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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想像的鬼怪究竟呈現什

麼樣貌？要以哪種形式才能將

訊息更完整呈現給讀者？起

初團隊在圖文書、繪本、雜誌

的選擇間搖擺不定，直到我們

聯絡到北地異的創辦者瀟湘

神。透過線上專訪與他進行交

流，團隊對妖怪有更深層的認

知。他們的精神，由他們來說

最合適，最終方案我們敲定了

雜誌。妖怪在人們心中並非只

能是一個負面的存在，雜誌也

能做的很有趣，這是我們在做

此次「妖你來作客」專輯的初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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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怪一詞在臺灣肯定不陌

生。舉凡來臺舉辦的《伊藤潤

二恐怖體驗展》到在臺南美術

館的《亞洲的地獄與幽魂》特

展，凸顯出鬼怪在臺灣社會中

佔有一席之地。然而，在這些

展覽宣傳下的留言區不免出現

畏懼鬼怪的聲音。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是

一間以臺灣鬼怪為主題創作的

獨立工作室，其目的在於讓臺

灣人對臺灣本土的鬼怪有更深

的認知，並希望能藉由作品帶

給讀者一個嶄新的臺灣鬼怪世

界觀。

此書會以一段對話作為開場，

由對話中的二人帶領讀者進

入臺灣鬼怪的世界。並會介紹

數種動物鬼怪、以及臺北異聞

工作室的歷史與出版作品。此

外，我們邀請到臺北異聞工作

室創辦人瀟湘神接受採訪。在

最後會談及關於臺灣鬼怪文化

的未來。希望能透過此書生動

活潑的文字，向讀者傳遞鬼

怪並不全然可畏的概念。

輯一 鬼怪與人的距離

妖獸啊！我才不妖相信你！

文 陳怡汝   繪 黃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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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信諧有天走在路上，撿到一張名牌。從名牌

後的電話找到了失主原來是臺北地方異聞工

作室的員工。對方以公務繁忙為理由，請求

卜信諧能將名牌送回工作室給他。秉持著好

人做到底的卜信諧，將名牌帶到工作室並歸

還給物主。怎料在那之後，卜信諧的通訊軟

體突然多了一個聯絡人，原來是之前那位員

工。該員工表示為報答先前的撿名牌之恩，半

強迫半推銷將工作室的新書推銷給卜信諧。

眾裡尋祂千百度，

驀然回首，

那妖卻在燈火闌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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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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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頭城

相傳於光緒元年，有隻貓妖在頭

城福德坑作亂，殺害家畜、散播

疾病，使村民發瘋做出貓的行為，

當地村民相當恐慌。而後貓妖透

過乩童告訴村民，表示要為牠建

一座廟，便可停止騷亂並成為守

護神，居民欣然答應，於是貓妖

也不再作亂。

《臺灣宗教信仰》

《台灣舊慣習俗信仰》

《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

參考書目：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唯妖論》

貓將軍貓
將
軍

        

普通到不行的馬鈴薯，為了一個角色名字

想了兩個禮拜，真想用酒精消毒自己然後

去睡覺啊！

        

思考與動作都很慢的細心鬼，偶爾會空手

在小畫家亂撇圖。喜歡四處碰撞異國美食

以及不分時節喝熱飲。

陳怡汝

黃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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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嘉義蘭潭 阿里山至日月潭間

遽聞有一群釣客在蘭潭釣起一條

巨大吳郭魚，眾人將其烤來分

食。就在大家吃得正高興時，忽

然聽到吳郭魚用蒼老的女性聲音

說著台語「魚肉好吃否？」，而

此時魚皮竟浮現出一個老太太的

臉。有人立馬拿出相機將魚拍了

下來。然而在這之後，釣起那條

魚的人在睡夢中死去，死因不明。

故事在改編成電影上映後獲得極

大的關注。

邵族原先住在阿里山一帶，某年

為準備祖靈祭典，由帕達木帶領

族人出發打獵，但毫無收穫。正

苦惱時，一隻大白鹿從他們眼前

跑過，振奮的族人開始追捕白鹿，

沿途在樹幹上做路標，一連追了

好幾天。最終白鹿帶著他們來到

日月潭邊，隨即跳進湖中消失。

雖失去獵物，但族人發現此處風

景漂亮，便派獵人回到部落通知

族人，決定遷村至當地。

1995 年自由時報刊 《生番傳說集》

《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

人面魚 白鹿人
面
魚

白
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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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鬼怪的傳說

