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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聽過「三⽉瘋媽祖」嗎？你有想過傳播科技與進香文化結合，能迸出什麼樣的火花嗎？

本系列專題談及社會議題與⼿機應⽤程式相結合，實踐轉型之形式，⽽本刊將鎖定「文化保存」為核⼼議題，以結合⽩沙屯
媽祖進香文化特⾊設計，曾在活動期間於⼿機雙平台榮登熱⾨應⽤程式排⾏冠軍，累積下載⼈次突破數⼗萬的「⽩沙屯媽祖
GPS 即時定位 App」為例。透過深入訪談 iOS 端程式開發者吳政賢先⽣，了解文化保存議題於傳播科技使⽤下，所尋得之轉
型新解⽅與其利弊和困境。

▲  ⽩沙屯媽祖進香文化存續多年，吸引眾多信徒⾃願跟隨。（圖片來源 / 翁財煌攝）

導⾔
正式進入主要內容前，本刊簡單針對內文中兩⼤核⼼要⾓「文化保存」和「⽩沙屯媽祖進香活動」進⾏簡單的概念和摘要整理；並以圖
文搭配，簡介「⽩沙屯媽祖 GPS 即時定位 App 」之程式功能和特⾊，協助讀者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深入議題核⼼。

 

https://apps.apple.com/tw/app/%E7%99%BD%E6%B2%99%E5%B1%AF%E5%AA%BD%E7%A5%96-gps-%E5%8D%B3%E6%99%82%E5%AE%9A%E4%BD%8D/id1455045995


談・文化和文化保存

「你是誰？」、「你來⾃哪裡？」⾯對如此簡單的⽇常對話⽤語，多數⼈聽聞後，張⼝回應好似反射動作般，答句僅需片刻便可⽣成。
⼈們之所以能在初次⾒⾯透過幾個短句辨別「是否為我族類」，其原因就在於「文化」概念的存在。透過制式化的論述定義，文化，乃
⺠族和族群⾃我認同之體現，在⼈類社會中有著極為重要的歸屬功能。簡⽽⾔之，文化便是某⼀群體「⽣活」的⽅式。

文化保存之所以重要，乃因文化如同族群的「根」，是認同和歸屬需求的源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界文化多樣性宣⾔》中便有提
到，文化多樣性對於⼈類的重要性不亞於物種多樣性，在強勢文化超越時空限制傳遞使得文化漸趨⼀制性的同時，對於各族群之多元文
化保存已刻不容緩。

 

談・⽩沙屯媽祖進香活動

主導⽩沙屯媽祖進香活動的廟宇為⽩沙屯拱天宮，位於苗栗縣通霄鎮，供奉主神為天上聖⺟——媽祖。廟⽅每年會徒步前往北港朝天宮
進香，起源已不可考，原先以「取得香火」補充靈⼒保佑在地聚落為⽬的，然因其進香路線、時間不固定等「隨神意」特⾊，加上信徒
傳頌之靈驗事蹟，吸引⼤批非本地信眾⾃願跟隨，成為⼀年⼀度的宗教盛事。該活動更於 2010 年，被⾏政院文建會（現文化部）指定為
國家級無形文化資產。本刊於書寫前曾發放問卷進⾏前測，結果顯⽰，超過七成的受測者曾經聽聞⽩沙屯媽祖進香活動，說明該系列文
化活動本⾝具備⼀定的關注度，以此彰顯其重要性不容⼩覷。

▲  前測問卷結果顯⽰，超過七成的受測者曾聽聞⽩沙屯媽祖進香活動。（圖片來源 / 擷取⾃問卷結果）

⽩沙屯媽祖 GPS 即時定位 App

由於⽩沙屯媽祖「隨神意」的進香特⾊，應⽤程式主打的功能即為 GPS 即時定位，能準確定位媽祖位置資訊。同時提供歷史路徑、信徒
分佈熱點多種圖層顯⽰，以及能即時分享共乘、沐浴住宿等訊息和影⾳內容的聊天室功能。結合定位技術、程式開發與傳播科技，為信
徒和活動參與者建立即時獲取和分享資訊的整合平台。

https://ctlt.twl.ncku.edu.tw/kauhak/kanggi/UNESCO_cht.pdf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folklore/20100618000007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1/10/%E5%95%8F%E5%8D%B7%E7%B5%90%E6%9E%9C.jpg?ssl=1


