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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1964  南投縣草屯鎮草屯國民學校畢業 

1967  台中市立第一中學畢業 

1970  省立台中女子中學畢業 

1974  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學士 

1977  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 

1983  美國加州大學爾文分校社會科學博士 

 

專長與研究領域：文化人類學、台灣民間信仰、 

民間佛教、民俗宗教與醫療 

授課科目：民俗宗教與醫療、台灣民間信仰研究、

民間佛教專題、獨立研究 

經歷： 

1977-1979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助教 

1982-1983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983-1989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989-1995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1995-2002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行為組主任 

2006-2007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圖書館主

任 

2008.1.9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退休 

2008-2018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 

2018-迄今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兼任教授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學術表現與貢獻：  

A 以羅乾章為中心的同義堂武術及其傳承之研究 

在 2002年出版〈同義堂武師羅乾章及台灣中部的武藝社群〉一文，與同義堂傳人謝庭輝合作，撰寫《一

代武師—同義堂師祖羅乾章及其武術傳承》一書，2007年 5月出版。此書敘述羅 乾章的生平事蹟，當代同義

堂武師略傳，及這些同義堂武師們所開創出來的各地武館（主要在彰化縣及南投縣）的簡史及其組織與活動

的情況，並把同義堂的拳法、獅套、傢俬套及所傳承的醫藥知識詳細的紀錄下來，也述及同義堂獅陣及中部

重要廟會活動的關聯。這是繼先前有關曲館與武館的基礎調查與研究之後，衍生出來的一本有關台灣武術、

武術史與武館的專書，開創台灣其他重要武術系統，如勤習堂、振興社、集英堂等等的書寫典範。 

B 《臺風雜記》之研究與後殖民詮釋 

自 2002年開始進行佐倉孫三所著之《臺風雜記》的研究與詮釋，已完成研究論文〈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

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與一本專書《白話圖說臺風雜 記—台日風俗一百年》（印刷

中）。自 2003年 10月在京都演講，2003年 11月在漢城開會，2004年 3月在東京開會之後，此一研究成果頗

獲日、韓學界讚賞，因此繼中文論文出版（2004）之後，韓文版論文（2004）與日文版論文（2006）亦相繼

出版，而且是發表在日、韓國立學術單位的刊物。亦將《臺風雜記》重新編譯成白話文，並配合圖片、註釋、

譯者的話等，而成《白話圖說臺風雜記—台日風俗一百年》一書（2007 年 12 月出版）。而此書之日文編譯版

亦將在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出版。 

以《臺風雜記》當作殖民文獻，雖然明顯有作為殖民政府之施政參考的目的，但作者佐倉孫 三也持平地

書寫台灣文化與民俗，顯現同文異種的台日風俗之比較的意趣。本研究站在當代 台灣人的立場，且來看待《臺

風雜記》這樣的一本殖民文獻，論述台灣人能從中獲取與習得什麼，而不是我們如何被看貶、被壓迫與被歧



視等等種種負面的被殖民經驗。 

C 台灣民俗學與道教研究的奠基者劉枝萬先生口述史 

在國史館的委託下進行劉枝萬先生的口述史，劉枝萬先生是中研院民族所的退休研究員，獲日本東京教

育大學文學博士學位，著作等身，是台灣民俗學的奠基者，2008年 5月出版《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談錄》

一書。書中詳述劉先生在家鄉埔里出生與長大的殖民地的童年，少年時期負笈日本留學九年的歷程，戰後回

鄉擔任初中教員所展開之鄉土研究，在南投縣 文獻委員會、台灣省文獻會、台北市文獻會與台灣省立博物館

從事文獻工作、考古調查、宗教調查等，以及 1965年進入中研院民族所之後所展開的台灣民間信仰與道教的

研究。此外，書中有很長的篇幅敘述劉先生與日本學界的交流與互動，也略述了其退休之後的生活與動態。

劉枝萬先生一生悠遊學海，心無旁騖，可說是百分之百的純學者，他在文獻研究上與田野 調查上的功夫，均

在他的著作表露無遺，足供後人學習。本書出版之後，日本的學界前輩學者如酒井忠夫、森田利明教授已有

相關書介與書評出刊。 

D 民間佛教的開創性研究 

在有關齋堂之在家佛教與有關「巖仔」之民間佛教方面的研究開風氣之先。台灣之齋教由來已久，日治

時期達於極盛，齋教一詞即是日本政府對先天派、金幢派與龍華派之齋堂的統稱，代表教派化的民間佛教。

巖仔是山寺，台灣歷史上有很多有名的巖仔，主祀觀音居多，由巖仔可以觀察佛教民間化的諸多面向。相信

個人有關民間佛教的研究可擴充吾人對台灣佛教本來面貌及多重樣貌的理解。近年來著文論述民間佛教作為

擺盪在正信佛教與民間信仰之間的一種宗教範疇，並強調其與民間信仰的關係，〈台灣觀音信仰的主要型態—

兼論民間佛教與民間信仰的關係〉可說是在過去實徵性研究基礎下所成就的一個總綱性與概念性的論述，呈

現視民間佛教為一種獨特研究領域的信心與企圖心。有關民間佛教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現在《台灣的齋堂與巖

子—民間佛教的視角》（2008年 12月）一書上。 

  

社會服務與政府服務經歷：  

1.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1991.11-） 

2.台北市七星田園文化基金會董事（1997-） 

3.保生文教基金會董事（1997.7-） 

4.僑委會第二屆海外華語文教材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2000） 

5.台灣文獻季刊暨編輯臺灣文獻別冊編輯委員（2001-2012） 

6.2006 科學季：「多樣性台灣」規劃委員 

7.真理大學人文學院 92 學年度評鑑委員 

8.臺北武藝文化研究協會顧問  （2006 年 11 月迄今） 

9.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台灣學研究中心諮詢委員  （2007.8.1-2009.7.30） 

10.文建會專業版台灣大百科會書宗教民俗卷編審委員（2007.1-2008.12） 

11.花蓮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二類組委員  （2008.6.23-2010.5.22） 

12.財團法人全國宗教聯合發展基金會顧問（2008-） 

13.內政部宗教事務諮詢委員（2010.9.22-2012.9.21） 

14.財團法人世界宗教博物館發展基金會附設出版社「新世紀宗教研究編輯委員（2010.1.1-2013.12.31） 

15.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灣文獻暨別冊編輯委員（2011.1.1.-2012.12.3`） 

16.高雄市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審議會委員（2011.4.1-2012.3.31） 

17.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流動的女神：台灣媽祖進香文化特展」顧問(2010-2011) 

18.內政部統計委員會委員（2012.1.1-2013.12.31） 

19.海洋科學博物館設計顧問  （2012） 

20.桃園縣第五屆文化資產第二類組（傳統藝術—-傳統表演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審議委員

（2014.3.1-2016.2.29） 

  

學術獎勵及榮譽事項：  

1.王育德教授紀念研究獎 （1989.7 頒發） 

2.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擔任客座研究員（1992.10-1993.9 日本政府文部省獎助） 

