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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死學」源於西方學術界，至今已有超過四十年的歷史，專門探討人類

濱死、死亡、死後世界的各種情境或狀態，其主題範圍廣泛，涉及傳統的宗

教、哲學、文學、藝術，也涵蓋了先進的臨終醫學與精神治療醫學，具有跨學

科、整合性極強的學術特質。前賓州州立大學傅偉勳教授於一九九〇年初，返

台提倡此一新興領域，在學術界引起不少反響（傅偉勳，1993），而對於死亡

的意義以及死亡世界的探索，更是一些學者最感興趣的焦點。（段德智，1994; 

蒲慕州，1995）

台灣學者對死亡世界的研究，大致可區分為兩大類型，一為歷史性的考

察，另一為民俗學或人類學式的紀錄。歷史性的研究偏向以史書、文獻與考古

文物為對象，探索其中所反映的中國古代死後觀。（余英時，1987; Yü，1987; 

蒲慕州，1995，2005）民俗學式的研究，則以特定地區或儀式為觀察和分析的

案例，著重呈現當代台灣民間社會正在發生的現象。（黃文博，2000; 陳明莉，

2002; 林清泉，2004; 江志宏，2005; 龔萬侯，2005）這些研究，為我們提供相

當重要的背景知識，例如釐清中國漢代以前即已存在的死後觀，具有源遠流

長、深富「本土中國」的味道，此與漢代佛教傳入中土之後，融合各宗教元素

而成的死後觀不同，或者藉由學者的實地田野考察，描述當代台灣各地區如何

進行喪葬儀式，由此窺視一般民眾如何處理死亡與面對死後世界。

台灣一般民眾的死後觀分析
―根據 2009 年「台灣地區宗教經驗比較研究」預試抽樣調

查資料

蔡彥仁（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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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些研究雖然捕捉到傳統中國人或台灣漢人對於死後觀的某些面

向，卻未必考慮及其他亦是相當重要的問題。例如：隨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

昇，當代台灣還有多少人仍然相信死後世界的存在？男、女性別差異，是否對

死後觀的看法不同？以佛、道以及民間信仰為主的台灣人民，是否皆抱持相同

的死後觀，或者不盡相同？如有差異，除了宗教信仰的因素之外，是否和家庭

收入與年齡差距亦有關係？等等。諸如此類問題，非上述歷史與民俗學研究者

所關注，但卻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興趣所在，而在當代台灣學術界，後者

的研究成果相對的稀少，如有之，應首推瞿海源教授多年來的研究著作。（瞿

海源，1997，2006）
1

瞿教授係社會學家，他的宗教研究主要奠基於「宗教世俗化」的理論，

亦即認為隨著社會的進步，人類理性化的程度加強，超自然的世界或指涉將

失去其意義和影響力，而宗教信仰、活動、思維、制度等，也將逐漸退出人

們的生活範疇。他根據「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所得，似乎證明宗教在

台灣亦是趨向「世俗化」發展。（瞿海源，1997: 17，36-37）按「宗教世俗

化」（secularization of religion）在一九六〇～一九七〇年代盛行於西方，一直

到二十世紀末仍是西方宗教社會學的主流論述，就是在今天，仍有許多學者

奉為圭臬。（Berger, 1967, 1980; Luckmann, 1970; Martin, 1969, 1978; Wilson, 1966, 

1982）當今西方學界熱烈討論的宗教「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或「市場理

論」（market theory），亦可視為「宗教世俗化」概念的延續發展。（Bruce, 1999, 

2002; Casanova, 1994; Stark and Iannaccone, 1994; Stark and Finke, 2000）但是，「宗

教世俗化」理論的提出，乃基於西方社會的發展經驗與實例而來，它是否具

有普遍性，成為放諸四海皆準的法則？此是一大問題。僅就從宗教史或比較

宗教的角度考察「死亡」與「死後世界」， 近來的研究發現，這些其實與人類

對「生命」的態度以及各種人生觀有密切的關係，而這些因素又受到各民族或

國家不同的社會、習俗、制度、文化、宗教信仰等之影響甚鉅。（Hayslip and 

Peveto, 2005; Kramer, 1988; Loewe, 1979/1994, 1982/1994; Morris, 1992; Smith, 1987; 

Van Baaren, 1987; Watson and Rawski, 1988）特別是最近幾個學者在研究華人社

會的宗教後指出，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發展三十年來，各類宗教活動不但

未見消失，反而復燃勃興，傳統的宗教觀念仍主宰許多人的生活與思維（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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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Yao and Badham, 2008）；經濟相當發達、教育程度甚高的香港地區，喪葬

禮仍依循千百年來的宗教傳統模式舉行。（Lai, 2006; Yin, 2006）的確，我們有

必要根據客觀的研究結果，再仔細思考「宗教世俗化」理論的普遍有效性問

題。本論文即是在此脈絡下，以台灣地區為考察中心，試圖對此主題提出回

應。

研究背景
筆者與其他四位學者目前正合力進行一個為期三年（2008-2010），名為

「台灣地區宗教經驗之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Taiwan）的研究計畫。本計畫係由科際整合的團隊執行，跨越宗教學、社會學、

