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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船醮* 

——南臺灣靈寶道派王醮科儀研究 

姜守誠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 

「打船醮」是南臺灣靈寶道派敷演王醮科儀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寄託了信眾對「王船」的洗淨及祈福。概括而言，臺南地區「打船醮」

儀式共包含了十項流程：（1）三直符；（2）步虛；（3）淨壇；（4）

請神‧三獻；（5）入意；（6）送神；（7）化紙咒；（8）唱儎；（9）

開水路；（10）迴向，其中，「祭船三獻」、「點班唱儎」及「開通

水路」等節次是本場法事的核心環節，充分表達了人們祈盼瘟疫等諸

不祥跟隨「王爺」登上龍舟、駛離本境的美好願望。而「唱儎」節次

則承襲了現實生活中海船啟航前的一貫做法，其名錄中所羅列的職司

稱謂真實再現了明清時期閩臺地區海商船的機構設置及人員組合。 

關鍵詞：臺灣南部、靈寶道派、王醮科儀、打船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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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盛、郭獻義、杜永昌、徐富茂、吳政憲、何仙東、尤登宏、何國川、林

振聲、許玄丕、林仲軒、鍾旭武、楊宗斌、顏德川、郭文安、郭孟傑、黑

仙、林子喬、杜信頤及其他眾多道士朋友們，這裡就不一一列出。承蒙上

述道長的慷慨惠允，筆者得以參閱相關文獻資料，同時感謝他們在筆者從

事田野調查時給予的諸多便利和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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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tual of Consecrating the Ship of 

Plague－A Study on the Rituals of 

“Wangjiao” of Lingbao School in Southern 

Districts of Taiwan 

Shou-Cheng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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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ritual of consecrating the ship of plagu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ituals of “wangjiao”(王醮) of the Lingbao school in southern 

districts of Taiwan, which carries the believers blessing to the ship of 

plague. In general, the ritual of consecrating the ship of plague in 

southern districts of Taiwan is comprised of ten procedures, which are 

“Sanzhifu” (三直符), “Buxu” (步虛), “Jingtan” (淨壇), “Sandianjiu” (請

神‧三獻), “Ruyi” (入意), “Songshen” (送神), “Qumoshenzhou” (化紙

咒), “Changzai” (唱儎), “Kaishuilu” (開水路) and “Huixiang” (迴向). 

Among them, “Jichuansanxian” (「祭船三獻」), “Dianbanchangzai” (「點

班唱儎」) and “Kaitongshuilu” (「開通水路」) are the central procedures 

of this religious ceremony, expressing people’s nice hope that the pl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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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ther ominous things could get on the ship and leave the area. But the 

procedure of “Changzai” inherits the customary practice before the ship 

sails in reality, which functional appellations in directory truly reappears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ing and force administration of ocean-going 

merchantmen in Mintai area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southern districts of Taiwan, the Lingbao school, the rituals of 

wangjiao, the ritual of consecrating the ship of pl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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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禳災祭船科儀（全稱「金籙禳災祭奠王船醮科儀」），道門中人通

常簡稱為「打船醮」或「拍船醮」，乃係臺灣南部靈寶道派敷演王醮

科儀中的一項重要內容。1這場祭船儀式通常安排在「和瘟三獻儀」完

畢後進行，大約持續半個小時，其用意是寄託對「王船」的洗淨及祈

福，同時敦請疫鬼等諸不祥跟隨「王爺」登上「王船」，乘風破浪、

遠離轄境。概括而言，「打船醮」科儀主要包含了「祭船三獻」、「點

班唱儎」及「開通水路」等節次流程。下面，我們分別從文獻和科介

等方面入手，對其進行分析和探討。 

二、科儀文獻分析 

南臺灣靈寶道派敷演「打船醮」儀式的文本內容及節次流程，存

在明顯的地域性差異。臺南地區科儀文本的節次（流程）依次如下：

（1）三直符；（2）步虛；（3）淨壇；（4）請神‧三獻；（5）入意；（6）

送神；（7）化紙咒；（8）唱儎；（9）開水路；（10）迴向。高屏地區

的節次（流程）則為：（1）步虛；（2）淨壇；（3）請神‧三獻；（4）

入意；（5）送神；（6）唱班；（7）開水路。就基本環節（節次）而言，

臺南與高屏二地的儀式流程大抵相同，但文本內容卻差異較大。現以

臺南地區「打船醮」文本為例，試予論述如下： 

（一）三直符 

「三直符」乃係「法仔鼓」經典曲調之一，也是閭山派法師慣用

                                                 
1 有關臺灣地區王船祭典之情況，前輩學者已有充分討論，擇要列舉如下：

劉枝萬 1983，頁 225-400。康豹 1991，頁 95-211。李豐楙 1993a，頁 273-323。
李豐楙 1993b，頁 229-265。李豐楙 1999，頁 135-172。李豐楙 2001，頁

1-42。方淑美 1995。黃文博 1994。康豹 1997。李豐楙、李秀娥、謝宗榮、

謝聰輝等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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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壇咒語。「三直符」大意是召請三界直符使者降臨壇前、傳達敕

令，其唱詞云：「法鼓差鳴第一／二／三聲，奉請上／中／下界使者

飛仙直符郎，壇中請。身穿仙衣、腳踏雲，隨時變化千萬里，回來倏

忽到壇前。虔誠奉承天地勅，週流四方走通傳。一／二／三遍清香專

拜請，奉請上／中／下界使者降臨來。神兵火急如律令。」這段文字

不見於《正統道藏》中，推究其因不外乎有二：或係明清之季晚出，

或因正一、靈寶等正統道派排斥閭山法術而故意忽略。 

（二）步虛 

臺灣靈寶道派敷演「打船醮」時所吟唱之步虛詞均係半步虛（即

四句韻文）。不過，文字內容則因地域而不同，臺南地區的文本為：「行

滿三千數，時登數萬年。丹臺開寶笈，今古永流傳。」高屏地區的文

本為：「萬物消灾癘，三晨降吉祥。步虛聲已徹，更誦洞玄章。」 

臺南道士「打船醮」儀式的步虛乃係清醮發表儀（非玉壇發表）

時所唱步虛詞（全步虛，八句）中截取後半段（四句）而成。這段步

虛詞，最早見於晚唐杜光庭刪定《太上黃籙齋儀》（卷 26、卷 37、卷

40）所載：「太極分高厚，輕清上屬天。人能修至道，身乃作真仙。

行溢三千數，時丁四萬年。丹臺開寶笈，金口為流傳。」2對比可知，

今本與前述古本有數字之差，恐係傳抄過程中訛誤所致。 

高屏地區的這首步虛詞則是從清醮啟聖儀所唱步虛（全步虛，八

句）中截取後半段（四句）而成。同臺南地區一樣，高屏步虛亦收入

晚唐杜光庭《太上黃籙齋儀》，該書（卷 28）云：「寶籙修真範，丹誠

奏上蒼。冰淵臨兆庶，宵旰致平康。萬物消疵癘，三晨3效吉祥。步虛

                                                 
2 杜光庭刪定 1988，頁 253、285、297。這段步虛詞亦見載於《玉音法事》

卷下，頁 139。《金籙齋三洞讚詠儀》卷下，頁 771。《道門通教必用集》卷

2，頁 11。《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 10，頁 91。《徐仙真錄》卷 2，頁 530。

文字與前引《太上黃籙齋儀》完全相同。 
3 「晨」字，《金籙齋三洞讚詠儀》（卷下）、《道門通教必用集》（卷 2）作「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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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已徹，更詠洞玄4章。」5就後四句而言，今本與古本僅見三字之差。 

（三）淨壇 

繼而，全體道士唱念「淨壇咒」云：「琳瑯振響，十方肅靜。河

海靜默，山嶽吞煙。萬靈振伏，招集群仙。天無氛穢，地絕妖塵。十

方肅靜天尊。」翻檢道書可知，這段「淨壇咒」係出《元始無量上品

度人妙經》6（卷 1）：「琳琅振響，十方肅清。河海靜默，山嶽吞煙。

萬靈振伏，招集群仙。天無氛穢，地無祅塵。冥慧洞清，大量玄玄也。」
7此外，這段「淨壇咒」的部分文字屢見載於宋末元初林靈真編輯的《靈

寶領教濟度金書》，如該書（卷 254）云：「以今陞壇設醮，願得玉清

道炁靈寶妙光下降，流入臣等身中。即使玄壇清淨，內外成真，天無

氛穢，地絕妖塵。琳琅振響，十方肅靜。萬魔不干，真誠上徹。」8文

中所言「天無氛穢，地絕妖塵」、「琳琅振響，十方肅靜」二句雖與前

引「淨壇咒」語序不同，但文字則相同。 

（四）請神‧三獻 

待「淨壇」完畢後，高功率眾逐一稱念聖號、奏請諸神莅壇。本

次科儀中「請神」環節乃係配合「三獻」分三次完成，每次均按神祇

位階之尊卑逐一念誦。「三獻」，又稱「三奠酒」，是指古代祭祀時遵

循禮制分三次獻酒——即初獻爵、亞獻爵、終獻爵。道教齋醮科儀中

「三獻」包括上香、獻酒或獻茶等，均係表達對神祇的尊崇和禮敬。

                                                 
4 「玄」字，《道門通教必用集》（卷 2）作「元」。 
5 杜光庭刪定 1988，頁 259。這段步虛詞亦見載於《玉音法事》卷下，頁 139；

《金籙齋三洞讚詠儀》卷下，頁 771；《道門通教必用集》卷 2，頁 11，文

字與前引《太上黃籙齋儀》完全相同。 
6 《正統道藏》本《元始無量上品度人妙經》共計 61 卷，其中卷 1 係本文，

當出南朝劉宋陸修靜以前，其後 60 卷均係北宋以後晚出。詳見任繼愈

1991，頁 3-4。 
7 《元始無量上品度人妙經》卷 1，頁 7。此外，這段咒文亦見載於《元始無

量上品度人妙經》卷 7，頁 49，文字相同。 
8 寧全真傳授、林靈真編輯 1988，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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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場儀式而言，「請神‧三獻」無疑是核心環節，旨在迎請瘟部神

祇而施予奉獻、殷勤供養，並希望他們享用供祀後，馬上執行「送瘟」

的使命——將瘟疫等諸不祥隨同王船一律送離出境。 

就請神時的神祇名目而言，臺南與高屏二地有很大不同，臺南所

啟請及獻祭的神祇在數量上遠多於高屏地區。此外，每次請神時念白

的神祇名諱（即「入聖位」）也存見差異：初獻時念白的神祇最多（臺

南文本中計有 39 條，高屏文本中計有 22 條），臺南道士施演「打船

醮」時禮誦的神尊名諱，從瘟部的至尊神——「正乙洞淵大帝伏魔三

昧天尊」、「和瘟教主匡阜真人」等，次到瘟部下級官吏——五瘟大王、

行瘟及解瘟使者等，再到瘟船（王船）上的一行人馬——總管、舵公、

水手等，最後當境尊神及高功麾下兵將等——「本屬府縣城隍尊神、

當境虛空過往鑒巡察使者、本壇靖諸員官將吏兵」，可謂一套相對完

整的「送瘟」神祇體系。而「三奠酒」中「亞獻」和「三獻」時唱宣

的神祇數目要比「初獻」少很多：臺南地區「亞獻」和「三獻」分別

是 18 條、19 條，高屏地區計有 7 條、3 條（詳見表 1）。臺南地區「三

獻」僅於末尾增衍「合船真宰一切神眾」字樣，其餘諸條與「亞獻」

完全相同。高屏地區「亞獻」依次羅列了七條神祇名諱——「瘟部神

祇、行災使者、押船大使、船頭大王、河泊水官、梢工把船、班椗水

手列位諸神」，而「三獻」時則進一步強調了「押船大王、船頭大神、

彩船會上一切仙眾」。總之，無論臺南或高屏地區，「三奠酒」均係採

取逐步減少神祇數量、有針對性地突出重點的方式，即由瘟部諸司逐

步切入瘟船水手，而瘟船上的若干人員（「彩船會上一切仙眾」）才是

本次「打船醮」奉祀的重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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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臺南與高屏二地「請神」時稱念「聖位」之差異 

