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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王功地區居民與福海宮互動之關係，目的為暸解居民對福海宮之節慶時期、非節慶時期的互動關係與地方

依附感。採質性與量化研究並行，以福海宮管理委員會和居民為對象，利用文獻回顧、觀察、訪談與分析有效問卷282份

，研究結果如下： ㄧ、福海宮的建立原為郊商平安出入王功漁港，然漁港因泥沙淤積失去功能，福海宮也少了郊商支援。

後因媽祖屢顯神蹟庇祐居民，才逐漸成為地方信仰中心。 二、居民踴躍參與福海宮節慶活動，表示兩者互動關係良好。 

三、福海宮從早上七、八點到傍晚五、六點，是居民活動頻繁的時刻，且假日人潮多於平日。 四、居民對福海宮的地方依

附感屬於中高程度，其中心理依附較功能依附為高。 五、年齡愈長與居住年數愈久的居民，對福海宮依附感程度也愈深。

六、因福海宮缺乏周邊展館或設施，前往之居民大多數只能從事祭祀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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