心理學、政治學等多種領域，藉由問卷調查與訪談的方式，將有效建立台灣地

區民眾的「宗教經驗」資料庫，然後透過參與學者的整理、比對、分析、詮釋

等過程，試圖描繪台灣「宗教經驗」的諸多面向，以及其所彰顯的特徵與意

義。自 2008 年末開始執行以來，本計畫目前已經完成文獻回顧、問卷設計以

及預試訪問的進度，預計在 2009 年 10 月完成 4488 件個案之正式訪問工作。

本計畫所執行的問卷調查工作，是屬於瞭解宗教問題與民眾意見的學術性

民意調查，運用客觀且有系統的方法，對不論是有或無宗教信仰者，進行科

學、嚴密、且深入的實證性探討。研究對象為台灣地區 18 歲以上的居民，此

乃依據內政部戶政司的戶籍資料，採取「分層三階段等比率抽樣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抽出樣本個案。抽樣原則以台灣地區具有國籍，在

199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18 歲以上）的民眾為研究母體，並以台灣地區

戶籍資料檔為抽樣名冊（sampling frame），利用「服務業人口百分比
2
」、「工業

人口百分比
3
」、「15-64 歲人口百分比

4
」、「65 歲以上人口百分比

5
」、「專科及以上

教育人口百分比
6
」、「人口密度

7
」等指標，將台灣之鄉鎮市區分為七層。（侯佩

君等，2008:14-21）其中挑選鄉鎮之原則為，第一、二分層需挑選北部地區，

第五、六、七分層需挑選中部地區，第三、四分層需挑選南部地區，並以「立

意抽樣」方式選出鄉鎮，挑出鄉鎮後再依分層「等比率抽樣」的方式進行村里

及受訪者的抽樣，即先在每一鄉鎮市區中依人口數多寡，利用等距抽樣原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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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性地抽取村里，再從每一村里中依前述抽樣方式抽取一定數目的個案
8
。

本計畫所設計的問卷原有 124 題（目前最後的定稿修訂為 121 題），內容

除了詢問個人基本資料外，主要分為「宗教經驗 I：力量」、「宗教經驗 II：人

生」、「宗教經驗 III：夢境」、「宗教經驗 IV：異覺、異象」、「觀念與行為」、

「理念與信仰」，總共六大部分。此一設計原則，乃基於宗教社會學所提，以

「信念」（belief）、「行為」（behavior）、「歸屬」（belonging）三個關鍵概念試圖

理解宗教現象為前提，但實質上又以個人的主體宗教經驗為調查核心，因此含

有結合質性與量化研究的雙重特色。

本計畫在 2009 年 6 月進行預試工作，總共發出 327 份問卷，經過訪員實

地訪調之後，最後有效回收 108 份，成功率約為 33％。雖然有效份數不高，

但是由抽樣原則考量，回覆的意見在台灣仍具代表性，值得我們進行先期的觀

察與討論。

資料分析與討論
「台灣地區宗教經驗之比較研究」計畫，目的在理解台灣居民的各種不同

宗教經驗，包括日常與特殊遭遇，在問卷中直接與「死亡」和「死後世界」相

關的題目並非太多，但是，筆者認為至少以下三個題目的問答，可以引領我們

窺探一般民眾的死後觀：

一、「宗教經驗 I：力量」部分

第 8 題：「有人有這樣的經驗或經歷，就是感覺自己的生活冥冥之中，受

到

某一種普通人無法控制力量的影響。請問您是否有過這樣的感覺？這裡有

幾種力量，請您回答您是否感覺過它們的影響：（1）天命或天意；（2）佛

或菩薩；（3）因緣；（4）天主、上帝、耶穌、聖靈、或聖母瑪麗亞；（5）

祖先或先人；（6）鬼魂；（7）自己的命運或運氣；（8）道或天道；（9）

氣；（10）其他神明（例如媽祖、關公、王爺、祖師爺等）（請說明）；（11）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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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問題中，筆者認為（5）祖先或先人，以及（6）鬼魂兩個選項反映死

