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元普渡簡介  

在民俗傳統中農曆七月，祭拜的節慶就是再一次與鬼神立約，也再一次的加深人們與邪靈的聯結，

從農曆 7月 1日到 7月 29日，中元普渡的活動非常的密集，各地舉辦中元普渡大拜拜、搶孤活動、

放水燈、水陸超渡大法會…等。 

 

中元普渡一開始是孝親、是目蓮救母，結果變成渡鬼。整個宗旨已經變質，而超渡變成佛家和道

家賺錢的管道。「人間佛教」，較有心、格調較高的佛教人士，其實蠻不屑這樣的作為，覺得這是

賺死人的錢，稱之為死人的宗教。 

 

其實，中國文化傳統中，存有諸多寶貴的智慧遺產，例如慎終追遠、孝道…等，只是沒有神的啟

示。若要使福音不至於在華人之中成為難耕耘的荒漠，就必須了解古聖先哲的思維，思索如何將

福音真理光照中國文化。 

 

台灣民間稱農曆七月為「鬼月」，而七月十五日的中元節則是鬼月祭祀活動的最高潮，當天台灣各

地，莫不準備豐盛的供宴以祭拜孤魂野鬼，此稱為「普度拜拜」，有些地方還舉行放水燈的活動，

是台灣相當有名的一個民俗節日。 

 

目前台灣的中元節以基隆的中元祭最為熱鬧，其活動包括一年一度的盛大街頭遊行，以及在中正

公園擺設豐盛的供品筵席。據說在清朝咸豐年間，基隆地區的漳、泉兩地移民因土地界限及灌溉

等問題而引發激烈的械鬥，死者約百餘人，造成當地百姓的惶恐，深怕孤魂野鬼擾民。後由雙方

有力人士出面調解，處理埋葬事宜，並約定農曆七月舉行普度。由於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再加

上地方人士的有心推動，今日基隆中元祭已成為台灣相當具有規模及觀光特色的一項民俗活動，

甚至發展為國際觀光鬼節。 

 

在民間宗教中，通常另有一種儀式從七月一日開始，即︰在家門口豎燈篙；插起很高的竹竿，上

面擺燈籠。為什麼要擺燈呢？意味著通知餓鬼開始餵食了。用燈通知餓鬼，亦有照明之意，免得

鬼晚上看不見路，很有人情味的做法。中國人很擬人化，人走在路上需要燈，就覺得鬼也需要燈。

然而，鬼不是在黑暗中行事的嗎？為什麼要特地為牠點燈呢？ 

 

台灣的中元節除了普度拜拜與放水燈外，有些地方也盛行「搶孤」的習俗，所謂「搶孤」，就是在

供宴的廣場上搭起高丈餘的台子，上面放滿了各式各樣的供品。普度完畢，經主辦者下令後，所

有的人便蜂湧而上搶奪祭品。由於七月普度時鬼魂群集，為了怕他們流連忘返，便有人發明了搶

孤這項活動。 

 

據說，當鬼魂看到一群比自己還要凶猛的人在搶奪祭品，便會嚇得離開。不過由於搶孤的場面過

於激烈，動輒造成傷亡，所以清治時期曾被禁止，後來便逐漸式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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