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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彰化過去在清領時期曾經有多次大規模的遷徙，移民的族群主要來自福建省

及廣東省，而來自不同祖籍的族群，也帶來了不同的守護神，就如同開漳聖王之

於漳州人一樣，有三山國王的聚落必定是客家人的聚集地，或是客家族群過去曾

經居住過的地方。而在拓墾這片土地的同時，族群與族群之間難免發生衝突，尤

其是以福建移民的「閩人」與廣東移民的「粵人」之間的「閩粵械鬥」更是頻繁

發生在彰化初墾的年代，造成許多聚落分散。地方廟宇是能團結眾人、抵禦外敵

以及社交的中心，而三山國王廟就擁有這樣的色彩，他使因閩粵分類械鬥而被迫

往各處遷移的客家人，再次的聚集在同一個村落，共同祭祀著他們的精神信仰。

本文將探討客家人的祭祀主神「三山國王」之祭祀圈，以及祭祀圈中所運用的傳

統祭祀音樂，並述說遷移過後因受到當地福佬人的同化，對三山國王信仰的變

化，藉由調查三山國王廟的過程中，發現客家人中心信仰改變和傳統祭祀的變

遷，結論出客家人對於三山國王祭祀音樂在現代的保存性。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三山國王三山國王三山國王三山國王、、、、客家族群客家族群客家族群客家族群、、、、祭祀圈祭祀圈祭祀圈祭祀圈、、、、南北管南北管南北管南北管、、、、信仰信仰信仰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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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研究動機與問題研究動機與問題研究動機與問題    

 

於西元 2009 年 6 月，我參與了由國立台東大學音樂學系系主任林清財教授

所主持的「彰化縣八音音樂調查研究計畫小組」，並與 14 位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

系的同學一起加入這個田野工作團隊，普查彰化境內的八音音樂。在這個研究團

隊中，我和另外兩位組員蔡涵卉與沈美均所負責的區域為：彰化市、花壇、秀水、

芬園以及大村，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主要以區域的普查為主，根據文獻資料找

尋傳統樂團蹤跡，並去發現更多未知的音樂團體，以及調查現今仍存或是新創立

的音樂團體。而在這個普查中，我們必須去訪談、分析並統整資料，並對未來的

論文範圍描繪田野路線，與規劃研究範圍。 

在這一年的田野調查過程中，我發現了彰化境內有很多不同的信仰中心，像

是我們所熟知的南瑤宮媽祖信仰圈，而每個信仰圈在祭祀活動時幾乎都有用到音

樂，彰化是個由漳籍、泉籍、客籍等等來自不同祖籍的族群所組成的地區，不同

的地區所祭祀的主神都不一樣，所使用的音樂也大不相同，但是在過去的彰化曾

經是械鬥嚴重的地區，許多人因此從聚落中離開，而散居在各地，在許多因素下，

原來祭祀的主神可能因為居住在其他地方，而改變其信仰，或是在其他地區另外

組成一個祭祀圈，而這樣的變遷，使我想要更深入去研究探討。 

原本我所選擇的題目是「彰化縣開漳聖王之祭祀圈傳統音樂調查研究」，但

在彰化「聖王廟」與廟祝的訪談中得知，彰化現在已經沒有祖籍來自漳州的人了，

所以現在祭祀開漳聖王的人很少
1
，更不用說在祭典的時候有什麼音樂活動，而

且在彰化市主祀開漳聖王的廟宇就只有 1 間，能搜集到的資料相當有限；剛好在

這個時候，我們拜訪了一間彰化的「鎮安宮」三山國王廟，在訪談寺廟管理員的

                                                
1
 見田野日誌 2010 年 1 月 24 日彰化聖王廟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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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同樣問到了祭祀族群的問題
2
，管理員給了一樣的答案「現在彰化祭祀

三山國王的人並不是客家人」，這句話引起我很大的興趣，尤其是廟方管理員又

提到「或許以前住在彰化這邊的人也是客家人，只是現在他們自己不知道而已」，

這使我想深入去研究，現在祭祀三山國王的人祖籍都來自於哪裡？客家族群過去

以及現在祭祀三山國王的音樂活動是否有所改變？或許這些人的祖籍證實了他

們的源頭，但在被環境同化之後，仍然保存了祭祀的音樂活動嗎？而這是否又形

成了另一種新型態的祭祀圈？我將研究的問題列出幾個條目，其研究的問題如

下： 

1. 彰化三山國王祭祀圈的範圍有哪些地區？ 

2. 彰化客家人的遷徙與分佈，是否與三山國王信仰圈有關？ 

3. 客家人所信仰的三山國王其祭祀音樂的脈絡是如何？ 

4. 探討三山國王祭祀音樂與客家族群之間的關係 

這些問題將藉由田野調查與實地訪談，做更深入的研究，了解彰化三山國王

祭祀圈與客家人的關係，以及祭祀活動中音樂團體所使用的祭祀音樂，探討其客

家人祭祀三山國王的意義和時代變化的衝擊。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在過去文獻中不乏客家族群的相關研究，也探討了許多客家人與三山國王祭

祀圈之間的關係，以三山國王為研究主題的書籍，也大多跟客家研究相提並論，

但是研究三山國王祭祀與其祭祀音樂的著作卻非常少，幾乎是沒有三山國王祭祀

音樂的相關研究。而在這些關於三山國王的研究文獻中，大多數都將這個祭祀圈

中的客家族群祖籍指向廣東省潮州府一帶，於是在本文中，筆者也藉由這些文獻

將方向定位在廣東省潮州府的客家人；關於音樂研究方面，也以彰化傳統音樂團

                                                
2
 見田野日誌 2010 年 1 月 24 日彰化鎮安宮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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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為主題，利用一年來的彰化八音研究為基礎，將音樂團體的面向定在南北管或

其他傳統技藝。以下我將文獻部份分為四個類型各別探討： 

 

三山國王信仰研究三山國王信仰研究三山國王信仰研究三山國王信仰研究    

    三山國王信仰傳說在各個廟宇出版刊物中，都有類似的介紹，尤其由廣東揭

西縣三山祖廟管理委員會出版 劉天一主編《三山祖廟》一書中，詳細的介紹了

三山國王祖廟的情形與傳說，在彰化各地的三山國王廟祭祀圈中，以揭西縣祖廟

為信仰圈源頭的區域是最廣的，所以這本書中針對三山國王傳說的部份較為可

信。而關於三山國王信仰的由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收錄在《永樂大典》〈十三

蕭‧潮字‧潮州府〉中的元朝劉希孟〈潮州路明貺三山國王廟記〉，在饒宗頤編

纂(1965)的《潮州志匯編》中也同樣收錄了這個篇章，藉由這篇文章可以很清楚

的了解到三山國王的信仰源流，以及信仰的原始範圍。關於台灣三山國王信仰的

書籍，曾慶國(1999)所撰寫的《彰化縣三山國王廟》詳細列出在彰化境內的奉祀

三山國王的廟宇，也深入敘述了各個三山國王廟的概況，最重要的是該書對於祭

祀圈的記載，深入探討了三山國王「角頭分廟」的祭祀系統；在劉還月(2001) 《台

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內從客家人的日常生活到信仰，對於客家人的民俗與

信仰作了詳實的紀錄；梁榮茂(2004)《台灣客家族群史【學藝篇】》中收錄的一篇

鄭榮興〈台灣客家八音概說〉是少數對於三山國王祭祀音樂有撰寫的文章，文章

中針對客家八音的使用場合有簡略的敘述，在神明神誕日的內文中，提到的關於

三山國王的祭祀情況；對於台灣宗教信仰方面的書籍，董芳苑(1986)《認識台灣

民間信仰》、(1996)《探討台灣民間信仰》中可了解台灣社會的宗教信仰與族群之

間的牽絆，書中探討很多台灣各種宗教的信仰問題和社會價值觀問題，由該書中

可間接研究三山國王信仰圈和客家族群之間因社會變遷的影響，是否造成後來信

仰中心的改變；最後在信仰圈的研究，參考了林美容(2008) 《祭祀圈與地方社會》

根據該書對祭祀圈的定義，與三山國王角頭廟信仰的祭祀圈現象做連結，深入探

討三山國王祭祀的範圍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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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族群研究客家族群研究客家族群研究客家族群研究    

在台灣，客家族群研究的專書相當豐富，尤其台灣政府和民間所成立的客家 

委員會或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等等對於客家的資料蒐集可說是不遺餘力；在彰化縣

文化局的指導下，許多關於彰化客家族群的研究也孕育而生，由邱彥貴等人(2005)

所共同編纂的《彰化縣客家族群分布調查》中，詳盡記載關於彰化境內所有客家

人的祖籍與遷徙情況，針對各種史料深入研究客家族群在彰化的分佈與受到環境

影響而失去的客家文化和信仰，對於研究客家信仰是一個很大的助益。在劉還月

(2001)《台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上)》有敘述了關於客家人的開墾地區和北

同化成福佬客的過程，其中對於三山國王廟與客家族群遷徙的關連，也略有介

紹。最後，參考賴澤涵、傅寶玉主編(2006)《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和陳柔森主

編(1999)《彰化平原的族群與文化風錄》可知道客家社會對於信仰的價值觀，探

討傳統與現代的祭祀文化變遷，了解客家文化的背景與對信仰的觀念。 

 

曲館與武館研究曲館與武館研究曲館與武館研究曲館與武館研究    

針對彰化曲館與武館的研究，林美容(1997)的《彰化縣曲館與武館(上冊)》、 

《彰化縣曲館與武館(下冊)》是相當重要的研究專書，書中整理了彰化縣市大部

分的曲館和武館團體和組織，藉由田野調查，確實的記載了 1997 年在彰化的音

樂發展現況，包括了過去和現在的音樂團體，不論該團體是否還存在，都在該著

作中留下一個記號。而由許常惠(1996)編篡的《彰化音樂發展史》則是利用更確

實的田野訪談，完整紀錄訪談內容，作為民族誌的參考是最好的專書，尤其對於

彰化傳統音樂團體的實地訪談，可知當時傳統音樂發展現象，以及對於傳統音樂

內容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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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書地方志書地方志書地方志書    

    藉由各地方志書的參考，可以清楚了解過去在台灣社會的族群發展史，

包括周鍾瑄(2005)《諸羅縣志》、周璽(2006)《彰化縣志(上)》《彰化縣志(下)》、

蔣毓英(2004)《台灣府志》，這些史料有助於瞭解清領時期的台灣社會變遷。

另外，參考中國地方志書如：饒宗頤(1965)《潮州志匯編》便可以針對客家

族群以及三山國王最原始的傳說與源流。最後也利用在志書中的古地圖謝嘉

梁(1996)《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台灣府輿圖纂要》、潘英(2000)《臺灣拓殖史及

其族姓分布研究(上)》，繪製彰化過去與現在的客家人拓殖地區和三山國王

廟分布情形。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本研究採取整合式的表格統計以及民族誌與口述歷史撰寫，以實際的田野工

作與實地訪談蒐集資料，參照文獻、統整與分析各種史料，以文字說明、表格統

計、圖像和影音呈現其研究結果，結論出各彰化縣市所有三山國王廟祭祀音樂團

體的比較結果，並以圖像學和影音學為輔助，加強該研究的說服力與實證性。利

用參與觀察法，在訪談過程中掌握問題要點，對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試圖了解

受訪者本身的解釋、參與、感受與動機，最後配合文獻資料，整合研究宗旨，並

解決本研究之問題。 

田野工作預計實行方法：藉由文獻中所記載的三山國王廟，調查出該區域的

人口祖籍分布，找出客家人口目前的聚居地，並作成圖表統計；並針對該區域的

三山國王廟和附近居民進行訪談，得出該區域的三山國王祭祀圈範圍，以便調查

該祭祀圈的傳統音樂團體，最後藉由交叉比較，將可知三山國王祭祀圈與傳統祭

祀音樂的關係，藉由祭祀音樂的比較，找出其主神、曲譜、演出的必要性與同質

性，最後針對相異的祭祀圈進行深入探討，整理出彰化縣三山國王祭祀圈傳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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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的普查表格。以下是田野調查與課程工作表，從 2009 年 6 月至 2010 年 6 月，

為期一年田野計劃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田野課程田野課程田野課程田野課程    

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6 月 27 日、6 月 28 日 埔鹽鄉 田野實習課程 

7 月 25 日至 8 月 15 日 大村鄉 

8 月 16 日至 8 月 18 日 花壇鄉 

8 月 21 日至 8 月 23 日 秀水鄉 

8 月 19 日至 8 月 26 日 芬園鄉 

8 月 25 日至 12 月 12 日 彰化市 

7 月 29 日田野課程 

8 月 13 日田野課程 

8 月 30 日田野課程 

10 月 25 日田野課程 

12 月 20 日田野課程 

2010201020102010    

1 月 23 日至 1 月 30 日 彰化市 

4 月 1 日 溪州鄉、彰化市 

4 月 4 日 田中鎮、社頭鄉、員林鎮 

4 月 6 日 員林鎮、埔心鄉 

4 月 7 日 埔心鄉 

4 月 9 日 埔心鄉、溪湖鎮 

4 月 11 日 永靖鄉 

4 月 18 日 永靖鄉、田尾鄉 

4 月 25 日 永靖鄉、田尾鄉、竹塘鄉 

5 月 2 日 竹塘鄉 

5 月 7 日 鹿港鄉、彰化市、大村鄉 

5 月 22 日 秀水鄉、芬園鄉、花壇鄉 

1 月 17 日田野課程 

2 月 6 日田野課程 

2 月 13 日田野課程 

2222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論文定題日論文定題日論文定題日論文定題    

3 月 28 日田野課程 

4 月 18 日田野課程 

表一：2009 年至 2010 年田野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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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預期成果與限制預期成果與限制預期成果與限制預期成果與限制    

      

    彰化是一個相當大的區域範圍，除了針對題目要點式訪談之外，因交通不

便、經費有限無法多次前往彰化持續性的進行田野調查，本研究也因時間關係，

在實地調查過程中，無法做更深入詳盡的訪談，更常常因為地點偏遠、訪問人找

尋困難，或者當年文獻中的耆老已故去，該樂團或組織也未傳承，以致於田野調

查進行艱難，造成部份民族誌內容貧乏；尤其該研究較晚定題，而前半年的調查

不夠廣泛，在定題後 2 個月內必須補完論文題材所需部份，時間相當緊迫。本研

究以宗教信仰、族群、傳統音樂為宗旨，因筆者非宗教系所學生，也非傳統樂人，

在一些專業性名詞的解釋上或許會有偏誤，在此已廣閱書籍的方式來彌補，但仍

然會有其偏差，也請教授不吝指導。 

    預期本研究中所呈現的結果，對於三山國王廟祭祀圈中的信仰族群能深入了

解其祖籍，以及祭祀型態、祭祀音樂的應用，並針對客家族群祭祀三山國王廟的

信仰變遷做初探，藉由田野訪談，了解當年客家族群的社會文化，以及遷徙的歷

程，探討客家族群信仰變遷的意義與價值觀的改變；配合與 14 位同學共同的田

野調查結果，希望能有初步對於共時性與歷時性研究的認識，並融會這個彰化田

野調查團隊所整理的資料與經驗，使本研究能較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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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彰化縣三山國王祭祀圈彰化縣三山國王祭祀圈彰化縣三山國王祭祀圈彰化縣三山國王祭祀圈    

 

 

