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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如何與神同行 

公民共識會議報告 

 
如何面對廟會慶典與生活品質的爭議 

指導單位：文化部、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執行單位：臺南市中西區公所 

110 年 10 月 16 日、10 月 30 日、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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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南是全臺灣寺廟數量與密度最高的城市，而臺南市各區又以中西

區居冠，有登記立案的寺廟就有 94間，堪稱「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

廟」。探究其緣由，府城是臺灣最早發展的區域，在此歷史背景下中西

區有許多廟宇屬於「開基祖廟」，故分靈、分香的子廟眾多，而從清代

以來許多漳州人、泉州人穿越黑水溝來府城開拓定居，同時也將家鄉

的習俗信仰帶來臺南。另外，府城經濟條件佳、民防需求迫切，造成

「聯境」興盛，且因應人們不同的生活需求，如求子、婚姻等，不同

信仰的神祇各司其職，造就府城眾多寺廟香火旺盛，以上諸多原因造

成府城廟宇林立的現象。 

廟宇每逢醮典、神明生日等都會舉辦遶境活動，包含了主辦廟宇及

交陪境的神轎，還有請來的陣頭、表演團體，遶境隊伍通常綿延數公

里乃至十多公里，眾多神轎及各式各樣的陣頭、藝陣，固然吸引眾多

民眾觀賞，但持續整天的交通堵塞、鞭炮及音樂噪音、遺留的垃圾等，

也造成民眾的負面感受，該如何調和廟會活動與生活品質間的對立，

也是中西區目前區域發展的重要議題之一。 

中西區公所以「如何與神同行」為題，藉由審議式民主理念，以平

等、開放與理性尋求共識的討論模式，召集公民小組成員透過公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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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會議來集思廣益，並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與公民交流對話，找

出廟會活動與生活品質兩全其美的方案策略，同時促進民眾對公共議

題實際的參與及關心，落實民主社會的理念與作為。 

公民共識會議分為「預備會議」與「正式會議」，公民小組在會議

中透過平等、開放、理性的討論後以尋求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識。公所

於 10月 16日辦理公民共識會議-預備會議，邀請 3位專家學者分別為

公民小組講解公民共識會議的精神及進行的程序、府城寺廟林立的文

化歷史背景、廟會活動的內涵及儀式，還有臺南市政府面對民眾投訴

宮廟問題的因應措施與宗教優質化的政策內容。經過專家學者帶領公

民小組對「如何與神同行」議題具備基礎知識後，公民小組透過討論

提出想深入探究的三大議題：「如何減少宮廟活動對於居住品質的影

響」、「如何落實對於宮廟活動的管理」、「宮廟文化要如何去蕪存菁」。 

10/16(週六)預備會議議程 

08:15 報到 

08:30-08:35 開場＆公民參與「如何與神同行？」計畫介紹 

08:35-08:50 
簡介公民共識會議 

林祐聖老師（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08:50-10:20 

如何與神同行？中西區廟宇及淵源 

陳宏田老師（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虎頭埤風景區管理所

主任、臺南大學兼任講師） 

10:20-10:30 中場休息時間 

10:30-12:30 

廟會文化習俗與科儀 

陳宏田老師（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虎頭埤風景區管理所

主任、臺南大學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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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3:30 午休用餐時間 

13:30-14:30 
生活品質與信仰的兩難-民眾投訴案件及公部門的政策 

黃盟盛辦事員（中西區公所民政課宗教禮俗業務承辦） 

14:30-17:30 議題形成 

10月 30至 10月 31日連續二天的公民共識會議-正式會議，針對

預備會議所形成的三大議題內容，公所邀請 7位不同立場的專家學者

與公民小組進行交流討論後，公民小組成員形成對議題的共識，最後

再共同整理撰寫公民共識報告。 

10/30(週六)正式會議(第一天)議程 

08:45 報到 

09:00-09:05 開場介紹 

09:05-09:30 
說明正式會議之議程安排 

主持人-黃鈺祺、田治豪 

09:30-11:30 

議題一：如何減少宮廟活動對於居住品質的影響？ 

❖ 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王光旭教授 

❖ 西羅殿監察委員王銘政 

❖ 臺南市官田戶政事務所主任黃玉龍 

（曾任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宗教禮俗科科長） 

11:30-12:30 午休用餐時間 

12:30-14:00 
公民小組討論「議題一」 

主持人-黃鈺祺、田治豪 

14:00-14:10 中場休息時間 

14:10-15:40 

議題二：如何落實對於宮廟活動的管理？ 

❖ 周嘉韋律師、兑悅文化推廣協會理事長 

❖ 大天后宫法律顧問、曾雅莉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15:40-15:50 中場休息 

