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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筆者於 2022 年 1 月、3 月、4 月於某縣市的命理館進行參與式觀察，其中

包括與客人信眾攀談、在命理老師旁邊幫忙抄卦以及實際體驗算命及儀式的進

行。並在命理老師的同意之下借閱命理館的算命紀錄資料，再自行以去識別化

的方式整理出新的檔案，以在社會系課堂中所學去對自行整理的量化資料以及

訪談的質性資料進行推估並以心得的方式呈現，並著重於以下重點： 

1. 命理館與算命客人信眾相信之原因 

2. 算命客人之特徵與算命主題之關聯 

3. 算命的社會學意涵 

4. 從性別角度看命理 

5. 比較社會學與命理對於同一件事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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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與動機 

  因為原生家庭的關係，從小便開始接觸台灣民間信仰與算命，家裡的長輩面

對許多生活中的大小事尋求宗教信仰的協助，從小耳濡目染的我也對此深信不疑，

但自從接觸社會學後，再回頭看自己的信仰，發現社會科學跟我的信仰產生了很

大的衝突（例如卦象被解釋成統計機率），對自身信仰提出質疑是一件對我來說

具有挑戰性的事情。 

 

    但因為好奇心，加上系上做宗教領域的教授要退休了，所以決定寫寫看宗教

領域的社會實踐，看看社會學和我看到的信仰之「衝突」是怎麼一回事，也很幸

運的接觸到一個很好的田野場域，以及一般人無法取得的成冊資料，雖然資料數

並不多，只能用來寫一個小心得觀察或推論，並經過修改後再次投稿，不過還是

很謝謝命理老師與在命理館碰到的每個人 

 

二、命理館的形成 

  該命理館有三個空間，一個是類似會客室的空間，一個是神明廳，供奉了三

位主神，而算命、退煞、團拜等等……就是在這個空間下進行的，另一個則是有臥

躺或坐著方便「灌氣」的空間（皆為道教儀式）。 

 

在神明廳分別供奉了南無觀世音菩薩、註生娘娘以及太上老君，第一位是在佛教

與道教中都會出現的神明，後面兩位是屬於道教及民間信仰中的神明，顯示出這

邊是一個融合道教佛教及民間信仰的命理館。 

 

  而佛教道教融合的原因則是要追溯到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推行皇民化運動，

為削弱宗教的力量，強制將各地廟宇中的「多餘」神像集中焚毀，但佛教都是受

到重視並被保護的，因此有些道教廟宇則在廟中放了佛教的神像，日本人看到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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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是佛教寺廟所以才沒有行動，佛教對道教產生了護教的功能。 

 

    命理老師算命的方式是象棋卦，意旨透過象棋來開卦並透過易經解讀，而算

命在神明廳進行是有其意義的，客人問事不是在問命理老師，而是問神明並透過

卦象來理解神明給予的指示，所有人都會在「神明眼下」這個情境行動並受影響，

我觀察到許多人在進來後就會開始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並變的很專注且會小心

翼翼的詢問是否有什麼規則要遵守 

（例如是否要先跟神明請安？是否要淨手等等…..） 

 

而是否有神明也會影響某些客人是否會來，如受訪者所說： 

  我自己家裡從小是信道教，現在也是，如果這邊沒有供奉道教的神明，我其  

實不會來。（Ｂ女士） 

  之前我家裡是拿香的，後來我有去佛教機構去服務過，但……因為林林總總

的原因，最後我還是過來這邊了。（A女士） 

  原本小時候家裡是一貫道，啊後來我們那邊最大的是池府王爺，再來就是觀

音佛祖，所以其實在我真正的信仰裡面，只要是教人家好的教義，我會信。（Ｃ

女士） 

  此外，有些客人會光臨是因為這位命理老師算命的方式比一般坊間的算命方

式更「理性化」，因為在開卦的同時，旁邊會有一張易經及卦象的對照表，使一

切都變得更合乎邏輯且有解釋，而不是單純老師空口亂講而已，不過我發現，雖

然那些人說自己是因為老師很專業且算命方式很理性化，但他們卻不是真正的不

在意神明，而是試著讓自己看起來不像無道理的迷信一樣。 

   

