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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信仰與地方社區－高雄縣媽祖廟的分析 

～林美容 

 

 

  一九九一年九月起迄一九九二年十月止， 本人先後在四位研究助理、九位

台大社會系學生及兩位當地中學老師的協助下，調查了高雄縣 392 間地方公廟 

。這是為了「高雄縣文獻叢書」的編纂，本人負責《高雄縣民間信仰》一書所展

開的調查。這本書正在付梓當中。 

  在高雄縣的地方公廟當中，以王爺廟最多共 89 座，媽祖廟次之共 65 座。但

是因王爺的種類與姓氏不一，以單一神靈而論，以媽祖為主神的廟宇可說最多（林

美容 1996），媽祖廟可說是高雄縣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公廟。因此，本文整理 

高雄縣以媽祖為主神的地方公廟之資料，並參酌縣內其他廟宇副祀媽祖之資料， 

以探討高雄縣媽祖信仰的實況及其與地方社區的關係，並由高雄縣媽祖廟的祭祀

範圍之地域層次來分析媽祖廟的類型，也將由媽祖之香火緣起的類型分析，與媽 

祖之祭祀活動，來說明南部地區媽祖信仰的特色。 

 

 

    台灣的廟宇資料雖然很多（林美容 1991a），但是很少在縣市這個層次加以

全面調查的調查資料。自從劉枝萬先生的《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 (1961) ，

才開了縣市範圍寺廟調查之先河。目前可以看到的縣市寺廟專書還有《台北市寺

廟概覽》（台北市政府民政局 1977 ）、《新竹市民宗教行為研究第一部：公共崇

拜》 (李亦園、宋文里 1987)、《苗栗縣寺廟文化之研究》 (李阿成、陳運棟、

彭富欽 1988)、《台中縣寺廟大觀》 (陳炎正 1989)、《嘉義寺廟誌》（賴子清、

蔡水震 1978）、《台南縣的寺廟與神明》 (台南縣政府民政局 1983) 、《宜蘭縣

寺廟專輯》（宜蘭縣政府民政局文獻課 1979）等。另外，雖然有像《南瀛古廟誌》

（涂順從 1994）、《台北市志卷四社會志宗教篇》 (台北市文獻委員會 1976)這

樣的縣市寺廟專書，不過敘述的對象並非全縣的廟宇，有的僅敘述主要的寺與廟

（如台北市），有的僅敘述古廟（如台南縣）。 

    以上這些縣市性的寺廟資料，或是以宗教類別分類，再以神明分類的方式敘 

述（如南投縣），或是單單用神明區分來敘述（如台南縣），或是分鄉鎮概述主要

寺廟（如台中縣），或是以表格方式敘述（如台北市、苗栗縣）。各縣市寺廟敘述

的繁簡亦有差別。 

    學界的研究早已說明寺廟與地方社區有密切的關係，地方公廟主神常有一定 

的轄域。但是上述這些寺廟的資料並不能明顯的反映這樣的事實, 有關寺廟主神 

的轄境或是寺廟與地方社區的相關的資訊，往往要在各廟宇敘述的字裡行間去尋 

找或推敲才能瞭解，有時尋找或推敲了老半天也不得要領。 

前 言 

高雄縣的媽祖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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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縣地方公廟的調查，可說是目前唯一以地方庄社或社區為單位所做的縣 

