

■【問您哪裡人？】看個人，看對象，如果是國內朋友，就說是南方人，

因為你說台灣人，他們會覺得台灣東西很貴，也會跟你談政治話題，把

不必要的議題帶進來。如果講南方人，概念比較籠統，關係上比較和緩。

【私下熟友？】那當然會，遇到台灣人就直接講台語，比較有共鳴。 

11.您在大陸會覺得臺灣是故鄉嗎？還是覺得大陸是故鄉呢？或者大陸是

原鄉或是他鄉、異鄉？還是您有什麼個人的感受？ 

■新竹。【大陸第二故鄉？】我會把他定位為第二個家。其實一樣的概念。

我父母親一個是在新竹縣竹東鎮，一個是在桃園縣的楊梅鎮，都到台北

去發展，在台北安家、立業、生子，台北市他們的第二個家。那個家裡

的家是他們出生、長的家。那其實一樣，我在台北出生，可是我的人生

的重要的階段~，接下來築巢的階段，就不一定是在我出生的巢。這邊就

像我父親搬到台北是一樣的概念，上海就成為當時我父母到台北一樣的

概念。【基於未來長期發展的計畫，如您剛剛所言，可能會在這裡十年、

二十年之後，是否會影響您對於自己在兩岸角色上的看法？】我想我跟

其他人可能不太一樣。就是說，我沒有所謂的親人、家屬的包袱。就說，

很多人會覺得說，對台灣有一些責任或依戀，是因為我還有太太啊，有

小孩啊，所以這邊只是工作的地方。但是，對我來講，我認為這是我自

己~，就像以前從英國做五月花到了美國一樣，我覺得這是我一個創造夢

想的土地，是我建造自己家園的地方。那我所追求的是，在這塊土地上

闢建自己的家園，然後，讓原來的父母親他們選擇喜歡到這裡來，也可

以，那在這裡我就創造一個新的他們的選擇。而我選擇這塊地方，就是

我想把家弄到這裡，不一定是上海，就說我可以在這塊土地上，環境、

時機，跟夢想，都在這邊比較容易實現。 

【從 02 年到現在，有無文化衝突？】會，會。因為剛來的時候確實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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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包括上海，他也是一個很明顯的，就是極現代跟極老舊、極文明跟

極粗魯、極端的這種西化跟極端的中國特色，全部混雜在一起，對我們

來講會有很大的衝突。但是慢慢，從鄙視、不了解、不認同，到慢慢我

們能夠認同、能夠說理解他們。然後，而且會站在~幫助他們，也看到他

們在改變。所以，我會比較持一個，我個人認為，比較中庸的角度去看

現在大陸的很多事情。然後，也會比較理解為什麼台灣很多沒有人願意

過來，他會用這個角度去看。那就像我以前剛來的時候一樣，他用這個

角度去看就會這樣，批評很多不滿、批評很多等等等等的不好的地方。

那，就是，他未開化的地方。那可是我們要在這裡必須要認同他就是這

個程度。那問題是怎麼在認同這個程度下，你怎麼去適應，同時怎麼去

讓他慢慢去改變，刺激他去改變，對。【那您覺得現在有融入當地生活

嗎？】蠻融入的啊。【會有認同感嗎？在外地出差說自己是上海人？】有

時候會。有時候會開玩笑。我絕對還是而且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但是

我更認可的是我是一個華人。就是我比較沒有所謂政治的意識的概念。

我是一個中華民族這個地方的人。那歷朝歷代，比如說唐朝跟宋朝，他

是不是中國人、是不是中華民族的人，是不是漢人，是。所以那些所謂

朝代制度等等的都只是一時的人文訂的，但是人的思想會突破。當然有

時候我會裝，因為我覺得我有這個能力，我有時候聽力和表達的時候我

會改換口音、改換那個發音的方式，很快。所以我不想讓人家直接知道

我是台灣人的時候，我會就會弄幾句上海話，或幾句兒化音。就是我不

會一開始就我是台灣人，因為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過去台灣人有優越

感，給人家那種，過去的~前面的~台灣人所建立出來的圖像，所以我覺

得說我一開始不會突顯我是台灣人。【會有困擾嗎？在生活上面？】絕大

部分不會，只有什麼，違規了被警察攔下來看你的駕照一看，欸，還是

看你是台胞證號碼，不是身分證號碼，他就，台胞啊，你會覺得說他是

言語當中有點那個，其他的都還好。 

二、個人與親友的宗教生活 

12.請問您在臺灣有沒有去拜拜過？或是去教會、上教堂？ 

■一般客家人確實是在義民廟和三山國王信仰比較強，可是因為我父母

親的宗教信仰方面比較少，所以這方面的互動、浸潤，比較少接觸。只

有參加過廟會啦，啊~很熱鬧這樣，對我們小孩是這樣。那後來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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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因緣是我父親他是「尾仔子」，最小的兒子；我祖父祖母很早就(過

世)，他對他父母印象不深，因為他們很早就去世了。他一直有個遺憾說，

他沒有辦法孝養父母、父母親這種孝順，都是他的哥哥姊姊，他們養的，

支持我父親唸書啊。那我父親有一次作夢，夢到他說他的母親，我的祖

母，他在受苦，就是在一個很破舊的廟裡頭，一條蛇顯的是我外婆(祖母)

的臉，然後看到我父親，就是一直想講話，可是就是只能吐蛇信，嘶嘶

這樣出來，一直掉眼淚、一直掉眼淚。那時候我長很大，我高中，我父

親第一次看他掉眼淚，痛哭，這樣。呃～從那我就，欸，他開始改變、

找尋，因為他以前沒有這種宗教信仰。他台大商學院，他是王志剛的同

學。當時也是做銀行啊，做中國信託一直做到辜濂松很得力的左右手。

後來被挖角，跳槽到外商銀行去，一帆風順。可是後來他也發現他有些

部分是能力所不能為的部分，那，誘使他開始學佛。就他試圖找尋一些

他能力、智力解決不掉的部分。當然前面他有去他以前在銀行當中，那

除了他是學會計的，會計系，台大會計系，看銀行報表啦，看這個會計

師的報告啊，來判斷說，他是做放款的。後來他發現說，報表有些東西

不能反映真實，呃，會作假嘛(笑)。所以他就覺得什麼，在剛才那個作

夢之前他是學風水，學風水，他認為那個是有道理的。中國的《易經》

是有道理的，（……）學紫微斗數、學八字，姓名學，他從那裡頭他去學，

放款，他不是~他不一定看報表，他拿羅盤去人家公司去打，拿羅盤到人

家大門口一量，就知道公司賺不賺錢，他說我這個 98%基本上都準的，

一看就知道你賺不賺錢。像之前華航大園空難，我父親早在幾年~我印象

很深刻，他說，華航來找他們借錢，我父親說欸，新的大樓他去看啊，

辦公室沒進去，就門口看一看，就說，跟他總經理講說，對不起，我不

會借你，注意你們會有空難，會有事情。總經理不相信，然後就空難真

的發生啦。然後那時候幾個大的泰山哪、味全、統一哪，都要找中國信

託哪，（還有幾個父親藉羅盤決定放款與否的案例）他因為解決不了父母

親去世的問題，風水只能解決活人的問題，解決不了死人的問題。就是，

解決不到靈魂上的東西，靈界上的東西。所以他從極物質的，佛學在佛~

這個~看不見的風水，他開始相信有天地的能量，天地氣的能量在~存在，

所以他進而才開始接觸宗教。而我們是在這樣的耳濡目染之下，才開始

接觸到更深刻的，就說，我們以前也會學，我也會看哪，我也帶羅盤哪，

我看你這位置我也會看一下，我不會做啊，但是我不會跟我老闆講，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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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自己會的，我沒有必要去那個，但是我知道欸這可不可以做~【你覺

得大陸靈嗎，有用嗎？】有用啊，【大陸適合用這一套嗎？】我選擇重點

客戶的時候，我會多加這個東西，在我的 authorize 的~我會用這個去判斷

這個客戶可不可以做。後來我父親因為這樣，祖母，作夢的事情，然後，

他開始去學佛。從基礎的淨土宗誦經、拜懺的那個，最早結緣的是惟覺

老和尚，在六龜，就因緣嘛，朋友、同事的介紹，惟覺老和尚的徒弟，

就去那邊誦經、拜懺、水陸法會啊等等這樣。那我們也不曉得，反正就

跟著去就對了，呃誦經哪、拜懺哪、早課啊，那個過午不食啊，禪七啊，

這樣子做，不知所以而為之啦。可是我父親會覺得不究竟，沒辦法解他

心頭的東西，因為他沒有辦法感動。後來輾轉輾轉輾轉就接觸到現在我

們修的禪宗，（……）那我父親就，欸，在那邊他找到了。因為那是唯心

的，禪宗的模式他是基本上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所以說，直指人心，

所以師父用很簡單的語言，用禪定的方式去帶你的心，那我父親的心被

感動了，他能有觸動，進而從內而外改變了。父親要求一起去禪修打坐。

父親很硬頸，卻改變了。脾氣好了、慈眉善目，溫文儒雅，面相氣色精

神也改變了。自己被要求禪修時也有感受，靈感來了，這種情況的頻率

也越來越高，所以就認同禪修的好處。所以學佛不是拜而已，之後應該

有一些心靈上的東西。這就我學佛過程跟經歷。【哪一年開始？】高中吧，

民國七十八、七十九年。 

13.您在臺灣有沒有宗教信仰？或是拜祖先、拜土地公、普渡、拜媽祖、關

公或王爺？ 

■學佛之前有，考試就拜文昌啊，保平安就拜土地公啊，掃墓是應該掃

的啦。拜土地啦、城隍啊什麼，都有拜。但是頻次不多。可是我父親學

佛之後，家裡才開始供佛桌，西方三聖、地藏、觀音、文殊、普賢、也

有其他護法，韋陀啊、伽藍哪，羅漢~十八羅漢。就他很發心地在做這些

佛事。他也開禪寺，他提早退休下來就很發心地做佛事，開禪寺當住持，

負責整個禪寺的營運，無給職的，做義工的模式。最多的時候大概五六

個地方吧，全台灣都有。我們團體最多時大概有兩百多個，信眾約二十

萬人。當時李登輝和陳履安選總統，宗教界多半支持陳，所以李當選之

後政治清算，星雲就到西來寺，法鼓也封山，還有宋七力、清海無上師，

這些帶髮的我們稱為教導師的佛教團體都被打壓，所以當時査這個査那

個，就是這樣。因為這樣，所以就整個下來，大家就低調在進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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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稱為人事上的法難啦。就像唐朝的時候有滅佛，……我認為啦，這

邊法輪功也類似的情況，就他太不受控制了，所以會打壓他。去講什麼、

給他冠什麼，那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是他講的真善美這些，宇宙

真理都是一樣的，只是講法不同。所以我對宗教的理解，學佛之後倒過

來，因為我在中原唸的是基督教的學校，可以接觸很多團契，所以我認

為宗教所講的東西，萬法歸宗。就像中文講「茶」，但各國語言發音不同，

但講的都是「茶」這個東西。會有宗派之差，詮釋差異，都是傳承過程

和人的智慧的差異造成的。 

14.請問您在大陸有沒有宗教信仰？您是來大陸才有宗教信仰嗎？還是本

來就有？ 

■我們現在每個禮拜天的早上，我們主要是從台灣過來的，我們屬於禪

宗的就會一起聚會。就跟基督教一樣，我們就一起到我家，我租的客廳

比較大，就會一起共修，一起先聽、先看 DVD，師父在台灣所講的一些

課程，開示，之後我們會打坐，做十分鐘，然後做心得分享。當然，有

陸陸續續有因緣的人，有緣分的人，包含台灣人的同事、大陸的同事，

包含外國人，就會來參加。所以每個禮拜天大概都有二十幾個人。每個

禮拜都有，所以有空歡迎來參加。就在我家啦，在我租的地方。我跟另

外一位同修，同租，有比較大的客廳，佈置成一個簡單、乾淨的禪堂。

有供佛像，所以大家禮拜天就一起來。來的有香港人、台灣人、上海人、

寧波、老外，所以上課要中文英文中文英文。 

15.您在大陸的宗教生活是否會遇到阻礙呢？像是被禁止或是沒有適當的

場所？ 

■【不怕有聚會上的那個~】還好啦。因為第一個我們比較低調，在民

宅裡頭；也很安靜，打坐、看 DVD 而已啊；中午就是聚會、聚餐。有

印尼華僑、台積電退下來的臺幹、自己做生意的、大陸本地的、老外在

這裡做英語老師啊、香港人啊這邊有家族事業。都有十五人左右吧。總

的大概四十幾位五十位。固定的大概二十幾位。……（第一次訪談結束） 

（第二次訪談開始）在台灣，我們習慣，各地都會有大的禪寺。那到上

海來呢，我們也希望有一個這樣子的禪寺，但是就是客觀與事實是不符

的。所以早期來上海的同修就發起在家裡，就我們現在這個模式，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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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組成共修。久而久之就滾雪球越來越多。當然這過程明顯地感覺到，

