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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平原開漳聖王信仰調查與研究  研究篇 

 
                               簡瑛欣 

緒論 

蘭陽平原的移民社會，以漳州人為主體，依據內政部全國寺廟名冊所載，全國登記

有案的開漳聖王信仰以宜蘭居冠，宜蘭縣共有 22 間開漳聖王廟，其次為桃園 13 間廟，

由此可見宜蘭開漳聖王信仰在台灣民間信仰的重要性與代表性。蘭陽平原開漳聖王廟群

以「壯圍永鎮廟」為代表，壯圍永鎮廟每年於農曆 2 月 15 日開漳聖王神誕舉辦過火儀

式，「永鎮廟過火」儀式與宜蘭民間信仰另一代表「二結王公廟過火」相互輝映，成為

宜蘭民間信仰深具探究的慶典儀式。 

由於宜蘭開漳聖王廟數為全國之冠，所以永鎮廟發起台灣開漳聖王聯誼會匯集全台

開漳聖王廟，這樣的組織與運作也推動了國際開漳聖王聯誼會的成立，本研究將觀察

2016 年國際開漳聖王聯誼會的運作，分析宜蘭開漳聖王文化資產在此跨國宗教聯誼會的

影響力與重要性。 

本研究將奠基在 22 間廟宇基本調查，進而探討下列幾個問題。第一，從蘭陽平原

整體視野歸納其開漳聖王信仰香火緣起、廟史、祀神與祭儀特色。第二，探討永鎮廟過

火儀式的內涵，並與二結王公過火比較，討論「過火」在民間信仰儀式中的象徵意義。

第三，我們希望藉由開漳聖王的聯誼會組織，討論跨域組織在全球資本網絡下台灣民間

信仰發展的軌跡。 
圖 1 台灣開漳聖王廟分布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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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全國寺廟名冊》台北：內政部 2005 

本研究將進行 22 間古公三王廟的全記錄式的基本調查，並從上述的問題意識分析，

本研究的成果呈現，分成研究篇與調查篇，並附有廟宇與祭儀影像，筆者希望，經由基

本調查資料的呈現與問題意識的解決，可為「地方性」宗教調查研究的範例。 

 
 

壹、移民與信仰：蘭陽平原開漳聖王信仰與分布 

    依據本研究實地調查與〈宜蘭縣開漳聖王廟團聯誼會名冊〉，蘭陽平原共有主祀開

漳聖王廟宇 22 間，我們依據廟宇碑記、文獻紀錄或田野資料為這些廟宇進行香火來原

分類，香火來自中國原鄉共有 9 間，分香自壯圍永鎮廟共 6 間，其餘廟宇由台灣個別分

香廟或是香火來源未說明。 

表 1 宜蘭開漳聖王廟分布香火與廟史表 

區域 廟名 地址 香火 廟史 

壯圍鄉 永鎮廟 壯圍鄉永鎮村壯濱路四段 382號 中國原鄉 清乾隆 9年 

宜蘭市 靈惠廟 宜蘭市城隍街卅九號 中國原鄉 道光 10年 

宜蘭市 靈鎮廟 宜蘭市負郭路二五巷二六號 中國原鄉 同治六年 

礁溪鄉 保安廟 匏崙村匏杓崙路 67號 中國原鄉 1840 

礁溪鄉 集惠廟 白雲村白雲路 25-1號 中國原鄉 清同治 7年 

壯圍鄉 鎮安宮 壯圍鄉東港村壯濱路 1段 1巷 11號 中國原鄉 道光 28年 

壯圍鄉 新社鎮安廟 壯圍鄉新社村新社路 133-1號 中國原鄉 清嘉慶 

五結鄉 靈惠廟 大吉村 26鄰三吉路 115號邊 中國原鄉   

頭城鎮 威惠廟 宜蘭縣頭城鎮二城路 2號 中國原鄉 嘉慶 2年 

礁溪鄉 永興廟 宜蘭縣礁溪鄉龍潭村三皇路 112巷 14號 壯圍永鎮廟 清 

壯圍鄉 永惠廟 壯圍鄉古亭村古亭路 20號 壯圍永鎮廟 清咸豐年 

五結鄉 福安宮 協和村 9鄰協和路 60號 壯圍永鎮廟 光緒 10年 

宜蘭市 永鎮廟 宜蘭市黎明路八二號 壯圍永鎮廟 民國 5年 

礁溪鄉 彰福廟 龍潭村漳福路 122號 壯圍永鎮廟 民國 6年 

壯圍鄉 振安宮 壯圍鄉復興村壯濱路二段 448號 壯圍永鎮廟 民國 33年 

宜蘭市 三清宮 宜蘭市三清路九十五號 宜蘭靈鎮廟 西元 1941年 

三星鄉 昭靈宮 宜蘭縣三星鄉大隱村大隱路 377號 瑞芳 民國 31年 

冬山鄉 聖福廟 冬山鄉珍珠村富農路一段五二○巷一三號 未說明 清 

礁溪鄉 永護廟 光武村武暖路 82號 未說明 民國 39年 

壯圍鄉 壯六鎮安廟 壯圍鄉忠孝村壯六路 47號 未說明 未明 

頭城鎮 福崇寺 宜蘭縣頭城鎮福成里福德路 31號 未說明 民國 56年 

員山鄉 玉雲宮 宜蘭縣員山鄉中華村員山路三段 168號 未說明 民國 64年 

資料來源：依據本研究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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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布與廟史 

我們將 22 間廟宇分成三類香火來源，第一類是中國原鄉香火，第二類是分香自壯

圍永鎮廟，第三類為其他或未說明。大致上，香火來自中國原鄉的開漳聖王廟，創建時

間從清國時期開始，壯圍永鎮廟標榜廟史源自清乾隆時期，其餘廟宇為同治年間或道光

年間。第二類分香自永鎮廟的開漳聖王廟，創廟歷史多為清末、日本時代或是民國時期，

呈現蘭陽平原移民移動與香火移動的關係，如礁溪沿山四座開漳聖王廟均屬此類。另外

宜蘭市三清宮分香自宜蘭市靈鎮廟，三星昭靈宮分香自瑞芳，時間點均在民國時期說明

因人群聚集的新創建廟宇香火需求，呈現多元來源，不盡然從壯圍永鎮廟等大廟分香。 

整體而言，永鎮廟是蘭陽平原多數王公廟的祖廟，其過火儀式有許多分香子廟或是

同祀神明廟宇共同參與過火。 

 

1. 中國原鄉香火 

 (1)明確記載漳州香火來源 

 

    第一類為香火來自中國原鄉，並明確記載香火來自漳州。壯圍永鎮廟沿革碑記清楚

說明，開漳聖王香火來自漳州北九龍里松州保高坡山開漳聖王祖廟分香金身。 

 

    本廟建於清乾隆九年歲次甲子(民國前一六七年)由漳邑先輩陳鎮民、陳福老等

諸先 民渡台開疆拓土、墾耕立業，為求不忘源流，隨迎漳州北九龍里松州保高坡

山(即小南山)開漳聖王祖廟分香金身·以作護安之祖神。經北海岸登陸本地(蛤仔攤)