後世界，與民眾的死後觀有密切關係。

二、「宗教經驗 III：夢境」部分

第 34 題：「有人會做一些感覺很特殊的夢。下面列舉了幾種夢境，請問您

做

過這樣的夢嗎？（1）神靈（例如上帝 / 天主 / 耶穌 / 天使；佛 / 菩薩 / 觀

音 / 羅漢；神明 / 土地公 / 祖師爺等）；（2）鬼魂、陰靈、妖魔鬼怪、撒

旦；（3）祖先或過世的親友；（4）宗教師（例如上師、活佛、師父、上人、

點傳師、牧師、聖人）；（5）神秘或特別的動物；（6）神秘或特別的植物；

（7）天堂、地獄、仙境、寺廟、教堂、墳墓等神秘或特別的地方；（8）神

秘或特別的東西、符號（例如十字架、卍字、法輪、符咒、寶劍、亮光、

棺材等）；（9）遇見夢境中似曾相識的情境；（10）其他（請說明）」

在此問題中，筆者認為（2）鬼魂、陰靈、妖魔鬼怪、撒旦，（3）祖先或

過世的親友，以及（7）天堂、地獄、仙境、寺廟、教堂、墳墓等神秘或特別

的地方，此三個選項與民眾的死後觀有密切關係。

三、「觀念與行為」部分

第 64 題：「您『相信』下面的說法嗎（1）世界上確實有神靈鬼怪；（2）

宇宙有一位至高無上的神；（3）心誠則靈；（4）風水地理的好壞會影響個

人或家庭；（5）人死後，會投胎轉世；（6）夫妻、親戚、朋友都前世的

因緣；（7）善有善報，惡有惡報；（8）按時祭拜祖先會得到祖先的保佑；

（9）無主的靈魂會成為孤魂野鬼；（10）遇到重要事情時，要選良辰吉日；

（11）修行或修練可以使人有特異的能力；（12）靈媒（或乩童）可以為人

驅邪治病；（13）氣功可以幫助人治病；（14）人的氣可以經過修練而加

強；（15）一個人的氣很旺，能夠百邪不侵」

在此問題中，筆者認為（5）人死後，會投胎轉世，（8）按時祭拜祖先會

得到祖先的保佑，以及（9）無主的靈魂會成為孤魂野鬼，此三個選項與民眾

的死後觀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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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先從 108 份有效問卷中，整理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表一：受訪者基

本資料〉），再針對有關上述三題的答覆，做出人數上的統計，之後又根據問卷

中所提供的個人基本資料，取出性別、年齡、教育、經濟（收入）四個變項，

進行因素分析，所得結果如下。

如〈表一：受訪者基本資料〉所示，受訪者男有 56 人，女 52 人，性別人

數幾乎各佔一半。在年齡方面，按照台灣近代歷史與社會的發展，國民黨政府

來台的 1949 年，以及 1970 年之後，台灣由農業社會逐漸轉變成以出口導向為

主的工業社會，此兩個時間點應是合理的年齡分界線。如此，受訪者可分為三

個出生階段，概分為 60 歲以上老人（1949 年以前出生，18.5%），40 ～ 59 歲

中年人（1950 ～ 1969 之間出生，46.3%），以及 39 歲以下的年輕成年人（1970

以後出生，35.2%）。如對照教育程度，此三個年齡層由老年至青年，約略吻合

受 6 年以下的小學教育（17.6%）、12 年的中學教育（42.6%）、13 年以上的高

等教育（39.8%）三種程度劃分，大致反映台灣經濟成長與教育水平提升的對

應關係。至於每戶的月平均收入，以新台幣 4 萬～ 9 萬者居多（24.1%），收入

在四萬以下者亦為數不少（23.1%），但是肇因於個人隱私，相當大比率的受訪

者拒絕透入其收入狀況（36.1%）
9
。最值得注意者是，當問及受訪者的宗教信仰

時，宣稱無信仰者僅有 20.4%，反之有信仰者，不論其屬民間信仰、佛教、道

教、基督教等，總數幾達 80%，顯示當代台灣一般民眾仍以有宗教信仰者為絕

對大多數。

有關感覺自己在冥冥之中受到超自然力量的影響之問題，不少台灣居民

認為這個力量來自於死後世界。〈表二：「宗教經驗 I：力量」統計分析〉的數

據顯示，雖然達到 54.6% 的受訪者認為沒有受到祖先或先人的影響，但是仍然

有為數不少的人卻持肯定態度，不論是偶而一、兩次或經常（41.6%）。相較之

下，認為受到鬼魂影響的受訪者較少（28.8%），或者說，絕大部分的人不認為

受到鬼魂影響，這也許是因為祖先或先人在民俗觀念中被認定是保護的、正面

的力量，而鬼魂（非屬自己家庭、未被祭拜的亡魂）則是破壞的、負面的力量

之緣故。至於被問到這種力量將來是否會影響受訪者？在祖先或先人方面，回

答正面者與曾經受到此種力量影響者的比率約略相當（38.9%），但是如係是鬼

魂，持否定態度者仍佔大多數（63%）。比較有意思的是，承認受到鬼魂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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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訪者（28.8%），在被問及以後是否還繼續會受到影響，有不少人則顯出猶