    關於三山國王的信仰，許多文獻中敘述的歷史源流都相差不遠，主要都是在

說客家族群遠從潮州府來臺開墾時，渡海途中所經歷的艱難，以及入臺之後受到

當地平埔族的威脅，又或是因為要與同樣來臺拓墾的閩人爭地，所引發的械鬥等

問題，讓客家族群為了團結庄里，凝聚力量，也為了延續族群命脈，於是常常會

聯合庄與庄之間的力量共同抵抗外敵，而這時候共同的信仰就成了凝聚向心力的

方法，而地方廟宇自然成為分類械鬥的指揮中心3，就如同劉還月所說：三山國

王是山神，在客家人墾拓台灣的過程中，常有原住民侵擾村莊的情形發生，所以

客家人凡聚庄而居後，便會建立三山國王廟，以作為全村的守護神……(劉還月，

2001：159-160) ；長期在壓力下存活的客家人，在扮演「飽受欺壓的弱勢者」

角色之餘，為了延續族群的命脈，所依靠的就是強大的凝聚力，在「閩粵分類」

的時代，客家人有嚴密的軍事組織，力圖和福佬人分庭相抗……(同上：176)。

而根據各三山國王廟中的記載，三山國王是從廣東省潮州府揭西縣請來的，而這

也成為信仰三山國王的族群幾乎都從潮州來的原因，本章將對三山國王廟做更詳

細的敘述。 

 

                                                
3
 董芳苑(1986)《認識台灣民間信仰》，頁 61 

圖一：潮州揭陽縣

位址(改繪自《彰

化縣客家族群分

布調查》，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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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三山國王的三山國王的三山國王的三山國王的傳說與信仰傳說與信仰傳說與信仰傳說與信仰    

 

    三山國王信仰傳說最早的記載來自於元朝劉希孟的「明貺廟記」，在祭祀三

山國王的廟宇裡，也常有這樣的牌匾置於廟中，其參考饒宗頤編纂(1965)的《潮

州志匯編》的原文
4
如下： 

 

皇元統一四海，懷柔百神，累降德音 ;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所在官司，歲

時致祭，明有敬也;故潮州路三山神之祀，歷代不忒，蓋以有功於國，弘庇

於民，克至於今日；休潮於漢為揭陽郡，後改為邑。邑之西北百里有獨山，

越四十里又有奇峰曰玉峰。渡水為明山，西接於梅州，州以為鎮。越二十里

為巾山，地名霖田三山鼎峙。其英靈之所鍾，不生異人，則為明神，理固有

之。世傳當隋時，失其甲子，以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出於巾山之石穴，

自稱昆秀，受命於天，分鎮三山。托靈於玉峰之界石，朝食於此地。其地有

古楓樹，降神之日，上生蓮花，紺碧色，大者盈尺，咸以為異。鄉民陳其姓

者，晝見三人乘馬而來，招己為從，忽不見 ;未幾，陳遂與神俱化，眾尤異

之。乃週爰諮謀，率巾山之麓，置祠合祭前有古楓，後有石穴，昭其異也。

水旱疾疫，有禱必應，既而假人以神言，封陳為將軍，赫聲濯靈，日以益著，

人遂共尊為化王，以為界石之神。唐元和十四年，昌黎刺潮。淫雨害稼，眾

禱於神而響答。爰命屬官以少牢致祭。祝以文曰：「淫雨既霽，蠶谷以成。

織婦耕男，衎衎欣欣。是神之庇庥於人也，敢不明受其賜?」宋太祖開基，

天果雷電以風。帳兵敗北，南海以平。逮太宗征太原，次城下。忽觀金甲神

人，揮戈馳馬突陣，師遂大捷。劉繼元以降。凱旋之夕，見於城上雲中，曰：

潮洲三山神也。乃紹封明山為清化盛德報國王，巾山為助政明肅寧王，獨山

                                                
4
 劉孟希〈潮州路明貺三山國王廟記〉原文應該是收錄在《永樂大典》中的第五千三百四十五卷，

後來由饒宗頤編撰至《潮州誌匯編》並加上句逗，本文是參考「彰化縣永靖鄉竹子村霖濟宮」(參

照圖二、圖三)廟內懸掛的「明貺廟記」為引用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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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惠威弘應豐國王。賜廟額曰明貺，本部增廣廟宇，歲時合祭。明道中，復

加封廣靈二字。則神大有功於國也，尚矣。潮之三邑，梅惠兩州，在在有祠。

歲時走集，莫敢遑寧。自肇跡於隋，靈顯於唐，受封於宋，迄今至順壬申，

赫若前日事，嗚呼盛哉。神之廟食於是邦，與山為礪，與海同流，豈徒曰捍

我一二邦。(饒宗頤，1965：35。節選部分參考至竹子村霖濟宮廟記) 

 

    

圖二、圖三：竹子村霖濟宮明貺廟記 

 

    由「明貺廟記」中「潮之三邑，梅惠兩州，在在有祠。」可知信仰的族群分

布的範圍應該是在潮州府，而三山國王是山神，代表三座山：巾山、明山、獨山，

根據廣東揭西縣
5
三山國王祖廟管理委員會所撰寫的廟誌《三山祖廟》中可得知，

這三座山就圍繞在揭西縣河婆鎮的東、南、北向，因此後來台灣的三山國王廟都

將揭西縣作為三山國王的故鄉。在眾多廟誌中也顯示了，當年潮州先祖來臺開墾

時，從故鄉帶來了三山國王的香火，但當時並未將三山國王作為「神像」，這一

點在各廟誌中也都草草帶過，並沒有詳細記載為何後來在台灣會將三山國王作為

「人格化」
6
的神明祭拜，較有可能的原因是潮州人遷移來臺時，為了抵禦外敵，

                                                
5
 「揭西縣」在明代是隸屬於廣東省潮州府揭陽縣霖田都，便把三山國王廟原址寫為「揭陽縣」 

6
  詞彙「人格化」參照曾慶國(1999)《彰化縣三山國王廟》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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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將三山國王塑造成威武的形象，加諸許多富有傳奇色彩的神話，讓眾人相信

三山國王神威顯赫、神跡靈驗，因此地方廟宇的神明也擔負著庇護民眾安居樂業

的角色，這點正是地方祭典具相當規模的原因
7
。 

圖四：《三山祖廟》書影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彰化三山國王廟分佈與客家族群聚落彰化三山國王廟分佈與客家族群聚落彰化三山國王廟分佈與客家族群聚落彰化三山國王廟分佈與客家族群聚落    

     

    彰化有 27 個鄉鎮，三山國王廟分佈的地區共有 13 個地區，分別是：溪州鄉、

竹塘鄉、田尾鄉、永靖鄉、社頭鄉、員林鎮、埔心鄉、溪湖鎮、埔鹽鄉、大村鄉、

花壇鄉、鹿港鄉、彰化市等 13 個鄉鎮，在《彰化縣志》〈卷五‧祀典志〉中也有

三山國王廟的記載：一在縣治南街【乾隆年間，粵人公建】。一在鹿港街。一在

員林仔街【皆粵人公建】。按：三山為巾山、明山、獨山之神。三山在揭陽縣界，

原廟在巾山之麓，賜額明貺。凡潮人來臺者，皆祀焉，其在潮州尤盛。(周璽，

2006：上冊 272)，曾慶國在《彰化縣客家族群分布調查》一書中重新整理的〈彰

化平原三山國王廟總表〉
8
中整理出 36 間三山國王廟，主要以主祀三山國王為主

的廟宇，但近年來，政府推動帶動城鄉發展的計畫，許多鄉鎮開始有了社區重造

的規劃，過去奉祀的小廟，都開始成立委員會，籌備資金將宮廟重建，所以在筆

者的田野調查下，並參考曾慶國的表格，更正其錯誤部份，重新整理一份彰化三

                                                
7
 董芳苑(1986)《認識台灣民間信仰》，頁 174 

8
 彰化縣文化(2005)《彰化縣客家族群分布調查》，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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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國王廟的總表，共計 46 間廟宇，有 8 間廟宇為新增的宮廟。 

表二：彰化三山國王廟總表 

區別 村里 廟名 主祀神 副祀神 地址 電話 

溪州鄉 三圳村 三千宮三千宮三千宮三千宮    三山國王   溪州鄉三圳村莊內巷 47 號 04-8894758 

竹元村 南天宮南天宮南天宮南天宮    大王、二王   
竹塘鄉竹元村東陽路一段大崙

巷 42 號 
04-8974785 

內新村 廣靈宮廣靈宮廣靈宮廣靈宮    三山國王   竹塘鄉內新村洛陽路十號之一 04-8974855 

田頭村 德福宮德福宮德福宮德福宮    三山國王   
竹塘鄉田頭村光明路溪北巷 8

號 
04-8971052 

竹塘村 三清宮三清宮三清宮三清宮    三王   
竹塘鄉竹塘村仁愛路六五號之

一 
04-8972147 

竹塘鄉 

新廣村 廣萬宮廣萬宮廣萬宮廣萬宮    三山國王   
竹塘鄉新廣村光明路新吉巷 29

號 
04-8972853 

溪畔村 朝天宮朝天宮朝天宮朝天宮    天上聖母 大王 田尾鄉溪畔村溪畔巷 168 號 04-8227254 

南曾村 廣霖宮廣霖宮廣霖宮廣霖宮    三山國王   田尾鄉南曾村福德巷 46 號 04-8835678 

海豐村 沛霖宮沛霖宮沛霖宮沛霖宮    三王   
田尾鄉海豐村中正路三段 271

號 
04-8232953 

北鎮村 鎮平鎮安宮鎮平鎮安宮鎮平鎮安宮鎮平鎮安宮    三山國王   田尾鄉北鎮村平生巷 1 號 04-8222439 

田尾鄉 

仁里村(新增) 北玄宮北玄宮北玄宮北玄宮    玄天上帝 三王 田尾鄉仁里村中庄里 1 號 04-8832075 

同安村 同霖宮同霖宮同霖宮同霖宮    三山國王   永靖鄉同安村永福路 500 號 04-8236625 

同仁村 廣霖宮廣霖宮廣霖宮廣霖宮    大王   永靖鄉同仁村大宅巷 26 號 04-8231224 

竹子村 霖濟宮霖濟宮霖濟宮霖濟宮    三王   永靖鄉竹子村竹中巷臨 18 號 04-8237534 

獨鰲村 舜天宮舜天宮舜天宮舜天宮    天上聖母 二王 
永靖鄉獨鰲村獨鰲路一段 139

巷 1 號 
04-8229878 

永北村 甘霖宮甘霖宮甘霖宮甘霖宮    三山國王   永靖鄉永北村永福路一段 12 號 04-8228241 

永東村 永安宮永安宮永安宮永安宮    三山國王   永靖鄉永東村永靖街 75 號 04-8225393 

東寧村 永興宮永興宮永興宮永興宮    三山國王   
永靖鄉東寧村永興路二段 161

號 
04-8231743 

四芳村(新增) 芳濟宮芳濟宮芳濟宮芳濟宮    五尊恩主 (獨山國王) 永靖鄉四芳村四湳路 106 號 04-8231218 

四芳村(新增) 三濟堂三濟堂三濟堂三濟堂    三尊恩主 (祖牌) 永靖鄉四芳村四湳路 57 巷 2 號   

敦厚村(新增) 受天宮受天宮受天宮受天宮    玄天上帝 三王 永靖鄉敦厚村頂崁巷 72 號 04-7222638 

永靖鄉 

光雲村(新增) 意善堂意善堂意善堂意善堂    玄天上帝 三山國王 永靖鄉光雲村意善巷 78 號 04-8228931 

社頭村 保黎宮保黎宮保黎宮保黎宮    三山國王   
社頭鄉社頭村員集路二段 252

號 
04-8732672 

橋頭村 
枋橋頭枋橋頭枋橋頭枋橋頭    

鎮安宮鎮安宮鎮安宮鎮安宮    
三山國王   

社頭鄉橋頭村員集路三段 413

號 
04-8725346 社頭鄉 

廣興村(新增) 泰安岩泰安岩泰安岩泰安岩    觀音佛祖 三山國王 社頭鄉廣興村廣興巷 13 號 04-873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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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里 廣天宮廣天宮廣天宮廣天宮    關聖帝君 三山國王 
員林鎮出水里出水巷十三之一

號 
04-8365121 

光明里 廣寧宮廣寧宮廣寧宮廣寧宮    三山國王   員林鎮光明里中正路 360 號 04-8327678 

中山里 廣安宮廣安宮廣安宮廣安宮    三山國王   員林鎮中山里光明街 269 號 04-8342859 

林厝里 明聖宮明聖宮明聖宮明聖宮    三山國王   
員林鎮林厝里山腳路一段坡姜

巷 246 弄 110 號 
04-8315477 

員林鎮 

溝皂里(新增) 青山宮青山宮青山宮青山宮    三山國王   員林鎮溝皂里溝皂巷 16 號 04-8349521 

穹蕉村 霖震宮霖震宮霖震宮霖震宮    二王   埔心鄉穹蕉村羅厝路三段楊庄 04-8290871 

新舘村 朝南宮朝南宮朝南宮朝南宮    天上聖母 大王 埔心鄉新舘村新舘路 234 號 04-8292607 

芎蕉村 霖鳳宮霖鳳宮霖鳳宮霖鳳宮    祖牌   
埔心鄉芎蕉村員鹿路五段 234

號 
04-8296023 

舊舘村 霖興宮霖興宮霖興宮霖興宮    大王   
埔心鄉舊舘村員鹿路四段 226

號 
04-8292065 

埔心鄉 

義民村 五湖宮五湖宮五湖宮五湖宮    聖四媽 大王 
埔心鄉義民村員鹿路二段 520

號 
04-8293213 

中山里 霖肇宮霖肇宮霖肇宮霖肇宮    三山國王   
溪湖鎮中山里大溪路一段 636

號 
04-8814131 

東溪里 肇霖宮肇霖宮肇霖宮肇霖宮    二王   溪湖鎮東溪里成功路 63 巷 5 號 04-8816385 

西勢里 西安宮西安宮西安宮西安宮    三山國王   
溪湖鎮西勢里西安路 99 巷 62

號 
04-8812196 

溪湖鎮 

中山里 澤民宮澤民宮澤民宮澤民宮    蕭府千歲 神農大帝 
溪湖鎮中山里大溪路一段 464

號 
04-8857475 

打簾村 大安宮大安宮大安宮大安宮    三山國王   埔鹽鄉打簾村埔打路 2 號 04-8851076 

埔鹽鄉 
埔南村 

三山國王廟三山國王廟三山國王廟三山國王廟

順天宮順天宮順天宮順天宮    
三山國王   埔鹽鄉埔南村埔菜路 47 號 04-8858082 

大村鄉 黃厝村(新增) 忠聖宮忠聖宮忠聖宮忠聖宮    三山國王   大村鄉黃厝村山腳路 22 號 04-8381998 

花壇鄉 三春村 三山國王廟三山國王廟三山國王廟三山國王廟    三山國王   花壇鄉三春村溪埔巷三之二號 04-7880677 

鹿港鎮 順興里 三山國王廟三山國王廟三山國王廟三山國王廟    三山國王   鹿港鎮順興里中山路 276 號 04-7776666 

東興里 福安宮福安宮福安宮福安宮    三山國王   
彰化市東興里旭光路 28 巷 12

號 
04-7234359 

彰化市 

永生里 鎮安宮鎮安宮鎮安宮鎮安宮    三山國王   彰化市永生里民族路 444 號 04-7241037 

 

    這些建有三山國王廟的村里，經田野調查結果，皆曾經有居住過客家族群，

在廟中懸掛的捐獻牌匾中，可知該村里大姓，藉由這樣的淵源，進行村里調查，

在訪談過程中發現，住在該村里的客家族群為何會離開居住地，間接了解，原來

祭祀三山國王廟確實是過去的客家族群，但因許多原因，使得現在祭祀的人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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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族群，而非客家族群。在「溪湖鎮東溪里肇霖宮」9的訪談中，得知以下內容： 

東溪里
10
以陳為大姓，村裡也有陳氏祖厝，但姓巫的人很少，那為什麼叫巫

厝？說到巫厝的源流，因為以前漳泉械鬥時，巫姓是屬於客家人，那時陳氏

家族(泉州人)較強勢，所以巫姓就被趕出村莊，只留了幾戶巫姓在村裡，而

這些人大部分也都是北管怡和軒的弟子，所以他們才會留在這邊，怡和軒以

前也都是姓陳的人在做軒主，而那些遷出的巫姓人氏後來搬到埔心鄉大華

村，在那邊也有一個巫厝
11
，就是溪湖這邊搬出去的。……關於三山國王祭

祀圈部份，陳姓家族是屬泉州人，會祭祀三山國王是因為以前的溪湖區共有

5岬(崙)，而有 3岬是屬漳州，2岬是屬泉州，所以在此也算是族群較小的

泉州人在祭祀三山國王。三山國王比較特別的祭祀活動是陳姓重陽節，怡和

軒也都會在這個時候出團，而且一排場就是一個禮拜。(肇霖宮常務監事陳

柏圳口述) 