15:50-17:00 
公民小組討論「議題二」 

主持人-黃鈺祺、田治豪 

10/31(週日)正式會議(第二天)議程 

08:45   報到 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09:00-11:00   議題三：宮廟文化要如何去蕪存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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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府城文史工作者謝奇峰老師  

 ❖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林佳燕老師  

11:00-11:10   中場休息  

11:10-12:10   公民小組討論「議題三」 主持人-黃鈺祺、田治豪  

12:10-13:10   午休用餐時間  

13:10-14:10   綜合討論時間 主持人-黃鈺祺、田治豪  

14:10-14:20   中場休息時間  

14:20-16:20   共識報告產出  

16:20-16:30   中場休息  

16:30-17:30   確認共識報告 主持人-黃鈺祺、田治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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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小組針對三大議題的共識報告如下： 

議題一：如何減少宮廟活動對於居住品質的影響？ 

子題一、如何減少宮廟活動所帶來的噪音、髒亂、空污與交通

問題？ 

經過公民小組討論後，我們認為可以從「公部門」及「宮廟」兩個

層面努力，減少宮廟活動所帶來的噪音、髒亂、空污與交通問題。 

以「公部門」層面來說，可以朝以下來進行改善：首先，私壇需要

更多管理，要從源頭控管，推動私壇法人化、私壇的立案管理。接著

去暸解私壇不願意立案登記的原因，進一步建立配套措施，例如：稅

制提供誘因、鼓勵私壇登記立案，再由公家機關普查未立案的私壇情

況並列冊管理，或是透過里長協調，由在地居民投票決定私壇是否應

該登記立案。其次，宮廟舉辦活動前，協調座談會應廣邀受活動影響

的人，像是：參與的宮廟、在地里長、在地商家、商店聯合組織等。

另外，事前協調會的內容及會議紀錄應給予主辦宮廟及其他參與團體，

若主辦單位可以事前提供完整參與團體清冊，則由公家單位發正式行

文（包含會議記錄）給各參與團體；若無法提供完整參與團體清冊，

則由主辦宮廟負責告知相關規定與協調內容。接著，宮廟舉辦活動期

間，執法單位應強化彼此之間的合作強度，例如：建立活動時的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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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以供即時的聯絡，並依既有法源嚴格執法，針對主辦宮廟及行

為人採取連坐處罰跟記點處分，由主辦宮廟負責約束。最後，可以與

較有影響力的宮廟合作，打造「模範宮廟」作為示範並號召其他廟宇

配合，以事後評比促使廟方配合。好的規範長期執行下來即有成果，

再結合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或相關單位進行公正評分，並在觀光文

宣上詳述，提高模範宮廟曝光率及經濟效益，鼓勵宮廟自律。 

再來，以「宮廟」層面來說，我們認為，鼓勵宮廟自律，以聯境或

有相同信仰的宮廟聯合舉辦類似嘉年華的活動，共同管理有利於宣傳，

也減少在地居民因宮廟活動受影響的頻率，並鼓勵宮廟以捐款或物資

代替過度的放鞭炮，將物資與捐款回饋社區，例如：醫療照護及公益

活動，減少社區居民的怨言。最後，宮廟主動成立自律、清潔、交通

管理的負責小組，並宣導鞭炮減量或使用環保鞭炮。 

子題二、如何讓居民得知宮廟活動的舉辦，好事先預作規劃？ 

公民小組認為，目前使居民得知宮廟活動的宣傳資訊太少，我們覺

得可以針對四個管道加強宣傳，首先，民政局提供民眾查詢宮廟活動

資訊的網站宣傳不足。其次，可以增加如社區電梯佈告欄、鄰里長群

組與傳單等宣傳方式，然後針對相關活動可以藉鄰里 Line群組、文宣、

廣播宣傳。接著，由宮廟自主經營社群專頁主動公告，也請鄰里長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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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告知居民。最後，由公所建立集結活動資訊的臉書專頁，增加觸及