豫、不確定的態度，此由回答「不知道」或「拒答」（加總為「不詳」類）的

遽增（由 3.7% 增為 17.6%）可得知。

在宣稱受到祖先或先人影響的受訪者當中，男、女比例無多大區別（41.2％

與 42.3%），而受到鬼魂影響的男性（30.4%）比女性（26.9%）稍多。如係對

照年齡，我們發現 1970 年以後出生的年輕成年人，在感受或信仰祖先、先人、

鬼神方面，其比率皆比年長者為高。例如，感覺受到祖先或先人影響的年輕

人（47.4%），高於 60 歲以上的高齡者（45%）以及中年者（36%），受到鬼魂

影響者的比率亦最高，分別是 36.9%，28%，15%，而認為未來會受到這兩種

力量影響的比率亦明顯的有差距，分別是 47.3%，38%，25% 和 31.5%，14%，

10%。這似乎表示，在台灣年紀越輕者越感受到或者相信祖先、先人、鬼神力

量的存在。此一年齡的因素，又與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約略呈現平行關係，亦

即受教育越高者，越感受到祖先、先人、鬼魂力量的影響。我們如比較高等、

中等、低等三種教育程度，其數據分別是 48.8%，41.3%，26.4% 以及 32.6%，

30.4%，15.8%，就是詢問未來是否仍會受到這種死後世界力量的影響，其答覆

仍與這種排列等差相同。再繼續對照收入情況，數據仍然顯示，收入在中、高

程度以上者（四萬以上），比起收入低者（四萬以下），更感覺到或相信祖先、

先人、鬼神力量的影響。如不計「不詳」攔，而將〈表二：「宗教經驗 I：力

量」統計分析〉所列的收入從高到低分三類，則受到祖先或先人的影響分別是

50.1%，50%，36%，而受到鬼魂的影響者分別是 39%，42.3%，16%，對於有關

未來可能是否會受到影響，其結果仍然是收入高等比低者更持正面反應。這個

發現似乎顯示，「宗教世俗化」的趨勢在台灣並非是事實，與此正相反，隨著

社會的進步，教育水平以及經濟能力的提升，台灣的居民更加經驗到或相信祖

先與鬼魂之力量，其「死後世界」並未因理性的增強而消逝無蹤。

「宗教經驗」的調查中，有一部份詢問及受訪者的「夢境」經驗，其假設

是，「夢」是人心思意念的反映，甚至是窺知人最真實的底層意識之重要窗口。

藉由「夢境」的描述，我們可以知悉受訪者的心思活動，更可能探索其較為

隱密的心理糾葛，而一般人對「死亡」與「死後世界」的複雜感覺或模糊影

像，或許在「夢境」中表達的更加清晰與生動。如〈表三：「宗教經驗 III：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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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統計分析〉所示，在 108 位受訪者當中，曾經夢過死後世界中的超自然存

在體，例如恐怖的「鬼魂、陰靈、妖魔鬼怪、撒旦」等者，為數不高，僅佔

27.8%，相同地，曾經夢過與死後世界相關連的地方，例如「天堂、地獄、仙

境、寺廟、教堂、墳墓」等者，亦僅佔 26.8%，而這些都是偶而一、兩次夢見

過。不過，曾經夢過「祖先或過世的親友」者，其比率則高達 58.3%，是前述

兩種夢中情境的兩倍以上。此一高比率是否與台灣漢人的注重人際關係有關，

特別是五倫的教導與祖先崇拜的實踐，則需要透過更多的資料收集以及跨文化

的比較研究方可得知。

在上述的夢境調查中，如比較男、女間的差異，我們發現有關恐怖的陰靈

鬼魂和死後世界相關連的地方，兩者的比率頗為接近，分別是 30.3%，25% 和

25%，28.8%。但是如係有關夢見祖先或過世的親友，女性的夢境經驗（73.1%）

遠遠高於男性（44.7%），此一特點值得我們注意。比較有趣的是，如果我們

對照年齡分佈，發現 39 歲以下的成年人夢過有關恐怖的陰靈鬼魂者，其比率

高過中年人和老年人甚多，分別是 50%，16%，15%，而同樣夢見過和死後相

關連的地方者，亦是呈現類似的差距比例，分別是 42.1%，20%，15%。不過，

如果是有關祖先或過世親友，這樣差距比例反而呈現逆轉的趨勢，亦即年齡

越大，越容易夢見祖先親友，其由老至少的比率分別是 70%，60%，50%。我

們或可推論，年紀長者距離死亡較近，因此容易夢及過世的祖先親友，此可解

釋上述的較高比率數據，但是對於年輕成年人比中、老年人更多夢見恐怖的陰

靈鬼魂以及死後相關連的地方，則可明確肯定年輕一輩對「死亡」和「死後世

界」的感受與認知，恐怕更頻繁、更複雜。這個發現如印證在教育程度上，亦

是呈現類似比例的差距。亦即，教育程度越高者，比教育程度較低者，更多

夢見有關恐怖的陰靈鬼魂和死後世界相關連的地方，以高、中、低三層教育

水平做分類，則有如是的數據分別：39.6%，23.9%，10.5% 和 30.2%，28.2%，

15.8%。此一區別如係涉及夢見祖先或過世親友方面，教育程度的高低似乎差

別不大，分別是 60.5%，54.4%，63.2%。最後，在收入的比較方面，經濟狀況

較佳者，似乎比經濟狀況較差者容易夢見恐怖的陰靈鬼魂和死後世界相關連的

地方，同樣以高、中、低三個等級的收入為等級，其數據比率分別是 33.4%，

34.6%，12% 和 33.4%，23.1%，16%。有關夢見祖先或過世親友方面，經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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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差距則影響不大，如〈表三：「宗教經驗 III：夢境」統計分析〉所顯示，

