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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文獻 
在相關主題的參考文獻當中，筆者將其分為六類，分別是「關於媽祖信仰的

研究」、「關於彰化的研究」、「關於彰化媽祖的研究」、「關於宗教信仰的研究」、「相

關主題之論文」、「關於神像造型的研究」，將其分類之目的，主要是因為雖然這

些均是與媽祖信仰相關之專書及研究，但是其間仍有些許上的差異，因為從理

論、地區、現狀…等方面，將其分類之後，不僅在查詢上方便，而且對於材料之

解讀與引用會有更清楚的掌握及運用。 

（一）關於媽祖信仰的研究 

關於下列的參考書目，主要都是在介紹媽祖的起源、歷史、發展，以及點狀

廟宇的介紹，可作為整理媽祖信仰在這幾百年來的發展及走向，而最主要的思考

取向，就是要利用「普查」的精神，利用下列書目所給予的資訊與方向，朝向最

「周到」的方式來開始對廟宇的詳實記錄。 

王見川、李世偉 
2000《臺灣媽祖廟閱覽》臺北：博揚文化。 

石萬壽 
2000《臺灣的媽祖信仰》臺北：臺原出版社。 

江燦騰 
2001〈評石萬壽著《臺灣的媽祖信仰》—兼論媽祖研究的新方向〉《成大宗

教與文化學報》1，頁 309-321。 

李世偉 
2005〈「媽祖加封天后」新探〉《海洋文化學刊》1，頁 21-36。 

李豐楙 
1983〈媽祖傳說的原始及其演變〉《民俗曲藝》25，臺北：財團法人施合鄭

民俗文化基金會。 

李露露 
1995《媽祖信仰》臺北：漢揚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9《華夏諸神‧媽祖卷》臺北：雲龍出版社。 

何世忠 
2001《媽祖信仰與神蹟》臺南：世峰出版社。 



 168

林茂賢 
2002〈臺灣媽祖傳說及其本土化現象〉《靜宜人文學報》17，頁 91-113。 

林美容、張珣、蔡相煇合編 
2003《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研討會論文集》臺

北：臺灣宗教學會。 

林美容 
2006《媽祖信仰與臺灣社會》臺北：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3《媽祖信仰與漢人社會》哈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 

林祖良 
2004〈淺談「媽祖文化」之形成〉《國立國父紀念館館刊》13，頁 219-225。 

袁和平 
1997《現代眼看媽祖》臺北：幼獅出版社。 

財團法人北港朝天宮董事會 
1997《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雲林：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許在全 
1999《媽祖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莊伯和 
2000〈從臺灣媽祖形相看美感特徵〉《傳統藝術》6，臺北：國立傳統藝術中

心籌備處，頁 18-21。 

陳仕賢 
2006《臺灣的媽祖廟》臺北：遠足文化。 

陳炎正 
1999《閩臺媽祖信仰文化考察》《臺灣源流》15，頁 114-118。 

陳國寧 
2000〈媽祖的風華〉《傳統藝術》6，臺北：國立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頁

14-17。 

張珣 
1997〈湄洲媽祖權威的理論反省〉《兩岸文教交流簡訓》6，臺北：中華發展

基金管理委員會，頁 6-8。 
2002〈從媽祖神話與儀式看—媽祖信仰的俗民性質〉《北縣文化》72，臺北：



參考文獻 

 169

臺北縣立文化中心，頁 12-13。 
2003《文化媽祖—臺灣媽祖信仰研究論文集》臺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張榮富 
1994《民間信仰與媽祖神格的建構：宗教社會學的詮釋》臺中：私立東海大

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曾玉昆 
1999《媽祖與旗後天后宮三百年滄桑》高雄：高雄市立歷史博物館。 

黃美英 
1992《權力與情感的交融：媽祖香火儀式分析》新竹：國立清華大學社會人

類學研究所人類學組碩士論文。 
1994《臺灣媽祖的香火與儀式》臺北：自立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蔡相煇 
1989《臺灣的王爺與媽祖》臺北：臺原出版社。 
2005〈近百年來媽祖研究概況〉《臺北文獻直字》152，頁 171-205。 

蔡泰山 
2004《媽祖文化與兩岸關係發展》臺北：立得出版社。 

戴文鋒 
2005〈臺灣媽祖「抱接砲彈」神蹟傳說試探〉《南大學報：人文與社會類》

39：2，頁 41-66。 

（二）關於彰化的研究 

以下所列出的書目，都是針對彰化宗教信仰與生活層面的文化記錄，裡面也

不乏有介紹到關於彰化媽祖信仰的事蹟，但是由於重點大多是以文化為主，信仰

的層次似乎觸及的不多，但對於將來整理檔案分析的時候，亦可作為相關的參考

資料。 

山根勇藏 
1989《臺灣民俗風物雜記》臺北：武陵出版社。 

中村孝志 著，吳密察、許賢瑤 譯 
1994〈荷蘭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臺灣風物》44：1，頁 197-234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編 
1926《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北：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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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成偉 
1999《彰化古城巡禮》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 

