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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五上專題課時，老師帶我們去花蓮勝安宮進行觀察法的實地練習，後來配合課程參加

救國團舉辦的一個「神氣好小子」的宮廟活動。在一次次真實的接觸道教文化中，我對於那

些載歌載舞的乩童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經老師鼓勵後，我開始將自己的心中問題以網路搜尋

資料來尋求答案。閱讀文獻時，發現乩童在被選中後，可能會有內心反抗性的掙扎或是想要

逃避的心理（無作者，2017），但文中並沒有詳細提到為什麼人們會產生這種想法。一般人

對於乩童這種神職人員可能會投以比較特別的眼光，甚至是貼標籤（林富士，2018）。因此

我也很好奇當乩童發現自己是神選之人時會有什麼樣的想法和感受？為什麼在台灣乩童的社

會地位普遍偏低，但是他們仍有不可或去的存在必要性？（林富士，2018）我們要如何去辨

別乩童的真偽？乩童在被選中之後還需不需要再「進修」？但從全國碩博士論文網中發現，

研究乩童主題的論文，只有少少十一篇，大多是講述單一廟宇當中的文化轉變，對於心理層

面問題、乩童的遴選方式、訓練乩童……並未提及。因此我希望能藉由這次的研究來解答我

的疑問，同時增進我們這一代對於傳統宗教文化的了解。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乩童的遴選方式、如何辨別真假乩童及其成為乩童的養成訓練 

（二）了解乩童在台灣文化中的地位 

（三）了解乩童的在被選中之後的心路歷程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 何為乩童 

    所謂的乩童指的就是具有借神附體或通神能力的人（宗教知識家，2018）。一般來

說，擔任乩童者，往往在生命中忽然遇到生場大病的考驗，蒙獲神明的特別庇佑後，撿

回一命，因而感激神明的慈悲護佑，也知道自己的「宗教使命」或「天命」，因而發願

擔任有緣的宮廟或神壇的乩童（宗教知識家，2018）。宮廟和神壇皆為道教場所，因此

推斷乩童為道教的神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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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的道教民俗習慣 

    臺灣地區現有主要宗教統計類別計有 21 種，有佛教、道教、猶太教、天主教、基督

教、伊斯蘭教、東正教等（中華民國國情簡介，2018）。其中道教是一個崇拜諸多神明

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長生不死、得道成仙、濟世救人。在民間信

仰的社會裡許多宮廟可能會有乩頭和桌頭互相配合問事情（宗教知識家，2017）。據民

間說法，道的思想起源於軒轅皇帝、道家創始人是老子（老子創立了道的哲學，並沒有

設立教派）、道教創始人是張道陵（張道陵則是開山第一宗大祖師，俗稱「張天師」（壹

讀，2018），之所以會成為中國信仰人數最多的宗教（道家忠孝仁義，2018）的原因是因

為此宗教距今已有 1800 餘年的歷史。它與中華本土文化緊密相連，深深紮根於中華沃土

之中，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並對中華文化的各個層面產生了深遠影響。道教作為我國