 

    由此可見，祭祀三山國王廟的族群確實曾經是客家族群，然而因械鬥或是其

他原因遷出原村庄，而且遷至其他地方落腳之後，也可能不再祭祀三山國王，以

下是「埔心鄉大華村永源堂」的訪談，藉由從溪湖遷出的巫氏家族訪問中，可以

清楚了解到，客家族群在經歷被驅趕的年代裡，在四處顛沛流離後找到的居處，

雖然依舊重視自己的祖先，但卻無法再像過去一樣團結： 

 

永源堂為巫氏家族祖厝，巫氏的祖籍是在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元高都大榕社

五節嶺，就是現址的廣東省饒平縣浮濱鎮五祉管理區(村)。在永源堂裡有供

奉祖牌，在牆面上也貼有大陸巫氏祖祠原址的相片，從照片中的客家土樓可

知巫厝確實是客家族群，另外牆上還貼有族譜的勘誤通知，可清楚知道巫氏

的源流。……巫厝的人有自己家中祭祀的廟「五聖堂」，就在永源堂前，是

                                                
9
 見田野日誌 2010 年 4 月 9 日東溪里肇霖宮訪談 

10
 溪湖鎮東溪里過去舊稱「巫厝庄」 

11
 見 2010 年 4 月 9 日埔心鄉大華村永源堂巫厝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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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厝的祖廟，主祀玄天上帝。關於巫厝的遷徙與源流，之前剛開過宗親大會，

說巫厝的人以前是從溪湖鎮溪頂寮搬來的，確定是溪湖鎮也太不清楚是哪一

個村里，因為後來這附近的行政區域一直在變，巫厝的人氏在彰化不過 3

萬多人，巫氏從大陸來到彰化後因為受到陳氏的驅趕，當時陳氏的勢力較

大，後來所有的巫厝的人就四散各地。(永源堂宗親會成員巫國恩口述)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三山國王祭祀圈三山國王祭祀圈三山國王祭祀圈三山國王祭祀圈    

 

    三山國王祭祀圈的概念，根據開臺祖廟霖肇宮的「肇霖宮志」上記載：以霖

肇宮為中心的共祀圈，共分為五角頭，分別是「大王角」祭祀巾山國王、「二王

角」祭祀明山國王、「三王角」祭祀獨山國王、「祖牌角」祭祀三山國王神位、「神

農角」祭祀神農大帝，其中肇霖宮沿革誌中有記載一段： 

 

    ……「客家」人奉國王神像至各該開墾之居住地分廟安奉，於是只有今

之埔心鄉穹蕉村建分廟霖鳳宮奉祀「敕封三山國王神位」祖牌。埔心鄉舊舘、

大溝尾、湳墘、永靖鄉同安宅、獨鰲村、敦厚村……等村在舊舘築分廟曰霖

興宮奉祀「巾山國王」聖像。溪湖鎮東溪里巫厝，埔心鄉穹蕉村楊厝庄，永

靖鄉獨鰲村、敦厚村……等在巫厝搭分廟曰肇霖宮奉祀「明山國王」聖像。

田尾鄉海豐、陸豐、柳鳳，福興、四芳、崙美村、埔心鄉羅厝村、永靖鄉竹

子村……等在海豐崙造分廟曰沛霖宮奉祀「獨山國王」聖像。就此信奉本攻

三山國王爐下弟子分布有七十二庄之多，轄內十分遼闊，然國王向雖分地奉

祀，但「神靈」卻仍分頭守護「荷婆崙
12
」與各分廟之間，庇祐百姓，不分

大小平安。(節錄至河婆崙霖肇宮三山國王沿革誌) 

 

                                                
12

 「荷婆崙」為光平里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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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文的沿革誌中所述，在霖肇宮內的「荷婆崙霖肇宮志」上也有相同記

載，更詳細寫到五角頭中的二十一個村里，溪湖霖肇宮是由廣東揭西縣霖田都的

霖田祖廟分香下來，以下五角頭再由霖肇宮分香共同祭祀三山國王；而角頭分廟

在往下分香其他奉祀三山國王的廟宇，其關係如下： 

 

    表三：三山國王祭祀圈系統圖(改繪自曾慶國《彰化縣三山國王廟》) 

 

    除了以上的開臺祖廟、開基祖牌廟、五角頭廟、角頭分廟、分香廟等之外，

在民國九十四年埔心霖鳳宮承辦了一個「彰化縣巾明獨三山國王宮廟信徒聯誼

會」，加入該會的宮廟相當多，未加入的宮廟有田尾北玄宮、永靖芳濟宮、三濟

霖田祖廟霖田祖廟霖田祖廟霖田祖廟 
↓↓↓↓ 

溪湖溪湖溪湖溪湖 

霖肇宮霖肇宮霖肇宮霖肇宮 

大王角大王角大王角大王角 

 

埔心埔心埔心埔心 

霖興宮霖興宮霖興宮霖興宮 

二王角二王角二王角二王角 

 

溪湖溪湖溪湖溪湖 

肇霖宮肇霖宮肇霖宮肇霖宮 

三王角三王角三王角三王角 

 

田尾田尾田尾田尾 

沛霖宮沛霖宮沛霖宮沛霖宮 

祖牌角祖牌角祖牌角祖牌角 

 

埔心埔心埔心埔心 

霖鳳宮霖鳳宮霖鳳宮霖鳳宮 

神農角神農角神農角神農角 

 

溪湖溪湖溪湖溪湖 

澤民宮澤民宮澤民宮澤民宮 

角頭分廟角頭分廟角頭分廟角頭分廟 

 

埔心埔心埔心埔心 

朝南宮朝南宮朝南宮朝南宮 

角頭分廟角頭分廟角頭分廟角頭分廟 

 

永靖永靖永靖永靖 

同霖宮同霖宮同霖宮同霖宮 

角頭分廟角頭分廟角頭分廟角頭分廟 

 

田尾田尾田尾田尾 

舜天宮舜天宮舜天宮舜天宮 

角頭分廟角頭分廟角頭分廟角頭分廟 

 

埔心埔心埔心埔心 

霖震宮霖震宮霖震宮霖震宮 

角頭分廟角頭分廟角頭分廟角頭分廟 

 

永靖永靖永靖永靖 

霖濟宮霖濟宮霖濟宮霖濟宮 

分香廟 

竹塘 

德福宮 

分香廟 

竹塘 

三清宮 

分香廟 

田尾 

朝天宮 

分香廟 

田尾 

廣霖宮 

分香廟 

竹塘 

南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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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受天宮、意善堂、社頭泰安岩、埔心五湖宮、溪湖澤民宮等 8 間廟宇13，這

幾間廟宇都非主祀三山國王，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新建廟宇如員林青山宮、大村

忠聖宮都加入這個聯誼會，有此可見該會的影響力極大。 

 

 

 

 

圖五：「彰化縣巾明獨三山國王宮廟聯誼會」會員名冊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三山國王祭祀文化三山國王祭祀文化三山國王祭祀文化三山國王祭祀文化    

  

    就如第一節中所說，因為民眾相信神靈的神跡顯赫，所以在舉辦祭祀典禮時

都相當隆重盛大，尤其是三山國王的誕辰祭典，於農曆二月二十五日這天，根據

員林廣寧宮宮誌的記載，會舉辦隆重的三獻禮： 

 

翌日，二月二十六日，由各角頭組成的大王會─至誠社、泰老社，聯合為巾

山大國王隆行賀壽祭典；二月二十七日，復由二王會─義新社、義明社，共

同為明山二國王舉辦莊嚴隆重的慶壽大典、二月二十八日，輪由三王會─崇

義社、甲乙組，連袂恭祝獨山三國王聖壽無疆。(節錄至員林廣寧宮志) 

 

    在過去的三山國王的祭祀典禮中，都有很多熱鬧的舊俗，比如說進香、繞競

選爐主的活動，甚至有以五牲祭祀，或是收取丁口錢來搭戲棚以酬神，但現在都

已漸漸沒落，各個三山國王廟宇都幾乎在使用誦經團來在各種場合讚揚，而且現

在廟裡的活動多半也是隨當屆負責的爐主決定要如何舉辦祭典活動，並非有固定

                                                
13

 見本章節之表二：彰化三山國王廟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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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儀式活動，像是永靖永安宮曾經就有相當特殊的祭祀活動「字姓戲」、「二姓戲」

和「單姓戲」，由建廟有功的六個姓氏的家族輪流負責，在三山國王千秋祭典時，

身穿古裝，由北管樂隊伴奏演出大戲，每日一棚，連續演出一個禮拜，這種只有

在永靖地方有的特殊活動在台灣光復後，也已經停辦至今，現在也沒有人聽說過

這個活動，實為可惜。而現在廟宇都是以參加寺廟之間的聯誼會，並在年節時互

相進香為主了。 

 

圖六、七：三山國王聖誕日期(埔心鄉芎蕉村霖震宮)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三山國王廟可說是客家族群團結的象徵，而時代的洪流，讓這個曾經擁有共

同信念的族群如今顛沛流離，四散各處，但無論是早期為了對抗其它族群而凝聚

的共同意識，或是現在散居四處位生活打拼的客家族群，一樣都要面對許多生存

的困難，尤其客家族群幾乎忘記了他們的歷史，甚至是他們的祖籍，使得在祭拜

三山國王的同時，卻不再知道意義何在，我們也只能從在三山國王的祭典中，找

尋客家人的影子，在他們祭祀的音樂中，去探索他們過去輝煌的客家文化，接下

來的章節，將針對三山國王祭祀圈中的音樂團體，去間接了解是否在已經全然被

福佬人同化的客家族群中，還保有原始的祭祀文化內容？又或是三山國王的傳統

祭祀已經完全消失在客家族群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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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三山國王祭祀音樂三山國王祭祀音樂三山國王祭祀音樂三山國王祭祀音樂    

 

    在三山國王祭祀中，過去最常見的祭祀音樂就是請曲館在廟前排場，或是請

武館來舞獅熱鬧，而現在廟裡最常見的慶典活動大多是：誦經團、大鼓陣等陣頭，

本章節將以田野調查結果，整理出三山國王祭祀音樂與客家族群之間的關係，以

及三山國王祭祀圈中，音樂團體在各區域的現況。另外，本章將不以三山國王角

頭廟祭祀圈的方式來分別介紹，而是直接以分區方式來做整理，那是因為據田尾

鄉南曾村廣霖宮的堂主邱傳喜14所說，現在所謂六角頭祭祀圈也不以傳統的方式

來祭祀，共同的活動也只有在三山國王千秋，會互相幫忙遶境活動，平常時候還

是以各個庄廟自己的祭祀圈活動為主；以下章節將有三山國王廟分佈的 13 個地

區，分別是：溪州鄉、竹塘鄉、田尾鄉、永靖鄉、社頭鄉、員林鎮、埔心鄉、溪

湖鎮、埔鹽鄉、大村鄉、花壇鄉、鹿港鄉、彰化市等分成 3 個區塊15來討論三山

國王廟的祭祀音樂活動。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三山國王祭祀音樂團體分布調查三山國王祭祀音樂團體分布調查三山國王祭祀音樂團體分布調查三山國王祭祀音樂團體分布調查    

 

    根據筆者的田野調查表格整理，參考自林美容(1997) 《彰化縣曲館與武館(上

冊)》、《彰化縣曲館與武館(下冊)》，該表格可呈現出三山國王的祭祀圈與其曲館

或武館館閣，而這些團體大部分都已散團，在找尋訪問人過程中，也幾乎只能找

到後代子孫或其村莊中的耆老，但他們並不是該團的成員，所以對於該團當時的

情況，有時也只能憑印象進行訪談的內容。而在祭祀圈的部份，通常庄廟性質的

三山國王廟其祭祀圈也僅限於該村莊，而有些較多村莊祭祀同一間廟的原因是，

當時清朝的行政分區是將這些村落分在同一區塊，以下就是三山國王祭祀圈與其

                                                
14

 見 2010 年 4 月 25 日田尾鄉南曾村廣霖宮田野日誌，堂主邱傳喜訪談 
15

 3 大區塊的分法，係由彰化田野研究的五個小組，兩組為一個單位來作為該論文的撰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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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館閣的整理。 

表四：三山國王祭祀圈與音樂館閣 

區別 村里 廟名 主祀神 副祀神 祭祀圈 館閣 樂種 

溪州鄉 三圳村 三千宮三千宮三千宮三千宮    三山國王   三圳村 太祖館魁軒 獅陣 

竹元村 南天宮南天宮南天宮南天宮    大王、二王   元竹村 成樂軒 北管 

內新村 廣靈宮廣靈宮廣靈宮廣靈宮    三山國王   內新村 曲館 歌仔陣 

田頭村 德福宮德福宮德福宮德福宮    三山國王   田頭村頂庄、下庄     

竹塘村 三清宮三清宮三清宮三清宮    三王   竹塘街內為主 正樂軒 平劇 

竹塘鄉 

新廣村 廣萬宮廣萬宮廣萬宮廣萬宮    三山國王   

新廣村 4 鄰、溪墘村

2 鄰 

和義堂 獅陣 

溪畔村 朝天宮朝天宮朝天宮朝天宮    天上聖母 大王 溪畔村 誦經團/大鼓陣   

南曾村 廣霖宮廣霖宮廣霖宮廣霖宮    三山國王   

南曾村、北曾村 1~3

鄰 

新樂興 

南管、北管、

歌仔陣 

海豐村 沛霖宮沛霖宮沛霖宮沛霖宮    三王   二王角 8 村 福樂軒 北管 

北鎮村 

鎮平鎮平鎮平鎮平    

鎮安宮鎮安宮鎮安宮鎮安宮    

三山國王   

北鎮、南鎮村 

同樂軒/同義堂 北管 

田尾鄉 

仁里村 北玄北玄北玄北玄宮宮宮宮    玄天上帝 三王 仁里村 拳頭館   

同安村 同霖宮同霖宮同霖宮同霖宮    三山國王   

同安村、同仁村 1~9

鄰 

勤習堂 獅陣 

同仁村 廣霖宮廣霖宮廣霖宮廣霖宮    大王   

同仁、同安、湳墘一

帶 

同義堂 獅陣 

竹子村 霖濟宮霖濟宮霖濟宮霖濟宮    三王   竹子村 竹雅軒 北管 

獨鰲村 舜天宮舜天宮舜天宮舜天宮    天上聖母 二王 

獨鰲、敦厚村，崙美

村 20 戶 

廣樂軒/勤習堂 北管/武館 

永靖鄉 

永北村 甘霖宮甘霖宮甘霖宮甘霖宮    三山國王   永南、永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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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東村 永安宮永安宮永安宮永安宮    三山國王   永東、永西村 新樂天   

東寧村 永興宮永興宮永興宮永興宮    三山國王   永興、東寧村     

四芳村 芳濟宮芳濟宮芳濟宮芳濟宮    五尊恩主 (三王) 四芳村 賜樂軒、玉同軒 北管 

四芳村 三濟堂三濟堂三濟堂三濟堂    三尊恩主 (祖牌) 四芳村     

敦厚村 受天宮受天宮受天宮受天宮    玄天上帝 三王 敦厚村 鸞壇   

光雲村 意善堂意善堂意善堂意善堂    玄天上帝 三山國王 光雲村     

社頭村 保黎宮保黎宮保黎宮保黎宮    三山國王   社頭村     

橋頭村 

枋橋頭枋橋頭枋橋頭枋橋頭    

鎮安宮鎮安宮鎮安宮鎮安宮    

三山國王   

永靖、員林、社頭 3

鄉鎮 6 村里 

錦明珠 北管 社頭鄉 

廣興村 泰安岩泰安岩泰安岩泰安岩    觀音佛祖 三山國王 廣興村 錦明珠 北管 

出水里 廣天宮廣天宮廣天宮廣天宮    關聖帝君 三山國王 出水里 集英堂 獅陣 

光明里 廣寧宮廣寧宮廣寧宮廣寧宮    三山國王   

員林鎮內 聚雅聲/玉聲票

房 

南管 

中山里 廣安宮廣安宮廣安宮廣安宮    三山國王   員林鎮內 9 會 13 社     

林厝里 明聖宮明聖宮明聖宮明聖宮    三山國王   

林厝里一帶和社頭鄉

協和村後路巷 

    

