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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可愛，恩祐全臺：
台灣青年的信仰文創之路

黃崇浩　|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生

可愛的力量

「因為可愛嘛！這種可愛不是那種卡通 Q

版那種，而是他的每個設計都會讓人看

到覺得，哇，有種很特別的古錐。有的

是那種古早味，你看像這種會讓人連到

一個時代歷史。可是那種創意如果一直

重複，人家就會膩，像那個模仿以前報

紙還電影看板的廟會海報那個 XX 設計公

司，三次五次還覺得可愛，又重複就很

煩。尊敬堂他們就不是，一直有出不同

的，就讓人覺得有梗啊、可愛啊，就會

心動，然後想一直收集」。

這是 2020 年末，尊敬堂因準備建廟而舉行
出火大典時，我在尊敬堂設計商品攤位旁

很在地又很文青的尊敬堂小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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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來觀禮與購買商品的年輕人尬聊之間
的一段對話。尊敬堂是台南市區的佛仔館，
位於住居密集的巷弄中，祀奉西羅殿廣澤
尊王十三太保中的三太保，又稱五常軍東

引發小粉 ( 右下 ) 回應「可愛」的孩子塗鴉筆記本。

方武士。近兩年受到大量年輕人的關注與
委身，並以不斷推出富有創意的文創商品
而備受矚目。然而尊敬堂的文創商品不同於
一般宮廟所侷限的香火袋、包包吊飾，而

具有幾個特徵：首先是商品種類繁多但強
調數量有限，其次是風格非單一化但都連
結到一些故事性或「梗」，引發諸如開頭
這位年輕人所描述的可愛感覺。依照這位

台南氣口的尊敬堂與香蘭聯名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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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所述，尊敬堂商品所能引發人感受
到的可愛特質，除了表現在一般常見的「神
明可愛 / 卡漫化」（二頭身大眼睛面帶微笑
的三太保形象）上，還包含了源源不絕的
新奇感、有梗而搏人會心一笑的感受，例
如以總幹事小孩塗鴉設計成的筆記本；以
及能夠展現懷舊感而具有與堂或府城的歷
史相互連結，並經過趣味手法轉換後的「古
早味」，例如與台南在地服飾設計品牌「香
蘭男子電棒燙」合作的毛巾，令人聯想到
府城繞境時轎班把毛巾掛在肩上的意象。

尊敬堂的這種「可愛」氣息，無論對其設
計者或消費者而言，更像一種參與堂或府
城（或在特定意義下的「本土」、「在地」）
的歷史，轉換自我品味、身分形塑、想像
與實踐某種理想與未來的高能動性力量，
有異於近年台灣社會科學所延承自日系可
愛（kawaii）概念而對於宗教文創所進行
偏向於將可愛視為社會型態的結構性詩化

或涉及心理、情緒的探討脈絡。四方田犬
彥（2007）強調可愛的虛構性，指出可愛
猶如脆弱的薄膜，具有將社會與歷史本質
威 脅 性 掩 蓋 的 作 用。Teri Silvio（2019：
88-120）在台灣宗教文創與神明公仔設計
端與消費眾之間概念對比的討論中指出相
對於社會現實的威脅進行柔化，台灣神明
公仔的可愛帶有強烈療癒性，保有神明特
質，成為「既可愛又莊嚴」、「既可愛又
不那麼可愛」的特色。對 Silvio 來說，消
費者所認知的可愛具備一種特定心理歷程，
它去除神明威嚴與具遮掩性、無法碰觸的
形象，拉近人與神明的距離，成為當代台
灣人所需的療癒自我的形式。然而，我總
覺得從尊敬堂由生產到消費文創物的例子，
更大程度上能展示可愛對於當下年輕人在
個人與群體之間、歷史斷裂與連結之間所
具有的關鍵性整合力量，以及對於未來的
理想式實踐。

尊敬堂可愛文創品發展之路

尊敬堂的可愛創意及打動人心的論述，除了
來自於主神形象，也來自於堂的歷史及傳
奇老館長振茂伯。尊敬堂於 1959 年立館，
為西羅殿第一間分靈的佛仔館，振茂伯為
主神三太保的濟世乩身。在經營堂的中間，
振茂伯隨祖廟西羅殿前往中國南安詩山謁
祖進香，有感於當地資源缺乏、教育困難，
便跟隨其善心捐助大量資金，為當地蓋厝、
辦學，展現一宗教機構及振茂伯個人最大
行善之能。隨著資金轉為捐款，以及振茂
伯的年老，尊敬堂轉由不同的教派成員經
營，導致數年前一度面臨危機，爾後由振
茂伯孫女毛嫂與孫女婿三毛承接，歷經重
組、改選管理委員會，才再度開始興旺。
在承接不久後，三毛與富有創意與行銷能
力的振傑開始合作，思考尊敬堂如何在當
代展現其意義與拓展信徒，而振傑從小喜