結草安住，果神恩顯庇，數載之間，阡陌相通，人煙成集，居其要津，石鋪所處。

號曰粿寮仔庄。祈希 神護鎮鄉梓，永保大家平安，故定名「永鎮廟」。地亦稱永鎮

村，現尚留著先民作粿食之石磨、石臼爲證，此乃棵寮仔與永鎮之緣起也。 

滄海桑田，大陸移民日增，香火鼎盛。廟貌非擴建不可，於嘉慶元年(民國前

一一六年)由林助老先生倡首籌備改建新廟。道光十五年(民國前七七年)因建材腐

爛，林中通老先生再發起募款重建翌年鳩工重建，同年完工入廟。光緒二年(民國

前二五年)正月年久失修，更因信徒增加，公請宜蘭二結街十六坎新順利(縣宜市中

山路)及四圍保抵美庄胡法傳先生(現之壯圍鄉美城村美間路)等發起籌募重建，於光

緒四年(民國前二十三年) 十一月完工入廟，再定名爲永鎮廟(不再俗稱粿寮仔王公

廟)並有石刻香爐存在。光緒三十四年(民國前四年)均承各界善信之奉獻，二月間興

工擴建， 於宣統元年(民國前三年)十月竣工入廟」擴達三十二坪。民國三十年二月

間為本廟乃四圍保民信仰中心，公推壯圍庄長吳焰樹先生為籌備召集人，同地方仕

紳游火旺、張郭春、李添旺等先生組成重建委員會，仍請吳焰樹庄長擔任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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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像日劇政府申請重建，一方面樂捐工程款，分工通力合作，迢至民國二十一

年八月奉准拆除重建，同時豐工事建古式三棟(三川)營造，有四十餘建坪，另建香

客休息室二十餘建坪，於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完工入廟，總工程日據台幣參萬參千

多元。歷經五更重建，形成北部開漳聖王名刹哉。「壯圍永鎮廟沿革」 

 

 

    礁溪集惠廟沿革則提到創廟先賢林氏在嘉慶年間至漳州求取開漳聖王香火，聚居於

白石腳後建茅屋俸開漳聖王。 

   

集惠廟在白雲村城仔內，係與玉石村共祀的開漳聖王廟，清嘉慶 2年漳州農戶林傳

經、林傳瑞響應吳沙公開拓蘭陽，即往大陸南山寺，叩求陳聖王允准，尤得香火配

戴渡海來台為守護神，林氏率領墾民，由滬尾起水入蘭，集居於白石腳山麓，遂集

議室舂土牆，葺茅屋一間為廟名曰王公祠，塑土像一尊供民眾膜拜，清同治 7 年，

得區內新信徒、楊、黃、陸三姓捐贈城仔內 1甲 3分餘地，建瓦屋一幢，並塑聖王

3尊鎮座，其餘地出租收入為聖王祭祀血食。  

  迨民國 9年，由堡長黃阿荖、林際昌倡導下擴建石牆瓦燕尾脊大一棟 3間，並築

四乘亭 1座，為集會慶典之用，左配觀音佛祖、右配福德正神、，正名集惠廟，始

設廟祝司香。「礁溪集惠廟沿革」 

     

 

    五結鄉三吉村靈惠廟則以林氏引入開漳聖王神像家祀為先，爾後眾人集資建廟。 

 

    靈惠廟座落宜蘭縣五結鄉大吉村三吉路，奉祀主神開漳聖王，據道唐末福建觀

察使王番知部將陳元光軍師，入漳州逐土，黎以處漢人築寨於柳江之西置唐化里，

將軍州知事獻勤墾殖之開闢，豐沛黎族，始於此漳州人都祈於聖王奉賜傳承之。旋

即台灣陳氏慎追祖神憑檮：陳聖王公尊稱。 

    清雍正(西元 1723 至 1735)間，由陳快者(林有義)自漳州奉持開漳聖王神像渡台

傳入家祀為奉，鄰舍有求必應，家境平安，免除瘟疫感受庇佑，謂神恩威赫，同沐

均霑，眾望聚議興廟。 

    靈惠廟草建於道光 13 年間宜蘭林炎氏慨允捐地三百多坪，共同集資促成興建

巍峨廟宇一座，命為「靈惠廟」，祀奉主神開漳聖王。隨祀張趙胡公(師傅)，土地

公、張天師、佛祖(南海觀世音菩薩)等眾神，民國元年間，由林水溪氏募資修造，

民國 25 年由林火氏等居民募捐倡修，民國 68 年有鑑廟宇年久失修，眾議決定重建，

順遂竟成，於民國 80 年舉行作醮酬神。「三吉靈惠廟沿革」 

 

    以上案例說明開漳聖王信仰傳入，源自中國福建漳州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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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明確記載香火來源地 

    第二種從中國原鄉傳入的開漳聖王信仰並未明確記載香火來源地。例如，頭城二城

威惠廟沿革提到先民張伯古自大陸移居台灣，迎奉聖王神像乙尊，但我們無從得知香火

分屬福建何地。 

 

  威惠廟建於清朝嘉慶二年(西元 1797 年間)，距今有 200 多年歷史，廟中開漳聖王，聖

王陳諱元光，大陸光州氏。昔於大陸因神靈顯著，已深的閩南地帶民眾信奉。先民張伯

古自大陸移居台灣時，駄迎聖王神像乙尊，擇定現址建廟奉祀。當時因資材缺，僅見茅

屋以間為帷，聖王神威顯赫，民眾奉祀香火鼎盛，神庇地方安寧。「二城威惠廟沿革」 

 

    另一例未描述香火來原地為宜蘭市五結仔靈鎭廟，依據靈鎮廟保存「承耕 聖王祀

業田園章程石碑」記載，開廟先賢從漳州攜帶香火入蘭，後開闢村莊進而興建廟宇。 

 

    靈鎮廟原係未入版圖(嘉慶十五年即公元一八一○年，由閩淅總督方維旬，奏准將

蘭陽地方收入清治版圖)之先，有鄭喜邀集鄉親五十人，各帶聖王即開漳聖王香火

入蘭，開闢五結成庄，因建廟宇一座，年年祭祀，以答 神庥 ，足見本廟建廟年代

之久遠(正確建廟年代無從查考) 。 該石碑係於清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六七年)四月

初二日，由當時五六結庄長許錦全等，懇准欽加同知銜請補噶瑪蘭管理民番糧捕海

防分府，於同年四月十八日出示之勒石，以垂久遠。由碑文內容得知，當時就庄內

抽起傍西附溪之田園十餘甲，永為聖王祀業， 就開闢人數，按作五十份分耕，後

被水沖坍，旋復暫次浮復，報請書院案牘二款丈單計九甲零，現在丈明實施八甲八

分零，茲經五六結庄眾遵斷妥議分耕，作四十佃均攤，每佃應耕二分之田園，全年

應納租銀二元九角，四十佃計納租鋃壹佰拾陸元，議交總理祀事開發完課及神誕諸

費登簿備查…。期廟史資料缺乏，且國民政府遷台後，實施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

租，公地放領等政策，至今，廟地已所剩無幾。相傳，早期廟貌極為簡陋，係以土

塊為牆，竹林為 ，茅草為頂，前後歷經三次遷移，始底定於現址，即宜蘭市負郭

路二五巷二六號。「宜蘭市靈鎮廟沿革」 

 

2.分香自永鎮廟 

由於壯圍永鎮廟創建時間早，在地方上被尊稱為大廟或祖廟，農曆二月十五日為永

鎮廟過火儀式祭典日，當日許多分香廟宇回祖廟謁祖進香。這些分香廟宇，可以礁溪龍

潭永興廟作為代表。  

 

