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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神道信仰

　　日本領臺初期，為求臺灣資本主化，宗教層面為安定民心，採取「舊慣溫存」的方針，

對於臺灣既有的廟寺、禮俗，並不過分干涉或改制。1915年（大正 4年）以前，全臺僅有 9

所神社，且大多集中在日人集中居住的樞要地區，此一時期較具代表性的神社為 1897年（明

治 30年）自臺南延平郡王祠改建而成的「開山神社」以及 1901年（明治 34年）以國費建設

的「臺灣神社」。神社作為攏絡民心的國家神道信仰表徵，為傳達天皇統治等同「臺灣守護

神」，日本治理臺灣期間，全臺共建 200餘座神社，神社種類琳瑯滿目，如官幣、國幣、縣社、

護國、鄉社、無格社、攝末社、社、遙拜所等等。而從臺灣的神社建築可以發現形制較日本

神社簡化，曲翹屋頂可以看出建築樣式地方風土民情，分段的屋頂曲面，鮮少使用斗拱或是

整根中心柱，甚至使用桁架處理木結構，內陣處理簡易，基壇與高床簡以配置，充分呈現殖

民性格下的節省。149蘇澳日治時期設有的神道信仰神社有五，以下陳列簡述：

壹、東澳祠

　　東澳祠位於東澳嶺枕山北端，創建於 1920年（大正九年），主祀天照皇大神與能久親王，

社格屬「社」，例祭日為 10月 28日。150

貳、金刀比羅神社

　　金刀比羅神社舊址為蘇澳郡蘇澳庄蘇

澳字蘇澳 20番地之 4，創建於 1927年（昭

和 2年），主祀大物主神與崇德天皇 151，

二祀神合稱為「金刀比羅神」，在日本神

道中屬於海神信仰，負責守護海路，社格

為「社」，例祭日於 4月 10日。152日治時

期，臺灣各大港口也常見金刀比羅神社。

該神社創建年代雖正處皇民化時期，神社

祀典與民間信仰卻各行其事，相安無爭；

直至 1934年（昭和 9年）金刀比羅神社的

149
　參見自賴志彰，〈臺灣殖民地神社的研究─從大環境、配置、建築談起〉，《宜蘭文獻雜誌》，第 50期，2001年，頁 33-

　　 77。
150
　參見自吳永華，〈臺灣高山神社：南湖大山神祠的建立〉，《宜蘭文獻雜誌》，第 51期，2001年，頁 125。

151
　生於 1119年（元永 2年）5月 28日，日本第 75代天皇，1156年（保元元年）保元之亂爆發後，崇德天皇被視為罪人，後

　　 致憂憤而死，其死訊傳到京都，當權者也未舉行國葬和國喪，直到 1177年（安元 3年），才受諡讚為崇德天皇，1852年，
　　 明治天皇即位後，遣使到讚岐，將崇德天皇之靈迎回京都並創建白峯神宮始祀奉之。
152
　參見自吳永華，〈臺灣高山神社：南湖大山神祠的建立〉，《宜蘭文獻雜誌》，第 51期，2001年，頁 125。

【圖 8-4-1】金刀比羅神社（宜蘭縣史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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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祭日適逢媽祖誕辰，蘇澳居民迎請北港天上聖母遶境賜福，該神社也正於南方澳港內緊鑼

密鼓地進行巡行儀式，日、臺人互別苗頭，盛況空前。今現址地形地貌已然改觀，僅存與該

神社同時建成的「警察遭難紀念碑」。153

參、寒溪祠

　　寒溪祠舊址位於蘇澳郡番地寒溪社，創建於 1933年（昭和 8年），主祀天照皇大神與能

久親王，社格屬「社」，例祭日為 8月 11日。154

肆、南澳祠

　　南澳祠舊址在蘇澳郡蘇澳庄大南澳，創建於 1936（昭和 11年），主祀天照皇大神、大國

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能久親王，社格屬「社」，例祭日為 10月 28日。155

伍、蘇澳神社

　　蘇澳神社舊址位於現蘇澳國中附近，主祀能久親王與明治天皇，屬「無格社」社格，例

祭日為 11月 3日。1561937年（昭和 12年）蘇澳地區始有興建神社之議，在畚箕湖人蘇氏番

婆捐獻 2甲餘地及地方仕紳大力募捐下，終於 1940年（昭和 15年）12月 8日完工舉行鎮座

式。該神社本殿所在位置現已成為國民住宅，其餘遺物散見於蘇澳國中之中，大部分石燈籠

被當作花盆基座，社名石柱被抹去原字樣，另刻上「繼往開來」四字標語，並塗上朱紅色油漆，

令人不勝唏噓。157 

153
　參見自林正芳，〈宜蘭地區神社調查報告〉，《宜蘭文獻雜誌》，第 50期，2001年，頁 88-90。

154
　參見自吳永華，〈臺灣高山神社：南湖大山神祠的建立〉，《宜蘭文獻雜誌》，第 51期，2001年，頁 125。

155
　參見自吳永華，〈臺灣高山神社：南湖大山神祠的建立〉，《宜蘭文獻雜誌》，第 51期，2001年，頁 125。

156
　參見自吳永華，〈臺灣高山神社：南湖大山神祠的建立〉，《宜蘭文獻雜誌》，第 51期，2001年，頁 125。

157
　參見自林正芳，〈宜蘭地區神社調查報告〉，《宜蘭文獻雜誌》，第 50期，2001年，頁 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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