第一個，就國內來講，對於這種宗教信仰的活動，團體的活動相對地會

有一些限制或管制。所以我們剛搬到哪裡，第一次就會有物業管理啊或

是居委會的人就會來關心哪，就有遇過。這時候就了解國家，尤其共產

黨，他的這種居委會的組織什麼的事實上很嚴密的，他都會觀察，譬如

境外人士。所有任何搬動啊，多少人進來，今天來多少人等等，開什麼

車的，他們都會記錄。【他們怎麼知道你麼在進行什麼活動？】我們這

麼認為啦，底下有些坐在那裡納涼的那些乘涼老人喔，事實上都是有任

務的，欸，都會觀察，回報，回報給他們的這種系統。說這個區裡頭有

誰啊，這一戶有誰啊。像什麼車子進來，停哪一間啊、車號多少，大概

停多久啊，他們都會有記錄。那這是一個我們在聚會的過程當中，有碰

到這樣的情況，就是居委會會來關心，物業會來關心。【幾次呢？】大

概三四次吧。就是我們搬到不同的地方，都會有類似的情形會。因為我

們在這個地方是今年的年初搬過來的。那一開始就有。然後我們在其他

地方，……的時候都會有。除非是非常高檔的社區，那可能就是物業打

電話來說，啊，你的車子停在哪裡啊之類的，是不是您這邊過來的客人，

這樣。因為我們每次來都會有十幾二十幾個人開車來，小區位子就被佔

到別人的車位，那就會打電話過來。哎，直接就打到你這間來，就說你

車子是不是你們這邊的客人。就說他很明顯知道，他會觀察，就知道，

會撥過來。來詢問，說你們這是經常的嗎，平常會待多久。就會簡單問

一下。【換地方的原因？】像是房東賣房子，不租了。或是合租的朋友

回台灣去了。或是漲房租。或是人多了，地方太小，就換大一點。大概

不外乎這些原因。【所以剛講的物業的原因沒有影響？】目前沒有因為

這樣而換地方，對。【有遇過很嚴重的查禁動作嗎？】這個倒沒有。我

們大概零三年開始一直到現在，但是因為我們之前規模人數不多，最多

的時候大概五六個人。只有在去年開始到今年，相對地，比如說十個，

往二十個人、往三十個人這樣子增加。 

16.您在大陸都如何進行宗教生活呢？當地有能夠滿足您宗教生活的地方

嗎？您有常去的寺廟、教堂、教會或宗教團體嗎？ 

■相對於台灣來講，可以說比較少。而且去佛寺的感受，就是，他是職

業和尚，他是上班的。他不是真的出家的，所以那邊普遍都還是大家去

觀光的地方。給當地人觀光的地方。百年名寺啊、古剎啊，商業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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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寺啊。真的心靈修行的這一塊相對地比較少。但是，倒回來講，就

是倒是有很多很多我碰到這邊很多西藏的密宗方面的喇嘛啊、法王啊，

會有很多虔誠的弟子在供養他們在家裡頭。這邊有幾個比較大的社區，

毗聯的社區，地下室，挖下去，變成很大很莊嚴的那種佛堂。我有去參

加過，有位西藏藏傳佛教的法王，也很年輕，轉世活佛，也在這邊。就

是會輪流地弟子去供養他。所以我自這裡反而接觸到很多~，以我的宗教

語言來講就是，有許多許多的佛或菩薩幻化成不同的人形，來這邊傳法、

傳道。接引他有因緣的人。我的看法是，上海形式上是這樣，可是上有

政策、下有對策，就可能不公開，就散在各個的~，然後口耳相傳。那跟

你可能有因緣的話，就他們到他們家去。那很多的西藏的法王就是到這

邊來，因為現在人，算太平盛世，就是接引人最好的心靈信仰，人才會

開始有能力去靜下心來。否則一直汲汲營營地生活，物質方面的。但是

絕大部分的人都是境外人士比較多，那境內的也有。【供養者有台商嗎？】

就臺商，對，就是台商，就是台商。就是，有很多很多啦，很多很多的

台商，他們有個別的他是因緣信仰，對，那有的是走藏傳，有的是走唐

密的、唐密的。我們之前在一個師姊家，那她的樓下住了一個大陸的，

上海的，做房地產，賺了很多錢。那他很早就信佛，全部都是唐密的，

蓮花生大師啊，很虔誠，每天都一百零八拜，然後就是整個臉相都完全

不一樣了。然後他有拿他的照片說，他的師父，他講啦，他的師父已經

活了三百歲。而且他說他是親自感受到他說他的師父在廣西的山裡頭。

然後他修行了一段時間之後，他說他要去北京，他師父說，我在北京等

你。他師父就往屋裡頭走，然後他就出來了。然後到到到北京，他師父

已經在機場等他了。他說他的師父已經~，山川之大，還有很多的神仙遺

世啊，就說，修到一個境界之後，就變成像杯子一樣要透明的，他就可

以如來如去。這是我在這邊見到說，在這塊土地上啊，跟台灣一樣；台

灣我們說寶島，我的理解是，很多的神仙、菩薩，就是信仰~，很多的高

層次的機會。而這邊慢慢也開始，慢慢展現出來。過去可能是不斷地在

打壓，但是現在又開始~不是檯面上，就檯面下已經有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玉佛寺、靜安寺這些當地的寺廟你們只是當作觀光景點？】對。

【而不會定期去宗教意義上的朝拜、上香這樣？】除了陪客人、朋友去，

大家第一次來，走走看看；平常我們自己不去，因為去過一次之後就覺

得那就變成只是一個景點。那和尚都開車來上班的啊。沒有那種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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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場跟能量，只是虛有其表。【進去看到佛像會禮拜嗎？】會，會禮拜。

【有靈性上的感應嗎？】會有差別。我們說有開過光，有佛駐位的，從

這一點衍伸出來就說，有兩本書我每次都會跟我同修分享，他是科學家

來試圖說明有高層次的次元。就是現在台大校長李嗣涔《神秘的訊息

場》，一個是《靈間諸神的網站》，台灣出版的，李嗣涔寫的。他用了很

多他在台大做的科學實驗，他的發表期刊當中的內容來寫。所謂佛教說

的開光，他就是一個 link，他可能一個符號或雕像的模式，經過開光，

開光就是有人他能夠把那個 www 點什麼什麼的，他可以能夠駐載上去。

那很多現在的佛像是雕出來了，但是沒有畫龍點睛的精髓，所以你去禮

敬的時候，那尤其我們在修，你越來越乾淨的時候，你能感覺得到。尤

其是我稱為~就是我們稱為靈臺的這一塊部分，你會~禮敬的時候，你會

覺得，如果有佛，你會覺得馬上會有一股這種很祥和的一種，一種壓力，

一種能量的感覺會從頭頂上面下來，這就很舒服，就像我們以前學的叫

醍醐灌頂的感覺。暖暖的一股力量下來。可是那就沒有，就是空虛的，

就是~禮敬，很虔誠的禮敬你在連接他的網站，你的心跟他禮敬的時候、

禮拜的時候，就你在試圖地在做 connection，可是沒有感覺，他沒有那種

connection 的感覺，就沒有那種你覺得~哇～法喜充滿的~或覺得很舒服的

那種感覺，沒有。就是覺得喔那，我們只是就說別人看起來，像外國人，

喔，你也是跟佛在拜，但是這感覺起來就說我們放出訊號，那個基地台

沒開，好~沒開，所以你接不上，那就是空的，哎，就是空有一個相而

已。【所以大陸的佛寺、寺廟感受都是這樣嗎？還是？】嗯～～，不同。

去靈隱寺的時候，我是零三年第一次去靈隱寺。我一看到那邊我就哇～

就跟觸電一樣，而且我覺得我以前一定來過，喔那種感覺我以前一定來

過。我走到哪裡都很有很有印象，可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去。但是你就是

會覺得那個那個磁場就很好。或是去普陀山的時候，到了某些寺廟的時

候，突然就覺得，喔，那個一陣清涼。這個是，你說，人的生理不同時

間的反應，也可能是這樣，但是我們可能修得比較久了之後就會知道有

磁場的差異性。那他有可能是，一個是開發，二就是很多虔誠的信眾，

他不斷地去發射那個信念的時候，那個磁場就非常快、非常快。所以有

一些中國以前講的名山、古剎，他確實有是是其來有自。【還有其他地

方的？】其他的寺廟，像青島崂山的道士那邊的磁場也不錯。還去了成

都那個叫做普賢菩薩峨嵋山，還有他市區裡面也有幾個百年古寺。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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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西安大雁塔，相對沒那麼有感覺。少林寺也去，有的地方有感覺，有

的地方就沒有感覺，【在大雄寶殿呢？】有感覺。我們那時候去了總共

是我們從台灣過去了兩千位的同修，【少林寺算是禪宗~】祖庭，【那您

感應沒有特別強嗎？】有的區塊沒有那麼強。【跟您修練曾經達到最強

感應程度來比，還沒有那麼強嗎？】應該這麼說，因為少林寺現在少林

寺是毀掉又重建的，所以說呢，而且有的現在是觀光區，所以說，有的

區塊你沒有~，祂有個碑林，就是很多~就是歷代的往生的那個~，或叫

塔林啊，那個地方，那時候就很有感覺。因為我們認為他修修修到後面

祂肉身不化，就坐化了，那個時候祂的能量就會一直一直有 connection

的狀態。那有的地方佛寺就是觀光就是只是吃飯，只剩香堂，那大雄寶

殿呢那是毀掉又重建的，啊藏經閤是第二個重建的。所以說他的這個過

往有一些這樣的因緣。【有去達摩祖師面壁的地方？】時間不夠。因為

我們兩千人，（……）那時候兩千位同修一起去，時間很趕，面壁洞又

很遠，所以就沒有時間去了。 

17.您知道當地的宗教、信仰或風俗嗎？當地有沒有自己的寺廟、教堂、教

會或宗教團體呢？ 

■【在長三角地區有比較常去的佛寺嗎？】最近我們有個因緣，這位住

持他很年輕，三十八歲，他在浙江桐鄉發起在一個舊寺廟的原址重建，

發很大的願。他很積極入世地去上(授課)很多企業家課程，那個地方我

們常去，叫香海禪寺，他現在很入世，常辦企業禪哪，兩日禪哪，蓋很

多像旅館一樣，兩三層的像那種如家(連鎖旅館)的，他很聰明的是，我

們這些居士你可以購買使用權十年，他等於一間間套房一樣，平常幫你

打掃衛生清潔。如果平常有人來住，他幫你租給別人，幫你收錢，之後

給你。等於是一次性的投資。平常你也可以去住、去打禪、住自己的地

方。所以他有很活的經濟頭腦。但他就是募集很多資金來重建這個寺

廟。然後他蓋一個很大的大殿叫萬佛殿。請了很有名的設計師設計正

殿，也是禪宗的寺廟。【所以你會常去這間寺廟】對，因為他有兩次，

一個是動土，一個是上樑，我都有去參加。我們組織義工，我是主持人，

第一次是一萬人，第二次三千人，場面很浩大。【其他地方？】有時候

去崑山的寺廟，參拜一下。 

【感應方面對於媽祖之類的道教宮觀會有類似的感應嗎？】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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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去過媽祖廟、關帝廟？】 這邊少，台灣比較多，行天宮、鎮瀾

宮啊。【感應上？】有，有，會有不同的，你就是，欸，他有能量磁場

的感覺。只是說不一樣，有時候不一樣。就是我可能分得還比較粗，有

的人可以分得很細。啊這個氣，他甚至可以用顏色去形容。因為不同的

能量、波長，不同的空間，你的覺受。就像喝酒，一樣是葡萄酒，會有

酸、甜、苦不同的口感，能量也是一樣，會有不同的顏色。像佛也有不

同的背光，就來的不同的磁場。不同的民間信仰也會呈現不同的，那很

巧的，李嗣涔那兩本裡面也是這麼寫的。當他請有特異功能的人他去觀

的時候，或是很純真的小朋友，透過方法引導他，他也會開啟這一部分，

比大人容易，因為他還不習慣受制於這個肉身的先入為主，肉身的感

官，(小孩)還有靈性的波比較容易。所以他會比較容易看到不同的層次，

那個 Link 出來他就感覺到那個東西是不同的光波不同的能量。 

18.您在大陸的家人或親戚有沒有宗教信仰呢？他們如何進行宗教生活

呢？和您一同嗎？還是他們自己有自己的做法？您知道大概的情況

嗎？ 

■有台灣來的親友來設工廠，不在上海，到東莞去了。偶爾也會在上海

碰面，來的時候。【大陸的台商親戚本身有宗教信仰？】我這個親戚他

本來就是我在台灣的同修，他是我們家族的嘛，我父親來就跟他講講講

講，循循善誘，後來他也就接受了。所以他回台灣也都會定時到禪寺去

打坐。另外有兩位大姊，跟我同姓，他以前修的是日本的東密。就東傳

到日本的密宗，東密的根源。二姊是沒什麼信仰，但就來慢慢跟著跟著

這樣。【您這邊同修的都是有皈依的嗎？】如果是台灣的同修基本上都

有皈依我們師父，就是我們禪宗的弟子。還有很多這邊來的就是，以基

督教來講就是「慕道友」，還沒有受洗，但是一樣在過程當中都可以感

受得到在打坐過程當中能量的感覺。【有遇到他想皈依的嗎？要怎麼處

理？】有，有。那就會請他回台灣，請他到台灣。如果有因緣的話，請

他到台灣。【大陸這邊沒辦法幫他做？】目前沒有辦法，沒有師父。就

像基督教一樣，要有神父來，我們說神父不是說他完成了學位，而是他

的精神到了一定的層次，他是人，但是他內在等佛。我們平常就是把我

們靈魂就是水進去了，把他蓋起來，我們就沒有打開，所以我們就以為

我們是杯中水，我們就認為我們是杯子。那可是而~我們稱為師父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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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他是已經一樣去~人形，但是杯子打開了，他可以隨時來去，它

具備了水，水已經如來如去了，所以他可以~能夠幫助你就是我們稱為

受洗或者說能夠讓你說你能皈依。那我們一般還是正在修的時候，我們

就沒有辦法做這個事情。你做，好像看起來一樣，可事實上不一樣。 

19.您的大陸親友有宗教生活嗎？您會和他們一起進行宗教活動嗎？ 

■（無相關人，略過） 

20.您會跟您的大陸同事或朋友談到宗教話題嗎？或是和他們一同參與宗

教活動？ 

■看因緣、看時機。曾經有過。大陸、台灣都有。像今天來的有些就是

朋友，是台灣的朋友，是業務上工作的朋友，或者是，像那個 Aim，昨

天我們碰到的朋友他今天也會來。他是我們在一個台商的活動當中認識

的，因為經常去，我們在休閒時間經常大家互動，互動過程當中我就邀

請他來。然後慢慢慢慢他就，欸，他就接受。所以有時候是慢慢慢慢醞

釀當中，緣分成的；有的時候是，一談就就他本來就有很強烈的，那個

誰，那個那個 Hino，那是一個四川的朋友，他已經回四川去了，他就是

看我們以前有戴一些佛像，他就很很~，會問，主動來問。我就說，欸

我們有在打坐，他就來，而且很勤地來，每~只要他在，每一周有空，

他都會過來。所以說，我們說每一個人的慧根不一樣，因緣不一樣。有

時候談就就就，一點馬上就開始滾動了。就像滾雪球一樣，自己就在滾

動了。那有的人是透過慢慢慢慢的一個過程當中。 

【您剛說他看您戴相關的物品，那在什麼場合或情況下，你們會談宗教

話題？】有時候是大家閒聊談在上海發展的過程當中碰到，尤其是不順

的時候。那就會就會談到一些這邊延伸出來的，就藉由這個來延伸。就

說，佛教講這個「今日所做種種，過去所種因緣」，所以說，今天所做

的，都成為明日所得到的。大家在講現在這個果的時候，那就開始引導

到，就講因果觀，慢慢就會講到宗教方面的東西。 

【您跟大陸朋友談這方面時，他們的反應？】不一而足，不是同樣一個

答案。因為有的人他平常就會看這方面的書，有的人他是過去都沒有興

趣都沒有碰過。所以反應也都不一樣。【會有強烈拒絕的嗎？】也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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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但是他就不談這個話題，他沒興趣，就緣分不到。上海的朋友就喜

