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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台灣所有廟、祠中，最為普遍的，香火最多的，應該是福德祠，也就是

「福德正神」。台灣最大的「福德正神」土地公廟，就是屏東縣車城鄉福安宮。

本文主要論述車城福安宮“回駕過爐”造訪行禮的主要藝陣文化。 

   回駕過爐型式中，藝陣活動主要功能，在輔助主神回駕時的熱鬧氣氛。藝

陣表演型式不斷演變創新，也因為打破傳統文化牽動著土地公廟不同層級的人群

活動也吸引更多觀賞民眾。 

   車城福安宮為全台最大土地公廟，祭典儀式、進香團表演藝陣帶來不少熱

鬧氣息，傳統的表演形式或傳統音樂也隨著時空改變，演變為更新更現代的展現

型式，也因為有如此改變，吸引了更多年輕人的好奇與研究探討。 

   本論文採田野調查方法探討，以參與“回駕過爐”藝陣團員為訪問對象，

透過資料收集、研究整理，提出一份對藝陣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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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台灣，有著許多大大小小的土地公廟，散佈在台灣各個角落，屏東縣車城

鄉『福安宮土地公廟』是台灣最大型土地公廟。 

在記憶中，福安宮幾乎每個禮拜的假日，廟裡都會聚集許多香客到廟裡回駕

過爐，據說車城福安宮神明非常顯靈。車城福安宮跟很多廟宇不同，大多數廟宇

都會藉由乩童來問神或辦事，但在車城福安宮不會看到這總景象，要問事或祈福

都會用抽籤(運途籤和藥籤筒)來解民眾心裡疑問，廟宇設有解籤人員幫你解答心

裡疑問。 

車城福安宮跟全台其他土地公廟一樣每年都有兩個主要慶典日期，每年農曆

二月初二日、八月十五日。這兩個時間全台信徒會湧入車城鄉來進香參拜，平常

假日也會有回駕過爐回來進香，整條路都會大排長龍，有神轎、藝陣、陣頭、大

仙尪仔。 

基於以上所敘述，如此大規模 且具地方代表性之廟宇，必有存在其獨特之宗

教文化，以及音樂特色，引發了研究與探討的動機。 

本研究之目的可歸納以下三點： 

 第一、了解車城土地公廟(回駕過爐)的基本流程。 

 第二、研究分析車城土地公廟藝陣基本音樂。 

 第三、探討隨著時間的演變，陣頭活動型式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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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訪問了車城福安宮總幹事曾寶文先生，總務林德興先生；以及福

安宮回駕過爐之藝陣人員、車城鄉民、遊客、進香團人員等，訪問調查。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田野工作調查法進行，包含收集文獻和歷史資料，與相關人員訪談。

首先，先透過文獻探討及福安宮沿革誌資料做參考，之後，於廟會活動中照相、

錄影、訪談等，來幫助了解廟會藝陣的輪廓與演進，使本文論述更顯明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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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車城福安宮介紹 

 

 

第一節 車城福安宮概述 

 
圖 2-1-1，台灣地圖 

 

台灣尾端，為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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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車城鄉景點導覽地圖 

福安宮位據台灣南端車城邑之西郊，廟背大海，東朝四重溪，南依龜山，北

接里龍山嶺，型似環抱，鍾靈毓秀，氣勢雄偉，誠謂福神降靈濟世之聖域。金之

福安宮殿後海濱，古時為〈鐵定港〉，三、四百年前，早期先民多自福建泉州沿

海地區，渡台移民抵台南安平，在轉南台灣墾殖括荒，由此〈鐵定港〉上岸。據

當地傳述：古早時代，大帆船由唐山載貨抵達台南安平港後，在散裝小型的貨物

傳，經達鐵定港卸貨，在轉運南台灣各地。 

當時本地可謂小型的轉口船塢碼頭，亦為南台灣開發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

地。當時本土未開發之前，荒煙蔓草一片，瘟疫瘴癘橫患，先民墾殖斯土實維艱

辛萬難，不堪瘴霧瀰漫瘟疫肆瘧，先民為求平安康泰，謀議雕塑「土地公」神像

庇佑群眾，由當時先民大部分來自泉州晉江等地，因此憑依群眾祖居「土地公」

的神態相廟雕塑，奉迄至今已有三、四百年。 

車城舊名柴城，明鄭時期派部將陳文華2率眾來此地開墾，並逐漸發展成聚

落，為漢人入墾恆春半島的發展中心。清領時期因移民漸多，經常與當地原住民

發生衝突，為了防止原住民的侵襲，就從社東與社南分別建造城牆，待原住民進

攻時，居民便以柴木作成柵欄堵住缺口，因此當地居民便稱之為「柴城」。 

柴城何以轉化為車城仍有爭論，比較普遍的說法是當地的客家居民以「車城」

音譯閩南語「柴城」，兩者音近。1920 年台灣地方改制，在此設置車城庄，劃歸

高雄州恆春郡管轄。戰後初期改劃設為高雄縣車城鄉，1950 年改隸屏東縣至今。 

 
 
 
 
 
 

