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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如何看待中國拜祭祖先的傳統 

孔秀芬老師 

一．中國拜祭祖先的社會意義 

1.原始的祖先崇拜意義 

夏代以前的祀祖，並不以血統為標準，乃是以功德為標準。 

到夏代以後，始由尚功德轉成尚血統而行祭祀。 

至於殷商時代，殷人信仰的中心在於人鬼，十萬片甲骨文字，大部分是為祭祀占卜用

的。殷人認為過世的祖先其精靈依然存在，和上帝很接近，且其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可以

降禍延福於子孫，令人敬而畏之。商人視祖先為具超能力的神明，祈福避禍均乞助於祖先

神。 

周人則不僅深信祖先的靈魂有降禍賜福的能力，且其德可配乎天，期望藉勉勵祭祖來

紀念並效法先人的德性，並透過有血統關係的先祖代為請命，得天福佑。 

 

2.儒家的祖先崇拜意義 

論語卷十一：“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可知孔子在態度上是存疑的不可知論者。在理念上他不信“死後

有知”“人死為鬼”，但他覺得神鬼信仰，對社會也確有實用，因此孔子注重祭祀，認為

祭祀是維持倫理的一種教化方法。倫理的中心就是孝，對於孝道的培植，重點就是祖先崇

拜，而培植的方法就是“生則養，死別敬享”。故有“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的教導，期望民德因而歸厚。所以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3.民間的祖先崇拜意義 

隨出土的許多陪葬日用陶器和其中出現食物遺存痕跡及殉葬物的存在，可以肯定的說

“靈魂不滅”的觀念一直深具在中國人的宇宙觀裡。人是有靈魂的，一旦死亡，肉體歸於

土，靈魂到稱為“陰間”的另一個世界去，住在陰界的亡魂仍過著與人世相同的生活，還

是有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需求，而這必須由陽世子孫來供奉。他們相信祖先可以保佑自己

的子孫，但若得不到適當的供養也會降禍懲罰子孫。再加上聖賢的理論如：“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庸十九章)，無形中也給平民帶來“人死為鬼，鬼與生人的世

界相似雷同，並且可以互相溝通”的觀念，而更加強了既有的鬼魂信仰。道教相信人有三

魂，當人一過世時，一歸陰間，一入墳墓，一留於祖先牌位，這種靈魂觀與佛教的“地獄

道”、“餓鬼道”的來世觀，也大大豐富了民間祖先崇拜的亡魂觀和祭拜方式。此外又有

從陰陽五行混合而生的讖緯學說及從佛道天堂地獄的來世思想產生的經懺符籙、修仙學佛

等迷信思想加添於原有的人鬼信仰上。儒家的大傳統雖仍是民間祖先崇拜的核心，但祭祖

的行為至終走向世俗化，而民間信仰正表現了這種特徵。所以民間的祭祖觀至今仍以古時

供養亡靈，求亡靈庇蔭以至繁榮子孫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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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拜祭祖先的社會功能 

1.互惠 

由於活著的人無法確知死後的世界，也無法捉摸死者的意願，所以對死者的感情總在

悲哀中夾雜著恐懼。一是怕祖先在地獄受苦或成了餓鬼孤魂，二是怕餓鬼作祟子孫。故借

著祭祀，一方面安撫祖靈，一方面避凶趨吉求祖靈保佑。這種互惠的功能是被中外學者所

肯定的。 

2.延續 

人如能在死前留下自己親生的子女或後代，就是自己生命及祖先生命的延續，這是生

物性的延續。浸潤於儒家思想的中國人不僅以延續生物性的生命為滿足，也重視精神生命

的延續，所以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概念。因此而被後世尊崇追念的，唯聖賢

孝子忠臣義士，這等人畢竟很少。而絕大多數平凡無特殊貢獻的人，惟有藉子孫祀奉祭拜

祖先，在追念中獲得不朽。延續精神生命這種理念只限於知識份子，基層民眾仍偏重於祖

靈享受“長生福祿”之神位觀念。只要自己能繁衍後代以保香火不斷，使祖先安然而去，

也算盡了人子之責。所以香火一代代傳下去是中國人最著重的事，而在這祖先崇拜的禮俗

中，就表現出中國人所追求的“永生”之道是什麼了。 

3.家族 

一個人死後是否能成為祖先，在於他有沒有後嗣。由父子關係組成的家族制度就是社

會組織得以建立的根本。所以祖靈的祭拜與家族的建立擴展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連鎖因素。

中國人便借祭祖此形式來發揮中國式地方政治的權利，以致祠堂有如解決種種人際糾紛的

法院，並有維持社會治安，作為義倉、濟貧、辦義學、發獎學金等功用。這樣，宗祠隱然

成為維繫社會、法律、道德、傳統的重心了。很明顯的，祖先崇拜發揮了加強家族意識、

整合社會的功能。 

4.孝思 

由孔子答樊遲問孝的回話:“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中可知喪葬

祭祀之禮的本身即是孝道的一環，是孝思的體現。而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祭祀時以孫為尸

(尸即祭祀代理人之意)，乃藉此令孝子之子觀看其父事父之禮如何，而知子事父之道。可

見儒家希望借著慎終追遠，使民德歸厚。但民間誤解了此意，視祖先崇拜為一種事死如事

生，便祖靈享（長生福祿）的孝道之延長。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不娶無子，絕

先祖祀”。祖先崇拜被賦予倫理的義務，而導致人人都要祭祖，凡不祭祖就是不孝的錯誤

價值評價，而此一觀念統攝中國人心理至為久遠。至此，“孝”的觀念便在大、小傳統裡

被遵奉著，“孝”就變成祖先崇拜的教條了。 

總括而言，這具有崇德、慎終追遠及亡靈神格化本質的祖先崇拜在中國社會實扮演極

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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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督教與中國的祭祖文化 

天主教於 16 世紀傳入中國後，因祭祖禮儀與中國人爆發了嚴重的衝突，導致天主

教在中國先盛後衰，遭到被禁的命運。及至 1807年，基督新教由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傳入中國後，就祭祖一事又再與中國人展開不同立場之爭議。新敎傳敎士普遍都禁止祭祖，

但中國人的觀念卻認為祭祖是一種敬天懷祖的道德精神，是敬拜上帝和紀念祖先的行為，

也能培養國人美好的德行，因此在西教士的主導下，中國信徒只能在上帝與祭祖之間，作

出魚與熊掌的選擇。 

進入 20 世紀，中國教會的發展起了重大的變化，愈來愈多的基督徒知識份子及教

會領袖，開始探索如何適切地調和以解決分歧，並呼籲中國教會要制定一套既不違反基督

教信仰，又能體現中國孝親精神的敬祖或祭祖方法。 

不過直到 21 世紀，有關的方法仍未能產生，而祭祖一事仍在信徒心裏產生極大的

掙扎。故此，對於祭祖問題，無論接納與否，中國信徒都必須於事先有正確的認識和檢討，

弄清楚它的本質與意義，包括它的起源、它爭論的焦點、它的不同學說等等，才可以建立

取捨的尺度，以致能夠作出合宜的處理。 

 

思考問題 

1. 中國祭祖的行為原本具有哪兩種意義？ 

2. 祭祖觀念在流傳中有沒有經歷過變異？ 

3. 祭祖對中國社會有什麼好和不好的影響呢？ 

4. 你認為中國人祭祖與基督信仰有何衝突？ 

 

分享問題 

你在祭祖與基督教信仰的調適上有沒有遇到困擾？請分享你的體驗或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