  其實我是因為老師的專業才來的，一開始先接觸了象棋卦才接觸老師，我覺

得這個算命方式是很合乎邏輯的，而且這邊看起來很正派。（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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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還是因為相信老師的專業啦，而且這些也不是說像外面那些…..就是那

種類似養小鬼的，這邊供奉的都是正神。     （Ｃ女士） 

 

  我很早以前就對命理有興趣了，但之前的都不會跟我講原因，只會說我命不

好，但又不解釋，那這樣講了有什麼用？ 

而且老師這邊跟之前去過的很不一樣，之前有些裡面都暗暗的，氣氛好像怪怪的，

但這邊不會。（Ａ女士） 

 

  再來介紹一下何謂「灌氣」，「灌氣」在該命理館被視為一個多用途的行為（道

教中的氣功），可以透過「灌氣」來改變身體狀態、改運以及驅趕附身靈的方式，

且只有「行者」能進行「灌氣」，要成為行者則要透過老師打通任督二脈才行。 

 

    像我今天來灌氣阿，灌這個氣就可以補我半年的運勢。（Ｅ女士） 

 

三、「誰」來算命 

    來老師的命理館算命的客人（或老師的朋友），每次算命時都會有助手在一

旁將卦象及結果（神明給的方向或提醒）抄寫下來，我在實踐的途中有機會就

會在一旁擔任助手的角色，而每一份記錄下來的結果都會再影印一份，一份給

客人，一份放在命理館記錄成冊（也就是本文後段取用的資料），經過命理老師

同意後我翻閱了 110 年的紀錄資料並經過自己統整及擷取後獲得的以下結果，

分為兩種算命種類，一種是問事，一種是流年卦（算一年的命運狀況）。 

 

1.問事卦 

    在問事卦的方面，原本我的假設是女性客人比較多且主要問事問題大多為

「家庭」，而男性較少且主要問事問題大多為「事業」，之所以會做這樣的假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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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社會對於男女的期待，通常會希望女性在進入家庭後做為主要照料者，而男

性則可無後顧之憂的在外打拼，即是大家常說的「男主外，女主內」。但看過紀

錄後發現以這間算命館的客人來說並非如此，110 年問事卦的客人（撇除遺漏值）

有紀錄者總共 103 位，其中 56 位為男性（佔整體約 54%），其中 47 位為女性（佔

整體約 46%）。 

 

 
 

男 女 總和 

事業 29 21 50 

現況 5 9 14 

工作 6 5 11 

婚姻 3 4 7 

升學 1 5 6 

感情 5 0 5 

身體 3 1 4 

財運 3 0 3 

孕事 0 1 1 

官司 1 0 1 

改名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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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不論男女，問事卦最多的主題為「事業」，總共為 50 位，其中 29 位為男性

（佔事業類的 58%），21 位為女性（佔事業類的 42%）。 

算命主題為事業之人數 

單位(歲) 人數 平均年齡 最小年紀 最大年紀 

男 29 33.6 19 62 

女 21 38.5 2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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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男性的平均年齡較女性低這點可以推估在拜訪這間命理館的人之中男性

可能有較多機會或能較早去接觸或開創事業，但女性會詢問事業的比例也超乎

我原本的預期。 

本來預期女性在進入家庭後被迫擔任照護的角色，因必須時時先為家庭著想，

可能大多會詢問家庭相關的問題。 

    恩…大部分是事業啦，阿其他其實也都有啦， 

    問家裡阿小孩啊身體健康阿什麼的。 

                           （C女士） 

    一般都是求事業，阿健康…年輕的時候不會求健康啊哈哈。(D女士) 

    其實我大部分還是以我的教學為主。(A女士) 

     

    我遇到不能決定的事情都會來問，最常來問事業。（F先生） 

  而工作的部分男性比女性多出了 2 位，但男性的年齡平均較大，這可能是

現在社會女性開始進入勞動市場的結果，可惜無法得知該客人是否已婚，無法

猜測出更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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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性別 年紀 

男 51 

男 40 

男 40 

男 40 

男 39 

男 30 

女 36 

女 35 

女 34 

女 32 

男生平均 40 

女生平均 34.25 

   

