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扶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錄取名單 

 

1. Burton-Rose, Daniel (羅丹寧) 溫州肯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系主任/歷史

助理教授  

儀式上的儀式：一篇清初文人在京城奉給文昌帝君的公疏 

 

2. Clart, Philip (柯若樸) Leipzig University  

Spirit-Mediums and Digital Media: Field Notes among Taiwanese 

Phoenix Halls 

 

3. Goossaert, Vincent (高萬桑) EPHE-PSL  

Production and publication of liturgical texts by late imperial spirit-

writing groups 

 

4. Reiter, Florian C. (常志靜) Humboldt-Universität  

Taoist Priests and Mediums (jitong, tongling), ways and conditions of 

collaboration 

 

5. 志賀市子 日本茨城基督教大學文學系教授  

從清末民初廣東鸞書中探討仙姑降壇演訓：從性別角度的扶鸞研究 

 

6. 王瀞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臺灣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中心、文化資產維

護系中心主任/副教授  

雕鸞琢筆：臺灣扶鸞儀式中鸞筆製作的傳統工藝及其無形文化資產意涵 

 

7. 王 鵬 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PHE-PSL）博士候選人  

一個扶鸞團體的宗教生活與文本實踐：《道藏輯要》所暗含的內丹史建構與覺

源壇經典道教文本合集編撰之研究 

 

8. 江怡葳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聖顯˙指引˙聯繫—北港武德宮的扶鸞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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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呂 燁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後研究員  

殿上袞衣明日月：臺灣北部正一派醮儀法服研究 

 

10. 李明達 立達軟體科技創辦人/台大兼任副教授  

最新大型語言模型技術應用於鸞文知識庫建立及輔助說明實作 

 

11. 林怡利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兼義永寺總幹事 

李明娟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兼華人文化元

宇宙研究中心執行秘書 

范維媛 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元宇宙研究中心工程師  

傳統佛教寺院結合元宇宙數位策展模式的文化保存與傳承—以義永寺建寺七

十風華在線為例 

 

12. 林振源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華人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主壇七扇財神五：鸞文降示與結壇之法 

 

13. 徐雨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副教授  

戰後斗南鎮鸞堂的再興及其參與雲林六房媽過爐之歷程 

 

14. 張超然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主任  

羅天大醮：基本形式與地方調適──以南鯤鯓代天府甲午科羅天大醮為例 

 

15. 梅慧玉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系副教授  

缺席的記憶與重現的敘述:埔里地母廟《寶湖藏津》之扶鸞史料與廟誌書寫 

 

16. 陳志銘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涂家政 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元宇宙研究中心  

混合實境道教科儀訓練系統之視覺注意力引導機制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研究 

 

17. 陳志銘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華人文化元宇宙研究中心研

究員兼中心主任 

劉苑如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道教道場畫圖像之 AI 知識問答系統發展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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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楊玉君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從武財神到天官：民俗版畫中的趙公明 

 

19. 劉榮樺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探索沉浸式啟示：基於人工智慧的元宇宙作為新的扶鸞知識論空間 

 

20. 蕭進銘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資訊管理學系  

台灣鸞堂的神靈觀、宗教認同與信仰變遷──以基隆大竿林代天宮為例 

 

21. 謝世維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清代扶鸞場域中的斗母與呂祖：以《先天斗帝勅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疏解》與

《孚佑上帝同參經》為中心的討論 

 

22. 謝金汎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鸞門丹道：《道家長生術》的功夫思想 

 

23. 謝奕君 法國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PHE-PSL）宗教史與宗教人類學博

士候選人  

「神傳」的地方性生產：以清末至日治時期澎湖地區鸞書中的聖傳敘事為例 

 

24. 鍾雲鶯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扶鸞釋義以成經----論一貫道《百孝經》成為經典的過程 

 

25. 譚偉倫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研究教授和榮休教授  

當代宗教團體之社會承擔的轉型 

 

以上名單次序係以非華人國際學者置前，再依姓氏字母順序（英文）或姓氏筆劃

多寡（中文）遞增排列。 

主辦單位：北港武德宮、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