員林鎮 

溝皂里 青山宮青山宮青山宮青山宮    三山國王   

溝皂里、惠來里(溝

皂) 

勤習堂 金獅陣 

穹蕉村 霖震宮霖震宮霖震宮霖震宮    二王   芎蕉村楊庄 30 戶     

新舘村 朝南宮朝南宮朝南宮朝南宮    天上聖母 大王 新館村 勤習堂/八音 金獅陣 

芎蕉村 霖鳳宮霖鳳宮霖鳳宮霖鳳宮    祖牌   芎蕉村欠楊庄 迎樂軒   

舊舘村 霖興宮霖興宮霖興宮霖興宮    大王   大王角 8 村 雅南珠/永樂軒 北管 

埔心鄉 

義民村 五湖宮五湖宮五湖宮五湖宮    聖四媽 大王 義民村 集成軒 北管 

溪湖鎮 中山里 霖肇宮霖肇宮霖肇宮霖肇宮    三山國王   

溪湖、埔鹽、埔心、

永靖 4 鄉鎮 21 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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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溪里 肇霖宮肇霖宮肇霖宮肇霖宮    二王   東溪里 7~11 鄰 怡和軒 北管 

西勢里 西安宮西安宮西安宮西安宮    三山國王   西勢村 協樂成 南管、品管 

中山里 澤民宮澤民宮澤民宮澤民宮    蕭府千歲 神農大帝 中山里 錦和成 

南管、九甲、

大鼓陣 

打簾村 大安宮大安宮大安宮大安宮    三山國王   埔南村 振和興 九甲 

埔鹽鄉 

埔南村 

三山國王三山國王三山國王三山國王

廟順天宮廟順天宮廟順天宮廟順天宮    

三山國王   

打簾、中竹、南港共

6 庄 

   

大村鄉 黃厝村 忠聖宮忠聖宮忠聖宮忠聖宮    三山國王   黃厝村 五行宮慶雲軒 北管 

花壇鄉 三春村 

三山國王三山國王三山國王三山國王

廟廟廟廟    

三山國王   

三家春 3 村 

集春堂 獅陣 

鹿港鎮 順興里 

三山國王三山國王三山國王三山國王

廟廟廟廟    

三山國王   

順興里、中興里為主 

    

東興里 福安宮福安宮福安宮福安宮    三山國王   

東興里全部、民安里

華北里部分 

同樂軒 北管 

彰化市 

永生里 鎮安宮鎮安宮鎮安宮鎮安宮    三山國王   彰化市會員 70 人 鳳來園 北管 

由上表可知，祭祀樂種相當多樣，這些團體會以庄廟為中心，在村內或是村庄附

近活動，但並不是專屬於廟宇使用，通常這些音樂團體也會支應庄內的婚喪喜

慶，如在田尾鄉竹塘村三清宮16的訪談中，廟祝林松助提到較為特別的是，該廟

對於音樂團體的有分廟內使用與村內使用的情形： 

 

……三清宮的也有誦經團，在初一、十五輪流在廟裡誦經，誦經團有分成三團，

各由不同老師教授，穿的道服顏色也不一樣，使用的場合也不同，主要分成喜喪

事，黃色道服的是廟裡誦經的，黑色道服則是村莊裡有喪事時請去幫往生者誦經

的。(田尾鄉竹塘村三清宮廟祝林松助口述) 

                                                
16

 見 2010 年 4 月 25 日竹塘鄉竹塘村三清宮林松助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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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祭祀音樂祭祀音樂祭祀音樂祭祀音樂    

 

    在這個地區，最常見的是客家八音的演出，客家八因主要用在各種喜慶場

合，包括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像是入厝或是其他個人的吉慶活動；而八音主要

也用於吉慶，較少使用在喪事，不過也有樂團也會接喪事的活動，但是主要也是

館閣內的子弟或成員故去，或是其親人故去，館閣才會幫忙出團；另外還有像是

「歕春」的活動，是客家人過年這段時間的開春活動，這時候也常會請八音班來

慶賀，最常見的就是使用在嫁娶上，八音班會在迎娶前一晚在男方家中排場演

奏，在隔天早上至女方家中迎娶時，八音班會沿途吹奏、帶陣，場面相當熱鬧；

其他還有像是祝壽、高中、入厝、送行等等活動，基本上這些音樂團體並不會只

以廟宇活動為主，而且常常在有收錢的情況下，只要有人願意請，婚喪喜慶的些

音樂團體都會出團。在以下的訪談內容，有些團體已完全散團，村內耆老也無法

完整陳述該團情況，所以某些團體並沒有詳實紀錄當年情況，有些團體也只留某

些當年使用的鼓架、傢私或是曲譜，以下將簡略介紹幾個區域的音樂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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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彰化彰化彰化、、、、花壇花壇花壇花壇、、、、大村大村大村大村、、、、鹿港鹿港鹿港鹿港    

 

圖八 彰化、花壇、大村、鹿港地圖 

 

鹿港鎮 

三山國王廟 

大村鄉 

忠聖宮 

彰化市 

福安宮 

鎮安宮 

花壇鄉 

三山國王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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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市彰化市彰化市彰化市：：：：福安宮同樂軒福安宮同樂軒福安宮同樂軒福安宮同樂軒、、、、鎮安宮鳳來園鎮安宮鳳來園鎮安宮鳳來園鎮安宮鳳來園    

早期福安宮三山國王是沈氏(祖籍饒平)在祭拜的，他們原本因為要來台灣做生

意，所以將三仙國王請到彰化，放在自己家中祭拜，後來在庄裡建廟把神像請到

福安宮讓村民奉祀；福安宮早期有

一個樂團叫同樂軒，是北管子弟

戲，老師從彰化集樂軒請來的，受

訪人蔡添華，32 年次，祖籍福建泉

州。蔡添華先生說同樂軒以成立 70

年以上了，約在受訪者 10 多歲時就

散館了，以前也會在庄裡幫嫁娶等

活動出團，同樂軒有前場在演戲的，敎曲的老師那時候都是下午會來敎，當時學

習的人很多，但後來漸漸都不再參加了，同樂軒有拜西秦王爺，當時的樂器還在

廟裡，有鼓、鑼、大小鈔、賴噠仔、大吹、小吹、響盞，當時同樂軒也有幫忙附

近村莊排場，他們出團的時候偶爾有收錢。因為受訪者參加同樂軒已經是末期

了，所以對團裡的情況也沒有很熟悉。 

 

鎮安宮受訪者林錫章本身就是潮州汕頭市府浦林縣來的客家人，但是祭拜三山國

王的人不限客家人，只是剛好以前廟宇建設在客家庄，祭拜的人才會以客家族群

為主，這個村莊的大姓是賴，但是現在已經不住在這邊，因為當初姓賴的人當官

之後，霸佔了很多土地，所以之後在村民的抗爭下，他們終於搬出這個村莊，所

以現在廟裡的事情也不再管理。廟中主要的活動是農曆 2/25 的三山國王祭典，

會在前 5 天繞境七里，尾用的團體有大鼓陣還有童子陣。以前在這間廟有一個鳳

來園，但是因為他很早就散團了，所以知道的人已經都沒有了，當時鳳來園因為

廟裡的香火不興盛，所以之後就轉移到梨春園了。 

圖九-彰化市福安宮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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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三山國王神像 

 

大村鄉大村鄉大村鄉大村鄉：：：：五行宮慶雲軒五行宮慶雲軒五行宮慶雲軒五行宮慶雲軒 

在忠聖宮的訪問並沒有問到關於慶雲軒的事情，但是在同村的五行宮卻找到了慶

雲軒當初使用的鼓架，受訪者廟祝黃永鉚，他認識當初參加慶雲軒的黃文曲，但

是黃文曲已故去，現在也沒有人知道團內的情況，只有留下一個當時用的鼓架
17
。 

 

                                                
17

 見附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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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員林員林員林、、、、田尾田尾田尾田尾、、、、永靖永靖永靖永靖、、、、埔心埔心埔心埔心    

 

圖十一 員林、田尾、永靖、埔心地圖 

 

員林鎮員林鎮員林鎮員林鎮：：：：廣寧宮玉聲票房廣寧宮玉聲票房廣寧宮玉聲票房廣寧宮玉聲票房    

廣寧宮受訪者賴橋鎗，24 年次，廣寧宮成立於康熙五十年，早期是由七十二庄

來奉祀，此村大姓為張姓，祖籍都來自廣東潮州府。早期此廟有玉聲票房，樂種

為類似京，當時有唱對曲，那時候教學的老師叫「家顛仙」(台語)，玉聲票房曾

經有跟其他團拼館過，那時候傢私有絃仔、小鼓、吹、達鼓，當時成員約有 40、

50 人，有 80 多年的歷史，團裡的成員是以附近的生意人、老師為主來學習。 

 

    

埔心鄉 

霖震宮、朝南宮 

霖鳳宮、霖興宮 

五湖宮 

田尾鄉 

朝天宮、廣霖宮 

沛霖宮、鎮安宮 

北玄宮 

員林鎮 

廣天宮、廣寧宮 

廣安宮、明聖宮 

青山宮 

永靖鄉 

同霖宮、廣霖宮 

霖濟宮、舜天宮 

甘霖宮、永安宮 

永興宮、芳濟宮 

三濟堂、受天宮 

意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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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尾鄉田尾鄉田尾鄉田尾鄉：：：：廣霖宮新樂興廣霖宮新樂興廣霖宮新樂興廣霖宮新樂興 

廣霖宮主祀三山國王(巾山國王主位)，副祀城隍老爺、福德正神，南曾村大姓邱，

廣霖宮是庄廟。廣霖宮三山國王是發源於廣東梅洲河婆，是彰化三山國王六角頭

之一的廟宇，六角頭的廟如果有任何的神明要卦香，都會聯合起來，幫忙遶境活

動。邱氏家族的祖厝就在廟後

方，南曾堂的邱氏家族與永靖鄉

瑚璉村忠實第的邱氏宗祠18同

祖。廟前的人說，南曾村以前有

曲館，可能沒有館名，因為以前

是用來辦事問事用的，但是知道

是北管，在庄裡嫁娶的時候也會

出團，由村庄裡的村民組成，因為後來團員都過世，曲館也散團了。現在只有誦

經團用的後場。後來如果廟裡有祭祀或是神明生，都是從外面請來排場。 

 

永靖鄉永靖鄉永靖鄉永靖鄉：：：：舜天宮廣樂軒舜天宮廣樂軒舜天宮廣樂軒舜天宮廣樂軒、、、、霖濟宮竹雅軒霖濟宮竹雅軒霖濟宮竹雅軒霖濟宮竹雅軒、、、、芳濟宮賜樂軒芳濟宮賜樂軒芳濟宮賜樂軒芳濟宮賜樂軒 

舜天宮主祀天上聖母，副祀三山國王(明山國王)、玄天上帝，配祀五穀大帝、註

生娘娘，建於壬申年(民國 21 年)。目前廟內有大鼓陣，過去的曲管沒有人聽過

其事蹟。在廟後倉庫內發現一鼓架，鼓架上刻有「獨鰲庄 廣樂軒 昭和十二年 丁

丑仲冬月」。獨鰲庄為現在獨鰲村、敦厚村兩村的舊地名，大姓陳。廟旁一家「江

夏堂」(黃氏堂號)住有一位耆老，他是廟裡負責大鼓陣打大鼓的人。黃火電，20

年次 92 歲。參加舜天宮的大鼓陣且負責打鼓，是自學並沒有跟任何老師學習。

據黃火電先生說，獨鰲村有北管團，由本莊有興趣的民眾組成，當時大約有十幾

人，有請老師來教，先生是海豐(田尾鄉)請來的。館內學習的人都是四線人，曲

館前後場都有，參加的人都是男性。該團散團的時間可能在舜天宮建廟之前，黃

火電先生說在建廟前在曲館學習的人都已經過世。曲館很少活動，諸如嫁娶、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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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2010 年 4 月 11 日永靖鄉瑚璉村忠實第田野日誌 

圖十二：2010 年 4 月 25 日田尾鄉廣霖宮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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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神明生等廟內活動皆沒有參加，只有在學習曲的時候有排過場，其他時候都

沒有在村莊內演出或活動，曲館在學完之後曾經有去員林演過一次戲，是演出子

弟戲。 

霖濟宮主祀三山國王(獨山國王)，據廟碑「彰化縣永靖鄉竹子村三山國王史蹟」

上寫道：霖濟宮三山國王係由邱九(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烏石角)派下的邱懷德渡

台後，受到三山國王神尊的指示，來到竹仔腳尋找三山國王廟，而後發現有一小

廟沾駐的是三王，弟子為感念顯赫神威，便同意重建三山國王廟。廟內還有一牌

匾「明貺廟記」也記載了一段關於三山國王的史蹟，編脩人為元朝劉希孟。 

霖濟宮是庄廟，祭祀圈就只有本庄的人。據江先生的說法，本庄內有北管團竹雅

軒、武館同義堂、武館勤習堂、武館振興館(堂)，但那是以前才有出團，現在都

已經解散；近年來廟內祭祀時用的是大鼓陣、獅陣。但是廟裡如果有盛大的祭祀

活動，還是有以前的人回來排場，北管團的老師叫邱錦章(91 歲)，他也是竹子村

的人，現在在彰化市定居。江先生說，竹雅軒的傢私都還在，放在廟的倉庫裡，

有大鑼、賴噠仔、噠鼓、鼓架等。武館的部份，三館都是以獅陣為主，不過現在

已經不出團了，如果廟裡需要也是外面請的，廟裡唯一在活動的團只有大鼓陣。

竹雅軒以前出團要收錢，嫁娶、喪事都有做，只要人家叫都可以出團，不過喪事

比較少，主要還是以廟會活動為主。 

 

芳濟宮主祀五恩主(玄天三帝、文衡聖帝、孚佑帝君、司命真君、獨山國王)，副

祀福德正神、觀音佛祖，配祀玄天三帝(三兄弟)、包府千歲、城隍老爺，從祀五

穀大帝。據廟內「芳濟宮三濟堂沿革史」中記載：歲次庚戌年(西元一九七零年)

本庄詹府人氏於三濟堂(芳濟宮原址)雕奉玄天三帝，而後神聖顯靈再雕奉玄天大

帝、玄天二帝及三恩主(文衡聖帝、孚佑帝君、司命真君)，堂內主要為鸞堂，專

門施方濟世，而後因神靈顯赫、香火鼎盛，於是開始動土興建廟宇芳濟宮，並雕

奉五恩主奉祀中殿，繼續廣渡有緣信眾。總幹事楊重政解說四芳村的由來，四芳

村舊名「四塊厝」，所謂四塊厝是因為有四個大姓，四大姓分別是：盧、陳、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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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和其他姓氏，庄廟一開始並不是芳濟宮，而是在庄內「清河堂」的盧氏家中有