6.日台交流協會歷史研究者（1996.6.20-7.23 赴日訪問研究） 

4.《彰化縣曲館與武館》一書榮獲中央研究院與台灣省文化處舉辦 88 年台灣省文獻出版品評鑑推薦獎，政府

出版文獻整理研究類組第 3 名（1999.5.27 頒發） 

5.國科會研究獎勵（71 學年度-89 學年度之間，共 14 次獲獎） 



6.台灣宗教學會創會會長（1999.4.18-2001.6） 

7.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大陸出版獎助（出版“媽祖信仰與漢人社會”一書）（2001.3.22 核准） 

8.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大陸講學獎助（2001.10.29-11.28 赴中國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講學） 

9.《宜蘭縣民眾生活史》一書獲 91 年度優良政府出版品台灣名人錄（2006） 

10.Afro-Asian Who’Who （vol.1, p.250, 2006） 

11.日本學術振興會 Global Center of Excellent Program Ad hoc Referee（2007） 

12.慈濟大學教師論文獎，送審作品：跨文化的民俗書寫—-佐倉孫三閩風雜記與薹風雜記的比較（2011） 

13.佐倉孫三對台灣原住民的著述與業績 日本交流協會獎助訪問研究案 2013.7.30-8.29 

 

專訪與介紹： 

范濤   2001  林美容教授在民間信仰研究中的開拓與創新，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3（5）：

47-49，廣西：廣西民族學院 

孫振玉  2002  臺灣民族學的祭祀圈與信仰圈研究，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2（5）：32-35，

湖北武漢：中南民族學院 

林文 採訪，陳子陽 攝影  2007  深耕台灣民間信仰文化─林美容（台灣人物誌─台灣文史研究推動者系列），

台灣學通訊第 4 期，頁 2，台北：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教學經驗：  

年份 課程名稱 教期別 學分 學校系所 

1983 社會人類學 學年   政治大學社會系 

1987-1991 文化人類學 學年   中興大學社會系 

1988-1990 宗教社會學 學期 二學期 台灣神學院 

1991 文化人類學 學期 一學期 台灣大學社會系 

1994 台灣民俗與信仰 十二週課程   師範大學人文教育中心第十三期推廣班 

1994 台灣的社會組織 十二週課程   師範大學人文教育中心第十四期推廣班 

1994 台灣人類學 十週課程   台灣建國學院 

1998-1999 台灣民間宗教：民間信仰與漢人社會 學期   淡水工商管理學院宗教系 

1999-2001 文化人類學 學期 三學分 中興大學（台北大學）社會系 

2001-2002 台灣民間宗教專題 學期 三學分 政大宗教所 

2001 民間宗教通論 學期 三學分 南華宗教所 

2002-2003 文化人類學 學期 三學分 台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 

2003 多元文化的教學與課程 學期 二學分 國北師初教系 

2004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學期 三學分 台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 

2004 臺灣文化史 學期 二學分 國北師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所 

2005 臺灣宗教與文化 學期 三學分 政治大學宗教所 

2005 民間信仰與田野調查 學期 三學分 師大台灣語言與文化研究所 

2005 台灣民間信仰專題研究 學期 二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05 民俗宗教與醫療 學期 二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05 文化人類學 學期 三學分 台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 

2006 宗教與文化 學期 三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與盧蕙馨合開） 

2006 民間佛教專題 學期 二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07 人類學與當代社會 學期 三學分 師大台灣語言與文化研究所 

2007 文化人類學 學期 三學分 台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 

2007 台灣民間信仰專題講座 學期 二學分 保生道教文化學院 

2007-2008 台灣民間宗教專題 學期 三學分 政大宗教所 



2008 神明信仰專題研究 學期 三學分 輔大宗教所 

2008 台灣民間信仰專題研究 學期 二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08 宗教與文化（與盧蕙馨合開） 學期 二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08-2009 漢人社會發展史 學期 三學分 政大台史所 

2009 人類學與民俗學 學期 三學分 台大人類學系 

2009 臺灣民間宗教專題 學期 三學分 政大宗教所 

2009 台灣民間信仰專題 學期 三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0 獨立研究 學期 一學分 政大台史所 

2010 獨立研究 學期 一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0 文化人類學 學期 三學分 台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 

2010 民間佛教專題 學期 三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0 民俗宗教與醫療 學期 三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0 台灣民俗學 學期 三學分 台大人類學系 

2011 台灣佛教 學期 三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2 民俗宗教與醫療 學期 三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2 民間信仰專題 學期 三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2 人類學與民俗學 學期 三學分 台大人類學系 

2013 民間佛教專題 學期 三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3 獨立研究 學期 一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3 專題討論：祭祀與儀式 學期 三學分 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 

2013 民俗宗教與醫療 學期 三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3 比較宗教（林建德、林美容） 學期 三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3 宗教與人文（林美容、林建德） 學期 二學分 慈濟大學通識中心 

2014 民間佛教專題 學期 三學分 輔大宗教系 

2014 台灣佛教 學期 三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4 民間信仰專題 學期 三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6 民俗宗教與醫療 學期 三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6 民間佛教專題 學期 二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6 民間信仰專題 學期 三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7 台灣佛教專題 學期 三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2017 民俗宗教與醫療 學期 三學分 慈濟大學宗研所 
 

  

學會：  

中國民族學會會員，理事（1990） 

東方宗教學會會員，會長（1991.10-1992.9） 

台灣歷史學會會員，理事（1995.3-1996.2） 

台灣社會學會會員 

台灣宗教學會會員，理事長（1999.4-2001.4） 

美國人類學會會員（2000.11） 

  

主持研究計劃及研究群：  

1.霧台鄉魯凱族社會文化調查  霧台鄉公所委託  1984.7-1985.6 

2.高雄縣文獻叢書調查編纂計劃  高雄縣政府委託  1991.7-1993.6 

3.彰化縣曲館與武館調查研究計劃  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委託  1994.8-1996.7 

4.彰化縣曲館與武館編纂計劃  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委託  1997.1-1997.6 

5.中華民國現行紀念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之研究  內政部委託  1995.10-1996.5 



6.台灣漢人村庄社會文化傳統資料庫  中研院台灣研究網路化主題計畫  1996.7-2002.12（進行中） 

7.七星地區田園文化調查與發展計畫（第一年調查土地公廟）  1998.6-1999.5  七星基金會委託民族所 

8.中研院各所藏舊契整理計劃  1997.1.1-2000.12.30  中央研究院檔案委員會通過計劃 

9.中研院各所藏宗教調查資料整理  2001.1-2002.12  中央研究院數位化建置委員會推動計劃 

10.台中縣新社鄉九庄媽研究計畫  1998.11-1999.10 

11.台灣民眾宗教的社會實踐整合型計畫  國科會（通過三個子計畫） 

12.宗教研究的推動與整合規劃會議  國科會（計劃編號：NSC88-2411-H-001-049） 1999.1.1-1999.6.30 

13.宗教學門之領域及其內容分類  教育部委託台灣宗教學會（郭文般協同主持）  2000.2.15-2000.8.15 

14.七星地區田園文化調查與發展計畫—七星地區漢人社會的建立與關渡媽祖信仰圈的發展  七星田園文化基

金會委託台灣宗教學會  2000.1-2001.12 

15.九二一震災台灣各宗教之救援體系與動員模式之研究  中研院 921 災後重建研究委員會通過計畫 

2000.1-2002.12 

16.五十年來台灣宗教研究成果評估計畫—負責民間信仰部分  2000.8-2003.3 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委託台