市範圍內全部寺廟的調查，每一地方公廟均清楚的敘述其祭祀範圍，或是核心的 

基本的信眾的居住範圍，對公廟所屬庄社的總戶數、總鄰數、總人口數及居民的

主要姓氏、主要祖籍等基本資料均有敘述。除此之外，每一地方公廟均詳述其主 

祀神、副祀神、隸祀神及神位配置，諸神明奉祀緣起，廟宇的位置，歷次建廟、 

修廟、重建、擴建、遷移的過程，演戲、巡境、進香、迎神等祭祀活動，拜斗、 

安太歲、安光明燈、卜龜、給神做契子等儀式服務，童乩、輦轎仔、收驚、改運 

、抽籤等巫術性的服務，廟宇的管理組織，丁口、頭家爐主、角頭等祭祀組織，

大鼓陣、獅陣、宋江陣、家將團、誦經團、神明會等信徒的志願組織，庄內其他 

公眾祭祀的土地公廟、有應公廟及普渡、建醮祭典的情況，村際之間的迎神賽會 

，以及村庄範圍內其他佛寺、道壇、鸞堂、齋堂、慈惠堂、一貫道佛堂等的名稱 

、位置。由於調查的項目繁多，全書合計約四十一萬字。 

    本文即是從上述高雄縣地方公廟的資料中，將有關媽祖廟的部分抽出加以分 

析，目的是在呈現媽祖信仰與地方社區的密切關係。雖然全台灣的地方公廟都與 

地方社區有密切的關係，但是過去很多研究指出媽祖信仰常超越地方的範圍而發 

展，媽祖信仰常發揮區域整合的作用（林美容 1990a，1991b，松平誠 1994，溫

振華 1984），以致忘了媽祖和其他神祇一樣可做為地方的保護神, 其與不同層次

的地方社區有密切的關係，本文的目的是再度凸顯此點。再者，一般人認為媽祖

是海神，也許在漁村的媽祖信仰應該更為崇隆；高雄縣漁村頗多，但是高雄縣漁

村的媽祖信仰比之農村、山村或市街並無特別顯著的現象。而相對於台灣中部地

區發展出頗多區域性的媽祖祭典組織（林美容 1996 a），高雄縣的媽祖信仰仍只

侷限在地方社區的範圍，這是本文想要討論的另一個重點。 

    以下先將高雄縣媽祖廟的調查資料用表列的方式呈現出來（見表一）。總計 

調查的媽祖廟共有 65 座，其中茄萣鄉兩座，路竹鄉一座，阿蓮鄉一座, 田寮鄉

六座，永安鄉兩座，彌陀鄉六座，梓官鄉兩座，岡山鎮六座，橋頭鄉五座，燕巢

鄉四座，仁武鄉兩座，鳳山市四座，林園鄉兩座，大寮鄉兩座，大樹鄉四座，旗

山鎮三座，內門鄉五座，杉林鄉一座，甲仙鄉兩座，六龜鄉五座。高雄縣 27 個

鄉鎮中，除了桃源鄉、三民鄉、茂林鄉三個山地鄉及美濃鎮這個客家鎮（註一）

之外，所調查的二十三個鄉鎮中, 只有湖內鄉、大社鄉、鳥松鄉沒有媽祖廟。 

 

 

 

    由表一（如後附）統計，高雄縣 65 座媽祖廟中，屬於角頭廟性質的有兩座，

屬於庄廟性質的有 56 座，屬於聯庄廟性質的有兩座，屬於街廟性質的有兩座，

屬於大廟性質的有三座。茲分述如下。 

    （一）角頭廟：所謂角頭是指庄、街、市之內部的次級聚落單位，常與同族 

聚居的現象有關（林美容 1993:179）。 角頭廟便是角頭內的公廟，由角頭內居 

民共同興建、祭祀。既然說是角頭廟，便意味著角頭內的居民可能仍然參加較大 

地域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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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範圍的庄廟之活動，或是認同上仍以為和其他角頭同屬一村（可能是自然聚 