▲  ⽩沙屯媽祖 GPS 即時定位應⽤程式。（圖片來源 / 擷取⾃ App Store）

談．應⽤程式開發歷程
「先寫別⼈會寫⽽不想寫的程式，以後才可以寫別⼈想寫⽽寫不出來的程式。」

程式開發者吳政賢出⾝雲林北港，北港作為舊時南北兩地⽔陸交通的樞紐，進⽽發展為⼈⼝集中地，宗教信仰頗為繁盛。因地緣因素，
⾝為道地「北港囝仔」的吳政賢⾃幼便深受地⽅宗教文化薰陶，在多次參與廟會、進香等鄉⼟活動的過程中，對其產⽣正向的憧憬，並
期許⾃⾝於未來能以「有⾃我特⾊」的形式參與其中。

於⼤學主修主修資訊⼯程後，幼時的理想激發吳政賢實踐所學於鄉⼟文化範疇，以成為「愛寫程式⼜愛鄉⼟藝術活動的⼯程師」為⽬
標，持續開發出「⽩沙屯媽祖南下進香 GPS 系統」、「⼤庄媽 GPS 系統」、「北港迎媽祖活動網站」等作品，同時不斷精進⾃⾝的技
術，於成品改良過程做中學。以本刊主題「⽩沙屯媽祖 GPS 即時定位」專案（下稱「本刊實例」）來說，⾃原先較為簡單的網⾴形式到
應⽤程式的轉變過程便是很好的例證。

談到應⽤程式開發歷程，吳政賢⾔明此專案技術本質並不困難，透過 Google map 搭配介⾯設計便能架構出基本雛形，各式功能亦非最初
便有所規劃，透過歷年專案報告檢討的形式，滾動式新增聊天室、資訊共享、影⾳播放等功能，突破原先「單純提供媽祖位置資訊」框
架，給予使⽤者最好的操作體驗。活動期間獲得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雙平台下載冠軍殊榮，即是對吳政賢⾃⾝「漸進式完美主義」
最好的肯定。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1/10/%E7%99%BD%E6%B2%99%E5%B1%AF%E5%AA%BD%E7%A5%96GPS%E5%8D%B3%E6%99%82%E5%AE%9A%E4%BD%8D.png?ssl=1


▲ iOS 端程式開發者吳政賢正在參與文化活動（圖片來源 / 吳政賢提供）

談．文化保存與科技轉型
文化，為誰⽽存？為何⽽存？

上文簡單提及了文化保存議題的重要性，然⽽本刊認為不應單就該議題「重要與否」⾯向進⾏討論。文化保存，保存文化，實踐保存之
⼈應為何者？⼜有誰有義務負起該責任？這些都是在⾼呼「文化保存」⼝號前應辨明的問題意識，才能避免落入「不為誰⽽保存的文
化」之邏輯陷阱，徒具形式炒作議題呼籲其重要性，實則不知所云。

於訪談過程中，具備程式開發者和文化活動參與者雙重⾝分的吳政賢提及「信徒結構轉變」的概念。深入剖析⽩沙屯媽祖進香活動之⽬
的性。最初進香活動僅以取得香火，為神祇補充靈⼒並保佑在地聚落為⽬的，然⽽伴隨「現時移動信仰圈」的出現，進香活動不再單以
⽩沙屯⼈為主要參與者，擴及各縣市的信眾分佈亦改變⽩沙屯媽祖最初的信仰結構。

現時移動信仰圈：

「是以⽩沙屯媽祖信仰為中⼼，有信徒組成的網絡組織，信徒的分佈超越地域性社區的範圍，依循著進香路線的推進，呈現不規則性帶
狀的宗教領域，無階級性的信徒參與集體性宗教信仰活動；該信仰圈存續期間，於每年特定進香時間、空間⾃然形成，進香結束時，潛
伏隱形。」（安財福，2017，p.153）¹ 