其數據分別是 72.3%，53.8%，64%。

「宗教經驗」調查中又有一部份涉及受訪者的「觀念與行為」，而其中三則

與「死亡」與「死後世界」相關的問題，則屬於純粹的主觀認定性質，與實

際行為不一定相關。由〈表四：「宗教觀念」統計分析〉可以得知，如將「很

相信」和「有點相信」相加，受訪者中有 67.6% 相信「人死後，會投胎轉世」，

此證明台灣一般民間受佛教思想影響頗深。同樣地，更有高達 71.3% 的受訪者

相信「按時祭拜祖先會得到祖先的保佑」，此種思想的普及，除了反映佛教思

想因素外，也印證台灣社會受到儒家孝道倫理的深刻薰染。筆者認為，此一

數字最真實反映台灣居民的「宗教信仰」，因為假如我們對照〈表一：受訪者

基本資料〉所示，在扣掉少數基督教信仰者和其他特殊宗教背景者後，台灣

居民的信仰比率約與此數字相當。另外值得提出的是，我們曾經提及，雖然

有 41.6% 的受訪者自認為受過「祖先或先人的影響」（參考〈表二：「宗教經驗

I：力量」統計分析〉），但是這種「經驗」並非人人可得，可是「相信」會受

祖先保佑，亦即認為會受到其影響者卻比此數字高出許多，此證明「祖先」在

台灣居民的死後觀中佔有相當重要與特殊的地位。相對之下，一般人對於「無

主的靈魂會成為孤魂野鬼」的說法，贊成的人雖然較少，但也幾乎達一半左右

（49%）。

在男、女比例方面，男性中有 62.5% 贊成「人死後，會投胎轉世」的說

法，女性則有 73.1%，顯示此信念在女性間更加普遍流行。有關「按時祭拜祖

先會得到祖先的保佑」方面，男、女雙方的比例幾乎相等，分別是 71.4% 和

71.2%，至於「無主的靈魂會成為孤魂野鬼」的說法，則是男性（51.8%）的

相信者比率略高於女性（46.1%），此若與受到鬼魂影響的男性（30.4%）比女

性（26.9%）稍多的結果做比較（參考〈表二：「宗教經驗 I：力量」統計分

析〉），兩項有雷同之處。在年齡方面，幾乎又與前述兩個死後觀問題的調查

結果類似，就是越年輕者越相信「人死後，會投胎轉世」，如按青、中、老三

個世代區分，其比率分別是 71%，70%，55%。對於「按時祭拜祖先會得到祖

先的保佑」的說法，卻是 40 ～ 59 歲的中年族群佔最高比率（78%），其次是

青年輩（68.4%），最後仍是老年者（60%）。有關「無主的靈魂會成為孤魂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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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方面，青年與老年之比差距頗大，分別是 57.9% 和 20%，而中年世代則為

54%，顯示戰後出生的台灣居民比戰前的老年輩更相信這種說法。如從教育程

度觀察，仍以高、中、低三層教育水平做分類，相信「人死後，會投胎轉世」

者的比率分別是 65.1%，67.4%，73.7%。前述提及年齡越輕者，教育程度應該

越高，亦即應有更高比率者會接受此一說法，如此這個題組的調查結果與前一

組正好相反，反而與前述「年紀越大者越容易夢及過世親友」之發現雷同（參

考頁 6 及〈表三：「宗教經驗 III：夢境」統計分析〉），不過中、高教育者，仍

有相當高的比率相信「人死後，會投胎轉世」則是無庸置疑。對於「按時祭拜

祖先會得到祖先的保佑」和「無主的靈魂會成為孤魂野鬼」兩項，其調查比率

分別是 65.1%，76.1%，73.7% 和 44.2%，54.3%，47.4%，皆是受中等教育者拔

得頭籌，高等教育等次之，低教育最末，但是整體觀之，三者之間的差距並非

太大。最後，我們再將此問題與經濟（收入）因素對照分析，發現收入最低者

有 72.00% 相信「人死後，會投胎轉世」，收入最高者亦有 66.70% 相信此說法，

收入中等者則是 65.40%，這三者的差距其實亦不大。對於「按時祭拜祖先會

得到祖先的保佑」的說法，則是收入最低者佔 88%，收入最高者佔 72.2%，中

等收入者則是 61.5%,，以收入最低者比率最高。如針對「無主的靈魂會成為孤

魂野鬼」的問題，收入高、中、低的各別比率是 44.5%，57.7%，48%，三者之

間以中等收入族群居高。如此看來，經濟因素比較不能決定台灣居民對這三個

觀念的看法，因為三個經濟族群各有其突出的選項。不過，一個明顯的事實

是，不論受訪者收入高低，絕大多數人皆相信「人死後，會投胎轉世」和「按

時祭拜祖先會得到祖先的保佑」兩者說法。

暫時結論
「台灣地區宗教經驗之比較研究」計畫仍在持續進行中，我們在 2009 年

10 月將啟動 4488 份的正式訪談調查，預計回收 1500 ～ 2000 份的有效樣本。

本論文根據 108 份預試有效樣本作分析，顯然在取樣和份數上有限，未必能全

面的反映台灣地區居民的宗教經驗或死後觀。不過，本論文擷取幾個和死後觀

密切相關的題目加以分析和討論，結果凸顯一些事實與特點，值得我們繼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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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探討：