灣宗教學會 

17.來去請干豆媽出版計劃  七星田園文化基金會委託  2002.1-2002.12 

18.霆斬門氣功的知識系統   國科會補助（2002.8-2004.7） 

19.七星地區的土地公廟出版計劃  七星田園文化基金會委託  2003.1-2003.12 

20.保生大帝的信仰文化與傳播研究計劃  保安宮委託  2004.10.1-2007.12.31 

21.劉枝萬先生口述歷史編纂計劃  國史館委託  2006.4-2007.6.30 

22.民眾宗教研究群  林美容、張珣共同主持  2007.4-2008.3 

23.府城迓媽祖民俗活動調查，「99 年度輔導縣市層級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工作計畫」 

24.台灣魔神仔的傳說與信仰之研究  國科會補助計畫（NSC 99-2410-H-320 -004 -MY2，補助金額第一年元，

第二年元） 

25.霞海城隍廟青山宮與靈安社祭典暨繞境記實調查與編輯案  台北市政府委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標案

（2012.5-2013.4） 

26.廣福宮老大媽信仰圈研究案，私人委託研究案（2014.1.1-2015.12.30），總經費 198 萬元。 

27.大龍峒金獅團之歷史與現況調查研究案，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補助 35 萬元，計畫期間：2014.1.1-2014.9.31 

  

協同主持研究計劃：  

1.南島語群西部諸民族之生育習俗與親屬結構之社會人類學研究  關西大學院大學山路勝彥主持 

2.宗教與二十一世紀的台灣  中研院文哲所李豐楙主持  1995.7-1996.6 

3.全國文化生活圈文化展演設施發展綱要計劃  文建會委託  辛晚教教授主持  1995-1996 

4.台灣研究電腦網路化  中研院主題研究計劃  黃富三、劉翠溶教授主持 

5.子計劃：台灣漢人村庄社會文化傳統資料庫  1996.7-2002.12（進行中） 

6.台灣佛教的歷史與思想  國科會整合計劃  楊惠南主持  1997.8-2000.12 

7.子計劃:台灣地區齋堂發展之調查研究  1997.8.1-2000.7.31（後延長半年）與徐明福合作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劃(計畫編號：89-2411-H-001-036) 

8.國科會養生文化村的研究計畫，子計畫六：養生文化居住型態及多元年齡族群生活互動中興大學人文中心整

合型計畫：環境變遷與社會規範：社會變遷與人文書寫──文化場域中的話語流動，協同主持人，2008.8-2010.7 

9.神佛授法，人間施醫—-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整合型計畫：志工服務與生命轉化的一項子計畫，國科

會補助計畫（NSC 99-2410-H-320 -004 -MY2，補助金額第一年 157,389 元，第二年 135,000 元） 

10.台灣民間宗教的創新及其與傳統的融合，瞿海源主持國科會跨領域整合型計畫：全球化架構下的台灣宗教

發展的一項子計畫（NSC 101-2420-H-320 -002 -MY2，補助金額第一年 490,000 元，第二年 537,000 元） 

11.閩南與臺灣佘族民間信仰現狀探究，段淩平主持，漳州師院 

12.廣福宮老大媽信仰圈研究案。私人委託研究案。 2014.1-2015.12 

13.大龍峒金獅團之歷史與現況調查研究案。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補助。2014.1-2014.9 

  

籌辦研討會：  

1.東方宗教學術研討會第七屆年會暨論文發表會  東方宗教學會  1992.9.7-8 

2.漢人宗教的回顧與前瞻  民族所文化組主辦  1995.5.23 

3.台灣民間信仰科際研究研討會  民族所行為組主辦  1996.6.15 

4.婦女與宗教  民族所行為組主辦  1997.5 與盧蕙馨籌辦 



5.宗教傳統與社會實踐  民族所行為組主辦  1999.3.5-6 

6.國科會「宗教研究的推動與整合規劃會議」  國科會委託民族所  1999.6.20 

7.台灣的宗教研究最新趨勢研討會  台灣宗教學會主辦  內政部、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2000.6.18 

8.第三屆原住民訪問研究者期末成果發表會  民族所  2000.12.22 

9.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朝天宮委託台灣宗教學會承辦   2001.5.26-28 

10.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  民族所與台史所合辦  2001.9.17-20 

11.醫療與文化國際研討會  民族所與台史所合辦  2002.10.24-25 

12.增田福太郎與台灣研究  民族所與淡江歷史系合辦  2003.12.5 

13.媽祖信仰與馬祖  連江縣政府委託民族所承辦  200710.17-18 

14.母娘信仰與台灣新宗教現象 勝安宮主辦，慈大宗教所承辦 2013.9 

15.2014 年母娘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籌辦人兼主持人） 花蓮勝安宮主辦 2014.8.9 

 

參與籌備研討會： 

1.族群關係與區域發展研討會  民族所主辦  1989.9.1-2 

2.漢人宗教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民族所主辦  1995.5.23 

3.台灣近百年史研討會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1995.8.15-17 

4.地方文化與區域發展研討會  文建會、中興都計所主辦  1995.12 

5.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學術研討會  民族所主辦  1997.3.20-22 

6.思維方式及其現代意義–第四屆華人的心理與行為科際研討會  台大心理系與中研院民族所合辦  1997.6.6 

7.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民間宗教之 panel organizer  中央研究院主辦  2000.6 

8.慈濟人間與宗教療癒，慈濟大學宗教所主辦，2009.6 

9.宗教志工服務與生命轉化研討會，慈濟大學宗教所主辦，2010.11 

10.宗教實踐與生命關懷研討會，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主辦，2012.4 

11.觀音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與財團法人台南市大觀音亭興濟宮合辦，

2014.10.17-18，台南 

  

籌備系列演講：  

台灣民眾宗教及其社會實踐系列演講  民族所  1997.12-1999.3 

健康、醫療與信仰演講系列  保生文教基金會  1998.6-2006.12 

台灣文化與歷史系列講座  保生文教基金會  2007.3-（將持續） 

 

海外客座講學訪問： 

1987.10.25-11.15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1992-1993  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三尾裕子邀 日本文部省補助（一年） 

1996.7  日本交流協會日台中心歷史研究者身份訪問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一個月） 

2000.5.3-8  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華總）邀請  在芙蓉、吉隆坡、新山共演講三場  僑委會補助 

2000.7.13-15  中國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演講  何國強邀 

2000.11.7-10  美國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人類學系演講  Chris Jochim 邀 

2001.10.29-11.28  台灣漢人的地域社會研究  中國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講學補