信徒結構⾃原先的⽩沙屯在地居⺠擴張⾄全體信眾，伴隨進香意義的改變，意謂著「文化保存」主客體的變動，若政府或非政府組織欲
著⼿規劃實質保存⽅法時無此意識，將可能陷入受眾鎖定錯誤、保存⽬標失焦等困境。以⽩沙屯媽祖進香活動為例，若保存出發點為最
原始的「庇佑當地」為⽬的之進香活動和其意涵，那談及「提升參與信眾⼈數」為導向之保存⽅法皆為⽜頭不對⾺嘴，形同射箭完全脫
靶，打擊錯誤。反之，在上述「保存最原始的進香活動和其意涵」前提下，若規劃類似「活動期間，⽩沙屯學區彈性休假，供學童實質
參與文化活動。」之政策，使在地學童親⾝體驗⾝處文化的溫度和呈現形式，應更能落實進香文化原始存在意義與傳承功能。由此可顯
現文化保存議題辨明主客體關係的重要性。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1/10/%E9%96%8B%E7%99%BC%E8%80%85%E5%90%B3%E6%94%BF%E8%B3%A2.jpg?ssl=1


▲  ⽩沙屯媽祖進香途經之處產⽣移動信仰圈，圖為派出所員警虔誠跪求媽祖駐駕。（圖片來源 / 翁財煌攝）

文化無感，比你我想的閣較可怕

本刊實例於初期網站形式階段便將⽬標使⽤者鎖定於全體信眾，以宏觀的⾓度審視⽩沙屯媽祖進香活動，希望能結合定位系統，到後期
應⽤程式的資訊共享功能，為廣義的（不單侷限於在地居⺠）進香活動盡⼀份⼼⼒，落實無形文化資產保存。儘管努⼒與成效眾⼈有⽬
共睹，開發者吳政賢仍點出「文化與新世代脫鉤」的隱憂，年輕世代並非討厭現存文化，⽽是「沒有感情」。對於環繞周⾝，甚⾄⾝處
其中的文化沒有厭惡，單純無感，這便產⽣了對於⾃⾝的認同問題，「『我是誰？我在哪？』」的問題思考可能由哏圖轉為現實。

「介紹⾃⼰從何⽽來」的系列問題於跨國交流時頗為常⾒，儘管⽣⻑於同⼀片⼟地，對於⾃⾝「根」的意識卻存在極⼤的認知差異。在
全球化浪潮下，狹義的在地性（如⽩沙屯地區居⺠）到廣義的在地性（同為台灣島上居⺠）所存之特⾊文化要如何應對值得深思；同
時，在快速變遷的當代，傳統文化形式⾯臨的不單僅有保存問題，如何在轉型過程中重獲「認同」亦是⼗分重要的。吳政賢舉了進香過
程中，年輕新⾎組成團隊⾃發性清理路⾯之例⼦，⾃發性參與並貢獻⼼⼒的動機來⾃內在，無須利益驅使、權勢威逼，佐證「意義」與
「認同」乃實踐文化保存的核⼼要素。回歸本刊實例，即時定位應⽤程式之構想，不正是開發者吳政賢⾃⾝對鄉⼟文化「認同」之實
踐，由想法促成⾏動，⾏動實踐保存。以此論證再次證明文化保存於精神、意識層次之概念建構重要性。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1/10/%E7%99%BD%E6%B2%99%E5%B1%AF%E5%AA%BD%E7%A5%96%E9%80%B2%E9%A6%99%E5%BD%B1%E5%83%8F%E7%B4%80%E9%8C%843.jpg?ssl=1


▲  我是誰？我在哪？由哏圖轉為現實⽰意圖（圖片來源 / 翁健棋再製）

忍術・轉型開源節流之術

正式進入文化保存議題於傳播科技使⽤下，所尋得之轉型解⽅討論前，先來談談，有種堅持，叫非營利模式。非營利，乃吳政賢開發
「⽩沙屯媽祖 GPS 即時定位 App 」時的初衷之⼀，整個設計團隊亦謹遵此⼀初衷⾄今，從未破例違反。談及非營利模式的堅持，吳政
賢於訪談中帶出「利益介入」可能導致的顯隱性問題。對於下載量突破數⼗萬之應⽤程式來說，尋找廣告贊助商其實不難，⾃發性與設
計團隊聯絡，表達願意捐助必要資⾦⽤於系統維護、設備擴增之私部⾨也不在少數。儘管團隊⽬前設備經費皆由成員共同分擔，客觀事
實上確實有贊助需求，吳政賢仍決定婉拒眾信眾之好意。⼀⽅⾯考量到⼀但利益介入，應⽤程式將由「作品」轉為「產品」，以⼈為
本，互助互惠的進香文化內涵將有所轉變，轉⽽由利益衡量其價值，喪失甚⾄扭曲原先無價之設計理念。