歡談吃喝玩樂，嘻嘻哈哈，這樣而已，就是那個層次不到。 

21.您在大陸有沒有接觸過宗教類的電視、電臺節目或期刊雜誌？或是宗教

類的書籍、DVD、CD 等等影音媒體呢？或透過小耳朵收看臺灣的宗教

節目呢？ 

■都會，都有，都是從台灣帶過來。大陸這邊的話，能夠有正量直指人

心的比較少。當然書店裡佛教的書籍越來越多，但是普遍來講，大陸還

是佛學的東西，而不是學佛。像是《當和尚遇到鑽石》作者在大陸演講、

授課，說明學佛在大陸漸漸出現，以及運用學佛在企業經營裡的課程模

式，《西藏生死書》也有印。香海禪寺翻（盜）印法鼓山的出版品，藉

助印名義募資建寺。在香海禪寺遇到出家修行者會託遇到的台商回台時

帶台灣法師，如淨空，講法說道的出版品或影音媒體產品給他們。現在

大陸也有出家者學台灣的做法，發行說法光碟片、有聲書之類的。像北

京有個大和尚出了六片。他是政協委員，他受邀參加香海禪寺上樑儀

式，算是中國佛教界重要人士，來就送大家一人一套。 

【如果有用這邊佛事、佛具用品，有差別嗎？】當然是比台灣粗糙啦，

但是也就是發展上的影響。精細的也有，但不多。但現在已經有台商過

來經營這個，慢慢應該會越來越好。就像廣播電台，因為有台灣團隊進

來，所以有時候你聽起來很像就是台灣的那種感覺。【這邊用的佛像都

已經是開光的嗎？已經在台灣開光了。有無在大陸購買而需要回台灣開

光的情形？】基本上我們都是從台灣請購，都是師父開過光的，帶過來，

就會有正量。這邊本地朋友送的，我一般就是把他放在旁邊，跟開過光

的佛像放在一起。因為人家贈佛像你不好把他丟掉，當然也有時候我們

如果太多了，實在放不下，那就可能轉贈給別人。這個是有的。如果大

陸朋友買了要我們幫忙開光，我就說沒有這個能力幫你開光。我就說可

以幫你從台灣帶檀香，比較純比較不會對身體不好，你就拿去誠心去供

佛。越誠心供佛，他越吸引的能量就會越正面，長期誠心供佛可以讓未

開光的佛像具有佛的磁場、能量。 

22.您在大陸有捐印過善書嗎？或者在寺廟、教堂、教會奉獻過？您在大陸

有收到過免費發贈的宗教類書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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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少，化緣的比較多，給你這些免費的比較少。倒是去香港，一過

關，法輪功很多。街上沒有。上海比較有名的三個佛寺基本上都沒有，

倒是門票收得比較多。會有民眾請購寺廟的素月餅、素粽，當禮品送親

友。至於送的善書什麼這邊沒有，不像台灣會去結緣，沒有。【捐香油錢？】

看因緣，一般點香時，買香就會捐。那像香海禪寺的我認同我會捐。少

林寺有。隨喜，大家都有，多寡不一。 

三、宗教力量的感受 

23.您在大陸，是否有從事過靈修活動呢？是特別的活動還是您持之以恆的

修煉？ 

■（前題已論及） 

24.您認為會到大陸工作、生活，是神明的指示或主的安排嗎？是一種冥冥

之中註定會發生的事情嗎？ 

■第一個層次就理性判斷的我上次講過了。第二個層次就是我自己有發

願，我看到我父母親退休之後就很發心地在做佛事，那我自己下的願力

是說，我也希望我能夠在這邊工作的過程當中，因為你有所成就，人家

會讚嘆說，欸，你為什麼會有這樣人世上的成就，那我會歸究於除了我

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我有開啟智慧，那開啟智慧來自於我有一個好的

宗教的信仰，有一個明師來指導你。那這個宗教宗派就是佛教的禪宗的

（……）我的師父，所以我以個人的修行成果來彰顯這一個師父及法脈

的這個神聖性，他的高、他的智慧性。OK，這是我自己發的願力。 

那，更往前一點來講就是說，當我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當時認識一

位，當時四九年到台灣去的一位老醫生，他是江西人，他是龍虎山張天

師的傳下來的弟子，所以他有道家的術，所以他能夠開天眼。他能夠看

他~他幫~就幫人家治療，治療過很多很多人，我看過很多很多在他手上

的奇蹟，治理人的肉身的奇蹟。那當時他就跟我母親講，我小學五年級，

他就說，一，說我母親老的時候肯定沒錢；二，就是以後要靠三個小孩，

裡面要靠最大的就我；三、三個小孩未來一定都在大陸。是這樣子，你

剛問的問題我一直往前追追溯的話，我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什麼都還

不懂。那時候就是去給~就是看醫生，然後，那他就這樣講。那確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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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父母親最後人年老了，現在退休了，真的沒錢，因為全部捐掉了，全

部捐，全部就是捐，也不是沒錢，就是說啊錢嘛，就這樣，進來又出去

進來又出去進來又出去，也是幾千萬的時候進來又出去進來又再做，她

那時候就知道了，就說，我們住台北，後來他們把房子賣掉，然後，把

大部分去做佛事。啊地震的時候啊，剛好我們師父就在蓋禪寺等等，包

含我們有蓋一個很大的禪寺，包含了靈骨塔，能夠幫助人超渡他的祖先

真的當佛過去。那這個都是他們的願力。這是應的，年老的時候沒錢，

但是生活可以~就是佛會眷顧，就是讓他持續他好，那我自己就是應了

這個，就是他講說你以後未來一定會到大陸。所以你剛剛這個問題可以

從三個不同的層面來回答。 

25.您有去過大陸當地的寺廟、教堂嗎？您會覺得祂的神力比臺灣的寺廟、

教堂還要強、還靈嗎？您會有回到祖廟或本堂的感覺嗎？ 

■嗯哼~。感受會有不一樣。香火鼎盛，鼎盛的那種能量，就是有佛的能

量，還是有一定的差別。【兩岸間的佛寺感受起來會有強弱的差別嗎？】

會有，會有差別。先從感官的人相這邊來講，人的感官的感覺來講。台

灣的還是相對是屬於讓人感覺很舒服，大陸這邊的話還是比較落後，比

較不那麼清淨、乾淨的感覺。還是哪種就是牆壁燒得黑黑的啊，髒髒的

啊，灰灰的這樣之類的。掛的很多很多的就是說什麼紅色塑膠袋啊，就

是相對性基本上有很多的信眾來來去去嘛。可是台灣，台灣你就是一個

很很~跟日本的很素很雅的感覺。就說，很莊嚴淨素，給人家很好的那種

感覺。還有大家會輕聲細語啊，這邊就啊~~那這莊嚴性就會比較差。更

進一步來講就是說，再從無相來講，是能量性界，中間還是有差別，就

是，大陸相對性的佛寺的能量還是少一點，台灣的相對性能量磁場比較

能覺受得到，就是有正量的地方比較多。 

四、習俗與生活 

26.您在大陸會不會過宗教節日呢？像是中元普渡（盂蘭盆節）、聖誕節、

媽祖生日之類的等等。 

■佛教性的節日，會啊，我們自己會。比如說像我們從台灣帶的這個月

曆，上面就會寫到，就會有不同的菩薩他的得道日啊，或者他的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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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是在每個禮拜日共修的時候，會跟大家提，什麼時候是什麼菩薩

什麼佛的聖誕，大家就一起，就是那個佛的聖誕就相對我們認為能量相

對比較大的時候，去跟他相應，自然會有這樣的感受，覺受。然後當然

我們有時候會買一些壽桃啊之類的大家來分享，就跟過生日一樣。【普

渡？】普渡沒有，我們沒有普渡。【盂蘭盆節？】在禪宗這邊我們自己個

人禪寺是沒有這樣子過的。 

27.您在大陸工作有吃過尾牙或春酒嗎？您有在大陸過過農曆新年嗎？過

程和內容跟臺灣有沒有什麼差別呢？ 

■會，台灣公司大概都會有。尾牙、忘年會、喝春酒，會。因為我們是

中外合資企業，我們有日本資金，所以有日本股東，所以有時候要講他

聽得懂，所以會講忘年會。【現場會有布條寫尾牙？】尾牙，什麼什麼公

司幾年什麼什麼的新春還是尾牙聯誼晚會，會。【農曆年？】農曆年有，

兩次。因為都是跟台灣人一起過，就是跟台灣過年差不多。而且他們放

鞭炮現在比台灣放得還熱烈。因為有錢了，台灣現在比較沒有錢對不對

(笑)，放鞭炮放得比較少。【習俗上、辭灶、祭祖？】在這邊的台商可能

相對少，這邊的台商，家還是祖先還是在台灣，在這邊留下來大多是家

人一起啊、團聚啊，那祭祖方面就每個人不一樣。那我在這邊兩次都沒

有，因為就我一個人。【正月初一去寺廟？】我有一年去龍華寺，去燒頭

香，跟很多很多人，燒不了，就是去擠人而已啦。就本地人很多很多會

去那，所以大家都這樣，所以我就想說求個吉利，所以春節的時候不適

合出門。【會有安太歲、點光明燈？】在台灣有，這邊沒有。這邊人安太

歲有，但是點光明燈好像比較少，區塊不一樣。【參與過當地寺廟行事曆

法會？】香海禪寺有，有課表，只是我沒有參與過這邊的法會，但有參

加過密宗，就西藏來的、青海來的活佛，他們有在供養他們的家庭裡面，

很多信眾家裡，然後就三天，不斷地在在在，【算是自己做嗎？】對，自

己做，自己開的法會、法事。【有看過在寺廟公開做的法會？】我沒有去

參加過。我知道有的地方有，我看他行事曆有這樣寫，可是我沒有去參

加過。【台商朋友之間有提到過嗎？】基本上我沒有聽過。大部分台商朋

友都是參加慈濟的活動。台商朋友我所了解的，融入本地的很少。 

28.在大陸開工或破土會拜拜嗎？大年初六新春開工會拜拜、放鞭炮嗎？初

二、十六會去拜土地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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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六會，會拜，台資企業會，會拜。台資企業在中元節也會拜。工廠，

就是平安嘛。老闆啦，因為老闆台中那邊的，他也一樣就是說，他每天

早上也會上香，土地公，自己設的。就是小小的一個啦。小小的一個神

龕這樣。初二、十六都會拜土地。老闆有這個信仰。紙錢沒有，就燒香。 

29.您在大陸有看過風水、算命、求籤、收驚，或者公司名稱有算過筆劃、

挑手機號碼，或是看農民曆來做事嗎？ 

■因為我自己懂風水，因為我父親的關係。求籤的話，我不會在這裡求，

我沒有在這裡求過啦。回去會有。回去我們在我們師父開光的寺廟，我

們會去，點光明燈、燒香。求籤，也去過靈鳩山，心道法師，感覺也有

能量。在我回去台灣的時候會去。【農民曆？】偶爾，我會看，朋友搬家

啊，幫他看。大陸復旦同學搬家、辦公室，也會看。我自己是把他拿來

做工具，我會去看一下，好不好這樣。 

30.您在大陸有參加過婚禮或喪禮嗎？您覺得和臺灣是否有什麼不同之

處？ 

■婚禮有，新屋落成也有。台灣娶大陸，西式，婚宴過程大致相同。主

證婚差不多。也參加過台灣娶香港，但是基督徒，就基督教儀式，但也

有鬧洞房，主桌坐男女方長輩父母。 

五、宗教團體和區域宗教活動 

31.您目前有沒有加入任何宗教團體成為會員呢？像是慈濟功德會、佛光

山、一貫道的組線或基督宗教的長老會、靈糧堂等等？在大陸是否有接

觸到同團體的臺商朋友呢？ 

■【回少林寺會有回本堂、祖堂感覺？】會有，人相上，無相上沒有特

別感覺。除了去歷代的塔林啦；【在台灣你們有特定的跟禪宗相關的寺

廟，地位像少林寺在大陸這樣的寺廟？】道場、寺廟就是台灣那邊我們

有建一個藥師佛禪寺，供的是藥師佛。那地方比較我們特別是台大的地

質研究所發現那邊的地質磁場不一樣，按照他們所做的結論是，在很久

以前有隕石掉在那裡，所以那邊的磁場很不一樣，那就打座的時候呢，

那磁場~你的身體會特別地靈動，氣會特別靈動。然後那邊就是我們師父

他，師父一走到那邊，就欸，這個地不一樣，他沒有儀器去測量，他就

感覺這地地不一樣。後來我們有同修是台大的教授，他們就發現是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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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以前就隕石掉落下來，所以不同的輻射波長。然後再往更山上，

