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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東區「嘉邑昭忠祠」小祠

奉祀清代嘉義三大民變義民
英靈的有應公廟 

30)Story

一間小小的有應公廟，卻奉祀著清代嘉義三大民變 –

林爽文事件、張丙事件及戴潮春事件犧牲的義民英靈，而

撰寫這頁有應公信仰傳奇的小祠，就是坐落在嘉義市九華

山地藏庵旁的「嘉邑昭忠祠」。

「嘉邑昭忠祠」原本奉祀的，僅有戴潮春事件犧牲的

義民英靈，如何成為嘉義三大民變民兵英靈奉祀的祠廟，

是有段歷史演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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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潮春，字萬生，清治時期彰化縣四張犁（今臺中市

北屯區）一帶地主，清咸豐 11年（1861）成立會黨，勢

力不斷擴張，引起官府忌憚；清同治元年（1862）4月，

官府率兵勇進剿彰化縣豪強失利，戴潮春趁勢攻入彰化縣

城，各方勢力蜂擁而起，而展開清代嘉義三大民變之一，

也是持續最久的民變 –戴潮春事件。7 

戴潮春在清同治 3年（1864）1月被執，餘部繼續頑

抗一年，到隔年（1965）1月，戰事才結束，前後長達 4

年之久。在這 4年期間，戴潮春及其部將屢次圍攻嘉義城，

屢為守城兵民所退。戰事結束後的隔年（1866），邑民將

出城力戰捐軀的 14名聯義局民團仕紳，以及守城攻庄、

運糧救城、隨軍剿辦、接仗陣亡的文武員弁及義民，總計

266名靈骸，合葬在今地藏庵東南側，並豎立昭忠墓碣，

碑上刻有姓名、事蹟，後再建祠以祀，祠曰「昭忠祠」。8 

「昭忠祠」在日明治 39年（1906）及日昭和 5年

（1930）曾兩度因地震而坍塌，旋即重建。日昭和 11年

（1936）實施皇民化運動時，要求眾神歸天政策下，「昭

忠祠」被廢，而這 266名靈骸則被移到彌陀寺旁小丘，

與林爽文事件的十九公、張丙事件的五百三公靈骸建塔合

祀，塔曰「義士塔」。豎立在地藏庵旁的昭忠碑碣，也一

併移置塔旁。

民國 60年（1971），地藏庵改建為七層蓮花寶殿時，

並重建「昭忠祠」於地藏庵前，所使用的建材，部分為地

藏庵舊廟舊料。重建的「昭忠祠」，因骸骨已與林爽文事

7 臺灣大百科全書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556　
8 黃英聰發行，《財團法人嘉義市九華山地藏庵沿革誌》（嘉義：嘉義市九華
   山地藏庵董監事會，  2005），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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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陀寺旁的「義士塔」合祀臺灣三大民變犧牲義民靈骸。

「義士塔」墓碑。 昭忠碑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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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十九公、張丙事件的五百三

靈骸合祀在「義民塔」，因此，

在奉祀的「昭忠義民公」神位碑

左路（龍爿）加刻「五百三公神

位」，右路（虎爿）加刻「十九

公神位」， 9而成為奉祀清代嘉義

三大民變 –林爽文事件、張丙事

件及戴潮春事件義民英靈的有應

公廟。此外，廟方從「義士塔」

恭取部分骸骨，裝在木箱中，以

紅布巾包裹，恭奉在「昭忠祠」案桌上，象徵三大事件官

兵、義民之英靈。
9 黃英聰發行，《財團法人嘉義市九華山地藏庵沿革誌》，頁 21。

「昭忠義民公」神位碑。

三大民變義民的部分靈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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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藏庵」的楹柱與楹聯。 原「地藏庵」石柱與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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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士廟」奉祀「張丙事件」犧牲的五百三義士英靈。

民國 89年（2000），九華山地藏庵董事長黃英聰為

求地藏庵廟埕的完整性，提議購買廟埕南側 20餘坪土地，

作為遷建「昭忠祠」之用，獲得董監事一致的通過。新「昭

忠祠」的建材，大多數從舊廟拆除移用。民國 90年（2001）

10月 6日（農曆 8月 20日）舉行入火安座，即今祠貌。10 

「嘉邑昭忠祠」奉祀的「五百三公」，是張丙事件犧

牲的義民英靈。

張丙事件是件典型的官逼民反的民變。張丙，清治時

期嘉義縣店仔口（今臺南市白河區）人，性喜排解困難，

講義氣，甚得地方尊重。清道光 12年（1832），臺灣因
10 黃英聰發行，《財團法人嘉義市九華山地藏庵沿革誌》，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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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穀歉收，各鄉都禁止米

穀外流，店仔口是由張丙

倡導，但店仔口卻有米商

偷運米糧出境，被盜匪劫

走，米商誣告是張丙所為，

嘉義知縣邵用之因此通緝

張丙。就在此時，張丙的

好友陳辦因與人發生械鬥，

也被嘉義縣知縣通緝，張

丙認為嘉義縣知縣不公，

於是結合陳辦的勢力對抗

官兵，先後殺死嘉義知縣

邵用之及臺灣知府呂志

恆，烽火遍及中南部；清

道光 12年（1833）12月，

福建陸路提督馬濟勝帶兵

渡臺，與臺灣總兵劉廷斌

共同平亂。清道光 13 年

（1834）1 月，張丙等人

被捕，事件乃告平息。11  

11 臺 灣 大 百 科 全 書 http://nrch.
culture.tw/twpedia.aspx?id=5609

「忠勇義士五百三公」的神位牌。

「義勇忠靈五百三公之連座」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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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丙事件時間雖不