一尊關聖帝君(文衡聖帝)來祭拜，而後詹厝人氏到松柏坑帶回玉旨，回到庄內三

濟堂起乩，而後就是有廟內沿革史所寫之事，芳濟宮也成為現在村裡的庄廟，是

本莊祭祀的廟宇，是屬於海豐崙(田尾沛霖宮)三王角祭祀圈的一環。四芳村的福

佬人較多，大多來自大陸福建。在庄里的姓氏與古厝的堂號，分別有這幾種：陳

氏河南堂、魏氏鉅鹿堂、盧氏范陽堂、傅氏清河堂。四芳村以前有曲館，叫賜樂

軒。賜樂軒只有後場，在廟前排場，並沒有前場演戲的北管團，嫁娶時也會有八

音吹，還有分成大小八音，大小八音的差別可能是在吹的音不同；賜樂軒的活動

幾乎已廟會的活動為主，並沒有做喪事。組成的人員也都是以四大姓為主，就是

庄內人成立的，散團時間大約五十年前。請的師傅是本莊人，姓盧，因為他吃素

所以村裡的人都稱他叫盧菜先。 

 

 

 

埔心鄉埔心鄉埔心鄉埔心鄉：：：：霖興宮霖興宮霖興宮霖興宮雅南珠雅南珠雅南珠雅南珠19    

霖興宮由六角頭來祭拜：舊館、新舘、南舘、大華村、仁里村、南漧(永靖)。在

溪湖巫厝庄是以明山國王為主位、田尾海豐崙是以獨山國王為主位、埔心舊舘是

以巾山國王位主位。受訪者吳上海，76 歲，祖籍是福建省漳州府，當時在樂團

中學習的是品仔、鑼、鈔。雅南珠是於民國前成立，樂種屬於南管九甲，拜田都

元帥， 30 幾年前解散，現在僅剩 3 人是當時的團員，當時老師是從溪湖西勢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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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自「彰化縣八音研究小組」第三組：洪宗平、許郁婷、林采汝 

圖十三：永靖鄉舜天宮廣樂軒鼓架 圖十四：永靖鄉霖濟宮竹雅軒木雕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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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邊請來的，前後場共有 20 人，前場有鑼、鼓、小鈸，後場有吹、三弦，曾經

去過員林、斗六、高雄、台北新莊湊熱鬧，在神明生、娶新娘、入厝、喪事會出

團，也有去過永靖的布袋戲打過後場，當時每天晚上７點半到９點半都會練習。 

 

溪湖溪湖溪湖溪湖、、、、埔鹽埔鹽埔鹽埔鹽、、、、竹塘竹塘竹塘竹塘、、、、社頭社頭社頭社頭、、、、溪州溪州溪州溪州    

 

圖十五 溪湖、埔鹽、竹塘、社頭、溪州地圖 

 

溪湖鎮溪湖鎮溪湖鎮溪湖鎮：：：：澤民宮錦和成澤民宮錦和成澤民宮錦和成澤民宮錦和成    

澤民宮主祀蕭府千歲、馬府千歲、文武尊王，副祀神農大帝、太保元帥。據廟內

澤民宮沿革記載：宮內主祀神是在清朝嘉慶三年由福建泉州遷台。宮內有大鼓陣

溪湖鎮 

霖肇宮、肇霖宮 

西安宮、澤民宮 

溪州鄉 

三千宮 

竹塘鄉 

南天宮、廣靈宮 

德福宮、三清宮 

廣萬宮 

社頭鄉 

保黎宮、鎮安宮 

泰安岩 

埔鹽鄉 

大安宮 

三山國王廟順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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傢私。張石，20 年次，參加過南管團，團名叫錦和成，可能成立了 70 年以上了，

錦和成都在澤民宮排場，澤民宮是庄廟，錦和成並沒有去霖肇宮排場過，這村裡

的人主要是拜澤民宮的蕭府千歲(農曆 8 月 8 日千秋)。錦和成以前的團員大約有

12~16 人左右，老師是從埔鹽鄉大鹽村(可能是打廉村)請來的，名字叫陳天賜，

當時的傢私有鑼、鼓、拍板、噯仔、大吹、大廣弦、殼仔弦、鐵弦仔。楊評文，

18 年次，也參加過錦和成，兩人都是 20 幾歲開始學的，楊評文先生學過噠鼓也

學過唱曲，錦和成是南腔北調，唱的曲都是白話，也有南唱北打的情形，那時候

用的曲譜跟總綱都已經不見了；那時候錦和成也奉祀見笑祖師，然後跟著庄頭拜

蕭府千歲，楊評文記得當時曾演過扮三仙(福祿壽)、對曲，但是並沒有前場，只

有後場的排場，大約的情形如下： 

○ 

○           ○ 

○                 ○ 

○                      ○ 

○       ○       ○ 

圖十六 排場配置 

 

錦和成也有在嫁娶的時候出八音，不過主要去鬧廳，出八音的陣頭比較少；也有

跟別人拼館過，但是就是在廟裡卦香時會到其他地方跟別人拼館，或是別人來庄

裡進香時會有拼館的情形；像是入厝等喜慶才有出團，但沒有做喪事的。 

 

埔鹽鄉埔鹽鄉埔鹽鄉埔鹽鄉：：：：大安宮振和興大安宮振和興大安宮振和興大安宮振和興
20202020
    

汪美洲今年 93 歲，以前參加的南管(九甲)團名為「振和興」，他表示南管的樂器

他全部都會，也會自拉自唱，13 歲時參加「振和興」，練習的時候是在館主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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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自「彰化縣八音研究小組」第四組：謝雯雀、林季萱、許雅淑 

鼓 
盞 

盞 

鑼 

鈔 

吹 吹 
鈔 

盞 

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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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的。他不記得振和興是誰創立的，只記得是豐澤村的人創立。當時所祭拜的

樂神他也不記得了。「振和興」的老師是北勢人，名字忘記了。他表示他們不只

有九甲，也有八音，喪事也有在演出，沒有固定的演出時間，有人邀請就會去演

出，當初收的紅包一包差不多是好幾千。在村裡的演出都是義務性的，不收費。

當初成員有十多個，都是男生，現在只剩下兩位，其餘的都已經去世了，一位是

汪美洲本人，另一位就不是很清楚他的狀況。汪美洲表示《倒頭風入松》這首曲

子沒有場合限制，頭手打這首，他們就會跟著演奏。《慢吹場》跟《遊荊州》是

老生和小生出來走時演奏的。汪美洲表示村裡面沒有其他的陣頭，村裡是雜姓，

祖先是來自山西太原。村裡的大廟是「大安宮」，奉祀三山國王，農曆 2 月 25

日生日。目前汪美洲存有兩本古譜。21
 

 

 

 

 

 

 

圖十七 埔鹽鄉大安宮振和興汪美洲大吹示範 

 

竹塘鄉竹塘鄉竹塘鄉竹塘鄉：：：：廣萬宮和義堂廣萬宮和義堂廣萬宮和義堂廣萬宮和義堂    

廣萬宮主祀三山國王，副祀神農大帝、福德正神。大姓廖、程、張。廣萬宮是庄

廟，不過因為現在新廣村的居民嚴重外流，整個村莊只剩 9 戶人家，廣萬宮也只

有初一、十五才會有祭拜。廖容達先生說，這個村莊以前有武術館，但是沒有曲

館，武館館名叫和義堂，有成立獅陣，也會在村莊幫忙廟裡的活動，如果有嫁娶

的時候，則都是外面請團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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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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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頭鄉社頭鄉社頭鄉社頭鄉：：：：泰安岩錦明珠泰安岩錦明珠泰安岩錦明珠泰安岩錦明珠 

訪問人張江夏，29 年次，祖籍廣東省清河縣，他說錦明珠在日本降和時就有了，

主要是由張家傳承下來了，約有 50 多年的歷史，師承：崙雅村蕭根(歿)、泰安村

蕭春北，是從鹿港學來的，在唱曲時會有鹿港腔，有前後場，目前有在國小敎，

樂神有田都元帥(是敎南管)、西秦王爺(是北管)，此團成員有 15 人以上到 35 人，

道具有：刀、劍、槍、戢，樂器有：鼓、鑼、鈔、絃仔(提弦、二弦、三弦)、品

仔、大吹、小吹、達仔。曲目有：黃鶴樓、回瑤、走三關、芳雁。目前還會在廟

會中排場，有到埔心鄉新舘、枋橋頭鎮安宮每週四教學。扮仙的順序：火炮�滿

台�點江。早期錦明珠在嫁娶時會吹八音、神明生、進香、掛香、扮仙、喪事時

都會表演，喪事與喜事的不同在於管(五馬管)，他們用的樂曲則有分福路、新介。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這些用來祭祀的音樂通常也用在其他地方，不僅僅只是在廟中的祭典活動

上，曲館中的排場或是武館的陣頭，常常也會用在人們的婚喪喜慶與日常生活

中。這樣的情況，在許多地方志書中都有提到，以下是其書中關於此事的記載： 

 

親迎，……出乘輿，鼓樂鳴鑼，親友少年者前導，以二童子執婿家燈，沿途

放花炮……旋車或五日、七日，必待婦翁之請，鼓樂前導。(周璽 2006〈彰

化縣志卷九‧風俗志‧婚姻〉：下冊 431-432) 

凡葬於卒哭之後者，前三日舉哀，設朝夕奠……魂轎、香亭，張鼓樂，童子

執旛，僧道鳴鐃；新朋白衣冠送之，或祭於道左，謝以帛。(劉良璧 2005〈重

修福建台灣府志卷之六‧風俗〉：上冊 198) 

俗尚演戲、凡寺廟佛誕，則數人以主其事，名約「頭家」；斂金於境內，作

戲以慶。(劉良璧 2005〈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卷之六‧風俗〉：上冊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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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訪問過程中，也發現很多疑問，比如說在 2010 年 4 月 4 日的員林

廣寧宮訪問中，受訪者說當年那個曲館叫作「玉聲票房」，但根據文獻資料，過

去在員林廣寧宮中所成立的館閣應該是「聚雅聲」，在這點筆者尚未釐清，有待

以後再田野工作調查時詢問。還有在關於族姓方面，也有很多疑點，在 2010 年

4 月 18 日永靖鄉四芳村芳濟宮訪問中，有一位受訪者盧耀章先生說了另一種四

塊厝四大姓，他說應該是楊、盧、傅、詹，楊氏宏(弘)農堂、盧氏范陽堂、傅是

清河堂、詹氏河間堂。之所以有這個版本主要是因為時間早晚的問題，盧耀章先

生說這可能是最原本的大姓，是後來才變成現在大家所知的大姓。 

    在三山國王廟宇的訪問過程中，發現很多廟宇的陣頭都由外面請來，並沒有

自己成立曲館或陣頭，過去的音樂團體現在大部分都消逝，讓現在三山國王祭祀

圈中的祭祀音樂，幾乎都已經剩下誦經團跟大鼓陣，使用簡單的鑼鼓點以及最少

的人數，可見村莊的祭祀圈文化越來越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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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章章章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三山國王的信仰之於客家族群，一直以來我們都認為他們是客家人的守護

神，而所謂民間信仰，本來就是團結族群鄉里的精神支柱，更是族群結社力量之

來源
22
，尤其遇到婚喪喜慶時，這些地方廟宇永遠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尤其

祭祀圈的形成，更給了三山國王信仰具有意義的社會功能，廟宇與祭典的配合，

能加強人與族群與社會之間聯繫度，以及廟宇與廟宇之間的交流，加上祭典音樂

的使用，這些音樂館閣之間的互相較勁，更能帶動村莊的蓬勃發展，讓人與人之

間相互溝通，相互繁榮。 

    而三山國王祭祀圈也因此而產生，在彰化的三山國王祭祀圈分佈的地區，主

要集中在永靖鄉附近，以角頭祖廟的溪湖霖肇宮為中心向外擴展，到大村、花壇

一帶已經是後來才興起的廟宇了；但是現在居住在三山國王廟附近的人並非都是

客家族群，就如同前文所說，因經過械鬥等的歷史變遷，遷居各處的客家族群也

不再以三山國王為信仰中心，現在祭祀圈中的族群閩客皆有，就算是客家族群主

要也是祭祀自家的祖牌為主，並沒有將三山國王作為主祀對象。 

    或許我們都會認為，在三山國王祭祀圈中一定會用到的傳統音樂就是客家八

音，而從田野調查的結果看來，確實很多情況下都顯示這樣的祭祀音樂確實有客

家八音的影子，客家八音的概念簡單來說，是由鼓吹、弦類組合而成的合奏音樂，

客家八音使用在人的生命禮俗，也就是說三山國王信仰與客家八音音樂是客家族

群不可或缺的，所以客家族群就算是經過艱辛的遷徙之後，仍然會在其當地建立

三山國王廟，所以有三山國王廟的地方確實曾經都有過客家人居住！但是，經過

環境的同化，受到福佬人的信仰觀念影響，客家族群對信仰的觀念已經改變，他

們甚至覺得這就是他們的文化。 

 

                                                
22

 董芳苑(1996) 《探討台灣民間信仰》，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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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客家族群遷移的年代，經過閩粵械鬥之後，就已經完全融入了福佬人的

文化中，所以客家族群的遷徙與三山國王廟的建立是在福佬人影響之下所產生的

因素，客家族群受到不同文化的打壓下而流散各地，卻在淺移默化下受到了文化

衝擊的影響，將三山國王廟分香帶至各處形成祭祀圈，甚至請回家中放在宗祠的

正中央供奉著；在各個廟宇中所看到的沿革中，看見的是在歷史源流中，客家族

群當遷徙來台時，帶的都是「三山國王的香火」而非三山國王的聖像，因此是當

他們來到這個土地時，才塑造了三山國王的神像，其實一開始三山國王就是自然

之神，守護地方的山神，並沒有神像或人型的信仰，而現在我們所見的三山國王

廟，就是客家受到福佬客影響的情況。 

    然而，雖然在祭祀上是受到福佬文化的影響，但是客家族群卻在自己也不知

道的情況下，保留了傳統客家的音樂，不管是用在喜慶上的八音吹，還是其他生

命禮俗使用的音樂，都在在顯示了他們的客家血統；但是隨著時代的改變，這已

經不再是種族之間的衝突，而是大環境下的被迫跟進，客家族群信仰中心發生改

變，他們也許跟著眾人信仰了天上聖母，也或許不是客家族群的人卻開始信仰三

山國王，傳統音樂不再成為大家共同的話題，精簡而熱鬧的鑼鼓才是祭祀的看

點，在三山國王祭祀圈中，客家族群也改變了祭祀的方式，不再使用人多又複雜

的客家音樂，於是傳統音樂在時代的洪流中不再有保存性。 

    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過去的文物，他們並沒有被仔細保

存，而是當成廢棄物般的遺置一旁，這是那些老一輩過去的輝煌，而今卻光采不

再，實則令人痛心，這是時代進步的代價，也是我們該反省的事實，身為一個研

究者，除了旁觀歷史留下的蹤跡，更要去了解這些被留下來的文物中，曾經有著

什麼樣的故事，並將這個故事當做自身的借鑑，使我們在持續這個研究的過程中

不會忘本，時時提醒自我要飲水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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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富雄 

    2007《永靖鄉永安宮簡介》，彰化縣永靖鄉：永靖鄉永安宮 

霖濟宮管理委員會 

    2008《竹子村霖濟宮獨山國王》，彰化縣永靖鄉：霖濟宮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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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田野工作田野工作田野工作田野工作表表表表    

 

表五：田野工作日程表與統整表 

 

日期 地點 錄音檔案 錄影檔案 照片檔案 文物 

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6 月 27 日 埔鹽鄉西德宮錦成閣 16 個 8 個 61 張 抄本 

6 月 28 日 田野課程 10 個 1 個   

7 月 25 日 

大村鄉：慈雲寺、昭聖宮、 

玄錫宮、肇華宮 

14 個 3 個 107 張 3 本抄本 

鼓架 

7 月 26 日 

大村鄉：昭聖宮、慶安宮、

雅聞藝術團 

12 個  89 張  

7 月 29 日 田野課程 9 個    

8 月 2 日 大村鄉：鎮安宮永樂軒 6 個  513 張  

8 月 3 日 

大村鄉：昭聖宮御樂軒、五

通宮馨梨園、詔聖宮和梨園 

18 個 1 個 2190 張 7 本抄本 

8 月 4 日 

大村鄉：普崙寺安樂軒、城

隍廟六將會、賜福宮福樂

軒、聖瑤宮、五行宮慶雲

軒、慈雲寺國樂團 

23 個 20 個 727 張 4 本抄本 

8 月 13 日 田野課程 10 個    

 7 個 65 張  

8 月 14 日 

大村鄉：-昭聖宮、聖安宮 

 