助 

2003.10.25  台日風俗一百年—從「台風雜記」說起  日本「台灣自然與文化研究會」邀 

2014.8.15-16 青少年參與媽祖信仰組織之研究（林美容、王君嶧） 福建莆田學院媽祖研討會 

2014.11.28-12.1 民間信仰與民間佛教的交融與各異----閩台田野的相互觀看（發表簡報檔） 首屆民間信仰研

究高端論壇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與中國宗教學會主辦  

2014.10.9-13 台灣漢人民間習俗與信仰儀式中的水邊行事， “閩台道教文化與民間習俗學術研討會”，閩南師

范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漳州市文化經濟中心、台灣中華文化國際交流促進會会單位聯合舉辦，閩南師

範大學舉行。 

2015.7.18-22 “海峡两岸妈祖文化研究：东海信仰文化圈研究”，華東師大“海洋文化研究”暑期學校講兩堂

課（民俗學研究所田兆元教授邀） 

2015.9.11 台灣的民俗醫療 吉首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演講（羅院長邀） 

2015.9.8-10- 漢人庄社的基本性質 第四屆宗教人類學研討會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與湖南省吉首大學



主辦（陳進國邀） 

2015.10.26-11.8 祭祀圈與地方社會，信仰圈與區域社會，媽祖信仰的宗教學解讀，台灣的齋堂與巖仔，魔神

仔的人類學想像，華僑大學廈門校區，講學半個月（共五講） 

2015.12.18-19 在家抑或出家：重新思考閩南菜姑的宗教修行與實踐 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學系主辦中國宗教中

的性別與女性研討會（需寫英文論文）International Forum on "Gender and Religion in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Texts and Contexts" 

2016.4.13 台灣宗教的跨國傳播 巴黎第七大學汲喆教授和 Sébastian Billioud 教授共同開辦的“中國宗教的人

類學與社會學”研討班上演講（三小時） 

2016.4.14 中國民間佛教研究開展蒭議----以福建閩南地區為例，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汲喆教授的“中國

佛教”課上演講（兩小時）（汲喆邀）。 

2016.5.21 從田中綱常到田中將軍的人神蛻變（日文版：田中綱常から田中将軍へ―人から神への変容）（林

美容、劉智豪） 日本台灣學會年會發表論文 三尾裕子籌組 panel，渡邊欣雄評論 

2016.6.21 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雲南民族大學演講（沈海梅邀） 

2016.6.24 祭祀圈與信仰圈的概念及其應用，大理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講座（高瑜邀） 

2016.10.29-11.1 台灣宗教的跨境傳播（林美容、劉智豪），會議主題：華人移民與宗教文化，世界華人宗教國

際研討會，廈門華僑大學主辦 

2016.11.2 紅衣小女孩與魔神仔研究 廣州中山大學影視人類學一課課堂演講（鄧啟耀教授邀） 

2017.6.9-12 道士駐廟與媽祖信仰，道教天后信仰與南海文化學術研討會，中國宗教雜誌社，海南省道教協會

主辦。 

2017.9.6-9 母娘乩子與母娘授法：兼論母娘教誨師的角色對現代女性的意義，兩岸西王母學術研討會，蘭州

大學主辦，徑川 

2017.11.23-26 從田中綱常到田中將軍的人神蛻變，第二屆“華人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泰國國立法政大學

蘭實校區 

2018.6.22-26 人類學者看地方（論文發表），會議主題：京台地方学研究互鉴与地方文化交流展望，第三届京

台学者共研会京台地方學分論壇，北京聯合大學主辦 

 

負責完成的資料庫： 

民族所典藏宗教善書資料庫：http://140.109.128.175/etbx/user/index.php 

臺灣民間信仰書目資料庫：http://www.ioe.sinica.edu.tw/tool/library/database/selfdatabase.htm 

宗教調查資料庫：http://140.109.128.175:8080/religionapp/start.htm 

古文契書全文影像資料庫：http://140.109.128.175/ttscgi/ttsweb?@0:0:1:ana@@0.9704561909171847 

 

出版專著（共 16冊）： 

1989  人類學與台灣  台北：稻鄉出版社  1992 再版  1995 二版二刷 

1990  漢語親屬稱謂的結構分析  台北：稻鄉出版社 

1993  台灣人的社會與信仰  台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 

1996  台灣文化與歷史的重構  台北：前衛  1998 初版二刷 

1997a 高雄縣民間信仰  鳳山：高雄縣政府 

1997b 高雄縣教派宗教  鳳山：高雄縣政府（與周益民、王見川合著） 

1997c 彰化媽祖信仰圈內的曲館  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1997d 彰化縣曲館與武館  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1998  宜蘭縣民眾生活史  宜蘭：宜蘭縣政府（與江寶月、鄧淑慧合著） 

2000  鄉土史與村庄史─人類學者看地方  台北：台原出版社 

2003  媽祖信仰與漢人社會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Joseph Bosco 有書評，刊於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33：135-143，2005） 

2006  媽祖信仰與台灣社會  台北：博揚文化 

2007  一代武師羅乾章—同義堂師祖阿乾師及其武術傳承（林美容、謝庭輝合著） 台北：台灣古籍出版公司 

2008  學海悠遊─劉枝萬博士口述史（林美容、丁世傑、林承毅採訪）  臺北：國史館（已有數篇書評：淺野

春二） 

2008  祭祀圈與地方社會  台北蘆洲：博揚文化 

2008  台灣的齋堂與巖仔—-民間佛教的視角 臺北: 台灣書房 (獲國立編譯館出版補助) 

2012 彰化縣的曲館與武館（Ⅰ，Ⅱ，Ⅲ，Ⅳ，Ⅴ），彰化學系列 037-041，台中：晨星出版社 



2013 迎神在臺北—-臺北迎城隍艋舺迎青山王臺北靈安社陣頭（林美容辜神徹編著） 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

會 

2013 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林美容、李家愷合著） 臺北：台灣書房 

2014 台灣民俗的人類學視野，台北：翰廬 

 

編書（共 14冊）： 

1990  草屯鎮鄉土社會史資料 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 

1991  台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資料叢刊之三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3 二刷 

1996  百年見聞肚皮集  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怪我氏著、林美容點校） 

1997  台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增訂版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8  台灣民間信仰研究文獻目錄（林美容、三尾裕子合編）東京：風響社（第二屆ゲスナー賞） 

1999  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經驗研究篇（林美容、徐正光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1  台東縣史漢族篇（主編及撰述，參與撰述者尚有邱彥貴、林淑鈴、白安睿、趙川明、林玟漣、夏黎明）  

台東：台東縣政府 

20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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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容、張珣、蔡相煇主編）  台

北：台灣宗教學會（蘇慶華有書評，刊於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33：194-19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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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g 九二一震災後台灣各宗教的救援活動與因應發展（林美容、陳淑娟合著），林美容、詹素娟、丁仁傑主

編《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研討會論文集》頁 205-235 ，台北：中研院台史所 

2003h 台灣的民間佛教與巖仔的觀音信仰之社會實踐（與蘇全正合著），新世紀宗教研究 2（3）：1-34 

2004a 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台灣文獻 55（3）：7-24（在台灣發

現日本專輯）  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2004b The First Record of Taiwanese Folklore by an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Official:Tai-fong-tza-chi Korean 