（1） 分香防番或除瘟 

   龍潭永興廟地處礁溪龍潭村，由於漢人開發蘭陽平原早期面臨漢番衝突過程，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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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土疾病頻傳，因此從鄰近大廟或靈力顯赫的神明分香。 

 

    龍潭永興廟(俗稱坡口白葉陳城王公廟)，前不考查已知大約嘉慶六年至今(西

元 1801年)奉祀三山國王及開漳聖王，座落於宜蘭縣礁溪鄉龍潭村 3鄰，坡口因位

於龍潭湖(昔稱大坡)出口處得名。 

    本廟主神三山國王及奉祀開漳聖王，興建年代不復考據。依照莊民傳遞，先賢

陳姓人士，大陸渡台開拓蘭邑，聚居二三十戶，因時有蕃人侵入傷害莊民，乃合力

為土城牆。方圓約 800公尺有餘(俗稱白葉陳城)以防止番人侵害。並由先賢興建廟

宇乙間，正名永興廟。由內員山碧仙宮分靈，三山國王奉祀，莊民於此頂禮膜拜，

香煙裊繞，深受神恩庇蔭。三山國王時顯聖聖蹟區退來患蕃人。以致蕃人路經白葉

陳均繞道而行，不敢侵犯。莊民得以安居樂業。 

    復於百年前由壯圍過嶺永鎮廟，分靈開漳聖王，合祀奉祀，共同庇佑莊民，自此永

興廟進入鼎盛時期，神蹟顯赫，解決民眾疾苦。「白葉陳城王公廟」之名不脛而走，

縣境民眾頂禮膜拜，祈示保佑，解決疾苦，絡繹於途。「礁溪龍潭永興廟沿革」 

（2）塑像分香 

 

    另一種分香情形為牧童放牛吃草，以泥土塑神像，爾後賦予此等神像較高神明地

位，或是從廟宇周邊大廟主祀神割香合祀，我們稱之塑像分香。 

 

永惠廟據傳說，清咸豐年間，先人林興娘等一群牧童在牛埔仔放牛吃草，以泥土塑

王公神像，並搭建茅草屋奉祀膜拜，這尊神像屬永惠廟開基祖，因此成為鎮廟之寶。

當年因參拜者眾，且神靈顯赫，解決庄民疾苦，地方庄民乃集資與興建木造土牆廟

宇，建廟用地係地方士紳呂清陽主動捐獻。民國 12年(西元 1923)因受地震影響，

廟堂嚴重受損，保正(即現在村長)詹阿同邀集地方人士重建 3 間 18 坪的木柱土角

牆建築，並由永鎮廟開漳聖王「掛香」分靈合祀入廟，聘廟祝王聖管理，後由其妻

王塗甚繼任。台灣光復後，村長林再中提議設置籤詩，供村民求神問卜，當時廟祝

王阿永(本名王澤)即王聖的兒子，精通籤詩，為人制煞化解厄運，奇準無比，信徒

日益增多，盛名傳開，香火日盛「牛埔仔廟」到今日仍有「為人卜籤詩，沒有乩童」

的說法。「壯圍永惠廟沿革」 

 

    位在礁溪龍潭漳福廟也有類似沿革紀錄，漳福廟的案例較為特殊，原為供奉土地

公，後來才自永鎮廟分香。 

    龍潭漳福廟(俗稱坡內王公廟)，祀奉開漳聖王及福德正神。本廟原以剝土崁拓窩為

祠，供奉福德正神。興建年代，不復考據。至民國 6年，歲次丁己，鄉賢恭謹開漳

聖王，開闢閩南，平定蠻煙，神恩浩蕩。先民渡台，開拓蘭邑，倍沾神庥福澤，乃

由吳晚生、吳順容、吳接塗等，慨捐土地 300坪，莊民協立集資，改建廟宇，坐南

朝北，翹望漳閩，不忘相邦以啟示後代子孫。再由壯圍過嶺永鎮廟，分靈開漳聖王，

合祠奉祀，正名漳福廟。推舉先賢林九如、吳來傳為管理人。頂禮膜拜，香煙裊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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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民深受神恩庇蔭，四時謳歌，闔境順迪，嗣經 50餘載，原木造廟宇，迭受風霜

之害，飇颱之創，破漏險象，岌岌可危。「漳福廟沿革」 

二、祀神與祭儀 

    以上為開漳聖王廟宇香火分類，另一項開漳聖王廟宇觀察重點為祀神與祭儀，觀察

宜蘭二十二間開漳聖王廟宇的主祀神組合，我們發現尚有天公、三官大帝、開台國聖、

關聖帝君與先生公等神明，其中先生公為多數廟宇崇祀。在左旁祀神的部分，主祀觀音

為多數，右旁祀神主要供奉土地公。在神誕日方面，多數廟宇以農曆 2 月 15 日為主祀

神。礁溪鄉漳福廟為了農曆 2月 15日回壯圍永鎮廟進香，所以將神誕日提前至 2月 10

日辦理。 

表 2 宜蘭開漳聖王廟祀神與神誕表 

區域 廟名 主祀 主祀二 主祀三 左旁祀 右旁祀 神誕 註 

宜蘭市 永鎮廟 開漳聖王 三官大帝 先生公 觀音 土地公 1 月 28 日   

礁溪鄉 彰福廟 開漳聖王 天公 先生公 觀音 馬謝公 2 月 10 日   

礁溪鄉 集惠廟 開漳聖王 三官大帝 先生公 觀音 土地公 2 月 11 日   

五結鄉 福安宮 開漳聖王     中壇元帥 土地公 2 月 13 日 原土地廟 

宜蘭市 三清宮 開漳聖王 三官大帝 先生公 張天師 聖父、聖母 2 月 15 日   

宜蘭市 靈鎮廟 開漳聖王 天公 先生公 開台聖王 土地公 2 月 15 日   

礁溪鄉 保安廟 開漳聖王 保生大帝 關聖帝君 五穀王 土地公 2 月 15 日   

礁溪鄉 永興廟 開漳聖王 三山國王 先生公 天上聖母 土地公 2 月 15 日   

壯圍鄉 鎮安宮 開漳聖王 玄天上帝 先生公 趙元帥 土地公 2 月 15 日   

壯圍鄉 壯六鎮安廟 開漳聖王 太子爺 先生公 三官大帝 土地公 2 月 15 日   

壯圍鄉 新社鎮安廟 開漳聖王 開台國聖 先生公     2 月 15 日   

壯圍鄉 永鎮廟 開漳聖王 天公 先生公 
觀音、五穀、 

大將公 
土地公 2 月 15 日   

壯圍鄉 永惠廟 開漳聖王 天公 先生公 三官大帝 土地公 2 月 15 日 原塑土像 

壯圍鄉 振安宮 開漳聖王 天公 三官大帝 天上聖母 土地公 2 月 15 日   

員山鄉 玉雲宮 天公 開漳聖王 三官大帝 天上聖母 土地公 2 月 15 日   

冬山鄉 聖福廟 開漳聖王 神農大帝 三官大帝 觀音 土地公 2 月 15 日 原土地廟 

五結鄉 靈惠廟 開漳聖王 三官大帝 先生公 觀音 土地公 2 月 15 日   

頭城鎮 福崇寺 開漳聖王   先生公 觀音 土地公 2 月 15 日   

頭城鎮 威惠廟 開漳聖王 三官大帝 先生公 觀音 土地公 2 月 15 日   

三星鄉 昭靈宮 開漳聖王 三官大帝 先生公 觀音 土地公 2 月 15 日   

宜蘭市 靈惠廟 開漳聖王 三官大帝 先生公 太子爺 土地公 2 月 16 日   

礁溪鄉 永護廟 開漳聖王 天公 先生公 瑤池金母 土地公 2 月 16 日   

資料來源：依據本研究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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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香火與過火：開漳聖王祭典「過火」儀式 