 臺南地區 高屏地區 

初 

獻 

正乙洞淵大帝伏魔三昧天尊、和瘟教主匡

阜真人、今年歲分代天巡狩高上大王爺、

解瘟明覺大師、和瘟勸善大師、五方符瘟

行病鬼王、天符治世五黃大帝、解瘟靜明

真人、五瘟十二年大王、五瘟十二月神將、

五方都天大力魔王、五瘟都天魔王、五瘟

使者、萬石大王、行瘟康舍人、郭任二太

尉、杜太尉、楊使者、船頭十二生相獸面

將軍、船上二十四司都總管、承天符牒使

者、天地水三界使者、行瘟四時八節使者、

行瘟四季寒熱使者、行瘟打水主火使者、

搖旗鳴鑼擊鼓大神、收船押船二位水手、

船頭大王、船尾小王、佩符使者、河伯水

官、行瘟雞犬豬羊牛馬六畜瘟疫使者、瘟

部合船一切聖眾，管船官吏、船上舵公、

阿班水手一切等神，本屬府縣城隍尊神、

當境虛空過往鑒巡察使者、本壇靖諸員官

將吏兵。 

瘟部大王、行灾使

者、押船大使、船

頭 大 王 、 船 尾 小

王、遊江五郎、競

渡 三 郎 、 河 泊 水

官 、 梢 工 把 船 大

王、班椗水手、左

不達兒郎、右不動

兒郎、搖旗神君、

擊鼓大神、鳴鑼大

神 、 招 頭 都 市 大

神 、 消 灾 散 禍 大

神 、 鴉 鳴 鵲 噪 大

神 、 仙 舟 變 現 大

神、招頭神將、當

境土地里社神祇、

彩 船 會 上 一 切 神

君。 

亞 

獻 

天符主瘟都大元帥、行瘟使者、押船大使、

船頭大王、船尾小王、競渡三郎、河伯水

官、梢工把船大王、班碇水手大神、左不

達兒郎、右不動兒郎、船頭都鬧大使、仙

舟變現大神、鴉鳴鵲噪大神、消灾散禍大

神、搖旗擊鼓鳴鑼大神、木龍神君、遊江

五郎。 

瘟部神祇、行災使

者、押船大使、船

頭 大 王 、 河 泊 水

官、梢工把船、班

椗水手列位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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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獻 

天符主瘟都大元帥、行瘟使者、押船大使、

船頭大王、船尾小王、競渡三郎、河伯水

官、梢工拔船大王、班碇水手大神、左不

達兒郎、右不動兒郎、船頭都鬧大使、仙

舟變現大神、鴉鳴鵲噪大神、消灾散禍大

神、搖旗擊鼓鳴鑼大神、木龍神君、遊江

五郎、合船真宰一切神眾。 

押船大王、船頭大

神、彩船會上一切

仙眾。 

「三獻」中每次奠酒終了前，執法道士均會唱讚一段文字。不過，

這段唱詞會因地域而有所不同：高屏地區乃係以道門科儀中十分常見

的「散花詞」來結束，臺南道士則唱誦「送船歌」。高屏地區「打船

醮」時唱讚的三段「散花詞」內容及順序，與當地道士敷演「禳災和

瘟三獻儀」所唱完全相同。9鑑於筆者對此已有過討論，故省略不談。 

臺南地區「打船醮」儀式所吟唱的「送船歌」，乃係拆分為六個

段落（總計 168 字），分別穿插在「三奠酒」之初獻、亞獻、三獻及

「送神」之「三送瘟神」節次中，每段均為四句、二十八字。據福建

地方志記載，舊時將樂縣（位於福建省西北部）民眾每年正月十七送

瘟船時也會高唱「送船歌」。10令人遺憾的是，前引文獻中未談及此歌

詳情，故無法判定是否與今天臺南「送船歌」相同。不過，漳州月港

漁民中至今流傳著「送瘟船」時所唱「送船歌」則與臺南「送船歌」

版本大抵類似，但比後者多了末尾的十句、七十字（詳見附錄三）。

故而，我們有理由相信，臺南「送船歌」當係有閩地文化的傳承淵源。 

                                                 
9 詳見拙作〈禳災和瘟三獻儀——南臺灣靈寶道派王醮科儀研究之二〉，待刊。 
10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7，頁 318。此外，今天廣東南雄市、廣西靈

川縣大圩鎮等地民眾舉行端午「扒旱船」、「賽龍舟」等傳統習俗時也會

高唱「送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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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臺南與高屏二地「三獻」唱詞之不同 

 送船歌（臺南地區） 散花詞（高屏地區） 

初 

獻 

上謝天仙享醮筵，回凶作吉

永綿綿。 

誠心更勸一杯酒，流恩賜祿

福自然。 

洞案爐煙起，散花林； 

無為道德香，滿芳筵。船中諸真列

聖前供養。 

亞 

獻 

唱此一歌謝天仙，鳴鑼擊鼓

鬧喧天。 

諸神竝坐同歆鑒，合境人口

保平安。 

散花何處着，散花林； 

散在道場中，滿芳筵。押船大神合

班水手前供養。 

三 

獻 

造此龍舟巧粧成，諸神排列

甚分明。 

相呼相喚歸天去，莫在人間

作禍殃。 

淨侶吟仙曲，散花林； 

人人讚善哉，滿芳筵。押船大神一

切威靈前供養。 

（五）入意 

「三獻」禮畢後，執法道士隨即宣疏入意，向有關神祇申述醮意，

詳細奏報此次修醮的具體緣由、主旨及安排和資助醮事的相關人員情

況。臺南和高屏地區在「宣疏」前後，均會依慣例援引一些套語來作

鋪墊和修飾。這些固定格式及套語，乃係因地域而略有不同。 

臺南地區「打船醮」儀式中「入意」節次時云： 

向來祭典龍船三獻已畢，具有疏文謹當宣讀。（宣疏）向來

疏文宣讀完週。伏願大道無私、諒垂昭鑒，即將疏內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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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筵，皈流合社如茲。向去家門迪吉，人物平安，五穀豐

登，六畜興盛，日進萬金。稽首皈依無極大道，志心稱念：

三清三境天尊、消災解厄天尊、長生保命天尊、福星無量

天尊，大道不可思議功德。謹當誠上謝：本年王爺、瘟部

行災一切仙眾，仗此真香、普同供養。 

高屏地區「入意」時云：「上來酒陳三獻禮畢，具有疏文謹當宣

讀。（宣疏）上來疏文宣讀完週，仰祈察鑒、同享清筵。伏願千災永

息、萬福來臨，合境平安、六畜耕牛昌盛。清觴莫敢再獻，征帆未敢

強留。」 

（六）送神 

「打船醮」儀式中「送神」階段大致分為四項內容：念白、三送

瘟神、唱讚辭、回駢頌，我們分別論述如下： 

1、念白 

所謂「念白」就是道士行科演法中常見的一種表現手法，即採用

口語化、無唱腔（介於讀、唱之間），並拖長尾音語調的方式將語言

戲劇化和音樂化。本節次主要由兩段念白構成： 

其一曰：「臣聞勢分高厚，氣辨陰陽。晝夜既已殊途，幽顯從人

異致。人處陽光之界，神遊溟漠之鄉。雖影響以潛通，奈居諸而有間

況。故災衰而殄滅，是宜人鬼而區分。」 

其二曰：「伏願體上帝好生之德，憫下民悔過之誠。息既往之餘

殃，赦未萌之結釁。速還本部，勿滯塵寰。物泰人安，良荷更生之賜。

晨瞻夕禱，敢忘莫大之恩。尚慮三境垂慈，諸天宥過，和瘟大聖匡阜

先生，軟語慈容，善加訓告，回鑾返駕，誕賜恩庥。」 

2、三送瘟神 

演法道士手搖帝鐘、吹牛角，唱念送船辭令（「送船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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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三次，分別如下： 

第一送：「一送神仙離鄉中，街頭巷尾無時長。鳴鑼擊鼓喧天去，

直到蓬萊不老宮。神兵火急如律令。」 

第二送：「二送諸神離家鄉，龍舟到水遊如龍。受此筵席歡喜去，

唱起龍舟出外洋。神兵火急如律令。」 

第三送：「三送諸神離鄉閭，騰駕寶馬乘龍車。也有神兵風火送，

不停時刻到本司。神兵火急如律令。」 

上述三段唱辭分別介紹了辭送瘟神的三種方式：「鳴鑼擊鼓喧天

去」（一送）、「受此筵席歡喜去」（二送）、「也有神兵風火送」（三

送），其中「一送」和「二送」大抵為賄賂、綏靖等手段，「三送」則

帶有威迫性（武力驅逐）。至於這些瘟神（王船）的歸所，引文也有

明確交待——「直到蓬萊不老宮」（一送）、「唱起龍舟出外洋」（二

送）、「不停時刻到本司」（三送）。總之，就是希望他們遠走高飛、

遠離本境（鄉中、家鄉、鄉閭）。 

3、唱讚辭 

繼而，道士高唱讚辭曰：「速送妖魔精，斬馘六鬼鋒。諸天氣蕩

蕩，我道日興隆。大道雖雲遠，人能克至誠。誠心達樂國，諸聖降塵

寰。事畢難留久，陳詞不再宣。狂風雲霧起，瞬息到鑾驂。寶華完滿

天尊。」 

這段文字中前四句（計二十字）可在《正統道藏》中尋覓到出處。

約出南朝劉宋以前的《元始無量上品度人妙經》（卷 1）「第一欲界

飛空之音」末尾四句云：「束送祅魔精，斬馘六鬼鋒。諸天炁蕩蕩，

我道日興隆。」11南宋王契真編纂《上清靈寶大法》卷 23「治瘟疫咒」

條也收錄了這段文字，並附註曰：「右四句，凡入瘟家治病，勅水、

                                                 
11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卷 1，頁 5。這段文字亦見載於《無上祕要》

卷 4，頁 7-8，二者當係同一出處。 



 
 
 
 
 
 
 
 
 
 
 
 
 
 
 
 
 
 
 
 
 
 
 
 
 
 
 
 
 
 
 
 
 
 
 
 
 
 
 
 
 

 

打船醮——南臺灣靈寶道派王醮科儀研究  13 

 

 

布炁用。」12有關此段文字之含義，南宋陳椿榮集註《太上洞玄靈寶

無量度人上品經法》（卷 3）13、元代薛季昭註《元始元量度人上品妙

經註解》（卷中）14等均有註釋，茲不贅述。 

4、回駢頌 

最後，道士唱讚「回駢頌」曰： 

回駢五雲輿，騰駕九霄高。倏忽沖天遠，壇前香炁多。玄

恩潭宇宙，福祿遍山河。緬想神仙路，逍遙上大羅。聖德

流科教，醮主福壽長。延生隨玉簡，請命奏金章。罪名消

北府，生籍註南宮。人人皆獲福，諸天降吉祥。傾光回駕

天尊。向來祭奠王船三獻事畢。醮主下情無任，具有京金

火輪燒化。 

「回駢頌」，又稱「送聖頌」、「送神頌」、「送真頌」等，據北宋

《玉音法事》卷下「送聖頌」條云：「回軿五雲輿，騰駕九霄歌。倏

忽沖天遠，醮壇香炁多。玄恩覃宇宙，福祿遍山河。緬想神仙路，逍

遙上大羅。」15此外，宋末元初林靈真所輯《靈寶領教濟度金書》中

多次出現這段頌文，內容與前引《玉音法事》完全相同。16值得注意

地是，明代《徐仙真錄》（卷 2）「回駢頌」條云：「回駢五雲輿，騰

駕九霄高。倏忽天中遠，道場香炁多。玄恩覃宇宙，福祿遍山河。緬

                                                 
12 王契真編纂 1988，頁 868。 
13 陳椿榮集注 1988，頁 503。 
14 薛季昭註 1988，頁 458。 
15 《玉音法事》卷下，頁 145。 
16 甯全真傳授、林靈真編輯 1988，「送真頌」，頁 89；「回軿頌」，頁 130；