居的庄社、村落，或是行政上的村里）。譬如彌陀鄉南寮村有葉姓的南聖宮、漯 

底吳姓的南天宮及新庄仔的天南宮三個角頭廟，其間關係複雜，其中南聖宮與天 

南宮為媽祖廟。南寮村舊稱知高寮，原有媽祖廟天南宮為全村共祀，很久以前葉 

姓分出在南聖宮另祀，以南天大聖（大聖爺）及媽祖為主神。之後，庄廟分成兩 

邊，即舊稱漯底舊廟的南天宮，以及天南宮，南天宮以王爺為主神，天南宮以媽 

祖為主神。大約五十年前，又把神明合在一起祭祀，不久因選舉產生糾紛，又分 

開祭祀。現在南寮村全部，共 28 鄰，居民有選舉權者約一千八百多人，參加南

聖宮者約四、五十戶，以葉姓為主；參加南天宮者約一百多戶，以吳姓較多；參

加新庄仔天南宮者約兩百多戶，屬南寮村第 18－22 鄰，以林姓為主，新庄仔居

民是因海水倒灌之故，由知高寮遷來。 

    （二）庄廟：這類型的媽祖廟是最多的，全縣共有 56 座。媽祖和其他正神

或天神一樣可以成為庄廟的主神，作為庄社的保護神。雖然村庄的大小有別，人

口多寡不一，山村、漁村或農村的生計狀況亦有別，但是以媽祖為庄廟主神的情

況則無多大差別。 

    （三）街廟：其實這個層次的媽祖廟可視為與庄廟同一層次，只不過市街人 

口較多、較密，商業功能較大，信徒分佈的範圍較廣，常涵蓋數村里。街、庄、 

社可視為不同的聚落單位，小庄為社，而人口密集、交通便利的大庄常發展為街 

鎮。高雄縣屬於街廟的媽祖廟計有岡山街的壽天宮與旗山街的天后宮兩座。岡山 

舊稱阿公店街或菅榛林，清代為附近十三庄的信仰中心，日據時代僅為岡山街三 

保內的公廟，昭和六（1931）年因洪水致災，街長曾予重建，至今轄唯仁里、岡 

山里、壽天里、平安里，祭祀範圍與日據時代無異。旗山街舊稱蕃薯寮，日據時 

代共五保，現在街區的範圍包括湄洲、永和、瑞吉、和平、新山、太平、三協、 

竹峰、大德九里。街內有天后宮、竹峰寺（觀音廟）及福德祠三間公廟，祭祀範 

圍一致。 

    （四）聯庄廟：聯庄廟是指數庄社聯合共建共祀的公廟。高雄縣有田寮鄉大 

崙頂聖母宮與彌陀鄉鹽埕過港安樂宮，這兩座媽祖廟屬聯庄廟的性質。 

    （五）大廟：位在街市的古老廟宇，若其轄境亦包含鄰近的鄉庄，而成為全 

鄉或全鎮的信仰中心，便稱為大廟。高雄縣內有彌陀彌壽宮、角宿天后宮及鳳山 

雙慈亭三座媽祖廟，分別成為彌陀鄉、燕巢鄉與鳳山市的大廟。 

 

 

    台灣各地有關神明的傳說以靈驗事蹟的傳說較多，也較為學界所注意研究。 

有關神明的來歷見之於文獻者，大多述其成神之事蹟，或是在大陸原鄉的靈驗事 

蹟，極少站在台灣各地信仰者之立場，來說明其地方保護神之來歷。我的意思是 

說，各種神明其實地域化的色彩都相當明顯，不只其成神的略歷及在大陸的靈驗 

事蹟，廣為信徒所知，其如何來台而為某庄某社奉祀之緣起過程，更廣為當地信 

徒所傳誦。有關各庄社神明香火起源的傳說故事雖然很多，但是採集較少，更遑 

香火緣起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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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分析研究。 

