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市街（廟街）和日本門前町的形成與風貌 

 
系級：歷史四 

學號：911322 

姓名：陳佳琪 

 

一、前言 

「三月瘋媽祖，四月迎王爺」，這句俗諺，正好說明了台灣民間宗教信仰

中農曆三、四月的重頭戲祭典。日前，剛好有機會到大甲鎮瀾宮和鹿港天后宮

一訪，去的那天剛好是大甲媽祖繞境完後的隔天，因此拜拜的人們並不會很

多，但比起一般廟宇來講，人還是不少，不虧是台灣香火鼎盛的廟宇之一。沿

著鎮瀾宮外圍有不少商家和攤販，人來人往的，好不熱鬧，其中人潮最多的店

家非屬於裕珍馨莫可，其盛名簡直可以和鎮瀾宮相比。之後，又啟程前往鹿港

的天后宮，供奉著媽祖的廟宇裡，人潮甚多，香火裊裊，簡直可以用門庭若市

來形容。反倒是緊鄰著天后宮外的商店街，因為不是假日，觀光客少了許多，

店家也是寂寥些許地開著，冷清的情況反倒是和熱鬧的天后宮形成有趣的對

比。 

拜訪過中台灣這兩大著名的媽祖廟後，再加上之前也曾經去過北港的天后

宮，從中發現到這三大廟宇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廟宇附近皆會有熱鬧的市集

和店家，進而形成繁華的商業圈。這種情況，在台灣來講，一般尋常的鄉鎮裡

也是很常見的，經常是因為信仰中心地而聚集了人潮，產生經濟活動，進而帶

動產業和文化活動的發展。 

而這樣的情形在日本也很常見，常常因寺院、神社附近，聚集了參拜的人

們和工商業者，久而久之人們和商家就定居下來，形成商圈或者城市，更甚者

帶動了當地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而這樣因信仰中心地，進而帶動人們各種經濟



行為活動的商圈，在日本稱之為「門前町」1。在台灣一般通常稱之為「廟

街」、「市街」等等，並不是統一而確切的名稱。因此本篇報告則試著想探討

台灣市街（廟街）形成的過程、日本門前町和台灣市街（廟街）的風貌，以及

市街（廟街）的發展和都市型態。 

二、台灣市街（廟街）形成的過程 

在台灣來講，由於歷史背景和環境因素的影響，宗教信仰可說是顯得十分

多元和複雜。若以地理環境空間因素的不同，而可分為山的信仰和海的信仰，

以山的信仰來說，各地環山和平野中的土地公的信仰為最多數，而海的信仰則

以沿海一帶的媽祖信仰為最大宗，並且因為山、海信仰的不同對早期昔日的漢

人移民的生活型態也產生了若干影響和些許的不同。 

明朝末年，中國因天災人或接踵而致，沿海一帶的居民不堪其擾，為了求 

生計，不得不冒著生命危險，紛紛渡海來台求一線生機。而渡海來台的先民

們，在早期以帆船為唯一的交通工具的時代，缺乏先進的航海技術，要渡過有

黑水溝之稱的台灣海峽，無疑不是憑藉著過人的膽識和勇氣，將性命與其搏

之。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海上的安全為有仰賴神助而已。 

憑藉著神的力量渡海來台的先民們，理所當然的就會產生對海的信仰，這

可說是環境所使然。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通常會在定居下來的村落形成信仰

中心地，所供奉的海神最富盛名的莫過於是媽祖。 

來台之後，在當時台灣的平地上多有原住民四處遊獵，基於安全的理由以

及拓墾之便，移民者多半聚居成村落或莊園。再加上，後來由於移民者漸多，

拓墾範圍也日漸擴大，再加上各地產業的差異，於是各個村落的居民為了方便

以貨易貨，就開始在特定的時間、地點進行趕集，交換彼此的的牲畜、農產

品。而交易的地點通常會選在空曠之地，這時廟宇之前的廣場可說是非常好的

                                                 
1門前町（もんぜんまち）とは、有力な寺院、神社の周辺に、参拝客を相手にする商工業者が

集まること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た町のこと。神社の場合には鳥居前町（とりいまえまち）とも