Studies Quarterly 27 (3) : 97-113  SÕ ngnam, Korea:The Academy of Korea Studies ( in Korean) 

2004c 評〈下一個基督王國〉〔詹金斯(Philip Jenkins)著〕，台灣民俗藝術彙刊 1：121-123  台北：國立臺北大

學民俗藝術研究所 

2004d 多元的信仰文化，《臺灣的社會：從移民社會、多元文化到土地認同》（陳儀深、林美容、葉海煙、林

有土合編），第二章，頁 38-55，《臺北：財團法人群策會李登輝學校 

2004e  타이완무형문화자산의보존현황（台灣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現況）（林美容、謝佳玲），張正龍編

세계무형문화유산과민속예술《世界無形文化遺產及民俗藝術集》pp.109-132，韓國江陵市國際亞洲民

俗學會 

2004f 台灣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現況（林美容、謝佳玲），台灣史料研究 25：147-169 

2004g 台灣宗教信仰與宗教心靈為來發展方向試探  施正鋒編《迎接全球化台灣向前走：人文社會》頁 189-201  

台北：財團法人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 

2005a 父系社會的女神—媽祖，人籟論辨月刊 16：24-29  台北：利氏文化 

2005b 台灣保生大帝信仰及其廟宇相關書目，台灣文獻 56（2）：153-178 

2005c 台灣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現況（與謝佳玲合著） ，台灣史料研究 25：147-169（韓文版出版在 2004 年

張正龍教授編論文集 pp.109-132） 

2005d 台灣保生大帝信仰與分布（林美容、王俊凱），真人會刊 16：4-10  全國保生大帝聯誼會 

2005e 五十年來民間信仰研究成果總述，國科會「五十年來宗教研究評估計畫」民間信仰部分之報告（已審

查通過，即將由台大出版） 

2006a 解嚴後台灣文化的重構與再創造–由雙元觀點論省籍情結解決之道（莫寄屏、林美容合著），吳天泰編

《族群與社會》，頁 373-393，台北：五南 

2006b 宗主國の人間による植民地の風俗記錄─佐倉孫三著『臺風雜記』の檢討，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

研究 71：169-179  東京外国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2006c 不絕香火，重塑海洋新面向─淺談台灣漢族的海神信仰，新活水雙月刊 5：14-20。 



2006d 你信你的，我信我的，科學人雜誌，特刊 4 號（多樣性台灣特刊），頁 159-164，台北：遠流 

2006e 臺灣民間信仰研究發展綜述（1945-2005），魏澤民主編《台灣宗教研究年鑑 2004》，頁 132-174，台北：

財團法人世界宗教博物館發展基金會附設出版社 

2006f 媽祖信仰與民俗表演活動內涵之體現，收錄於陳志聲編《2006 大甲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33-146，台中：台中縣文化局 

2007a 台灣觀音信仰的主要型態－兼論民間佛教與民間信仰的關係，譚偉倫主編《民間佛教研究》，頁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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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創世記》的親屬與婚姻，林美容、郭佩宜、黃智慧主編《劉斌雄先生紀念論文集》，頁 159-195，台北：

中研院民族所 

2008b 馬祖列島的浮屍立廟研究—-從馬港天后宮談起（林美容、陳緯華）臺灣人類學刊 6(1): 103-130（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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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2010  跨文化民俗書寫的角色變化—-佐倉孫三《閩風雜記》與《臺風雜記》的比較  漢學研究 28（4）：261-294

（THCI core 收錄期刊，獲 2011 慈濟大學教師論文獎） 

2010  一貫道興毅組與基興單位的傳播模式與分裂初探（許理清、林美容） 成大歷史學報 39：149-176 

2010  媽祖信仰之宗教學解讀  建國科技大學編《2010 年媽祖信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2  彰化：彰化

縣文化局 。收錄於 2011《臺灣媽祖進香文化特展：流動的女人》，頁 11-22，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 

2010 承天禪寺傳悔法師的夢與境(林美容、釋印隆)，《道學研究》2010(1)：49-66，香港：蓬瀛仙館。 

2011  台灣的神明信仰，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臺灣學──系列講座專輯(三)》頁 205-218（此篇為附圖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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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彰化媽與關渡媽—-兩個信仰圈的區域文化差異（林美容、簡有慶）  收錄於張江華、張佩國主編《區

域文化與地方社會—-區域社會與文化類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34-252  上海：學林出版社 

2011 為母娘辦事：花蓮法華山慈惠堂溫滿妹堂主五十年的宗教療癒與實踐（林美容、鄭鳳嘉、釋念慧）收錄

於《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第十一期 37-83 頁，花蓮：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2011  民間信仰最新發展趨勢（林美容、林伯奇合著），心鏡宗教季刊，第三十期 27-30 頁，台北市政府民政

局 

2011  靈魂人物，慈濟月刊 540 期，頁 94，花蓮：靜思精舍 

2011  日治時期彰化南瑤宮的祭典活動－以《台灣日日新報》之所見（林美容、李佳洲合著），《2011 彰化媽

祖信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07-140，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2012  從父系社會眼光觀看媽祖形象  心鏡宗教季刊 32：11-15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 

2012  彰化媽祖信仰圈後續可以研究的課題，王志宇編《2012 彰化媽祖研討會論文集》頁 1-9，彰化：彰化縣

文化局。（出版中） 

2012 末端儀式—-漢人宗教的儀式結構（林美容、辜神徹），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編《全球視野

下的宗教與喪葬儀式》頁 1-26，真理大學宗教學文庫 5，臺北：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 

2013 福建與台灣魔神仔傳說故事的比較研究（林美容、李家愷），《閩台文化交流》2012 年第四期，頁 12-26，

漳州：漳州師院 

2013 佐倉孫三與台閩，台灣文獻別冊 46：22-30 

2013 神佛授法與生命轉化（林美容、翁純敏、李茂志），台灣文獻 64（3）：3-32 

2013 母娘授法與母娘乩子，《2013 王母信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92-106，花蓮；花蓮勝安宮管理

委員會。 

2013 草屯齋堂風華，草鞋墩風華創刊號，頁 51-54，草屯鎮公所圖書館出版。 

2013 神佛授法與母娘乩子，《2013 母娘信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92-106，花蓮：花蓮勝安宮管理

委員會。 



2014 閩南齋姑對閩南佛教的影響，《民族學報》第 11 輯 

2014 台灣通靈現象的發展脈絡—-當代台灣本土靈性運動初探（林美容、李峰銘） 思與言 

2014 The Social Icons of Folk Religion in Taiwan。《民族學評論》第 4 輯，第 64-80 頁，林超民主編，昆明：雲

南人民出版社。 

2015 從閩南到台灣保生大帝信仰的複製—從嘉義新港大興宮說起（林美容、林伯奇），兩岸茶王公文化研討

會，安溪石門玉湖殿主辦（范正義邀，2015.10.30） 

2016 族群泯滅的民眾史學—田中將軍的人神蛻變（林美容與三尾裕子） 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會年會發表論

