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18 第二學期 (2018 年 1 月 15 日至 4 月 21 日) 

科目編號 CC5104 

科目名稱 民間信仰與術數方技 (Folk Beliefs and Occult Science) 

學分 3 

程度 5 

任教老師 梅林寶博士 

上課時間及地點 星期二 12:30-15:30; Y303 

科目宗旨 

 

民間信仰是中國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神靈信仰及其儀式，構成了民

間文化的基本特質，也成為社會形貌的象徵性展示方式。術數方技則是指

各種帶有可操作性的占卜和方術，其範圍包括了對大宇宙(macrocosm) 及小

宇宙(microcosm)，亦即「天道」和「人道」的認識。 

本科旨在運用歷史學、文化人類學、民俗學及宗教學等不同視角，藉以剖

析和探討民間信仰與術數方技的基本意涵，讓學生認識中國民間信仰與術

數方技的源流與發展，了解其在中國社會文化中的意義，以及掌握中國社

會的內在秩序與運行法則。 

學習成果 學生修畢此一科目, 當能夠達致以下目標： 

(a) 明瞭中國民間信仰及術數方技的基本意涵； 

(b) 理解中國民間信仰在中國社會的功能； 

(c) 了解中國人接受各種術數方技的心理狀況及其欲求。 

科目摘要/ 

教學大綱陳述 

1. 寺廟 

2. 神明 

3. 道教與民間信仰 

4. 方士 / 方術 / 方技 

5. 道法 / 道術 

6. 法術 

7. 符法 

8. 超度、普度 



9. 風水 

教學方式 本科以研討課形式進行，每一節除由老師帶出討論觀點外，學生亦需充份

參與討論。從學期後期開始，每一學生需作一次口頭的專題報告。老師會

指導學生選題、搜集相關資料及進行專題研究。 

考核方式 Specific assessment 
methods/tasks  

% 
weighting 

Intended subject learning outcomes to 
be assessed (Please tick as appropriate) 

a b c    

1. Book Report 

讀書報告 

(約 3000 字) 

25       

2. Oral Presentation 

口頭報告 

20       

3. Written Report 

書面報告 

(約 5000 字) 

40       

4. Class participation 

課堂表現 

15       

Total 總計 100  

 

本科的評核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是讀書報告，佔總分百分之二十五，用

以量度學生閱讀一本指定有關中國民間信仰及術數方技著作的理解能力。 

第二及第三部份為口頭報告和書面報告，共佔總分百分之六十。這兩份報

告可評估學生進行專題研究的水準，特別是他們的創意能力及分析能力。

學生需閱讀一定數量的中英文著作，且以流暢的口語作口頭報告，以學術

論文的規格撰寫書面報告，藉以同時考核其語文水準。 

第四部份為課堂表現，所有學生必須參加討論，提供意見，等等，佔總分

百分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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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語言 中文 (普通話，輔以粵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