    本節就上述高雄縣的 65 個媽祖廟，分析其主神媽祖之香火緣起的類型。除

了 15 個媽祖廟沒有蒐集到香火緣起傳說故事之外，50 個媽祖廟的香火緣起大致

可分為以下六種類型。這六種類型並不互斥，也就是說，不排除一個廟出現兩個

或兩個以上類型的緣起傳說之可能。不過，大部份的媽祖廟其緣起傳說通常只有

一種。有關神明香火緣起的口碑雖然有時會改變，但這種情形通常發生於規模較

大、與他廟有競爭關係的廟宇，或者是有發展意圖的廟宇。高雄縣的媽祖廟皆為

地方性的公廟，緣起口碑相對而言較為穩定，少有改變。 

    （一）族姓私佛：台灣很多神明在其成為地方公廟主神之前，通常由地方某 

姓族人所供奉，這牽涉到傳統台灣漢人的庄社常有一姓獨佔的情形（林美容 1993 

），同族聚居也一起供奉相同的祖先與神明，日久由於神明的靈驗，吸引村中其

他居民的信仰，及至建立村廟時，便順理成章的成為村廟的主神。或是在雜姓村

的情況下，各姓的神明經過一番競爭，較靈驗的或神格較高的便成為公廟的神。 

這種由一姓的「私佛仔」或「祖佛仔」變成「公佛仔」的情形，可說是台灣神明 

香火緣起最顯著的一個典型，媽祖自然也不例外。高雄縣媽祖廟之香火的緣起，

由族姓私佛而成為地方公廟的主神的情形，在各種緣起的傳說當中是最普遍的，

一共有 18 個例子。 

    （二）先民攜來：其實族姓私佛也是先民攜來，因此，這一類型專指無特定 

族姓淵源之媽祖的緣起。高雄縣屬這一類型之媽祖廟共有５個例子。最鮮明的例 

子是鳳山市五甲龍成宮，五甲先祖來自福建漳州漳浦縣沿海一帶，因恐風波險阻 

，人人攜帶湄洲媽祖香火，果然安抵五甲。另外，岡山鎮下庄仔聖母宮的主神是 

五位異姓先民攜來，雖與單一的族姓無關，也顯示雜姓村的情形在開發之初亦不 

乏其例，只是這樣的情形顯然比同姓聚居的情形要少多了。 

    （三）島內媽祖廟分香：分香又稱分靈或分燈或分身，也是神明香火緣起的 

重要典型。高雄縣媽祖廟媽祖的香火源自島內他處媽祖廟的例子共有 19 個，其

中由縣外其他媽祖廟分香而來的有９個，自縣內分香者有 10 個。自縣內分香者

主要是從歷史悠久、創建於乾隆 38 年（1773）的角宿天后宮分香，天后宮舊稱

龍角寺，俗稱角宿廟，其主神媽祖於清朝時期稱為「南路媽」，祭祀範圍很廣。

本縣阿蓮鄉埤仔尾崗后宮、岡山鎮前峰仔惠峰宮、橋頭鄉頂鹹田天月宮、仁武鄉

公館聖松宮、大樹鄉嶺口慈仙宮、旗山鎮大林天后宮、內門鄉龍潭天后宮及中埔

龍角寺等八個媽祖廟，皆由角宿龍角寺分香。由縣內媽祖廟分香者，只有兩個媽

祖廟非自角宿天后宮分香，即永安鄉新厝仔永安宮係自下茄萣金鑾宮分香，與彌

陀鄉下鹽埕清和宮係自同鄉內彌陀彌壽宮分香。自縣外分香者，有永安鄉鹽田南

瑞宮係自台南縣北門聖母分燈，彌陀鄉海埔仔朝天宮係自雲林縣北港朝天宮分香  

，岡山鎮壽天宮係自台南市大天后宮分香，橋頭鄉橋頭鳳橋宮亦自台南市大天后

宮分香，甲仙鄉甲仙奉后宮係自雲林縣北港朝天宮分香，六龜鄉獅額頭鳳新宮係

中港媽（苗栗縣竹南中港慈裕宮）分身，紅水坑聖天宮係自彰化縣鹿港天后宮分

身，尾庄聖母宮係先後自彰化縣二林路德堂與鹿港天后宮分香，大津鳳津宮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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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東石港口宮分身。其中，六龜鄉僻處山區、開發較晚，鄉內五座媽祖除中

庄天后宮緣起不詳之外，全部自縣外分香而來。 

    （四）中國大陸媽祖廟分香：高雄縣有六個媽祖廟的媽祖之香火源自湄洲或 

號稱為湄洲媽，即 1.彌陀鄉彌壽宮的媽祖自海港撈起後，用四角竹椅「關神」，

自稱是湄洲媽；2.岡山鎮五甲尾聖母宮所供媽祖是孫姓信士自湄洲引奉渡台；3. 

岡山鎮劉厝寶公宮媽祖是劉姓祖先從大陸湄洲帶來的，本來只是劉姓祭拜。 4.