率與流量。 

子題三、如何讓宮廟與居民更能了解彼此，減少不快發生？ 

我們認為可以舉辦宮廟與在地居民的座談會，交流彼此的需求跟意

見，並在事前協調會邀請當地里長、社區發展協會出席，作為居民代

表與潤滑劑，相互了解，回社區宣傳周知。強化宮廟和在地連結，如：

田野調查、兒童導覽藝術、學校發揚廟宇傳統知識藝術，也可參考大

甲鎮瀾宮、鹿耳門天后宮及廣達基金會，舉辦主題性活動，促進居民

認同與提升彼此的包容力，並和在地有名望的店家、居民合作分享相

關歷史，舉辦展覽，將傳統活動結合現代化、生活化推動。也應將宗

教社區化，結合長照據點建立合作，辦理老幼皆宜的活動、健康促進

活動，活動要年輕化且吸引年輕人參與，如：實境遊戲、讀書會、共

餐、或類似奇美博物館舉辦的密室逃脫活動。匯集不同宮廟，或是以

聯境形式集結力量和經費，協助社區各種不同活動。 

議題二：如何落實對於宮廟活動的管理？ 

子題一、如何有效執行對於宮廟活動的法律規定？ 

共識會議中，公民小組提到目前宗教優質化政策已有相關規定，

因此公部門，例如消防局、警察局、環保局等主管機關應嚴格執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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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規，督促主辦廟方負責約束交陪境及參與團體。首先，事前協調

會中，主辦廟方應針對活動參與人員造冊管理，對相關參與人員進行

教育訓練，確實告知活動規範；活動中主管機關必須落實稽查；事後

主辦廟方與主管機關進行整體檢討，同時訂定後續評估標準，評估該

主辦廟方未來申請辦理活動的許可。並且針對現有法規，應加強宣導，

例如透過設計類似滅火器的「拉拉壓」口訣。 

依現行方案之外，公民小組亦討論到未來促進宮廟管理的執行方式，

以下說明：首先，有關宮廟活動定型化契約的設定，活動主辦宮廟應

與外包的參與、表演團體（如陣頭）訂立定型化契約。在契約中約定

行為標準，並依表現調整酬勞，以增加對相關參與團體的約束力。其

定型化契約內容應由公部門協助訂立範本，並重新評估相關規定及政

策。例如主辦方和公部門簽訂的路權申請計畫書內的標準、行政處分

須更加明確，以利後續和外包團體簽訂的契約配合。（相關明確標準可

參考台北市環境計畫表中對消防設備的規定數量、範圍。）其次，主

管機關可與評鑑績優的宮廟合作，拍攝示範影片提供其他欲申請活動

的宮廟做參考。最後，呼應前述議題一，權責單位應持續輔導家廟、

私壇立案，以便未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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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宮廟本身可以做些什麼？ 

在會議中，公民小組提到，主辦宮廟在招募承攬的陣頭表演團體

時應積極篩選，並負責對參與人員進行教育訓練。我們建議，主辦廟

方能建立廟方的評估標準與評鑑小組，評鑑結果未達標準，將來活動

舉辦時不再合作；表現佳者，可再持續合作，並建立優良名單，提供

其他宮廟參考。 

我們也建議主辦廟方可與交陪境團體訂定切結書，約定權利義務

和負責事務範圍，建立對等的關係，避免主辦單位找不到行為人對單

一行為負責，也增加宮廟自律性。在宣導相關規範方面，公民小組提

到，宮廟可以協同政府資源製作宣導影片，推廣活動中所期待的正向

風氣及應避免的負面行為，藉此督促活動參與者配合，同時也可宣傳

該活動。與此同時，主辦宮廟也應該要負責與受影響區域居民進行事

前協調、宣傳，或與店家合作，增加經濟效益。 

最後，公民小組也建議，宮廟可以區域為範圍，成立聯合自治會（例

如中西區宮廟自治會），討論制定共同能遵守的規範。另一方面，邀請

專家學者和宮廟執事人員提供建議，分享、交流舉辦活動的相關經驗；

也能參考教會或其他宗教的活動方式，增加正面意義，提高參與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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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宮廟文化如何去蕪存菁? 