彰化市：昭聖宮、聖安宮 

 

4 個 14 個 115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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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  18 張 鼓架 

8 月 15 日 

大村鄉：清龍岩安樂軒、城

隍廟大鼓陣、杏林宮朝樂軒 

 

秀水鄉：清龍岩安樂軒、城

隍廟大鼓陣、杏林宮朝樂軒 

3 個 1 個 38 張  

 

 

8 月 16 日 

 

 

 

花壇鄉：厚載宮祥樂軒、金

盾城隍廟大鼓陣、聖惠宮聖

樂軒、新震聲大鼓陣、慶安

宮新梨園、清龍岩大鼓陣、

埔姜崙安樂軒、文德宮青雲

軒、白沙坑大鼓陣 

16 個 

 

2 個 196 張 

 

1 本抄本 

票房建築 

8 月 16 日 

秀水鄉：清龍岩大鼓、埔姜

崙安樂軒 

3 個 1 個 46 張  

8 月 18 日 

花壇鄉：文德宮復義軒、文

德宮共義軒、虎山岩振梨

園、明德宮玉梨園、興安宮

大鼓陣 

15 個  306 張 5 本抄本 

數張曲譜 

8 月 19 日 

秀水鄉：聖靈宮山寮曲管、

天龍宮錦和興、和樂社、鎮

安宮信樂社、華龍宮玉春

園、玄德廟鳳梨園、大鼓陣 

10 個  121 張 2 本抄本 

8 月 21 日 

秀水鄉：上興宮新樂社、金

興村、烏面將軍廟西樂社、

天慈宮安樂軒、三聖宮大鼓

22 個 2 個 133 張 1 本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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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金陵社區大鼓陣、好漢

廟碧桃園 

 

芬園鄉：好漢廟碧桃園 

 

22 個 1 個 93 張 1 本抄本 

數張曲譜 

1 個 2 個 4 張  

8 月 23 日 

秀水鄉：玉春園歌劇團秋文

菊 

 

芬園鄉：嘉興宮蟠桃園、中

崙社區鳳梨園、中崙村樟樂

軒 

7 個  63 張 1 本抄本 

8 月 24 日 

芬園鄉：芬園慶樂軒 

 

3 個  14 張  

15 個 9 個 5 張  

8 月 25 日 

秀水鄉：馬興社區大鼓陣 

 

彰化市：無底廟鎮南宮新芳

園、南瑤宮勵英社、馬興社

區大鼓陣 

15 個  510 張 6 本抄本 

8 月 26 日 

秀水鄉：馬興社區玄武宮大

鼓陣 

4 個 2 個 1 張  

2 個 3 個 9 張  

8 月 27 日 

秀水鄉：-惠來社區三聖宮大

鼓陣 

彰化市：南門梨春園 
  31 張  

8 月 30 日 田野課程 5 個    

10 月 25 日 田野課程 6 個  59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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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4 日 彰化市 3 個    

11 月 21 日 彰化市 16 個 12 個 98 張 6 本抄本 

12 月 12 日 彰化市 

0 個  47 張 1 本抄本 

19 件戲服 

12 月 20 日 田野課程 7 個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1 月 17 日 田野課程 6 個    

1 月 23 日 彰化市 5 個  83 張  

1 月 24 日 彰化市 16 個 2 個 58 張  

1 月 27 日 彰化市 11 個 2 個 184 張 9 本抄本 

1 月 30 日 彰化市 18 個 1 個 1173 張 17 本抄本 

1 月 31 日 彰化市 10 個  89 張 3 本抄本 

2 月 1 日 彰化市 11 個 5 個 229 張 4 本抄本 

2 月 6 日 田野課程 6 個    

2 月 13 日 田野課程 6 個    

2222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 論文定題論文定題論文定題論文定題    9 個    

3 月 28 日 田野課程 7 個    

4 月 1 日 溪州鄉、彰化市 10 個 9 個 126 張  

4 月 4 日 田中鎮、社頭鄉、員林鎮 9 個 1 個 247 張  

4 月 6 日 員林鎮、埔心鄉 12 個  166 張  

4 月 7 日 埔心鄉 10 個  79 張  

4 月 9 日 埔心鄉、溪湖鎮 15 個 2 個 131 張  

4 月 11 日 永靖鄉 13 個  141 張  

4 月 18 日 永靖鄉、田尾鄉 19 個  296 張  

4 月 25 日 永靖鄉、田尾鄉、竹塘鄉 16 個 5 個 292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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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民族誌民族誌民族誌民族誌    

 

田野日誌田野日誌田野日誌田野日誌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2010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訪問訪問訪問訪問人人人人：：：：蕭珮綺蕭珮綺蕭珮綺蕭珮綺(紀錄紀錄紀錄紀錄)、、、、蔡涵卉蔡涵卉蔡涵卉蔡涵卉(拍攝拍攝拍攝拍攝) 

 

地點：溪湖鎮中山里霖肇宮(彰化縣溪湖鎮中山里大溪路一段 636 號) 

訪問人：廟公 

聯絡電話：(04)8814131 荷婆崙霖肇宮管理委員會 

附註：拍攝照片共 14 張 

霖肇宮主祀三山國王(巾山國王主位)，副祀神農大帝、福德正神。廟內有一塊開

基祖牌上有記載於民國十三年(甲子年)三山國王巡守七十二庄，一旁的肇霖宮志

上也寫到以霖肇宮為中心的共祀圈，共分為五角頭。(詳情見荷婆崙沿革誌) 

據廟公所說，以前霖肇宮還未修廟(土埆廟)時，有一個北管團，是村裡的組成的，

但是廟公是永靖鄉的居民，所以對團並沒有很清楚；但是廟公提供了一個叫張石

的人，他說他可能知道。現在的三山國王廟祭祀時，現在宮裡沒有大鼓陣或任何

陣頭，主要就是誦經團而已。 

 

地點：溪湖鎮中山里雜貨店(彰化縣溪湖鎮中山里大溪路一段 483 號) 

訪問人：張石(20 年次)、楊評文(18 年次) 

祖籍：福建省泉州府龍溪 

附註：拍攝照片參考澤民宮 

張石(20 年次)參加過南管團，團名叫錦和成，可能成立了 70 年以上了，錦和成

都在澤民宮排場，澤民宮是庄廟，以前的澤民宮是在庄裡，後來才搬到現在的位

址，霖肇宮並非本庄的庄廟，他是隔壁庄祭祀的，所以錦和成並沒有去霖肇宮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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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這村裡的人主要是拜澤民宮的蕭府千歲(農曆 8 月 8 日千秋)。錦和成以前的

團員大約有 12~16 人左右，老師是從埔鹽鄉大鹽村(可能是打廉村)請來的，名字

叫陳天賜，當時的傢私有鑼、鼓、拍板、噯仔、大吹、大廣弦、殼仔弦、鐵弦仔。 

楊評文(18 年次)也參加過錦和成，他學很多東西，兩人都是 20 幾歲開始學的，

楊評文先生學過噠鼓也學過唱曲，錦和成是南腔北調，唱的曲都是白話，也有南

唱北打的情形，那時候用的曲譜跟總綱都已經不見了；那時候錦和成也奉祀見笑

祖師(慚愧祖師)，然後跟著庄頭拜蕭府千歲，楊評文記得當時曾演過扮三仙(福祿

壽)、對曲，但是並沒有前場，只有後場的排場，大約的情形如下： 

○ 

○           ○ 

○                 ○ 

○                      ○ 

○       ○       ○ 

 

錦和成也有在嫁娶的時候出八音，不過主要去鬧廳，出八音的陣頭比較少；也有

跟別人拼館過，但是就是在廟裡卦香時會到其他地方跟別人拼館，或是別人來庄

裡進香時會有拼館的情形；像是入厝等喜慶才有出團，但沒有做喪事的。 

 

地點：溪湖鎮中山里澤民宮(彰化縣溪湖鎮中山里大溪路一段 464 號) 

祖籍：福建省泉州府舜後什尾港 

附註：拍攝照片共 14 張 

澤民宮主祀蕭府千歲、馬府千歲、文武尊王，副祀神農大帝、太保元帥。據廟內

澤民宮沿革記載：宮內主祀神是在清朝嘉慶三年由福建泉州遷台。宮內有大鼓陣

傢私。 

 

鼓 
盞 

盞 

鑼 

鈔 

吹 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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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溪湖鎮東溪里肇霖宮(彰化縣溪湖鎮溪湖鎮東溪里成功路六三巷 5 號) 

訪問人：常務監事 陳柏圳(47 年次)、里長 陳國勢 

祖籍：泉州 

附註：拍攝照片共 11 張(怡和軒-參照第四組、勤習堂) 

肇霖宮主祀三山國王(明山國王主位)，副祀財神爺、福德正神，配祀觀音佛祖。

據廟內肇霖宮重建沿革記載：肇霖宮主神由荷婆崙霖肇宮 明山國王分香而來。 

陳柏圳(47 年次)來自埔鹽鄉出水村，他說本莊有一個曲館，叫怡和軒。東溪里以

陳為大姓，村裡也有陳氏祖厝，但姓巫的人很少，那為何叫巫厝？陳柏圳先生說

到巫厝的源流，因為以前漳泉械鬥時，巫姓是屬於客家人，那時陳氏家族(泉州

人)較強勢，所以巫姓就被趕出村莊，只留了幾戶巫姓在村裡，而這些人大部分

也都是北管怡和軒的弟子，所以他們才會留在這邊，怡和軒以前也都是姓陳的人

在做軒主，而那些遷出的巫姓人氏後來搬到埔心鄉大華村，在那邊也有一個巫厝

(見 20100409 埔心鄉大華村永源堂巫厝)，就是溪湖這邊搬出去的。 

怡和軒北管團成立已經約有百年歷史，當初約有幾十個人，有前後場，前場有角

色在演戲，像是苦旦等等的，而那時候用的傢私已經沒有了，但是鼓、鑼還在，

主要是武館的獅陣在用。 

武館勤習堂(參照林美容書 P.297)，屬於獅陣，近期還有傳播到附近的東溪國小，

用的是吉祥如意獅。勤習堂學習的拳法有武耀館的鶴拳，是鶴拳獅，因為原本勤

習堂學習的拳是硬拳，硬獅拳較像是詠春拳，而武耀館是屬於比較軟的武術。 

而這些團體館閣以前都主要都是在肇霖宮活動的，陳柏圳先生說他們也算是附屬

在廟裡的，而參加的成員大部分也以陳姓為主，也有其他姓氏像是徐、黃、巫姓。 

關於三山國王祭祀圈部份，陳姓家族是屬泉州人，會祭祀三山國王是因為以前的

溪湖區共有 5 岬(崙)，而有 3 岬是屬漳州，2 岬是屬泉州，所以在此也算是族群

較小的泉州人在祭祀三山國王。三山國王比較特別的祭祀活動是陳姓重陽節，怡

和軒也都會在這個時候出團，而且一排場就是一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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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溪湖鎮西勢里西安宮(彰化縣西勢里西安路一一七巷 3 號) 

訪問人：廟公 

祖籍：泉州 

附註：拍攝照片共 9 張 

西安宮主祀三山國王(獨山國王主位)，副祀福德正神、五營將軍。廟已經建立了

84 年，主神是直接由大陸接香，並不是荷婆崙霖肇宮的分香，祭祀這間廟宇的

村莊以西勢里為中心，叫做四角頭，分別是西勢厝、外四塊厝、崙仔腳、港尾分

別是東勢里、。據廟公說，以前這附近確實有南管曲館，不過因為年代已久，以

前參加的人也都過世，所以詳細的情形不太清楚。 

 

地點：埔心鄉芎蕉村霖鳳宮(彰化縣埔心鄉芎蕉村員鹿路五段 234 號) 

訪問人：黃坤堭(29 年次) 

祖籍：福建 

附註：拍攝照片共 27 張、影片檔 2 個(誦經團於三山國王祭祀活動) 

霖鳳宮主祀山三山國王祖牌，副祀城隍尊神、福德正神。霖鳳宮屬於荷婆崙霖肇

宮祭祀角頭之ㄧ，負責奉祀「敕封三山國王神位」祖牌，霖鳳宮由舊址遷出建廟

於民國四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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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農曆二月二十五日適逢三山國王千秋，霖鳳宮正在聚辦三山國王祭祀大

典，中午 12 點半開始祭祀，由霖鳳宮誦經團誦經祭祀。誦經團成員共 7 位、禮

生 2 位，誦經團後場有電子琴 1 位、鑼鼓 1 位、殼仔弦 1 位、二胡 1 位，其祭壇

位置如下： 

 

 

 

 

 

 

 

 

黃坤堭(29 年次)先生他記得以前在這個庄頭有個曲館「迎樂軒」，他說霖鳳宮是

庄頭廟，這附近也住客家人，不過是從福建來的。黃坤堭先生在迎樂軒也學過大

鑼，當時團裡約有 20 人左右，曲館清末就有，不過已經散館 30 年左右了，那時

候用的傢私和曲譜都已經不見了，迎樂軒都會在廟前排場，也會被外面的人請去

外庄熱鬧，那時候敎曲館的老師是庄裡的人，叫周出。迎樂軒嫁娶也會出八音的

陣頭，喪事也有，只要有人請都會去，館內沒有特別祭祀祖神，是跟著庄頭拜三

山國王。 

 

地點：埔心鄉芎蕉村霖震宮(彰化縣埔心鄉穹蕉村羅厝路三段) 

訪問人：廟裡誦經團成員 

附註：拍攝照片共 10 張 

霖震宮主祀三山國王(明山國王主位)，副祀城隍爺、福德正神。霖震宮是從同庄

的霖鳳宮分香過來的，霖震宮一直以來就只有誦經團，如果需要用到嫁娶的陣

頭，也都是從外地請來。 

 

□壽桃               壽桃□ 

□鮮花               鮮花□ 

□金紙               金紙□ 

◎   水果   ◎    水果   ◎ 

◎   水果   ◎    水果   ◎ 

 

＊木魚               大罄＊ 

誦 

誦 

誦 

誦 

誦 誦 誦 

通
鼓
、
鑼
、
鈔
、
扣
仔 

電
子
琴 

殼
仔
弦 

二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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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埔心鄉埔心村江夏堂(彰化縣埔心鄉埔心村武英北路 272 號) 

訪問人：黃氏家族成員 

祖籍：廣東 

附註：拍攝照片共 5 張 

黃氏家族成員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但是並沒有聽說過任何關於曲館的東西。江夏

堂的門上有一塊匾額上寫「武魁」，黃氏說以前的黃氏祖先是武狀元，所以一直

沒有成立曲館，不過有關刀跟石盾的古蹟。 

 

地點：埔心鄉瓦南村清河堂(彰化縣埔心鄉瓦南村明聖路三段九三巷 28 號) 

訪問人：張江雪(82 歲) 

祖籍：廣東 

附註：拍攝照片共 5 張 

張江雪(女)是現在張氏家族年紀最大的耆老，當時在她那個時代似乎已經沒有曲

館，他在這個庄頭沒有看過或聽過任何有關於曲館或武館的情形，他們的公廟在

明聖宮，明聖宮是庄廟，有聽過有人會在廟前排場，但是也不是很清楚，而且廟

裡的廟公或管理委員都很年輕，應該也都沒聽過。 

 

地點：埔心鄉義民村五湖宮(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員鹿路二段 520 號) 

訪問人：謝先生(47 年次) 

祖籍：廣東省梅縣(寶樹堂 謝氏家族) 

