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七) 

祭祖與孝道 

I. 祖先崇拜的由來 

1. 精靈崇拜與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幾乎在所有的原始宗教中都存在，直到今日，大多數的亞、非國家中，

祖先崇拜仍然非常流行。事實上，祖先崇拜乃是「精靈崇拜」(Animism)的延伸。在

精靈信仰的觀念中，所有的山川、樹木、鳥獸都有「靈氣」，死人的鬼魂亦然。因此

在大多數原始社會中，祖先崇拜是為了避邪及尋求庇蔭。只有在中國文化中，才將孝

道與祖先崇拜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更牢不可破的民間宗教禮儀。 

2. 中國祖先崇拜的緣起與發展 

  在中國歷史上，祖先崇拜最早的觀念是「祖有功，宗有德」，「祖」是祭祀，「宗」

是宗則或效法。換句話說，以有功之人為祖，以有德之人為宗，而不是以血統上的

親屬為祖宗。但是夏朝之後，就轉為以血統上的親屬為祖宗了。到了商朝時代

(B.C.1751-1111)，因為相信人死後必為「鬼」(即「歸」也)，就由祖先崇拜轉為鬼

神崇拜了。 

周朝末年的春秋戰國時代，厚葬之風極盛，並開始有泥俑陪葬，甚至有活人殉

葬的惡習。秦始皇墓的「兵馬俑」就是一例。但是孔子卻極力反對這種以俑陪葬的

習俗，斥之為「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同時古代的祭祖，最早是以「立尸」的方式，就是以孫子代表已死的祖父，坐在

祭桌的正位，受供、受禮、享受祭食。但是這種「立尸」的習俗，到了秦漢時代，

已被「木主」(牌位)所取代了。而祭典中焚香，則是由佛教引入的；燒紙錢，則可

能始自魏晉或唐朝。 
 

II.  中國孝道與祭祖的關係 

1. 孝道是中國傳統德行之首 

  中國人強調人際關係的和諧，而家庭成員之間的和諧關係，就表現在「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的理想上。而且歷代以來，「百善孝為先」、「孝為德之本」、「孝乃

天之經、地之義也」等觀念，早已深植中國人的信念中。因此，中國倫理的實踐，

以「孝」為道德之根源與起點，甚至是道德的完成。 

2. 儒家對孝道與祭祀的觀點 

  孔子本人雖然對鬼神近乎於「不可知論者」，認為應該「敬鬼神，而遠之」。但

是他對於祭祀，卻持肯定的態度，他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但是他強調的乃是誠意，而非視祖先為鬼神而祭拜。因此正統的儒家思想，

乃強調祭祖的倫理及社會功能，也就是對於子孫的「教孝」之途徑，成為一種倫理

道德的修養手段。所以有些學者對祭祖的宗教涵意，迄今仍頗有爭論。 

3. 道教及佛教使祭祖的宗教色彩加深 

    漢朝之後，由於佛、道兩教之影響，祭祖的宗教功能逐漸突顯，充滿了泛神論

及精靈崇拜的色彩，而成為民間信仰的主流。目前台灣的民間，只要是有敬神的活

動，就同時要祭祖，這已經是根深柢固的習慣了。中國佛教的為祖先「超度」，也

是在這種氛圍下，於南北朝之後才發展出來的。 



III. 基督教對孝道與祭祖的態度 

1. 聖經之觀點 

A. 十誡(出20:12)─列為人際關係的第一順位 

B. 弗6:1─強調「在主裡聽從父母」 

2. 歷史上基督教對中國人祭祖的看法 

A. 利瑪竇及當代天主教的觀點 

─認同儒家的觀點，強調祭祖的倫理及社會功能，因此採取接納的態度。 
 

B. 十八世紀教廷及基督教的觀點 

─注意到民間信仰中祭祖的宗教功能，因此採取排斥的態度。 
 

IV. 基督徒對祭祖問題應有之回應 

1. 中國社會中祭祖的功能 

A. 倫理功能：慎終追遠、教導孝道 

B. 社會功能：維繫族群、敦親睦族 

C. 宗教功能：消災解厄、賜福子孫 

2. 瞭解家族中族人對祭祖之看法 

A. 因人而異 

B. 因時而異 

C. 因地而異 

3.「批判式的處境化」之處理方式 

A. 排除有明顯的宗教表徵的行動 

(如捻香、燒紙錢、供飯菜、供祖先牌位等) 
 

B. 保留沒有宗教色彩，卻有社教意義的行動 

(如鞠躬、講述祖先之生平事跡、冥誕紀念日的追思活動等) 

 

C. 採取有「創意」的取代性新作法 

1) 以「遺像」或「家譜」代替祖先牌位 

2) 教會舉行定期(如清明節)的「追思禮拜」 

3) 舉行定期(如復活節)的「集體掃墓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