長，但戰火激烈，官兵、

義民等死傷慘重，血流成

河，屍橫遍野。邑民憫其

忠義，收屍五百三，埋在

東門城外，並豎「義勇忠

靈五百三公之蓮座」，再

於清道光 23年（1843）

建祠奉祀之，祠曰「萬

安亭」，民間習慣呼之為

「大眾爺廟」。

「萬安亭」於清光緒

17 年（1891）由時任嘉

義知縣的李聯珪重建過。

日昭和 11年（1936）實施皇民化運動時，五百三公靈骸

被移到彌陀寺旁小丘「義士塔」，與林爽文事件的十九公、

戴潮春事件的 266名靈骸建塔合祀。民國 37年（1948），

嘉義市長宓汝卓更祠名為「義士廟」。民國 46年（1957），

重建今祠。

「嘉邑昭忠祠」奉祀的「十九公」，是林爽文事件犧

牲的義民英靈。

林爽文，彰化縣大里杙（今臺中市大里區）人，為天

地會首領。清乾隆 51年（1786）因臺灣府知府孫景燧逮

捕林爽文的叔伯，林爽文率軍劫獄，發動抗清活動，南北

響應，不到一年，全臺除南部臺灣府，中部鹿港外，全部

陷落。清乾隆 52年（1787）清廷派陝甘總督大學士福康

「義士廟」原稱「大眾爺廟」。

「義士廟」創建於道光 23 年的楹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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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知縣李聯珪贈「威靈顯赫」匾。

「義士廟」重建於民國 46 年（1957）。

安率綠營自鹿港登陸，與林爽文決戰於八卦山，林爽文敗

走，隔年被執，林爽文事件落幕。事後，乾隆皇帝為嘉勉

諸羅縣軍民守城義勇可嘉，乃更「諸羅」為「嘉義」。

清乾隆 53年（1788），乾隆皇帝為褒揚福康安的戰

功，御製 10座記功碑，以贔屭駝碑，其中 9塊現豎立臺

南赤崁樓，另一座現安置在嘉義公園內。12

12 該座記功碑在運抵臺南府城港口時，不慎掉落港內，乃另以砂岩仿造。而
    原始記功碑已於 1911 年被臺南漁民撈起，供奉在臺南保安宮。嘉義市觀光
    旅遊局網站：https://travel.chiayi.gov.tw/travel-content?id=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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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立在嘉義公園的記功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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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義十九公廟」奉祀林爽文事件犧
牲的義民及義犬。

嘉義市東門城的「忠

義十九公廟」也與林爽文

事件有關。其所奉祀的

「十九公」，據聞在清

乾 隆 51 年（1786）12 月

初，林爽文率眾攻打諸羅

縣城時，城內守軍寡不敵

眾，在危急時幸得東門城

外縣民李甲等 18人及義

犬相助，使得諸羅城免於

淪陷。林爽文率眾往南逃

去，李甲等攜犬追擊，不

幸誤入陷阱而犧牲，邑民

運回屍首掩埋之，並建祠

以祀渠英魂，祠曰「忠義

十九公廟」。

十九公的名諱為：李

甲、高等、蕭長、陳車海、

陳壽木、吳用、吳遠、吳

仁壽、廖金、車勇、車壽

海、劉胎、林樁、劉禮、

王馬、陳米壽、林中、林

小本，以及義犬將軍。13

13 資料來源：嘉義市「忠義十九公
廟」小祠匾額。　

「十九公」與「義犬將軍」金身。

昭忠祠有 11 組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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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義公聖誕日前，各爐主要將所屬眾議公金身及爐恭請回昭忠祠。

「忠義十九公廟」在民國 95年（2006），因道路拓

寬而拆除重建，並於民國 102年（2013）11月 20日（農

曆 10月 18日）入火安座，即今祠貌。14 

「嘉邑昭忠祠」祭典日是農曆8月20日，從前一日（農

曆 8月 19日）下午起，一連兩天舉行祝壽暨放焰口普施

活動。活動前幾天，明德會及仁組、義組、禮組、智組、

14 徐彩媚，〈十九公廟入厝〉，《蘋果日報》，2013.10.21，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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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組、忠組、勇組、愛組、國組、心組等各爐主所屬忠義

公金身及爐，都必須奉請回到昭忠祠，且各組爐主都擺設

有普度桌。活動這兩天，延請僧侶誦唸《慈悲三昧水懺》，

並主持放焰口，祭典活動虔敬而隆重。「嘉邑昭忠祠」各

爐主的分組，為昔「天地會」的遺緒。

祭典日延請僧侶主持放焰口活動。

放焰口的場面浩大。

僧侶誦唸《慈悲三昧水懺》。

各組爐主都擺有普度桌。僧侶巡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