                                                
2 (車城鄉在明末鄭成功光復台灣後，實施屯田制度，派遣大將軍陳文華，率軍隊由台南經海路

在龜壁灣登陸，駐紮統領埔開墾荒地，清初漸漸地移民到新街港，以客藉為多，至嘉慶年間，因

福建泉州移民日盛，語言隔閡，而和當地的原住民時常發生衝突，居民為防止山胞侵入，乃至社

東及社南分築城，名為福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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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車城福安宮地理位置 

 
圖 2-2-1，南部觀光主要地圖道路 

 

 

車城鄉位於屏東縣西南部，南與恆春鎮接壤、東為牡丹鄉、北與枋山鄉、獅

子鄉和牡丹鄉為鄰、西邊濱臨台灣海峽，總面積約為 49.8517 平方公里；車城鄉

位在恆春半島上，境內的地形以起伏不大的丘陵地為主，境內有四重溪和保力溪

流經，在每年的 10 月至隔年 2 月由於背處中央山脈西側，東北季風過中央山脈

後會形成強勁的落山風。 

車城位於恆春半島，恆春半島位於台灣的南端，是中央山脈的末端陸塊，半

島末端如分叉的魚尾，俗稱「台灣尾」。它擁有歷史印記的斑駁，也有觀光的亮

麗，又有月琴談唱的「思想起」，也有浪裏白條的波浪聲，它看似邊陲的地帶，

卻醞釀了豐富的地形，自然生態與族群文化。  

福安宮

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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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城古名「龜壁灣」，背山臨海，風景秀麗，沿著屏鵝公路一路蜿蜒南下，景

觀由山海相隨一轉為開闊的平原時，這就是到了車城。前往車城的路上，沿路映

入眼簾的除了燦爛的陽光、亮藍的穹蒼、清湛的海水還有翠綠的山巒。  

 

 

第三節 車城福安宮建築特色 

 

福安宮建築平放圖 
 

 
六 
樓 
(後殿) 

 

北斗星君 
玉皇大帝 

三官大帝 

 

南斗星君 

 
六 
樓 
(前殿) 

 

文昌帝君/太歲星君殿 

 
三 
樓 

 

藥師佛菩薩 

 

觀世音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 

 
二 
樓 

鼓樓 鐘樓 

 
一 
樓 

 

註生娘娘 

 

福德正神 

 

太陽神君 

表 2-3-1，福安宮建築平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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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大帝是道教世界中級別最高的神明之一，其地位僅次於三清。但是民間

的神仙世界中，玉皇大帝確實是眾神之王，是與人世 相對的天國的主宰。甚至

人間的皇帝以及冥 界的閻王等三界十方也都是由玉皇大帝統領。因此，玉皇大

帝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世界主宰。 

 三官大帝即 天官、地官、水官，亦稱“ 三官 ”，又稱“ 三元 ”。為道教

較早供祀的神靈。一說天官為唐堯，地官為虞舜，水官為大禹。道經稱：天官賜

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民間常以堯、舜、禹為天、地、水三官，此乃源於神

仙通鑑書上所說得：「 天官、堯也，地官、舜也，水官、禹也。」並謂因堯定天

時，以齊七政，故為天官；舜畫十二州，以安百姓，故為地官；禹治洪水，以奠

區民，故為水官。  

由以上介紹車城福安宮土地公廟，神明的世界，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複雜，

由地位較高的神名排列下來。車城福安宮土地公就如鄉鎮的鄉長，所以還有一些

高地位的神尊，挺在土地公背後，就如民眾上班一樣，會有總經理還有董事長道

理一樣。 

 

圖 2-3-1，今日福安宮宏偉的廟觀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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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城福安宮廟殿是採用我國傳統北方式之宮殿構造，其建築分三進，接為高

樓建築〈六樓〉，前殿五門配兩閣，北為啟明、南為長庚，正殿一樓挑高且裝飾

的金碧輝煌，供奉著［福德正神］配祀(太陽星君)與(註生娘娘) 

 

 

圖 2-3-2，福安宮殿 

正殿一樓挑高且裝飾的金碧輝煌，供奉著［福德正神］ 

 

圖 2-3-3，福德正神(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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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祀(太陽星君)與(註生娘娘) 

 

圖 2-3-4，太陽神君 

太陽星君，在台灣又稱「太陽公」；古代則稱「日神」或「大明之神」。 

為感恩天體自然賜予大地光明，帶給人類生機，太陽星君的相關祭祀，早在炎帝

神農氏時就已開始。在《拾遺記》中有「炎帝神農築圓丘以祀朝日」的記載。此

後帝堯命官以春分朝日、秋分餞日，從周制到清朝，可知拜日祭祀一直受到每個

朝代官方的重視；而民間的崇奉亦盛，有「太陽星君真經」流傳民間。而太陽光

令人眩目的因由，民間流傳一有趣的說法：說星君原是一天生的醜男子，為不讓

世人看見他的面孔，就用針刺睜眼直視太陽的人，所以只要直視陽光便無法張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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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 ，註生娘娘 

註生娘娘，是掌管婦女產育的神。在過去女人結婚，生子育女，以傳宗接代

成為重要的職責，多子多孫被認為是人丁旺盛，家道興隆的幸福之兆。所以，婦

女對於自己之產育，莫不寄以極大的關懷，未生育者期盼早生貴子﹔有子者祈望

保護他無恙﹔有病時，希望他早日康復，這種關懷與寄望，自然的產生了一種超

乎人力的神，來保佑協助婦女皂產育之事。這位被民間所信仰侍奉的神，她就是

註生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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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樓祀有(觀世音菩薩)、暨(文殊師利菩薩)、(藥師佛菩薩) 