いう。広義には、寺院・神社の信徒が近隣に集落を形成した寺内町・社家町も含めて門前町

という。 



地點，再加上廟宇本身就會聚集參拜者，漸漸地人潮也就多了起來。之後，為

了避免來回奔波之苦，商販們開始在廣場搭上茅屋草寮，作為固定的交易買賣

場所。而這種有多家商販聚集在一起的固定買賣場所，就是日後為人所知的

「市街」。2 

由此可知，台灣早期漢人移民，為了渡海、拓荒、保境的安全起見，處處

有賴神靈的庇祐保護。從移民之初，為了渡海的安全多會隨身攜帶原鄕的神祇

神像或香火，來到台灣從事墾殖之後，又向神祇祈求生產豐收，同時庇祐平安

健康，以免天災疾病所擾。而在族群競爭之下，來自原鄕的神祇又成為族群凝

聚的中心。此外，在村莊逐漸發達，市街形成之後，民間經濟結構有了轉變，

從事生產之外的各種工匠業、商業、服務業等紛紛興起，社會分業漸細，發展

出行業守護神；而經濟富裕更是促進了廟宇的建立，以酬謝神祇的庇祐。3 

此外，早期台灣漢人的生計，通常以農林漁業生產為主，且因居住地理環

境不同，靠海者討海維生，居平地與山麓者則多是種田（水生田、旱田），然

而相同的心態均是祈求給予豐收。因此，人民很自然地會祈求神祇庇祐：討海

者祈求海上守護者媽祖，祈求媽祖庇祐海上平安，漁貨豐收，所以早期的碼

頭、港邊都建有媽祖廟，漁船、商船在出海之前與回港之後都會上香祭拜，而

在船上也多供奉小型媽祖，稱為「船仔媽」；農耕者則基於「有土斯有財」的

傳統觀念，祈求土地公庇祐農作物順利成長，家畜平安，因此台灣到處遍佈著

土地公廟，所以有「田頭田尾土地公」的說法，而土地公也成為商家所供奉的

財神，並在農曆每月初二、十五祭拜，稱為「作牙」或「牙祭」。4除此之外，

傳統聚落中也多建有土地公廟，每年農曆二月初二與八月十五，為土地公生日

和千秋聖誕日，民眾都會準備豐盛祭品供奉到附近的土地公廟祭拜，作為古代

農業社會「春祈秋報」之傳承精神。基於早期因生活環境空間的不同所產生的

                                                 
2 沈文台，《臺灣老街圖鑑》，(臺北：貓頭鷹，民 91 年)，頁 4-5。 
3 謝宗榮，《台灣傳統宗教文化》，（台中：晨星發行，民 92 年），頁 23-28。 
4 謝宗榮，《台灣傳統宗教文化》，頁 23-28。 



土地公和媽祖的信仰，台灣一直到日治時期為止，媽祖廟和土地公廟的數目，

一向位居單一主神廟宇的前茅。5 

三、日本門前町和台灣廟街（市街）的風貌 

一般而言，日本在歷史發展之下，形成大概有三種都市型態的種類，及城

下町、門前町以及下町，在台灣可以看到門前町和下町的類型，城下町則不為

常見。而門前町之所以會形成，主要是因為在日本早期社會中，縣與縣之間的

交界地是無人管轄之地，因此當時的執政者，為了能管理人民，於是在交界地

設置信仰的神明，藉由無形之神來達到有形管理人民之效。此外，也因為信仰

中心地介於交界之處，所以可以方便兩地居民來此以物易物，交換日常生活所

需，久而久之，便形成物資的集散地，逐漸發展成為熱鬧的商圈市集。換言

之，因信仰中心地，而產生了經濟、產業和文化活動的頻繁，這樣的情形在日

本稱之為「門前町」。 

以狹義的門前町來說，即是神社的鳥居前面那一條主要的市街，可稱作鳥

居前町；廣義的來講，因神社、寺院的信徒而在鄰近形成的商家、住家等等包

含在內都可以稱作「門前町」。6而日本的門前町可以說是分佈的非常多，幾乎

全日本國都有，比較有名、常見到的有東京都台東區淺草的淺草寺、千葉縣成

田市的成田山新勝寺、栀木縣日光市的日光東照宮、日光二荒山神社、輪王寺

等等。而台灣也有不少因信仰中心地，而產生經濟、產業和文化活動的頻繁的

例子，例如台中縣大甲的鎮瀾宮、彰化縣鹿港的天后宮、雲林北港的朝天宮等

                                                 
5 董芳苑，《台灣民間宗教信仰》，（台北：長青文化，民 73 年），頁 178。 
6 參 http://ja.wikipedia.org/wiki/%E9%96%80%E5%89%8D%E7%94%BA，2006/5/16。 
 