「迴軿頌」，頁 213；「迴軿頌」，頁 329；「送真頌」，頁 364；「迴軿

頌」，頁 374；「回軿頌」，頁 736；「回軿頌」，頁 739；「回軿頌」，

頁 748。此外，這段文字亦見載於約宋代《天心正法脩真道場設醮儀》「次

知磬舉送神頌」條，頁 326；和約元代編輯《三洞讚頌靈章》卷中「送真

頌」，頁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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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神仙路，逍遙上大羅。聖德留科教，修齋福壽長。延生依玉簡，請

命奏金章。罪名除北府，生籍注南昌。見存皆延壽，諸真降吉祥。向

來設醮功德，尚祈真君賜福流恩。同賴善功，證衆上道，一切信禮。」
17比對可知，這段頌文中前半段與前引道書中所見大致相同，後半段

則為新增添之內容。而這增補部分明顯與今臺灣道士唱讚「回駢頌」

有相似之處，當是後者之來源。 

（七）化紙咒 

「化紙咒」或稱「化經咒」、「化財咒」，科儀演法中待法事暫

告一段時由道士焚香、化紙、念咒，藉此宣達功德圓滿之意，此時所

誦咒語即稱為「化紙咒」。現今臺灣道士誦經禮懺或行科演法即將完

畢前，也通常吟誦「化紙咒」作為結束語。道門中人沿襲至今的「化

紙咒」總計 48 字，內容如下：「千千截首，萬萬翦形。魔無干犯，

鬼無祅精。三官北酆，明檢鬼營，不得容隱。金馬驛程，普告無窮，

萬神咸聽。三界五帝，列言上清。」翻檢古道書得知，這段咒文源出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卷 1），18二者文字完全相同。 

（八）唱儎 

「唱儎」，又稱「唱班點將」，就是執法道士按照名單逐一清點

（唱名）王船上的職司人員，藉此驗證全體船員是否均已就位。這也

是王船出發前的最後準備工作。這套程序乃係仿效了現實生活中海船

啟航前的一貫做法。事實上，「唱儎」名錄中羅列的職司稱謂，真實

而又完整地再現了古代閩臺地區海商船的機構設置及人員組合。道士

每唱宣一名職司時，陪祭人員需應聲答道：「在」，表示該司職人員

已就位。最後，合船人員均已各就各位，王船可隨時啟航出海了。茲

將臺南、高屏二地「唱儎」名錄列表如下： 

                                                 
17 方文照等輯，頁 535。 
18《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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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臺南及高屏二地「唱儎」名錄表 

地 域 王船之職司 

臺南縣市 

（北路道區）

伙長、舵公、正舵公、副舵公、阿班、副阿班、大繚、

二繚、頭碇、二碇、三碇、大繏、二繏、三繏、啞公、

才副、直庫、香公、拔帆首、總管、三板工、總舖、

水手、統首、管船官、親丁（總計 26 員）。 

高雄‧屏東 

（南路道區）

頭鐙、二鐙、一千、二千、三千、頭寮、二寮、直舖、

總管、總掌、押杠大王、香公、啞班、門子、官吏、

火長、總舖、副寮、船工、三板公、船主、財付、正

付、水手、坐山、出海、水駝、頭目公、押舵（總計

29 員）。 

 

圖 1：灣裡大順道壇蘇基財道長主持蘇厝長興宮 

己丑科王醮「打船醮」之「唱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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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開水路 

「開水路」節次，堪稱是整場儀式的高潮。執法道士手執長柄鋤頭

在王船前方的左右兩側犁地（先左側、後右側）、並且劃出兩道刮痕，

隨後將兩桶滿盛的海水（溪水）分別潑灑於船頭及船尾，藉此象徵打通

了水道，潮水已到，王船可直航大海。與此同時，執法道士高聲宣白，

文辭則因地域而有所差異。 

臺南道士宣辭曰：「貫龍貫斗頭，順風順水流；貫龍貫斗口，順風

順水恰能走。」高屏地區則云：「上帝勅召開河神，手執鑿斧速降臨。

速開河道通四海，四府眾聖盡接送。拜送火／水王出外境，回凶作吉保

平安。」這兩段念白雖然文字不同，但宗旨都是祈願水路順暢、送走王

船。 

 

圖 2：西港慶安宮己丑科王醮「打船醮」之「開水路」 

（府城穎川道壇吳明府道眾） 

（十）迴向 

所謂「迴向」，就是將所修功德，遍施法界眾生，使常得安樂。此

說源於佛教，北魏曇鸞註《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又名《往生



 
 
 
 
 
 
 
 
 
 
 
 
 
 
 
 
 
 
 
 
 
 
 
 
 
 
 
 
 
 
 
 
 
 
 
 
 
 
 
 
 

 

打船醮——南臺灣靈寶道派王醮科儀研究  17 

 

 

論註》）卷 1 云：「迴向者，迴己功德，普施眾生，共見阿彌陀如來，

生安樂國。」19隋代慧遠撰《大乘義章》卷 9 亦曰：「言迴向者，迴己

善法，有所趣向，故名迴向。」20至遲唐代之季，道門中人借鑒佛教、

始設「迴向」科目於儀禮中。如晚唐杜光庭編撰《道門科範大全集》及

南宋蔣叔輿編撰《无上黃籙大齋立成儀》中就屢屢言及「迴向」之語。

此後，「迴向」作為科儀定制而盛行於宋元道法中。南宋《靈寶領教濟

度金書》頻繁見載「起心迴向，一切信禮」套語；南宋《道門定制》（卷

五）載有「迴向頌」；南宋《靈寶玉鑒》也頻見「表白迴向」等語。 

臺南地區「打船醮」儀式即將結束前，道士唱誦「迴向」，共計 37

字，內容如下：「向來祭奠王船唱儎事畢，完成功德。上祈高真列聖，

賜福消灾，同賴善功。證無上大道，一切信禮。」這段文字，意在普施

功果、迴向醮主。 

三、科介流程介紹 

2009 年 3 月至 6 月間，筆者赴臺灣南部從事王醮科儀之田野調

查，期間實地拍攝了兩場「打船醮」儀式：（1）臺南縣蘇厝長興宮己

丑科七朝王醮之「打船醮」（4 月 3 日深夜 23:35-24:15）；（2）臺南

縣西港鄉慶安宮己丑科五朝王醮之「打船醮」（5 月 11 日凌晨

4:40-5:10）。這兩場醮事均係由臺南府城靈寶派道士（即「北路」道

團）21執法施演。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科演中摻雜了大量的形體動作，

                                                 
19 婆藪盤頭菩薩造、菩提留支譯、曇鸞註，載［日］高楠順次郎編輯 1972，

頁 833。 
20 慧遠 1972，頁 636。 
21 臺灣南部屬靈寶道派大致可劃分為兩大道區（「道士行業圈」）：北路和

南路。所謂「北路」係指臺南道區，即以高雄縣路竹為界限（路竹以北部

分鄉鎮因道士屬於臺南道區，故論述中將這些鄉鎮一併歸入臺南地區），

向北涵括了府城及臺南縣全境，日本學者丸山宏則稱之為「臺南道」。臺

南「北路」道區內部又以曾文溪為界劃分為溪南和溪北兩大區域，這兩地

道士科儀行法的唱腔曲調存有差異；所謂「南路」係指高雄、屏東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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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與文本一樣也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和研究價值。下面，我們將側重

於科介部分，對那些不見諸於文字的肢體語言及動作表演，給予必要

的描述、歸納和提煉。 

（一）壇場人員及法信名目 

「打船醮」均擇「送王船」前晚或當日凌晨時舉行。儀式地點多

設在王船寮內，乃係公開性表演，對公眾完全開放，不過多因時間較

遲（多為午夜），故除了醮主、會首等必須陪祀外，其他圍觀人員似

乎並不多。 

「打船醮」屬於法場儀式，通常由一名擅長閭山小法的某位道眾

來獨立完成，其標準裝束為身著黃色海青（撩起衣擺、束於腰間），

頭上網冠繫紅布條，腳穿草鞋並綁紅布（由主辦方事先備好新鞋及白

襪 1 雙）。後場樂師 2 人：1 人司柄鼓、1 人擊鑼。 

供桌架設於王船前，其上分別陳設了法器和供品，總計如下： 

法器類：古仔紙花若干，牛角、帝鐘各一，長柄鋤頭 1 支（綁有

紅布），2 桶海水（溪水）； 

供品類：香爐 1 個，五牲 1 付，大麵 1 盤，紅龜 1 盤，鮮花 1 對，

水果 1 付，菜碗、乾菜料各 1 付，米酒 2 瓶，茶盅 3，酒盅 3。 

就供品的種類及數量而言，本場儀式的等級規格並不高，甚至可

以說十分簡陋。科演道士所施用的法器也僅是基本常見的幾種而已，

其中最特殊者應是那把長柄鋤頭和兩桶滿盛的海水（溪水），此二件

法器乃係道士表演開水路時的重要道具。 

                                                                                                        
即以高雄縣岡山以界限（路竹鄉轄下北嶺村、三爺村因地理位置靠近岡

山、深受「南路」道區之影響，故二村道士亦行南路道法），往南延伸至

屏東縣恆春地區，臺灣學者謝聰輝又稱之為「鳳山道」（其範圍大抵在清

屬鳳山縣境內）。高屏「南路」道區內部又以左營為界限，劃分為南路和

北路，不過此二地道團近年來隨著人員交流的不斷加強，日益走向了融

合，迄今除了個別科目的文本及做法尚有不同外，大部分已接近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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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西港慶安宮己丑科王醮「打船醮」之壇場陳設 

（二）科介表演及其象徵含義 

所謂「科介」，乃係指科儀文本（或劇本）中對參演者的形體動

作、面部表情和舞臺效果等的表演提示。22其實，中國古典戲曲中的

表演動作也是用「科」或「介」來提示的，並且「科介」在戲劇表演

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3一般說來，元雜劇通常用「科」來提示動作，

而南戲和傳奇則多用「介」字。24這反映出古典戲劇與宗教儀式歷來

就有著密切之聯系。25據有關學者的研究表明：「科」、「科範」（或

稱「科汎」、「科泛」），作為古典戲曲術語乃借鑒於道教儀式；「介」

最初原型係指上古儀禮中協助賓客行禮的儐相，傀儡戲借用此語以充

                                                 
22 明代徐渭撰《南詞敘錄》對「科介」概念分別詮釋說：「『科』：相見作

揖，進拜舞蹈，坐跪之類，身之所行，皆謂之『科』。今人不知以諢為『科』，

非也。『介』：今戲文於『科』處，皆作『介』。蓋書坊省文以『科』字作

『介』字，非『科』、『介』有異也」（徐渭 2002，頁 414）。 
23 董每戡 1983，頁 276-283。 
24 錢南揚先生指出：「大抵南戲習用『介』，北劇習用『科』，乃方言之不同」

（錢南揚 1979，頁 11）。徐扶明先生承襲此說，認為：「實則北劇曰科，

南戲曰介，只是南北方言不同，但都指表演動作」（徐扶明 1981，頁 222）。 
25 有關中國古典戲劇與道教儀式之關係，詳見詹石窗 1997，倪彩霞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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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贊導式提示，並被南戲所承襲。近世因南戲、北雜劇不斷交融，