臺灣妖怪符咒說明：

☆表此妖怪危險程度，請謹慎使用。



鯉
魚
精

魂
花
☆☆☆☆

臺東市 澎湖

傳聞太平洋住著兩隻鯉魚精，常

在夜晚上岸騷擾台東居民。當地

保護居民的山貓精，卻未曾成功

追捕。某天，鯉魚精上岸作亂。

當太陽升起時，母鯉魚來不及入

海，使得鯉魚、貓精都變成石山。

西班牙船途經時，挖走母鯉魚山

的魚眼，其因此變不回原形，而

貓精見狀也不動。從此，就能看

到「貓山」遠望著「鯉魚山」，

而海上還有公鯉魚（綠島）回望。

傳聞明朝年間海盜猖獗，澎湖南

大嶼亦不敵海盜登島擄掠。島上

七位女子因不願被辱，於是投井

自殺。而後她們的靈魂化為七棵

「一葉萩」，村人立了「七美人

塚」為其憑弔，並流傳著不可冒

犯、攀折其枝條的禁忌，否則將

遭致懲罰。日治時期有位巡佐折

了該樹花枝回家，怎料回到家便

腹痛不止，直到前去七美人塚謝

罪才恢復。

《後山族群之歌》

《鯉魚山歷史變遷》

《澎湖廳誌》

《臺灣風俗誌》

鯉魚精 魂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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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你來作客專欄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

聯絡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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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境遊戲

2022 鬼月談鬼 2019xToii Games

說妖 X談鬼俱樂部 都市傳說冒險團

桌遊 手遊 專欄

唯妖論：臺灣神怪本事

臺灣神怪研究系列

臺北城裡妖魔跋扈

臺灣地方異聞系列

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

入選文化部第 44 次

中小學生讀物選介

窗內燈籠

燈籠系列電子書

北地異商業出版書目統一以新日嵯峨子
作為筆名哦！出版

2016

2020

2022

創辦人

羅 傳 樵

楊    昀

楊 海 彥

專案企劃

王 宥 翔

林 祉 均

其他成員

阮 宗 憲 謝 宜 安

許 雅 婷

謝 蓓 宜 高 珮 芸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30758?utm_source=taiwanmystery&utm_medium=ap-books&utm_content=recommend&utm_campaign=ap-201803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71582?utm_source=taiwanmystery&utm_medium=ap-books&utm_content=recommend&utm_campaign=ap-201803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00262?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E050135341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toii.uls.android&hl=zh_TW&gl=US
https://myship.7-11.com.tw/general/detail/GM2208058334723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9712?fbclid=IwAR2wX0BNii54K4DVNy9GmkoGUKh2luHlmDo6D77YArzHPoPOXPuasr_9D8s
https://www.facebook.com/TPE.Legend/posts/1589712324539812/
https://www.ftvnews.com.tw/topics/taiwanghost/?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fanpage&utm_campaign=09&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fanpage&utm_campaign=08
https://www.tpelegend.com/thecrazygodsshow/
http://taipei-legend.blogspot.com/2015/03/blog-post_31.html
https://www.tpelegend.com/thegreatgame/
https://taipeilegendstudio.wixsite.com/2017ginmei
https://www.instagram.com/taipeilegend.studio/
https://www.tpelegend.com/
https://zh-tw.facebook.com/TPE.Legend/
https://www.plurk.com/taipeilegend/
https://www.youtube.com/@user-gc6pj4xj2t/videos


