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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仪之争 
http://www.chinacath.org/book/html/131/6997.html 
 
 
「中國禮儀之爭」部分解禁七十周年的一些反思  - 羅國輝  
http://catholic-dlc.org.hk/law200908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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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章晨玫   
http://web2.nmns.edu.tw/PubLib/NewsLetter/91/181/09.htm  
敬天尊祖是中華民族的固有信仰。在過去，一般人家家堂上都供奉著的自家祖
先的牌位，神主牌上大都規矩寫著「顯考某某公」或「顯妣某某夫人」字樣。

有的人家則做個總牌位，正中先寫「某氏堂上歷代祖宗之牌位」，有新故的，

則在左右兩邊挨次寫上去。每逢歲時令節、婚喪喜慶必定祭祖，充份表現了中
國結合了儒家倫理的孝道觀念，家族至上的傳統思想，以及慎終追遠之孝思。 



 
http://blog.udn.com/311442/731605 
鄭神來是民國七十年才開始雕刻神主牌。

 
由於神主牌規矩多，初入這一途，鄭神來「交陪」不少師公，以便瞭解神主牌
上內文的寫法、排列的順序。神主牌長寛高都有一定的規格，厚度則沒有一定
。牌面的花草，雖然沒有硬性規定，不過，一般都選用象徵長壽的圖騰。 
鄭神來說明雕刻神主牌過程，主要包括：先畫出圖樣；再用鑿子鑿出圖形；再
用刻刀進行細刻工程並刻出字體；塗上油漆；安金（金箔）。 

鄭神來指出，一般來說，刻一具夫妻的神主牌（以前叫「公婆」，現在稱「神

主」），耗時三天。以現在的行情，夫妻神主牌要價五千元，祖先總牌神位則
要六千元。 

神主牌的正面叫「心」，底座稱「座」，「心」和「座」採組合方式。在祖先

總牌神位的後面，通常會留有空白處，做為未來寫祖譜之用。 

神主牌上的內文字數有限制，為合乎規定及美觀，都會以「生、老、病、死、

考」五字來增減補充。已故男人，稱「考」；已故女人，叫「妣」。年紀超過
五十歲的，名為「顯」，未超過的，則名為「故」。也就是說，去世時，超過
五十歲的男人，要雕刻成「顯考」，未超過五十歲的男人，雕刻成「故考」。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1606 

 
 
崇天敬祖可說是國人的固有信仰。在農業社會裡,一般人大多會在廳堂中供奉祖
先的牌位。每當逢年過節時,便會召集族內大小一同祭祖祖先,以示對祖先的懷念
與尊敬。而祭祖的人往往會把神主牌當作祖先的化身,認為祖先的靈魂就在神主
牌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