 

圖 2-3-6，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唐朝之前譯為「觀世音」，依修音聲法門而成道，達到耳根圓通，

能傾聽萬法之聲。因此稱為「觀世音」。到了唐朝玄裝法師，將觀世音翻為「觀

自在」，就是指修證成功的行者，能透徹萬法根源，看透所有存在本來面目，十

方世界自由來往。過去，現在，未來，一切無不自在，故稱「觀自在」。也就是

真正獲得解脫，獲得自由自在的人，因此觀世音菩薩，得道之後，解脫生老病死

的困宥，為宇宙萬法之主，超越任何時空，永桓存在十方三世，達到真正「觀自

在」境界。雙手結印相柱成輪，就是象徵福德，智慧圓滿。觀世音菩薩不但遍布

十方世界，永桓存在過去、現在、未來的一切劫數，並且以大慈大悲的心願，永

不休止的為輪迴中的苦惱眾生，救苦救難，無一缺漏。只要世界上任何遇難的生

命呼喚他，必定尋聲救助災厄。因此觀世音菩薩除了幫助釋迦牟尼宏揚佛法之

外，也輔佐阿彌陀佛教主，救助眾生。心存善念，常行善行，時誦「觀世音菩薩」

法號，就可以逢兇化吉，渡無邊的苦海，增無窮的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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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師佛菩薩) 

 

圖 2-3-7，藥師佛菩薩 

藥師佛的協侍為日光和月光菩薩，表示不分晝夜教化眾生之意；禮敬供養藥

師佛，參加法會、念佛名號，可消除一切諸病苦之煩惱根源，還可消災延壽，減

除災害病苦，免除九橫死之災。 

藥師佛發十二大誓願，救眾生之病源，治無明之痼疾，能消除一切災業。我

輩凡夫欲修藥師法者，先須認出自己習性上的病源，如貪瞋嫉妒、憍慢自傲、不

孝五逆、破辱三寶、不修齋戒等病。依藥師佛所開的藥方：「慈悲喜捨、忍辱柔

和、正信三寶、勤修福慧」等而對治之，並且精進勤修念佛必有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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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師利菩薩) 

 

圖 2-3-8，文殊師利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是諸佛之智慧所化現，是智慧的本尊。文殊菩薩的藏語稱作「蔣

貝揚」，妙吉祥、妙音的意思。在藏傳佛教裡，文殊菩薩乃諸佛之智慧所化，觀

音菩薩乃諸佛之慈悲所化，金剛手菩薩乃諸佛之力量所化，所以他們三位菩薩即

諸佛的智慧、慈悲及力量，合稱為「三部主」。在漢傳佛教裡，文殊菩薩、普賢

菩薩與毘盧遮那佛被尊稱為「華嚴三聖」。   

文殊師利是梵語 Manjushri 的音譯，在漢傳佛教的經典中，或稱為曼殊室利，

簡稱文殊，意譯為妙德、妙首、妙吉祥等。他是舍衛國婆羅門梵德長者之子，出

世時有許多瑞相，相貌莊嚴，具三十二相。成道後的文殊，為佛陀弟子中的上首，

在眾菩薩中堪稱第一，所以尊稱為「文殊師利法王子」。佛陀曾說，在過去世中，

文殊菩薩曾經傳授佛法給他，因此，文殊菩薩又被人稱作「三世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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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樓前殿為文昌殿奉祀(文昌帝君)六樓大殿為凌霄寶殿奉祀(玉皇上帝)、(三

官大帝)、(南、北斗星君)，廟殿正面左右兩香樓閣上，左為鐘樓，右為鼓樓。 

 
圖 2-3-9，文昌君 

文昌君，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封建時代想升官發財，一般平

民百姓唯有考試一途，因此家庭成員中八字裡有文昌命格者，父母都會儘可能讓

他進私塾讀書，期望有一天金榜題名光耀門楣。俗云：一命二運三風水四讀書五

積德。在漫長歲月的洪流中常會遇到一些懷才不遇的才子。雖有滿腹經綸卻失意

於考場中，這些失意的才子為中華文化留下了許許多多膾炙人口的詩詞文賦。正

也說明人是有命有運的，成功的人一定努力過，但是努力的人不一定成功，造化

弄人，時也，命也，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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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0，玉皇上帝 

玉皇上帝，或稱「玉天大帝」、「玉皇大帝」、「昊天上帝」，也尊為「玉皇大天

尊玄靈高上帝」，簡稱「上帝」，俗稱「天公」或「天公祖」；其所以稱「玉皇上

帝」，是因為居於天上玉京，祂又是是萬物元始的至尊。 

據本省民間傳說：「玉皇上帝」不但授命於天子，統轄人間，而且也統轄儒、

道、釋三教和其他諸神仙，以及自然神和人格神---即古來所謂的天神、地祇、人

鬼都歸其管轄，總之，玉皇上帝為神中的神，所都以玉皇上帝為神中的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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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1，三官大帝 