無論是巷說物語、靈異怪談、謠言耳語

或小道消息，我們生活在一個由傳說與

事實共同形塑而成的世界。

《臺灣都市傳說百科》是臺灣第一本系

統性蒐集各類傳說怪談的百科專著。

從蒐集故事、追索脈絡，到研究詮釋，

取材範圍涵蓋清領時期的地方誌，日治

時期的舊文獻，以及媒體資料庫與網路

論壇。三位執筆者耗時兩年，爬梳這些

傳說怪談的起源與背景、騷動與擴散。

全書總計收錄十大類 100 則台灣的都市

傳說，兼具獵奇的想像與理性的趣味，

也追索了這塊土地百年來，不同歷史時

空下人心擾動的集體記憶。

殷海光百歲冥誕之年，一場神秘追思會

在忌日晚間悄悄舉行。不明力量壟罩故

居，八名參與者受困黑夜。

禁錮他們的是源於內心的陰影，還是來

自噤聲年代的亡靈？

殷海光，是臺灣自由主義的提倡者，也

是 1950 至 1960 年代臺灣最有影響力的

知識分子。他極力宣揚反抗權威、追求

自由思想，也因此成了當時政府眼中的

麻煩人物。殷海光大部分作品成為了禁

書，之後更是被迫離開任教的臺灣大學，

受軟禁於自家中。1969 年 9 月 16 日因

胃癌病逝，享年 49 歲，這位自由主義大

師才從黨國的壓迫中解放。

眾裡尋祂千百度

出版社：蓋亞文化

出版日期：2021.08.11

活動地點：殷海光故居

協辦單位：殷海光基金會

15

實境遊戲出版

眾裡尋祂千百度

很久以前，這座島上住著許多人。人們

從不同地方來，停駐在這個島上，帶來

不同的故事與文化。

凡人、神明、鬼怪在村落間形成生氣蓬

勃的有機體，就像光與影般不可切割。

本該如此──不知從何處開始，流傳著

一個名叫「說妖」的儀式。傳說中，在

儀式堅持到最後的人可以召喚出妖怪，

實現願望。八個走投無路的人，在神秘

邀請函的引導下，懷著各自的理由來到

這裡。隨著儀式的進行他們逐漸了解到，

為了堅持到最後，自己得要付出多麼巨

大的代價。而說妖儀式的背後，似乎還

關聯著更大的陰謀……

《談鬼俱樂部》是一檔知名的靈異節目，

而玩家們則是參與錄製的九位來賓與主

持人。

隨著節目的進行，攝影棚竟開始出現各

種離奇的靈異現象。

曾經風靡台灣的都市傳說一一現身。

面對各種光怪陸離的事件，你們壓抑心

中恐懼、保持鎮定，無人打算就此退縮，

直到有人發生重大傷亡，你們才驚覺不

妙，想要逃跑早已來不及，只能攜手合

作，試圖絕處逢生，眼前噩夢般的場景

是真實的嗎？在陷入瘋狂的前一刻，有

人意識到了什麼。這一切的一切背後，

似乎另有隱情……

臺北異聞工作室

遊戲人數：3-5 人
適合年齡：12 歲以上
遊戲時間：20-40 分鐘

遊戲人數：3-5 人
適合年齡：12 歲以上
遊戲時間：60-9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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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ght-of-freedom-yin.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EQtPGwPFoE
https://www.light-of-freedom-yin.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EQtPGwPFoE
https://wabay.tw/projects/urban-legend-night?locale=zh-TW
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legend-has-it
https://wabay.tw/projects/urban-legend-night?locale=zh-TW
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legend-has-it


眾裡尋祂千百度

文 方冠云 邱玉琳   繪 陳怡汝

妖不要來我家看妖後空翻？

關於北地異

        

假裝自己是人類的冒失鬼，一天之中只有思

考要吃什麼的時候腦袋會運轉。喜歡像壁虎

一樣貼在冰冰的牆壁上。

        

誤入人間的拖延鬼，每天需要吸收一定的小

吉能量，不然就會發出瘋狂發抖最後向 OPEN

醬一樣消失在天空中。

方冠云

邱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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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是由國立臺灣大

學、國立政治大學奇幻社的社員於 2015

年創立的同好團體。主要創辦人之一的

羅傳樵，筆名瀟湘神，著有《臺北城裡

妖魔跋扈》、《金魅殺人魔術》等作品，

妖怪研究方面，參與《唯妖論》、《尋

妖誌》、《臺灣妖怪學就醬》。

團體成員共同投入故事創作、獨立出版

與遊戲設計，以「城市還魂」為理念，

出版原創刊物、設計實境遊戲。以交錯

的虛實擾動環境，從日治時期的妖怪神

異世界觀創作開始，而後投入臺灣各地

的神怪考察，期望以故事為載體，結合

歷史、民俗、文化等元素，讓城市成為

充滿意義的地方。以清國割臺後的日治

時代為背景的開放世界觀，故事發生在

1895 年至 1951 年。其所處世界，是相

對於讀者所處現實世界的平行世界，雖

然與現實極其相似，卻有許多不同。以

「臺北」為名，不是因為故事發生在臺

北，而是以「臺北結界」這個特殊的殖

民裝置為名。事實上，此系列故事遍及

全臺。故事的主軸看似殖民者與被殖民

者的對立，更重要的卻是呈現多元文化

的繽紛瑰麗之美。

工作室主要致力於三個面向，包括以文

史題材進行小說創作、從文史出發創作

遊戲，喚起現代人與過去記憶的連結。

針對臺灣的妖怪文化進行研究，進一步

探討背後的社會意義，並預計出版相關

論述以建立長期討論。在當代城市裡，

他們的創作成為記憶文化的另類文脈，

不只是開發與傳承，更與參與者激盪出

全新的意義和詮釋空間。

「妖氣都市：鬼怪文學與當代藝術特展」宣傳海報。此次活
動由國立臺灣文學館與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聯合主辦，
瀟湘神等人跨域策展。