我們師父也建一個就是，他是一個給往生者牌位的地方。那邊也是我父

親看了風水是群龍環抱的一個穴，然後師父在上面建了一個靈骨塔，非

常地莊嚴。在那邊打坐感覺會非常地不一樣。對，所以我們有這兩個，

還有一個就是在那個台中也有。其他各地、比較大的地方我們都有大的

禪寺，就像你今天看到的這樣，可以坐幾千人的大的禪寺。 

【您說您有參加慈濟的活動，彼此間的關係如何？】我沒有把他翻到檯

面上說是什麼合辦活動什麼，沒有。我們就是屬於一個所謂人間菩薩，

我們修心不離行善，所以說，他們做得比我們好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力

到就去貢獻，或者像香海禪寺也事一樣，本地的佛教勢力的活動，那我

們去參加，我也不一定要強調我的主體性，反正都是做佛事。【還有其他

的佛教團體嗎？】之前靈鳩山的，清道法師那邊有，他們也有(在這邊

做)，但他就是剛好過來的關係，因為他是我的一個研究所的教授，就是

說他是很虔誠的弟子，然後他剛好帶交流團過來，然後也認識本地，然

後那時候我是他的學生嘛，我就去參加、認識一些這樣的人。然後，佛

光山的也有，法鼓山的也有，但相對來講檯面上做得比較多的就是慈濟

的，有系統，而且做得很深入的。那包含我去成都，我有一個表哥他到

成都去上班，那他去參加當地慈濟有派~一直都有每年一直有十幾位的這

樣進出在那裡，那他們說他們是有感覺看到說，四川那邊會不太平靜，

所以他一直讓很多慈濟的志工去那裡，去轉變那裡的磁場，所以說他說，

從來~以往，都沒有這麼多的時間這麼持久的這麼多人在一個地方，慈濟

一直派人來。一般都是做完之後然後就交接給當地的人，可是他說這一

次一直~，我表哥跟我說，我有去成都出差跟他見面，他說，當地我也見

到慈濟的人，他們就是很發心地長期地這樣，耕耘，在帶領那邊的人，

他說，可能那邊會有~以後還會有些事情，對。 

32.在大陸，臺商彼此間會不會共同組成神明會或是宗教組織呢？ 

■我們稱為結緣班。應該屬於一個鬆散的、自發的，有組織，無紀律(笑)，

【有名稱嗎？】我們就稱為台灣的上海結緣班，從性質上來講，它不是

個有進階的，它是一個結緣的，但是形式上我們就英文我們寫 meditation 

class，接引老外，就是 meditation class。從它的性質來講，它是屬於一個

跟大家結善緣，但是你要系統學的話，最好還是回台灣去學。在這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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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一個興趣，就像外面的課程來講，有的課程是一種讓你體驗式的，

體驗完了之後你要上全套，那就回到台灣去上。【有同修表示他是先在

台灣的道場就知道你們在這邊有這同修會，所以他來上海就可以直接來

參與你們。那你們有想過發展成為台灣總會在上海的組織機構嗎？】目

前為止還不會組到一個正式~屬於這個架構裡頭的，我們屬於自發性

的。像我們也有些同修是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他到美國去唸書，

他就在他自己家裡頭，他也組成像我們這樣 organize 的這樣，或是在學

校組成一個 club，那他是在整個在內政部登記的法人機構以外的編外組

織，但是就像基督教團契一樣是自發性組成的。但是我們會告知台灣的

這個系統，各個地方的禪寺說，如果有人譬如說到了美國去紐約，或到

了加州，或到了上海，或到了南非，那就會去~欸，我們那邊有我們的

同修，組成組織了這樣子週末共修的活動，那就是說一個到了海外，他

沒有禪寺嘛，就可以到一個這樣子的聚會所這樣一個自發組成的地方來

共修。 

33.您在大陸有沒有參加過神明遶境、進香或廟會之類的活動呢？ 

■有看過把車子弄成龍舟那樣，但實情如何就不確定。 

34.您有去過長三角其他地方的寺廟或教堂、教會嗎？您覺得長三角地區內

的宗教生活狀況都一樣嗎？還是彼此間仍有不同？ 

■（前題已答） 

六、宗教對工作的影響與發展 

35.請問您有帶臺灣的神明或宗教物品如佛珠、項鍊、護身符來大陸嗎？您

覺得對您在大陸的生活和工作有幫助嗎？ 

■會呀會呀、會呀會呀。就是我們師父有開過光。像我這個就開過光。

這三個顏色，這師父贈的，這有三色光，紅色、黃色、綠色，三色光。

這是師父說的宇宙三原色。因為自信，一個是我們講的三生佛，法生、

道生、應發生，三個顏色。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畫的佛像，背光基本上會

有三個顏色，三個原色，屬於我們這肉身的，還有這靈性的，還有我們

這靈性之前原來的，原來的母光，原來的能量，然後投射進來的。就有

三個層次的能量，所以會啊，包含我們有佛璧，師父開過光的，或者是

說我們有金佛卡，一個金色的佛卡，就是保平安的，開車的時候放在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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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車上的。就是開車的時候或是我出差的時候帶著，到了居住旅館我會

把他供~把他放在一個台上。就說，從我的理解來講，這就是一個 link，

所以你的 link 的一個空間，或是講得我比較~，日本漫畫的一個結界，就

是一個一個能量的一個地方啦。所以我們就說只要你一開，他的能量就

在。就像你點蚊香啊，一點就整個不會有蚊子，就整個很~。 

36.您的企業或工作場所有沒有提供宗教需求的環境呢？是如何規劃的

呢？ 

■（遺漏問答） 

37.您覺得宗教信仰對您在大陸的生活和工作是否有幫助？或是有其他影

響？ 

■（見答第 38 題） 

38.您認為宗教和信仰在未來大陸的生活和社會中，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對

於臺商在大陸的生活或工作上，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我認為宗教在中國啊，包含上海的部分，會越來越活潑、多樣化，而

且未來會從地下走到台面上來。這個已經看了很多，包含以前的易~，中

國以前對《易經》哪這個~，孔子的部分都被打壓。可是現在慢慢在海外

開「孔子學堂」，然後你去看飛機場，可以看得到北大很多教授在講《易

經》，演講講給企業在用。那，我認為中國在在，在復辟，在回復這塊部

分。所以宗教在這塊是會慢慢地。只是說，他還在控制他，只要你不參

與政治，只要你不觸動到政權，這一塊應該都是慢慢慢他會慢慢在退守，

慢慢在放開，所謂文、藝這方面的活動，他慢慢會放開來，或者是公益

的活動這個領域他會越來越多。 

比較困擾的問題就說，就像剛剛師姊一樣，她在家裡一開始有~，欸，

法輪功啊，就說，這是因為前面的意識，變成是你任何在打坐，他就認

為你是法輪功。那包含組織活動的時候人家會擔心哪，會說法輪功。所

以我一般來講，我，如果新人來的話，一般我們會跟他講我們在「觀竅」，

我們不會講~我們在台灣也會講法輪，那是一個輪位，那是在印度文叫

做 trakwara(?)，就是一個重要的大穴道，一個觀竅，或者又稱為輪位。

可是因為這樣的部分有時候就會不好用輪，因為人家會誤會為法輪功。

所以這一塊相對上是因為前面的這個因緣造成說，後面你要再講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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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忌諱，或可能有一些要調整的。 

那最終我認為，在宗教對我在這邊有很大的幫助，因為，這邊很容易~

你一著相，你就很容易很容易就很容易動氣，你很容易生氣。就說，很

多人會，因為這邊的人他很人相，甚至更不人相，畜生相，插隊啊、怎

麼樣的部分，然後喜歡嘴巴上給你討便宜，你就會覺得這個真的很~。

你如果人相跟他起來的時候，你就很想給他「貓」下去，或是你在管理

員工或是在日常生活上都有。啊可是，修行之後會相對是有比較平心靜

氣，而且會離相來看。包含管理員工、跟如何與人互動，你會理解他，

就他的程度就是只有這樣而已。用比較入世的講法就是你 EQ 會比較

高，你的情緒會比較容易控制，比較能夠換個角度去看一些事情。這是

我覺得說，有宗教在這裡，相對地比較好。而且就說，有宗教我會認為

喔，在這邊喔，因為有些事情太容易的時候，就容易偏。就說，比方說，

男女之間的事情，因為他可能他們沒有那個道德太明確，所以他很容

易，你可以很容易地有這些都~，那，可是這個時候有宗教會他會幫你

煞車。所以他會讓你比較有自制力。可是過去的，已經都這樣，啊過去

到台灣這邊一定包二奶一定怎麼樣怎麼樣。可是我到這地方來，我也我

也沒有就說，第一，我也沒有隨便亂交女朋友，二也沒有說到處去去昏

天酒地，就說那是一個自制力啦。做與不做在於你，不要說要怪環境。

你克制不住，在台灣也一樣你花錢一樣去嫖，天天去嫖，天天去玩。那

這個其實跟自制力有關，我覺得宗教就是培養你的就是，佛教有講就

是，菩薩是為因，祂怕因，那眾生怕果，怕果報，他最後這個惡來，那

是已經走到最後了。菩薩是連念都不要動，不要起這個念，不要起這個

貪念，不要起這個色念，那就不會有這些等等等等的部分出現。所以這

個是我覺得來這邊更經得魔考的部分，因為這個環境太容易了。你要一

夜暴富也很容易，你只要敢就好了，只要敢你就可以賺到錢。你只要敢

就可以聲色犬馬都可以享受，可是，那就那就，沉下去了。 

【宗教對您在這邊的負面影響？】倒沒有，倒是有一些人因為談宗教，

反而大家談得很投入，就是有一些客戶。因為他就，欸你也懂這個，所

以就跟你談得比較多。所以我也碰到一些中國本土企業的，包含上市公

司啊，包含國營廠的人。還是有些人其實中國還是有蠻多人對佛這東

西、對宗教這東西，他們還是蠻有興趣，只是沒有公開來講。私底下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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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的時候，他們就會談這個，談談談，欸，反而更拉進了關係。並沒有

是因為這樣而有什麼樣的障礙。很好玩的是什麼，我上上週我去幫一個

台商介紹，他們是基督徒。然後他主持晚會，在金錢豹，他是一個大樓，

一個科技大樓，他們都是基督徒。他們六點開席，大概五點到五點半，

五六十個基督徒過來，在會場現場唱詩歌讚美主，哈利路亞，感恩主啊，

這樣。底下來的提早來的官員這樣（睜大眼睛），可是他們第二天動土，

他們也是一群基督徒去那邊，然後去祝福，禱告、祝福，他們當然是不

拿香啦。但是我看到的是什麼，就是說，這個基督徒的這個活動，在，

就是說，基督徒之間的那種團結，跟那種聖靈充滿的感覺，我去那邊我

一樣有感覺到，我們講靈呀，就是那種感覺、磁場的感覺，有的。所以

我會~，我這個人比較不著相，就說，我也會參加基督教的聚會，我也

會參加慈濟的活動，因為我覺得那都是值得讚嘆的，就是天上的能量，

我稱為佛也好、耶穌也好，他幻化作不同的人形、不同的因緣去幫底下

還執迷不悟的迷途羔羊，或沒有覺醒的人覺醒，對，都值得讚嘆。所以

我不會執著在某個門派之類的，只是說那你師承何處，喔，我們會講我

是禪宗師傳的弟子，這樣。就是法脈是哪裡，對。但是其他的我都是讚

嘆。因為每個人信仰的他的那個師父，肯定出發心都是為了渡眾，只是

他的語言文字因為過去的種種所形成的不一樣而已，不一而足。當然，

別人可能會有很強烈的排他性，那我就包容嘛。因為他們可能得到的訊

息是這樣，那我不用去爭執這些東西，這無所謂的，真理就是真理。 

【跟慈濟、佛光山等等台灣佛教團體互動會受到質疑或排斥？】還好，

沒那麼強，他們多半是跟你強調他們的優點，要你多參加他們。跟本地

佛教團體像香海禪寺，他們知道我的背景，反而更有興趣，希望多了解

你一點。台灣佛教團體的排他性還好，基督教團體會比較明顯。 

【這個禪修會參與者在上海人數？】來來去去。常來的約有三四十人，

今年最多有三十五人。【南京或長三角大城市有相關的組織嗎？】可能

有同修去，但可能沒有這樣的組織，都散的，海外也有禪修會，南非、

紐西蘭也有。台灣總會會有我們這邊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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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之四：受訪者#21訪談文字稿（摘錄稿） 

訪談時間：20091226 

符號說明：【】為訪者提問 字詞加外框為化名或代詞 ……表刪節 

 

一、遷移與認同 

1.請問您在臺灣住在哪兒？祖籍是哪裡？有搬過家嗎？大概在哪些地方居

住過呢？ 

■苗栗三義∕廣東梅縣∕不算搬家，有在林口、台北，但那是上班。房

子在林口，工作在台北，老家在三義，那時候都是一個人。 

2.請問您在臺灣原來從事什麼行業？到大陸之後是從事什麼行業呢？您是

如何判斷在大陸要從事的工作呢？ 

■景觀∕現在還是景觀設計∕原來是外派來這邊執行景觀設計工程，跟

遠東建設嘛，就是遠雄集團啦，做的時候派過來。 

3.請問您是哪一年到大陸工作、生活？為什麼會想要到大陸發展？ 

■97 年過來，做技術支援與指導。然後就到北京、天津。2001 年回到上

海。就自己離開公司自己做。97 年是外派，一個月來一趟；上海是就來

長住了。想發展哪。台灣在七零年代的發展模式我們有碰到，那時候二

十多歲，有賺到錢。知道這個階段成長的演變過程，那個版本，不講遠，

改革從蔣經國到李登輝的經濟成長的變革，在大陸你看得到同樣的版本

在用，等於說，推後十年在大陸重新上演。所以，當然就過來了，啊你

就看得到嘛，啊就這樣子。所以這是一個嘛，第二個，大陸畢竟這行業

對我們來講，它比台灣的，以設計師角度來講，大陸的設計師收費，比

台灣好收。這邊的人會付設計費，比較會肯付，台灣一般來講就混在一

起，不分類的；那這邊是會給你分，因為這邊是很多國家在這裡，做法

就是這樣。所以這邊競爭力各方面還有機會。所以你在台灣是什麼角色

我們不管，但你來這邊能不能站得住腳才是真的，不一樣。 

4.您的工作型態是自己獨資的臺商當老闆，還是和當地合夥或外商合夥？

還是當臺幹或其他種類呢？ 

■董事長是我老婆，她是大陸人，我在這邊結婚的。【資金來源？】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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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台灣帶一點過來，基本上算陸資，在大陸登記嘛，我們沒有登記外

