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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12  記者 邵奕儒 報導

傳統祭祀活動是文化脈絡中價值觀的呈現，為一宗教民俗且具家庭性，但是目

前科技已漸漸開始取代它。攝影／邵奕儒

清明節是華人的重要節慶之一，它象徵人們對家庭及血緣關係的重視，透過掃墓、祭祀等方式追

思先祖，其中更融會宗教文化衍生出駁雜的各式禮俗；但隨著現代化發展，人們生活步調加速緊

湊，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對傳統文化禮俗的重視逐漸減少。不過科技的演進試圖在效率生活以及

慎重追遠間提供一個折衷的方案，「網路祭祀」因應而生，但傳統禮俗與家庭價值觀是否會因此

流失，也成為文化保護者的一大疑慮。

線上祭祀　益處多多線上祭祀　益處多多

在虛擬祭祀禮堂的表格中輸入追思對象的姓名以及基本資料，接著用滑鼠點選三牲素果與香燭的

擺設位置。祭祀方式依不同的宗教可選擇上香、聖經或是十字架，還可在祭祀禮堂播放佛、道及

西方宗教的音樂，最後使用者可自行撰寫傳達心意的祭拜言並完成祭祀。這是桃園縣政府民政處

禮儀事務科所推出的線上祭祀服務，目前已屆滿三年，約有6700多名使用者利用該服務。

「用網路代替馬路，」桃園縣政府民政處禮儀事務科表示：「這是線上祭祀服務的主要目的。」

總的來說，網路代替馬路的口號有著便民以及環保的雙重意涵。首先，以便民為出發點，網路縮

短過去親臨祖墳或返鄉祭祀的時空阻隔，桃園禮儀事務科以實例介紹：「像是台商、出國念書的

學生、或是台灣老一輩身體不方便到大陸的，讓他們可以不必親臨也能在線上對祖先表達心意。

」

再者，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加上油價高漲，政府不斷呼籲民眾節能減碳，但每年清明節民眾長途

驅車前往祖墳掃墓，再加上車潮湧現引擎怠速空轉，卻往往造成大量油耗與溫室氣體，此外，祭

祀時大量焚燒香燭紙錢對空氣品質亦造成不良影響。但若以線上祭祀取代傳統掃墓方式，電腦螢

幕中的香案依然煙霧繚繞，卻不會造成空氣汙染，也能減少實際開車的油耗，一舉數得。

傳統觀念根深蒂固　線上祭祀難以取代傳統觀念根深蒂固　線上祭祀難以取代

線上祭祀看似優點眾多，其簡便的特性又符合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但為何已經提供三年的服務，

卻僅有6700多為使用者利用此系統？桃園禮儀事務科說明：「不正式是其中一個原因，尤其對老

一輩的來說。」長久以來的文化傳承，讓傳統對祖先的崇敬方式根深蒂固於年長者心中，不一樣

的祭祀方式往往讓他們覺得無法適應，新竹市殯葬管理所所長譚維信說：「老一輩的前來祭祀，

都要求看見實體的罐子、罈子這些東西，他們才會覺得比較安心。」

對此，桃園禮儀事務科表示：「我們會考慮增加上傳照片的功能，比較有真實的感覺。」但是對

於在意傳統禮俗的人來說，網路祭祀所失落的並不是感官上的體驗，而是情感上的連結。雖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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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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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誠則靈，但是每逢祭祖，兒孫準備酒菜供品，點起三炷清香，對著祖宗牌位喃喃自語祈求保佑的

情境、透過儀式遙想先人所產生的情感、以及祭祀活動凝聚家族的「團圓」功能，似乎都不是網

站設計的精美程度以及真實程度可以隬補。

即使傳統觀念受新科技的影響，但譚維信認為：「還是有許多人很在意傳統，這些東西線上祭祀

應該無法取代。」但是世代差異下，傳統的文化與情感是否同樣能被年輕的一代所接受？桃園禮

儀事務科表示：「現代跟過去的祭祀方式已有大幅轉變，火化率接近9成，靈骨塔取代過去土葬，

而且家庭觀念逐漸薄弱，祭祀這些東西只有三、四十歲以上的人比較在意。」

在科技與傳統中該如何取決在科技與傳統中該如何取決

網路科技與傳統文化產生衝突與對峙，而新舊兩者依年齡高低分別有著不同的支持群眾。年長者

無法接受新科技的網路祭祀方式，他們認為這樣無法傳達對祖先的尊敬與心意；但年輕人已不再

將祭祀視為重要的事，他們認為透過網路聊表心意是省時方便的，而且線上祭祀與傳統的祭祀方

式並無不同，更甚者連線上祭祀的行為都予以省略。不久的將來，或許習俗與文化的流逝將不在

只是杞人憂天的想法。

目前除了桃園縣政府民政處禮儀事務科的殯葬資訊網提供線上祭祀的服務，另外民間的龍巖人本

禮儀公司也於今年以網路結合殯葬祭祀事宜推出名為「網路生命紀念館」的線上祭拜流程供其會

員使用。由民間商業團體推出此一服務，可以知道市場已經逐漸對此有所需求，國人對於祭祀的

態度正不斷轉變並以求便利為目的，正如同桃園禮儀事務科所說：「事實上並不是科技改變了人

們的社會價值觀，而是因應社會價值觀的改變才產生線上祭祀的服務。」

雖然目前線上祭祀由於情感上無法替代現實生活中的祭祀，但是隨著現代人講求效率，以及對於

傳統習俗逐漸輕忽，或許有一天原本只是針對遠在海外或不便前往掃墓者所設計的線上祭祀將成

為主流，並取代過去的祭祀方式。並非科技進步帶來壓迫，而是現代社會對於傳統文化造成壓迫

，不該只是學者、知識分子以理念和口號，要求反思追求效率的資本主義結構。當祖先與有一天

將從血緣情感中淡去，或許人們可以多花點時間走出戶外，在先祖面前親自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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