三官大帝的由來：三官大帝指的是天官、地官和水官。中國上古就有祭天、

祭地和祭水的禮儀。《儀禮》的《覲禮》篇稱；「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

祭地瘞」。不過，上古祭祀天地水是皇帝的權利，庶民百姓只能祭祖。東漢時，

張陵創立天師道，就以祭祀天地水三官，上三官手書作為道教徒請禱治病的方

法。「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南北朝

時天地水三官神和上中下三元神合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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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2，北斗星君 

北斗星君位處坎宮，其主職乃司理陰宮，宰御水源。據道藏記載：日月二曜

行度五緯周天是為七政，即七星九元乃北斗星君所在，其七星宮為天樞陽明貪狼

太、天璇精阾巨門元、天機真人祿存真、天權玄冥文曲紐、天衡丹元廉貞綱、闓

陽北極武曲紀、瑤光天衝破軍關、合其七星宮故名『北斗』職司人間生死大事，

凡人不敢輕易冒瀆。 



 

18 
 

 
圖 2-3-13，南斗星君 

南斗星君位居离宮，其主職為司理陽宮，宰御火帝。即南斗星君位在南方，

為六星組成形似斗，其六星宮為天府司命、天相司祿、天梁延壽、天同益算、天

樞度厄、天機上生，合其六星宮故名『南斗』職司爵祿壽之位，故南斗星君大多

代表繁衍昌隆，生生不息的意義。 

 

 

 

 

 

 

 

 

 



 

19 
 

右為鼓樓 

 
圖 2-3-14，鼓樓 

左為鐘樓 

 

圖 2-3-15，鐘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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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簷下有許多網目斗拱，加上彩繪的樑柱和龍柱更讓神殿氣勢非凡。車城福

安宮最大的特色在於金爐，這座金爐為三重簷的八角形建築、共有四層樓，有『神

明點鈔機』之稱，當信眾把金紙放在金爐口時金紙就會自動飛入爐內，由於爐內

有火焰形成氣旋因此空氣便會把金紙捲入，也可說是『神蹟』。 

 

圖 2-3-16，金爐為三重簷的八角形建築、共有四層樓，有『神明點鈔機』之稱 

 

圖 2-3-17，把金紙放著會自己捲入，像在點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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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城福安宮廟前有兩座大型石獅，其身高和長寬皆為 9 尺 2 寸，台座也有 7

尺 8 寸，是台灣數一數二的純石雕石獅，十分具有藝術與歷史的意義。 

 

圖 2-3-18，大型石獅，其身高和長寬皆為 9 尺 2 寸，台座也有 7 尺 8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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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車城福安宮廟內有許多古匾，特別是正殿左、右壁的匾額：左壁的勒時

雖已字跡模糊，但是是乾隆時兩廣總督福安康平定林爽文之亂駐紮於此所留下來

的碑文；而右壁上勒石則是『劉提督碑』，是紀念同治年間劉明燈解決『羅發號

事件』的碑文。 

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一七八八年東林爽文之亂，莊大田逃匿于瑯嶠3之尖山

(大哥洞)一帶以及，時欽差大臣，嘉勇公福康安，帥萬餘眾，駐師車城以賊，然

相月餘遲不能破，且官兵不適水土染疾遽死者眾，嘉勇公憂之，乃廟焚香禱告神

佑，不數日病遂癒，然後舉兵伐賊，始狂風豪雨驟起，賊不能禦，終被擒矣。嘉

勇公感于氏役歸功神靈降佑福大清所致，乃呈奏乾隆皇帝聖准褒封並賜王冠一

頂，龍袍一襲，並勒石乙面藉以酬神恩。 

 

圖 2-3-19，清乾隆皇帝褒封欽命大臣仝4(ㄊㄨㄥˊ)立之石碑5 

                                                
3瑯嶠(ㄐㄧㄠˋ)－恆春半島稱為瑯嶠。古時恆春簡稱為"瑯嶠"，客家人叫壟勾。」，「瑯嶠」之名，

是排灣族語的音譯。「瑯嶠」的字義有好幾種說法：一為「蘭花」，意指恆春是蘭花城、二是老地

名「Bujaujau」，則是指「鯊魚」，三則指「瑯嶠」為「琉球」一詞的音轉) 
4仝：和「同」一樣。出道書。廣韻．平聲．東韻：「仝，古文（同）出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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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為(香客大樓)工程，以因應全國各地前來進香之香客住宿方便，興建

現代化且設備達水準地下一層土上七層大樓一棟，第一層為餐廳，第二~七層為

香客房間，並附設大型停車場，可容納遊覽車五十輛，工程款預算為新台幣二億

元，以全部完工，正啟用供遠到香客住宿方便。第三期為周圍宮殿式圍牆及公園

化、綠化工程，可供香客作為最佳休憩勝地，工程預算為新台幣二千萬元，現已

著手規劃，該工程如蒙善男善女鼎誠捐款輸可望銜接香客大樓興建完竣後進行，

展望未來(福安宮)能成為朝聖、休憩之勝境，則將俾益全國香客無窮矣。 

 
圖 2-3-20，香客大樓 

 

圖 2-3-21，香客大樓 

                                                                                                                                       
5仝：和「同」一樣。出道書。廣韻．平聲．東韻：「仝，古文（同）出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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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車城福安宮歷史發展 

