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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宗教空間與聲音一直扮演著相互對應的關係。在宗教中音樂的功能不只是將音樂植入於某種特定空間，來做為儀式上的運

用，更是反映著部份宗教的結構、型態與思想，扮演著重要的儀式與功能。隨著時代的改變，宗教音環境所呈現的意涵更

多元並也反映著社會思潮。因此人與宗教空間的互動過程，在於不同時期的儀式與音樂功能中而衍生出空間配置上的設計

變化。音樂學者納德爾 (Nadel)更具體的提出，音樂的起源就是為了人與超自然界的溝通而形成，由此可以了解音樂在宗教

儀式中的重要性。 音樂為基督教禮拜中不可獲缺之靈魂，禮拜的儀式因為聚會型態與音樂崇拜所進行的流程改變，以致於

使用的樂器、音響與設備上對於禮拜空間的音環境產生了重大改變與影響，導致使用者對於空間內涵產生不同的空間認知

結果與評價。 本研究以台南市長老教會進行研究調查，從文獻中探討禮拜空間的音環境演變，信仰者對新型式敬拜音樂與

舊有崇拜音樂的不同，所產生的音環境主觀感受與不同認知評價。研究上從聖經中取得空間認知詞彙，再針對音環境的評

價找出主觀感受來作為相對應的客觀參照，並了解心理量評估與物理性音響之間的關係。從空間音環境認知，找出人對於

空間訊息的模式處理，並能建構空間與體驗空間所呈現的印象與概念，提供設計者對於禮拜空間音環境認知的特性，做為

教會空間設計上理念與設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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