一、永鎮廟過火儀式 

    廟宇祭典為廟務運作的年度大事，壯圍永鎮廟的「過火儀式」是蘭陽平原開漳聖王

信仰重要的無形文化資產。 

    農曆 2月 14日至 15日為開漳聖王重要神誕日，2月 14日之前，為永鎮廟香期，許

多開漳聖王廟擇日回祖廟謁祖進香。廟方也公告本年度開漳聖王過火所需炭火數量，2

月 14 日當日上午廟內辦理誦經活動，廟外則有梨園戲，到了晚上十一點，廟方盛大舉

辦主祀神開漳聖王神誕祝壽典禮。 

    農曆 2 月 15 日則為過火儀式，上午許多分香子廟、友廟神明或神轎至永鎮廟等候

下午過火，參與過火的神轎在永鎮廟二樓後方依序排列，三座來自礁溪的分香廟如漳福

廟不需參加過火順序抽籤，彰顯永鎮廟與該分香子廟的緊密關係。在永鎮廟原祭祀範圍

八大庄，多數爸大庄內開漳聖王廟也會回大廟參與過火，少數廟宇如永惠廟則採取自行

辦理過火活動。 

    2月 15日上午工作人員將火堆置放於廟埕右側，大約上午十時開始起火堆，直到中

午過後火堆已呈現通紅狀態。中午老大王、老天師與狄梁公三神尊被請至廟埕進行過火

操兵儀式。廟方子弟團嘉聖會為一負責陣頭與操兵的團體。他們扛起神轎，在廟埕的許

多方位進行排練。嘉聖會操兵忽快忽慢，在不同方位潔淨過火場域，為即將進行的過火

儀式掀起高潮。下午兩點永鎮廟鎮殿聖王等被邀請至廟埕，準備進行過火。廟程外擠滿

觀禮信眾。許多攝影者圍繞火堆外圍。過火前還有一項前置儀式，嘉聖會神轎在火堆旁

神桌以攆轎形式確認過火場域是否安全，接者引領眾神轎繞行廟宇周圍。 

   到了下午三點二十分，神轎一一走上火堆，走下火堆，現場的信眾為扛轎的人加油，

各廟宇的神轎代表很順利地通過「過火」儀式的考驗。參加過火的神轎超過一百多頂，

這些神轎的神明不盡然是開漳聖王，有些神轎為太子爺，也有土地公等友廟神明參加過

火，更有私人宮壇加入過火行列。我們認為過火儀式呈現一種神威降臨的氛圍，信徒與

整個廟埕被塑造出一種「神聖化的場域」，人與神透過「神聖化的場域」來確認神明的

存在與信徒的相互經驗。 

                   表 3 宜蘭壯圍永鎮廟開漳聖王聖誕千秋慶典活動日程表 

永鎮廟恩主 開漳聖王聖誕千秋慶典活動日程表 
農曆二月十四日 農曆二月十五日 

08：00～10：00 本廟經生誦經禮懺 08：00～12：00 嘉聖會迎接各友宮廟聖駕 
10：00～12：00 本廟經生誦經禮懺 10：00 祝壽天地、點燃火盆聖火 
12：00～14：00 午休 12：00 老大王、老天師、狄梁公座輦 
14：00～17：00 梨園全台 13：00 本廟操兵 
17：00～19：00 各友宮廟、祝壽 13：40 請本廟聖令 

19：00 福宴 14：00 公請本廟恩主鎮殿聖王 
19：30～21：00 子弟戲排場 15：20 踩踏火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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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 本廟祭聖祝壽 16：30 公請本廟恩主鎮殿聖王安座 
00：00 本廟經生誦經禮懺 17：00 福宴 

二、壯圍永鎮廟與二結王公廟在過火儀式的比較 

壯圍永鎮廟過火與二結王公廟過火並列蘭陽平原最重要的兩個過火儀式，兩者有其

相似處或相異處。古公三王是宜花地區特有的民間信仰，依據內政部全國寺廟名冊所

載，全國登記有案的古公三王信仰僅分布在宜蘭縣與花蓮縣，宜蘭縣共有 12 間廟，花

蓮縣有 3 間廟，由此可見古公三王信仰的地方性相當鮮明。宜蘭俗諺：「驚王公生，不

驚過年」即說明以二結王公廟為核心的古公三王慶典，在宜蘭人的宗教文化佔有重要的

地位。 

在二結王公廟的祭典儀式方面，三王公聖誕是二結王公廟最重要的祭典，過火儀

式，則是三王公聖誕最重要的核心儀式，每年農曆 11 月 15 日二結王公廟埕，數十王公

神轎陣頭聚集，赤腳走過堆積如山炭火，象徵王公靈力。過火儀式從清晨 6 點 30 分開

始準備，安五營、開火、淨攆轎、火令棋、神尊入場、抓乩童，最後進入過火儀式，每

一步驟都演繹王公即將顯靈的神聖性。 

過火是二結王公廟是最重要的祭典儀式，也是古公三王信仰分香廟宇認同二結王公

廟為祖廟的重要象徵，在數十年的儀式傳統裏，如何讓過火安全，王公如何庇佑過火信

徒，有著許多流傳於地方的敘事記憶，例如二結王公廟老主委陳樹木先生說明過火細節

與注意事項。  

  我來講一個「過火」要注意的代誌。起火堆，怎樣做較安全？火星要怎麼打得

均勻？這是很重要的工作，其中訣竅很多。過火前，先選好場地（可在乾旱的田地

中，可在大稻埕中。）地必乾淨。香折斷（淨香），硬炭、脆炭皆可用，（硬炭耐燃，

較好用），才來開始點火、淨炭。 

  觀輦前，決定方位方向，看這間廟選定什麼良辰吉時要過火？是東過西？西過東？

南過北？北過南？方向方位如果發生錯誤，過火會失敗，一定要有人站在火堆前指

揮，一頂轎一頂轎照指揮走過。火候更是不可掉以輕心，火的黑煙竄起時，火的溫

度最高，不可過。等到時辰到了，往火堆裡灑一把鹽米，火煙下降，方可過火。 

  在某一次的過火儀式中，一位年輕人，過火時全身灼傷６０％，我在他傷處敷上臭

柑仔（每年年底，年柑放置甕中封口，任其發酵腐爛，第二年十一月即可取出敷用。）

柑仔皮性辛辣，多油份。過了兩天，傷處結疤。博愛醫院醫師說：「６０％灼傷會

致人於死，真是奇蹟！」一般灼傷的皮膚，傷癒後皮膚會皺皺的，敷了臭柑仔痊癒

的皮膚卻是光滑無比1！ 

                                                 
1宜蘭縣大二結文教促進會編，《收伏群魔：古公三王濟世神蹟口述歷史座談會 成果初編》，宜蘭：

大二結文教促進會，2008，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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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二結王公廟的三王公，在每週兩晚的除煞儀式仍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尤以每星