車城福安宮前身名為『敬聖亭』，創始於前清康熙壬寅年〈公元一六六二年〉，

至今已擁有三百四十餘年相當長久的歷史。車城福安宮開基［福德正神］奠基濟

世，迄今已逾三百餘年，期間幾經年代歲月替，惟［福德正神─土地公］神恩浩

蕩，立千秋萬世而不墜，期間陰庇黎庶，濟困扶厄消災除癘，匡正人心敦化民俗

之靈蹟足以千萬計。其自本邑建茅舍奉祀，至嘉慶年間募資加以整修，易其名曰 

[福安宮]，然歲月推移，更歷經多次修與整建，復於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在

度募資改建，並改稱廟名為［福安宮］，終始宮殿美輪美奐而然立，此乃［福德

正神］靈威顯化，福德感召，及十分善性虔誠的心力結晶，成為全國香火最為鼎

盛。 

當時從泉州來台的先民因水土不服，不堪當地的瘴癘等瘟疫疾病，因此從故

鄉將福德正神神像恭迎至此並且建廟奉祀；清朝乾隆 53 年(西元 1788 年)福康安

率軍萬餘南下車城，先剿莊大田之後又平定林爽文之亂，福康安在此勒石紀念，

又感念土地公的庇祐於是奏請乾隆皇帝禦賜官服、官帽，並改廟名為福安宮。 

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一七八八年東林爽文之亂，莊大田逃匿于瑯嶠(瑯嶠－

恆春半島稱為瑯嶠。古時恆春簡稱為"瑯嶠"，客家人叫壟勾。」，「瑯嶠」之名，

是排灣族語的音譯。「瑯嶠」的字義有好幾種說法：一為「蘭花」，意指恆春是蘭

花城、二是老地名「Bujaujau」，則是指「鯊魚」，三則指「瑯嶠」為「琉球」一

詞的音轉)之尖山(大哥洞)一帶以及，時欽差大臣，嘉勇公福康安，帥萬餘眾，駐

師車城以賊，然相月餘遲不能破，且官兵不適水土染疾遽死者眾，嘉勇公憂之，

乃廟焚香禱告神佑，不數日病遂癒，然後舉兵伐賊，始狂風豪雨驟起，賊不能禦，

終被擒矣。嘉勇公感于氏役歸功神靈降佑福大清所致，乃呈奏乾隆皇帝聖准褒封

並賜王冠一頂，龍袍一襲，並勒石乙面藉以酬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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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車城福安宮福德正神 

福德正神(土地公)，我國古代設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官，五官之長稱

正，，《左傳》注有：「五正，五官之長」 ，又注「 士正曰后土」， 后土既為土

官之名，亦為土神之名，《禮記》：「中央土，其帝皇帝，其神后土」，兵謂「子曰

黎，兼為土官」，據說，則為古代之土官原為句龍，後句龍長社，由黎兼任，似

言社與土有別，維句白虎通謂：「社，土地之神也」，《禮記》亦謂：「社，后土也，

使民祀焉」，並疏「后土即社神也」。由是證之，后土即為神社，致通俗編謂：「今

凡社神，俱呼土地」。《楚辭》謂：「土伯」五經異義謂：「今人謂社神為社公」，

據以上古籍中有后土、土正、社神、社公、土地、土伯諸稱，或因社神掌祈福報

功，而有福德正神之尊稱。  

福德正神典故之由來，福德正神姓風名福，石紐人6，生於唐堯時代(其誕辰日

期無有關文獻可考)。虞舜時助禹平治洪水有功，但不受嘉獎榮封，不戀名利隱

居於龍山門7 

禹王六年辛巳歲(公元前二二○○)二月初二，農民下田，突偶陣雨，奔跑避

雨福宅。時眾閑坐，談論神公。(古拜神以拜大自然為主)甲曰：「金(錢)為人養生

之寶，人無金不能生活，故當拜金神。」乙曰：「人無金，可自耕自編而生活。

火乃代表光明，故敬拜火神才對。」丙曰：「火之原，由木而生。樹木恩惠人生

甚廣，木神之宮大矣！」丁曰：「木無水即枯，水斷，萬物(眾生)不能生存。水

神之功最大也。」眾議論不一。風福曰：「汝等之論各有一理，蓋天下萬物乃由

天生而地養，天地之功大矣！」眾服其論，謂：「天有天地(俗稱天公)地何不敬？」

遂議取淨土堆塑神像，以五行相生之義，土能生金，金色屬白，故左手持白金；

金能生水，水色屬黑，故穿黑衣裳；水能生木，木色屬青，故右手持青杖；木能

生火，火色屬紅，故載紅帽，著紅靴；火能生土，土色屬黃，故其神像為黃土所

                                                
6 (石紐人－石紐、古地名，即今四川省汶山縣西北之石紐村。) 
7 (龍山門－在山西省河律縣西北，峽西省韓縣東北，分跨黃河兩岸，形如門闕闕，相傳福助禹

導河至此鑿以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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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稱其神曰「土地公」。至秋八月十五日廟宇落成。是夜子時，風福端然坐逝