單就本刊核⼼議題，下對上的保存模式相對採「文化觀光」推廣形式之公部⾨，更能實踐「文化保存」的實質內涵，然⽽「資⾦不⾜」
正是多數非營利組織共同⾯臨的經營考驗。若以利益介入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初衷和成效為前提，此時組織應思考如何「開源節流」⽅能
確保組織⻑期營運。於資⾦和資源的「節流」層⾯，轉型便在其中扮演關鍵⾓⾊，以本刊「⽩沙屯媽祖 GPS 即時定位 App 」為例，若
將 GPS 定位技術的應⽤、即時資訊共享聊天室之架設、影⾳分享⽀援平台各功能轉為⼈⼒執⾏，其⼈⼒需求超乎想像，儘管義務參加者
無須⽀付薪資，仍有可能出現⼈⼒資源短缺等問題。換個⾓度來說，整個應⽤程式的設計便是文化保存形式的轉型體現。吳政賢以所學
技術，開發出此款具備⽩沙屯媽祖進香文化特⾊的⼿機應⽤程式，達成「消耗最少資源，作最⼤效度利⽤」⽬標，實踐文化保存，為
⻑久以來受「資源不⾜」問題所苦的各組織提供解⽅。

論及資源之「開源」層⾯，本刊認為若結合上文提及「精神層⾯」對於文化保存之認同概念建構，搭配傳播科技轉型，如本刊實例——
吳政賢的開發成果，使文化保存議題更加貼近⽣活，以 App 的形式與⼈互動；不再單純將其視為遠⼤⽬標般紙上談兵，⽽是以轉型成果
實踐「⼈為文化之本」之核⼼構想。在吸引更多新⾎加入對該文化「認同」⾏列的同時，創造正向的資源供給與回饋循環。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1/10/%E6%88%91%E6%98%AF%E8%AA%B0%E6%88%91%E5%9C%A8%E5%93%AA_%E8%87%AA%E8%A3%BD.jpg?ssl=1


▲  GPS 定位、即時資訊共享聊天室、影⾳分享⽀援等各功能，縮減⼈⼒資源消耗（圖片來源 / 吳政賢提供）

結語
本刊核⼼問題意識在於探究「結合傳播科技轉型」是否為文化保存議題可⾏解⽅，其中⼜有何利弊。深入剖析「⽩沙屯媽祖 GPS 即時定
位 App 」此⼀實例，搭配與程式開發者吳政賢之訪談結果可以發現，思索文化保存議題前應先辨明保存⽬標之主客體關係，以及「由內
⽽外」認同驅使⾏動的重要性；再進⼀步思索結合傳播科技轉型之具體⽅式，⽅能避免陷入⽬標錯誤之窘境和徒具形式之困境。

聚焦於傳播科技之技術應⽤，其所帶來的便利性與正⾯效益是無可否認的，特別對於資⾦與資源皆有所缺乏的組織來說。以本刊甚⾄擴
及本系列專題實例為例，⼿機應⽤程式的開發不單為組織有效解決資源有限問題，甚⾄進⼀步為使⽤者帶來即時和統合之功能服務，吸
引其與個別核⼼議題有所接觸，甚⾄選擇參與其中。

綜合上述，本刊對於「傳播科技應⽤是否為文化保存議題轉型新解⽅」⼀問給予肯定答案。若能實踐吳政賢所提及「文化保存議題思考
兩步驟」——辨識保存⽬標主客體關係與知悉認同概念建構重要性，再與相性合適之傳播科技應⽤作結合，相信對於文化保存議題定有
所助⼒。

不妨將文化比作⼀個故事，結合傳播科技，它將廣為流傳。

 

¹  安財福（2017）。⽩沙屯媽祖徒步進香之變遷。國立臺南⼤學台灣文化研究所，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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