附註：拍攝照片共 10 張 

五湖宮主祀聖四媽，副祀觀音、註生娘娘，配祀關帝、城隍、巾山國王。據廟內

「五湖宮沿革與組織」中記載：五湖宮為南瑤宮聖四媽會所屬之公廟，共七角頭

所有，即五汴頭角、舊館角、打廉角、獨鰲角、溪墘角、海豐崙角及埔心角，溪

墘角是光復後才加入。五湖宮建於一百多年，前自南瑤宮分香而來，初時聖四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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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同安底奉祀，後移到義民村今日廟旁民宅，後倒塌，移義民廟奉祀，日據時

期，居民擬新建媽祖廟，但未得政府許可，遂以忠義廟名義申請建廟，光復後再

建五湖宮。日據時代建廟之初(約六十年前)原擬六角頭合建，後因當中有一角頭

「字向」不好，故退出，僅剩五角頭，故稱五湖宮。建廟之後，已回南瑤宮進香

三次，第一次是「謝土」完畢，第二次是十幾年前， 第三次是民國 76 年。聖四

媽會每年卜爐主，是由大總理在五湖宮卜。此廟雖為聖四媽會七角頭公有，但現

在廟內各神每年的例行祭典，僅由義民村村民卜頭家爐主，於每年冬尾謝平安時

卜來年的爐主。(部份取自網路) 

謝先生是來自廣東省梅縣的，是寶樹堂謝氏家族的成員，關於謝氏家族的源流，

他說在東門村的謝家也是從義民村的寶樹堂分出去的，所以謝氏的祖厝是在義民

村的寶樹堂。他知道以前有曲館，但是不知道名字，因為知道這個曲館老一輩的

人都過世了。五湖宮是庄廟，那個團體也在廟前排場過(不確定是南管還北管)，

但是沒有演戲，只有排場，不過謝先生知道以前這個團體在嫁娶的時候會出陣，

有敲鑼打鼓的情形，喪事也有出團；他們也是跟著庄裡的信仰祭拜媽祖，並沒有

另外祭拜其他神明。參加的成員都是庄裡的人，沒有限定是哪些姓氏的人在參

加，不過客家人比較多，不過現在因為客家人被同化，現在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

客家人了。 

 

地點：埔心鄉義民村寶樹堂(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中正路一段四三四巷 11 號) 

祖籍：廣東省梅縣 

附註：拍攝照片共 4 張 

寶樹堂為謝姓堂號，來自廣東省梅縣。在其祖祠內的祖先牌位上有「裕慶堂」的

字樣。根據謝先生的說法，義民村謝家跟東門村的謝家同出一系，而祖厝就是在

義民村的寶樹堂。(訪談內容請參考五湖宮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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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埔心鄉大華村永源堂(彰化縣埔心鄉大華村朝奉路 200 巷 65 號) 

訪問人：巫國恩(40 年次) 

聯絡電話：0910-461352、0930-557711、(04)8297978 

祖籍：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元高都大榕社五節嶺(巫厝) 

附註：拍攝照片共 18 張(包含巫氏族譜) 

永源堂為巫氏家族祖厝，巫氏的祖籍是在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元高都大榕社五節

嶺，就是現址的廣東省饒平縣浮濱鎮五祉管理區(村)。在永源堂裡有供奉祖牌，

在牆面上也貼有大陸巫氏祖祠原址的相片，從照片中的客家土樓可知巫厝確實是

客家族群，另外牆上還貼有族譜的勘誤通知，可清楚知道巫氏的源流。 

巫國恩先生提供了一本族譜讓我們參考，他也說在這個庄頭沒有曲館，當初有成

立曲管或是陣頭的是新舘村的劉厝，他們有獅陣、北管等等；如果大華村在嫁娶

或廟會需要熱鬧時，也都是請劉厝的陣頭過來幫忙的，也都有包紅包給他們；喪

事也是一樣都請劉厝的人，不只是陣頭，連喜喪的程序、過程需要的任何東西都

是劉厝的人過來幫忙。巫厝的人也是在新舘那邊祭拜神明，丁錢也是交到新舘那

邊的廟宇，輪值爐主也有算巫厝的份。巫厝的人有自己家中祭祀的廟「五聖堂」，

就在永源堂前，是巫厝的祖廟，主祀玄天上帝。 

關於巫厝的遷徙與源流，巫國恩先生說之前他們剛開過宗親大會，說巫厝的人以

前是從溪湖鎮溪頂寮搬來的(見 20100409 溪湖鎮東溪里肇霖宮)，巫國恩先生說

他確定是溪湖鎮也太不清楚是哪一個村里，因為後來這附近的行政區域一直在

變，巫厝的人氏在彰化不過 3 萬多人，巫氏從大陸來到彰化後因為受到陳氏的驅

趕，當時陳氏的勢力較大，後來所有的巫厝的人就四散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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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日誌田野日誌田野日誌田野日誌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2010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訪問訪問訪問訪問人人人人：：：：蕭珮蕭珮蕭珮蕭珮綺綺綺綺(紀錄紀錄紀錄紀錄)、、、、蔡涵卉蔡涵卉蔡涵卉蔡涵卉(拍攝拍攝拍攝拍攝) 

 

地點：永靖鄉陳氏家廟繩武堂(彰化縣永靖鄉港西村中山路一段 333 號) 

訪問人：無 

聯絡電話：(04)8220567、(04)8225533 陳武平管理委員會       

祖籍：潮州府饒平縣塘埔鄉棉雍寨 

附註：拍攝照片共 71 張(包括陳氏宗親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手冊) 

陳氏家廟，入口處進去左邊白柱上有金色刻字「祭祀公業陳武平(八一、八、八

改制) 管理人陳益強(十五世)敬題(九八、十二)」。內有陳武平公繩武堂沿革，據

上面所寫，其開饒始祖木苑公後代，於清康熙年間攜眷由潮州府饒平縣塘埔鄉棉

雍寨到台居住在田尾永靖地方。後代子孫追念遺德興建武平祖祠，以便子孫朝

拜。之後經過重建、整修，配祀開漳始祖陳聖王元光公(金身)及開饒始祖木苑公，

堂名約「繩武堂」。而後每年由四個角頭(獨鰲、園內、溪畔、庄尾)輪流舉辦祭

祀典禮。 

 

地點：永靖鄉永東村永安宮(彰化縣永靖鄉永東村永靖街 75 號) 

訪問人：永安宮委員 

聯絡電話：總幹事 王有信 0921-717-230 

附註：拍攝照片共 6 張，田野日期共兩日 20100411、20100418 

因適逢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活動，永安宮委員無法接受訪問，於是留下永安宮總

幹事的電話，日後將再與總幹事約時間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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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永靖鄉獨鰲村恩列祠(彰化縣永靖鄉敦厚村獨鰲路一段敦厚社區) 

訪問人： 蘇有鑽(36 年次)、鄭先生(25 年次)、邱創敏(32 年次) 

祖籍：福建 

附註：拍攝照片共 12 張 

獨鰲村大姓陳，庄廟舜天宮，蘇有鑽先生說這村莊的陳氏祖厝就是在中山路上的

陳氏家廟。在庄廟舜天宮主祀是天上聖母(媽祖)，而在同村的受天宮照明堂他是

一間鸞壇，雖然大家也是都會去祭拜並沒有像舜天宮一樣興旺，主要是讓人問事

用的。據三位訪問人說，這個村莊的人可能都是從福建來的，但是邱創敏先生說

他可能是廣東來的，他家中祖厝房屋上有牌寫「河南堂」，而且姓邱(邱厝)最多

的地方是永南村。 

三位訪問人說本村以前可能有北管，但是人都已經不在了，也忘記團名了(也有

可能沒有名字，只是組織一個娛樂用的團體)，只知道是村裡面 10 幾個人組成的，

該團以前也曾經在舜天宮排場，還有做過戲和對曲，當時用的鼓架還在舜天宮的

倉庫裡，該團會在嫁娶或迎神時出團，但並沒有做喪事的，主要就是正月的歕春

等等熱鬧的喜事活動。本村並沒有武館或獅陣，金獅陣是在同安村和同仁村才有。 

 

地點：永靖鄉獨鰲村舜天宮(彰化縣永靖鄉獨鰲村獨鰲路一段一三九巷 2 號) 

訪問人：黃火電(92 歲) 

祖籍： 江西(江夏堂) 

附註：拍攝照片共 35 張(廣樂軒鼓架)(有 2 張位於黃火電家旁的江夏堂) 

舜天宮主祀天上聖母，副祀三山國王(明山國王)、玄天上帝，配祀五穀大帝、註

生娘娘，建於壬申年(民國 21 年)。明山國王是從荷婆崙肇霖宮分鎮在巫厝庄霖

肇宮以後，庄中陳家迎請回家奉祀，神通顯化後，則立堂為顯明堂。目前廟內有

大鼓陣，過去的曲管沒有人聽過其事蹟。在廟後倉庫內發現一鼓架，鼓架上刻有

「獨鰲庄 廣樂軒 昭和十二年 丁丑仲冬月」，但廟祝不知道任何關於鼓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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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鰲庄為現在獨鰲村、敦厚村兩村的舊地名，大姓陳。經由廟祝介紹，廟旁一家

「江夏堂」(黃氏堂號)住有一位耆老，他是廟裡負責大鼓陣打大鼓的人，於是前

往拜訪。 

黃火電，20 年次 92 歲。參加舜天宮的大鼓陣且負責打鼓，是自學並沒有跟任何

老師學習。據黃火電先生說，獨鰲村有北管團，由本莊有興趣的民眾組成，當時

大約有十幾人，有請老師來教，先生是海豐(田尾鄉)請來的。館內學習的人都是

四線人，曲館前後場都有，參加的人都是男性。該團散團的時間可能在舜天宮建

廟之前，黃火電先生說在建廟前在曲館學習的人都已經過世，曲館的原址是在現

在村內幼稚園的地點，曲館排場也在那邊，當時並沒有舜天宮這個名字，是用曲

館的名字而後建廟才有舜天宮這個名字。曲館很少活動，諸如嫁娶、喪事、神明

生等廟內活動皆沒有參加，只有在學習曲的時候有排過場，其他時候都沒有在村

莊內演出或活動，曲館在學完之後曾經有去員林演過一次戲，是演出子弟戲。 

 

地點：永靖鄉獨鰲村陳氏家族(彰化縣永靖鄉獨鰲村圳腳巷 57 號) 

訪問人：陳氏家族 

祖籍：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穎川) 

附註：拍攝照片共 9 張 

永靖鄉獨鰲村的陳氏家族是跟永靖鄉港西村餘三館同一個祖先，但是並不是全村

的陳氏都從餘三館分出來，可能是分成木苑公一派跟武平公一派，詳情見陳氏家

廟內的繩武堂沿革。訪問人的陳氏家族跟餘三館的祖先是木苑公派，祖厝則是在

慶峰堂(見 20100411 永靖鄉港西村慶峰堂)；另外一派就是武平公派，祖厝就是

陳氏家廟繩武堂(見 20100425 永靖鄉五福村慶豐堂)。 

陳氏家族的人說本庄只有武館，沒有曲館。武館的傢私已經都被大家分掉，沒有

留著，館名有叫同義堂、勤習堂，其他館內情況都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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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永靖鄉敦厚村受天宮照明堂(彰化縣永靖鄉敦厚村頂崁巷 72、73 號) 

訪問人：林先生(林氏家族) 

祖籍：廣東饒平縣(西河堂、九牧堂) 

附註：拍攝照片共 21 張 

受天宮照明堂主祀三山國王(獨山國王主位)，副祀玄天上帝、福德正神、五營將

軍，是專門讓人問事的鸞壇，並不屬於林氏家族的私廟，庄內人有事都可以來問

事或祭拜。林氏家族紙負責替堂內做燒香或整哩，並沒有在做管理的工作，不管

是鸞生還是祭祀的陣頭，都是外面請的，並沒有自己組織曲館或陣頭。 

受天宮照明堂後面有一個林氏祖祠，名為「九牧堂」，內有供奉祖先牌位和九睦

公。 

 

地點：永靖鄉竹子村霖濟宮(彰化縣竹子村竹中巷 18 號) 

訪問人：江先生(37 年次)、江源淦 

聯絡電話：江源淦 0933-560-051 

祖籍：福建永定(汀州府) 

附註：拍攝照片共 34 張(竹雅軒鼓架) 

霖濟宮主祀三山國王(獨山國王)，據廟碑「彰化縣永靖鄉竹子村三山國王史蹟」

上寫道：霖濟宮三山國王係由邱九(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烏石角)派下的邱懷德渡

台後，受到三山國王神尊的指示，來到竹仔腳尋找三山國王廟，而後發現有一小

廟沾駐的是三王，弟子為感念顯赫神威，便同意重建三山國王廟。廟內還有一牌

匾「明貺廟記」也記載了一段關於三山國王的史蹟，編脩人為元朝劉希孟。 

關於廟的情況，江先生說以前是搭棚子的小廟，不握後來重建過後就是現在的廟

宇了，霖濟宮是庄廟，祭祀圈就只有本庄的人。 

據江先生的說法，本庄內有北管團竹雅軒、武館同義堂、武館勤習堂、武館振興

館(堂)，但那是以前才有出團，現在都已經解散；近年來廟內祭祀時用的是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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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獅陣。但是廟裡如果有盛大的祭祀活動，還是有以前的人回來排場，詳細的

情形，可以問一位叫邱錦章(91 歲)的老師，他也是竹子村的人，現在在彰化市定

居。邱錦章有一個姪子叫邱新立也住在竹子村(位於霖濟宮後方)，他也有參加過

竹雅軒。江先生說，竹雅軒的傢私都還在，放在廟的倉庫裡，有大鑼、賴噠仔、

噠鼓、鼓架等。 

武館的部份，三館都是以獅陣為主，不過現在已經不出團了，如果廟裡需要也是

外面請的，廟裡唯一在活動的團只有大鼓陣，這三個團請的老師都不一樣，還有

分教拳頭跟教腳步的老師，以前廟會的時候都會來廟前熱鬧。 

竹雅軒以前出團要收錢，嫁娶、喪事都有做，只要人家叫都可以出團，不過喪事

比較少，主要還是以廟會活動為主；參加的團員主要看興趣，並沒有固定的姓氏

參加(如邱姓)；根據江先生的記憶，當初竹雅軒演出的戲齣有很多歷史故事，如：

三國演義。江先生說南管在福興村才有(可能是同樂成)。後來有位江源淦先生拿

出了竹雅軒的鼓架讓我們拍攝，並留下電話讓我們向他詢問邱錦章老師的電話。 

 

地點：永靖鄉同安村同霖宮(彰化縣永靖鄉同安村永福路一段 500 號) 

訪問人：王登泉(44 年次) 

祖籍：龍溪 

附註：拍攝照片共 21 張 

同霖宮主祀三山國王(巾山國王主位)，副祀天上聖母、五穀大帝。據同霖宮廟內

沿革記載：同霖宮大王金尊雕於西元一七五九年，與荷婆崙霖肇宮巾山國王坐鎮

的舊舘(埔心鄉)霖興宮同為大王角，一開始每年都由爐主輪值奉祀，後來於一九

九六年因香火鼎盛，於是開始籌劃建廟。 

同安村，大姓王，村內有王厝祖祠，堂號玉山堂，祖籍來自龍溪。廟祝王登泉說

同霖宮是村裡的庄廟，他記得以前有一個武館，並沒有曲館。武館是練拳頭的獅

陣，館名叫勤習堂，由本庄人共同組成，武館的獅陣雖然是私人的，不過廟裡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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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卦香或接香的時候都會出來湊熱鬧，通常都在廟會出團活動。在廟後還有一間

廟是廣霖宮，為同霖宮的兄弟宮，他也有一個武館，不過完全都是私人的館，叫

同義堂，他們也沒有曲館。同霖宮是兩村(同安村、同仁村)的主廟，廣霖宮算是

副廟，所以只有同霖宮才可以在兩村撿丁錢。兩個宮都有誦經團，但是大鼓陣只

有同霖宮有，大鼓陣是廟在用的，只有廟會活動才會出團，但是現在因為團員年

紀大了，所以也不太出團了。 

 