「魔幻鯤島，妖鬼奇譚──臺灣鬼怪文學特展」宣傳海報。
此次活動由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參與
策展。

關於北地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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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vent.culture.tw/NMTL/portal/Registration/C0103MAction?actId=80014
https://par.npac-ntch.org/article/tag/12685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出版的

《唯妖論》一書提到「現代化

的鐵牢籠」，這座牢籠使我們

在文明的進步中失去了一部分

與土地的連結。

「如果理性是光，這場『現代

化』的激烈演出便是遍照無間

的光，連一絲陰影都不容。」

這裡的「陰影」指向臺灣鬼怪

的存在。

在都市化的過程中，有一群人

在這塊土地上默默守護這片陰

影。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的創

辦者之一瀟湘神在接受公共電

視節目《藝術很有事》的採訪

中提到，從前人類社會發生瘟

疫、天災，因人們知識不足，

只能以神鬼來解釋此種現象。

他進一步說明妖怪正在滅絕是

很難抵抗的大趨勢，但如果人

們將祂視為文化的記憶，而不

是純粹將祂視為一種恐懼的對

象，妖怪就能夠成為更有意義

的存在。

瀟湘神認為復活臺灣妖怪，就

能還原臺灣這片土地的某段歷

史記憶。

輯二
文 江明芯   繪 黃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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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異聞爆肝仔向卜信諧介紹《唯妖論》

中所寫的種種妖怪後，兩人順勢聊到臺

北地方異聞工作室。異聞爆肝仔也決定

向 卜 信 諧 介 紹 他 的 老 闆， 同 時 也 是 台

北 異 聞 工 作 室 的 創 辦 人 之 一 瀟 湘 神。

天靈靈，地靈靈，

復活魔神仔的使者啊，

急急如律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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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缺乏安全感的矛盾結合體，愛好分明，