橋頭鄉內庄天后宮的媽祖是明鄭時期鄭氏軍民渡海來台時，自湄洲祖廟供奉神像

來本庄屯田；5.鳳山市五甲龍成宮媽祖是先民自漳浦縣來台時，攜帶湄洲媽祖香

火而安抵五甲；6.六龜鄉尾庄聖母宮媽祖係先後自二林路德堂與鹿港天后宮分香

而來，但卻自稱為湄洲天上聖母。這五個例子當中，有三個是族姓私佛，即第二

例、第三例與第  例。另外，7.鳳山市大廟口雙慈亭的媽祖是由泉州奉祀來台，

但每三年進香一次卻是例往台南市大天后宮進香；8.鳳山市一甲美泰宮往昔例往

北港朝天宮進香，後來不知何故，查出神像的來源是福建惠安，因此從民國八十

一年起改去惠安烏石宮進香。合計，共有八座媽祖廟與中國大陸媽祖廟有淵源關

係，除了第 1 例與第 6 例之外，其淵源大多可溯自移民之初。 

    （五）海中撈撿或與沈船有關：高雄縣有三個媽祖廟的媽祖神像是當地居民 

或漁民從海中撈起撿到的，即彌陀鄉鹽埕過港安樂宮、彌陀彌壽宮、梓官鄉赤崁 

赤慈宮。有兩個媽祖廟之香火來源與沈船有關，即茄萣鄉頂茄萣賜福宮的媽祖是 

沈船漂流而來，被倖存者奉於媽祖婆山；林園鄉中芸鳳芸宮媽祖係百年前一南澳 

來此載貨的船隻，中途遇狂風巨浪擊沈，其中一船客因持天上聖母聖像，而免於 

一劫，遂結廬而拜。這五個媽祖廟都位在近海的漁村，他們的媽祖可說都經過海 

的洗禮。 

    （六）官設：高雄縣彌陀鄉彌壽宮雖然一說是鹽埕庄內的老人在港內撈到， 

但一說是清朝時期台南府府尊為鹽民所設的。 

    總結來說，高雄縣媽祖的香火緣起，大多是先民渡海來台之初，隨身攜來。 

第一類型、第二類型與第四類型皆屬之。依據日據時期的統計資料，高雄縣內除 

燕巢鄉、阿蓮鄉、林園鄉、田寮鄉之漳籍住民多餘泉籍住民，岡山鎮、大寮鄉、 

仁武鄉漳籍與泉籍住民人數大致相當之外，其餘陸竹鄉、湖內鄉、彌陀鄉、鳳山 

市、大樹鄉鳥松鄉、旗山鎮與六龜鄉之泉籍住民人數均遠勝於漳籍住民人數，整 

體而言，高雄縣是泉籍住民佔優勢的地區（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1928 ）。這些 

隨身攜來的媽祖神像，除了少部份與湄洲媽有香火的淵源之外，大部份已失卻原 

鄉淵源之認同，對信徒而言，祂們大多成為某一族姓的「私佛仔」或「祖佛仔」 

，之後才成為地方公祀的「公佛仔」。 

    另一種媽祖香火緣起的典型即是第三類所指，居民定居、成立庄社之後，才 

由鄰近的上階層級的媽祖廟分香，成為庄社共祀的神祇。有的則因遷移的因素， 

移奉來台之後較早住地的媽祖進入縣內。有的則是自台島其他著名的媽祖廟分香 

，以沾香火。有的則是居民因緣際會得別處媽祖的靈佑庇蔭，進而成為庄頭公祀 

。自島內（含縣內）他處媽祖廟分香的例子，最遠的是到苗栗縣竹南中港慈裕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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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開發較晚的六龜鄉獅額頭之鳳新宮媽祖香火的來處。 

