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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彰化市田中里居民為研究對象，主要目的是對彰化市田中里的村廟「萬興宮」的文化紋理做完整而詳盡的描述與

記錄，並透過參與萬興宮各式活動的舉行，實際觀察其所呈現的文化意涵，藉以探討居民對於地方的生活經驗與記憶，更

進一步了解村廟的文化紋理何以形成居民的地方感，以及文化紋理如何建構地方的意義與地方認同。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採

用質性研究中的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取得第一手資料，透過整理與分析相關文獻資料，重建田中里居民地方感建立之歷

程。研究發現，萬興宮與田中里的歷史發展和田中里居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萬興宮是田中里居民地方認同的連結與居

民對地方情感的記憶和依附，而萬興宮的文化紋理賦予了居民地方集體意識，也凝聚了居民對地方的深刻情感，與田中里

居民的生活相融合，共同架構出屬田中里獨有的地方記憶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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