「科」、「介」二術語逐漸混用乃至聯稱為「科介」。26古代道書中

「科戒」、「科範」原本係指修道的戒律、儀軌，今存明代《正統道

藏》就收錄了多種以「科戒」（或「戒科」）、「科範」冠名的道書。
27這類文獻最早可追溯至北魏寇謙之撰《老君音誦戒經》和南朝劉宋

陸修靜撰《陸先生道門科略》。宋元時，「科」或「科範」流入古典

戲劇中成為表示形體動作之習語，專指動態的程序化、規範性之表

演。這些都充分體現出科演道士們精湛的戲劇表演功底。值得注意的

是，臺灣地區靈寶派道士的科介動作似乎吸取了民間舞蹈動作，從而

使科儀表演更趨於戲劇性和舞蹈化了。 

本場「打船醮」科儀雖然簡短，但卻摻雜了大量的形體語言及動

作表演。儀式開始，一名道眾登場亮相，一邊吹牛角，一邊點燃古仔

紙、分置五方——此舉旨在淨壇逐穢，這也是閭山法師行法開場時的

慣常做法。之後，他右手搖帝鐘（法鈴）、左手執牛角和線香，站立

供桌前以法仔腔唱誦「三直符」及其他節次，期間穿插一些迴旋、騰

跳、翻筋斗、打拳頭等武場動作。這些科介表演乃係執法道士試圖表

現值年王爺以其無比的威嚴和法力，驅逐和押解境內的眾疫鬼及諸不

祥登上王船。而翻筋斗、打拳頭等激烈動作則說明了「押煞」過程中

並非一帆風順，還有一些頑固分子不願就範，必須施用武力將其強制

驅逐。總之，這一系列動作不僅顯示了「押煞」任務的辛苦，同時凸

顯出王爺及諸班衙役的盡職盡責、為綏靖地方安寧所做的貢獻。 

待「三奠酒」節次時，道士先將酒水灑向船頭，爾後模擬扯船帆、

撈船椗、解纜繩等一連串象徵性動作，同時配合唱讚：「扯起大帆，

撈起大碇。大鑼、大鼓鬧紛紛。送爾去，莫得陽間作灾殃。嘿櫓嗦，

                                                 
26 康保成 2001，頁 53-143。 
27 若以道書標題而言，《正統道藏》舉凡計有：《要修科儀戒律鈔》、《三洞法

服科戒文》、《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道

門科範大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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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櫓嗦，嘿櫓嗦。」上述表演動作總計重復三次（初獻、亞獻、三獻），

每次流程均相同。這個環節表現了疫鬼及諸不祥被押上王船後，道士

代表醮主及信眾進獻美酒、為其餞行。先禮後兵、兵後行禮，是臺灣

道教科儀（尤其是閭山小法）的習見模式。這次「押煞」登船後、施

予酒水，正是符合傳統之舉。待「三奠酒」後，執法道士根據現實中

海船啟航前的程序，栩栩如生地再現了起帆、撈椗、解纜等情景，藉

此說明王船已蓄勢待發、做好了揚帆啟航的最後準備。 

接下來的「開水路」節次，科介表演尤具趣味性。只見這名道士

拎起長柄鋤頭，先點燃古仔紙、對其施予淨化——這把鋤頭便被賦予

了法術生命和靈氣，不再是一件普通農具而是具有神奇力量的法器。

隨後，他手執鋤頭在王船前方的左右兩側由內而外地犁地——以示打

通水路、航行無阻。繼而，他將兩桶滿盛的海水（溪水）分別潑灑於

船頭和船尾——表示潮水已到，船行水上、乘風破浪。與此同時，這

名道士高聲宣白：「貫龍貫斗頭，順風順水流」（船頭灑水）；「貫

龍貫斗口，順風順水恰能走」（船側灑水）。船行海上，風向和水流

對航行安全十分重要，故而道士祈願王船能夠順風、順水，暢通無阻

地駛向遠方。 

值得一提的是，高屏與臺南二地靈寶道士敷演本場祭船儀式的科

儀文本有所不同，表演方式則差異甚大。高屏地區的祭船儀式通常在

「送王船」當天，待遷船出寮、暫停廟埕時，高功身著絳衣率道眾以

文場形式禮誦唱念、不進行武場表演。2009 年 3 月，筆者實地拍攝了

蘇厝真護宮己丑科五朝王醮科儀，主辦方聘請高屏道團蔡志民道長主

持儀式，祭船儀式就是擇「送船」當天（3 月 15 日）以唱誦等文場形

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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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西港慶安宮己丑科王醮之「打船醮」 

（府城穎川道壇吳明府道眾） 

  

圖 5：吳明府道眾表演扯船帆、撈船椗等科介動作 

（西港慶安宮己丑科王醮「打船醮」）



 
 
 
 
 
 
 
 
 
 
 
 
 
 
 
 
 
 
 
 
 
 
 
 
 
 
 
 
 
 
 
 
 
 
 
 
 
 
 
 
 

 

打船醮——南臺灣靈寶道派王醮科儀研究  23 

 

 

 

圖 6：蘇厝長興宮己丑科王醮「打船醮」之「開水路」 

 

圖 7：「開水路」之前先焚紙淨化鋤頭 

（蘇厝長興宮己丑科王醮「打船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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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唱儎」名錄考釋 

臺灣地區「打船醮」中「唱儎」名錄乃係承襲了古代南方沿海地

區遠洋商船的機構設置。28明清以降，粵、閩、臺等地成為海外貿易

中最為發達地區之一，那裡聚集了為數眾多的漁民和船員，也是王船

（王爺）信仰十分盛行的地域。故而，閩臺民眾舉行「送王船」儀式

時將心目中的「王船」按照現實生活中海船模式來佈局和架構，倒也

符合情理。對「唱儎」名錄進行考究之前，為了行文便利，我們先羅

列幾條重要史料如下： 

（一）明代張燮（1574-1640）於萬曆 45 年（1617）撰《東西洋

考》卷 9〈舟師考〉云：「每舶舶主為政，諸商人附之，如蟻封衛長，

合併徒巢。亞此則財副 1 人，爰司掌記。又總管 1 人，統理舟中事，

代舶主傳呼。其司戰具者為直庫，上檣桅者為阿班，司椗者有頭椗、

二椗，司繚者有大繚、二繚，司舵者為舵工，亦 2 人更代。其司針者

名火長，波路壯闊，悉聽指揮」。29 

（二）清康熙 58 年（1719）徐葆光撰《中山傳信錄》卷 1「封舟」： 

每船，船戶以下二十二人：正夥長，主針盤羅經事。副夥

長，經理針房；兼主水鋾長綆三條，候水淺深。正、副舵

工二人，主柁；……正、副椗二人，主椗四門；行船時，

主頭緝布篷。正、副鴉班二人，主頭巾頂帆、大桅上一條

龍旗及大旗。正、副杉板工二人，主杉板小船；行船時，

主清風大旗及頭帆。正、副繚手二人，主大帆及尾送布帆、

繚母棕、繚木索等物。正、副值庫二人，主大帆插花、天

妃大神旗，又主裝載。押工一人，主修理槓梖及行船時大

                                                 
28 有學者曾對明清時期福建、廣東等地海商船的機構設置有過簡要介紹，詳

見陳偉明 2000，頁 55-64。 
29 張燮 1981，頁 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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桅千斤墜一條。香公一人，主天妃、諸水神座前油燈、早

晚洋中獻紙及大帆尾繚。頭阡一人，主大桅繂索大椗索、

盤絞索、大櫓車繩。二阡二人，主大桅繂索副椗索、盤絞

索、大櫓車繩。三阡一人，主大桅繂索三椗索、盤絞索、

車子數根。正、副總鋪二人，主鍋飯、柴米事。30 

（三）康熙 61 年（1722）黃叔璥撰《赤嵌筆談》卷 1「海船」條： 

南北通商，每船出海一名（即船主）、舵工一名、亞班一

名、大繚一名、頭碇一名、司杉板船一名、總鋪一名、水

手二十餘名或十餘名。通販外國，船主一名；財副一名，

司貨物錢財；總捍一名，分理事件；火長一正、一副，掌

船中更漏及駛船鍼路；亞班、舵工各一正、一副；大繚、

二繚各一，管船中繚索；一碇、二碇各一，司碇；一遷、

二遷、三遷各一，司桅索；杉板船一正、一副，司杉板及

頭繚；押工一名，修理船中器物；擇庫一名，清理船艙；

香公一名，朝夕焚香楮祀神；總鋪一名，司火食；水手數

十餘名。31 

（四）乾隆年間朱仕玠（約 1753 前後）撰《小琉球漫誌》卷 1

〈泛海紀程〉：「凡海舶主事者曰出海，定羅盤子午針者曰舵工，經

理張弛篷索者曰鴉班，其餘俱名水手。舶篷編竹為之，長約八丈，闊

四五丈。或值黑夜舟行，海風怒呺，舟楫振撼，篷索偶失理，鴉班上

下桅竿，攀緣篷外，輕踰鳥隼，捷若猿猱，洵稱絕技」。32 

（五）道光 12 年（1832）周凱撰《廈門志》卷五〈船政略〉「商

船」條曰：「南北通商之船，每船出海一名（即船主）、柁工一名、

                                                 
30 徐葆光 1959，頁 6。 
31 黃叔璥 1959，頁 17。 
32 朱仕玠 1959，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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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班一名、大繚一名、頭椗一名、司杉船一名、總舖一名、水手二十

餘名或十餘名。」33又，卷 15〈風俗記‧俗尚〉云：「造船置貨者，

曰財東；領船運貨出洋者，曰出海；司舵者，曰舵工；司桅者，曰斗

手，亦曰亞班；司繚者，曰大繚；相呼曰兄弟」。34 

上述文獻中詳細介紹了明清時期閩臺地區海商船人員及機構的

設置情況。下面，我們結合文獻對「打船醮」中「唱儎」名錄中諸位

職司稱謂及其權責略作分析和考證。 

1、夥長 

「夥長」又稱「火長」，乃執掌船上的羅盤、子午針及更漏，領

引船舶在茫茫大海中沿著正確的航向前進。張燮撰《東西洋考》卷九

〈舟師考〉云：「長年三老鼓枻揚帆，截流橫波，獨恃指南針為導引。

或單用，或指兩間，憑其所嚮，蕩舟以行。如欲度道里遠近多少，準

一晝夜風利所至為十更。約行幾更，可到某處。……其司針者名火長，

波路壯闊，悉聽指揮。」35明萬曆時人謝杰撰《虔台倭纂》卷上〈倭

針〉附按語云： 

針者，水羅經子午針也，針舵相仍。針之所向，則舵隨之。

司針者，名黟長，司舵者，名舵工。余使琉球，用夥長八

人、舵工十六人，夥長二人一班、舵工四人一班，晝夜番

休無少間。上班者管事，下班者歇息。司針之處甚幽密，

外物一無所睹，惟開小牖與舵門相向，欲其專也。針艙內

燃長明燈，不分晝夜。夜五更、晝五更，故舡行十二時辰

為十更。36 

                                                 
33 周凱 1993，頁 171。 
34 周凱 1993，頁 645。 
35 張燮 1981，頁 170-171。 
36 謝傑 2010，頁 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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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引文論及「子午針」在航海中的領航作用，強調了「舵」（航向）