    最特殊的是第五類型的香火緣起之說法。可視為漁村媽祖緣起的特色，雖然 

並不是所有漁村的媽祖都是屬於此一類型。其實更寬廣地來看，除了第三類型， 

上述諸類型皆蘊含著媽祖隨先民飄洋過海之「海的意象」，套一句台語說是曾「 

過鹹水」。 

    從第三與第四類型，我們亦不難抽象式地歸納出媽祖緣起之「香火的意象」 

，香火意味著對起源地的重視與強調，意味著儀式上的位階關係。和前述「海的 

意象」一樣，這也不是獨於媽祖信仰為然。 

 

 

    高雄縣各個媽祖廟可見的儀式與祭祀活動，有如下幾種。不過以下所述，也 

不是只有媽祖廟才會有這樣的活動，別的地方公廟也常見這樣的活動。 

    （一）千秋祭典演戲：即所謂的「神明生」。媽祖的生日是三月二十三日， 

有的在神誕日當天，也有不少是在神誕日之前，舉行酬神演戲的活動，大部份都 

是每年舉行。往昔祭祀費用常以丁口錢來維持，高雄縣最特別的是，有「蔭丁」 

的習俗，即是庄民年滿六十歲之後，可不必再繳丁錢。由於收丁錢費時費事，收 

丁錢的習俗已漸由信徒自由樂捐油香錢的方式所取代。主神之千秋祭典的時候， 

常有宴客吃拜拜的習俗，不過現在很多改為只在進香或建醮之大型廟會活動的時 

候，才「辦桌」請客。 

    （二）卜龜：卜龜的活動通常在元宵節舉行，但是高雄縣有一些媽祖廟會在 

慶祝神誕之千秋祭典時舉行。卜龜的方式是由廟方做紅龜、麵龜、土豆龜、風片

龜等，供信徒卜龜，拿回去吃平安。次年要加息「還龜」，也就是龜的重量要加

重，或用還款的方式。 

    （三）巡境：神明在其轄域內出巡，以確保境內的平安，此謂之「巡境」， 

或稱「巡庄」，有些文疏資料寫作「運境」或「運庄」。巡境常在神明生日的時候 

舉行，或是神誕日之前舉行，有時則配合進香活動，在進香隊伍回來時，在境內

繞境，「巡香案」，即神輿陣頭經過境內各家各戶所擺出來的香案之前，與之交換

香火，這是表現神明與境內基本信眾之儀式關係，最具象徵意涵的活動。 

    （四）釘符仔：又稱「安青竹符」，通常在巡境時舉行，即在村庄的四個角 

落插上青竹，在竹上貼神符，此具有驅邪除煞的作用，以神明的靈力來排除可能 

侵入庄社的邪煞。「安青竹符」與「安五營」有異曲同工之妙。一般的說法是「 

武神」才需要安五營，媽祖應該是「文神」（註二），自然較少安五營。不過整個 

高雄縣，不只媽祖廟，其他的地方公廟也大多行「釘符仔」的儀式，而少聽聞有

「安五營」的說詞。 

    （五）過火：又稱「過生火」，即在廟宇之前置放成堆的金紙及木炭，點火 

燃燒，讓神輿領前，信徒隨後快速踏過。此一活動具有驗證神蹟與潔淨求平安的 

儀式效果，也創造人神交融最神秘的體驗。「過火」通常在神明進香回來入廟之 

前舉行。 

相關的儀式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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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問輦仔：又稱「扛輦仔」，即用小小的木椅，左右橫綁兩根竹竿，將 