地點：永靖鄉同安村王厝(彰化縣永靖鄉同安村玉山巷 28 號) 

祖籍：龍溪(玉山堂) 

附註：拍攝照片共 6 張 

同安村大姓王，村內王厝堂號皆為玉山堂，祖籍龍溪(漳州府)。 

 

地點：永靖鄉同仁村廣霖宮(彰化縣永靖鄉同仁村大宅巷 26 號) 

訪問人：廟祝 

附註：拍攝照片共 20 張 

廣霖宮主祀三山國王(巾山國王主位)，副祀城隍老爺、福德正神，配祀包府千歲、

關聖帝君。廣霖宮內有誦經團，誦經的後場樂器放於廟內，有鼓、鑼、鈔、扣仔。

宮內有爐主制，每年都會有各堂主的爐主輪值請回家中安爐。其它資料可參考同

霖宮訪問內容。 

 

地點：永靖鄉四芳村芳濟宮(彰化縣永靖鄉四芳村四湳路 106 號) 

訪問人：總幹事 楊重政(34 年次)、副堂主 詹同鄉(24 年次)、 

        副堂主 林重安(30 年次)、盧出(24 年次)、盧耀章(24 年次) 

祖籍：福建(楊、詹、林姓)、廣東饒平(盧姓) 

附註：拍攝照片共 2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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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濟宮主祀五恩主(玄天三帝、文衡聖帝、孚佑帝君、司命真君、獨山國王)，副

祀福德正神、觀音佛祖，配祀玄天三帝(三兄弟)、包府千歲、城隍老爺，從祀五

穀大帝。據廟內「芳濟宮三濟堂沿革史」中記載：歲次庚戌年(西元一九七零年)

本庄詹府人氏於三濟堂(芳濟宮原址)雕奉玄天三帝，而後神聖顯靈再雕奉玄天大

帝、玄天二帝及三恩主(文衡聖帝、孚佑帝君、司命真君)，堂內主要為鸞堂，專

門施方濟世，而後因神靈顯赫、香火鼎盛，於是開始動土興建廟宇芳濟宮，並雕

奉五恩主奉祀中殿，繼續廣渡有緣信眾。 

總幹事楊重政向我們解說四芳村的由來，四芳村舊名「四塊厝」，所謂四塊厝是

因為有四個大姓，四大姓分別是：盧、陳、魏、胡和其他姓氏，庄廟一開始並不

是芳濟宮，而是在庄內「清河堂」的盧氏家中有一尊關聖帝君(文衡聖帝)來祭拜，

而後詹厝人氏到松柏坑帶回玉旨，回到庄內三濟堂起乩，而後就是有廟內沿革史

所寫之事，芳濟宮也成為現在村裡的庄廟，是本莊祭祀的廟宇，是屬於海豐崙(田

尾沛霖宮)三王角祭祀圈的一環。四芳村的福佬人較多，大多來自大陸福建。在

庄里的姓氏與古厝的堂號，分別有這幾種：陳氏河南堂、魏氏鉅鹿堂、盧氏范陽

堂、傅氏清河堂。 

四芳村以前有曲館，叫賜樂軒。賜樂軒的鼓架還在廟裡，但是已經不知道放在哪

裡，賜樂軒只有後場，在廟前排場，並沒有前場演戲的北管團，嫁娶時也會有八

音吹，還有分成大小八音，大小八音的差別可能是在吹的音不同；賜樂軒的活動

幾乎已廟會的活動為主，並沒有做喪事。組成的人員也都是以四大姓為主，就是

庄內人成立的，散團時間大約五十年前。請的師傅是本莊人，姓盧，因為他吃素

所以村裡的人都稱他叫盧菜先，如果要更清楚知道曲館的情形，在永北村的關帝

廳有個天化宮他們比較了解。武館的方面，叫勤習堂，是個有獅陣的館，武館有

請師傅，也是本莊人，但不知道姓名。 

之後有一個盧耀章先生說了不一樣的四塊厝四大姓，他說應該是楊、盧、傅、詹，

楊氏宏(弘)農堂、盧氏范陽堂、傅是清河堂、詹氏河間堂。之所以這個版本主要

是因為時間早晚的問題，盧耀章先生說這可能是最原本的大姓，是後來才變成現



 64 

在大家所知的大姓，就是最剛開始總幹事說的四塊厝大姓，他們盧氏家族確實是

拜三山國王，就是祭拜芳濟宮的獨山國王。 

 

地點：永靖鄉四芳村三濟堂(彰化縣永靖鄉四芳村四湳路五七巷 2 號) 

附註：拍攝照片共 13 張 

三濟堂如芳濟宮訪問的情況一致，主祀三恩主，主位文衡聖帝就是關聖帝君，旁

邊有祭祀一塊祖牌，是來自霖田祖廟的三山國王。 

 

地點：田尾鄉溪畔村朝天宮(彰化縣田尾鄉溪畔村溪畔巷 168 號) 

訪問人：廟祝簡玉英 

祖籍：樹仔下 

附註：拍攝照片共 23 張 

朝天宮主祀天上聖母(大媽、二媽、三媽)，副祀巾山國王、神農大帝，建廟於民

國前四年。宮內現有誦經團、大鼓陣，可在廟內大庭和旁邊廂房看到使用的傢私。

廟祝簡玉英說廟址原本是在中山路旁，本庄大姓陳，溪畔村的陳氏祖祠並不在庄

裡，而是在永靖的湳港。朝天宮有誦經團、大鼓陣，目前還有在活動，本庄以前

有曲館，嫁娶時可能有出陣，不過因為都是廟祝小時候聽別人說的，所以詳細情

形不太清楚。 

 

田野日誌田野日誌田野日誌田野日誌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2010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訪問訪問訪問訪問人人人人：：：：蕭珮綺蕭珮綺蕭珮綺蕭珮綺(紀錄紀錄紀錄紀錄)、、、、蔡涵卉蔡涵卉蔡涵卉蔡涵卉(拍攝拍攝拍攝拍攝) 

 

地點：田尾鄉溪畔村長繼堂(彰化縣田尾鄉溪畔村中山路二段 433 號) 

訪問人：陳瀇濘(91 歲)、陳劉里(91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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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潮州府饒平縣(陳氏家族) 

附註：拍攝照片共 21 張 

長繼堂為陳氏家族古厝之一，該古厝是祖先陳儀亭所建，這一支陳家人是繩武堂

陳氏一脈(見 20100418 永靖鄉港西村繩武堂)，每一年全家都會到家廟祭拜，一

年祭拜兩次，祭拜的日期有 3/18 和 11/29；但是長繼堂的祖祠並不是在繩武堂，

而是在永靖鄉五福村的陳氏公廳(見 20100425 永靖鄉五福村慶豐堂)，陳劉里女

士說，爺爺陳秀才(為陳儀亭，陳瀇濘先生是陳秀才的大孫)於八十年前在這邊建

屋，然後把子孫都帶過來居住。 

因陳瀇濘先生的記憶力不好，所以由陳劉里女士接受訪問。據陳劉里女士的印

象，以前溪畔村有人會上棚演戲，有搭戲棚在演布袋戲或人演的戲，有 10 幾人

在演戲；在家廟祭祀的時候，也都會請很多團來熱鬧，不過這些團都是外面請來

的，而且請的團都是較有名的大團，不一定是在彰化的團，台灣各處的都有請過。

陳家的人主要都是拜家廟跟公廳，並沒有去祭拜附近的廟宇。長繼堂原來也有擺

放祖先牌位，但是於幾年前被偷走，放在正廳的神主牌等等都已經全部被偷。 

 

地點：永靖鄉五福村慶豐堂(彰化縣永靖鄉五福村中山路一段 68 巷 93 弄 7 號) 

訪問人：大房頭 陳金宗(21 年次) 

祖籍：潮州府饒平縣(陳氏公廳) 

附註：拍攝照片共 6 張 

永靖鄉五福村的慶豐堂是陳氏家廟繩武堂一派(分派的說法，參見 20100418 永靖

鄉港西村繩武堂、20100418 永靖鄉獨鰲村陳氏家族)，根據古禮每年都會回家廟

祭拜兩次，據陳金宗先生的說法，陳氏公廳的人分成六房頭，一個月一次輪值燒

香，祭拜公廳，六房頭分別是：陳金宗、陳義再、陳義營、陳載地、陳錦榜、陳

錦炭；陳金宗先生說祖先陳儀亭是被招贅的，招贅到隔壁村落(見 20100425 田尾

鄉溪畔村長繼堂)，陳儀亭是第二房的兒子，當年被別人招贅出去，過世後讓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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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兄弟請回公廳祭祀。 

慶豐堂過去沒有曲館或任何陣頭，要是祭祀或是要熱鬧，都是外面請的團體。 

 

地點：田尾鄉南曾村廣霖宮(彰化縣田尾鄉南曾村福德巷 46 號) 

訪問人：廟前進香團員、堂主 邱傳喜(24 年次) 

聯絡電話：(04)8833164 

祖籍：潮州府饒平縣饒陽(邱氏祖祠) 

附註：拍攝照片共 20 張 

廣霖宮主祀三山國王(巾山國王主位)，副祀城隍老爺、福德正神，南曾村大姓邱，

廣霖宮是庄廟。今天(農曆 3/12)跟著媽祖遶境活動，要在庄里繞境祈福。廣霖宮

三山國王是發源於廣東梅洲河婆，是彰化三山國王六角頭之一的廟宇，六角頭的

廟如果有任何的神明要卦香，都會聯合起來，幫忙遶境活動。 

邱氏家族的祖厝就在廟後方(見 20100425 田尾鄉南曾村河南堂照片)，南曾堂的

邱氏家族與永靖鄉瑚璉村忠實第的邱氏宗祠(見 20100411 永靖鄉瑚璉村忠實第)

同祖。 

廟前的人說，南曾村以前有曲館，可能沒有館名，因為以前是用來辦事問事用的，

但是知道是北管，在庄裡嫁娶的時候也會出團，由村庄裡的村民組成，，因為後

來團員都過世，曲館也散團了。現在只有誦經團用的後場。後來如果廟裡有祭祀

或是神明生，都是從外面請來排場。 

 

地點：田尾鄉北鎮村鎮安宮(彰化縣田尾鄉北鎮村平生巷 1 號) 

訪問人：廟祝 

附註：拍攝照片共 47 張 

鎮安宮主祀三山國王(巾山國王)，副祀天上聖母、註生娘娘。北鎮村大姓薛。廟

中委員都相當年輕，資歷不到 1 年，所以對廟的情形沒有很清楚，由廟裡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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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告欄上拍攝的照片，可知廟裡以前有請過北管團排場，廟公也表示以前有請過

團來廟裡熱鬧，而北鎮村沒有組團，廟裡活動時都是從外面請來的。 

 

地點：田尾鄉北鎮村河間堂(彰化縣田尾鄉北鎮村) 

訪問人：詹仲為(40 年次) 

聯絡電話： 

祖籍：廣東省潮州府饒平 

附註：拍攝照片共 82 張(包括詹氏宗親會手冊) 

清河堂為詹氏家族，詹仲為先生說他們應該是來自福建漳州，是客家人，。他們

祭祖都會回苗栗縣卓蘭鎮，那邊是詹氏的祖廟，詹氏家族一年會舉辦一次宗親大

會，彰化縣的詹氏幾乎都是同一脈，只是一代一代傳下去之後就分家了。 

詹仲為先生表示這個村莊沒有曲館，但是有武館，武館的名字叫同義堂，是一個

拳頭館，由村庄裡的人組成，大約三、四十年前的館了，已經解散了；村莊裡嫁

娶的時候有八音，但是不知道是哪裡來的團。詹家祭拜的廟宇是庄廟鎮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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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田尾鄉南曾村曾厝崙振武堂(彰化縣田尾鄉南曾村) 

訪問人：館主 張如川(39 年次)、副館主 張耀棋(廣威會館) 

聯絡電話： 

祖籍：  

附註：拍攝照片共 3 張 

曾厝崙振武堂位址在廣霖宮對面，是武館、國術館，主祀玄天上帝，有義獅陣、

官將首、轎前鼓、蜈蚣鼓等等；振武堂成立 20 年，以前曾經是拳頭館，學習練

武術的地方。活動的地點沒有限制，並不是只有在這個村莊出陣。 

 

14：00 拍攝媽祖進香片段 

 

地點：田尾鄉仁里村北玄宮(彰化縣田尾鄉仁里村中庄里 1 號) 

祖籍：  

附註：拍攝照片共 23 張 

北玄宮主祀玄天上帝、副祀地藏王菩薩、獨山國王，配祀三將爺(受天宮三將爺)、

福德正神。 

 

地點：田尾鄉仁里村彭順成商店後 

訪問人：彭先生(33 年次) 

祖籍：潮州府豐順縣 

附註：拍攝照片共 2 張 

彭氏家族搬遷到仁里村大約已經 7-8 代，所以對於家族的事情並不是很清楚。主

要祭拜村裡庄廟北玄宮，北玄宮成立大約有 60 年以上，10 年前翻新過。彭先生

說這個村裡以前有拳頭館，其他曲館都沒有成立，都是外面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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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田尾鄉海豐村沛霖宮(彰化縣田尾鄉海豐村中正路三段 271 號) 

聯絡電話：廟祝 0937-938-382 

附註：拍攝照片共 12 張 

沛霖宮主祀三山國王(獨山國王主位)，副祀五穀大帝、池府王爺，配祀福德正神。 

 

地點：竹塘鄉新廣村廣萬宮(彰化縣竹塘鄉新廣村光明路新莊巷 12 號) 

訪問人：廖容達(24 年次) 

附註：拍攝照片共 16 張 

廣萬宮主祀三山國王，副祀神農大帝、福德正神。大姓廖、程、張。廣萬宮是庄

廟，不過因為現在新廣村的居民嚴重外流，整個村莊只剩 9 戶人家，廣萬宮也只

有初一、十五才會有祭拜。廖容達先生說，這個村莊以前有武術館，但是沒有曲

館，武館館名叫和義堂，有成立獅陣，也會在村莊幫忙廟裡的活動，如果有嫁娶

的時候，則都是外面請團幫忙。 

 

地點：竹塘鄉田頭村德福宮(彰化縣竹塘鄉田頭村光明路溪北 8 號) 

附註：拍攝照片共 13 張 

田頭村舊名崁頭厝，德福宮主祀三山國王(獨山國王主位)，副祀神農大帝、媽祖。 

 

地點：田尾鄉竹塘村三清宮(彰化縣田尾鄉竹塘村仁愛街 65 號之 1) 

訪問人：廟祝 林松助(31 年次) 

附註：拍攝照片共 11 張 

三清宮尚在整修中。三清宮主祀三山國王(獨山國王主位)，副祀觀世音菩薩、玄

天上帝，配祀太歲、長生牌位。竹塘村大姓沒有，居住的姓氏很散，各種姓氏都

有，但是客家人比較少，林松助先生說客家人在同鄉的醒靈宮附近比較多。建廟

約有 200 年歷史，三清宮的三仙國王以前會到溪湖霖肇宮進香，不過因為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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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之後，因為神像、使用的神器等等都是大陸過來的，所以現在直接到大陸廣

東省進香。三清宮是庄廟，祭祀圈只有竹塘村，每年也都有抽爐主。竹塘村的三

清宮是獨山國王坐主位，隔壁村竹元村的南天宮則是主祀明山國王、巾山國王，

但是南天宮坐主位的明山國王。 

竹塘村以前雖然有敎拳頭的師傅，但是沒有成立武館，廟裡有廟會或進香活動時

會出來幫忙；竹塘村以前有曲館，也有在廟前排場，但是已經忘記館名，現在村

裡只有大鼓陣，由廟方成立來幫忙廟裡跟村莊的活動；三清宮的也有誦經團，在

初一、十五輪流在廟裡誦經，誦經團有分成三團，各由不同老師教授，穿的道服

顏色也不一樣，使用的場合也不同，主要分成喜喪事，黃色道服的是廟裡誦經的，

黑色道服則是村莊裡有喪事時請去幫往生者誦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