文（中研院民族所巫師研究群籌組 panel）2016.9.10 

 

主題演講（keynote speech）： 

2006a 台灣觀音信仰的主要型態－兼論民間佛教與民間信仰的關係，民間佛教研究學術研討會  香港中文大

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辦  2006.05.11~15 

2006b 台灣觀音信仰的主要型態─兼論民間佛教與民間信仰的關係，台灣宗教學會年會  2006.06.25 

2006c 台灣土地公廟宇聚落空間發展，土地公（廟宇）與聚落空間研究學術研討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一處）、高雄市政府民政局、高雄縣政府文化局主辦  2006.10.07~08 

2007a 彰化媽與關渡媽─兩個信仰圈的區域文化差異，媽祖信仰研習演講  台中縣政府委託逢甲大學歷史與文

物管理所主辦，  2007.05.12（講稿刊於《台中縣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9-17, 2007.12,台中

縣文化局出版） 

2007b 台灣民間信仰史概說，臺灣宗教史學術研討會  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主辦   2007.11.30 

2008a 劉枝萬先生的學術研究與貢獻  2008 年水沙連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劉枝萬先生與水沙連區域研究  

2008.10.18-19（同時擔任主持人與評論人） 

2009  從末端儀式來解析漢人宗教的儀式結構  兩岸宗教儀式與地方社會主題演講  2009.5.8  真理大學宗

教與行政管理學系主辦 

2009  十年來臺灣宗教研究的回顧  臺灣宗教學會年會主題演講  2009.6.26 

2010  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客語及文化田野調查研討會主題演講，高師大客家所主辦，2010.4.23 

2010  媽祖信仰的宗教學意義，媽祖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彰化縣政府文化局主辦，建國科技大學承辦

2010.9.25 

2010  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客語及文化田野調查研討會主題演講，師大客家所主辦，2010.4.23 

2012  媽祖靈力從何而生？(主題演講)，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靜宜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辦，台中市文化局委

辦，2012.5.26-27 

2012  彰化媽祖信仰圈後續可以研究的課題，媽祖研討會主題演講，逢甲大學委辦，彰化縣政府主辦，2012.9.23 

2014 神佛授法，所為何來？台灣文化與歷史系列演講，台北保安宮 2014.7.19 

2014 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 國立歷史博物館演講 2014.8.2 

2014  第八屆臺灣總督府學術研討會」，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評論人）2014.8.28-29 

2014 魔神仔的民俗傳承與宗教意涵，台南興濟宮宗教文化講座演講（陳益源邀 2014.9.13） 

2014 人類學與民俗學之間的徘徊：台灣民俗研究經驗談 中興大學中文系文化專題課程演講（林淑貞邀

2014.9.26） 

2014 媽祖進香與無形文化資產，媽祖研究新視界--2014 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主

題演講（兼任評論人）2014.9.21-22 

2014 口說傳承的人類學研究----以魔神仔的傳說故事為例（林美容、李家愷），台灣人類學民族學會 2014 年

會：「當代人類（學）處境 」發表論文，人類學視野下的台灣民俗場次主持人，宗教跨界展演與人類

學實踐場次評論人（該場次共五篇文章）2014.10.3-4 

2014 觀音授法與救世：宗教行者的經驗詮釋（林美容、林育嫻），「觀音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與財團法人台南市大觀音亭興濟宮合辦（兼任主持人與評論人）
2014.10.17-18 

2014 在家主義的佛教思想與實踐----以閩南菜姑與台灣齋教為切入點（林美容、釋秀定）， 2014 東亞佛教思

想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台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主辦，2014.10.31-11.2 

2014 佛法與心靈療癒—-紅塵淨土開心門道場的宗教實踐（林美容、釋法邑），宗教・醫療與人文研討會發表

論文，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主辦，2014.12.20 

2014 彰化媽祖信仰圈及其曲館與武館，賴和基金會邀請演講。2014.12.13 

2014 人類學與民俗學之間的徘徊：台灣民俗研究經驗談 中興大學中文系文化專題課程演講（林淑貞邀，

2014.9.26） 



2014 魔神仔的民俗傳承與宗教意涵，台南興濟宮宗教文化講座演講（陳益源邀，2014.9.13） 

2014 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暨南大學人類學系演講（邱韻芳邀，2014.11.14）  

2014 魔神仔的民俗傳承與宗教意涵 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演講（蔡明惠邀，2014.11.18） 

2015 台灣土地公信仰的變與不變，2015 屏東土地公信仰文化學術研討會擔任專題演講，屏東大學中文系與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黃文車邀，2015.9.18-19） 

2015 月老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 成大中文系台南興濟宮主辦（擔任 24 日上午第一場的主持人和下午三點五

十分評論葉濤）2015.9.23-24 

2015 萬年香火----民間信仰的香火觀 新北市道教玄天上帝文化祭研習營演講 蘆洲受玄宮邀，2015.10.10 

2015 神佛與魔神仔—敘說與傳說的解析 東華大學民間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彭衍綸邀，2015.11.11） 

2015 漢人社會中的女神 師大公領系文化人類學課程講授有關性別方面。（陳素秋老師邀，2015.11.18） 

2015 漢人社會中的女性修行人 師大公領系文化人類學課程講授有關性別方面。（陳素秋老師邀， 

2015.11.19） 

2015 通靈與修行：神佛授法者的修行經驗（主題演講），2015 母娘信仰研討會，花蓮勝安宮，2015.11.28 

2015 魔神仔研究及其博物館展示的可能 台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演講（林曜同邀，2015.12.23） 

2015 土地公信仰的變與不變 中和區公所邀請演講，2015.12.28 

2016 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高雄覆鼎金保安宮演講，2016.4.30 

2016 族群泯滅的民眾史學----從田中綱常到田中將軍的人神蛻變 成大歷史系演講（陳玉女邀，2016.5.4） 

2016 神佛授法者的神秘經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巫師研究群邀請演講，2016.5.14 

2016 破浪前行：第二屆臺灣民俗研究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民俗想像場次，台灣民俗學議論場次發言人，靜

宜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辦。2016.11.6（同時擔任主持人與評論人） 

2016 南瑤宮的會媽----全台最大規模的媽祖會 彰化南瑤宮觀音殿落成百週年紀念學術論壇演講，2016.12.10 

2016 神聖與神秘----陳德光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下午座談會引言人，輔大宗教系主辦，2016.12.16 

2016 太子爺與囝仔公----台灣的囝仔神信仰（林美容、劉家宏） 成大歷史系承辦，新營太子宮主辦，2016.12.18 

2017 虎爺信仰國際研討會，成大中文系主辦，2017.1.7（同時擔任主持人與評論人） 

2017 台灣民間信仰香火觀（演講），進香文化的守護工作坊，南投松柏坑受天宮主辦，2017.4.16 

2017 在家抑或出家----重新思考閩南齋姑的宗教修行與實踐，修行人類學研討會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主辦，寧波金峨寺（陳進國邀，2017.5.12-15） 

2017 2017 南鯤鯓代天府王爺信仰兩岸學術研討會，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主辦。擔任與談人，2017.5.20 