等。以下就來一睹日本門前町和台灣廟街的不同風貌。  

 
◎日本全國門前町的分佈圖   圖片來源：http://www.city.narita.chiba.jp/sinsyoji/monzen-map.html 

在台灣由於廟街中的廟宇是台灣傳統宗教信仰的核心所在，除了廟宇本身

靜態的祭祀對象、祭祀空間、宗教信仰文物等之外；以廟宇為中心所發展出的

動態活動、慶典及習俗等，更是台灣傳統宗教信仰文化中重要的成分。在台灣

傳統漢人社會諸多動態文化中，這類通稱為「廟會」的信仰慶典活動，堪稱是

傳統村落的「嘉年華會」。7 

而台灣廟會的內容若以舉行的時間來區分，則有定期性和不定期性廟會。

定期大多是歲時節慶與神明聖誕舉辦之祭祀、迎神活動等等；不定期廟會則所

舉行的時間不一定，通常在廟宇或聚落有特殊需求時，如廟宇慶成、入火安座

以及經常為消災祈福所辦的法會、繞境活動等等。8 

廟會以祭祀神祇為主，為了遂行祭祀神祇並為信眾消災祈福，在廟會活動

中，通常以祭典儀式的舉行為中心。此外，為營造廟會歡慶的氣氛，常有許多

                                                 
7 謝宗榮，《台灣傳統宗教文化》，頁 180-183。 
8 謝宗榮，《台灣傳統宗教文化》，頁 180-183。 



迎神繞境與陣頭、演戲等表演活動，以達到娛神、娛人的目的；隨著人潮的聚

集，廟會活動中往往也會在廟宇週遭形成臨時的市集，並帶動了經濟活動的熱

絡與貨物的流暢。9而根據這些相關內容，可形成以下解構如圖示： 

 

 

 

 

 

 

 

 

 

若是長年累月都有廟會，那麼附近臨時的市集也就成了固定，甚至也會有

知名的商家出現，出產各地的名物。以鹿港天后宮來說，附近緊鄰的中山路，

即是所謂的門前町，無論是市集、廟會活動、或者是信仰崇拜等等活動，都是

以天后宮為中心，販賣知名的蚵仔煎、鹹蛋糕、蝦猴、牛舌餅等等名物。 

  ◎鹿港天后宮的迎神活動 

在日本來講，由於神社前的商業街被稱為「門前町」，也就是表參道，這

條街上兩旁通常會開著許多有古早味風格的商店，有些更是有百年以上的歷

                                                 
9 謝宗榮，《台灣傳統宗教文化》，頁 183。 



史，並且會依照各地的門前町的不同販賣各地的名物，舉例來說淺草寺前的門

前町就有人形燒店、傳統和服店、面具店還有就是賣桃太郎故事中收服猴、

雞、狗的食物三色糯米丸店等。 

    若是在依各神社不同的祭典時間來到，門前町也跟台灣傳統廟宇一樣有著傳

統廟會慶祝活動，同樣地也是人山人海，老老少少的人們會穿著日本傳統的服

飾到神社裡頭參拜，到門前町商家吃吃喝喝快樂地逛街，其熱鬧程度跟台灣的

廟會活動相比有過之而無不及啊！  

      
    ◎日本淺草寺前的門前町熱鬧情形      ◎日本的淺草寺 



 