資啦，我們算內資，但資金本來就我們自己掏腰包出來。有超過資本額

的一半，基本上是有啦。公司負責人，我們是執行者，也算啦（負責人）。

在法律上是我老婆啦，執行者是我啦。 

5.您現在在大陸是全家都搬過來嗎？還是自己在大陸，家庭在臺灣呢？ 

■對對對對。台灣還有兄弟姊妹。 

6.您會固定時間回臺灣或原居地嗎？多久回去一次呢？是為什麼回去呢？

您現在在大陸算是定居嗎？或算是移民了呢？ 

■一年吧，過年。【會因為工作上洽公回台灣？】沒有。但明年會有，以

前有幾次是台灣的老客戶叫我們回去，我們基本上不回去，但是可能明

年會考慮這件事情。因為現在三通快嘛，我的工作在上海，飛桂林、貴

陽、重慶、天津、北京、哈爾濱，我都要跑，廈門，坐飛機，我接外地

設計案比較多，飛桂林、貴陽兩個半小時的行程，比飛台北還要久，但

機票當然是比台灣便宜啦，但是客戶出錢，對我來講沒關係。所以那天

我跟我老婆討論可以考慮啦，我說，對呀，我在台灣也能接啊，回台灣

的時間行程還比這邊去貴陽、桂林還要短囁，算一算也可以啊。本來就

有，我朋友接，叫我幫他們做啦。他們的理由是，在台灣發包出去的費

用太高，那我們幫他做，可以收低一點。所以明年有可能因為工作的關

係回去。【所以之前都只是因為探親回去，一年一次？】對。 

【定居∕移民？拿這邊身分？】沒有，這邊不可能考慮拿身分證，沒必

要嘛。你說拿身分證這個，我們很多人都有碰過。很多在上海以外的區

塊，很多台商都會碰過。你在這邊關係好的時候，像三線城市啊，內陸

省份一些老客戶會跟你講，要不然我幫你搞一張身分證，這是有的。上

海是不可能的，蘇州、崑山都有過。你關係好我給你弄一張，反正你雙

重國籍啊，那不要緊哪(台語)，也有。但是那種它也不是移民~完全移民

的那種心態，有的是為了方便他在內陸辦一些東西嘛。那我們沒有這樣，

完全不認同，【所以現在是因為工作而在這邊定居？】基本上是這樣啊，

家都買在這裡，我們三個都是一樣（指受訪者#20、#22）。 

7.您有大陸當地的親友嗎？您與他們往來互動多嗎？他們住的地方是您的

祖籍地嗎？您有去過嗎？有什麼樣的感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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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沒有，我老婆的親戚啦。【有去過她們那邊嗎？】有啊，我老婆

是~人家說我老婆像台灣人，我像大陸人，真的啊，很多人都這樣講啊，

我客戶也這樣跟我講(笑)，安咧卡土(透)嘛(台語)。他們家還好，他們家

父母的教育比較好，算「成分差」的那種。以前很好嘛，被人家那個，

家庭教育很好（指黑五類），所以他們還好啦。 

8.您是一開始就在長三角地區工作嗎？還是之前曾在別的地方工作過？為

什麼會在長三角地區工作呢？您去過長三角地區哪些城市呢？ 

■長三角。南京、上海到杭州，我也不知道。大上海~，現在因為是說，

可以這樣跟你說，七寶跟虹橋是整個長三角的中心點。到南京一小時，

到杭州 35 分鐘，這個都是高速鐵路嘛，高鐵，不是動車，350 公里時速

啊，比台灣還快。這種角度去看，我跟阿杜，因為他在無錫，假如我真

的有事，我就坐高鐵去，很方便；他們要回來，我去接他，就五分鐘。

所以這個，大三角絕對是正確的。我們也是覺得這個是很好的，還不錯

啦，這邊。但是話說回來，可能我的能力比較差，要在長三角跟人家競

爭可能很累。欸，我這邊，做景觀的，台灣人不算什麼。除非你很大的

一個。我們在台灣也是啊，一開始很好做啊，久了就要找美國的、日本

的，安藤忠雄啊這些，景觀建築都這樣，很正常啊，就是一個商品招牌

啊。所以我們在上海來講，一般就是找老外，我之前跟人家比圖，跟澳

大利亞的比圖過，英國、日本、瑞典。上次我們去哈爾濱的是瑞典、日

本，我跟阿杜去的，你看，這種的很多啊。全世界的人都在這裡啊。所

以我覺得我目前的能力，還有我上次在桂林碰到的那個台灣設計師，他

在台北中和那邊，他開室內裝飾公司，就裝潢的，他在北京、上海考察

了整整將近兩年，不敢做。直接就跑到桂林，殺到廣西去。當商代喔，

他半年之內他就接了一千多萬的活，人民幣，我在工地碰到他。大陸工

作、發展機會很多，到武漢、廣西、貴陽等內地省份、城市，還比較受

尊重。在上海感受比較不受尊重，因為上海競爭多。如果要做私人的客

戶，是一定要待長三角，因為這裡的客戶身價非常高，上億的、十幾億

的都有，很多。高價位的房產，一棟三千萬、一億的，在長三角才有。

人民幣。我做房產我就離開長三角，我做私人的就留在長三角。 

【上海範圍認定？】我認為是到蘇州、崑山。因為我的客戶、老闆，私

人的大部分都在上海。崑山、太倉、常熟，就是這繞一圈，基本上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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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這邊（上海）的。無錫、南京那又比較獨立一塊。我認為崑山這

一塊還屬於上海。 

9.您在大陸當地生活和工作中，常使用的語言是哪一種？您會使用當地方

言嗎？ 

■基本普通話，第二我們講台灣話，第三再講客家話。【會用到上海話

嗎？】不會，不講。他們會跟我講，聽得懂啊。【但你回應的時候？】我

絕對講普通話。以前開會的時候，現在不會了啦，會叫他們不准用上海

話。但是現在大家都認識、很熟了啦，他講他的啊。就是跟房產客戶的

時候啦，公司裡都講普通話。【遇到台灣的朋友才用台灣話？】基本我們

常常在一起啊，每天做伙啊（台語，笑）因為這裡都是~這裡是多少台灣

人啊，他們預估說差不多有十萬人，我們這一帶，以這裡為中心來算啦。

周圍啦，加起來，至少十萬人。最大的聚居區就在這一帶啊。以前是在

仙霞路嘛，現在基本是在這一帶。從古北到這裡，最密集的台灣人最多

的。 

10.您覺得現在已經融入大陸當地的生活了嗎？您覺得對當地有認同感

嗎？ 

■完全沒有。【認同感？】認同～，很喜歡哪。【認同自己是上海人哪什

麼的？】沒有必要啊。沒有必要把自己當作哪裡~我們哪裡來的就哪裡

人，什麼人就什麼人咧。倒是這邊很多員工，明明湖南來的，老是滿口~，

我就說，神經病嘛，你哪裡人就哪裡人，有什麼好改的，有沒有道理。

我看電視，我們三家都一樣啊，TVBS、東森、三立、民視，對不對。小

孩子看 yo yo TV，有差別嗎，沒差別啊。啊呷飯，台灣料理店、台灣便

當，打電話叫人家送蚵仔麵線、味增~，跟台北不(是)一樣，你看，真的。

在這裡沒這個差別啦，真的沒這個差別。一樣，跟台灣、台北差不多。 

11.您在大陸會覺得臺灣是故鄉嗎？還是覺得大陸是故鄉呢？或者大陸是

原鄉或是他鄉、異鄉？還是您有什麼個人的感受？ 

■我就台灣哪。看人。因為人家說我們廣東人哪、南方人。這邊店裡買

東西，人家就「老闆你南方人」，「對對對」；「廣東的」，「對對對」，沒

關係啊，廣東就廣東，祖籍廣東啊。因為有時候買東西，用台灣人未必

好買嘛。但是一般正常的朋友、客戶問，台灣就台灣哪。【跟大陸內地

客戶講的時候會考慮嗎？】不用。他們認識我的第一天，絕對會知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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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哪裡人，這沒什麼好怕的啊。而且這也很正常啊，坦然做事，又不是，

沒有必要隱韙啊。【故鄉？】居住、工作。因為我的工作需要全中國跑。

所以我需要一個方便、適當的居住地，但是老了叫我待在這個地方，那

是不可能的，絕對沒可能(台語)。【對目前居住地的親切感、認同感？】

多少都有啦，不可能沒有。在這裡住，環境熟悉了以後，誰都會對他有

一個感情嘛，那是不可能沒有。我住很多地方，都會有感情，但不會說

一定要形成一個絕對的模式，做很大的認定，將來如何如何，不大可能。

但因為我娶的是大陸太太，所以將來她留不留上海我不知道，那小孩子

有可能唸到大學，到時候可能也就半個上海人，讀久了、住久了就變上

海人，有可能，因為同學、學校的因素嘛。我有一個朋友，小孩一歲來，

現在很會講上海話，他也是客家人啊，老婆高雄的啊，閩南的，講台語

的嘛。要說將來怎麼樣，大人最大的牽絆還是會選小孩，可能性啦。那

我是這樣想，我可能是帶著小孩回台灣，因為畢竟環境還是習慣啦。【跟

大陸當地居民有互動嗎？】有啊，把他們狗壓到以後，大家變好朋友啊。

所以現在樓上樓下對我都很熟。【跟他們互動~】不會很勤勞啦，就是大

家見面打招呼。有事會聊聊，我的鄰居跟我本來就有工作關係，因為我

買的房子是我的客戶蓋的啊。他們蓋的房子好的樓層都他們先保留，也

幫我保留，樓上樓下住的都是他們集團的高層主管，所以我們都會認

識。平常上班不太會碰到，週末會碰到，聊天啦，在停車場聊天哪，頂

多啦。【一起出去玩？】有，很多要招，但不可能。因為我老婆不太喜

歡跟那幫上海人互動，所以我也不願意。 

二、個人與親友的宗教生活 

12.請問您在臺灣有沒有去拜拜過？或是去教會、上教堂？ 

■有。常去的玉清宮。 

13.您在臺灣有沒有宗教信仰？或是拜祖先、拜土地公、普渡、拜媽祖、關

公或王爺？ 

■主要在玉清宮，媽祖跟關公。回去就拜。一年大概一兩次。祖先有啊，

傳統的客家人。義民爺、三山國王，小時候，現在幾乎沒有。王爺沒有。

土地公有。老人家拜就跟著拜，一年就節慶的時候拜，現在沒有。 

14.請問您在大陸有沒有宗教信仰？您是來大陸才有宗教信仰嗎？還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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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有？ 

■也不算有。就是他們（指受訪者#20 夫婦）來了以後，就帶我們去佛

寺。有點算定期，就初二、十六，但後來比較沒有，就這裡走一圈。關

聖帝君、觀音、財神爺，做生意嘛。佛也有。就每個神明都拜。 

15.您在大陸的宗教生活是否會遇到阻礙呢？像是被禁止或是沒有適當的

場所？ 

■沒有。不是非法的嘛。 

16.您在大陸都如何進行宗教生活呢？當地有能夠滿足您宗教生活的地方

嗎？您有常去的寺廟、教堂、教會或宗教團體嗎？ 

■龍華寺、玉佛寺因為那個地點比較遠，我們沒有刻意啦，沒有去過。

去過靈山大佛，無錫嘛，沒有燒香，跟朋友去，認識方丈嘛。還有南京

棲霞寺，星雲法師的祖庭。杭州靈隱寺去過，觀光心態。周莊那個報國

寺去過了，其實那個也是觀光心態啦，也有去上過香啦，有去到那，路

過、走過，就是進去看一看嘛。一般來講，台灣人，我們那邊的習慣就

是，我這邊佛寺是固定的，其他的就是不固定的，不刻意的。觀光或路

過，或者是~基本上是屬於隨意的、隨性的。 

17.您知道當地的宗教、信仰或風俗嗎？當地有沒有自己的寺廟、教堂、教

會或宗教團體呢？ 

■【會去基督宗教的教堂嗎？】以前在台灣有，在這邊沒有，比較少。

以前是因為老師的關係，他是牧師，會帶我們去，在苗栗、台中那邊。 

【會不會覺得信仰需求欠缺，或需要去找？】倒也不必要，因為來這麼

多年，因為這邊大陸有錢人有宗教信仰，基本上都有，大部分有兩個目

的啦，一個是賺了錢做功德，蠻多的，有個客戶捐了棲霞寺地藏王殿，

花了八百萬，最近要花一個億人民幣去捐五臺山，他們是這種心態啦。

啊有一些他們是跟西藏喇嘛的，有。【你有遇到台商朋友有類似的情況

嗎？】有。我一個朋友他是很熱衷的啊，捐西藏喇嘛的、捐廟的，他都

捐。其實檯面下的大陸的宗教活動看起來，比我十年前來的時候明顯，

已經檯面化多了。…… 

18.您在大陸的家人或親戚有沒有宗教信仰呢？他們如何進行宗教生活

呢？和您一同嗎？還是他們自己有自己的做法？您知道大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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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丈母娘是啊，每個禮拜六、禮拜天都到教堂，很規矩的。【基督徒嗎？】