2017 搶什麼----儀式物質的民俗價值與理念（主題演講），「物質民俗與產業」學術研討會，台灣民間信仰產

業協進會主辦。2017.5.21 

2017 評論葉先秦和陳宜聿，台灣宗教學會年會，2017.7.1（同時擔任主持人與評論人） 

2017 寺廟文資保存與社會貢獻國際學術研討會（主持人兼評論人，評論謝國興論文），成大與台南興濟宮主

辦，2017.7.22 

2017 從媽祖婆到魔神仔，台南誠品文化中心店演講。（陳益源邀，2017.8.25） 

2017 從《台灣鬼仔古》看見台灣人對死亡議題細膩的民俗關懷，誠品敦南店，台北。2017.9.20 

2017 信仰的傳承與創新研討會（主持人與專題演講：祭祀圈與地方社會） 新港文教基金會主辦，2017.10.12 

2017 土地公與財神 竹山紫南宮演講（溫宗翰邀，2017.10.15） 

2017 從鬼仔古談生死，東華大學中文系演講（彭衍倫邀，2017.10.24） 

2017 臺灣鬼仔古，屏東繫本屋書坊演講（徐孝晴邀請，2017.12.9） 

2017 漢人社會的女行修行人，清大中文系華文所邀請演講（劉宜君邀，2017.12.13） 

2017 客家委員會 106 年度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聯合成果發表會（擔任主持人），中央大學客

家學院主辦，中壢，2017.12.8 

2018 李嘉琪〈臺灣符咒的再現、翻轉與新生》，文化研究學會主辦「文化在民間：2018 文化研究年會」， 台

北，台灣大學文學院 2018.3.10（同時擔任主持人與評論人） 

2018 信仰圈構成的自力與他力----以西螺廣福宮老大媽為例（專題演講），媽祖與民間信仰國際研討會，新

港奉天宮主辦，2018.6.2 

2018 漢人社會中的女性修行人，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邀請演講，2018.6.26 

 

演講記錄（正式出版）： 

2009  台灣民俗與台灣文學研究  跨越疆界縱橫理論—-台灣文學跨領域工作坊成果報告集  頁 244-257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 



2009  劉枝萬博士的學術貢獻與啟示  潘英海編《劉枝萬先生與水沙連區域研究論文集》頁（印刷中）  暨

南大學出版 

 

會議發表論文： 

1984  Chinese Kinship Structure：Reciprocity, Patrilineage and Allianc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sian 

Studies, 1984.6.16-19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Asian Research Service. 出版 

Proceedings 

1986a 人類學與語言學的結合─以中國親屬稱謂的結構分析為例，中國民族學會第十三屆會員大會  1986.3.9  

學術座談會 

1986b 草屯鎮的聚落發展與宗族發展，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  1986.9  中研院   （論文 1989 年出版）1988

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 ，第三次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  1988.5.27  中

研院三民所  （論文出版） 

1989a Traditional Child Socialization in Taiwanese Familie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ld Socialization of Korean, Japanese, and   Chinese Families. 1989.11.24-25  Seoul 

1989b 族群關係與文化分立，族群關係與區域發展研討會發表論文  1989.9.1-2  中研院民族所（論文出版） 

1989c 韓日中傳統家庭之兒童社會化，台灣漢人家庭傳統的兒童社會化   1989.11.23-12.2  韓國兒童學會  

（中文論文出版） 

1990a 區域性宗教組織發展的社會基礎，第四次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  1990.5   中研院三民所（論文出版

於東方宗教研究） 

1990b 從彰化媽祖信仰圈來看台灣人的宗教文化，國家發展與台灣文化研討會 1990.7  現代媽祖基金會（論

文出版） 

1991  台灣民間宗教的多元與再生，台灣歷史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台灣教授協會 1991.9.14  台大思亮館 

1992  在家佛教─彰化朝天堂，中國佛教思想與文化國際研討會  1992.7.12-19 太原五台山（論文出版） 

1994a 在家佛堂─彰化朝天堂所傳的龍華派齋教，台灣通俗佛教（齋教）研討會 

1994.5.28  德化堂、佛教維鬘文化教育協進會  台南文化中心  (論文出版) 

1994b 台灣本土佛教的原型與變遷─巖仔的調查研究，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  1994.12  師大文學院

陳憲明教授邀（論文出版） 

1995a 新台灣的社會文化建構，新台灣意識研討會  1995.4.25  台灣神學文化研究院主辦  王憲治邀 

1995b 從南部地區的巖仔來看台灣的民間佛教，南台灣文化發展與變遷學術研討會  1995.4.29  成大歷史系

主辦  陳梅卿邀（論文由思與言出版） 

1995c 子弟曲館與台灣中部城鄉互動，台灣近百年史研討會  1995.8.15  吳三連台灣史料中心主辦（論文出版） 

1995d 祭祀圈、信仰圈與民俗宗教文化活動的空間形構，地方文化與區域發展研討會  1995.11.14-15  文建會

主辦  中興都計所承辦 

1996a 媽祖信仰與地方社區─高雄縣媽祖廟的分析，台灣民間信仰科際研討會 1996.6.15  民族所 

1996b 媽祖信仰與地方社區─高雄縣媽祖廟的分析，宗教與二十一世紀的台灣 1996.5.25  文哲所 

1996c 媽祖信仰與地方社區─高雄縣媽祖廟的分析，媽祖研究國際會議 1996.7.24  省文獻會/北港朝天宮 

1996d 台灣的巖仔與觀音信仰，台灣佛教學術研討會  佛教青年、悲廣文教基金會主辦  楊惠南邀  1996.6.1-2  

台大思亮館 

1996e 台灣民俗宗教文化的社會圖像，台灣美術研討會  李賢文邀  1996.9.13-14 中央圖書館會議廳  雄獅美

術月刊社（論文出版） 

1997a 區域性祭典組織之社會空間與文化意涵，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國際會議民族所主辦（論文 1999.12 出版） 

1997b 區域性祭典組織之社會空間與文化意涵，中國的祭儀、音樂與戲劇及其社會環境學術研討會  

1997.6.11-17  山西太原 

1998a 地方文化權倡議，地方自治與國家發展研討會發表論文  台教會主辦 

1998b 王爺與姓氏–高雄縣王爺廟分析，台灣民眾宗教研討會發表論文  中研院民族所（論文 2000.6 出版） 

1999a 從本源分離─和漢人社會的本源觀念，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系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1999.5.16-17 

1999b 解嚴後文化與歷史的重構─兼論省籍情節解決之道（與莫寄屏、李清澤合撰），威權體制的變遷─解嚴

後的台灣國際研討會  台史所籌備處 1999.4.1-3 

2000  台中縣新社鄉九庄媽的信仰型態（與方美玲合著），中台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  台中市立文化中心  

2000.9.14-15 

2001a 關渡媽祖信仰圈（與許谷鳴合著），媽袓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會議朝天宮主辦（民族所協辦、台灣

