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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 

「掛香」 
• 家庭的宗教活動 
• 跨越城鄉與南北 

 

地緣、血緣與信仰基礎 

社會結構下的行動意義 

宗教人類學研究 
祭祀圈與信仰圈 

宗教為個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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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1. 去／再領域化之定義 

2. 去/再領域化對城鄉移民家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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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再領域化之定義 

去地域化 

文化活動與 
社會地域屬性脫節 

(García Canclini，1995； 
丁仁傑，2005； 

李明璁，2009) 

再領域化
過程的機
制與力量 

去領域化(推力)+再領域化(拉力) 
 （李明璁，2009） 

再連結(re-embedding) 
(丁仁傑，2005) 

再領域化 

社會以新力量重新 
將文化、地方、社群 

再度連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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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再領域化對城鄉移民家庭的影響 

 

 
移民者對故鄉的想像，是否適用於這群在
都市成長、接受現代教育、頻繁接觸新興
媒體的後代身上（黃克先，2020 ）？ 

都市信仰缺乏地緣基礎，再加上主流信仰、
教育程度、時尚追求之影響，移民家庭的
信仰早已有世代分歧（陳杏枝，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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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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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故鄉 

子代 

親代 

媽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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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1. 在社區層次上，北部移民家庭是如何在掛香的過程中，建立與
平安村社群之社會、經濟或文化宗教的連結？ 

 

2. 對於個人來說，平安村移民家庭中的年輕子代，相較於親代，
又如何各自建構出對於故鄉的認同以及對其社群之主觀意義？ 

 

3. 在地方社群的面向上，宗教信仰扮演的角色為何？在神聖與世
俗之間，在都市與鄉村之間，媽祖信仰與跨地域的去領域化或
再領域化，有著甚麼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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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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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民族誌田野 

•  2022年4月掛香前後 

• 中南部地區的平安村 

• 信仰中心—慈后宮 

田野筆記 

擬定訪綱 

• 2022年5月至7月 

深度訪談 

• 2022年8月開始訪談 

• 兩個家庭、八位受訪者 

• 家裡、餐廳、咖啡廳 

• 1~1.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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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抽樣 

• 自平安村移民至台北都會區的家庭 

• 自慈后宮分請一尊媽祖至家中祭祀 

• 有回到平安村「掛香」的宗教習慣 

以世代區分 

• 親代（第一世代）、子代（一點五世代、第二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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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第一世代 

• 年齡介於60至70歲 

• 平安村成長或移入 

（姻親） 

• 追求經濟資源而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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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五世代 

• 年齡介於40至50歲 

• 住到10至15歲左右 

• 隨著家人移出 

第二世代 

• 年齡介於20至30歲 

• 從未在平安村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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