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Study of the Resident'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Village Temple Cultural Texture-Case of the
Wancingong in Changhua Cit

楊環菁、吳振岳

E-mail: 355844@mail.dyu.edu.tw

ABSTRACT

The object of this research is the residents who are living in Tianjhong Village of Changhua Cit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focus on the exhaustive description and record of the culture texture of village temple "Wancingong". Besides, discussing the local

residents' living experience and memory observe the appearance of cultural meaning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of activities of

Wancingong. Furthermore, the study leads reader to understand how the culture texture creates the sense of place, local meaning

and place identity. Therefore, participated observation and deeply interview are applied to this research for collecting data and

rebuild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sense of place by analyzing relative literatures.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Wansingong and Tianjhong Village is close to residents' daily life. The "Wansingong" is the link of

residents' identification and the dependence of local affection. In addition, the culture texture of "Wansingong" allocates group

consciousness to local residents and strengthens the sense of place. The unique local memory and identification are structured

together by "Wansingong" and local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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