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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uses Hsing-Hsien Shu Yuan(興賢書院) as an example to understand its develop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and the modern society. The coverage of the study is Yuanlin Township in Changhua since 1807. Consultans who engaged in

activities in Hsing-Hsien Shu Yuan were interviewed. Although the real education functions of Hsing-Hsien Shu Yuan has faded, the

spirit of academies still goes on. The goal of the study is to understand Hsing-Hsien Shu Yuan’s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document the worship of Wen Chang Di Jun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community, and find the culture features and social

functions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by observations, literaure review, and field work. The following shows the

findings: 1. Hsing-Hsien Shu Yuan not only presents the earliest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in Yuanlin Township, but also shows the

atmosphere for pursuing knowledge. 2. The existence of Hsing-Hsien Shu Yuan is not just a historical site, but an important place

for people to worship and get mental comforts. 3. Hsing-Hsien Shu Yuan has critical functions of folk belief, social instruction, and

sightseeing that give Hsing-Hsien Shu Yuan opportunities to be rebuilt and paid attention to. 4. By promoting Wen Chang worship,

students’ blessing ceremonies, and sightseeing , Hsing-Hsien Shu Yuan becomes more visible and Yualin Township is more

energ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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