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抗疫情  宗教活動嚴謹因應 

             莊安華  監事 

 

台灣在今年 1月出現新冠肺炎首例感染個案後，在疫情嚴峻的狀況下，國內

宗教活動因應防疫的需求，必須改變以往慣行的模式，採取調整措施。 

 

例如台中大甲鎮瀾宮、苗栗通霄白沙屯拱天宮、高雄旗山天后宮等媽祖遶境，

為了配合防疫，延期至疫情趨緩、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大規模解封後，陸

續在 6、7月起駕。 

 

天主教各教堂除了遵守保持社交距離外，有的教堂為彌撒聖禮，增加線上同

步直播，取代教徒聚會，也方便居家防疫、無法親臨的教友。基督教亦是如此，

在網路直播敬拜上帝的主日崇拜，讓信徒透過手機、平板與電腦觀看。 

 

伊斯蘭教的齋戒月從 4月 23日開始進行為期 1個月後，在 5月 24日舉辦

開齋節。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台北清真寺考量穆斯林（信奉伊斯蘭教的教徒）會

在當日前往清真寺禮拜，恐怕無法遵守室內社交距離的規定，因而取消今年的禮

拜儀式。這是台北清真寺成立 60年以來，首度不舉辦開齋節的禮拜儀式。 

 

雖然疫情在 5月後逐漸趨緩，國內許多原住民族規劃部落的歲時祭儀，也從

保護族人安全的角度，加以審慎評估。像原住民北上工作落腳聚集的新北市、桃

園市，決議停辦市內各族的祭儀活動；花蓮縣萬榮、卓溪鄉的布農族部落，與在

地鄉公所研商後，也停辦布農族射耳祭；台東縣太麻里鄉排灣族金崙部落，首度

中斷有百年歷史的小米收穫祭。 

 

不過，有的部落歲時祭儀因活動場地在空氣流通的戶外，仍然照常舉行。台

東縣海端鄉利稻部落舉辦了今年花東唯一一場的布農族射耳祭，而且活動不開放

遊客觀禮，並設置體溫量測站，禁止發燒、感冒的族人參加。 

 

居住在花蓮海岸線上的港口、靜浦等阿美族部落，今年仍舉辦海祭、年祭

（Ilisin），並落實量測體溫，提供每人各自專用的飲酒竹杯，避免共飲一個竹杯。

而當地的港口部落為此次年祭還提出更嚴格的規定，包括不對外開放，未受到部

落邀請的外人不得進入祭儀場域；受邀的貴賓必須配戴口罩、量測體溫；有呼吸

道、發燒等症狀的族人，請自主隔離，避免參加年祭。 



 

 

年祭是港口部落每年祭祀神靈、祖靈的重要活動，族人認為祭儀有維繫部落

傳統信仰、傳承文化等嚴肅意義，不能淪為娛樂性質的觀光活動，所以相較於其

他阿美族部落來講，港口部落對於外人觀禮年祭，向來嚴加把關，禁止外賓用專

業相機攝影、喧嘩觀禮或政治人物致詞等干擾儀式進行的行為，一旦不配合或破

壞現場規定者，都會被族人強制驅離。 

 

在為期 5天的年祭裡，一位觀禮的阿美族女藝人就做了第一晚的臉書直播影

片。族人得知後，深怕外地遊客被這支影片吸引來觀光，產生防疫的缺口與隱憂，

因而對該名藝人提出抗議，讓對方下架影片。 

 

新冠肺炎的大流行，改變了全球人類的生活、經濟、產業、宗教等原有模式，

各宗教在落實防疫措施之際，也展開相關祝禱儀式，希望神明們保佑大家平安度

過這場疫情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