  事業跟工作是兩個不同的主題，會依照客人的個人意識來訂定是來問事業

還是工作，工作大多是在問該不該換工作，會不會被主管刁難等等的問題， 顯

示出客人認為自己是在有點像「受制於人」才會認為是工作，其中有問到一些

認為自己是問事業的受訪者： 

 

  我覺得這是事業啊，工作就跟事業還是有差嘛，工作就是那種比較像給人

請的狀態。 （Ｃ女士） 

 

  我覺得我自己是事業，因為我也有自己額外跟人家合作，像我會跟這邊的

借場地來幫客人按摩。 （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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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是老師，但我把他當作是一種事業，因為我不想要像工作一樣朝九

晚五，當個課本唸過去就好了的老師，我有我的教學熱誠，我想幫助有困難的

學生。（Ａ女士） 

  

    此外，婚姻的部分，客人性別有男有女，雖數量少但是男女平均，其中詢

問婚姻的男性客人年齡平均比女性高出許多，原因可能是來算命的客人仍維持

著男高女低的概念婚配觀念。 

 

婚姻 

性別 年紀 

男 62 

男 46 

男 42 

女 41 

女 36 

女 36 

女 27 

男性平均 50 

女性平均 35 

     

  比較有趣的是，雖然婚姻主題中男女人數平均，但到了感情主題後，卻全

部只剩下男性，(雖樣本數少)，我認為這可能可以呼應紀登斯在《親密關係的轉

變: 現代社會的性、愛、慾》提到的，男性在感情方面較不擅長表達且缺乏反

思以及建構面像未來的統一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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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 

性別 年紀 

男 40 

男 31 

男 30 

男 23 

男 22 

 

  升學主題的客人年齡層則以差不多要進入大學的年紀為主，都是以家長帶

來命理館為主，有兩位女性是由媽媽代問，其中一位問及是否要出國留學，可

以推測來詢問的人經濟狀況較優渥，若經濟狀況不夠優渥又有信仰者可能單純

到文昌廟拜拜祈求而已。 

升學 

性別 年紀 

男 15 

女 21 

女 19 

女 18 

女(媽媽代問) 18 

女(媽媽代問) 19 

平均 18.3 

   

  而現況的部分則是女性人數較男性多，但年齡平均卻是女性較低，女性只

有一位客人是 50 歲以上，男性五人中就有 3 人為 50 歲以上，有兩位小孩是由

家長帶來，另外兩位是由媽媽代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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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猜測可能是男性年長後才會開始注意身旁有什麼要小心注意，而女性

較多人且年輕是因為進入家庭後就必須照護家庭（所以來幫小孩問），此外若身

體出狀況或有意外的話，不代表女性就會停止掛念家庭中的大小事（Gemma 

Hartley，2020），這樣內化的觀念就好像某種詛咒一樣。 

現況 

性別 年紀 

男 66 

男 54 

男 50 

男 30 

男 16 

女 56 

女 44 

女 34 

女 34 

女 34 

女 30 

女 13 

女（媽媽代問） 缺失 

男（媽媽代問） 缺失 

男生平均 43.2 

女生平均 35 

 

  我都問現況吧，因為譬如像我這個月哪裡不好，就過來看哪裡該注意。（Ｅ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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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還是都會問啦，會問健康啦跟之前升等的考試，畢竟要健康還有顧好

事業，才能養家嘛！（Ｃ女士） 

 

  而從升學及現況主題可以看到，若是只有家長來代問的情況下，都是媽媽

來代問，可以呼應到我前面所說的，女性在進入家庭後因為內化的觀念而無法

停止掛念、照護家庭。 

2.流年卦 

    流年卦意指在一年的開端先透過算命來得知一年運勢，且會以月分為單位

來做評論，例如可能一月要小心災禍、二月運勢變好，甚至會細談到幾月的幾

號盡量不要出門等等。 

  有來開流年卦的客人都會來問事，但問事的客人不一定會開流年卦，一方

面與價錢有關，另一方面則與虔誠度相關，單純問事者可能認為不需要將整體

生活都拿來詢問，相對的，許多會來問流年卦的客人則是有點將自己交給信仰

的感覺。 

  就每年一開始就會來開看看阿，看狀況怎麼樣，這就是一種預防嘛，就讓

我知道要小心，預防萬一。（Ｅ女士） 

 