第一、台灣儘管幾十年來的「世俗化」發展，當今仍有高達約 80% 的民

眾有宗教信仰，而這也影響其對死後觀的看法。

第二、對於台灣居民的死後觀而言，性別和經濟（收入）兩因素的區別，

影響不甚明顯。

第三、對於台灣居民的死後觀而言，年齡和教育兩因素的區別，卻有顯著

的影響，呈現年齡越輕、教育程度越高者，越感覺或相信死後世界的傾向。

這些事實明顯的與「宗教世俗化」的主張相扞格，讓我們對這個理論的普

遍有效性產生質疑。另一方面，我們進一步要問，這樣的特點是否台灣所獨

有？筆者未來有必要根據更全面的訪調結果，進行跨國的比較研究，例如與中

國大陸已經完成的類似調查進行比對（Yao, 2008），或者與類似計畫，研究社

會、文化與台灣差異性更大的國家者進行交叉比較。筆者相信，這樣的跨國與

跨文化式的比較研究，對於宗教「世俗化」或者新近學者提出的宗教「去世俗

化」（desecularization）（Berger, 1999）等理論探討，應該會有相當正面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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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瞿海源教授自一九八四年以來，即主持五年一次、大規模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範圍包括政治、經濟、教育、人口、宗教等諸多領域，宗教信仰、態度、行為的調查，

僅是其中的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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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業人口百分比：服務業就業人口數／總人口數

3 工業人口百分比：工業就業人口數／總人口數

4 15-64 歲人口百分比：15-64 歲人口總數／總人口數

5 65 歲及以上人口百分比：65 歲及以上人口數／總人口數

6 專科及以上教育人口百分比：15 歲以及以上之專上教育人口數／ 15 歲及以上人口數

7 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理的人口數

8 本段之抽樣原則說明，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研中心」的呂佩蕙小姐，

於 2009 年 4 月 21 日所提供，特此致謝。筆者僅做字意上的修改。

9 對照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2008 年台灣平均每戶的年收入為新台幣 1,099,994 元，如

以月計，則約為 91,666 元，這當中不僅是薪資所得，還包含各類的收入來源，參考

http://win.dgbas.gov.tw/fies/doc/result/97/all/49.xls。問卷所得的收入資料與主計處所列數

據有明顯差異，仍須再相互釐清，但本文根據受訪者主動所提的數目做等級劃分仍有其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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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人數 %

總計 108 100.0

性別

　男 56 51.9

　女 52 48.1

出生年

　1949 年以前出生 20 18.5

　1950-1969 出生 50 46.3

　1970 年以後出生 38 35.2

從小學開始，您總共在學校受過多少年教育？

　6 年或以下 19 17.6

　9-12 年 46 42.6

　13 年以上 43 39.8

您全家平均每個月收入大約多少元？

　四萬以下 25 23.1

　四到九萬 26 24.1

　九萬以上 18 16.7

　不詳 39 36.1

請問您目前的宗教信仰是？

　無 22 20.4

　民間信仰 20 18.5

　佛教 29 26.9

　道教 15 13.9

　一貫道 3 2.8

　基督教 2 1.9

　佛道雙修 11 10.2

　其他 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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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人
數

%
男

女
19

49
年

以
前
出

19
50

-
19

69
出
生

19
70
年
以

後
出
生

6年
或

以
下

9-
12
年

13
年
以

上

三
到
四

萬
以
下

四
到
五

 ~
八
到
九

九
到
十

以
上

不
詳

題
目

   
   

   
   

   
   

   
  \

   
   

   
   

   
人
數

10
8

10
0.

0
56

52
20

50
38

19
46

43
25

26
18

39
8.

 力
量
：

(5
)祖
先
或
先
人
。
問
題
甲
：

您
是
否
感
覺
過
它
們
的
影
響
？

1 
經
常

9
8.

3
5.

4
11

.5
15

.0
8.

0
5.

3
15

.8
13

.0
0.

0
8.

0
3.

8
5.

6
12

.8
2 
有
時
候

13
12

.0
17

.9
5.

8
10

.0
8.

0
18

.4
5.

3
8.

7
18

.6
4.

0
15

.4
27

.8
7.

7
3 
偶
而
一
兩
次

23
21

.3
17

.9
25

.0
20

.0
20

.0
23

.7
5.

3
19

.6
30

.2
24

.0
30

.8
16

.7
15

.4
4 
從
來
沒
有

59
54

.6
58

.9
50

.0
50

.0
58

.0
52

.6
57

.9
58

.7
48

.8
64

.0
50

.0
50

.0
53

.8
不
詳

4
3.

7
0.

0
7.

7
5.

0
6.

0
0

15
.8

0.
0

2.
3

0.
0

0.
0

0.
0

10
.3

8.
 力
量
：

(5
)祖
先
或
先
人
。
問
題
乙
：

請
問
您
覺
得
自
己
未
來
可
能
會
受
到
這
些

冥
冥
之
中
的
力
量
影
響
嗎
？

1 
非
常
有
可
能

12
11

.1
10

.7
11

.5
5.

0
14

.0
10

.5
5.

3
17

.4
7.

0
8.

0
11

.5
16

.7
10

.3
2 
有
一
些
可
能

30
27

.8
30

.4
25

.0
20

.0
24

.0
36

.8
15

.8
21

.7
39

.5
8.

0
42

.3
44

.4
23

.1
3 
不
太
可
能

27
25

.0
26

.8
23

.1
30

.0
22

.0
26

.3
21

.1
23

.9
27

.9
40

.0
15

.4
16

.7
25

.6
4 
非
常
不
可
能

20
18

.5
21

.4
15

.4
30

.0
16

.0
15

.8
31

.6
15

.2
16

.3
32

.0
11

.5
5.