期六晚上，我們都能看到許多來自各地的信徒，因病或需要王公除煞而聚集於廟。於是

每年「過火儀式」與每週「王公靈力」都不斷在強化與彰顯二結王公廟的地位。  

 
  二結王公廟王公生過火儀式(筆者拍攝，2010 年，宜蘭五結) 

 

 

壯圍永鎮廟開漳聖王神誕過火儀式(筆者拍攝，2017年，宜蘭壯圍) 

比較壯圍永鎮廟與二結王公廟在過火的異同，以過火的神聖空間而言，二結王公廟

在火場的神聖空間有明顯的方位律定與規範，例如女性不得進入火場範圍，以免破壞火

場的神聖性，壯圍永鎮廟則沒有清楚的空間劃定，所以信眾不分男女，也沒有管理階層

或觀景台的設計，只要提早到火場旁守候，都能以最佳的位置觀察過火的盛況。 

在前置儀式方面，兩者均由主神神轎潔淨四方，二結王公廟則以抓乩童揭開過火儀

式的序幕，壯圍永鎮廟沒有抓乩童的儀式，法師與神轎在操兵儀式後，即率領眾神轎過

火。 

對於參與過火的分香子廟而言，分霑祖廟的「火」是至為重要的事，分香子廟沒有

大規模過火的傳統，藉由過火儀式，凝聚祖廟與子廟的關係。至於沒有分香關係的參與

者，經由參與大廟過火儀式，更能彰顯靈力加持的重要性。壯圍永鎮廟與二結王公廟的

眾神明，也在這樣的過火儀式向信眾說明：神明靈力的表徵。因為神明有靈，所以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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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起過火的信眾，可以安全走過火場，保佑其一年的平安與順興。 

 

參、跨境與跨國：宜蘭開漳聖王信仰的廟際網絡 

一、宜蘭開漳聖王廟團聯誼會的形成與發展 

    若要形容蘭陽平原開漳聖王廟群的特色，我們認為宜蘭開漳聖王廟團聯誼會的形成

與發展，可以做為台灣民間信仰廟群結盟的主要代表。傳統台灣民間信仰的廟際結盟原

則，如林美容教授曾提過的信仰圈等因迎媽祖等廟會需要的跨境結盟。現在我們要提出

因現代化、交通便利與跨國串聯而形成的神明聯誼會組織：宜蘭開漳聖王廟團聯誼會。 

 

 

 

開漳聖王聯誼會共形成三個層次，最核心的組織與運作發起以「宜蘭開漳聖王廟團

聯誼會」為首，現任會長為礁溪永護廟李竹村主委，發起廟宇為壯圍永鎮廟。「宜蘭開

漳聖王廟團聯誼會」成立當年同時推動了「台灣開漳聖王廟團聯誼會」。兩個組織除了

建立開漳聖王廟際網絡外，也發起重建中國雲霄祖廟的任務。西元 2006 年，新加坡保

赤宮在參考台灣開漳聖王廟團運作模式後，以台灣經驗為基礎，組織國際開漳聖王聯誼

會 

宜蘭開漳聖王廟團聯誼會由壯圍永鎮廟前主任委員游禮焰先生在 1985 年發起，游

主委在民國六十八年擔任壯圍永鎮廟主任委員，到民國七十四年，游主委鑑於省境內奉

祀聖王宮廟眾多，這些廟宇都不相熟識，於是發起組織宮廟聯誼的構想，當時以壯圍永

鎮廟名義函請縣內開漳聖王宮廟各委會共同商討。一開始並未獲得所有廟與認同，游主

委召開永鎮廟委員會議，決定積極訪問各廟，說明組織聯會宗旨，聲明不收取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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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次發函邀請，終於獲宜蘭開漳聖王廟與認同，成立「宜蘭縣開漳聖王廟團聯誼

會」。游主委以開漳聖王永鎮廟大廟的主委身分，串起不同鄉鎮的開漳聖王廟，自是有

一定難度，但此成功事蹟，被記錄於每次開漳聖王聯誼會的會員手冊，供後人參考。 

 

 

    「台灣開漳聖王廟團聯誼會」創會會長－游禮焰先生，日據時代即民國十九年四月

二十二日，生於宜蘭縣礁溪鄉白鵝村，幼時隨父遷居同鄉塭底（今時潮村二十七號)務

農為生，時值學齡入學礁溪國校，聰穎過人，勸勉上進，時逢大東亞戰空襲激烈，烽火

中仍艱辛負笈，完成了礁溪國校高等科學業。爾後自行研讀詩文，奠定良好漢學基礎 迄

民國四十六年間入營服役，退伍後助父耕農，並參選農會代表，為桑梓農民服務達二十

年之久，振興農村厥多貢獻。 

    民國五十年獲住民及地方仕紳鼓勵參選村長，高蟬聯三屆任內爭取經費，建設地方

鞠躬盡瘁，甘棠遺愛，至今傳誦。 

    時潮村奉祀「開漳聖王」，屬永鎮廟管轄八大庄之一，村長為該廟「管理委員會」

之當然委員。民國六十八年初榮任第七屆主任委員，提議廟宇拆除重建獲通過，同年仲

春，隨即榮膺重建委員會主任委員，晉座大典，且聖王筊選，續任管委會主任委員，並

為福首爐主，舉行祈安建醮法會，盛況空前。 

    民國七十四年孟春，鑑於省境內奉祀聖王宮廟眾多，均生疏不相熟識，迫切要組織

宮廟聯誼，藉以發揚聖王陳元光開拓彰、閩之德澤，哲先宏大之精神，乃函請縣內開漳

聖王宮廟各委會共同商討，借眾均觀望，無人問津，先生不屈不撓，立即召開永鎮廟委

員會議，決定以身作則，由本廟遴派幹部分訪各廟，說明組織聯會宗旨，聲明不收取任

何費用，俟二次發函邀請，終獲全體出席，成立「宜蘭縣開漳聖王廟團聯誼會」，同時

舉開第一次大會，圓滿成功。 

    為將組織擴展至全臺各地，仍依蘭邑方式先生親率幹部，風塵仗僕僕自北中南及至

花東地區一一拜訪。其過程要以桃園區較為艱辛特殊，但精铖所至，金石為開，終在同

年仲冬，於永鎮廟召開第一屆第一次「臺灣開漳聖王廟團聯誼大會」宿願於焉完成，此

乃聯會之始創。 

    民國七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欣逢本廟重建晉座拾周年紀念，先生又為福首爐主，舉

行二朝清醮祈安法會，可見其一生為聖奉獻的虔铖心意。臻至極境，尤其潛心於拜神科

儀。祭典之深入研究，經年主持本廟之禮祭外，縣內廟宇舉行法會、祭典，敦先生參與

指導，其不吝奉獻之心緒足令聯會聖王信仰人，感懷敬佩，稱之表率。〈台灣開漳聖王

廟團聯誼會創會沿革〉 

 

 

 