對呀，大陸人。上教堂，現在住上海，以前在黑龍江嘛。黑龍江就上教

堂啦。到上海是天天那個，每個禮拜做禮拜都去。【有固定的教堂？】固

定的，有。長寧區，中山公園邊上那個，那邊有個教堂。【基督教？】基

督教，對。 

19.您的大陸親友有宗教生活嗎？您會和他們一起進行宗教活動嗎？ 

■【他們會試圖影響你嗎？或者是？】不會啊，沒參與。我那個丈母娘

從來是不干涉我們生活，我們也不干涉他的生活。不會啦，大部分自己

很獨立啦。不會影響，她也不會去跟你談這個。【您從來沒有跟她參與過

她的宗教活動？】對呀，沒時間，也沒辦法。 

20.您會跟您的大陸同事或朋友談到宗教話題嗎？或是和他們一同參與宗

教活動？ 

■很少，還是可以談。農村的人談的會像文革前的老傳統，包括地藏王

寺啊，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的都有，貴州也有。城市不明顯。二三

線城市還是有，只是儀式行為跟台灣不同。但基本上的因果觀念還是相

同的；還有普遍信仰的神佛，像觀音、地藏王寺，基本上都差不多。很

玄啦，有的地方講得很玄。宗教這個每個地方來講，畢竟中國的宗教體

系還是儒釋道嘛，沒有變，變不了多少，只是儀式上，程序、供品，因

地制宜，生活形式有些差異，其他的都差不多，我感覺是這樣。對，與

我的工作有關係。 

【他們會邀請你去參與他們的宗教活動？】基本上不可能，也不會。我

只有受過我的一個朋友，客戶邀請，去棲霞寺。他這個人呢，身家少說

也是五個億以上的。我們有討論到宗教觀念裡頭佛教的概念，基本上，

變得說比較談得來，所以他就邀我有空可以去參加哪個寺廟走走，他邀

過我，所以我才去棲霞寺啊。他本身是無錫人，住在上海。旗下好像有

個證券公司吧，所以是相當有錢。但是他們宗教信仰的程度，包括現在

吃素，大陸人，還是吃素的。【當初怎麼去談到宗教性的話題？】因為我

的工作有一半是~，我們做景觀的，中國人的景觀裡面其實還是會涉及到

風水。中國早期的景觀是風水，其實就是風水師，講白一點就是風水師。

因為，要趨吉避凶嘛。（……）我們在擺的時候就會用風水的概念做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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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佈局。所以跟業主會挑動這個東西，有的業主會主動，大部分的業主，

基本上十個有九個會跟你說，他自己請了風水師來看，或者是我們幫忙

介紹風水師給他看。其實這邊的有錢人跟台灣、香港的有錢人是差不了

多少的。因為，講得難聽一點，有了事業有了生意有了錢以後啊，他另

外一個層面上的，一個是要保平安，第二個是保他的財富。所以這個邏

輯上差不了多少。但重點就是這些有錢的人都會有信這些宗教的，他們

都會回饋到他們老家，偏僻山區的那個學校。有一個已經捐了第十二個

學校了，他捐廟宇還捐學校。【業主有台灣客戶嗎？】不多，一兩個而已。

【互動過程中有宗教信仰上的活動嗎？】一般在大陸他們不會有，只有

太太有，就像那古北的他太太比較明顯。她參與宗教、喇嘛啦，還有佛

教界、道教界，她都參與。跟台灣行為相同。她先生也是一概不信，只

有回家拜祖先，其他的就不一定。另外一個工廠老闆的，就叫我請那個

做儀式上面，要請老師來看風水、看時間，在崑山。【老師是請台灣還是

大陸的？】我是~也是一個古北太太的，她是台灣老師，聽說那個是道教

的。他是做台灣做法會，聽說做一場要一千萬台幣的那種，而且是台灣

知名人士的風水老師的那種人。另外，她又介紹了一個東北人，哈爾濱

的。他是突然會通靈，四十幾歲以後不曉得怎麼樣，通靈了，所以他就

很多能夠知道的事。 

【您太太有宗教信仰嗎？因為您丈母娘？】我老婆是嫁雞隨雞、嫁狗隨

狗。我怎麼樣她就怎麼樣，我拜哪一個神她就跟著走。【您本身有無皈依

成為教徒？】我的算不算我不知道。我媽媽好像給我在佛教裡面拜過。

我有個卡，說什麼我是「三寶弟子」啦，我是什麼法號叫什麼「持隆」，

【小時候嗎？】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囉。對呀，我記得有這麼一回事，有

一個卡我媽給我過，但不是我親自到場的。【你母親幫您~】就說什麼神

明要我皈依，有這麼一回事。其實很久都忘了，這次他們到棲霞寺聊起

來，我才想到這個事，我就跟方丈聊起來，就想到了。那真正講起來，

我跟我老婆有參加幾次慈濟的會員，但是並沒有去參加他們的，因為慈

濟並不需要講究到那個寺廟裡面去拜拜嘛，事實上只是去做點善事功德

罷了，我是這樣的角度去看啦。【在大陸嗎？】對，我在大陸才加入的。

介紹我們的就隔壁的桃園的一個太太，也是住在這裡啊。【在這邊有參與

過慈濟辦的活動？】有，但是我沒有空，明年我老婆會去參加。一些義

賣活動會去參加，到現場幫忙。但是大型活動沒辦法參加。我太太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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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小孩嘛，等小孩大一點之後就可以去參加。【您母親幫您辦皈依，您的

感受如何？喜、怒、質疑？】沒有不高興啊，這個東西，隨緣吧。【那您

自己會覺得自己是佛教徒嗎？】不會。【那現在再想起來的話呢？】其實

也 OK 啦，其實台灣大部分的人，佛教道教都搞不明白啊，【那您想起這

件事情之後，會比較清楚定位自己是佛教徒嗎？有這樣想嗎？】沒有。

其實沒有。只是到佛教寺裡面有那個感覺而已。【會覺得自己是佛教徒這

樣子？】欸對對對，對對對。因為像我們這邊佛寺到底是佛教道教也搞

不清楚，那你到台灣媽祖廟那邊是道教大概清楚，到了玉清宮到底是佛

教還是道教，理論上是道教，主神關聖帝君，但是你到行天宮也是關聖

帝君哪。所以基本上你說台灣人真的有幾個人弄得明白？所以簡稱~你拜

祖先應該也屬於道教，也屬於儒教吧，就是所謂孔子教義嘛。所以應該

講儒釋道是一伙的，簡單講只能說中國人、台灣人的一種傳統習慣罷了。

所以你說很特定的很刻意的，像李連杰他們信的那個喇嘛，因為我跟他

們接觸過嘛，那個喇嘛來、老師來，我們都去接待啊，我們去佈施，這

個有的。那他們佛教的人就很明白，佛教就是佛教、道教就是道教，就

大陸人他更分得比較明白，台灣人並沒有這樣做，我發現，我身邊的朋

友沒有這樣做。【反而大陸分得比較清楚？】他這邊就佛教寺佛教寺，道

教院就道教院。 

21.您在大陸有沒有接觸過宗教類的電視、電臺節目或期刊雜誌？或是宗教

類的書籍、DVD、CD 等等影音媒體呢？或透過小耳朵收看臺灣的宗教

節目呢？ 

■大愛嘛，還有基督教的那一台。會大愛的新聞看看。這邊佛光山的也

收不到嘛，所以也沒有很刻意啦。但因為朋友關係，鼓勵我老婆唸一些

《地藏經》啦，這是有的啦，沒有很刻意啦。【DVD、CD？】我們還是

那個佛教的音樂啦，《地藏經》、唸佛經，也是朋友送的啊。我老婆比較

乖，那個台灣朋友太太跟她講了一聲，怎麼做怎麼做，她就天天照做。

基本上天天做。【她怎麼做？】每天晚上小孩子睡覺以後自己唸一唸。【她

如果讀佛經有問題或相關的事情，會問您嗎？】他不會問我（問其他臺

商太太）。【你有跟她提過您母親幫您辦皈依的事嗎？】有，【她不會覺得

你就是佛教徒？】不會。我去棲霞寺很有趣，從這個佛寺看到歷史。祂

從隋朝開始到現在，現在是民國之後修的。跟我的工作有關，因為我是

景觀師，景觀你就需要了解當地的人文文化歷史，還有傳統信仰，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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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任何東西裡面，都要融入這些元素與風格，每個區塊都可以去看看。

所以，我喜歡這樣，因為是我的行業。算是職業性的個性使然啦，會去

關注、會去了解。所以喜歡了解全中國各地的文化歷史背景。包括歷史

啦、野史啦，像金庸的小說寫的也跟我們有關聯，因為有些設計是主題

式的。 

22.您在大陸有捐印過善書嗎？或者在寺廟、教堂、教會奉獻過？您在大陸

有收到過免費發贈的宗教類書刊嗎？ 

■寺廟裡面可以拿得到啦，但外面的我們不敢拿，【但是有人發嗎？】有

啦。但是有的是拿著那個佛書還有金牌的，那都是騙人的比較多。假和

尚多，在上海、這邊都這樣。因為他們會到你的辦公室去，我們辦公室

以前是 open 的嘛，那就來了三四個人這樣子，就是說他們都講山西啊，

哪裡的，山西又不是五臺山，哪裡的又不知道，總而言之講，【化緣嗎？】

那個，他們說，那個都不算。當地人、上海人說那都是騙子比較多。真

的，這個這個其實我們要敬拜個師父很簡單，如果我要供養的話、做佈

施的話，我就必然是到我要做的寺廟做佈施就可以了。畢竟中國這麼大，

而且他現在的~中國它現在的整個環境變了。以前人家不跟你談，也不談

太多別的事情，像是這幾年來，可能思維啦、環境啦，可能比較提速啦，

所以比較 OK，所以現在談論的人比較多。但是感觸比較深刻的畢竟都

還是像我去貴州，那邊感覺比較多。 

我去那個區塊呢，貴陽市有一大半區塊的人基本上還是客家人。對，

他不會講客家話而已。因為他們的祖籍地跟他們出處，還有他們信仰模

式，還有他們用那個吃飯的包括醃的鹹菜啦這些很多東西，竟然是跟客

家人是一模一樣的。【信仰模式是怎麼樣？】就是他們也拜土地公啊，也

有拜佛啊，大概聊一下，拜祖先、他們祖先的堂號他們都有的。所以基

本上那幫人也是客家人。因為問姓氏都是，基本客家人常有、比較多的

姓嘛。欸，姓陳姓吳姓林的，姓謝的、姓彭的、姓羅的，大概都是差不

多這些姓。我就跟他們聊起來，發現那個公司竟然有十幾個，因為辦公

室有三十幾個人，有十來個只要是當地的，基本上是客家人。一問都差

不多，我喜歡問這個東西。只有一些家從東北過去的啦，湖南移過去的

啦，就比較看不出來，本地的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另一支從江西到四川、

西南，工作全中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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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太太每天誦經會找您一起做嗎？】不會。她是想說這樣可以幫助家

庭，她是這種心態在做，沒有別的意思。【她有向你表示希望成為佛教徒

嗎？】這個倒沒有。【你說沒有，是說她沒有這個意願嗎？】不是，看不

明白。因為她只是人家跟她講唸經好、祭拜祖先好、祭神明好，她就是

認為對家裡有幫助的，她是傳統啦。【家裡有設祖宗牌位嗎？】因為在台

灣。【有佛像嗎？】朋友送的。【在家有擺設嗎？】很難擺，因為人家送

的，是喇嘛送的。【#20 妻：對呀，他辦公室放彌勒佛，那又要擺密宗的，

那你當然兩個會打架囉。你到底要信哪一種。對不對，不行亂放的。】

這個～～理論上我是不知道，但是這個～，其實兩個概念啦，第一個，

他送的那個佛像，密宗的，那個喇嘛送的那個啊，很漂亮，真是漂亮，

而且看得非常非常地舒服。其實你不管當他是藝術品還是當作神佛佛

像，【#20 妻：可是你說開光過的，那個就是那個啊，已經不是藝術品啦。】

不是，我們不會擺啊，不敢擺啊。【開光過的好像就必須擺出來】他那個

可以捲起來，祭拜的時候打開來就可以了。【所以平常是收著？】對，平

常是收著。因為家裡小嘛，也不知道擺哪裡好。【那你們有因為這個事情

問師父問~？】問這位（指#20 妻。笑)，沒有啦，我那朋友是說沒關係啦，

問師父倒是沒問。 

三、宗教力量的感受 

23.您在大陸，是否有從事過靈修活動呢？是特別的活動還是您持之以恆的

修煉？ 

■（前題已問與妻誦經活動） 

24.您認為會到大陸工作、生活，是神明的指示或主的安排嗎？是一種冥冥

之中註定會發生的事情嗎？ 

■沒有，隨緣吧。因為以前是外派的，來了以後呢，感受到大陸發展的

契機，是在台灣我們曾經參與過，但是沒有好好把握的機會。對情勢的

判定啦。【現在回頭看的話呢？】沒有錯啊。【也還是一樣？】對呀，大

陸只會更好。【冥冥中註定或神明力量的安排？】我想，姑且來論的話，

首先，人在陽世間，必須注意當下，關注在當下，而不是關注他自己的

~~，因為神佛~我那個方丈講的，神佛沒有給你錢，神佛不需要錢，神佛

自己沒有錢，也不需要錢，對不對，所以神佛只在心中就好了。那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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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財富是自己去掙的，而非神佛給的，對不對。所以，理論上是

自己的判定啦。 

25.您有去過大陸當地的寺廟、教堂嗎？您會覺得祂的神力比臺灣的寺廟、

教堂還要強、還靈嗎？您會有回到祖廟或本堂的感覺嗎？ 

■因為可能我去的兩個不同，第一個比較大的就棲霞寺的跟那個靈山大

佛。大陸的寺廟裡面啊，他們的感受都是比較商業化啦，感受比較商業

化。那像我們這邊佛寺祂們這些，很多神佛都放在一起，很多嘛，那就

變成說，其實每一個院都好像都這樣，我感覺啦喔。那靈山大佛是比較

像觀光佛寺，那種感覺，因為祂的氣勢比較強。其實這次感受比較到的

是棲霞寺那種老的，因為包括祂的主神從印度哪個法師帶過來，和尚帶

來以後，交給隋朝的哪一代的皇帝，這種歷史的傳承，所以祂那個神佛，

那個毗盧寺有個毗盧佛，那法師介紹給我聽，他講得我就蠻有感受的。

因為毗盧寺是高於彌勒佛嘛，如來，就是說，在佛教之前的前世就是毗

盧寺毗盧佛，是吧。所以祂早期不是供奉如來佛，而是毗盧佛。所以這

種在分支下來，祂整個歷史的緣由，而且祂是比較古老的。所以祂裡面

沒有誇大、奢華的東西，而且翻修的老式的那種中國式宅院，所以那種

心情感受，比較能夠讓人靜心下來感受參佛的意念。到了靈山大佛，因

為那時是掌管住持來帶我們，所以動線感覺氣勢很豪華那樣，類似參觀

啦。所以那種沒有很大的對於佛教寺院的，主要是看到一個豪華的宮殿，

豪華的酒店的感覺。這差別不一樣。到了棲霞寺裡面的毗盧寺，因為祂

寺廟很大，裡面有佛學院，是星雲法師贊助的還是什麼，就是整個那個

就是比較古老的，包括裡面齋菜的小丁、外來一般信徒下榻的地方，連

空調都沒有的。而且都很簡陋。佛堂裡吃飯就幾張大桌子，很簡單，菜

也燒得是，不怎麼樣，黑黑的，都是素齋，不過他們吃飯的碗都這麼大

(笑，比手勢)，不過那是就是出家人一個清修的環境，那個就會讓你覺

得可以靜下來。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其他的地方我沒有去過我就不知

道了。那只有在貴陽的道教寺，一個祂叫觀音寺，但是那裡面也是過得

很奢華的生活，旁邊兩邊都是商業街，那個咧~很生意，做生意的概念。

但是那個也是當地人捐款的，我知道，因為我的業主就捐了不少，捐了

兩百萬吧。那種就感覺跟客家人很像(指捐廟)，感覺很像。所以在中國

來講，我反倒是跟我那個臺商太太，跟她接觸以後才知道，中國的佛教

那麼廣泛，就是參與者其實蠻廣的，蠻廣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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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跟台灣的感受比起來？】當然還是有不同啦。因為畢竟大陸的，因