6
20

.5
不
詳

19
17

.6
10

.7
25

.0
15

.0
24

.0
10

.5
26

.3
21

.7
9.

3
12

.0
19

.2
16

.7
20

.5

8.
 力
量
：

(6
)鬼
魂
。
問
題
甲
：
您
是
否

感
覺
過
它
們
的
影
響
？

1 
經
常

2
1.

9
0.

0
3.

8
0.

0
4.

0
0.

0
0.

0
4.

3
0.

0
0.

0
0.

0
5.

6
2.

6
2 
有
時
候

10
9.

3
12

.5
5.

8
5.

0
8.

0
13

.2
0.

0
8.

7
14

.0
4.

0
19

.2
16

.7
2.

6
3 
偶
而
一
兩
次

19
17

.6
17

.9
17

.3
10

.0
16

.0
23

.7
15

.8
17

.4
18

.6
12

.0
23

.1
16

.7
17

.9
4 
從
來
沒
有

73
67

.6
69

.6
65

.4
80

.0
66

.0
63

.2
68

.4
67

.4
67

.4
84

.0
53

.8
61

.1
69

.2
不
詳

4
3.

7
0.

0
7.

7
5.

0
6.

0
0.

0
15

.8
2.

2
0.

0
0.

0
3.

8
0.

0
7.

7

8.
 力
量
：

(6
)鬼
魂
。
問
題
乙
：
請
問
您

覺
得
自
己
未
來
可
能
會
受
到
這
些
冥
冥
之

中
的
力
量
影
響
嗎
？

1 
非
常
有
可
能

3
2.

8
1.

8
3.

8
0.

0
4.

0
2.

6
0.

0
4.

3
2.

3
0.

0
3.

8
11

.1
0.

0
2 
有
一
些
可
能

18
16

.7
19

.6
13

.5
10

.0
10

.0
28

.9
10

.5
8.

7
27

.9
4.

0
30

.8
16

.7
15

.4
3 
不
太
可
能

29
26

.9
30

.4
23

.1
15

.0
24

.0
36

.8
15

.8
26

.1
32

.6
28

.0
23

.1
22

.2
30

.8
4 
非
常
不
可
能

39
36

.1
33

.9
38

.5
60

.0
40

.0
18

.4
47

.4
39

.1
27

.9
48

.0
30

.8
27

.8
35

.9
不
詳

19
17

.6
14

.3
21

.2
15

.0
22

.0
13

.2
26

.3
21

.7
9.

3
20

.0
11

.5
22

.2
17

.9

%
全
家
平
均
月
收
入

受
教
育
年
數

出
生
年

性
別

表
二

：「
宗

教
經

驗
I：

力
量

」
統

計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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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人
數

%
男

女
19

49
年

以
前
出

19
50

-
19

69
出
生

19
70
年
以

後
出
生

6年
或

以
下

9-
12
年

13
年
以

上

三
到
四

萬
以
下

四
到
五

 ~
八
到
九

九
到
十

以
上

不
詳

題
目

   
   

   
   

   
   

   
  \

   
   

   
   

   
人
數

10
8

10
0.

0
56

52
20

50
38

19
46

43
25

26
18

39
34

. 夢
境
：

(2
)鬼
魂
、
陰
靈
、
妖
魔
鬼
怪
、
撒

旦
。
問
題
甲
：
您
是
否
做
過
這
樣
的
夢
？

1 
經
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有
時

8
7.

4
 

8.
9

5.
8

0.
0

4.
0

15
.8

0.
0

4.
3

14
.0

4.
0

3.
8

16
.7

7.
7

3 
偶
而
一
、
二
次

22
20

.4
21

.4
19

.2
15

.0
12

.0
34

.2
10

.5
19

.6
25

.6
8.

0
30

.8
16

.7
23

.1
4 
從
來
沒
有

73
67

.6
67

.9
67

.3
75

.0
78

.0
50

.0
84

.2
67

.4
60

.5
84

.0
57

.7
61

.1
66

.7
不
詳

5
4.

6
1.

8
7.

7
10

.0
6.

0
0.

0
5.

3
8.

7
0.

0
4.

0
7.

7
5.

6
2.

6

34
. 夢
境
：

(3
)祖
先
或
過
世
的
親
友
。
問
題

甲
：
您
是
否
做
過
這
樣
的
夢
？

1 
經
常

1
0.

9
0.

0
1.

9
0.

0
2.

0
0.

0
0.

0
2.

2
0.

0
0.

0
0.

0
5.

6
0.

0
2 
有
時

11
10

.2
5.

4
15

.4
10

.0
10

.0
10

.5
15

.8
8.

7
9.

3
16

.0
3.

8
27

.8
2.

6
3 
偶
而
一
、
二
次

51
47

.2
39

.3
55

.8
60

.0
48

.0
39

.5
47

.4
43

.5
51

.2
48

.0
50

.0
38

.9
48

.7
4 
從
來
沒
有

44
40

.7
53

.6
26

.9
25

.0
40

.0
50

.0
36

.8
43

.5
39

.5
36

.0
42

.3
27

.8
48

.7
不
詳

1
0.

9
1.

8
0.

0
5.

0
0.

0
0.

0
0.

0
2.

2
0.

0
0.

0
3.

