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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探討寺廟的祭祀活動與社區居民間的互動，以香山寺的祭祀圈做為區域的界定指標，範圍包含火燒庄大明、大饒里

及社頭新厝村。研究方法是透過歷史文獻法、深度訪談、個案研究法、現象學及參與觀察民間信仰活動，如：進香、遶境

、丁口制度、爐主制度、祭祀圈⋯⋯等的運作來了解寺廟，並從寺廟與社區結合中得到共識。社區管理委員會幹部與香山

寺的委員都有所重疊，亦共同辦理元宵節舉暗燈活動。此外，本祭祀圈的範圍隨著社區內新建案帶來的新住民，也擴大原

本祭祀圈的信仰範圍，並產生新的融合，透過地方鄰里長的積極運作，會凝聚新住民與本地住民的力量。因此祭祀範圍的

變動也象徵社會關係的轉變，連帶整個社區發展也需多點創新思考，讓寺廟與社區相輔相成。 從研究可知，廟宇與社區不

只是休憩場所，從居民體驗宗教文化活動中更能凝聚彼此的向心力，進而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寺廟與社區能資源共享並

學會突破困境及創造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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