神像置木椅上，於神前問事，以右前方竹子敲打桌面的方式，喻示神意。很多廟 

宇限制輦轎只能用來「問公事」，但也有不少廟宇於每日黃昏於村廟前「問輦仔 

」，或是有事要求問的信徒，便去請「法官仔」來主持「問輦仔」的儀式，先要 

「關輦仔」，神靈來降靈之後，信徒才一一求問。 

    （七）請媽祖：或稱「迎媽祖」。迎神或請神的活動是到外地或層級較高（ 

註三）的廟宇，去請其神明到境內來當「客神」，參與巡境，接受信徒的奉拜。 

高雄縣的媽祖廟常有這種請神的活動，而且大部份是請媽祖，而絕少請其他的神 

。反過來，縣內有些媽祖廟由於層級較高，其主神媽祖，常常成為鄰近較低層級 

之地方公廟請神的對象，如鳳山市大廟口雙慈亭、燕巢鄉角宿天后宮等。去請神 

的廟宇與被請神的廟宇之間，不一定有儀式上香火的傳承關係，而且通常是沒有 

。 

    （八）謁祖：有時叫做「謁祖進香」，是到神明之香火所源自的廟宇或是信 

徒所「認定」的祖廟，去行謁拜之禮。祖廟通常意味著其歷史更悠久、香火更旺 

盛。諸多文獻所稱的「刈火」、「掬火」，強調的是香火的分割、分霑與再生之意

義面向。但是在高雄縣較少聽到這樣的用詞，而多用表示子廟對祖廟之儀式順從

與恭敬的「謁祖」一詞。其實很多所謂的「祖廟」，並不一定具有確實可考的香

火傳承關係，而只是經過人為的認定。為什麼會有這樣的「認定」產生，需要更

精細的討論，本文無法在這裡處理這樣的問題。 

    （九）過爐：一般意義的「進香」，即神明離開其轄境，到遠處的有名的香 

火旺盛的廟宇去朝拜。在高雄縣這種儀式活動通稱為「過爐」，而不稱為刈香。 

「過爐」一詞，表示神明的香爐從進香對象的神明香爐之上，由信徒用手傳送出 

廟門，強調經過對方神明香火之薰陶的儀式意義。雖然「過爐」沒有如「謁祖」 

一般，強調雙方之儀式位階的上下統屬關係，但是仍表現相當程度的對對方神明 

之香火的崇高敬意。在高雄縣，「過爐」一詞差不多就是「刈廟香」的同義詞。 

而台灣中部地區以「過爐」一詞，來指涉神明的香火輪流傳遞到值年爐主手上， 

由信仰祭祀中心日常供奉的所在把神明香爐過到爐主家，同時接受角頭內信徒之 

奉拜的儀式過程（林美容 1990a:47）。此與高雄縣的用法顯然有所不同。 

    （十）刈香：在高雄縣，廣義的「刈香」包含刈山香、刈水香、刈海香、刈 

廟香，狹義的「刈香」僅指刈山香、刈水香與刈海香而言。「刈海香」即是在海 

邊舉行「刈香」的儀式，這種例子較少，或者因為海邊也是有水之處，有時也習 

稱為「刈水香」。我不確知「刈海香」與我在高雄縣之外調查所獲知的「刈天香 

」意義是否相同。一般而言，「刈天香」是香火源自大陸原鄉，但因交通阻絕或 

政治形勢阻隔，或因不確知是自大陸何處緣起香火，故在海邊望空祭拜，祈求香 

火的接續。「刈廟香」其實就是「過爐」的同義詞。因此，在高雄縣當講到「刈 

香」一詞時，差不多是專指刈山香與刈水香，與「過爐」有明顯的儀式上的區辨 

。「刈山香」或稱「刈山火」。「刈山香」與「刈水香」儀式之進行, 是到山邊或

水邊搭壇，神輿轎到水裡去把水中的「歹物仔」，即是鬼魂邪煞等不乾淨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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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來當神的兵將。我雖未親見此種儀式, 但是調查資料顯示在高雄縣這是相當普