筆者參與 2016 年宜蘭開漳聖王聯誼會第二屆第十一次聯誼大會，主辦廟宇為三吉

靈惠廟，宜蘭 22 間開漳聖王廟宇全數參與聯誼活動，活動第一階段為聯合遶境，第二



 蘭陽平原開漳聖王信仰調查與研究   

 15 

階段廟宇報到後展開祝聖大典，祝聖大典儀式分為廟內區與廟外區，廟內由承辦廟宇主

任委員、接辦廟宇、宜蘭開漳聖王廟團聯誼會會長與政治人物擔任主祭與陪祭，廟外前

方為各廟宇主任委員與各廟參加人員。祝聖大典結束後召開聯誼大會，會議研討會務與

提案，最後將開漳聖王神尊與會旗交接給下一屆承辦廟宇，整個聯誼會活動在熱鬧的餐

會中結束。 

表 4 宜蘭開漳聖王聯誼會第二屆第十一次聯誼大會日程表 

日期 

地點 

民國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丁酉年正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活動項目 

時間 

三吉靈惠廟 

07：10～07：30 集合地點（國道五號溪南橋下蘭陽溪旁） 

07：30～08：10 繞境 

08：10～08：50 友宮廟辦理報到 

09：00～10：00 祝聖大典 

10：00～10：20 攝影留念 

10：20～11：30 聯誼大會 

11：30～12：00 神尊、會旗交接 

12：00～14：00 餐敘、平安福宴 

14：00 大會圓滿快樂賦歸 

宜蘭開漳聖王聯誼會第二屆第十一次會員大會 大會程序 

一、 大會開始(鳴炮) 

二、 全體肅立 

三、 主席就位(縣聯會長 林寶村先生) 

四、 恭請大會會旗神尊進場 

五、 向同沐恩主神開漳聖王行最敬禮 

（稽首、再稽首、三稽首），請復位。 

六、 主席致詞 

七、 承辦單位主委致歡迎司（三吉靈惠廟林寶村先生） 

八、 介紹貴賓 

九、 貴賓致詞 

十、 工作報告（財務報告） 

十一、 討論提案 

十二、 臨時動議 

十三、 宣讀大會紀錄 

十四、 主席結論 

十五、 接辦單位致邀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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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會旗交接（壯六鎮安廟 主委 林和盛） 

十七、 散會(餐敘)賦歸 

祝聖典禮朝拜「開漳聖王」 

 

聖王殿 

案桌 
司

儀 

禮

生 
禮

生 經
讚
生 

經
讚
生 

9
—

副
主
委 

張
金
樹 

8
—

榮
譽
主
委 

李
明
錫 

7
—

鄉
長 

簡
松
樹 

6
—

省
理
事
長 

李
竹
村 

5
—

承
辦
單
位 

林
寶
村 

4
—

接
辦
單
位 

林
和
盛 

3
—

立
委 

陳
歐
珀 

2
—

江
陵
董
事
長
靈
惠
廟
顧
問 

林
美
東 

1
—

副
主
委 

鐘
益
朗 

◎各宮廟負責人位置◎ 

◎大會會場◎ 

與會人員就站立•面向本廟參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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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宜蘭開漳聖王聯誼會到國際開漳聖王聯誼會 

 

    宜蘭開漳聖王聯誼會組織成立後多年，呈現另一種廟際網絡的型態，經由廟宇主事

者的經營，將廟際關係置放到更大的網絡，突破國境的侷限，形成跨國網絡的交流與經

營。 

    國際開漳聖王聯誼會發起廟為新加坡保赤宮，這是一座以宗祠為底，擴大為地方廟

宇，運用神明祖廟「中介」作用，成為首屆全球開漳聖王聯誼會的發起與主辦廟宇。新

加坡保赤宮位於馬可新路（Magazine Rd）與馬真街（Merchant rd）交叉口，保赤宮原為

陳氏宗祠，陳氏宗祠創立於 1876 年，歷經 1926 年與 1966 年重修，新加坡政府於 1974

年 11 月 19 日宣布保留為古蹟。新加坡政府將保赤宮公告為古蹟後，保赤宮於 1981 成

立保古委員會，並將保赤宮全面開放給公眾與遊客參觀，爾後 1998 年再度重修，於 2001

年舉辦晉宮暨 125 週年紀念。 

    保赤宮正殿主祀開漳聖王，旁祀神明包括：天公、清水祖師、舜帝重華公、財神爺、

大伯公、濟公活佛、玄天上帝、媽祖娘娘、中壇大元帥、關聖帝君、虎爺、地藏王菩薩、

齊天大聖、孔聖仙師、張公聖君、斗母元君、陳太夫人（魏媽）。其中，媽祖自湄洲媽

祖祖廟分靈，魏媽從雲霄威惠祖廟分靈。保赤宮後殿為陳氏宗祠祖先牌位供俸處，申請

資格只限陳氏宗親，保赤宮董事會全由陳氏宗親擔任，保赤宮仍存有相當高的宗祠色彩。 

    保赤宮作為陳氏宗祠與新加坡最重要的開漳聖王廟，雖然保赤宮最早為家廟宗祠形

式，但運用各種活動，擴大本身在新加坡華人宗教的影響力。一座廟宇的國際化與跨國

網絡的經營，端賴經營階層如何拓展網絡與運用議題。保赤宮由家廟到地方廟，再經由

開漳聖王跨國聯誼會的主辦，打開保赤宮在國際開漳聖王信仰廟群的知名度。 

    回顧保赤宮對外經營的重要記事。在中國，保赤宮自 2000 年與中國雲霄威惠廟(開

漳聖王祖廟)開啟密切的交流，當時由保赤宮保古委員會主席陳寬成共 29 人，首度到雲

霄威惠廟進行文化交流。隔年，保赤宮邀請中國雲霄縣政協主席與常委代表雲霄縣文物

保護協會，至新加坡保赤宮進行文化交流。2004 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 24 日，保赤宮邀

請雲霄威惠廟開漳聖王陳元光金身赴新加坡巡安2。2005 年陳寬成先生參加開漳聖王文

化聯誼會籌備大會，同年保赤宮設立宣傳小組，為策畫新加坡及海外開漳聖王的聯繫與

公共活動3。2006 年 2 月陳寬成先生出席漳州市閩南文化研究會暨開漳聖王文化聯誼會

成立大會，會後並與台灣開漳聖王聯誼會會長林茂榮先生至漳州官園威惠廟祭拜開漳聖

                                                 
2 保赤宮特別向筆者強調，此尊開漳聖王神像共有 650 年，筆者 2007 年 8 月田野紀錄。 
3 新明日報，〈本地廟宇推動海外聯繫活動 保赤宮設宣傳小組〉，2005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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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同年 9 月 11 日中國湄洲媽祖祖廟文化訪問團訪問保赤宮，並致贈分靈證書給保赤

