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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經歷：國立臺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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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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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淡水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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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灣媽祖「抱接砲彈」神蹟傳說剖析 



 
 

 
2025「夏季學校」第 27 回研習營 

 
 
 

 
 
 

9

（一）紅衣女子轉化成白衣女子 

（二）足穿弓鞋、纏腳妝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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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B-24、B-25、B-29 轟炸機與炸彈磅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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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轟炸與未爆彈－－神蹟傳說與庶民集體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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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次大戰期間與終戰之後，臺灣各地許多媽祖廟宇，紛紛出現了在二次大

戰期間媽祖曾經顯靈抱接住盟軍所投擲砲彈，因而保住了當地人的生命財產安

全的神蹟傳說。二次大戰美軍轟炸臺灣時，臺灣民間所盛傳的媽祖靈驗事蹟，

雖然甚為誇張，但至今仍有信徒、耆老深信此一神蹟而侃侃而談。 

臺灣媽祖「抱接砲彈」傳說經過本文剖析，媽祖顯靈時有以下兩項特徵：

（一）身著紅衣裙襬或白衣裙襬，（二）足穿弓鞋、纏腳妝扮，此二項特徵的

故事類型，正體現了媽祖、觀音是「二位一體」的或媽祖為觀音轉世、化身傳

說的民間認知。 

其實，臺灣神明能「排除夷砲」的神蹟傳說，最早並不是流傳於二次大戰

美軍轟炸臺灣時，而早於中法戰爭期間（1884〜1885 年）即已在民間盛傳，主

要神明包括媽祖（安平天后宮、淡水福佑宮）、觀音（淡水龍山寺）、清水祖

師（淡水祖師廟）與城隍爺（馬公武城隍廟）。然則，至二次大戰期間，媽祖

終究成為「抱接砲彈」神蹟傳說的主角，這應與媽祖在日治時期在整個臺灣民

間信仰（或謂通俗信仰）的地位有關。 

或許有人認為「抱接砲彈」之說，實屬「荒誕不經」。然而根據本文初淺

的考察，這些「抱接砲彈」神蹟傳說的形成蘊含兩個部分。一是歷史事蹟部

分，即二次大戰期間，臺灣各地上空，盟軍轟炸機 B-24 、B-25 、B-29 空襲不

斷，如雨下般地投擲巨大的炸彈，但許多炸彈因故而產生墜地的未爆彈。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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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心理部分，即面對巨大的炸彈，經年累月的疲勞轟炸，居民的生命財產倍

感威脅，造成心理上的恐懼與不安，固不待言。當居民們目睹爆炸威力甚強的

炸彈落下時，以為應已面臨萬劫不復之地，未料炸彈竟墜地即止，認為此種情

境若無神助實在難以思議，故媽祖「承接」砲彈之說一時四起，成為當時臺灣

民間各地「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共同流傳的話題。 

 

關鍵詞：媽祖、神蹟傳說、顯靈助戰、轟炸、未爆彈、集體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