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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前往德國柏林 Max Planck 科學史研究所參加「Ritual as Technology」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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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執行本人在「季風亞洲計畫」的子計畫：「繪圖與近代中國技術」，也

同時應德國柏林 Max Planck 科學史研究所參加會議。  

 

二、過程： 

2010 年 12 月，我接獲 Max Planck 科學史研究所的邀請，參加「Ritual as 

Technology」工作坊。此一工作坊的目的在探討儀式與技術之間的關係。因此我

從今年 1 月份及開始籌劃進行田野調查。二月份春節期間即前往江西進行調查。

三、四月份也利用週末時刻在台北、屏東、關西、與林口等地訪談傳統工匠。

四月底之前即以 Ritual as Technology: the case of house building 為題，討論傳統工

藝之中將儀式與技術混合而為一的現象。在傳統工藝中，工匠同時具有儀式專

家的身分，但是近代 建築技術的影響是則將表演儀式與從事技術的人分別開來 。 

會議在 5 月 12 日到 15 日舉行，我 5 月 6 日晚間即出發先到達香港，度過

週末之後，10 日從香港出發前往柏林，11 日到達。12 日會議開始到 15 日結束，

16 日出發回台，17 日回到新竹。 

房屋興建的過程中常見到「動土」、「上樑」、與「落成」等儀式。當代

人已然習慣將這些儀式當做與建築技術本身無關的風俗或習慣。但是從傳統工

匠所流傳技術的角度來看，技術與儀式是密不可分的，這與傳統工匠的傳習方

式、以及祖師崇拜有關。中國科技史學者都很熟習《魯班經》的流傳。魯班經

詳細記載房屋建築中每個步驟所要進行的儀式。《魯班經》中雖然沒有明言，

但似乎預設工匠即是表演儀式者。最近我蒐集到一位江西泥水匠在 1937 年所抄

寫的一本科儀書，書的內容是「上樑」儀式工匠所要誦念的文字。文字顯現工

匠以魯班繼承人的身分在上樑之前舉行儀式，將先師魯班在內的數位神明請到

上樑現場來以驅逐邪魔，並以先師魯班所授與的法力來潔淨法水，並利用法水

潔淨房屋四周。然後由數名工匠協力將樑吊上房頂固定，隨即在梁上念咒並畫

上符咒。這也就是說，上樑的工作同時也是一個儀式。 

但是上樑儀式現在已經不由工匠所表演，而是由道士所進行。這轉變則是

因為現代建築使用鋼筋水泥來取代木材成為主要建築材料。我所訪問的木匠

（江西一名，台灣三名）都有祭拜魯班先師的傳統。他們都在幼年時期隨父親

或師父開始祭拜魯班，但是卻對儀式的參與程度不一。江西木匠完全用儀式性

語言來描述建造房子的過程，對他而言，擇日是最重要的過程。但台灣的木匠

所使用的語言則較為不同。較年長的工匠表示過去工匠就是表演儀式的人。而

中年木匠則說明現在是由道士來進行儀式，工匠只是跟隨祭拜而已。三位台灣

木匠的訪談都提到，現在由於鋼筋水泥的關係，已經不需要將梁吊上屋頂進行

儀式，所以都是由屋主（或廟方）請道士來進行儀式。這些木匠都受過某種程

度的近代教育，因此能夠明白說明儀式與技術的分別。但是他們本身仍然保持

一定程度的宗教信仰，仍然崇拜魯班或其他道教神明。 

因此我認為儀式與技術分開的原因，並不是因為近代科學技術取代了宗教

與儀式，而是因為鋼筋水泥建築所需的技術訓練，不論建築師與工人的層次都

會來自於傳統魯班信仰工匠傳統。因此現代建築師與建築工人已然失去過去對

於儀式的掌握，也不再扮演儀式專家的身分。雖然現代建築中儀式仍然存在，

鋼筋水泥所改變的不是風俗習慣，而是工匠的身分，這是近代科技帶給中國社

會的一大衝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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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我非常榮幸能夠得到 Max Planck 科學史研究所的邀請參加會議，我也很高

興我的文章得到研究所的成員以及會議參與者的熱烈討論與建議。將來我能夠

進一步進行研究，將這篇會議文章發展成為可以在科學技術史期刊上發表的論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