吳德功 
1959〈戴施兩案紀略〉《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十七種》頁 15 

李壬癸 
1997《臺灣平埔族的歷史與互動》臺北：常民文化。 

李俊德 
1999《彰化平原的族群與文化風錄》臺北：彰化縣立文化中心。 

李筱峰 
1999《臺灣史 100 件大事》臺北：玉山社。 

余益興 
2005《疼惜咱竹子腳》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周鍾瑄 主修，詹雅能 點校 
2005〈風俗志〉《諸羅縣志》卷之八，臺北：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周鍾瑄、陳夢林 
1962《諸羅縣志‧卷八風俗志》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 

宋澤萊 
1997《快讀彰化史》（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 

林再復 
1984《閩南人》臺北：三民書局。 

范振乾 
2005〈義民爺信仰與臺灣客家文化社會活動〉《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賴澤

涵、傅寶玉主編，臺北：南天，頁 361-410。 

洪長源 
2007〈風中的故鄉—濁水溪出海口的大城鄉〉《彰化藝文》春季刊，彰化：

彰化縣文化局，頁 58。 

洪英聖 
1997〈清代彰化開發史的回顧（上）〉《師友》366，頁 59-63。 
1998〈清代彰化開發史的回顧（下）〉《師友》367，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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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振民 
1975〈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落發展模式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集刊》36，頁 191～208。 

梁志輝、鍾幼蘭 
2001《平埔族史篇（中）—中臺灣平埔族群史》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唐聖美 
2003《清代閩粵與臺灣地區械鬥之比較》臺中：東海大學歷史所碩士論文。 

許嘉明 
1973〈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

臺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陳仕賢 
2006《彰化縣古蹟與歷史建築導覽手冊》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陳宗仁 
1997《彰化開發史》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 

陳宗仁、閻萬清 
1997《彰化政治發展史》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 

陳柔森 
1999《彰化平原的族群與文化風錄》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 

陳胤 
1999《臺灣人文寫真—半線心情》臺北：常民文化。 

陳俊傑 
2000《巴布薩族馬芝遴社平埔族人》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陸傳傑 
2001《裨海紀遊新注》臺北：大地。 

程士毅 
1997《彰化的自然環境與原住民》彰化：彰化縣文化中心。 

黃文博 
1995《南瀛歷史與風土》臺北：常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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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文化局 編 
2005《彰化縣客家族群分布調查》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鄭政誠 
2000〈日治時期臺灣的國策會社－三五公司華南事業經營之探討〉《臺灣人

文》4，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頁 157-184。 

謝瑞隆、洪慶宗 
2004〈北斗街的歷史建築物與其文化意涵〉《彰化文獻 5》彰化：彰化縣文

化局。 

（三）關於彰化媽祖的研究 

對於彰化媽祖的文獻，其實不多，而所發表的文章也大多偏向於點狀式的介

紹，其不外乎是一些歷史比較悠久的大廟，關於小廟的事蹟與影響層面的大小，

也多是略而不談，在這其中對於彰化媽祖最有研究的，大概就非林美容教授莫

屬，在未來從事研究之時，也要努力朝向這方面來努力及進行。 

王清雄 
2002《鹿港勝蹟志（龍山寺‧天后宮‧文武廟）》臺中：臺灣本土文化經銷。 

林美容 
1997《彰化媽祖信仰圈內的曲館》南投：臺灣省文獻會。 
1990〈彰化媽祖的信仰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8，頁 41-104。 
1989《媽祖信仰與漢人社會》哈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該文被譯為簡

體字，於大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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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政治社會變遷與宗教信仰發展—以彰化平原媽祖信仰發展與鹿港新祖

宮沿革為核心的探討〉《彰化文獻》2，頁 139-172。 

（四）關於宗教信仰的研究 

在相關的宗教書籍中，有些資訊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及參考的模式，因

為媽祖信仰也屬於民間信仰的一環，同樣也屬於文化的層面，均影響著常人的生

活、思考、態度…等，因此列出這些相關的書目，以求讓這整個思考更為完整。 

E. B. Tylor, 



參考文獻 

 173

1874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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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亦園 
1998《宗教與神話論集》臺北：立緒文化。 
1982《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北：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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