  我們都會先開流年卦，然後會知道說哪幾個月要注意，會有什麼不好的事

可能發生，然後尋求老師的協助，幫忙化解。（Ｃ女士） 

 

  除了事業之外也會問生活大小事啊，預防萬一總是沒有壞處的嘛，這樣就

知道要小心點，哪裡要注意。（Ｆ先生） 

 

  開過流年卦之後就會知道哪些月份要注意以及該怎麼辦阿，例如可能你這

個月不好，那你可能就要常常洗那個……洗符令這樣。（Ａ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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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整理資料過後產生的下表可以得知，在流年卦方面，女性客人是比男性

多的，平均年齡的部分也是女性較高，最小年齡則相同，但可以發現說都為 16

歲，是正值考高中的年紀，推測可能父母認為必須開始進行人生規劃，而最大

年齡也是女性，比男性的最大年齡高很多。 

 

  從人數多寡及年齡可以猜測，女性可能對生活較謹慎，更願意去算命得知

哪些月份該注意災禍等等，也因此年紀平均較高。 

 

 人數 平均年齡 標準差 最小年齡 最大年齡 

男 38 46.7 10.98 16 59 

女 47 47.5 10.09 1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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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慈悲救苦救難，但每個人都可以被拯救嗎？ 

    從問事卦的主題以及人數的分布可以得知，其實並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來

「開卦」，因每問一次事就得包一次紅包，且金額其實並不是只能買兩三個便當

那樣，差不多是外面自費心理諮商的兩倍，加上從很多人問的是「事業」，以及

問「升學」的客人對於子女的規劃（出國念書）可以看出客人都有一定的經濟水

準，且客人通常是以朋友推薦而來的，沒有一定的社經地位或經濟背景其實很難

有機會接觸到這樣的朋友來介紹，但老客戶或朋友就無影響（因一開始為隨喜制

度），神明的象徵及宗教的本質的確是救苦救難就萬眾的，無意偏心或挑選信眾，

但因社會排除而使部分人只能去廟宇參拜，沒辦法接觸更神聖的「儀式」。 

此外，也從許多受訪者說詞中得知，包紅包對他們來講是沒有壓力的： 

 

    我覺得，就是只要是錢能解決的問題，都是小錢，這是我的觀念，但佈施這

件事情啊真的是因人而異，但老師不會說甚麼，這也是他慈悲的一面，跟外面的

老師不一樣，可是我們是很多年了才這樣（８年）。（Ａ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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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東西就是專業阿，這沒甚麼好說的，外面你請別行業專業的人也是這樣

啊。（Ｂ女士） 

    我覺得包這個就是一種尊敬，也不會有壓力。(D女士) 

 

四、儀式及操控命運的可能性 

    在實踐途中，我也會因自身信仰而拿香拜拜，會花一小段時間自己與神明

對話，而命理館在特定的日子也會舉辦大團拜，團拜時由老師在前面帶領大家

朗讀疏文，不過除了我之外，可以觀察到有些人在團拜時並沒有像獨自拜拜時

那樣的專心，但並又不是不想團拜，這邊讓我想到可能很像社會心理學所提到

的社會懈怠又或者是單純的從眾行為。  

   

  而在算命的過程中，有一個過程叫「佈局」，指的是你若開出來的卦象顯示

運勢是不好的，是可以透過「佈局」來改變的，而佈局的方式則是透過易經來

解釋該做出怎麼樣的行動來改變卦象（卦象都有對應的圖像符號及指涉情境），

這樣的特色也許多客人相信這位命理老師的原因，除了讓這整個過程看起來似

乎「理性化」了一些（但實質上可能沒有），也讓客人有一種「命運可以自己操

控」的感覺。如受訪者所說： 

 

  老師跟外面的算命很不一樣，他不會單方面的一直說我命不好，雖然卦象

是不好的，但他會解釋為什麼，我缺了什麼？以及該怎麼做來改變。（Ａ女士） 

 

  雖然卦象看起來不好，但沒關係嘛！我們可以透過佈局來改變，避免災

禍，當然啦我是希望算出好事的話是準的，阿壞事的話希望是不準啦！（命理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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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叫我小心之後，然後呢（指外面算命）？我比較喜歡這種跟我講要