土生土長的宗教，追溯其思想淵源有三：一是中國古代的鬼神崇拜；二是戰國以來的神

仙方術；三是秦漢時期的黃老道(壹讀，2018)。 

(三) 乩童的遴選和養成方式 

    這些想當童乩的動機往往令人匪夷所思，但對他們來說這是神明的意思，他們必須

聽從並且願意遵照神明的指示去救世幫助人們解決各種煩惱， 這些就是他們口中的使命。

雖然有了當童乩的志向，但除此之外，還需要具備一些當童乩須具備的條件，當這些條

件都符合要求的時候，才能與內心的意願配合而成乩（劉百里、鄭仲恩、陳泓璋、楊鈞

凱，2018）有些童乩大多在兒童階段，依照他們的說法，神明會用託夢或顯靈的方式，

使他們受到暗示，讓他們感覺到有神明在對他們指示說他們有救世的使命。所以，他們

必須擔任神人間溝通的媒介童乩因為受到這樣的徵召，所以他們才會來開壇辦事，替神

明服務，又稱做神召 ( 林富士，2018）。 像這種情形，閩南語稱之為抓童、取童、採童

或關乩。 

    魁洛痕~萃昂之角在痞客幫上所撰的「【趣事】乩童養成計畫?」中提到，也有些老

師傅(乩童)會在自己即將卸任前夕到宮廟所在的村莊找尋自己的接班人。當他們以目測方

式找到適合人選，如未成年後再經過其父母同意後，準備一個小房間、足夠的食物和飲

用水，接著將人選關在裡頭七七四十九天。待時間到後老師傅會詢問孩童是否有什麼特

別感覺，如沒有，則會在將孩童關上九九八十一天。如在第一或第二次有感之人，即能

被神明開光成為乩童，無感之人則無法。 

    綜合上述，若要成為乩童，有兩種途徑：神明抓乩（又稱抓童、取童、採童或關乩）

和原乩童指定下一任。在乩童的養成訓練方面，是已將被選之人觀在一個小房間，準備

足夠的食物，將其關上七七四十九天或九九八十一天來判別此人是否能成為乩童。 

(四) 乩童在台灣文化的社會觀感 

    陳藝勻在台灣童乩的社會形象與自我認同這篇論文當中提到，台灣童乩之社會形象

確有被負面建構的情形。雖然隨著政治解嚴、本土化意識高漲與多元文化蓬勃開展等因

素，使批判童乩之聲漸趨和緩，但學界、官方、傳媒對童乩的評價仍是有待保留且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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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的。而台灣童乩面對其名被負面建構的困境，在陌生人面前往往表達出無奈、不得

已成為童乩的心境，甚至否認其「童乩」身份。 

    另外在「跳出香火外，不再是非中」這篇文章中也寫到：被訪談者（阿財）在兩年

的義務兵役中，極力的隱藏自己的身分，甚至時時刻意的避開廟宇、神壇。但是，偶爾

仍然會有「靈動感應」，上課、出操、打野外、集合，甚至行軍，幾乎任何時候，有時

好端端的坐著，突然腦袋昏昏沉沉的，大腿肌肉就開始了不自主的痙 攣 跳動著，忍不住

就要「跳童」起來。碰到這種情形，阿財只好咬緊牙，暗中使勁去壓抑著大腿，經常憋

得臉色發青，形容扭曲，十分的痛苦。在這樣的掙扎中，阿財的內心也起了強烈的交戰，

對以往乩童生涯的種種越來越厭倦，也越來越不自在……終於他鼓足勇氣，向父親說明

自己的意圖，決心永遠脫離乩童的生涯，他要像一般人一樣，正常的過往後的日子。 

    有此可知，乩童在台灣社會當中的地位還是屬於偏低狀態，原因要歸咎於台灣傳媒

的評價是傾向負面。因此大多數的乩童在不情願、不得已的心境成為乩童，甚至會隱藏

自己的身分、否定乩童身分。 

(五) 如何辨別真假乩童 

    在辨別真假乩童時，我們必須注意到，乩童要與神明相應，召請下凡，必須具備的

最大條件就是天人合一。如何天人合一？乩童本身的人格修養、心靈品質，必須與神明

相附。換句話說，修行人要有修行人的樣，乩童也是修行人，當懂慈悲，不應執著，不

貪名利，嚴戒女色，精進修持，如此之人才能真正天人合一，與神明相應。簡單一句話，

看乩童的修養，即之請來的是否正神（Luzifur，2018）。 

    另外還有辨別真假乩童的方法，如果廟方人員一直鼓勵你捐錢，那極有可能是詐騙。

因為正常的宮廟不會一直叫你捐錢，看一間宮廟有沒有問題，看廟裡的人就知道（拾回

本心，2016） 

   辨別乩童真假的方法，分為兩種：一為觀察乩童的修養，二為觀察該宮廟裡的人行為

是否正直。以上方法皆為觀察人品，也是我們平時常用來判斷一個人好壞的方法之一。 

 

三、研究流程 

    從圖 2-1 我們可得知，本研究大致可分成五個階段：擬定主題、尋找文獻、預約進行

訪談、整理訪談，最後撰寫論文。 

    首先研究者將想要研究的主題一一列舉，依照刪去法將較不可能實施的主題刪去，

才決定現主題。接著根據研究者想要研究的方向去尋找尋找文獻，了解有關於我國（中

華民國）的道教習俗、乩童的遴選和養成方式、乩童在台灣文化的社會觀感和如何辨別

真假乩童等四個方向之資料。第三階段為預約、進行訪談，本研究採用研究法，故進行

兩個訪談，約訪丁國芳先生和林明華先生，確認時間、地點後即開始訪談。訪談結束後

則要進行訪談整理，包含逐字稿、訪談結果及大意。最後依照先備知識和訪談結果撰寫

成一篇完整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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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研究流程圖 

