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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香燒⾦　環境的隱憂
卓瑋哲 報導  

空氣汙染問題⼀直飽受國⼈關注，環保署2012年起將細懸浮微粒（PM2.5）納入
空氣品質管制範圍，更引發⺠眾對空汙議題的關切。舉凡火⼒發電、⼯業、汽機
⾞，皆會影響空氣品質，⽽台灣傳統信仰的點香、燒⾦紙、放鞭炮與空汙間的關
係，也逐漸被討論，甚⾄引發宗教⾃由與政府法規的衝突，在維護習俗與改善環
境的兩難中，如何取得平衡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空氣迫害　健康危機
根據⾏政院環境保護署的規定，決定空氣品質標準的汙染物包括懸浮微粒
（PM10）、⼆氧化硫、⼆氧化氮、⼀氧化碳、臭氧、鉛，以及2012年5⽉14⽇
納入管制的細懸浮微粒（PM2.5）共七項，⽽點香、燒⾦紙、放鞭炮即會釋放出
這些空氣汙染物。

⾼玫鍾與龍世俊在2000年的研究指出，線香燃燒時會釋放懸浮微粒、多環芳香
烴、醛類等汙染物，不僅造成空氣污染，還會提⾼⼈體致癌風險；周文傑在2007
年的研究中也表明，焚燒⾦紙除了會釋放與燒香相同之汙染物外，燃燒後的灰燼
還會殘留多種⾦屬元素，其影響不容⼩覷；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更提出
線香煙霧中⾼濃度的PM2.5，將誘發急性呼吸道疾病。

那麼台灣⼈究竟有多愛燒香拜拜？除了前往廟宇祭拜、清明祭祀外，逢年過節與
婚喪喜慶也少不了線香、⾦紙、炮⽵的燃放。環保署空保處2016年的宣導影片指
出，台灣⼀年焚燒的⾦紙將近24萬噸、線香也⾼達3千噸，所排出的汙染物量，
相當於2萬台⾞⼀整年的排氣量，若是再加上放鞭炮帶來的汙染，將更為驚⼈。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castnet.nctu.edu.tw/
javascript:void(0);
http://castnet.nctu.edu.tw/aboutAuthor/664
https://taqm.epa.gov.tw/taqm/tw/b0206.aspx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0232141-200006-19-3-214-220-a#Summary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5NCKU5515006%22.&searchmode=basic#XXX
https://sec.sinica.edu.tw/2017pdf.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MGwDEOUKYg


⾏政院環保署宣傳片〈拜拜有誠⼼　嘸免放炮呷燒⾦－數據篇〉。（影片
來源／YouTube）

⼀爐⼀香　以功課⾦
事實上，《空氣汙染防制法》第32條明文規定，在各級防制區內，不得從事易產
⽣明顯之粒狀污染物，散布於空氣或他⼈財物之「燃燒、融化、煉製、研磨、鑄
造、輸送或其他操作」等⾏為，意即在⾃家⾨⼝燒香拜拜，是不符合法律規範
的，即便在宮廟內從事祭祀活動，其煙霧與灰燼還是可能飄到鄰近住宅。

根據《空氣汙染防制法》第5條規定，依照各地區的⼟地利⽤對於空氣品
質之需求或空氣品質現況，劃定成不同層級之防制區。（圖片來源／卓瑋
哲製）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然⽽⽬前仍尚未有因為點香燒⾦⽽被開罰的案例，環保署選擇在尊重信仰與⺠俗
前提下，推動減香、減⾦、減炮之「⼀尊三減」措施，呼籲⺠眾盡量減少線香與
⾦紙的使⽤。部分宮廟陸續張貼公告，提倡「⼀爐⼀香」，希望信徒⼀個香爐只
插上⼀炷香，改變過去以三的倍數成把的習俗；⽽管制⾦紙⽅⾯，有廟⽅會限制
⾦爐開放的時間，或是先集結各信徒的⾦紙，再於特定時間統⼀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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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廟配合政策，會張貼香爐與⾦爐的管制公告。（圖片來源／卓瑋哲攝）

另外像是台北市⾏天宮從建廟以來就不焚燒⾦紙，2014年8⽉26⽇起更撤掉所有
香爐及供桌，告知信徒以雙⼿合⼗敬拜來傳達⼼意；萬華地區的龍⼭寺在去年開
始也減少香爐數量⾄⼀爐，前來的信眾只需要點⼀炷香即可完成祭拜儀式。此
外，眾多廟宇也提出「以功代⾦」的概念，希望⺠眾將原先購買紙錢的預算轉為
捐款弱勢機構，藉此表達誠⼼。每兩周就會到寺廟敬拜的信徒楊智捷表⽰：「雖
然平常還是習慣拿香拜拜，但是如果有規定不能拿了，好像也沒關係，最主要還
是⼼誠則靈吧。」