神前。禹王聞知其事，謂眾曰；「汝等奉祀土地，神奇何來?風福有德，正是正神。」

遂頒造宮殿，賜封號「福德正神」。每屆二月初二日(議塑神像之曰)，遠近信眾

接進香酬賽，歲以為常。 

福德正神一般人又稱「土地公」，傳說中在周武王時，有姓張名福的人，天資

穎慧，七歲及能吟詩作對，事親至孝，三十六歲時，擔任統稅官宰。他平日愛民

如子，所做的好事無數，由其體恤人間疾苦廣為布施行善，減免租稅幫助窮人解

除困厄，因此深獲百姓之愛戴。後還享壽一百零二歲，載入歛三日後容貌不改生

前，且臉色紅潤、異香滿堂，使鄉人敬仰經騎之至，都以神明化身來看待他。其

後有貧戶懷念他的恩德，以四塊石頭，隨意搭建成一間小廟，用來膜拜尊祭，並

稱為「福德正君」。此舉雖不甚隆重，但心誠則靈，居然使他六畜興旺、五穀豐

收，漸漸變成殷實富裕人家。鄉民羨慕之於，也紛紛起造小廟敬拜「福德正君」

或「福德正神」。這故事來源久遠，鄉野傳說本難以考據，但在說明「土地公」

起源於市民井小民的創意，祂憐貧親民的形象，成為百姓精神寄託的對象。 

演變到後來福德正神的崇拜，並不事專屬「張福德」這個人，雖則他共同的

外型是「白髮白鬢、面容和藹、慈祥可親、親切善良、樂於助人」等，但每個土

地公廟的神，都由不同的「人」來擔任，通常是對該地有功、有德者居之，過世

後升格為「神」坐鎮廟中成為「守護神」。 

福德正神在台灣是最普通受崇拜的神祇，家家戶戶幾乎都有他的神像，人們

都是「財神」的神格來供奉，保其財源廣進，五穀豐登，生意興隆，足見民眾信

仰之虔誠。 

福德正神作為人群的保護神，其為大公無私，和善可親，樂意助人，不分貧、

富、貴、賤的中道精神，受到百姓崇敬，供奉的香火比其他神祇來要廣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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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城福安宮福德正神聖誕順序： 

 

圖 2-5-1，車城福安宮福德正神聖誕順序 

1.祝壽典禮開始。 

2.司樂生就謂(奏樂)司鐘聲、司鼓聲、司禮生就位 

3.主祝者就位(車城福安宮主任委員) 

4.陪祝者與祝者就位(福安宮委員值年頭家爐主、廟務人員、十分大德) 

5.鳴炮、鳴鐘九響、擂鼓三通。 

6.分香(初獻香、亞獻香、三獻香)集香。 

7.晉花(花上獻)晉茗(茗上獻)晉果(果上獻)晉壽桃(壽桃上獻)晉壽麵(壽麵上獻)晉

紅圓發粿(紅圓發粿上獻)。 

8.晉財帛(財帛上獻) (焚呈財帛全體向外)。 

9.恭讀吉祥文疏    (焚呈吉祥文疏)。 

10.全體向恩主福德正神行三跪九叩禮……………………….(昇) 

11.禮成(撤班)。 

12.鳴炮(焚金)。 

表 2-5-1，福德正神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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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車城福安宮參拜順序： 

1.一樓主殿天公爐 

2.福安宮主殿(福德正神) 

3.三樓觀音佛祖天公爐 

4.觀音佛祖殿 

5.六樓天公殿(玉皇大帝.三官大帝) 

6.文昌帝君.太歲星君殿. 

二‧當你在向土地公參拜時，就向祂要報上你的籍貫，姓名，住址，再稟報欲求

何事等。 

參拜完後，至主殿(福德正神)拿取聖茭繞主爐，再次向福德正神稟告欲詢問何事

後，在籤筒抽取竹籤，依抽到的籤號向福德正神稟告，連續三次聖杯即可 

(就是福德正神賜予你的籤詩) 

 

 

第六節 福安宮活動與祭祀儀禮 

車城福安宮每年中秋節均會舉辦繞境祈福及廟會等等的活動，鄉鎮每條路都

會熱熱鬧鬧，每條路都會聽到熱鬧都鞭炮聲，到晚上還有進廟活動8。土地公誕

辰，農曆二月二日、土地公升天，農曆八月十五日由此看來現今對土地公的歲時

祭典，其實是沿襲古代的社祭習俗，二月二日是為春祭，祈求福氣；而八月十五

日則為秋祭，是為答謝土地公的保佑，是謂春祈秋報。 

「土地公戲」有些是由從善男信女的香油錢中支付，有些則是在該村里中，

逐戶募錢而得，而且一般依該戶的壯丁數收募，即所謂「斂丁錢」。另有一些演

出，則因土地公廟多為地方廟，所以較有規模或較有組織的土地公廟，也會組織

                                                
8 (進廟：每個廟或宮的神轎遶境每個鄉鎮之後會回到福安宮門口進廟，已表示對繞境活動的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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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公會或委員會，每年在土地公生或特定日子時，會以擲筊的方式決定出爐