小心然後跟我講要怎麼解決的方式。（Ａ女士） 

  

五、男女命不同？談命理中的性別歧視 

    由於本身對性別領域有興趣，而在就讀社會系之後才發現，命理及老師在

算命的卦象中隱藏著我原本沒發現到的性別問題。 

 

    先從傳統的手相學說起，手相學認為女生有斷掌被視為是剋夫的象徵，會

被告誡說不能結婚或必須晚婚，甚至會被視為是有缺陷的存在。為什麼會剋夫

呢？因為在父權社會底下，男性的權威性是不接受被女性挑戰的，女性太過於

有主見或能力比男性好都會使男性因無法捍衛自身地位而焦慮，因此利用這種

方式賦予女性負面形象使其產生自恨心理，藉此控制女性。 

 

    此外，在解釋卦象的易經中，認為女性帶有陰氣，男性則帶有陽氣，而陰

氣是不好的，所以需要陽氣來中和調節，但陽氣本身就不需要中和調節，而上

述這些在描述就是在暗示說女性是不完全、需要依賴男性的個體。 

而在訪談中也有聽到受訪者受性別歧視的經歷： 

 

  之前我們全家去給一個很厲害的大師算，他一生算了將近 20萬個人，我們

全家都算過後我想說為什麼我沒有算，但那個大師只說了：「阿你女孩子趕快嫁

嫁就好了啦」，但這樣很奇怪啊！之前我算過的老師都跟我說我剋夫，那這樣他

們到底是要我結婚還是不要結婚啊！  （Ａ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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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夜路走多了，難免……？ 

    此外，在實踐期間常常聽到命理館的老師跟我說晚上別穿全身黑出門，當

我詢問理由時得到的回答是「黑色容易吸引不好的東西（意旨無形的靈體）」。 

另一方面，常常會在算命過程聽到有人被算出將會遇到的劫數，而原因是被

「不好的東西」纏上。 

 

    結合以上，在命理中的看法是出意外是因為「碰到不好的東西」導致災禍

降臨，所以要我別穿黑色來避免吸引「祂們」。 

 

但後來換個角度想，我發現其實有可能事情根本不是這樣歸因的，夜間視野本

來就很差，而我們走在路上又穿全身黑的話，很容易發生事故，但發生事故

後，我們可能因為信仰而歸咎於我們自己「煞到」。 

 

    延伸前一段在談性別歧視的部分，女性會被認為晚上要盡量少外出，因為

命理中認為女生本身帶有陰氣，而晚上外頭又都是陰氣，陰氣太重很容易招來

不好的東西或意外，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發現，社會將女性夜間發生的意外歸咎

於「女性夜間外出」，並藉此控制女性夜間出門的機會，一來控制女性的身體自

主權，二來把女性關在家勞動，而傳統命理則藉由易經陰陽之說控制女性不得

在夜間外出，若你在外面發生意外，則是因為「陰氣過重」，也是將責任歸咎於

女性的方式，我認為這兩種說法的目的是一樣的，都是對女性的壓迫。 

 

七、在命理館形塑的社會事實 

    除了算命、退煞、灌氣以外，仍然會有其他人登門拜訪，因為這邊是很歡

迎大家來坐坐、寒暄的，而在會客室聊的事情基本上和宗教信仰以及超自然的

事情脫不了關係，雖然社會科學可能沒辦法解釋超自然的事情，（例如為什麼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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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有陰陽眼，為什麼會夢到神明，為什麼會卡到陰），但這些可以透過社交來

分享這些經驗，而這些經驗若要變成「真的有這麼一回事」的狀態，人與人之

間必須要有共通的經驗，例如我曾經聽到過兩個人在談論地基主： 

 

  「地基主很可愛欸，就矮矮小小的然後全身泥巴」 

 

因為他們曾經都夢過，而發生在我身上的例子則是因為命理館帶有陰陽眼助手

曾經說過： 

 

  「欸你是怎樣，為甚麼你每次後面都跟一整排阿？」 

 