陰晴不定。作為小哭包對甜點的喜歡堅定不

移，常在熱愛生活與厭倦生活間反覆橫跳。

江明芯

天靈靈地靈靈

文 江明芯   圖 由瀟湘神提供 

瀟湘神大俠請留步！

瀟湘神專訪

「各個文本針對的客群不同，所以互不

影響。以實境遊戲光之屋為例，對我們

來說，只要能夠讓更多人認識故事中的

主角殷海光，並沉浸在玩遊戲的樂趣之

中，它就是成功的作品。」

瀟湘神進一步說明，實境遊戲有自身的

客群，他們最重視感同身受，親臨現場

體驗歷史。書本、桌遊的受眾同樣也有

各自的需求，每個文化轉換形式面臨的

考驗也不同。

瀟湘神指出將真實事件轉換成文本時，

大多離不開歷史大事件，例如鄭成功攻

臺就是大敘事，但其實圍繞在歷史人物

身邊的日常小故事才更有發揮的空間。

小敘事虛構彈性較大，加上有趣、聚焦

的特點，反而能創造出情節張力，讀者

也有機會透過小敘事看到時代背景。

「不要試圖尋找歷史事件與虛構故事的

平衡點，一旦有意識去找，反而會造成

不平衡的結果。」他提到歷史在娛樂化

的過程，一定要先滿足玩家與讀者的需

求，使人感受到樂趣很重要。若是一味

追求歷史元素的真實性而完全忽略娛樂

性，想讓早已被遺忘的歷史走到大眾視

野中，也許會更難。

談到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剛創立時的種

種，創辦者瀟湘神聊到前期建立世界觀

的小故事。故事從一部日治時期的紀錄

片開始說起。

「當時大家對日治時期並不了解，所以

我很難想像穿著漢服的女生、衣著西裝

的男性與一位穿和服的女人會同時出現

在臺灣某個巷口的角落，而這個畫面正

好被我捕捉到了。」

瀟湘神認為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能看見

多元文化的碰撞，從一個小小巷口的風

景就能感受到。那時殖民統治下的不平

等制度，依然能看見現代社會的問題，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便從這樣的信念下

誕生。

工作室自成立以來，嘗試了不同的文化

轉譯形式，產出許多有趣的作品，關注

度也越來越高。瀟湘神表示在創立前期

最大的困難是經費不足，負面反饋與成

效不佳並不會打擊他們的信心。由於工

作室的人皆同時兼具創作者身分，接收

來自讀者的評價早已是習以為常，因此

在應對眾人的反饋時，能放平心態，游

刃有餘地處理。

將視覺焦點放在受眾的需求上

小敘事取代大敘事

瀟湘神專訪

https://www.facebook.com/shoushun1982/
https://hahow.in/@shoushun
https://taiwanmystery.org/team/xiao_xiang_shen/


「不要有意識的想像妖怪的模樣。」

瀟湘神認為昔日妖怪如同人們的替罪羔

羊，大家會將不能得出結論或無法解決

的怪事解釋成妖怪作怪。在當時，妖怪

是不可或缺的。今日祂們會消失，不再

被人們提起，那是因為現代社會對於事

情的處理有更科學的解決方式，越來越

多人不相信妖怪的存在。「透過妖怪，

我們能分析那個時代人們的思考模式。」

瀟湘神表示妖怪存在是必要的，即使是

現代化社會，也不能遺忘祂們對過去的

影響，那是臺灣歷史的一部分。在創作

作品時，人們會將妖怪具象化。他建議

創作者平時不要嘗試去想像妖怪的樣

貌，因為每個人對妖怪的想像是不同的，

並無定論，這才是民間普遍的現象。

這幾年，工作室的成員都有自己的安排

與創作，難免會耽誤到工作室的計畫執

行。一路走來並不容易，尤其創作的前

置作業繁瑣且考證困難，但當瀟湘神聊

到蒐集臺灣妖怪文獻的過程時，都很興

奮。瀟湘神形容自己是推理小說中的偵

探，經由蒐證、梳理時間線、提出假說，

最終做出判斷，他很享受這段旅程。

天靈靈地靈靈

以新的方式解讀妖怪本身

25  27

瀟湘神專訪

26 

想跟音樂界合作，以妖怪為主題做專

輯。其實之前有跟柯智豪老師談過這

件事，後來看到他和同根生樂團合作

打造的《邊緣轉生術》，就很希望之

後有機會能與柯智豪老師一起創作以

臺灣妖怪為主題的音樂。

若妖怪們穿越到現代，會想聘用哪個

妖怪？

工作室目前有哪些計劃正在進行中？

最喜歡或最令您印象深刻的妖怪是？

工作室目前有哪些計劃正在進行中？

坦白說都不想要！因為沒有擅長工作

的妖怪（笑）。如果一定要選，應該

是金魅或是魔神仔吧！金魅會打工，

魔神仔能製造幻覺，能幫我們打造實

境遊戲的虛幻空間，是不錯的選擇。

目前工作室有出《唯妖論 2》的計畫，

因為我們意識到當年出《唯妖論》這

本書時，大部分的論述偏向妖怪與當

代的關係、妖怪消滅的原因，並去設

想妖怪出現於現代會是什麼模樣。新

書會完善唯妖論的內容，且我們會以

地方為中心，去梳理妖怪傳說。

金魅與泰雅族魔鳥。

金魅最早紀錄出現在日治時期發行的

雜誌《民俗臺灣》。金魅能代人做工，

但每年要以人作為祭品供養它，若是

沒有滿足它的需求，金魅就會把那戶

人家全部吃掉。

我們後來發現他跟中國的金蠶蠱毒的

傳說很類似，客家人稱它為家鬼，最

終猜測金魅應是臺灣版本的金蠶蠱

毒。之後分析這類妖怪的出現主要是

當時社會的人們對某些有錢人的排

斥，懷疑這些人是靠這種對勞工剝削

的方式賺錢。

另一個是泰雅族魔鳥，傳說中只有使

役魔鳥的人與將被魔鳥害死之人才能

目前工作室有出《唯妖論 2》的計畫，

因為我們意識到當年出《唯妖論》這

本書時，大部分的論述偏向妖怪與當

代的關係、妖怪消滅的原因，並去設

想妖怪出現於現代會是什麼模樣。新

書會完善唯妖論的內容，且我們會以

地方為中心，去梳理妖怪傳說。

若沒有限制的話，會想和哪個領域進

行合作？

Q

Q

Q

Q

Q

A

A

A

A

A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6468?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76131?utm_source=taiwanmystery&utm_medium=ap-books&utm_content=recommend&utm_campaign=ap-201803
https://www.kadokado.com.tw/book/117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6468?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76131?utm_source=taiwanmystery&utm_medium=ap-books&utm_content=recommend&utm_campaign=ap-201803
https://www.kadokado.com.tw/book/117