為他們年輕人基本上，應該講起來在五十歲以下啦，四五十歲以下吧，

這一代人可能對宗教信仰可能是空白啦。只有農村的那些有跟著父母拜

過的祖先這樣的，拜過那個上天、敬神的動作，其他的沒有。所以大陸

的佛教，宗教界的，宗教的產生，我不認為他會很蓬勃。但是，現在有

新的一代來的蓬勃是，就在四五十歲的這一代的人，在撿以前文化大革

命掉了的那些東西。就是，主要的宗旨他們還是為了如何保平安保財產

增財產，都是這個心態，我看八、九十都是這樣。也因為他們可能上了

這種財富的層次以後啊，所接觸的朋友裡面，所以他們這幫人，我發現

每一個都基本上都有請法師當老師，或者是請風水的道教老師做備位的

老師，基本上這就會跟香港、台灣這一類的華人差不多。宗教信仰絕對

不會像台灣這麼～，因為台灣是從小耳濡目染的東西嘛，你小時候就開

始接觸這個環境，所以台灣人接觸這些習以為常，而且各地的宗教文化

結合當地的一些各村落的所產生演變出來的不同的風俗習慣，還有就是

我們講拜拜嘛，所表現出來的條件也各不相同。在台灣可以很自然地接

受嘛，在中國的話，這種行為是，理論上他是~我個人所知是，他沒辦法

允許你這樣。因為他們的和尚，就像我以前好像去過蔣介石那個奉化溪

口，就奉化那裡有個寺廟在山頂上嘛，就是他王母王太夫人那個【妙高

台那邊？】欸，有個寺廟。那時候去的時候他們就有個和尚就跟我們講，

他們是不管有沒有做事都要領薪水，所以他以前給我的感覺就是，那時

候很早啦，那時候 2001 年的時候。其實在以前，對大陸的佛教的印象並

不是很好。一個是收門票嘛，第二個很商業嘛，第三個~和尚呢，就是你

拿錢我做事。但是，台灣是說，比較平民化，普遍性平民化，這邊的和

尚，你供養得多，去靈山大佛、棲霞寺受到高級接待，也是因為朋友供

養、佈施很多。但是總而言之講，宗教信仰在中國，反倒農村的還有老

人家把失去的那一段落把祂拉回來，我去那邊，三十幾歲的還會談論這

些事情。 

四、習俗與生活 

26.您在大陸會不會過宗教節日呢？像是中元普渡（盂蘭盆節）、聖誕節、

媽祖生日之類的等等。 

■我們是沒有啦。中元節倒有。之前是有的，現在因為辦公室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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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27.您在大陸工作有吃過尾牙或春酒嗎？您有在大陸過過農曆新年嗎？過

程和內容跟臺灣有沒有什麼差別呢？ 

■有，【名稱？】對，都一樣。不會問什麼意思，就聚餐。有抽獎。我的

印象裡還不曾解釋過。【時間？】不會看日子，一般就是禮拜五晚上。台

灣也是，基本上都是休假前一天。【農曆年？】有。差不多。我老婆那邊

就是吃元寶，水餃而已啊，東北人的習慣。我囁，就是在窗口拜一下那

個祖先講一下，這樣子而已。因為我們在台灣家裡都有拜嘛。基本上在

台灣過，只有一年在這邊過，有一年在這裡過。【像拜天公這類儀式有

嗎？】沒有，守歲、放鞭炮都有。【吃元寶時間？】跨年，子夜。因為他

們有老人家在嘛，所以還是有這個習慣。【這邊是在上海過嗎？親友到家

裡？】對對對。丈母娘，還有她妹妹，沒有回去的。【大年初一有去廟裡？】

忘了，應該沒去。而且廟裡太多人了，根本擠不進去。上海這邊習慣也

是初一要去廟裡，但是人多得不得了。【初一會看哪個方向吉利去走春？】

會出門，但不會刻意看。【會到這邊佛寺？】大年初一沒有去。【過年期

間，初一到開工前？】有，會有，回來有拜過啦，今年有啦。因為也是

他們家（指#20 夫婦）搞出來的。【去廟裡拜拜會有安太歲、點光明燈？

或請護身符、平安符？】在台灣會，這裡沒有。 

28.在大陸開工或破土會拜拜嗎？大年初六新春開工會拜拜、放鞭炮嗎？初

二、十六會去拜土地公嗎？ 

■【新春開工會看日子嗎？】會，【會看農民曆嗎？】對。【自己看嗎？】

對呀。【會擺香案，拜拜儀式這樣？】會，但是現在搬到辦公樓就沒有了，

以前在這裡的時候方便。【有空間這樣？】對，那邊沒有空間怎麼拜。【開

工儀式的模式？】我們是到廟裡去啦，我們開工是到廟裡說的。就是既

然辦公室不方便嘛，我記得是到廟裡去的。廟裡去點個香啊，跟那個先

生講一下，跟財神爺說一聲這樣。是這種行為，沒有在公司裡拜。所以

那邊開工時間到了，我就過去點香。【公司有宗教信仰的擺飾或符號？您

工作跟風水有關，會注意這一塊嗎？】因為我的辦公室是兩個人合租的，

所以不好~，擺了都不對啊。你要擺那個不管是素石，就是金木水火土，

那要跟你的主格調相稱嘛，不相稱你就反遭沖忌嘛，所以我沒有擺。【是

你有看過想過後不擺，還是本來就沒想這個？】就兩個人合租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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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最好不要擺。 

【這裡有地方拜土地公嗎？】就到廟裡去啊，到這邊佛寺，但是我到現

在還搞不明白，到底土地公在哪裡。【#20 妻：我們那天講就那個吧，就

伽藍殿旁邊那個啊。】又有點像月下老人囁，【#20 妻：月下老人是另外

一塊】我都把他認定為土地公啊。【#20 妻：對啊，他就是土地公啊。】

【因為中間是恩主公嘛】【伽藍】【#20 妻：面對他的右手邊是關公嘛】

恩主公是【#20 妻：伽藍佛也算，就是他們說的恩主公，關公是關聖帝

君】我們苗栗不是恩主公是關聖帝君嗎？【#20 妻：那個是苗栗啊，所

以有點不太一樣啊。你應該是伽藍佛才是那個啊。】苗栗的玉清宮上面

也有伽藍佛，【#20 妻：沒有，上面是玉皇大帝，因為關聖帝君後來升級

為玉皇大帝了，對。玉清宮樓上是玉皇大帝啦，對啦。】喔，伽藍佛我

是不熟的，【#20 妻：要不然他怎麼會在恩主公的上面，他是玉皇大帝最

高的位置。】伽藍佛是玉皇大帝喔？【#20 妻：不是啊，伽藍佛他是恩

主公，恩主公他又不一定是關公啊，不一定哪。】是嗎？（看著訪問者）

【各地變化不一樣，只是說，你現在講的這個佛寺是這樣子啊。中間恩

主公嘛，祂的旁邊是關公，那通常這意思是他們是財神系統的。那如果

是財神系統的話，左邊那個就應該是土地公。】【#20 妻：所以那天我們

也研究過，龍華寺祂也是這樣擺。那可是我在想，龍華寺他一進去是彌

勒佛。然後我們那天講，為什麼他這邊一進去的時候是觀音。結果後來

看到他那個位置應該還是彌勒，還是應該是拜彌勒的。】【因為月老通常

會跟註生娘娘還有另外一個放在一起。】一般是，信仰只是求一個心靈

的撫慰而已啦，你說要用到什麼樣的~。你說在中國，他的宗教課題是很

好玩的，他的課題比較深。因為我到處跑，在低層次的農民，低階~低下

階的人，他們所談的農民那個宗教模式，跟高階層的人談的宗教模式，

其實是兩碼事。【差別如何？】高階層他所祈求的就是說，跟古代差不多

啦，就說他有錢了有勢的條件之下，他想造就他更高的威望。所以他會

造廟，鋪橋造路嘛，做功德嘛。再就是增加他保平安保財富的意涵。窮

人的話，他是因為他敬天神、敬鬼神的目的呢，是在一個老的文化傳統

之下分支下來的東西，他必須依著祖先所流傳下來的東西做一個傳承，

就這種心態。但是他們也不指望也沒有奢望說，神佛之間能夠給予他什

麼。他們的心態的出發點很單純，因為他父親叫他這樣做。就像我們一

般台灣人普遍的傳承模式，如此而已。但是我見那些高階者，他們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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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即使是以前共產黨幹部，出來從商以後的心態裡面，接觸到所謂

的三教九流的人以後，自然他們會回到這個角度去看。看了之後，我跟

他們聊，其實他們做的佈施行為、功德行為，我就跟他們講，你們不外

乎是保平安、求財富、保財富這樣子的概念。所以他們也說，差不多嘛，

既然有能力就回饋嘛。但不管怎樣，有這樣做已經算很好了。 

【你有遇過追求個人精神層次超脫的這種朋友嗎？】其實～我覺得～～

那個也應該算啦。像他捐給寺廟八百萬之後，他不大希望再去那個寺廟，

就說，我們去，人家把我們作為上賓，其實打擾師父的清幽，沒有意義。

呃～捐助他，是緣分，而非什麼要求。他說他現在無所求，因為已經賺

那麼多錢了。【他捐助有留名嗎？】寺廟把他父親、祖父、祖宗牌位請到

廟裡供奉。這是廟裡主動要求的。（中間說明棲霞寺在隋朝供奉初建者父

子牌位歷史，以解釋廟方供奉該周姓捐助者因由。）他的名字有刻在奠

基石上。另外上次是為了他兒子（在美國）還願才去啦。所以他說沒事

盡量不要去。上次我們去吃飯，他馬上捐了一千塊，說不能讓寺廟出這

個錢，這是給廚房師父的錢，他是這個心態。不過話又講回來，（講該周

姓友人雖在信仰行為上好，但仍不免求神問卜請大師）（嘆人的慾望不

止，求神皆源於慾望。）但我覺得棲霞寺的方丈講得很好，神佛本來就

沒有錢，你不需要用錢來，需要錢的是人，是人們。人們要，才會有這

些慾望之求。求神佛給你福分，神佛不會給你，神佛只是告訴你，人應

該做好當下該做的事情，就好了。這就是最大的福報嘛，圓滿嘛。他就

說，神佛沒有錢，他也不會給你錢，因為他也不需要錢，所以你們所求

的東西，他都聽得到，但是他也幫不了你。那也有富太太專門從深圳坐

飛機來問，這就一語道破。這種我就覺得他就在他精神上追求的，在他

的修行上我覺得就做得不錯的、蠻好的。 

【台商在大陸捐善款的？】有聽到有一個啦。沒有見到他，他也想打造

一個九華山還是道場。因為他的設計案要找我一起做。【您自己在這邊有

捐款過嗎？】不多吧。【寺廟功德箱？】那是必然有的。【有捐到廟宇刻

名嗎？】沒有沒有，我從來不玩這個，不需要吧。【像上海有些廟宇在重

修，說燈一座多少、神像一座多少，這個你會去捐嗎？】不會，台灣我

也不會。 

29.您在大陸有看過風水、算命、求籤、收驚，或者公司名稱有算過筆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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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手機號碼，或是看農民曆來做事嗎？ 

■我是我是就是一個東北朋友還是一個台灣的老師嘛，他會幫我算哪。

【最近嗎？】有有有，都有，最近我運氣不好。都有啦，跟台灣習俗一

樣啦。沒有找這邊的，那個擺在路邊的測字、算命的倒是沒有。【什麼情

況下會請那位老師算呢？】就朋友聊到我的事，他就打電話給我，說幫

我算一算。【那你有算嗎？】有啊，【在上海】對。不是我主動跟他講，

是我朋友跟他講的。【您的工作多少跟風水相關，在工作上會考慮到這方

面因素？】會的。【請風水師來看？】有，但是一般都業主請，不是我請。

【業主有請你找過嗎？】也有也有。【您找的話怎麼找？】找台灣的。【這

邊有大陸的風水師嗎？】有啊，就剛講的那個認識的，黑龍江的。他說

他是得道的，以前從來沒上過香，到了好像三四十歲，就突然什麼事情

打擊，他就過程後，他就突然知道很多事情，他說他有什麼天眼通、天

耳通什麼的，聽到一些神佛的話，會起乩啊，他會起乩。他以前不會，

以前沒信仰。【他們的起乩~】跟台灣一樣，【會有神明附體、講話？】對

對，【你有看過嗎？】看過，當場求神的時候，他做個儀式嘛，帶我做，

在他家裡，他的廟在東北和河南，【什麼廟？】好像地藏寺什麼。他找人

去捐錢、投資。很多他上海的信徒啊跟他去。大陸有很多這種帶著信徒

的老師，【他起乩之後，你看，覺得是真的嗎？】應該是真的吧，不可能

假的吧。我只感受到全身會起雞皮疙瘩，【您在旁邊？】對，開始他說：

你知道我來了吧，這樣。【你問事還是他自己起乩？】我問事。對，因為

他說他幫我了解我的事情，所以他就幫我做個法，這樣子。【你知道哪位

神明？】他問我我知道他是誰嗎，我說我不知道啊，後來他講說他是什

麼娘娘什麼，【那您問的事是什麼事？】就我工作的事情。呃，我也忘了，

因為那個名字不是我們台灣常用的神佛的名字，啊，什麼聖母，反正就

是，我看過兩場做法的，一個台灣老師，一個是這邊的老師。也是一樣，

點完香之後就會一直打嗝，一直打嗝一直打嗝，跟那個台灣起乩差不多。

打嗝完之後就開始講話就不一樣了。那個過程裡面我就會起雞皮疙瘩，

他就說，你知道我來了，我就說我不知道(笑)，還有一個問我說神明來

了幾個你知道嗎，我說我不知道。那是一個道教的做一個陣法，他請神

來嘛，那個可以帶你去看，那個地方，你如果有感覺的話可以感應到那

些陣法，在上海古北，私人的。（……）所以，怎麼講，我只是一個傳統

者，無法去領會很多高深智慧，我們沒那個能耐，只能說心存感恩，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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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些事情，但也不知道很多所以然，所以我不可以妄言，不可以亂講。