子題一、宮廟文化有哪些正面價值？我們如何發揚？ 

廟早期是居民的信仰中心，可提供在地民眾聯絡感情、推展教育、

聚會交誼、政令宣導的場所，也是分享生活經驗、傳承傳統技藝（如

八家將、南北管、戲曲等）的藝術殿堂。宮廟祭儀具有世代相傳的軌

跡，富含前人的經驗智慧，但隨著科技、生活、工作型態的演變及世

代交替，這些需要被保留及傳承的傳統儀式背後其象徵意義(如遶境凝

聚社區)，已逐漸被淡忘。  

公民小組認為，宮廟若要持續凝聚社區情感，可透過讀經班、課

輔班、長期照顧據點、居民共餐、舉辦公益活動等方式，提供大家親

近廟宇文化的正向精神價值。至於強化後代對廟宇信仰的連結，可透

過與當地學校合作，由相關單位補助培養重點學校、師資進行從小扎

根的宮廟文化教育，養成孩童的道德素養。 

除透過上述活動，延續在地人對宗教活動的參與，也可透過嘉年

華、市集、桌遊、實境遊戲等方式，再搭配拍攝說明短片宣傳，設計

御朱印等蒐集型活動、開發文創商品等，提升本國文化能見度，讓國

際看見。 

宮廟是文資的寶藏，壁畫、雕刻、建築都具有其藝術之美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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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可藉由行銷包裝，如一廟一特色，每個廟以其特色活動吸引民

眾共同參與，或如導覽員解說活動，提供大家深入瞭解廟宇歷史故事

以及精神，讓大家了解其正面價值。 

也有公民小組成員建議，宮廟可提撥部分比例的建設宮廟預算，

比照公共藝術規範，用於保存傳統藝術。 

子題二、宮廟文化有哪些負面觀感？我們如何減少？ 

雖然宮廟文化有其正面價值，但也有一些公民小組成員表示，針

對廟會活動相關參與人員，在廟會行經過程中，個人不良的行為（如

吐檳榔、亂丟菸蒂等負面行為），甚至是犯罪行為（如問事詐騙），造

成社會的觀感不佳；此外，宮廟的習俗、儀式也會帶來空氣、環境汙

染，如：燒紙錢、放鞭炮等。因此，公民小組建議，若要減少民眾對

廟宇文化的負面觀感，可以從廟會陣頭人員與廟會活動辦理方式改善

精進。 

個人道德素養方面，廟方可自行培養或與社區合作招募陣頭人員，

避免陣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政府可制定相關評比及取締機制，提升

居民的包容力。另廟方辦理活動也應自律，簽署契約，依規定數量燃

放鞭炮。 

關於防止問事詐騙的宣導，可由鄰、里長協助清查、公告有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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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的宮廟組織，也加強對民眾宣導宗教相關的犯罪案件和類型，同

時公布已有前科的案例和判決，可參考教育局對狼師案件的作法。 

辦理廟會活動，在保留傳統意義科儀為前提之下，可考量替代與

轉型，如以全像投影替代燃放鞭炮、成立陣頭社團，強調傳統意義，

增進大眾對陣頭的正面了解。 

資訊層面的傳播，可透過開發宮廟資訊整合 APP，建立使用者評價

系統，讓眾人透過線上評價，作為監督廟宇品質的壓力。或是透過開

源 API資源的方式，讓有興趣的開發者，協助相關程式的開發或開源，

可參考新北或高雄的開源 API，也鼓勵廟與廟（包含家廟、私壇）間的

橫向連結，共享資源資訊，例如事前協調、教育訓練。 

承如上述所提到的正面及負面價值觀感，我們需要在傳統與現代

間找到共存、共融的平衡點，帶著過去歷史的經驗傳承，邁向永續發

展的世代價值。 



公民小組同意書

身為公民小組的一員，對於如何與神同行公民共識會議報告表示

認司，報告中已確實紀錄公民小組成員所達成的共識及少數意見，同

時形成共識過程中並未受到任何外在人士的影響 ，報告所載內容係詳

實無誤 。 在合法的前提下，我問意將本報告以任何形式向社會大眾公

開，作為未來政府政策規劃的參考與推廣審議社造之用 。

姓名 同意簽署 姓名 同意簽署

陳東炎 得了共 郤詩園 宜約兩
柯守訓 氣氛i 黃榮昌 接態色
洪榮志 d\1美;于 黃筱婊 主 22 吾友

陳靖瑜 向全考穹的 楊芳文 給 芽之一
李淑美 色品失失 王朦逸 立聽這L
宮哥會是，忍也、、 +心←、 弟三λ -L 鄭淑丰 要 予多久三5 
黃鈺菁 藏各取有 王淵源 守主 〈/咐 :1: 
林宜君 #-宜 -是 蘇麗淑 在日 7k/
邱鼎能 句 lit 戴名芭 到 這fL :; 了

且每

WDE004
文字方塊

WDE004
文字方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