對「針」的依賴關係——「針之所向則舵隨之」，還介紹了夥長的工作

環境——針艙內的佈置情況。值得注意的是，謝氏談到他奉命冊封琉

球的使節船上共設夥長 8 人，乃係實施 2 人 1 班、輪流值崗的制度。

這麼龐大的夥長團隊，無非就是為了確保航線的準確無誤，由此也凸

顯了夥長及針路對於海船航行中的重要性。不過，清代徐葆光撰《中

山傳信錄》卷 1「封舟」條則將「夥長」分為正、副 2 職：「正夥長，

主針盤羅經事。副夥長，經理針房；兼主水鋾長綆三條，候水淺深。」
37這裡是說：正夥長執掌羅盤，副夥長負責針路兼及查驗水道之深淺。

此外，黃叔璥撰《赤嵌筆談》卷 1「海船」條也談到「火長」之職設正、

副二員：「火長一正、一副，掌船中更漏及駛船鍼路」。38 

此外，明末清初屈大均（1630-1696）撰《廣東新語》卷 18〈舟

語‧洋舶〉云：「凡上舶容人千餘，中者數百，皆有舵師、曆師。然

必以羅經指南。尸羅經者，為一舶司命，毫末分利害焉。每舶有羅經

三：一置神樓、一舶尾、一在半桅之間，必三鍼相對不爽，乃敢行海。」
39文中將「尸羅經者」（即「夥長」）稱為一船之司命——「尸羅經

者為一舶司命」。換言之，夥長的導航職責乃關係到全船人的性命、

不可有絲毫差錯。同時，為了確保航線的準確性，每艘海船上共設有

羅針三處：一置神樓、一舶尾、一在半桅之間，只有三針相對無誤時

才敢行船。清初劉獻廷（1648-1695）撰《廣陽雜記》（卷 5）也對夥

長「司羅盤」的操作流程做了如下介紹：「海舶上司羅盤者曰夥長。

置一龕，下鋪細砂，安盤于上，取平，周回置燈，夥長晝夜視之，較

之以刻漏而定方向焉。其水之淺深，泥之顏色臭味，皆知之。驗之毛

髮不爽。一見山，則事在舵工，夥長之任卸矣。」40引文末句是典型

                                                 
37 徐葆光 1959，頁 6。 
38 黃叔璥 1959，頁 17。 
39 屈大均 1985，頁 481。 
40 劉獻廷 1957，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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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追究制度，就是說若航海過程中發生了觸礁事故（「見山」），

雖事在舵工，但實係導航有誤所致，夥長必須引咎辭職。 

有趣的是，前引《廣東新語》卷 6〈神語‧海神〉還談到「火長」

另外擔負著一項特殊使命： 

凡渡海風波不起，島嶼晴明，忽見朱旗絳節，驂駕雙螭、

海女人魚，後先導從，是海神遊也。火長亟焚香再拜則吉，

其或日影向西，巨舶相遇，帆檣欹側，樓舵不全，或兩或

三，時來衝突，火長必舉火物色之，舉火而彼不應，是鬼

船也。火長亟被髮擲錢米以厭勝，或與之決戰，不勝，必

號呼海神以求救。41 

引文介紹了海船航行過程中，若逢「海神遊」時即由「火長」焚香再

拜、虔心禮敬；若遭遇鬼船「衝突」，則「火長」披頭散髮、拋擲錢

米以厭勝或「與之決戰」。從明清時期閩粵海船營運的機構設置來看，

執香奉祀本屬「香公」的職權範圍，但此類突發性緊急狀況下，改由

身分地位更高一些的「火長」出面解決倒也符合情理。 

今臺灣地區「唱儎」人員名錄中此職未分正、副，統稱「夥長」

或「火長」——臺南稱「伙長」、高屏稱「火長」。 

2、舵公（正舵公、副舵公） 

「舵公」即「舵工」，司掌船舵，計分正、副二職。張燮撰《東

西洋考》卷 9〈舟師考〉云：「司舵者為舵工，亦二人更代。」42徐

葆光撰《中山傳信錄》卷 1「封舟」條亦云：「正、副舵工二人，主

柁」。43 

臺南地區「唱儎」名錄中將「舵公、正舵公、副舵公」並列三條，

                                                 
41 屈大均 1985，頁 204。 
42 張燮 1981，頁 171。 
43 徐葆光 1959，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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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頗懷疑「舵公」當係贅衍。而高屏地區「唱儎」人員中則無「舵

公」稱謂，筆者推測名單中末位「押舵」當係「舵公」。 

3、阿班、副阿班（啞班） 

「阿班」又稱「亞班」、「鴉班」、「斗手」，專職攀緣瞭望之

責，同時也兼行司桅理篷的任務。明代張燮撰《東西洋考》卷九〈舟

師考〉記載：「上檣桅者為阿班」。44又，徐葆光撰《中山傳信錄》

卷 1「封舟」云：「船戶以下共二十二人，各有專掌。其中最趫捷者

名鴉班，正、副二人；登檣瞭望，上下如飛。」45黃叔璥撰《赤嵌筆

談》卷一「海船」條：「有占風望向者，緣篷桅繩而上，登眺盤旋，

了無怖畏；名曰亞班。」46綜上所述，「阿班」（「亞班」、「鴉班」）

計分正、副二職，其人身手敏捷、登檣緣桅，專司瞭望、目測風向及

航道。其實，朱仕玠撰《小琉球漫誌》卷 1〈泛海紀程〉中形象地勾

勒出了「鴉班」的矯健身手：「經理張弛篷索者曰鴉班，其餘俱名水

手。舶篷編竹為之，長約八丈，闊四五丈。或值黑夜舟行，海風怒呺，

舟楫振撼，篷索偶失理，鴉班上下桅竿，攀緣篷外，輕踰鳥隼，捷若

猿猱，洵稱絕技。」47這裡談到「鴉班」兼及打理篷索（調整桅篷、

確保航向），道光版《廈門志》卷 15〈風俗記‧俗尚〉亦說：「司桅

者，曰斗手，亦曰亞班」。48 

既然阿班司候遠眺、占風望向，其目測能力自然應是超乎常人

的。清代廣州長壽司主持釋大汕撰《海外紀事》卷 1 記載了他本人於

康熙 34 年（1695）春渡海赴越南塗中的一則見聞可謂是對阿班目力

的絕妙註解： 

                                                 
44 張燮 1981，頁 170。 
45 徐葆光 1959，頁 4。 
46 黃叔璥 1959，頁 17。 
47 朱仕玠 1959，頁 7。 
48 周凱 1993，頁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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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廿四，船主人大書於柱曰：「先見山者賞錢一貫。』

人人眉宇俱開，喜慰可知矣。先是船上有水工阿班者，安

南人，年不滿二十，壯健趫捷，每掛帆即上巾頂，料理纜

索，往來如覆平地，方在目前，仰視已據桅巔，上下跳躑，

毫不芥帶，識者謂先見山者必是人矣。時有羣燕飛繞檣上，

越三日尚渺無山影。至廿七將午，有大呼桅頂曰：「山在是

矣。」果阿班也。舉船閧然大笑，然未嘗有同見者也。注

目凝神，時移而見者，百中之一矣。又移時見者，十中之

一矣。於是舵工謀所向。49 

據上述文字可知，這位阿班不僅「壯健趫捷」，視力更非同尋常。 

臺南地區「唱儎」名錄中設「阿班」、「副阿班」二職，高屏地

區「啞班」當係「亞班」之訛誤。 

4、大繚、二繚（頭寮、二寮） 

大繚、二繚，乃係司繚之職，即執掌船上的布帆、繚索等物。明

代張燮撰《東西洋考》卷 9〈舟師考〉云：「司繚者有大繚、二繚」。
50徐葆光撰《中山傳信錄》卷 1「封舟」條亦云：「正、副繚手二人，

主大帆及尾送布帆、繚母棕、繚木索等物。」51黃叔璥撰《赤嵌筆談》

卷 1「海船」條：「大繚、二繚各一，管船中繚索」。52 

高屏地區「唱儎」名錄中「頭寮」、「二寮」當係「繚」字誤寫，

而「副寮」則似衍誤。 

5、頭碇、二碇、三碇 

「碇」或作「椗」，乃係船舶停泊時沉入水底用以穩定船身的器

                                                 
49 大汕 1987，頁 7。 
50 張燮 1981，頁 171。 
51 徐葆光 1959，頁 6。 
52 黃叔璥 1959，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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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早期多為石質——如石塊、石墩或碇石，後來改用木質或鐵質——

碇木、碇鐵、錨等。每艘船舶會根據自身之載重量而配備「碇」（「椗」）

數枚，一般海船通常配置三椗或二椗，遠洋巨舟可設四椗、依次稱為：

正碇（又稱「頭碇」、「將軍碇」，不輕下）、副碇、三碇、四碇。

每枚「碇」（「椗」）的重量不等，「正碇」重達七、八百斤，餘碇

則逐次遞減。每枚「椗」上均綁縛繩索，分稱為「正椗 」、「副椗

」、「三椗 」、「四椗 」。53 

徐葆光撰《中山傳信錄》記載了徐氏受命為冊封琉球副使，陪同

正使翰林院檢討海寶，親率兩艘大海船（「封舟」）54出使琉球、冊

封中山王尚敬的過程。該書卷 1「封舟」條對兩艘海船的建造及配置

情況做了介紹，其中談道：「（一號船）椗大小各二，大者長二丈七

尺，小者長二丈四尺；皆寬八寸及七寸。形如『个』字：皆以鐵力木

為之。椗上棕索二條，長一百托，圍一尺五寸（按字書：『碇，錘舟

石也；與矴同』。無『椗』字。今以木為之，故俗字從木）。」55 又云：

「（二號船）椗，大小三具。」56簡言之，一號「封舟」上設椗二枚，

二號「封舟」上設椗三枚。 

又，黃叔璥撰《赤嵌筆談》卷 1「海船」條：「碇凡三：正碇、

副碇、三碇（正碇一名將軍碇，不輕下），入水數十丈。椶藤草三緪，

約值五十金。寄碇先用鉛錘試水深淺；繩六、七十丈，繩盡猶不止底，

則不敢寄。鉛鎚之末，塗以牛油；沾起沙泥，舵師輒能辨至某處。」
57這裡談到海船一般設「碇」三枚（「正碇」具有象徵地位，不輕易

                                                 
53 道光版《廈門志》卷 5〈船政略〉：「正椗 、副椗 、三椗 （綁在椗

上，用以泊船）、四椗 （在港內淺處用）」。周凱 1993，頁 164。 
54 這兩艘「封舟」乃係取自浙江寧波民間商船。徐葆光撰《中山傳信錄》卷

1「封舟」條：「二船取自浙江寧波府屬，皆民間商舶；較往時封舟，大

小相埒而費輕辦速，前此未有也。」徐葆光 1959，頁 1。 
55 同上註，頁 5。 
56 同上註，頁 6。 
57 黃叔璥 1959，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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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入水數十丈。「寄碇」前須用鉛錘試水深淺，其後方可投碇。 

此外，朱仕玠撰《小琉球漫誌》卷 1〈泛海紀程〉談道：「矴以

鐵力木為之，頭矴重七、八百斤，以次遞殺。巨舟四矴，次三矴、二

矴，下鉛筒約四十餘尋。鉛筒以純鉛為之，形如秤錘，高約三四寸，

底平，中刳孔，寬約四分，深如之，繫以棕繩。投鉛筒下海，底孔粘

海泥；舵工覘泥色，即知其處，舟行自不錯誤。」58這段文字進一步

解說「矴」（椗）質地為鐵力木（一種熱帶硬木，享有「硬木之王」

美譽）59，每艘船舶可根據型號不同而配備二椗、三椗或四椗，頭椗

重達七、八百斤，二椗、三椗、四椗的重量則依次遞減。這些數據很

大程度上真實再現了清初海船的承重情況。此外，道光 19 年刊刻《廈

門志》卷 5「船工需用木料名色」條則說「椗」係採用「赤皮木」製

成：「椗（用赤皮木。用以停泊船）」。60 

必須說明的是，打船醮「唱儎」時提到的「頭碇」、「二碇」、

「三碇」（臺南地區）和「頭鐙」、「二鐙」（高屏地區）乃係分別

掌管船上「頭碇」、「二碇」、「三碇」的職司人員而非「碇」本身。

而明代張燮撰《東西洋考》卷 9〈舟師考〉云：「司椗者有頭椗、二

椗」61；黃叔璥撰《赤嵌筆談》卷 1「海船」條亦云：「一碇、二碇各

一，司碇」62。此外，清代徐葆光撰《中山傳信錄》（卷 1）談到正椗

和副椗共同執掌船上四椗及布篷——「正、副椗二人，主椗四門；行

                                                 
58 朱仕玠 1959，頁 7。 
59 明清之季，閩粵等地民眾打造遠航海船中關鍵部件（如龍骨、桅杆、舵等）

時通常選用材質優良的鐵力木，故有「鐵船」之稱。明末清初屈大均撰《廣

東新語》卷 18〈舟語‧操舟〉：「粵人善操舟。故有鐵船紙人、紙船鐵人

之語。蓋下海風濤多險，其船厚重。多以鐵力木為之。船底從一木以為梁，

而艙艎橫數木以為擔，有梁擔則骨幹堅強，食水可深。風濤不能掀簸，任

載重大，故曰鐵船。船既厚重，則惟風濤所運，人力不費。」屈大均 1985，

頁 477。 
60 周凱 1993，頁 163。 
61 張燮 1981，頁 170-171。 
62 黃叔璥 1959，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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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時，主頭緝布篷。」63換言之，即使配有四椗的巨型船舶也才僅設