宗教學會箸辦）  2001.5.26~28（論文 2003.3 出版） 



2001b 從民間造經傳統的神明經書來分析神明神聖性的塑造，現象與詮釋學術研討會  政大宗教中心  

2001.6.1-6.2（論文 2003.8 出版） 

2001c 九二一震災後台灣各宗教的救援活動與因應發展（與陳淑娟合著），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研討會  

2001.9.21（論文 3003 出版） 

2001d 臺灣媽祖形象的顯與隱，媽祖文化研討會  澳門文化局主辦  2001.10.25-26（論文 2003 秋季刊出版） 

2001e 同義堂祖師羅乾章與台灣中部的武藝社群，二十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研討會  國史館  2001.10.23-24

（2002.12 論文出版） 

2002a 台灣「五日節」民俗及其意義的流變，韓、中、日端午國際學術大會  韓國江陵端午祭委員會、江陵

文化院、江原道民俗學會聯合主辦  2002.6.12-15（2003.6 論文出版） 

2002b 海洋宗教與民俗—從媽祖與王爺信仰說起，海洋與台灣學術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主辦  2002.9.6-7（論

文 2003.6 出版） 

2002c 台灣藥籤的成籤時間及其影響因素（與陳泰昇合著），醫療與文化國際研討會  民族所與台史所合辦  

2002.10.24-25 

2002  五十年來民間信仰研究成果  五十年來臺灣宗教研究成果評估計畫成果發表會  國科會人文研究中心

主辦  2002.11.2 

2002d 台灣社會的人類學發展：去殖民主義的觀點，殖民主義與東亞人類學研討會  韓國漢城大學主辦  

2002.11.13-15 

2003a 台灣的民間佛教與巖仔的觀音信仰之社會實踐（與蘇全正合著），宗教與社會學術研討會  佛光人文社

會學院宗教學系佛教研究中心 2003.5.3（論文已出版） 

2003b 台灣宗教信仰與宗教心靈未來的發展方向試探，國展會「迎接全球化，超越 2008」研討會  2003.9.28 

2003c 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以《臺風雜記》為例，日本殖民主義與東亞洲的人類學第二次研討會發

表論文  漢城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主辦 

2003.11.6-2003.11.11(韓文版已出版) 

2003d 台灣民間善書蒐藏現況初探—以編輯中的「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藏台灣善書分類目錄」為例，世界觀、

民間宗教與性格的形成：傳統善書與啟蒙教材研討會  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 2003.11.28 

2003e 從台灣人類學史來看增田福太郎的台灣研究（林美容與林承毅），增田福太郎與台灣研究紀念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淡江大學歷史主辦，2003.12.5 

2003f  從中土論東夷，韓國成均館大學：東夷的歷史與文化講座（崔一凡教授邀）2003.12.14 

2004a  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 ，「在台灣發現日本」國際研討會  東

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主辦  2004.3.27-2004.3.28.（中文、韓文版已出版，日文版出版中） 

2004b  正視傳統內功對健康促進的知識、經驗與檢測（與陳兆勛、張祥安、黃啟埴合著），國家、社會與健

康促進學術研討會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主辦  2004.5.7 

2004c  台灣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現況（與謝佳玲合著），2004 年國際觀光民俗節國際學術大會 韓國江陵市政

府、國際亞細亞民俗學會主辦  2004.6.9-2004.6.13（台灣史料研究 25:147-169）（韓文版出版在 2004 年

張正龍教授編論文集 pp.109-132） 

2004   族群與文化發展會議—-北區座談會，第三議題：族群平等與保障，擔任引言人，文建會主辦，台北縣

政府承辦。 

2004d  台灣的海洋宗教與民俗—從媽祖信仰說起，中華媽祖文化學術研討會福建省社會科學聯合會與福建省

莆田市湄洲媽祖祖廟主辦  2004.10.30-11.3（莆田學報將出版） 

2005a  台灣的文化產業人力資源活用的現狀（與黃齡瑩合著），區域人力資源開發的韓中日台灣國際學術會

議  韓國江原發展研究院主辦 2005.6.20-6.25 

2005b  稀有宮廷氣功知識系統在台灣－霆斬門的身體知識與氣的修煉，東亞近世世界觀的發展國際研討會  

台大東亞研究中心主辦  2005.8.5~8.6 

2006a  媽祖信仰與民俗表演活動內涵之體現，媽祖無形文化資產國際研討會  台中縣文化局國際民間藝術組

織台灣分會主辦  2006.04.15~16 

2006b  台灣漢人民間習俗與信仰儀式中的水邊行事，江文化國際研討會  韓國江原道華川市政府，亞洲國際

民俗學會主辦  2006.7.28~29 

2007a  彰化媽與關渡媽─兩個信仰圈的區域文化差異，區域社會與文化類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上海大學人類

學研究中心主辦  2007.6.28~2007.7.1 

2007b  龍舟競渡的民俗書寫─水上僻邪與陰陽，亞細亞江民俗與文學國際研討會，韓國江原道華川市政府主

辦  2007.7.27~29 

2007c  馬祖列島的浮屍立廟研究─從馬港天后宮談起，媽祖信仰與馬祖國際學術研討會，福建省連江縣政府



主辦，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承辦  2007.10.17~18 

2008a -末端儀式—-臺灣漢人宗教的儀式結構（林美容、辜神徹），中國地方          社會儀式比較研究國

際學術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主辦，2008.5.5~7(論文將由真理大學宗教與組織管理學系出版於《全球視

野下的宗教與喪葬儀式》) 

2008b  宮廷氣功文化在台灣—-傳承與推廣之道的省思（A Royal Qi-kong Culture in Taiwan: Some Thoughts on 

the Strategy of Its Discipline and Promotion），瀕臨危險的文化傳承國際研討會，韓國民族學會主辦，
2008.5.23-24 

2008c  臺灣端午競渡的水邊行事之研究—-以府城國際龍舟賽為例（林美容、楊宗祐），亞細亞端午文化國際

學術大會 韓國江原道民俗學會主辦，2008.6.6-6.8 

2008d  彰化媽在台灣史上的意義之探討，2008 年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彰化師

範大學國文系暨台文所合辦， 2008.9.20 

2008e 末端儀式—-臺灣漢人宗教的儀式結構（林美容、辜神徹），2008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年會—-人類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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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袁慧萍 探討慈濟志工的行經－－以《法華經･安樂行品》為切入點 

99 黃建銘 民間宗教因果律的探討─以梵音堂因果實證善書為文本之研究 

99 林國勳 渾沌、太初與宗教性—關於生命的根本性困惑處境問題 

99 謝明晳(釋念慧) 母娘信仰之身體性、情感性與神聖性：以花蓮法華山慈惠堂為例 

99 邱秀麗(釋妙乘) 口述心行～一個素樸教會的興起 

98 鄭鳳嘉 
在地紮根的兩種模式—花蓮地方公廟與慈濟社區志工組織之對

話 

98 陳玉娟(釋地信) 大崗山超峰寺與民間信仰關係之探討—民間佛教的視角 

95 陳思樺 
我憂鬱，因為我卡陰－憂鬱症患者接受台灣民俗宗教醫療的療癒

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