宮。 

    在台灣，2004 年 10 月台灣開漳聖王聯誼會至保赤宮參訪，同年 11 月陳寬成先生率

團參加於中和廣濟宮承辦之台灣開漳聖王廟團聯誼會第二十次聯誼大會。在參加多場交

流活動後，加上陳寬成先生評估台灣開漳聖王聯誼會已有相當的規模，進而構思舉辦首

屆國際開漳聖王文化聯誼會，並擔任籌備委員會會長
4
。陳寬成先生於 2006 年於漳州開

漳聖王文化聯誼會會後，將此構想於與台灣開漳聖王聯誼會總會會長林茂榮先生、漳州

雲霄威惠廟以及漳州官園威惠廟有關人士討論分工與協調事宜，並確認聯誼會分區召集

分工與商定議程，包括國際開漳聖王聯誼會成立大會、第一屆理事會宣誓就職大會、辦

理開漳聖王學術研討會與法會等
5
。保赤宮積極參與海外開漳聖王活動，主辦發起國際開

漳聖王聯誼會，顯示廟方的積極經營跨國網絡與亟欲跳脫宗祠廟宇侷限的努力，自 2006

年保赤宮辦理第一屆國際開漳聖王聯誼會活動後，每隔兩年由不同國家的開漳聖王廟延

續承辦，目前經協調結果，已規劃至 2016 年再次由台灣廟宇舉辦。 

表 5 國際開漳聖王聯誼會歷屆主辦廟宇表
6
 

時間 主辦國家 主辦廟宇 

2006 新加坡 保赤宮 

2008 台灣 永護廟 

2010 中國 雲霄威惠廟 

2012 馬來西亞 檳城陳氏宗義社 

檳城漳州總會 

2014 泰國 曼谷陳氏宗祠 

2016 台灣 台中啟興宮 

 

    大致上，開漳聖王聯誼會的辦理形式，包括會務座談會、理監事會議、歡迎晚會、

祭拜開漳聖王大典以及會員大會。此外，國際開漳聖王令旗成為承辦廟宇之間的信物。

保赤宮發起的跨國聯誼會組織，代表橫向廟際網絡的聯繫，在廟宇權威的象徵上，雲霄

威惠廟雖為多數廟宇認同的香火祖廟，但保赤宮的跨國經營，使得其知名度與聯誼會組

織的影響力，與香火溯源式的祖廟香火權威相輔相成，因而跨國性的廟宇聯誼會，就賦

                                                 
4 筆者 2007 年 8 月田野紀錄；筆者 2014 年 3 月田野紀錄；保赤宮雙慶特刊編輯委員會，《新加

坡保赤宮建宮 130 周年暨首屆國際開漳聖王文化聯誼大會雙慶紀念特刊》(新加坡：保赤宮， 
2006)，頁 46-100。 

5 保赤宮雙慶特刊編輯委員會，《新加坡保赤宮建宮 130 周年暨首屆國際開漳聖王文化聯誼大會

雙慶紀念特刊》(新加坡：保赤宮，2006)，頁 126。 
6 感謝台灣開漳聖王聯誼會會長李竹村先生提供筆者相關資訊 ，李竹村先生亦為永護廟主任委

員，承辦 2008 年第二屆國際開漳聖王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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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正統與權威的當代意義。雲霄威惠廟與湄洲祖廟兩個原鄉祖廟的權威中介作用，使

得保赤宮跳脫宗祠的色彩，並進行跨國廟際網絡的交流。 

    筆者參加台中啟興宮承辦的 2016 年國際開漳聖王聯誼會活動，來自馬來西亞、泰

國、新加坡、中國與緬甸的廟宇代表團參加本次聯誼活動。馬來西亞參加的團體為宗祠、

宗親會與陳氏公會，泰國為陳氏宗親總會，中國以漳洲開漳聖王聯會人數最多，緬甸為

2018 年承辦國家。 

表 6  2016 國際開漳聖王聯誼會各國與會宮廟出席人數 

國別 社團名稱 出席人數 

馬來西亞 柔中保赤宮陳氏宗祠 22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隆雪陳氏書院宗親會 2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柔佛穎川陳氏公會 19 

泰國 泰國陳氏宗親總會 9 

新加坡 新加坡保赤宮 13 

中國 漳州市開漳聖王聯誼會 280 

緬甸 緬甸潁川總會 10 

 總人數 356 

 

    下列為聯誼大會祝聖三獻禮程序，台灣開漳聖王廟團發展協會理事長李竹村先生表

示這項的祝聖典禮由台灣發展而出，自 2006 年第一屆國際開漳聖王聯誼會儀式大致上

就以此為基礎。在祭者位置安排上，主辦廟宇台中啟興宮主委於中間位置，2018 年承辦

國緬甸代表、台灣開漳聖王廟團發展協會理事長李竹村先生、台中市副市長與台中西屯

區長分站兩側。在廟外為各國宮廟代表。 

 

第六屆國際開漳聖王文化聯誼大會祝聖三獻禮程序 

一、 祝聖三獻禮大典大開始 鳴炮 

二、 鐘鼓生就位 司禮生就位 

三、 奏樂 

四、 邀請：糾 官－台灣開漳聖王廟團發展協會常務監事 江朝宗先生就位 

邀請：承辦單位台中啟興宮主任委員 廖松柏先生就位 

邀請：指導單位台中副市長 張光瑤先生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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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主辦單位台灣開漳聖王廟團發展協會理事長 李竹村先生就位 

邀請：台中市西屯區長 何國裕先生就位 

邀請：接辦國緬甸 潁川總堂理事長 陳大木先生就位 

邀請：中國漳州市開漳聖王聯誼副會長 楊以能先生就位 

邀請：新加坡保赤宮總理陳泓志先生就位 

邀請：：泰國陳氏宗親會總會副理事長陳修陸先生就位 

邀請：馬來西亞柔中保赤宮陳氏宗祠名譽會長 陳良輝先生就位 

邀請：馬來西亞隆雪陳氏書院宗親會會長 陳瑞悊先生就位 

邀請：中國漳州市開漳聖王聯誼會副會長 陳鐘輝先生就位 

邀請：中國漳州市開漳聖王聯誼會名譽會長 許少欽先生就位 

邀請：主辦單位台灣開漳聖王廟團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林明脩先生、陳梅芳先

生、王榮華先生就位 

邀請：承辦單位常務委員 林正雄先生、廖清志先生、常務監事廖壽國先生就位 

邀請：台灣開漳聖王廟團發展協會各宮廟董事長、主任委員就位 

五、 點燭 (請主獻官廖松柏主任委員、張副市長光瑤點燭) 

六、 齊鳴(三財鼓、一鐘、三鼓鐘九響) 

七、 傳香(主獻、陪獻各三炷香) 

八、 恭迎聖駕(全體面向外，望空三拜請神) 

九、 上香啟聖(向天 啟聖請神)－奉香、再奉香、三奉香 

十、 鐘鼓齊鳴 (請神陰陽鼓、一鐘、二鼓、鐘九響 ) 

十一、 集香(安香) 

十二、 獻茗(茶三杯)「拜」 

十三、 獻：(鮮花乙盆)「拜」 

十四、 獻果： (五果乙盆)「拜」 

十五、 獻齋筵： (素食十二碗)「拜」 

十六、 獻牲禮：(牲禮乙付)「拜」 

十七、 獻清酌：(酒乙瓶、酒杯五只)「拜」(主獻官敬倒清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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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獻財寶禮炮： (四色金、花炮乙組)「拜」 

十九、 恭向開漳聖王暨列聖高真行三跪九叩首禮： 

「拜」 『跪』 (一叩首) (二叩首) (三叩首) 『昇』 

「拜」 『再跪』 ( 四叩首) (五叩首) (六叩首) 『昇』 

「拜」 三跪 、 (七叩首) (八叩首)  (圓叩首) ，『昇』 

二十、 恭稟祝文：「拜」 

二十一、 恭讀祝文：(樂止)有拜趌者請跪  其他請肅立(讀畢焚化) 