畢竟我還蠻傳統的。【這過程中用的語言？】他有用一種語言我聽不懂

的，他說他講的是天音。他一起的時候他講的好像阿拉伯文還什麼的我

聽不懂，他就 Na Na Na Na，Da Da Da Da，Do～就開始了，那我當然是

聽不懂啦。【他問你是起乩當中嗎？】之後。之後啦，就退了以後。退了

以後就軟下去了，一樣。跟我們電視上看的差不多。【問完之後是否對你

有影響？】會的，當然你既然信者，就稍微信之，既然親者，你就親近

嗎，既已親就要信嘛，如果不親就不信嘛。信他對我來講，也沒有多大

的一些生活的不便嘛，所以這個不影響的，不會影響。【對你之後的生活、

工作，會照他說的來改變嗎？】這兩位老師講的，理論上來講不會造成

你現在太大的現狀改變，是會讓你注意某些事情這樣。一個老師跟我講

我去年會怎麼樣，都還真準；【所以他會讓您在大陸這邊生活、工作上作

為參考？】 參考必然是有啦，參考是必然是有啦。因為我說過嘛，既然

聽之就信之嘛，對，不信就不聽嘛，聽了就信嘛。但是，信這個東西，

我們不會迷信，因為畢竟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去做那種會太影響我們現

有生活模式習慣，也不至於。所以也不太影響什麼。【您會常問嗎？問事、

做法這個會是你生活、工作的重要參考嗎？】有啦，因為聯繫上比較密

切了嘛，基本上會一個月大概~我們碰到比較特殊的生意上的事情，會跟

老師問問，幫我問問，這樣子，會的，還是會。【你是說頻率上差不多一

個月一次？】對，差不多，至少有。因為我們每個月都有一些新的，比

較新的比較特殊的環境、個案，比較重要的，案子比較大的，會問一下。

讓他幫我看看倒底有沒有這個案子。其中有一個老師，台灣那個老師，

我一個案子我也問過他，那就在在做的，呃~他說，沒問題，拿來。我們

所做的事情，業主認可，當然，有些是求一下老師幫我們把把關，排一

下卦，可不可以、做不做、能不能接，或者接下來接得到接不到，這個

都有問。問了 OK，就知道了。基本上，還蠻那個的，還蠻準的。【那如

果有遇到老師說不好的，負面的情況呢？你會不接 CASE 嗎？】 一般，

CASE 倒沒有很大的問題，他都沒有說不好過，就說開車要注意，確實

是這樣，我從來沒有發生過那麼多小 trouble，但是都沒有傷到人，還好，

神明保佑，欸，欸。（意指接案子好壞與否也會影響其生活順利與否或運

勢好壞。所以接案之前會先問老師。） 

【公司名稱筆劃？】以前沒有，【現在？】所以現在公司要重新起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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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算。【會請老師幫你？】已經跟他說了。【小朋友名字呢？】是我朋友

幫我找老師幫我算的，在台灣。台灣請他老婆跟他的老師去問，問了以

後把名字拿給我的，就是我朋友幫我兒子找他朋友幫我取的名，就這樣。

所以取的筆劃特別多(笑)。【您太太、丈母娘會有意見嗎？】沒有意見。

【不會問你說為什麼要這樣做？】不會。我丈母娘蠻 open 的，信仰是個

人自由嘛，無從干涉，也沒必要嘛。【手機號碼？】我的號碼很單純，是

大陸一個老大哥他公司裡面配給我的，我離開以後他一直給我用到現

在。所以，我從來不考量這個問題。很多事情不是我們能夠掌握的，何

必強求咧。【手邊、家裡有農民曆嗎？】有，我開工一定要看。工地開工

必然看，開工儀式這個是一定要做的。這是給員工、工作人員安心，一

個是給業主看了心安。給予業主看我們對他交付的任務的尊重，會的。

那業主都尊重。【會按農曆的時間進行？】主要是開工。施工過程沒有，

就開工破土。自己排時間嘛。【施工上會用文公尺之類的嗎？】都有的，

那個也同樣邏輯嘛。亮出文公尺可讓業主覺得你專業且受到尊重。如果

純從宗教上看的話，一個是自己功力的問題，一個是免得落入業主覺得

迷信。若是業主自己信仰的話，就請他自己找老師或我們幫他介紹，不

會自己下去。【有遇過請老師來？】有啊，都有。【會影響你的施工嗎？】

有啊，大部分不會，我們就照老師講的調整一下。通常他們加的就是加

錢哪，我賺錢。但老師來一定會跟你講哪裡要動一下下。因為，不動，

對他來講就沒意思嘛。就像醫生不開藥方就不是醫師一樣。 

30.您在大陸有參加過婚禮或喪禮嗎？您覺得和臺灣是否有什麼不同之

處？ 

■婚禮有。喪禮沒有。大陸的。我自己啊。【有迎娶過程？】有有有還是

有的。跟台灣模式差不多啦。【拜別父母？】我老婆有，這個都有。擲扇

子啊、過火爐啊，其實這都隔壁的太太在幫我們弄的。我也不懂。這是

隔壁斜對面的台灣太太她安排的。至於是不是客家人的什麼，我也沒印

象。 

五、宗教團體和區域宗教活動 

31.您目前有沒有加入任何宗教團體成為會員呢？像是慈濟功德會、佛光

山、一貫道的組線或基督宗教的長老會、靈糧堂等等？在大陸是否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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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到同團體的臺商朋友呢？ 

■【所以您目前有參加慈濟的會員？】對對對。【其他呢？】比較少，沒

有遇到過。基本沒有。我只是買粽子、月餅，匯錢。但實際的賑災什麼

就沒有。【一貫道？】沒有，【基督宗教？】沒有，很多人不會很明顯地

提起，因為大陸的環境嘛。所以沒有刻意提起也就不會談這個事情。而

且我台灣朋友不多，大概就這幾個(指受訪者#20、#22)。 

32.在大陸，臺商彼此間會不會共同組成神明會或是宗教組織呢？ 

■（前題已答會共同拜廟） 

33.您在大陸有沒有參加過神明遶境、進香或廟會之類的活動呢？ 

■沒有。我只看過這邊佛寺的一些和尚往下走，一邊走一邊唸經，好像

在灑淨還什麼。【什麼時間？月份？】忘了，幾月份忘了，看過一次，在

馬路上，去年吧。【夏天嗎？】對對對對，應該是夏天。拿著銅鼓、木

魚敲敲敲敲，反正就一直唸經就對了啦。【寶懺、法會？】沒有見過他們

真正大型的法會。 

34.您有去過長三角其他地方的寺廟或教堂、教會嗎？您覺得長三角地區內

的宗教生活狀況都一樣嗎？還是彼此間仍有不同？ 

■（前題已答無錫、杭州等地） 

六、宗教對工作的影響與發展 

35.請問您有帶臺灣的神明或宗教物品如佛珠、項鍊、護身符來大陸嗎？您

覺得對您在大陸的生活和工作有幫助嗎？ 

■有的，這邊請的，東北老師給我的。一個古代的銅幣。保平安、招財，

放身上，就這個啊。基本上都會帶。回到家、睡覺前就拿下來，出門就

戴上。求個心靈上的撫慰嘛。【你有出門沒戴到的時候嗎？】有。【會有

什麼感受嗎？】就差點撞車啊，真的啊。兩次。兩次不戴兩次都~，一次

就腳被釘子扎到，一次就被撞車，真的。所以我老婆說，一定要戴(笑)。

【車上有平安符？】有，廟宇(台灣的)求的。 

36.您的企業或工作場所有沒有提供宗教需求的環境呢？是如何規劃的

呢？ 

■（前題已答因與人合租辦公室，最好不要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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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您覺得宗教信仰對您在大陸的生活和工作是否有幫助？或是有其他影

響？ 

■正面當然就是說，當你，因為做生意嘛，本來就像隨波逐浪，高峰低

峰都有，高空低谷都必然存在嘛，人有心情，本就有陰晴圓缺嘛，所以

求個心裡上的寄託慰藉是正常的嘛。對不對，有個精神上的依託嘛。所

以，屬於當然是正面的啦。那，負面的話，我們並不是一個很深入的宗

教人士，所以說，沒有，也應該沒有所謂負面的事情。【當地朋友對你宗

教信仰有所排斥？】那倒不會。可能因為我工作位階的關係，應該不至

於。你說他們要排斥，其實我認為，普遍中國人再怎麼樣，以前是有一

段空白的時期，但是畢竟他們都認為這些東西是 OK 的。因為我的接觸，

好像沒有哪個業主跟我反對過。都覺得希望我能夠多幫他一些。他們都

會這樣。多幫他們注意這些事情，都是這樣。再不信者，他們都會。從

來家裡沒點過香的，他也會問我這些事情。【業主有遇過共產黨員嗎？】

都有啊。有好幾個啊。他們都政府官員，當然是共產黨員，而且位階相

當高咧。他們比你更信。我認識一個蠻高階的，他在位的時候，他要求

的東西更誇張，很離譜。所以我覺得，那個我就不跟他多談了。我只幫

他把關到某一點，其他的他去問他自己的老師。所以，都是人啦。有的

東西，雖然他位階這麼高，可是他一樣看的要求的更高。【他的階層？】

大概副部長級，單位是中央級。退休了。人在上海。 

38.您認為宗教和信仰在未來大陸的生活和社會中，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對

於臺商在大陸的生活或工作上，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大陸的宗教有個問題，年輕人對宗教的接受度不會很高，也因為他這

邊宗教是比較商業化的、商業模式。所以只有做生意的、老人家，才會。

有可能會斷層，我認為啦。因為年輕一代根本就不會去很介意這些事情。

跟台灣也差不多啦。其實過年也差不多，我回到這裡，嚇一跳，多熱鬧

啊。雖然人很多，車子也少很多。可是鞭炮放到從年三十基本放到天亮。

台灣就回到鄉下去，以前很熱鬧，現在會去三義很冷清，比苗栗還冷清，

就沒有以前的過年氣氛嘛。所以，不知道。唯一保存的就是說拜天公、

拜祖先。這邊就初一上廟裡，這邊還比台灣熱鬧一點。 

這邊宗教的問題應該是普及化沒那麼快。商業性太重，廟裡要好，生意

要好，知名度要高，大家一直求。但是不是聽到的是生活有靈，而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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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那個廟宇比較大，是從這個角度去看。反正我個人感覺，不會像台灣

這麼普及。台灣是有傳承，這邊沒有。而且這邊的父母也不會要求子女

一定要到廟裡去走走，不大會。我身邊員工、還有上海人，感覺到的問

題。 

【您這裡朋友如果去龍華寺等等，你有問他們去的原因、動機？有靈還

是求神佛，或跟自己精神上？】就跟父母去而已啊，我個人感覺上是他

們在這方面基本上是無所知。【您會帶你小朋友去拜拜嗎？】會啊，我小

朋友知道什麼是拜拜啊，他會。經過七寶寺就知道，拜拜的地方。 

【您在家裡會教小朋友講客家話嗎？】有講，但是沒幾句啦。偶爾會點

一下，只有跟他們(受訪者#20、#22)講的時候，才會講給他們聽。因為跟

他自己講，他會聽不懂。偶爾會跟他講。【你會有意識說，一定要教他會

講客家話嗎？】有，只要環境、條件許可之下，還是會跟他講。因為我

認為，他能夠多一份就是母語嘛，所以人哪，多學一樣總是好嘛。【台語

呢？】台語不特定要求，因為我客家話是母語嘛。他只要國語、英文、

客家話，OK，就夠了。上海話他如果讀書，多少會聽得懂。台語有那個

環境也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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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3309.html 

《湖南省宗教事務條例》（2007），見

http://code.fabao365.com/law_16583.html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見人民網附設「鄧小平紀念網頁」 

William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1917.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621(http://www.gutenberg.org/). 

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務委員會，見

http://www.shmzw.gov.cn:8080/gb/mzw/xxgk/gkml/jgzz/jggk/userob

ject7ai7.html 

上海市政府「市民族和宗教事務委員會」網頁，見

http://www.shmzw.gov.cn/gb/mzw/shzj/index.html 

大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見

http://www.gov.cn/zwgk/2006-06/02/content_297946.htm 及

http://www.gov.cn/zwgk/2008-06/14/content_1016331.htm 

大陸「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關於與宗教活動場所有關的遊覽參觀點

對宗教人士實行門票優惠問題的通知》（2005）、《關於整頓和

規範游覽參觀點門票價格的通知》（2008） 

大陸國家宗教事務局：〈關於處理涉及佛教寺廟、道教宮觀管理有關問題

的意見〉(2012.10.08.) ：

http://www.sara.gov.cn/xwzx/xwjj/17145.htm 

中國政府網∕中國概況∕〈中國宗教的百年回顧與前瞻〉：

http://www.gov.cn/test/2006-03/24/content_235635.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宗教概況：

http://www.gov.cn/test/2005-06/22/content_8406.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生產總值，見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生產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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