38青年專題 ( 二 )：再探青年次文化

愛看廟看熱鬧，卻有感於當代信仰活動往
往與人情、在地割離，因此他認為尊敬堂
恰能成為一個實踐理想的場域，想辦法把
人與土地、歷史重新連結。毛嫂唸美工，

初期許多可愛神明圖像產品設計出自其手，
在構思產品的同時也參考並連結了一些台
南成功經營的設計小牌，善用本土符號（或
所謂「台南氣口」）引發年輕人購買熱潮。

然而成為販賣商品為主的宗教機構，往往被
人指摘為「廟店」。振傑認為文創商品的
意義不在於追求販售數量，而在於意義及
效果，亦即，文創品的最主要功能在於引
起人注意、喜愛，購得的人可以跟朋友分享
其中的有趣或故事，藉以吸引更多的人認
識尊敬堂，願意走進堂內一同參拜。因此
初期便有「限量」的想法，不求大量複製，
而希望創意能夠源源不絕發揮，使商品種
類繁多，引發眾人更多的收集與關注。尊
敬堂的名聲，藉由活動與商品的 Facebook
文章分享，成功吸引了許多粉絲，這些粉
絲很大部分是對於傳統信仰文化相當傾慕，
卻往往礙於難以參與傳統佛仔館或宮廟組
織活動的年輕人。他們大部分並不是住附
近的台南人，因此組成性質迥異於其他以
地域或親屬為基礎的佛仔館，然而他們所
追求強調的，是實踐在地情感、傳統氣味。

振茂伯與「恩祐全臺」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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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名為可愛的鑰匙

有趣的是，其中有一部份是年輕的平面
設計師。在固定參與的二十多個年輕成
員當中，便有 4、5 位自發性固定為堂
內設計商品，也因此成立了一個設計部
門。 振 傑 作 了 一 個 有 趣 的 比 方， 他 說
這些文創商品就是過去寺廟文化裡「寄
附」文化的變體，信徒自發設計，宮廟
出 錢 協 助 開 發 製 造， 所 得 利 潤 或 稱 緣
金，則成為維繫廟務的一部份。這些所
作所為，也表達了每個人對於聖王公的
愛。

自然而然，這幾位設計師的發想核心為
堂的歷史，以及聖王公三太保的特質。
但如何在一個產品的視覺上引人注意？
一位設計師小木說，首先就是要可愛，
帶點搞笑，但不只是 Q 版公仔那樣的可
愛：「其實我沒有很喜歡 Q 版，我喜歡

上圖：尊敬堂每有活動就會伴隨
而出的可愛小攤。

下圖：五常軍東方武士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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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醜好笑的東西，這也是一種可愛，但他

有內容。我們本來就很隨興，去堂裡也是

在那邊亂聊亂玩，所以想出來的東西有時

候很ㄎㄧㄤ」。小木提到為尊敬堂設計的
動力：「在這邊想設計有點像是做自己，

相對於公司的工作，我可以看到自己幫三

應公想的設計被做出來，是很讚的事情」。
振傑也曾詮釋：「這裡給人的感覺是家，

不是要你特別花時間金錢付出的心態做這

些事、這些活動，我們是具備革命情感的，

我們每個人也都在這裡證明自己」。對小
木來說，發揮可愛的動力與內涵，就像是
開啟一把能夠讓他有歸屬感、做自己的鑰
匙，而這把鑰匙同時能夠幫助堂通往外界。

這把鑰匙，恰好在近期的一次公事日得到
主神三太保一句話的完美詮釋。當天三太
保降下，指示堂裡的人「不只要進，更要

出」，不能只守株待兔，要走出這條小巷
子跟大家接觸。信徒們想到大匾額上所寫

「恩祐全臺」四字，便依著三太保的指示，
開啟「一路向北」、「一路向南」的旅程，
扛著金身，帶著文創商品，在每個停轎之處
擺攤，成功吸引了人群目光。參與這些行程
的年輕人們，深刻感覺原來自己身負重要
的使命，同時也認知到每件可愛文創品都
在傳達著訊息，讓尊敬堂得到更多的關注，
有助於即將到來的建廟籌備事宜。而近期
出品的「五常軍東方武士」系列商品則以
日本武士形象，既描述聖王公的忠勇精神，
同時也指涉振茂伯勇敢無畏、有忠有義的
人生。消費者排隊購買與穿著可愛的武士 T
恤同時，也在宣告自己對堂的認同支持，
為堂開拓未來道路，同時自己也走在這路
上，參與著這個他們心中理想世界的脈動。
若硬要以學術語言形容，尊敬堂的大夥非
常的具有組裝體的 fu，他們的群體也確實
正在經歷激烈的地域化 / 去地域化過程，而
「可愛」猶如各元件與插槽的標準規格，
以及再編碼的一種程式。廟還在蓋，參與

者還在不斷湧入流出，相信這份可愛也將
會因此不斷變形茁壯而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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