二十二、 祝文宣讀已畢：「昇」 

二十三、 燔燎焚化財寶：(奏樂) (請主獻官、陪獻官奉財寶祝文至天鼎焚化所有參獻人

面向天鼎) 

二十四、 復位：(全體參獻者復位、面向殿內) 恭向開漳聖王暨列聖尊神行最敬禮一鞠

躬再鞠躬三鞠躬 

二十五、 恭送聖駕回寶殿：(全體面向廟外，望空三拜送神)  一拜 二拜 三拜 

二十六、 鐘鼓齊鳴：(送神陰陽鼓、一鐘、二鼓、鐘九響) 

二十七、 復位：(全體參獻人員面向殿內、再行最敬禮)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

躬」 

二十八、 禮成：鳴炮(三財鼓、一鐘三鼓、鐘九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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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宜蘭開漳聖王聯誼會或是國際開漳聖王聯誼會，我們都可以觀察到一種如同

華琛所說的儀式標準化的過程7，運用祝聖典禮將各地各國的不同開漳聖王廟宇儀式，

收納到以儒家祭儀為基礎的儀式展演。這樣的儀式展演有別於壯圍永鎮廟的過火儀式，

永鎮廟過火儀式有著清楚分香子廟與祖廟的連結關係，但是在聯誼會組織與儀式展演的

過程，祖廟、大廟與無直屬關係的開漳聖王廟被放置在一個均質的廟際網絡中，儘管聯

誼會模糊了如「壯圍永鎮廟」祖廟地位的重要性，但因為壯圍永鎮廟為聯誼會創始廟宇，

所以不同層次的聯誼會都會將永鎮廟游禮焰主委創辦聯誼會的事蹟紀錄在大會手冊。此

外，由於礁溪永護廟主任委員李竹村在不同層次的聯誼會運作均扮演重要角色，所以永

護廟也在跨境廟宇聯誼會組織獲得更大的知名度。簡而言之，宜蘭開漳聖王聯誼會為蘭

陽平原開漳聖王廟群的重要特色，在台灣與國際上的廟際網絡影響力，可以說是影響深

遠，足以成為其他神明聯誼會的發展範例。 

 

 

結論 

    本研究進行蘭陽平原二十二間開漳聖王信仰廟宇普查，從巨視的角度分析宜蘭開漳

聖王信仰的特色。研究發現在香火來源方面，歷史悠久的開漳聖王廟均認為香火來自中

國原鄉，在清末明初之後，香火來自內大廟分香，尤以壯圍永鎮廟為代表。 

    在祀神組合方面，多數開漳聖王廟宇主祀神組合加上天公與先生公，旁祀神為觀

音、媽祖與土地公等。在神明祭典方面，多數廟宇以農曆 2 月 15 日為祭典日，部分廟

宇為參加壯圍永鎮廟過火，將開漳聖王神明祭典提前至 2月 10日辦理。 

    開漳聖王神誕儀式，以壯圍永鎮廟「過火」儀式為代表，從過火儀式可以窺見民間

信仰彰顯神力的重要表現，藉由過火儀式，串聯祖廟與分香子廟的凝聚力，同時也讓沒

直屬關係的廟宇，共享「過火」靈力權威的象徵。 

    最後，本研究探討不同層次的開漳聖王聯誼會，分析聯誼會的發展過程與儀式中的

意義。施博爾(Schipper)曾在福建保生大帝信仰的研究，說明「分香」大致是漢人社會盛

行將近四百年左右的一個獨特促進社會網絡連結的「社會制度」，是漢人地方社會出於

                                                 
7 Watson, James L.(華琛),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David Johnson, et 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pp.29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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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上的考慮，而得以與外界進行整合與連結的重要管道8。四百年後的台灣或東南亞

華人社會，部分廟宇視「神明祖廟」為整合與跨域廟際網絡的節點，取得中國神明祖廟

的分靈，並藉以強化自身的權威，來獲取國家與民間重要的「中介角色」，我將這個過

程稱之「祖廟的中介與想像」。從宜蘭開漳聖王聯誼會到國際開漳聖王聯誼會的發展則

呈現「祖廟的中介與想像」的模糊性，取得聯誼會主辦權的廟宇，不一定是神明祖廟，

例如 2016 年台中啟興宮的廟宇規模非屬歷史悠久大廟，然而廟宇主事者以企業化經營

廟務，使得國際聯誼會承辦廟宇台中啟興宮的影響力大幅提升。這也顯現因時代變遷所

呈現的廟宇地位變化。 

 

    由新加坡保赤宮、中國雲霄祖廟和台灣開漳聖王廟宇組成的開漳聖王國際聯誼會的

例子說明，東南亞和台灣民間信仰在組織結社與儀式互動上的多元面貌則可以視為一種

逸出於帝國之外的文化元素，在各自的歷史條件、當代國家治理與社會環境中與中國神

明祖廟產生各種橫向的互動、影響、變異，以及新的意義。過去如 Watson(華琛) 關注

神祇標準化與 Faure(科大衛) 透過宗族研究討論帝國治理華南地區的過程9，無法避免將

不同的區域與地方視為整個中華帝國意識形成的一部分的視野侷限。 

    我們發現全球化、交通便利與資訊時代下的東南亞華人宗教的實態，觀察正統權威

的建構與宗教信徒的網路經營，使得開漳聖王聯誼會組織更具全球化意義。例如，我們

由 Dean(丁荷生)所採集「祥芝斗美宮碑文選」的碑刻資料，依碑文落款者和碑文內容發

現中國地方政府、台灣民間信仰組織(新莊市丹鳳擎天府管理委員會)以及東南亞的華人

同鄉聯誼會(旅菲祥古蓮聯鄉會)共同創構祖廟歷史與意義的現象10。經由便利的交通，

以及更流通的資訊，使得越來越多的海外廟宇能夠重回祖廟、參與祖廟重建或是參加各

種以神明為名的聯誼會。我們認為，從國家官僚、文字規章或知識菁英與宗族等視角討

論「國家與民間信仰」之間的論題，已不能完全滿足當代華人民間信仰跨國流動的特性。

「國際開漳聖王聯誼會」的「黏合」作用在多方層疊相扣之處已愈顯重要。這些現代中

國政府對於宗教控制與整合的作法，以及台灣與東南亞華人同鄉組織如何揉和其神明來

源傳說，透過捐款重建的方式，回到祖鄉重構祖廟地位，並以進香儀式來奠定子廟的神

聖權威基礎，加強祖廟與分香子廟的香火連結都能為民間信仰跨境網絡研究導入更務實

的觀察。    

                                                 
8 Kristofer M. Schipper(施博爾), “The Cult of Pao-sheng ta-ti and its spreading to Taiwan:a Case 

Study of fen-hsiang,” in E.B. Vermeer ed.,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Leiden: E.J.B, 1990, PP.397-416.參見丁仁傑，《重訪保安村:漢人民間信仰的社

會學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 198-199。 
9 Faure, David(科大衛),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 Dean, Kenneth(丁荷生)，〈碑刻、地方史料與田野調查專輯:導言〉，《民俗曲藝》167:1-6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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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陽平原開漳聖王信仰研究，正提供民間信仰全球化研究的絕佳範例，過火與聯誼

會組織，值得未來持續觀察，並提供不同廟宇組織發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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