⾏天宮公告將不再設置香爐及供桌，⿎勵信眾⼀同節約資源、響應環保。
（圖片來源／截圖⾃⾏天宮官⽅網站）

⺠間信仰該被檢討嗎？
⼤部分的⼈多少能認同減香相對能減少對環境的迫害，但要減到什麼程度，則需
要更多討論。由於網路上將政府的「減香」政策誤傳為「滅香」，再加上部分媒
體的⼤肆報導，導致廟⽅與信眾的不滿，共同組成捍衛信仰守護⼤聯盟，百間宮
廟在去年7⽉參與「眾神上凱道活動」，訴求「⼀爐⼀香」為最後底線。

點香、燒⾦、放鞭炮絕非單單只是宗教儀式的⼀環，其各⾃分別代表著不同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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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香、燒⾦、放鞭炮絕非單單只是宗教儀式的⼀環，其各⾃分別代表著不同的象
徵意義。交通⼤學⼈文與社會學系副教授羅烈師認為：「減香這件事情當然可以
被討論，但是如果沒有探討到深層的這個東⻄（象徵意義），貿然地就減、或是
貿然地都不減，會把事情看得太簡單。」在了解象徵意義本質後，再進⼀步討論
是否能以不同的象徵物傳遞旨意、達到相同的⽬的，才更有意義。

線香、紙錢、鞭炮在儀式中有各⾃不同的象徵意義。（圖片來源／卓瑋哲
製）　資料來源：羅烈師提供

此外，根據環保署2014年的專案報告顯⽰，台灣空氣汙染源氮氧化物貢獻比率最
⼤者來⾃⼤貨⾞，電⼒業及⾃⽤⼩客⾞則分居第⼆及第三；硫氧化物貢獻比率最
⼤者為電⼒業，煉油業及鋼鐵基本業則分居第⼆及第三；粒狀物貢獻比率最⼤者
來⾃餐飲業油煙排放，鋪⾯道路⾞⾏揚塵及⼤貨⾞則分居第⼆及第三。總體來
說，台灣最嚴重的空氣迫害並非出⾃於點香燒⾦等祭拜活動。

政府將空汙議題鎖定在減少⺠間信仰活動，不免讓⼈產⽣質疑。對此，平常會關
注即時空氣品質指標的陳泯錡表⽰：「不管是火⼒發電、⼯廠排放或是汽機⾞，
每⼀項都該有相關法規管制，政府先推動減香，是因為如同隨⼿關燈較容易做
到，減香政策並不是特意針對。」無論影響輕重，只要是危害環境的源頭之⼀，
就應該正視並改善。

替代⽅式仍有待改善
除了致⼒於降低線香、紙錢的消耗外，製造線香與紙錢的原物料，也是影響其所
排放汙染物多寡的重要因素。因此業者陸續推出標榜較低危害的「環保鞭炮」、
「環保⾦紙」、「環保香」供消費者選擇，然⽽政府當局並沒有完善的相關檢驗
制度，產品上也很少明確標⽰出原物料含量與製造地，消費者在購買時難以判
斷，只能聽信業者單⽅⾯的說明。空汙防治若要從香製品的材質著⼿進⾏改善，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epq.epa.gov.tw/EPQ_ResultDetail.aspx?proj_id=1024993883&recno=&document_id=13331


斷，只能聽信業者單⽅⾯的說明。空汙防治若要從香製品的材質著⼿進⾏改善，
未來有賴更進⼀步的規劃。

⽽電⼦鞭炮、LED線香的出現，希望透過電⼦化的⽅式來減少汙染物的釋放，此
外也有⾦紙數位化的相關應⽤程式開發，改⽤虛擬的⽅式燒紙錢。電⼦化與數位
化的概念，不僅可以保存信眾所希望的儀式活動，還不會對環境造成負擔，不過
要改變⺠眾固有習慣的祭拜⽅式，仍需要⻑時間的推動與適應。

地球只有⼀個，維護環境、永續發展固然重要，但台灣⻑久以來的⺠間習俗、文
化特⾊何嘗不珍貴？即便點香燒⾦對環境的危害無庸置疑，在檢討宗教活動的危
害同時，仍要尊重信徒的信仰，在了解它的存在價值與意義後，再進⼀步討論保
留與否，才有助於創造雙贏的局⾯。

縮圖來源：卓瑋哲攝

      

 記者 卓瑋哲

編輯 殷顗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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