 

四、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為訪談法。訪談對象是對於乩童方面有深厚研究的學者，

分別為丁國芳先生(A)和林明華先生(B)。本研究所使用的編碼方式為受訪對象加訪問題目

之題號。以 A-1 為例，A 代表著受訪對象為丁國芳先生，1 則代表本次引用之詞句出自於

訪談丁國芳先生時的題目的第一題。丁國芳先生目前就讀於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文

化學系碩士班，家中本身開有一間廟宇，其舅舅為在任乩童，從小幫忙於宮廟之中，對

於乩童文化有深刻的體會；林明華先生現任職花蓮慈明道院院長、中國嗣漢道教總會理

事和中國道教嗣漢天師府提派大法師(外加新聞文宣處處長)，目前為張天師體系(詳見文

獻探討第一筆資料)的已認證法師。 

    研究者希望能從一位旁人、有深厚的道教背景，並且能以公正、客觀的角度去詮釋

研究者所提出的問題，故本研究者將研究問題分成兩個版本，根據兩位受訪者所有的經

驗背景去設計題目，兩位受訪者皆使用屬於自己的那套版本逕行訪談，研究者希望能夠

以此方法充分發揮兩位受訪者的專長來使研究更加完美。由附件之題目列表可以得知，

在訪談林明華先生，本研究者追加了一條題目：被遴選出來的乩童真的就能勝任這份工

作嗎？本研究者之所以會追加此項題目的原因是因研究者認為林明華先生本生接觸乩童

養成訓練的機會較多，因此可能會較了解此區塊的事情。 

表 5-1 兩位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項目＼受訪者 丁國芳 林明華 

最高學歷 
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

文化學系碩士班 
空中大學 

接觸乩童文化的時間 國小六年級 退休後，約民國 68 年 

目前持續時間 13 年 3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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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工具 

    如表 6-1 所示，本研究所使用到的工具為筆記本、筆、錄音筆、相機和筆電。由於

本研究的訪談時間太長，故以有涉及訪談題目的內容為主來進行逐字稿整理。 

表 6-1：研究工具及用途說明  

 
 

 
  

筆記本 筆 錄音筆 相機 筆電 

簡單記錄訪談過

程中的重點。 

簡單寫出訪談重

點。 

將訪談過程記錄

下來，以便結束後

整理。 

以圖像方式記錄

訪談過程。 

查詢文獻資料，並

撰寫論文內容。 

六、研究結果 

以下資料為透過訪談逐字稿統整成的幾點資料並比較兩位受訪者之看法異同： 

(一) 了解乩童的遴選方式、如何辨別真假乩童及其成為乩童的養成訓練 

1. 乩童的遴選方式 

    在遴選方式上，丁國芳先生認為乩童的遴選方式分為三種，分別為神明抓乩、原乩

童指定下一任以及自願；並且表示在選乩童上面，神明抓乩最大宗，其次為原乩童指定

下一任，最後才是自願，而且只有在一間廟有正常運作的情況下，原乩童才能在有被神

明附身的情況下指定下一任乩童(A-3)。而林明華先生的說法和丁國芳略有差異，他認為

乩童的遴選方式有神明直接抓乩和原乩童指定下一任(B-3)。但是林明華先生(B)強調，原

乩童在選下一任乩童時要先稟報你所屬的神明，被選之人在你當乩童之前必須要去跟你

的祖先報備，讓祂們知道。並且，乩童在扶佐神明期間所積的功德可以幫助祖先離開地

獄，更上一層樓(B-3)。從以上文字可以得知，丁國芳先生和林明華一致同意乩童的遴選

方式有神明直接抓乩和原乩童指定下一任乩童，林明華先生補充，原乩童還是要報備給

他所屬的神明，被選之人也要告訴他的祖先，以示尊重。但是這和研究者所讀到的資料

不是完全一致，林富士教授在其論文台灣乩童的社會形象初探(二稿)中提到，有些童乩大

多在兒童階段，依照他們的說法，神明會用托夢或顯靈的方式，使他們受到暗示，讓他

們感覺到有神明在對他們指示說他們有救世的使命。所以，他們必須擔任神人間溝通的

媒介，童乩因為受到這樣的徵召，所以他們才會來開壇辦事，替神明服務，又稱做神召 。

因此，關於乩童的遴選方式，研究者發現一個人在被選為乩童之後，除了自己同意之外，

原乩童要報告所屬神明、被選之人要報備自己的祖先，以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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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辨別真假乩童 