正椗和副椗二職。 

6、大繏、二繏、三繏（一千、二千、三千） 

「唱儎」名錄中提到的「大繏」、「二繏」、「三繏」（臺南地

區）或「一千」、「二千」、「三千」（高屏地區），舊時稱「頭阡」

（「一遷」）、「二阡」（「二遷」）、「三阡」（「三遷」），乃係司

桅索之職（即主管帆桅之起落）。徐葆光撰《中山傳信錄》卷 1「封舟」

條云：「頭阡一人，主大桅繂索大椗索、盤絞索、大櫓車繩。二阡二

人，主大桅繂索副椗索、盤絞索、大櫓車繩。三阡一人，主大桅繂索

三椗索、盤絞索、車子數根。」64黃叔璥撰《赤嵌筆談》卷 1「海船」

條云：「一遷、二遷、三遷各一，司桅索」。65 

7、財付（才副） 

「財付」、「才副」，實為「財副」之訛誤。顧名思義，「財副」

就是管理貨物及錢財等帳目，類似今天的財務會計之角色。張燮撰《東

西洋考》卷九〈舟師考〉云：「財副一人，爰司掌記。」66又，黃叔

璥撰《赤嵌筆談》卷 1「海船」條：「財副一名，司貨物錢財」。67概

言之，「財副」就是船上公共財物的管理人。 

8、啞公（押杠大王） 

今臺灣地區打船醮「唱儎」名錄中「啞公」（臺南地區）、「押杠

大王」（高屏地區），當係指「押工」（「押班」），此職的日常權責

就是承擔船上設備及部件的維護保養。徐葆光撰《中山傳信錄》卷一

「封舟」條云：「押工一人，主修理槓梖及行船時大桅千斤墜一條。」

                                                 
63 徐葆光 1959，頁 6。 
64 徐葆光 1959，頁 6。 
65 黃叔璥 1959，頁 17。 
66 張燮 1981，頁 170。 
67 黃叔璥 1959，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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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又，黃叔璥撰《赤嵌筆談》卷 1「海船」條：「押工一名，修理船中

器物」69。上述引文介紹了「押工」的日常職責就是停泊時修理槓梖

等船上器具，行船時負責大桅千斤墜。由此可見，「押工」角色在船

員中似乎並不顯要。不過，清嘉慶 20 年（1815）刊本《澄海縣志》

卷 6〈風俗‧生業〉則將此職（「押班」）列為「船頭目」中三首之

一，其地位僅次於「出海」和「舵公」，如謂：「行舶艚船亦云洋船、

商船，以之載貨出洋，閩粵沿海皆有之。……其船頭目有三首：出海，

掌數兼管通船諸務；次舵公，把舵；次押班，能直上桅端、整脩帆索

等物」。70 

9、直庫 

直庫（值庫），分為正、副二職，司管戰鬥器具（舊時海船上常

配火器以自衛、防備不測）或大帆插花、大神旗及裝載等事宜。張燮

撰《東西洋考》卷 9〈舟師考〉云：「舟大者廣可三丈五六尺，長十

餘丈。小者廣二丈，長約七八丈。弓矢刀楯戰具都備，猝遇賊至，人

自為衛，依然長城，未易卒拔焉。……其司戰具者為直庫」。71徐葆

光撰《中山傳信錄》卷 1「封舟」條：「正、副值庫二人，主大帆插

花、天妃大神旗，又主裝載」。72 

高屏地區「唱儎」所言「直舖」實為「直庫」。 

10、香公 

「香公」又名「司香」，乃係執香奉祀船上所供神祇（神龕）的

神職人員。張燮撰《東西洋考》卷 9〈舟師考‧祭祀〉對此介紹說： 

以上三神（守誠按：協天大帝關公、天妃媽祖、舟神），凡

                                                 
68 徐葆光 1959，頁 6。 
69 黃叔璥 1959，頁 17。 
70 李書吉等修、蔡繼紳等 1969，頁 65。 
71 張燮 1981，頁 170。 
72 徐葆光 1959，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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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中來往，俱晝夜香火不絕。特命一人為司香，不他事事。

舶主每曉起，率眾頂禮。每舶中有驚險，則神必現靈以警

眾，火光一點，飛出舶上，眾悉叩頭，至火光更飛入幕乃

止。是日善防之，然畢竟有一事為驗。或舟將不免，則火

光必颺去不肯歸。73 

據引文可知，明代閩粵沿海地區洋船上通常供祀關聖、媽祖和舟神74三

位神祇，除關帝外後兩位均係水神。75而今閩臺地區「送王」儀式中

王船上必設「聖母閣」（奉祀天妃媽祖）和「代天府」（奉祀值年瘟

王）。 

有關「香公」的日常職責，黃叔璥撰《赤嵌筆談》卷 1「海船」

條精煉概括：「香公一名，朝夕焚香楮祀神」。76徐葆光撰《中山傳

信錄》卷 1「封舟」條則給予詳細詮釋：「香公一人，主天妃、諸水

神座前油燈、早晚洋中獻紙及大帆尾繚。」77這裡談到「香公」負責

船上天妃及諸水神的日常奉祭，確保他們座前油燈常燃不熄，此外每

天早、晚兩次在海水中拋撒紙錢、祭奠水中亡魂，祈求航行平安。當

然，除了執香祭祀的本職工作外，「香公」還兼管大帆尾繚。 

11、總管 

總管，又稱「總捍」，乃係輔佐船主、料理事務的全責性人物。

張燮撰《東西洋考》卷 9〈舟師考〉云：「又總管一人，統理舟中事，

                                                 
73 張燮 1981，頁 186。 
74 張燮撰《東西洋考》卷 9〈舟師考‧祭祀〉云：「舟神，不知創自何年，

然舶人皆祀之」（1981，頁 186）。 
75 屈大均撰《廣東新語》卷 6〈神語‧海神〉談到粵人多有奉祀海神之傳統：

「粵人事海神甚謹，以郡邑多瀕於海……。然今粵人出入，率不泛祀海神，

以海神渺茫不可知。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融、天妃，自徐聞者，祀二

伏波」（1985，頁 204）。 
76 黃叔璥 1959，頁 17。 
77 徐葆光 1959，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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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舶主傳呼。」78黃叔璥撰《赤嵌筆談》卷 1「海船」條：「總捍一名，

分理事件」。79 

12、三板工（三板公） 

「唱儎」名錄中「三板工」（臺南地區）和「三板公」（高屏地

區），實為「杉板工」（「杉板船」）之訛誤。此職係為執掌杉板船

及頭繚的人員，計分為正、副二人。黃叔璥撰《赤嵌筆談》卷 1「海

船」條談道：「每船載杉板船一只，以便登岸。出入悉於舟側，名水

仙門。……杉板船一正、一副，司杉板及頭繚」。80引文所言每艘海

船上均裝載有杉板船一隻，其作用類似今天的救生艇或登陸小艇。而

兩名「杉板工」即為掌管這艘杉板船及頭繚的人員。 

13、總舖 

總舖，乃負責船上全體人員的後勤伙食。關於此職之人數，徐葆

光撰《中山傳信錄》卷 1「封舟」條中說有正、副二人：「正、副總

鋪二人，主鍋飯、柴米事。」81而黃叔璥撰《赤嵌筆談》卷 1「海船」

條則為一名：「總鋪一名，司火食」。82 

14、水手 

水手，就是划船（駕船）的普通船工，海船上通常配備數十名水

手。黃叔璥撰《赤嵌筆談》卷 1「海船」條：「水手數十餘名」，83道

光版《廈門志》卷 5〈船政略〉「商船」條曰：「水手二十餘名或十

餘名」。84今天閩臺地區「王船」兩側通常會擺設五彩紙糊而成的數

十枚偶人（象徵水手），這與文獻中記載的海船水手數目的真實情況

                                                 
78 張燮 1981，頁 170。 
79 黃叔璥 1959，頁 17。 
80 黃叔璥 1959，頁 17。 
81 徐葆光 1959，頁 6。 
82 黃叔璥 1959，頁 17。 
83 同上註。 
84 周凱 1993，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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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相符。 

15、船主（出海） 

船主，又稱「舶主」，乃係一船之長（全體船員之領袖），其角

色十分類似今天的船長，他擔負著運貨出海、販賣採辦之重任。張燮

撰《東西洋考》卷 9〈舟師考〉云：「每舶舶主為政，諸商人附之，

如蟻封衛長，合併徒巢。」85據此可知，這名船長受「財東」（造船

者或船舶擁有者）及商人之委託，率船出海從事貿易，全權處置貨物

並盈利分紅。 

「船主」（或「舶主」），又稱「出海」。朱仕玠撰《小琉球漫誌》

卷 1〈泛海紀程〉曰：「凡海舶主事者曰出海」。86道光版《廈門志》

卷 5〈船政略〉「商船」條亦云：「南北通商之船，每船出海一名（即

船主）」，87又卷 15〈風俗記‧俗尚〉云：「造船置貨者，曰財東；

領船運貨出洋者，曰出海。」88概言之，船主（出海）雖在航運期間

對所轄船舶及貨物擔負全責、行使職權，但他卻並非船舶及貨物的擁

有者，而「財東」才是真正的老闆，船主（出海）只能算是財東的全

權代理人而已。 

高屏地區「唱儎」名錄中並列言及「船主」、「出海」，當係後

人混淆所致。值得注意的是，「船主」（「出海」）之稱謂則不見於

臺南「唱儎」名錄中。如果排除了無意行為（如此重要之職位不應被

疏漏），那顯然是有意而為了——藉此隱喻「船主」即為王爺？ 

上述十五種角色稱謂，相對完整地反映出了明清時期閩臺等地海

船人員的組織及分工情況。有關他們的職司權責，我們已經借助史料

文獻進行了梳理和考證。值得一提的是，屈大均撰《廣東新語》卷 11

                                                 
85 張燮 1981，頁 170。 
86 朱仕玠 1959，頁 7。 
87 周凱 1993，頁 171。 
88 同上註，頁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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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語‧土言〉談到當地民眾對船員的一些稱謂：「司柁者曰柁公、