瀟湘神專訪

有沒有什麼文化轉換創作的訣竅可以

分享給應中系的學生？

看見它。只要有人被村民指認成養魔

鳥者，養魔鳥人的那戶人家就會被殺

死，不留任何活口。日治時期有很多

這樣的紀錄，部落會將私刑偽裝成自

殺，警察也不敢與部落決裂。這個故

事有趣的地方是體現了前現代社會與

現代社會的衝突，也反映了當時社會

的現象。

養魔鳥人通常是部落中不合群的人或

是破壞秩序之人，這些人會成為替罪

羔羊，犧牲無辜者以維持族群延續。

人類會妖魔化鬼怪，讓鬼怪或無辜的

人為某個事件負責，我們能透過妖怪

進行社會分析，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

妖怪是一個很有趣的存在。

想他們想要看到怎麼樣的東西，先把

這件事做好。在過程中，因為我整理

了大量資料，我知道哪些東西能轉化

到故事裡，怎麼融合呢？大量娛樂作

品就是很好的參考。

去閱讀大量的娛樂作品，然後知道他

們是怎麼做的。盡可能去看最好的娛

樂作品，因為那就是轉化目標，你

看電影、小說、遊戲，最爛的作品能

告訴你哪邊是失敗的，不能犯同樣的

錯。我覺得心中念念不忘轉化這件

事，反而會犯錯，真正要去思考的是，

現在這個作品受眾是什麼樣的人，設

Q

A

瀟湘神手持個人著作《臺北城裡妖魔跋扈》拍攝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創辦者之一瀟湘神個人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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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166 公釐
高；114.3 公釐
一群妖怪看著中
間那隻妖拿著的
火燭 or 燈

天靈靈地靈靈

        

誤入人間的拖延鬼，每天需要吸收一定的小

吉能量，不然就會發出瘋狂發抖最後向 OPEN

醬一樣消失在天空中。

邱玉琳

28

文 /繪 邱玉琳   圖 紅衣小女孩粉專 公共電視官網

嗷早！妖怪們！

鬼怪文化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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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鬼怪文學的發展自明清到近代，也

成為臺灣的一門顯學。流傳數百年的鬼

怪故事，是臺灣悠長歷史中發人省思的

奇妙軼聞，更象徵臺灣在地文化。

這些文化也帶給人們警惕的作用、道德

觀念的良知。當這些不可思議的故事繼

續流傳於世，經過民間口傳及文人書寫

記錄，也成為鬼怪文學創作中極為重要

的玄幻元素，賦予文學更多的想像空間。

現今世代的鬼怪文學多以文史研究、小

說創作出發，並與動漫及插畫合作，透

過圖像及故事創作讓臺灣鬼怪真的從文

字、書本中現身，成為活生生、有溫度

的故事角色。也進一步與多媒體產業及

手機遊戲等進行跨界合作，如桌遊、電

影、影像、廣播節目、遊戲等，展現鬼

怪文化的迷人之處。

不只有小說作品及專欄報導，更創作出

桌上遊戲，並進一步發展成手機遊戲。

例如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推出的實體桌

遊《說妖》。

近年來，將鬼怪傳說改編成影視作品，

在臺灣儼然成為風潮。如 2015 年的電影

《紅衣小女孩》，以及 2017 年播出的影

集《通靈少女》，當時一上映便掀起潮

流，大受歡迎。

鬼怪文化是民俗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環，

人人都害怕鬼怪作祟，鬼怪的出現也源

自人類的想像力，藉由鬼怪來提醒人們

要多行善事，傳遞道德教訓。時至今日，

鬼怪文化的藝術創作更加多元，希冀在

現今鬼怪文化蓬勃發展之際，能與各領

域跨界合作，開創出臺灣文化發展的新

契機。

鬼怪文化的將來

https://www.pts.org.tw/Psychi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kMg7XaVDaI
https://www.pts.org.tw/Psychi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kMg7XaV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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