    在如何辨別乩童真偽部分，文獻資料說：只見他用毛巾蒙起眼睛，端坐椅上，他在

聲聲咒語中，很快就進入了恍惚的「靈動狀態」，頭搖動得越來越快，上身也跟著抽蓄

抖動起來，兩手在膝蓋上越拍越急，拍打得相當用力，劈啪作響，很快就把那地方拍紅

了，緊接著，整個人就像裝了彈簧，雙腳也交替的跺著地，越跺越急越用力，立刻就「跳」

了起來，每一個動作都使出了全力，面部由於咬牙切齒而扭曲成了威武真怒的樣子，還

一再拍桌子，捶椅子，把整個房間鬧的乒乒乓乓的……仔細一瞧，他那激動的表現和氣

喘吁吁，幾乎無力再支撐下去的情形，似乎誤打誤撞，真的有「神明」來附身了。正猶

豫間，他突然停下了動作，擺出個弓箭步，左手一招「外腕上架」，右手收拳在腰。臉

上表情依舊冷峻威嚴，不時有些抽蓄。他朋友悄聲得跟我們說；「太子爺（哪吒）來了！」

正在惶恐是不是我們的動機觸怒了神明，兀 自驚惶不已，他卻收起了架勢，扯下了蒙眼

的毛巾，全身癱軟的跌坐椅上，常常的吁了一大口氣，才氣喘吁吁，斷斷續續的說：「真

累！」之後，他反問我們：「神來了嗎？」說 實 在 的 我 們 都 不 知 道 ， 但 也 實 在

看 不 出 個 所 以 然，瞧他 剛 剛 哪 種 簡 直 無 法 自 拔 的 舉 止，根 本 不 向 單 純 的

「表演 」。他瞪了我們好一陣，才惡作劇般的笑了起來問到：」怎麼樣？

像吧？」這時，他的朋友也脫口而出一句三字經：「連我都差一點被你

騙了！」顯然，真的見識到「當局者清，旁觀者迷」的事了，一時大家

都 有 點 啼 笑 皆 非 （ 醉 公 子 ， 1986）                                                                                                                                                                                                                

    訪談時，丁國芳先生覺得一般人是沒有辦法去辨別乩童真偽，除非是比較專業的法

師、道長、或是是通靈人，才有辦法去判斷乩童是否有被神明附身。其實這是不能騙人

的，如要要騙的話，整個宮廟裡的人都會是共犯，就不會說是乩童個人的行為(A-6)。但

是林明華先生認為，就是必須要去看他講的話有沒有道理、有沒有邏輯(B-9)。總結兩位

受訪者的看法，一般人是無法直接辨別乩童是真是假，因為若該乩童為假，必定也做足

功課，或是因為神明認為其已可以自己行事無須再管，因此使該乩童萌生非分之想（貪

財）。但是我們仍然能從乩童的談吐、字句之間去觀察是否有道理、邏輯。而且，若要

騙人，必須是乩童和廟方人員都串通好，偽乩童不會完全是乩童自己單獨的責任，整個

廟宇都會成為共犯。 

3. 乩童的養成訓練 

    關於養成訓練方面的說明，丁國芳先生(A)認為一個乩童的養成需要經過在一個小房

間閉關(閩南語為坐禁)四十九天，在閉關時只能吃水果、喝水。在第四十九天的特定時

間(會在結束閉關之前先向神明請示)從小房間出來，藉由神明附身，了解他(該乩童)是

否能勝任。但是，如果該乩童平時有一份正職在身，也可以每天睡在神桌下，藉由神明

託夢來學習。(A-4)。在林明華先生(B)的訪談部分，他則認為神明會藉由附身於乩童，並

將乩童的魂魄以六四分抽離身體，讓乩童的靈在一旁學習辦事。 

由此得知，乩童的養成訓練共分為三種，第一個是關小房間坐禁四十九天，透過神

明附身來驗收；第二種是睡神桌下面藉由神明託夢來學習；最後是神明附身並將乩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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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抽出來，在一旁進行學習。在 2016 年 2 月 2 日有一篇報導，其中指出禁房牆上畫有