主、副爐主、頭家、首事、委員等，以綜理整個年度土地廟的事務 

「作牙」間商家在祭祀土地公時，每次都要準備豐盛的祭品， 在「祭」完土

地公後，就會宴請親友或工人「祭」「祭」大家的牙縫，叫做「打牙祭」，也就是

所謂的「作牙」，河洛話說 「祭牙槽岸」。《台灣省通志》：「土地公亦為商人所崇

拜之財神。商家例於每月望朔之翌日，具饌祭祀土地神，曰作迓（或牙），又曰

迓福，即迎接福運之意。」 

(一)作牙由來然「作牙」 

1、根據洪敏麟先生的說法：早先河洛人，大家相約於每月初一、十五，至約定

地點作交易，於是就逐漸形成了「市集」，由於當時仍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階段，

故又稱「互市」，（「互」字昔作「  」，「竹」代表二個人，而「二」則代表不

同的二地，「  」代表給、取）。而為了減少「互市」時，發生糾紛爭執，於是

就設立了「互郎」官，來管理「互市」，後來人們將「互郎」誤記為「牙郎」，於

是「做互市」便成了「做牙市」。在農曆初一、十五「互市」交易完成之後，在

翌日也就是初二、十六，為了慶祝交易成功，便會宴請家人和有功人員，而河洛

人在「吃」之前會先祭拜土地公，感謝其賜予他們豐盛的五穀雜糧，民生百物，

使他們有物可「易」，再者也感謝土地神庇佑使其交易順利，換得自己所需的民

生用品，於是「做牙」的習俗就產生了。 

2、而宋龍飛先生則認為：「牙」是古時候代客買賣居中賺取傭金的人，類似現今

的「仲介」或「掮客」，而其須向政府繳納「牙行稅」才能向政府取得營業執照，

亦即「牙帖」。而在「互市」交易之前，商人都要先祭拜土地神，祈願「生意興

隆、大發利市」，然後設宴招待客人和雇用的夥計，而此等行事，就叫做「互祭」，

後來唐代因將「互」字誤寫成「  」，後人又把「 」字寫作「牙」，所以才

稱作「牙祭」、「做牙」，也叫做「吃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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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牙」的解釋另有一說：「牙」是「易牙」之意，而易牙相傳為齊桓公時

著名的廚子，「祭牙」就是「祭易牙」之意。 

（二）頭牙和尾牙  

在台灣的地方志中也有相當多有關「作牙」的記載，如《台灣省通志》：「二月二

日之迓禮，曰頭迓；十二月十六日之迓禮，曰尾迓」。台灣民間一般認為正月初

二，正值農曆新年期間，諸神上天廷奏報玉皇上帝，尚未回到民間，而正月十六

時，上元節又剛過，故將二月二日視為每年首次做牙， 故稱之為「頭牙」，而十

二月十六日則是每年最後一次做牙，故稱之為「尾牙」。 

現今商家每月初二、十六仍有「做牙」的形式來祭拜土地公，尤其重視「頭牙」

和「尾牙」之祭祀。 

（三）吃潤餅 

台灣在「頭牙」和「尾牙」也有一些相當特殊之習俗，如： 

《台北市歲時記》中記載：商號例於此日備辦酒餚，宴請同仁，謂之做頭牙，若

未被邀請，便表示已不續用。居民則精製糯餅，亦稱潤餅享客。糯餅係糯米研粉，

勻成皮狀，裹以豆芽菜、紅蘿蔔、筍絲、蒜頭、虎苔等，亦有用干絲、肉絲、花

生粉末者，味極可口另外也有稱「潤餅」為「春餅」，吃春餅即表示春天的來到，

並祈求全年順遂。 

《台灣民俗》中也有記載： 

初二日， 亦稱頭牙，而與農曆十二月十六日之尾牙對稱。一般家戶，備牲禮，

燒土地公金，燃放爆竹，為土地神慶壽，並同時拜地基主。拜畢，家人團食，為

食頭牙，商戶做頭牙尤盛，店主盛宴店員。頭牙特製食料潤餅.. 可見尾牙因是一

年中最後一次做「尾牙」·家家戶戶都會準備豐盛的牲禮來祭祀土地公，以酬謝

其一年來的保佑，尤其商家更為慎重盛大。其中雄雞是不可或缺的牲禮，除了是

象徵商家生意興隆外，在商家店主設宴慰勞全體夥計、佣人，感謝大家一年來勞

苦的宴席中，也有暗示作用。凡在宴席中，雞頭指向某人，意味著下年度即將被

解職，故尾牙之宴，下人總是心情沈重和頭牙時的歡樂氣氛不同，故有「食尾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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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憂憂，食頭牙撚嘴鬚」之俗諺。 

