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神道教在台歷史與發展

宗教暨歷史文化對人類社會之影響



2 實際成果

預計成效

￭釐清神道教在台發展與政教合一

￭遺跡實際狀況
￭神明介紹/比較
￭對於現代大眾的宗教祭祀行為



釐清神道教在台發展與政教合一

￭日本統治時期，為穩定在台政權，國家推動的信仰成為控制台灣人民思想其中一個工具

￭皇民化運動

￭寺廟整理計畫

台灣的第一間神社

台灣最初的神社是選擇祭祀擁有日本血統的民族英雄-鄭成功，開山神社

發展



鳥居、參道與石燈籠

遺跡實際狀況-黃金神社(金瓜石社)



遺跡實際狀況-黃金神社(金瓜石社)

石段



主殿的結構石柱 奉納石塊

遺跡實際狀況-黃金神社(金瓜石社)



金山彥命 猿田彥命

祭祀神明-黃金神社(金瓜石社)

大國主命



參道、石燈籠 手水舍已改建成涼亭

遺跡實際狀況-淡水神社



大國主命 明治天皇 能久親王 崇德天皇

祭祀神明-淡水神社



現存遺跡的多寡差異

為何神社大多只剩遺跡

日軍撤退後無信仰宗教上的限制，日本神道在台灣自然快
速沒落

國民政府將日本天皇、皇權崇拜與日本殖民時期等產物進
行大量拆除



◼ 遺跡保存較為完整

◼ 主要祭祀為日本神
道傳說的神衹

◼ 當地礦業逐漸沒落、
信仰人口下降而自
然荒廢

◼ 剩石燈籠與手水舍有
部分保留

◼ 祭拜日本皇權象徵的
明治天皇與能久親王

◼ 改建成屬國民政府的
忠烈祠

現存遺跡的多寡差異

淡水神社黃金神社



對於現代大眾的宗教祭祀行為

• 對於在已廢棄的神龕或神殿前進
行祭拜行為，是否還表示著此地
的神聖性？

• 求心安？

• 跟風心態？



政權的控制極高，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不足

只在意到當權的統治及操作利益，又該如何留下歷經長時間下的文化資產？



• 祭神或文化相關資料仍是要靠書面或網路資料來作
為補充

• 需要對日本神道與歷史文化要有充分的認識和了解

• 需要增加詢問當地居民或是進行問卷的統計調查方
能才有較為完整的紀錄。

• 需要長時間的時間外出與資金

檢討及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