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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廟宇研究對了解華人地方宗教傳統極其重要，並涉及地方社

會、風俗、文學及戲曲等領域。過往研究較多關注廟宇與地方社

會的關係，為推動華人廟宇研究的進一步發展，並慶祝《香港廟

宇碑刻志：歷史與圖錄》一書順利出版，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

研究中心於 2023年 5月 11日至 12日舉辦「從比較的視野看華

人廟宇與地方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並提倡以比較的視野及多

元方法重新審視不同華人地區的廟宇宗教。 

會議日程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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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比較的視野看華人廟宇與地方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日程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5月 11日-12日 

 

 

❖ 每位發表人的發表時間為 20分鐘，每一小節結束後，將有 30分鐘

的問答時間。 

 學者姓名 就職機構 論文主題 

 

5月 11日 

9:30 歡迎致辭 

10:00 茶歇 

 

Panel 1 主持人：黎志添 

10:30 陳熙遠 台灣中央研究

院 

衙門裡的信仰──明清中國的基層

治理空間與祭祀活動 

劉永華 北京大學 清代徽州的圖甲組織與村落儀式 

馬木池 香港珠海學院 英殖民管治時期作為社會控制的

《華人廟宇條例》 

本節問答 

 

12:00 午膳 

 

Panel 2 主持人：蔡志祥 

14:00 危丁明 珠海學院 海角儒踪：儒教的「異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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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賀市子 日本茨城基督

教大學 

扶鸞文化在中國地方宗教所起的

作用:以粵西地區的神廟為事例 

蔣明智 中山大學 龍母祖廟與儒釋道的融合 

本節問答 

15:30 茶歇 

Panel 3 主持人：劉永華 

16:00 黎志添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地方廟宇儀式研究：道教儀

式的廟宇化 

謝聰輝 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 

福建中部請火儀式及其祖殿信仰

研究 

朱天舒 澳門大學 Affiliating to the Communal 

Temple via a Deity’s Statue  

---- Firecracker Societies in 

Macau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  

本節問答 

 

18:00 歡迎晚宴 

 

5月 12日 

Panel 4 主持人：陳熙遠 

9：30 李豐楙 台灣中央研究

院 

銘刻信仰：臺南興濟宮的「重修

與建醮」記事—道教觀點下的古

碑今刻— 

趙世瑜 北京大學 當代江南的「萬神殿」：從水鄉

成聚到鄉村都市化過程中的文化

整合 

巫能昌 復旦大學 宋元以來贛南地區的道教傳統與

地方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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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問答 

11:00 茶歇 

 

Panel 5 主持人：朱天舒 

11:30 Paola 

Calanca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Mazu temples and religious 

shrines along the Chinese 

Southeast coast: polyvalent 

rendez-vous for sailors 

許蔚 復旦大學 皇家的大高玄殿與民間的大高玄

殿——雙向道上的地方祠神鷹武

李將軍 

郭根維 南洋理工大學 節日、廟宇與社會：比較中國與

南洋的九皇會 

本節問答 

 

13:00 午膳 

 

Panel 6 主持人：謝聰輝 

14:30 蔡志祥 香港中文大學

榮休 

生與死的連系：墳山、廟宇、儀

式與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 

莫家浩 馬來西亞新紀

元大學學院、

新山廣肇文物

舘 

早期殖民地治理環境下的柔佛古

廟游神傳統形塑（1920-1948） 

廖小菁 台灣中央研究

院 

「華族最高機構」：神廟自治組

織與近代馬來亞華人地方社會的

構建（1930-1962） 

本節問答 

16:0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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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 圓桌討論 

17:30 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