梢公，在船頭者曰頭公。二人為舟司命，故公之，即三老也。搖櫓者

曰事頭，……事頭者，事力之首也。立桅斗者曰班首，司篙者曰駕長，

打牽曰牽夫。」89從上述內容看，明清之際粵地（廣東）與閩臺二地

海船營運的機構設置雖然大致相同，但相關人員的稱謂則存有不少差

異。 

除了前述人員外，「唱儎」名錄中還有一些罕見稱謂：臺南地區

計有四員——拔帆首、統首、管船官、90親丁；91高屏地區計有八員——

總掌、門子、92官吏、船工、正付、坐山、水駝、頭目公。93這些稱謂

中多數與閩臺地區航海水運並無關聯，部分則暫時無法探明其意涵。 

有關海船人員的數量，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明清兩代，中

央政府多次頒布法令、嚴格規定海船形制及承載人數——如明弘治 13

年、嘉靖 4 年、清康熙 42 年、雍正 10 年。據道光版《廈門志》卷 5

〈船政略〉「商船」條引《清會典》云： 

康熙 42 年，商賈船許用雙桅。其樑頭不得過一丈八尺，舵

                                                 
89 屈大均 1985，頁 237-238。 
90 「管船官」原係清代譯稱西洋水軍中的官職名，鄭觀應（1842-1921）撰《盛

世危言》卷 6《兵政》云：「英國以水師為重，另分一部曰海軍，設立大

員立，以司厥事。……別設監督一員，由議院轉調升降，職與五大員同，

皆歸國家黜陟。其下又有司官十員：曰協理官、曰管船官、曰會計官、曰

機料官、曰轉寄官、曰管工官、曰管炮官、曰管票官、曰管膳官、曰醫官」

（1996，頁 701）。 
91 「親丁」是古人對親屬成員的統稱，但筆者頗懷疑此係「親兵」之訛誤。 
92 「門子」乃指官衙中打雜、服侍官員的差役。袁枚（1716-1797）撰《隨園

隨筆》卷 17〈辨訛類〉「門子之訛」條云：「今稱府縣侍茶者曰門子……。

今之門子，古之縣僮也。」袁枚 1993，頁 299。趙翼（1727-1814）撰《陔

餘叢考》卷 36「門子」條亦云：「今世所謂門子，乃牙署中侍茶捧衣之賤

役也」（趙翼 1990，頁 762）。 
93 「頭目公」為清代廣東瑤族頭領的稱謂之一，即瑤寨中由天長公、頭目公、

管事頭、掌廟公、燒香公、放水公等老輩組成最高權力機構來決策和議事，

又稱「瑤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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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人等不得過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樑頭者，不得過

二十四名；一丈四、五尺樑頭者，不得過十六名；一丈二、

三尺樑頭者，不得過十四名。出洋漁船，止許單桅。樑頭

不得過一丈、舵水人等不得過二十名並攬載客貨。94 

這裡談到最大型號的海商船上所配備的舵水人數也不得超過 28

名。據此反觀上述「唱儎」名錄數目——臺南地區總計 26 員、高屏地

區總計 29 員，若扣除衍誤，其實二地名錄中人員也就 20 餘名而已，

均未超過詔令中的數量限制。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王船」習俗的時代

特徵。 

表 4：明清時期閩臺等地海船營運的機構設置及職司 

序

號 
稱 謂 

人

數 
司 職 

1. 財 東  造船置貨者。 

2. 

船主 

（ 舶 主 、 出

海） 

1 

每舶舶主為政，諸商人附之，如蟻封

衛長，合併徒巢。 

領船運貨出洋者，曰出海。 

3. 財 副 1 爰司掌記。司貨物錢財。 

4. 總管（總捍） 1 統理舟中事，代舶主傳呼。分理事件。 

5. 

正

夥

長 

夥 長 、

火長 1 

主 針 盤 羅 經

事。 

其司針者名火長，波

路壯闊，悉聽指揮。 

掌 船 中 更 漏 及 駛 船

鍼路。 

6. 

副

夥

長 

1 

經理針房，兼主

水 鋾 長 綆 三

條，候水淺深。

                                                 
94 周凱 1993，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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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正舵工  1 司舵者為舵工。 

主柁。 8. 副舵工 1 

9. 正椗（頭椗） 1 司椗者。 

主椗四門；行船時，主頭緝布篷。 10. 副椗（二椗） 1 

11. 
正鴉班 

（正阿班） 
1 

上檣桅者為阿班。經理張弛篷索者曰

鴉班。 

司桅者，曰斗手，亦曰亞班。 

其中最趫捷者名鴉班，正、副二人；

登檣瞭望，上下如飛。主頭巾頂帆、

大桅上一條龍旗及大旗。 

12. 

副鴉班 

（副阿班） 
1 

13. 正杉板工 1 主杉板小船；行船時，主清風大旗及

頭帆。 

司杉板及頭繚。 
14. 

副杉板工 
1 

15. 
正繚手 

（大繚） 
1 

司繚者。主人帆及尾送布帆、繚母棕、

繚木索等物。管船中繚索。 

16. 
副繚手 

（二繚） 
1 

17. 正值庫  1 其司戰具者。 

主大帆插花、天妃大神旗，又主裝載。18. 副值庫 1 

19. 
押 工 

1 
主 修 理 槓 梖 及 行 船 時 大 桅 千 斤 墜 一

條。修理船中器物。 

20. 擇 庫 1 清理船艙。 

21. 

香 公 

1 

主天妃、諸水神座前油燈、早晚洋中

獻紙及大帆尾繚。 

朝夕焚香楮祀神。 

22. 
頭 阡 

1 
主大桅繂索大椗索、盤絞

索、大櫓車繩。 

司桅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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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二 阡 

2 
主大桅繂索副椗索、盤絞

索、大櫓車繩。 

24. 
三 阡 

1 
主大桅繂索三椗索、盤絞

索、車子數根。 

25. 正總鋪 1 主鍋飯、柴米事。 

司火食。 26. 副總鋪 1 

 

圖 8：《中山傳信錄》（卷 1）所附「封舟」圖 

五、結論 

「打船醮」是南臺灣靈寶道派敷演王醮科儀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也是「焚送王船」前的最後準備工作。這場法事的核心旨趣就是祭奠

王船，為即將遠航的全體船員（神祇）施予獻禮、犒勞和餞行，同時

為龍舟啟航做好人員和航道上的鋪墊：「點班唱儎」就是清點人數、

驗明正身，確認王船上的職司人員均已就位；「開水路」則係施展法

術打通水路、掃除航線上的障礙。這些程序充分體現出了信眾寄希望

於「王爺」能夠押解瘟疫及災厄等諸不祥登上「王船」，乘風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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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離本境的美好願望。而「唱儎」節次則承襲了現實生活中海船啟航

前的一貫做法，其所羅列的職司稱謂真實再現了古代閩臺地區海商船

的機構設置及人員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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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臺南地區《金籙禳災祭奠王船醮科

儀》（又稱《祭奠王船真科儀》） 

（吹角） 

三直符 

法鼓差鳴第一／二／三聲，奉請上／中／下界使者飛仙直符郎，

壇中請。身穿仙衣、腳踏雲，隨時變化千萬里，回來倏忽到壇前。虔

誠奉承天地勅，週流四方走通傳。一／二／三遍清香專拜請，奉請上

／中／下界使者降臨來。神兵火急如律令。 

步 虛 

行滿三千數，時登數萬年。丹臺開寶笈，今古永流傳。 

淨 壇 

琳瑯振響，十方肅靜。河海靜默，山嶽吞煙。萬靈振伏，招集群

仙。天無氛穢，地絕妖塵。十方肅靜天尊。 

請神‧三獻 

初運真香，謹當誠上啟：正乙洞淵大帝伏魔三昧天尊、和瘟教主

匡阜真人、今年歲分代天巡狩高上大王爺、解瘟明覺大師、和瘟勸善

大師、五方符瘟行病鬼王、天符治世五黃大帝、解瘟靜明真人、五瘟

十二年大王、五瘟十二月神將、五方都天大力魔王、五瘟都天魔王、

五瘟使者、萬石大王、行瘟康舍人、郭任二太尉、杜太尉、楊使者、

船頭十二生相獸面將軍、船上二十四司都總管、承天符牒使者、天地

水三界使者、行瘟四時八節使者、行瘟四季寒熱使者、行瘟打水主火

使者、搖旗鳴鑼擊鼓大神、收船押船二位水手、船頭大王、船尾小王、

佩符使者、河伯水官、行瘟雞犬豬羊牛馬六畜瘟疫使者、瘟部合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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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聖眾，管船官吏、船上舵公、阿班水手一切等神，本屬府縣城隍尊

神、當境虛空過往鑒巡察使者、本壇靖諸員官將吏兵，悉仗真香、普

同供養。 

伏以羽儀仙仗，暫降塵寰。天樂法音，週旋寶座。燦燦之瑤光交

煥，鏘鏘之玉佩和鳴。百執電奔，覩龍顏於咫尺。眾真伸供，今俯伏

百拜於階墀，冒瀆聖眾，祗迎聖駕。 

臣與醮主等，虔恭設拜，慇懃初獻送天仙，主攝瘟  盡赴船，奉

勸兒郎並水手，醉飲  船去輕便。上香，初獻酒。 

上謝天仙享醮筵，回凶作吉永綿綿。誠心更勸一杯酒，流恩賜祿

福自然。 

大羅天諸賢聖，但願醮主保平安。 

送天仙、送地仙，天仙、地仙、水仙、火仙等雲中去，莫得人間

作禍殃。扯起大帆，撈起大碇。大鑼、大鼓鬧紛紛。送爾去，莫得陽

間作灾殃。嘿櫓嗦，嘿櫓嗦，嘿櫓嗦。 

再運真香，謹當誠上啟：天符主瘟都大元帥、行瘟使者、押船大

使、船頭大王、船尾小王、競渡三郎、河伯水官、梢工把船大王、班

碇水手大神、左不達兒郎、右不動兒郎、船頭都鬧大使、仙舟變現大

神、鴉鳴鵲噪大神、消灾散禍大神、搖旗擊鼓鳴鑼大神、木龍神君、

遊江五郎，悉仗真香，普同供養。 

伏以黍稷惟馨，饗聖寔資於明德。蘋蘩可薦，陳儀惟藉於克誠。

仰惟大道之慈悲，俯鑒小心之修奉，隨方示眾，若皎月之在空。顯化

無私，似碧潭之映物。俯納皈依之懇，悉蒙開度之恩，冒瀆仁慈。 

臣與醮主等，虔誠再拜：酒斟二奠獻天符，穩泛龍舟向五湖。塵

世豈留神聖駕，送歸海外恣歡娛。上香，再獻酒。 

唱此一歌謝天仙，鳴鑼擊鼓鬧喧天。諸神竝坐同歆鑒，合境人口

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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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餘天諸聖賢，但願醮主保平安。 

送天仙、送地仙，天仙、地仙、水仙、火仙等雲中去，莫得人間

作禍殃。扯起大帆，撈起大碇。大鑼、大鼓鬧紛紛。送爾去，莫得陽

間作灾殃。嘿櫓嗦，嘿櫓嗦，嘿櫓嗦。 

三運真香，謹當誠上啟：天符主瘟都大元帥、行瘟使者、押船大

使、船頭大王、船尾小王、競渡三郎、河伯水官、梢工拔船大王、班

碇水手大神、左不達兒郎、右不動兒郎、船頭都鬧大使、仙舟變現大

神、鴉鳴鵲噪大神、消灾散禍大神、搖旗擊鼓鳴鑼大神、木龍神君、

遊江五郎、合船真宰一切神眾，仗此真香、普同供養。 

伏聞金童玉女傳言遙達於清都，符使真官執奏上登於紫府，俾誠

心而可格，庶醮事以週完。瞻聖仁慈，俯垂洞鑒。 

臣與醮主等，虔誠三拜：三奠瓊醪一炷香，慇懃酌盞送年王。此

境不須回頭顧，無限歡娛在洛陽。上香，三獻酒。 

造此龍舟巧粧成，諸神排列甚分明。相呼相喚歸天去，莫在人間

作禍殃。 

太赤天諸聖賢，但願醮主保平安。 

送天仙、送地仙，天仙、地仙、水仙、火仙等雲中去，莫得人間

作禍殃。扯起大帆，撈起大碇。大鑼、大鼓鬧紛紛。送爾去，莫得陽

間作灾殃。嘿櫓嗦，嘿櫓嗦，嘿櫓嗦。 

伏以光明滿月上，三界無上尊。降伏諸眾魔，諸天皆稽首。 

入 意 

向來祭典龍船三獻已畢，具有疏文謹當宣讀。（宣讀禳灾祈安醮

福疏） 

向來疏文宣讀完週。伏願大道無私、諒垂昭鑒，即將疏內善果一

筵，皈流合社如茲。向去家門迪吉，人物平安，五穀豐登，六畜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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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進萬金。 

