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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由國立政治大學宗教學系李豐楙講

座教授主持。先由馬來西亞籍李秀萍女士發表「民

間信仰與地域社會――以三山國王信仰為考察對

象」，。三山國王信仰源於粵東潮州揭陽縣河婆鎮

境內，所謂「三山」，是指巾山、明山、獨山三座

山山神的總稱。三山神作為三山國王的「前身」，

是粵東土著居民所創造出的山嶽神崇拜。隨著歷史

發展，三山神逐漸被人格化，元代劉希孟曾撰寫

〈潮州路明貺三山國王廟記〉，記載三山神「肇跡

於隋，顯靈於唐，封於宋」。爾後，三山神祇神話

的演繹與靈驗的事例一直吸引著信眾，在民間廣傳

神靈佑福，信眾日多而且廣建廟宇。

李女士指出，三山國王信仰在潮汕地區不受語

言地域的限制，「潮客共尊」成為整個潮汕鄉村的

守護神。它是地方神，但隨著粵東移民傳播到其他

地域時，崇拜的群體也開枝散葉乃至閩南、臺灣及

東南亞。她認為根本原因是地方仕紳或為政治、經

濟考量，或出於文化因素，不斷的改寫並重構三山

國王文本。除藉此展示他們對方地方文化資源和權

力的掌控，又強化了三山國王的「靈驗性」，加上

粵、漳、潮等地居民即便外遷他鄉，仍保持社區宗

族的緊密聯繫，遂形成今日香火鼎盛的三山國王信

仰。

最後由來自德國的衛易萱女士主講「明朝以降

『哪吒三太子』在通俗文學作品中的角色以及《哪

吒傳奇》的變化」。哪吒無論在文學作品如《封

神演義》、《陳塘關總兵府家事》，或《哪吒鬧

海》、《陳塘關》等戲劇腳本中都是一位極為活躍

的角色。魏女士的演講著重於哪吒在文學作品中性

格刻畫如何隨時代而轉變。

衛女士認為，封神演義中「哪吒傳奇」段落的

改寫者們顯然地偏愛這個角色，在他們筆下哪吒是

個活潑、調皮卻也單純、孝順且富正義感的小孩。

然而，如果比對明代許仲琳的《封神演義》原文，

會發現「三太子」個性並不這麼正向、光明磊落，

哪吒和巡海夜叉衝突，打傷東海龍王敖光並殺害其

子，又和石頭精石磯娘娘的徒弟起釁，而「哪吒傳

奇」最後出現哪吒追殺父親李靖的橋段。魏女士指

出許仲琳版本中的哪吒並不天真無邪，反而傲慢、

自我中心。但時至清代，相關作品又頗有平反哪吒

行事作為的意味，巡海夜叉、東海龍王等人居心叵

測，殺父劇情多被刪去，故事則多以哪吒自殺贖罪

並在蓮花中重生作結。

三場演講時間跨古亙今，內容從社會經濟到宗

教文學，主持人和來賓給予三位主講人許多寶貴的

建議，將有助於他們日後進一步的研究更臻完善。

（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  洪俊豪）

 左起：衛易萱女士、李豐楙教授、李秀萍女士

漢學研究中心於�0��年�月舉辦二場寰宇漢

學講座，邀請本年度「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

助」訪問學人，美國漢彌爾頓大學歷史學系魏偉森

「寰宇漢學講座」
邀請魏偉森教授、舒聖祺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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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Wilson）教授、英國劍橋大學亞洲與中

東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舒聖祺（Shu Sheng-chi）先

生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魏教授的演講，為聽眾詮

釋對儒家祭祀儀典，郊壇儀式空間和宇宙本身之間

的關係；舒先生則說明了傳播媒體的話語權，在國

際政治角力場上扮演的重要性，以下分別輯其精

華。

�月�日由美國籍魏偉森教授主講「明清儒臣

對郊祀的論述」，邀請佛光大學歷史學系李紀祥教

授擔任主持人。魏教授的演講主題主在說明中國帝

國晚期儒家對神明（或神靈等類似詞）的概念。魏

教授指出，儒家很少正式說明神靈的本質或意義―

―易言之，儒家幾乎沒有神學的傳統 （theological 

tradition）。另外儒家也避免直接描述神明活動―

―亦即沒有神話的傳統 （mythological tradition）。

儒家缺乏神學和神話這兩個宗教的論述傳統，但的

確有祭神的概念。此概念體現於思想史上，就是歷

代儒者解釋祭祀和神明；在制度史上，則是歷代皇

帝與文官在朝廷廟壇執行祭祀的儀式。思想趨勢和

制度實踐兩方面密切相關。他取材自早期經典、後

代注疏以及朝廷儒臣辯論等史料，從對廟壇祭祀儀

注的研究中，尋求建構儒家思想趨勢和制度實踐的

脈絡。

�月�日由來自新加坡的舒聖祺先生主講「星

火燎原：從����年重慶國際記者事件探討國民政府

與國際傳媒關係網」，並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張瑞德研究員擔綱主持。濟南事變與九一八事變

後，國民政府為了扭轉中國在國際形象與宣傳方面

的頹勢，對國際新聞媒體採取了積極交往與合作的

策略。作為該策略的一環，國民政府的主要官方新

聞機構中央通訊社與世界各主要通訊社簽訂了一系

列新聞合作交換合同，其中包括英國路透社。舒先

生演講的主角即是國民政府與路透社的主要聯絡

人：路透社駐南京分社及重慶分社經理趙敏恆。

����年�0月，趙敏恆出版了一本題名為《採訪十五

年》的自傳，其中以諷刺性的語言揭露了國際新聞

記者招待所內外國記者各種醜態。此書一出，立即

引發軒然大波。美國與英國各主要傳媒機構紛紛向

同行路透社提出強烈抗議。整起事件讓國民政府與

路透社陷入了十分困擾的窘境。舒先生考察當時國

際傳媒界的局勢及之間的利害糾葛，精闢地分析這

如星火燎原般撼動了整個關係網的國際媒體事件的

來龍去脈及後續影響。（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

洪俊豪）

魏偉森教授演講會後合照

照片左起：舒聖祺先生、張瑞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