當下我當然是不相信，只會覺得她在嚇唬我，而在某次進行退煞的儀式時，我

在閉著眼睛的情況下看到了一位老爺爺的面孔。 

 

  「這次是個老爺爺吧？我知道，因為我也有看到」（筆者） 

 

撇開我們是否真的看到，或那些靈體是否真的存在，只要我與他人有了共通的

經驗，那這件事好像就沒辦法真的與社會脫離關係。 

除了退煞之外，許多涉及超自然的道教元素若經歷了這樣的社會過程，似乎就

會形成一種社會事實。 

 

  像我今天來灌氣阿，灌這個氣就可以補我半年的運勢。（Ｅ女士） 

 

  我們都會先來開年卦阿，然後看哪個月不順就會來找老師灌氣，灌氣之後

就會比較順。（Ｃ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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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是不是太久沒給老師灌氣，所以狀態整個不太好，要補補氣啦。

（筆者的阿嬤） 

 

八、統計也能解釋的「劫數」 

    根據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中全台消防機關水域救援統計，透過自行整理總結

製作出下表： 

 

 

 從表中可以得知，大多數水域意外事件發生於夏天及暑假時期（6 月~9 月），

而民間習俗中的「鬼門開」及「鬼門關」的時間在 7 月底到 8 月底之間，此時

許多人會建議別去水域玩水，否則會遇到「抓交替」。 

 

    可以發現鬼門開到鬼門關的時間點是與水域意外事件好發時期重疊的，但

好發時期不完全只有 7 月底到 8 月底之間，而是從 6 月就開始了，其實不一定

是抓交替，而是因為夏天到了去玩水的人變多了，相對的事故也變多。 

 

    其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點，圖表中 7 月到 8 月是呈現下降趨勢，到

9 月才回升，猜測有可能是因為鬼月不能玩水的禁忌使人們減少前往水域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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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即便如此，也有許多統計或社會科學無法解釋的事情，例如有親戚去完海邊

後隔天就瞎掉了，跑了好幾家大醫院都沒結果，最後來老師這邊才解決，但這個

故事不是重點，所以提提而已。 

 

 

九、什麼才叫健健康康？什麼才叫飛黃騰達？ 

  在命理館常常看到有人在拜拜或者是向神明許願時，希望神明保佑自己或

家人身體健康，有好成就，甚至是在算命時會拜託老師要如何佈局才能讓自己

的家人健康有好成就，我認為在這些願望的背後，信眾都預先定義了活成什麼

樣子才叫健康，走向什麼樣的人生道路才叫有成就，原本有情緒就發洩的孩子

變成了不太表達情緒的冷面娃娃，被叫做健康，我考上北大社會，我覺得很有

成就感人生很順利，別人卻要考上醫牙藥才叫順利。 

 

  此外，我認為推測能夠來算命的人其實比起不太來算命的人容易獲得他們

自己眼中的「健康」「成功」，因收費不低，以及人際網絡的介紹，會接觸到收

費算命者可能社經地位較不能算命的人高，以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有些社會性

因素才是健康的根本問題，社經地位較高的人較不易患有疾病（因環境、社會

條件好），社經地位較高的人也較有資源去獲得好的教育，獲得薪水高的工作或

複製父母的階級，他們是否來算命都會比社經地位較低者來的容易「健康」「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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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結語 

    我認為宗教跟社會學雖是不同的東西，但都是一種用來認識這個世界的辦

法，韋伯曾經說過要除魅、理性化，但我認為其實不用這樣，因為有些東西只

有宗教信仰可以解釋，而有些東西則是只有社會學可以解釋，如果真的硬要除

魅的話，會少了很多認識這個世界的方式及機會。 

 

  此外，在訪談途中聽到了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 

 

  台灣之前有一個大師，一生幫 20幾萬人算命，在他去世後我有幸剛好認識

到他兒子，問他兒子說：「你爸這一輩子算過那麼多人，有沒有甚麼心得。」 

他兒子說：「我爸的答案讓我很衝擊，他只說了，要多行善」 

其實我聽到也是很衝擊的，連算了那麼多人的大師都只說了要多行善……。 

 

  那有沒有可能我們根本沒有操控命運的能力，宗教對我們來說只是一種認

識世界的方式，以及社會控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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