日本門前町祭典時相關活動的圖示  圖片來源：http://www.mishima.info/shimodakaidou/map.html 

四、市街（廟街）的發展和都市型態 



漢人移民在台一旦開墾成功之後，建立村莊而逐漸形成定居之型態漢人

社會進入庄社構成時期，亦即農業期。等到庄社基礎以臻穩定，開拓的事業欣

欣向榮，聚落市街發展成形，漢人社會進入庄社發展時期。此一時期，商業貿

易亦開始發展，社會走向細密分工的型態。等到漢人聚落一些街肆發展到一個

規模之後，即擴大為城鎮，成為郡城或邑治，開始具有地方政治、產業、交通

中樞之功能，人民日益聚集，漢人社會便進入城市發展時期。10 

日據時期，日人為了攫取台灣島上豐富的農林漁礦等資源，在佔領台灣短

短數年之間，相繼於各地完成糖廠、縱貫鐵路、基隆港、高雄港及阿里山森林

鐵路等重大建設。這些建設帶動沿線地區的發展，並產生了一些新興市街，基

隆崁仔街、高雄旗山、岡山等等市街，重要性與日俱增，逐漸取代海河港口與

內陸農產集散要地的市街，成為日人口中自我炫燿的的「通商港埠」、「都會

驛站」及「工商都市」新貴。另外，當時地方上富甲一方的鄉紳富豪看見日人

如此大刀闊斧的建設，認為前景大有可為，不惜自行斥資或籌措龐大的資金，

孤注一擲地展開所謂的「建街造鎮」行動。11 

從明末、清代到日據年間陸續形成的市街，都是從最初小小的以物易物為

交換的場所，隨著時間的演變，再加上工商業和資本主義發達之下，日漸地形

成現在所謂的「都市聚落」，並且更是衍生出多種不同型態的都市聚落。 

然而在清代以前台灣只有台南地區可以稱為都市聚落，因為荷蘭人和鄭成

功都曾在此建城。到了清代開始有許多大陸移民來到台灣，在西部和海口建立

起繁榮的貿易聚落。例如，台灣諺語中的「一府、二鹿、三艋舺」。光緒十三

年（西元一八八七）台灣建省，基隆港和淡水的貨物吞吐超過了台南，而後在

台北建立省會，台灣北部開始具備經濟和政治中心的雛形。到了日治時代，都

市化程度普遍提高，奠定了現在的台北市、基隆市、台中市和台南市等大都市

的重要地位。日治時期，大量日本人移駐臺灣，集中在首府台北，以及新開發

                                                 
10黃沼元，《台灣的老街》，（臺北：遠足文化，民 91 年），頁 10-15。 
11黃沼元，《台灣的老街》，頁 10-15。 



的政治中心台中。並在許多鄉鎮規劃移民村，包括了花蓮的吉安和台東鹿野等

地。12 

而台灣從最早的農業社會轉型至現在的工商業社會乃至於服務業社會，這

當中都市型態也跟著轉變，因此台灣各縣市當中也因主要人口從事的經濟活動

來看，可將台灣的都市畫分為農業都市、工業都市、商業都市、高科技都市等

等。舉例來說，以新竹科學園區來講，成立於 1980 年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是國

家為了高科技發展而開發規劃的生產中心，與日本的筑波(Tsukuba)韓國的大德

(Daedok)並列為亞洲三個主要的科學園區。1990 年代新竹科學園區交出亮麗成

績單後，新竹科學園區對新竹地區人口成長產生正面的助益，至 1997 年新竹科

學園區吸引進駐人口將近六萬人。大約每 13 個新竹市民就有一人是因新竹科學

園區帶動成長的。13因此台灣各縣市各大都市紛紛爭取設立，希望有助於帶來

地方上的建設和繁榮。然而，台灣每個都市若都是如此，只希望有繁榮的經濟

建設，而不考慮其他條件，那麼台灣的都市型態只會顯得單一而呆板，毫無特

色。而若能依照自己地方的當地特色下去發展，結合當地的地理環境背景和人

民的需求，才能創造出有獨自特色的都市，這樣一來台灣的都市型態也才會顯

得多元化。 

五、結語 

    縱觀本篇報告而言，可發現到在台灣沿海一帶，因為社會結構的不同，也因

為人類對於生死的敬畏，而有了海神的信仰，如媽祖的信仰。而各地環山和平

野中的土地公信仰則是屬於山的信仰。但兩者而言，都是因為昔日的信仰中心

地，由小小的交易場所開始發展成市街，逐漸演變成街肆、城鎮，甚至到了後

來的都市，乃至於還出現依都市功能性的不同的都市型態，這一路下來，也等

於是見證台灣歷史的發展。相對而言，日本的門前町也是如此。然而，日本對

門前町的發展，甚至是都市型態的區分等等，均會一方面保持傳統，另一方面

                                                 
12黃沼元，《台灣的老街》，頁 5-6。 
13參 http://vschool.scu.edu.tw/Class01/Title.asp?Data_Code=94，2006/5/16。 



則依循時代背景之下去發展，其結果都是相當的有規模和成果。而在這一方面

台灣也該思考如何借他山之石，發展出屬於台灣固有特色的「門前町」和都

市，而不是一味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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