七個七的正字標記，代表受禁耗時七七四十九天，乩童待在不見天日的房間，除了畫符、

吃符，學習各項儀式外，更要先認識自己再探索天地，最後再到眾生，要向神明證明、

也了解自己若是神明上身，舉手投足都將影響蒼生，開口絕對需要謹慎，也才有成為神

明代言人的真正資格。此說法和訪談時發現乩童必須在小房間裡做禁的說法吻合。 

(二) 了解乩童在台灣文化中的地位 

    了解乩童在台灣文化中的地位，丁國芳先生(A)和林明華先生(B)也一 致認為乩童在

台灣的社會裡比較兩極化，有些人會覺得這些東西都是騙人的、怪力亂神，或者是……

看你怎麼想。如果你把它朝向理性科學那個方面，科學阿、理性阿，你就會覺得這都是

假的，不可以被驗證，就是不存在，就是有點類似精神科幻想什麼的。把它放在台灣社

會、文化、歷史來看的話就是必要的存在。為什麼這麼講，在以前沒有好的醫療衛生啊，

然後也沒有科學知識的時候，其實是靠這個東西來解決人類生活的問題(A-2、B-8)。綜

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在台灣文化不斷推進之下，乩童仍在人們心中有無可取代的

地位，因為在以前，人們有任何大事都是去請教乩童，乩童是神明的象徵，能夠解釋所

有當時的科學無法解釋的種種跡象。但是在科技進步的同時，漸漸有人對乩童產生懷疑，

乩童的社會地位才會一落千丈。 

(三) 了解乩童在被遴選中之後的心路歷程 

在心路歷程方面，兩位專家皆認同乩童在過程當中一開始大多數會選擇拒絕，不管

是神明直接抓乩或者是原乩童指定下一任等兩種方式都會讓被選之人產生抗拒之心。原

因在於乩童在台灣的社會地位普遍偏低，大多數人在自己不需要他們(乩童)時，對他們

的印象都僅存於愛吃檳榔、外在條件很差……等等較負面的形象。在薪資不穩定、社會

觀感低的情況下，一般人在被選中時才會有反抗之心。但是在反抗之下，被選之人所要

付出的代價是生活、事業……等各方面的事情都會面臨谷底(A-7、B-8)。 

因此，我們可以推斷，乩童之所以會反抗，主要是因為乩童這個身分的外觀、社會

地位、薪資等外在條件較受人歧視的原因。但是大部分的人終究還是會接受，因為如不

接受，神明卻還是執意要選你做乩童，神明將會讓你的生活一落千丈，事業從坡風盪到

波底。所以，我們可以推斷，大部分的人在最終選擇在成為乩童並接受訓練時的心境為

心不甘情不願。 

 

參、結論與建議 

 

(一) 乩童的遴選方式依過程不同而有差別，需至有公信力的廟宇問事，以確 保乩童的真實性 

1. 成為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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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的研究結果可得知，目前乩童的遴選方式共分為三種，分別為神明抓乩、原

乩童指定下任乩童及自願成為乩童，且現今最普遍的乩童遴選方式為神明抓乩。神明抓

乩之所以會最為普遍之原因在於此做法可以讓神明直接挑選想要的機身，彈性空間較大；

次多為原乩童指定新任乩童，此做法之所以會式次多的主要原因在於乩童指定乩童的方

式必須要是在該廟宇有正常運作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施；最少數得即為自願當乩童一方