稽首皈依無極大道，志心稱念：三清三境天尊、消災解厄天尊、

長生保命天尊、福星無量天尊，大道不可思議功德。 

謹當誠上謝：本年王爺、瘟部行災一切仙眾，仗此真香、普同供

養。 

送 神 

臣聞勢分高厚，氣辨陰陽。晝夜既已殊途，幽顯從人異致。人處

陽光之界，神遊溟漠之鄉。雖影響以潛通，奈居諸而有間況。故災衰

而殄滅，是宜人鬼而區分。 

醮禮事終，啟陳告畢。 

伏願體上帝好生之德，憫下民悔過之誠。息既往之餘殃，赦未萌

之結釁。速還本部，勿滯塵寰。物泰人安，良荷更生之賜。晨瞻夕禱，

敢忘莫大之恩。尚慮三境垂慈，諸天宥過，和瘟大聖匡阜先生，軟語

慈容，善加訓告，回鑾返駕，誕賜恩庥。 

臣與醮主，下情無任。虔伸再拜，奉送仙馭。 

一送神仙離鄉中，街頭巷尾無時長。鳴鑼擊鼓喧天去，直到蓬萊

不老宮。神兵火急如律令。 

二送諸神離家鄉，龍舟到水遊如龍。受此筵席歡喜去，唱起龍舟

出外洋。神兵火急如律令。 

三送諸神離鄉閭，騰駕寶馬乘龍車。也有神兵風火送，不停時刻

到本司。神兵火急如律令。 

速送妖魔精，斬馘六鬼鋒。諸天氣蕩蕩，我道日興隆。 

大道雖雲遠，人能克至誠。誠心達樂國，諸聖降塵寰。 

事畢難留久，陳詞不再宣。狂風雲霧起，瞬息到鑾驂。寶華完滿

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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醮事事畢。仰荷玄恩，志心稽首奉送瘟部一切威靈。雲輿不住，

聖駕難留。後有醮事，還當再請。 

回駢五雲輿，騰駕九霄高。倏忽沖天遠，壇前香炁多。 

玄恩潭宇宙，福祿遍山河。緬想神仙路，逍遙上大羅。 

聖德流科教，醮主福壽長。延生隨玉簡，請命奏金章。 

罪名消北府，生籍註南宮。人人皆獲福，諸天降吉祥。傾光回駕

天尊。 

向來祭奠王船三獻事畢。醮主下情無任，具有京金火輪燒化。 

化紙咒 

千千截首，萬萬翦形。魔無干犯，鬼無祅精。三官北酆，明檢鬼

營，不得容隱。金馬驛程，普告無窮，萬神咸聽。三界五帝，列言上

清。 

唱 儎 

（高功呼，以下略）伙長，（眾人應，以下略）在；舵公，在；

正舵公，在；副舵公，在；阿班，在；副阿班，在；大繚，在；二繚，

在；頭碇，在；二碇，在；三碇，在；大繏，在；二繏，在；三繏，

在；啞公，在；才副，在；直庫，在；香公，在；拔帆首，在；總管，

在；三板工，在；總舖，在；水手，在；統首，在；管船官，在；親

丁，在。各各到船，備辦柴米油鹽醬醋菜蔬，船中各各物件，件件齊

備，伺候大王爺發令起駕，不得久停。 

開水路 

（口白）貫龍貫斗頭，順風順水流；貫龍貫斗口，順風順水恰能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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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 向 

向來祭奠王船唱儎事畢，完成功德。上祈高真列聖，賜福消灾，

同賴善功。證無上大道，一切信禮。 

金籙禳灾祭奠王船醮科儀諷誦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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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高屏地區《太上靈寶禳災祭船科儀》 

步 虛 

萬物消灾癘，三晨降吉祥。步虛聲已徹，更誦洞玄章。 

淨 壇 

琳瑯振響，十方肅靜。河海靜默，山嶽吞煙。萬靈振伏，招集群

仙。天無氛穢，地絕妖塵。十方肅靜天尊。 

請神‧三獻 

以今初運真香，虔誠供養，焚香奉請：瘟部大王、行灾使者、押

船大使、船頭大王、船尾小王、遊江五郎、競渡三郎、河泊水官、梢

工把船大王、班椗水手、左不達兒郎、右不動兒郎、搖旗神君、擊鼓

大神、鳴鑼大神、招頭都市大神、消灾散禍大神、鴉鳴鵲噪大神、仙

舟變現大神、招頭神將、當境土地里社神祇、彩船會上一切神君，仗

此真香。 

伏以錦帆高掛，順流遠出於江中。執殳前驅，逐隊儼然於舫槊。

船不停而浪風恬息，旌向往而鼓樂摧行。載春色之方來，棹清風而復

還。送往迎來，徵下情而致敬。轉禍為福，仗玄語以冒陳。 挽行威，

輒陳租餞。伏望開懷暢飲，莫辭北海之傾樽。舉棹如飛，高激浪花之

翻。雪醮主眾等年不測之災，家有大來之慶。知恩有自，補報無由。

百拜虔誠，酒當初獻。醮主上香，初獻酒。 

洞案爐煙起，散花林； 

無為道德香，滿芳筵。船中諸真列聖前供養。 

再運真香，虔誠供養，焚香奉請：瘟部神祇、行災使者、押船大

使、船頭大王、河泊水官、梢工把船、班椗水手列位諸神，仗此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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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以乘風破浪，船飛直去於海外。扶國庇民，妖氛掃淨於海島。

芳聲久播，駿譽遐騰。彩船齊發，泗水生輝。瞻河溯而望餘光，賭甘

棠而思會德。某等效投轄之末，由冀奪標之有捷，謹奉素酌以勞軍。

益願煙銷福集，謬進芳筵以饗士。惟祈瘴息禧臨，醮主虔誠、酒當亞

獻。醮主上香，再獻酒。 

散花何處着，散花林； 

散在道場中，滿芳筵。押船大神合班水手前供養。 

三運真香虔誠供養，焚香奉請：押船大王、船頭大神、彩船會上

一切仙眾，仗此真香。 

恭聞位尊瘟司權掘人間施罪福於普天之下，獲生靈於率土之中。

察察威靈，冥冥陰德。神通廣大，至道尤尊。伏望聖眾俯臨登座，醮

主虔誠、酒當三獻。醮主上香，三獻酒。 

淨侶吟仙曲，散花林； 

人人讚善哉，滿芳筵。押船大神一切威靈前供養。 

入 意 

上來酒陳三獻禮畢，具有疏文謹當宣讀。（宣疏） 

上來疏文宣讀完週，仰祈察鑒、同享清筵。伏願千災永息、萬福

來臨，合境平安、六畜耕牛昌盛。清觴莫敢再獻，征帆未敢強留。 

送 神 

（召軍、淨船、點頭目、化紙、再宣） 

更請聖聰坐駕龍舟，虎符飛傳、號令三軍，扶佐一齊、排列前驅。

滿船眾哲盡皆各司執事，隨行逐隊、同上仙槎。旌旗蔽日，金鼓宣天。

炮響則山川震動，喝聲如波撼齊鳴。雄風凜凜，喜氣騰騰。蘭漿桂棹，

飛帆直到於蓬萊。醮主等不勝翹恩，百拜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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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江頭金鼓亂匆匆，浪息風恬掛錦帆。一望仙槎萬里遠，伊

人宛在水中央。 

上來祭船完成。 

唱 班 

今日醮主設芳筵，祭送船中眾尊神。鑒領完週歸海島，迎來瑞炁

保平安。奉請船主到花筵。 

（高功呼）船主到未？ 

（眾人應）到了。 

（高功呼）到了，聽點。頭鐙、二鐙、一千、二千、三千、頭寮、

二寮、直舖、總管、總掌、押杠大王、香公、啞班、門子、官吏、火

長、總舖、副寮、船工、三板公、船主、財付、正付、水手、坐山、

出海、水駝、頭目公、押舵，可請到未？ 

（眾人應）到了。 

（高功呼）齊到。鳴鑼、擊鼓、起程。 

開水路 

（口白）上帝勅召開河神，手執鑿斧速降臨。 

速開河道通四海，四府眾聖盡接送。 

拜送火／水王出外境，回凶作吉保平安。 

 

送船科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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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送船歌》 

（一）福建漳州月港漁民「送瘟」時所唱「送船歌」 

上謝天仙享醮筵，四凶作吉永綿綿。誠心更勸一盅酒，賜福流恩

樂自然。 

彩船到水走如龍，鳴鑼擊鼓鬧喧天。諸神並坐同歆鑒，合社人口

保平安。 

造此龍船巧妝成，諸神排列甚分明。相呼相喚歸仙去，莫在人間

作禍殃。 

一謝神仙離鄉中，龍船到此浮如龍。鳴鑼擊鼓喧天去，直到蓬萊

第一宮。 

二送諸神離家鄉，街頭巷尾無時場。受此筵席歡喜去，唱起龍船

出外洋。 

三送神居他方去，歌唱鼓樂樂希夷。亦有神兵火急送，不停時刻

到本司。 

鑼鼓聲兮鬧蔥蔥，豎起大桅掛風航。拜辭神仙離別去，齊聲喝敢

到長江。 

鑼鼓聲兮鬧紛紛，殷勤致意來送船。紅旗閃閃江面搖，畫鼓咚咚

似海漂。 

聖母收毒並攝瘟，合社老少盡逍遙。  

（二）浙江西南山區民眾「送綵船」、「送瘟船」時所唱「送

船歌」 

天上連連地連連，魯班師父造彩船。魯班師父造起兩間船，眠床

桌凳盡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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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班師父造起三間船，油鹽醬醋盡周全。魯班師父造起四間船，

雞鵝鴨蛋盡周全。 

魯班師父造起五間船，街坊弄巷盡周全。……天上連連地連連，

會唱山歌來幫言。 

唱起山歌多熱鬧，召引大神上花船。天上洋洋地洋洋，眾郎山歌

來幫腔。 

好好山歌唱一段，禮送大神出外鄉。吹起龍角響悠悠，造隻花船

水裡游。 

美女嬌娘船內坐，禮送大神上杭州。龍角一聲又一聲，大神聽了

好歡喜。 

今夜大神快離家，坐上花船送起身。龍角一遍又一遍，大神快快

上花船。 

嬌娘美女來陪伴，搖搖擺擺去西川。今夜山歌已唱完，大神小神

都上船。 

花船今夜起身去，一年四季保太平。95 

（三）臺南「打船醮」時所唱「送船歌」 

上謝天仙享醮筵，回凶作吉永綿綿。誠心更勸一杯酒，流恩賜祿

福自然。 

唱此一歌謝天仙，鳴鑼擊鼓鬧喧天。諸神竝坐同歆鑒，合境人口

保平安。 

造此龍舟巧粧成，諸神排列甚分明。相呼相喚歸天去，莫在人間

作禍殃。 

一送神仙離鄉中，街頭巷尾無時長。鳴鑼擊鼓喧天去，直到蓬萊

不老宮。 

                                                 
95 吳真 1991，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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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送諸神離家鄉，龍舟到水遊如龍。受此筵席歡喜去，唱起龍舟

出外洋。 

三送諸神離鄉閭，騰駕寶馬乘龍車。也有神兵風火送，不停時刻

到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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