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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大凡古今的人類都有祖先崇拜，深信靈魂不滅，死後繼續生存在另一世界，

活人可與亡靈溝通，祈求賜福。漢人的祖先崇拜因受中國文化之長久影響，形成

特殊文化宗教，非純以亡靈之祭祀而已！ 

一、漢人祖先崇拜的範疇 
A.祖先牌位(公媽牌)的祭祀 
1.祖先牌位之形成：豎靈、入殮、安葬、做七、做忌、合爐。 
2.公媽牌之類型：傳統式神主牌、日據時代神龕式公媽牌、混合式公媽牌。 
3.祭祀之節期：農曆春節、上元、清明、端午、半年圓(六月初一)、七月半、中

秋、重陽、冬至、除夕。 
B.祖墓的祭祀(掃墓) 
1.掛紙：壓墓紙。用長方形五色紙掛或壓在祖先墓上。 
2.培墓：必須備祭品，例須十二碗，拜畢後燒銀紙、鳴炮。 
3.風水：風即大地之風，水是大地之風吹動雲層降落雨水形成，天地時季運轉有

規律之天氣。中國人相信這天地乾坤運轉之間，必然有一神秘之律支配

者，同時也支配人的命運。所謂「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

則飢。」 
C.族譜：尋根的憑據，中國人每一宗族的族譜均可溯源追根到古代帝王和名人。

相信其源遠流長，必顯示自己在整個血脈相傳的譜系中，所佔的地位與

責任。 

二、漢人祖先崇拜之本質 
A.屬於中國原始宗教亡靈的祭拜，或稱鬼魂信仰。相信人死後有靈魂的存在，且

有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需要。這一切的需要均由陽世子孫供應。 
B.「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血脈相傳，滿足中國人追求永生的盼望。 
C.與中國孝道文化乳水交融。漢人的「家」包含活人與祖靈，生活在同一社會、

不同空間的社會結構；子女不但要孝順父母，子孫也要孝敬祖靈。 
D.家或家族是供給祖靈必需品最穩固的團體。故祖先崇拜孕育了中國狹隘的家族

觀念。儒家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只止於齊家，無法延伸至治國、平天

下。 

三、基督徒應有的認識與態度 
A.要正視漢人社會，祖先崇拜是民間每一個家庭以至於宗法社會的核，是一種民

間的生活模式，不能僅以「迷信」一語來評定。 



B.漢人祖先崇拜中以祖德配天的觀念，已經把「孝」的倫理宗教化。國人的「孝

祖敬天」是由人道通天道的人本倫理。基督教則強調「敬天父」而後「孝祖先」

的神本倫理。 
C.教會應該尋福音的媒介，使具有人類罪性的文化在基督的光照耀下除舊更新，

並積極制訂一套不違背傳統精神的「基督化孝祖」之禮式。 

四、基督徒對祖先崇拜應有的突破與轉化 
A.恭立族譜：沒有祖先便沒有我們，幾千年來的承傳，一系一脈的血親，若能好

好的記載，實在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B.節日追思：每逢清明掃墓、節期，或先人忌日時，則應該舉辦特別追思儀式，

內容包括：故人略歷、遺言宣讀、默思、傳閱遺像或有關相冊、家

譜、獻花致敬，以表達對先人之追思，會後可以準備茶點或聚餐，

以招待親友、聯繫感情。 
C.設立祖先紀念名錄及廳、堂：把過去只擺在本族正廳的祖先牌位，改為鏡框式

歷代祖先紀念芳名錄，可懸掛於每戶人家的客廳

中，如此不但可以時常飲水思源，也可以對後代

子孫產生教化作用。另外，也可以嘗試在公廳、

堂，設祖先遺像、文物等做紀念。 
D.喪葬禮儀本土化：包括靈堂的佈置、福音歌謠的選用、宗親社會的動員、三獻

禮的闡釋、故人追思紀念集的出版，葬後七週追思禮拜的刻

意安排等，不但發揮了牧者及弟兄姊妹對故人遺族的尊重，

漸漸化解了長期的疑慮和敵對，進而在每一項過程中，因都

帶有主話語的安慰，使整個遺族和地方人士感受到神的愛。 

結論： 
A.信仰與文化的接觸必會引發一場對決(encounter with)，願藉著聖靈的光照，讓

基督的愛為國人所瞭解，進而誠心接納。(路加福音十四：26) 
B.盼落實真理的教導，鼓勵基督徒在家庭中有好的見證、敬畏上帝、敬愛父母，

並且推己及人，影響整個社會。(以弗所書六：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