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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people believe that human being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flesh after all decadent, but still the soul is immortal, because they

believe in the existence of the soul that have to accept reincarnation after death, if the lifetime evil, the soul after death would be hell

confinement in hell, it is necessary to hire Taoist priests to read the classics to the king of hell, confessing his sin to hope that with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gods, the leading spirits of the dead to paradise. Soul Guiding ceremony, the spirits of the ceremony

through the traction from the many gods they will be under the care and lead the dead souls walk the underworld to th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layers of checkpoints, through the gate of hell later, following the Buddha went to paradise. Show the contents of a

ceremony to open the altar - fragrant white - notes the Five Camps soldiers will guard - Citation soul - comfort the souls - to

persuade die - left - off 36 off (open-closed) - into the Five Sacred Mountains - Tour 10 Hall - Speech of Health -- thank God -

Send-off. Its Soul Guiding ceremony, the content of folk beliefs in Taiwan to help the dying are still alive who settle the soul after

death through a variety of ceremony in the world, can lead a life of peace of mind, free from hell, the pain of the Criminal Code.

The concert the night before at the funeral and burial the same day as the parade troupes. The performances to follow the funeral

procession to do a "way out" performance. Song of the Soul Guiding array may be derived from Fujian, "off the yin ballad," Song

and vehicle integration of Taiwan to attend a small drum shaped theater. Taiwan Soul Guiding songs array origin, according to Wu

Shu-Chuan is Shan and Xiu-Qin Zhang, civil society there is a "costume Aunt（Spirit medium）" of magic, through such magic,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loved ones with the underworld. Soul Guiding songs reflect the contents of array performance

integration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Buddhist religious character, and the soul is immortal view of life, to show that "after the death

of a trial" and the "cause and effect are retribution" values. Soul Guiding songs performed with a soothing array of survivor's

psychological effects, also has advised the World enlightenment rectifying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eople's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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