法，因為乩童嚴格來說並不算是一個真正的行業，反倒像是一種身分，加上薪水不太穩

定，因此較少人會主動願意成為乩童。 

2. 像辨別說謊者一樣去找出乩童的真偽 

    以道德論，乩童是不應該說謊騙人，否則會受到良心以及社會輿論的譴責。但是，

坊間依然有可能存在著邪心的乩童，利用信眾對自己、廟宇的信任去騙錢。根據林明華

先生的說法，除了道長、法師、本身即是乩童或是通靈人，這些道行較高的人可以一眼

辨真偽之外，一般人也可以透過觀察乩童的眼神、說話是否有道理、是否合乎邏輯來試

著保住自己的荷包（B-9），或許，就能找出這些偽乩童。但是，此判斷方式並不是決定

準確，因此還是建議大家能夠去正常、有公信力的廟宇拜拜來確保乩童的信度。 

(二) 早期乩童在台灣文化地位崇高 

    前文有提到，在早期的社會，因為沒有科普知識、沒有完善醫療，乩童的神通廣大

事人民心中不可或缺的心靈寄託。但是由於科技的進步、時代的演變，乩童開始慢慢的

不被信任，也愈來愈沒落。在科技的進步，人們慢慢開始依賴科技，一切事物科學化，

無法用科學的種種傳統被稱為迷信，但是當人們悟道的困難是無法被科學解釋時，又會

很自然地去請求神明的協助。基本上，以科學角度上來說，乩童就是一個不明確、無法

被科學證明的事情，卻又無法被取代，但是又不太信任他們，產生一種很矛盾的現象。

從上述，大家應該可以輕易的設想到，現今已有許多沒落、流失的文化成功的在一群又

熱血、有少年感的人手中再次發光；研究者也希望台灣政府能夠更重視此問題，將一路

陪伴台灣成長的乩童文化再次發揚光大。 

(三) 乩童在被選上後會經歷不斷掙扎的心路歷程  

    在遴選過程當中，最困難也最煎熬的地方莫過於接受或不接受的這個環節，而且只

有極少數的人會在一開始就選擇接受。原因就出自於乩童在社會上的負面觀感，畢竟，

在大多數印象當中的乩童就是刺青、嚼檳榔、喝酒、打架鬧事……諸如此類負面的印象。

而且，在科技進步如飛的時代，乩童這種事是無法被科學所驗證的，因此有許多人會認

為乩童是騙人的、不科學。在社會地位低、薪資不穩定(微薄)、又要受皮肉痛的情況下，

就更少人願意去做這件事了。在這種情況下，按邏輯看，研究者認為可以大膽推斷，沒

有人會願意去接下這個飽受異樣眼光、較不受尊重的事。所以希望現任乩童能夠維持好

自己的形象，各個有修養、有素質、有誠信，讓人們對於乩童的印象改觀，讓乩童文化

永續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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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一) 乩童應提升個人素質，反轉他人錯誤看法 

    如同上述，乩童文化盛載著台灣一百多年的歷史，見證了台灣快速的成長；在人民

素質提高的同時，乩童佔了不可抹滅的地位。在以前乩童是最有威望的一群人，人民有

問題的一個奔向乩童。由此可知，在以前，乩童深具威望，是人民的心靈寄託。所以說，

乩童是可以有崇高地位的、是可以被尊重、崇拜的。希望現任的所有乩童們，在煩惱為

什麼沒有接班人，或者是您當年也是心不甘情不願踏上這一行的人，反思，為什麼乩童

的威望變低了？所謂先自尊而後人尊，研究者認為，如果現乩童能夠做好自身的素質提

高，也許就能反轉外人（一般人）對乩童的不解，也更有機會使這美好的文化繼續流傳。 

(二) 人民應尊重乩童文化，包容多元民間習俗 

    站在宗教的角度，希望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信道教與否，不管你信不信有神的存在，

大家都應該以一顆公平、無惡意的心，去接納不同文化的事物，包含乩童文化。畢竟，

當一個人對這個東西了解的不夠透徹，就不應該去批評，這是基本的道德。每一個人的

宗教選擇，都是他們的自由，大家都需要去接受台灣是個多元社會，這個有好有壞的事

實。 

(三) 國家應重視乩童文化的保存與推廣 

    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人們講求文化衝突、文化合作、文化創新，我們更應該去

保留住，給予我們嶄新時代的這些，這些舊有的古老記憶。因為，這些文化，是一段歷

史。每個文化都有一個共通點：第一代希望第二代學習家鄉的文化，第二代期許第三代

拋棄自己的文化去邁向國際文化，但第三代卻又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家鄉文化傳人的一份

子。那，我們何不結合國家政策，一開始就將文化永續傳承下去呢？ 

(四) 未來研究建議：增加訪談對象 

    研究者在此研究當中只有單純採訪兩位專業人士，研究者認為在專家的部分應選擇

兩位職業和從業時間相仿的受訪者，確保統一性；並且同時訪為兩位同樣有相似經歷的

乩童。如此一來就能同時了解乩童和專家的想法，能夠從當事人（乩童）和旁觀者（專

家）的想法，並且進行比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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