另外有些商家為了避免當面給人難堪，則事先發請柬邀宴，沒有收到請柬的雇

工，即表示不再續聘； 也有以宴散發紅包的方式，如未收到紅包，表示工作不

被肯定，不再雇用了；另有在宴席中，把解雇者的工作毛巾收起來，等到散席後，

發現毛巾不見了，就表示不再留用了。 

 此外也有「頭牙早、尾牙遲」之俗諺，主要是商家藉由「頭牙」，開宴慰勞被

僱用之傭工，請大家一年當中能好好勤奮工作，一年之計在於寅之意。 

(四)尾牙筵席 

而尾牙的活動，除了「燒土第公金、祭祀福德正神。並設長凳於門前，供五味碗

以享地基主，焚經衣、銀紙」外，莫過於尾牙的筵席了。 

每年七月鬼月，會在廟前舉辦祭拜儀式，因此在七月十五日這一天，民間都

會準備豐富的牲禮，祭拜地官大帝及祖先。農曆七月十五成為民間重要的節慶。

鄉鎮的人民都會準備皆殺豬宰羊，準備極為豐盛的酒肉祭品，祭拜祖先與陰間鬼

魂。祭拜物品拿到福安宮祭拜，當天晚上會有師公在台上舉辦一些唸咒儀式，之

後會撒錢、水果、粿、糖果、禮物對換單(有電風扇、香皂、毛巾)等等禮物，鄉

民在台下就會搶錢，搶水果，搶粿，搶糖果和禮物單，當時晚上福安宮前會熱熱

鬧鬧。 

車 城 福 安 宮 除 夕 舉 辦 拜 頭 香 活 動 ， 廟 方 會 在 除 夕 夜 暫 時 先 將 廟 門

封 閉，並 將 神 明 的 主 爐 以 紅 紙 封 起 來，直 到 事 先 將 神 明 請 事 的 子 時 吉

刻 屆 臨，一 聲 令 下 將 廟 門 打 開，讓 早 就 持 香 在 門 外 的 信 徒，因 以 前 蜂

擁 爭 香 搶 著 插 上 第 一 炷 香 ， 廟 方 表 示 搶 頭 香 太 危 險 ， 因 為 有 許 多 階

梯 ， 所 以 改 為 拜 頭 香 。 福 安 宮 晚 上 7 時 30 分 開 始 有 卡 拉 OK 點 唱 讓

在 場 民 眾 不 會 太 無 聊，晚 上 準 備 前 往 排 隊 登 記 要 拜 頭 香，因 為 有 人 數

上 限，零 時，開 始 拜 頭 香，主 辦 單 位 準 備 開 運 福 袋，送 給 拜 頭 香 民 眾 。

當 天 晚 上 整 個 鄉 鎮 會 很 熱 鬧 ， 鞭 炮 釋 放 ， 還 有 許 多 等 搶 頭 香 民 眾 。  

新春點燈，新春期間會提供信眾點燈祈福的信仰需求，點燈類別有：平安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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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個福報，使人生越來越光明、平安，所以稱為「光明燈」或「平安燈」，又因為

供佛的燈是不滅，所以也稱為「長明燈」、「常明燈」或「無盡燈」等)、光明燈(是

供奉神明的一種燈具，體積小，數量多，設計來給信徒使用，並盡可能的延長其燃

燒時間，在亞洲，佛教，道教的廟宇中，經常都有光明燈，有時也叫「平安燈」。點

燈含義「點光明燈」。 

安太歲，值年太歲專責司察人間善惡，並記錄每人所做善惡行為，因太歲為

一兇神，故俗說『太歲當頭座，無喜必有禍。』所以當年生相「正沖」值年太歲

者，當年行事較為不順，宜安奉太歲以求化險為夷，「安太歲」乃犯沖太歲之人，

安奉太歲星君以納詳，避除三災九橫之厄之宗教祈福活動。 

福安宮每年七、八月都會舉辦鄉鎮藝術歌唱會，這活動以創辦四十多年，以

前是歌唱比賽，但因為有許多歌手一首歌報名了不同地方，廟方覺得此活動失去

原本意義，所以現在改為鄉鎮藝術，可以為恆春思想起民謠一直傳承下去。 

 
 

祭祀，乃為人神相接之具體表示，用意固在敬神，而亦重在求神。所謂敬神，

即敬天尊祖，崇德報功是也。個人方面，所祈禱者，在消災降福，富貴長命；集

體方面，所祈禱者，則在風調雨順，合境平安。 

祭祀、必有其禮儀。禮儀，必有其方式。其內容與方式，大致如下： 

◎神前擺列牲饡祭品 

◎燃點神案蠟燭 

◎神前獻茶三杯 

◎焚香迎神 

◎敬酌第一次酒 

◎擲杯筊以問神明之降臨 

◎神明既降，則敬酌第二次酒 

◎有祈禱於神明者擲筶以問神明之諾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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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手捧持金紙與爆竹，拜供神明察看 

◎焚燒金紙，並燃放爆竹 

◎敬第三次酒 

◎擲杯筊，問神明已否餐畢 

◎既畢，持酒畫圓潑灑金紙灰燼 

 

  禮儀，中有五項需略說明： 

(一) 牲饌：禮分為三牲和五牲。三牲為略加烹煮過的豬肉、雞和魚。五牲則為

略加烹煮過的豬肉、雞、鴨（鵝）、魚、豬肝或魷魚。 

(二) 茶酒：祀神時必定獻茶、酒，尤其不可缺酒。俗話說：「拜神無酒擲無茭。」

就是意謂著沒有酒是很難讓神滿意的。有些偏僻地方一時買不到酒時，會以生米

泡水來代替，稱做「米酒」。 

(三) 香燭：俗話說：「燒香點燭。」可見香與燭為拜神所需之供物。 

(四) 紙錢：燒紙錢的目的主要在於人們想藉此行為和神界或鬼靈世界取得溝

通，因此燒紙錢是很重要的。紙錢的種類很多，大致上可分為「金紙」和「銀紙」，

不同的神明，燒的紙錢也就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