8
0.

0
0.

0

34
. 夢
境
：

(7
)天
堂
、
地
獄
、
仙
境
、
寺
廟
、

教
堂
、
墳
墓
等
神
秘
或
特
別
的
地
方
。
問
題

甲
：
您
是
否
做
過
這
樣
的
夢
？

1 
經
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有
時

4
3.

7
3.

6
3.

8
0.

0
2.

0
7.

9
0.

0
6.

5
2.

3
0.

0
7.

7
5.

6
2.

6
3 
偶
而
一
、
二
次

25
23

.1
21

.4
25

.0
15

.0
18

.0
34

.2
15

.8
21

.7
27

.9
16

.0
15

.4
27

.8
30

.8
4 
從
來
沒
有

75
69

.4
73

.2
65

.4
80

.0
74

.0
57

.9
78

.9
65

.2
69

.8
80

.0
69

.2
61

.1
66

.7
不
詳

4
3.

7
1.

8
5.

8
5.

0
6.

0
0.

0
5.

3
6.

5
0.

0
4.

0
7.

7
5.

6
0.

0

%
性
別

出
生
年

受
教
育
年
數

全
家
平
均
月
收
入

表
三

：「
宗

教
經

驗
II

I：
夢

境
」

統
計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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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人
數

%
男

女
19

49
年

以
前
出

19
50

-
19

69
出
生

19
70
年
以

後
出
生

6年
或

以
下

9-
12
年

13
年
以

上

三
到
四

萬
以
下

四
到
五

 ~
八
到
九

九
到
十

以
上

不
詳

題
目

   
   

   
   

   
   

 \ 
   

   
   

   
  人
數

10
8

10
0.

0
56

52
20

50
38

19
46

43
25

26
18

39
64

. 您
「
相
信
」
下
面
的
說
法

嗎
？

(5
)人
死
後
，
會
投
胎
轉
世

1 
很
相
信

27
25

.0
19

.6
30

.8
15

.0
26

.0
28

.9
26

.3
19

.6
30

.2
28

.0
30

.8
27

.8
17

.9
2 
有
點
相
信

46
42

.6
42

.9
42

.3
40

.0
44

.0
42

.1
47

.4
47

.8
34

.9
44

.0
34

.6
38

.9
48

.7
3 
不
太
相
信

20
18

.5
16

.1
21

.2
25

.0
18

.0
15

.8
10

.5
19

.6
20

.9
16

.0
19

.2
27

.8
15

.4
4 
很
不
相
信

12
11

.1
17

.9
3.

8
15

.0
10

.0
10

.5
15

.8
10

.9
9.

3
12

.0
15

.4
5.

6
10

.3
不
詳

3
2.

8
3.

6
1.

9
5.

0
2.

0
2.

6
0.

0
2.

2
4.

7
0.

0
0.

0
0.

0
7.

7

64
. 您
「
相
信
」
下
面
的
說
法

嗎
？

(8
)按
時
祭
拜
祖
先
會
得
到

祖
先
的
保
佑

1 
很
相
信

26
24

.1
25

.0
23

.1
30

.0
26

.0
18

.4
47

.4
19

.6
18

.6
36

.0
26

.9
22

.2
15

.4
2 
有
點
相
信

51
47

.2
46

.4
48

.1
30

.0
52

.0
50

.0
26

.3
56

.5
46

.5
52

.0
34

.6
50

.0
51

.3
3 
不
太
相
信

23
21

.3
19

.6
23

.1
25

.0
18

.0
23

.7
15

.8
19

.6
25

.6
12

.0
34

.6
22

.2
17

.9
4 
很
不
相
信

6
5.

6
7.

1
3.

8
10

.0
2.

0
7.

9
10

.5
2.

2
7.

0
0.

0
3.

8
5.

6
10

.3
不
詳

2
1.

9
1.

8
1.

9
5.

0
2.

0
0.

0
0.

0
2.

2
2.

3
0.

0
0.

0
0.

0
5.

1

64
. 您
「
相
信
」
下
面
的
說
法

嗎
？

(9
)無
主
的
靈
魂
會
成
為
孤

魂
野
鬼 1 
很
相
信

17
15

.7
14

.3
17

.3
15

.0
18

.0
13

.2
31

.6
15

.2
9.

3
28

.0
11

.5
5.

6
15

.4
2 
有
點
相
信

36
33

.3
37

.5
28

.8
5.

0
36

.0
44

.7
15

.8
39

.1
34

.9
20

.0
46

.2
38

.9
30

.8
3 
不
太
相
信

29
26

.9
23

.2
30

.8
40

.0
20

.0
28

.9
21

.1
26

.1
30

.2
32

.0
26

.9
38

.9
17

.9
4 
很
不
相
信

17
15

.7
19

.6
11

.5
25

.0
14

.0
13

.2
21

.1
13

.0
16

.3
12

.0
11

.5
11

.1
23

.1
不
詳

9
8.

3
5.

4
11

.5
15

.0
12

.0
0.

0
10

.5
6.

5
9.

3
8.

0
3.

8
5.

6
12

.8

%
性
別

出
生
年

受
教
育
年
數

全
家
平
均
月
收
入

表
四

：「
宗

教
觀

念
」

統
計

分
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