遍的習俗。一般民間相信，無嗣的孤魂野鬼常在山邊水際出沒，故民間有「此地

不靠山不靠海，故不需建醮」的說詞，以推託動輒花費數百萬、數千萬元的建醮

祭典。很有意思的是，可能危害作祟的「歹物仔」，經過「儀式轉換」，可以成為

有用的東西，以神明的兵將的身份，協助神明守衛地方（註四）。很顯然在高雄

縣，刈香與過爐在儀式上有很大的不同。而在台灣西南沿海一帶（雲嘉南五縣

市），「刈香」卻別有所指，是對神明繞境活動的特有稱謂（黃文博 1994:10）。

台灣雖小，然而種種信仰上的習俗行為與相關的詞彙用法，確有區域的差別，即

使像高雄縣與台南縣只有一水之隔（兩縣隔著二層行溪），同樣「刈香」一詞，

意義已相去甚遠。 

    （十一）包香火：內門鄉中埔龍角寺媽祖之香火來自燕巢鄉角宿龍角寺，每 

隔三年必到角宿龍角寺謁祖進香，每有進香必連續舉行三年。而「謁祖進香」只 

是名義，受訪者在描述其儀式意涵時，表示只是去包香火而已，並未過爐。「包 

香火」的說法也僅此一例，其內含接近「謁祖」與「過爐」，不過似乎有細微的 

儀式上的區別，詳情有待進一步的考察。 

    （十二）會親：或稱「會香」。媽祖和其他神明一樣，也會離開其轄境四處 

去參訪道友，一般以平等地位的互相參訪，通稱為「參香」或「會香」。而各地 

的媽祖廟為表示其相互間的友誼關係，常稱其媽祖出境參訪是去「會姊妹」，兩 

地的媽祖好像姊妹相會一樣，故稱「會親」。 

    第一項到第六項是在庄內舉行的儀式與活動，第七項至第十二項是到外地舉 

行的儀式與活動，儀式的重心放在境外，第七項是到外地請神，儀式的重心卻放 

在境內。 

 

 

    高雄縣雖然只有 65 座地方公廟是媽祖廟，但是有很多地方公廟都副祀媽祖 

，茲將副祀神中有媽祖的地方公廟，與媽祖之信仰及祭祀活動相關之調查資料，

製表臚列於表二： 

    從表二（如後附）可見，以媽祖為副祀神之地方公廟共有 69 座，其中湖內

鄉有一座，路竹鄉有兩座，阿蓮鄉有三座，永安鄉有一座，彌陀鄉有三座，梓官

鄉有三座，岡山鎮有四座，橋頭鄉有兩座，燕巢鄉有兩座，仁武鄉有四座，鳥松

鄉有五座，鳳山市有兩座，林園鄉有四座，大寮鄉有兩座，大樹鄉有九座，旗山

鎮有四座，杉林鄉有八座，甲仙鄉有四座，六龜鄉有六座。總的來說，副祀媽祖

的廟宇比以媽祖為主祀神的廟宇（即媽祖廟）還要多。無論沿海或靠山的鄉鎮的

廟宇皆有副祀媽祖的現象，但似乎靠山的鄉鎮對媽祖的崇奉尤隆，像大樹鄉、杉

林鄉、甲仙鄉、六龜鄉這些靠山或山區的鄉鎮，其地方公廟副祀媽祖的情況比靠

海的茄鄉、路竹鄉、永安鄉、彌陀鄉、梓官鄉都要多。 

    什麼神的廟會副祀媽祖呢？統計如下：玄天上帝或北極玄天上帝或北極上帝 

廟有 19 座，觀音廟有 12 座，王爺廟有 11 座，廣澤尊王廟有 3 座，神農大帝廟

以媽祖為副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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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 座，法主公廟有 3 座，清水祖師廟有 3 座，太子爺廟有 2 座，其他主祀謝

府元帥、三山國王、三侯公、魏府三公、普庵真人、尪元帥、福德正神、保生大

帝、林奶夫人、陳夫人的廟宇各有一座。玄天上帝廟（含主祀北極玄天上帝或北

極上帝）、觀音廟、王爺廟可說是副祀媽祖最多的廟宇。全高雄縣玄天上帝廟（含

主祀北極玄天上帝或北極上帝）有 61 座，觀音廟有 35 座，王爺廟有 89 座，

比較起來，同是女神的觀音顯然比玄天上帝或王爺這些男神和媽祖要相容得多了

（見表三）。 

                表三  高雄縣副祀媽祖的地方公廟（前三名） 

 

       廟宇類別       全縣廟宇總數    副祀媽祖總數    比率 

      ─────────────────────────── 

       玄天上帝廟         61              19          31% 

       觀音廟             35              12          34% 

       王爺廟             89              11          12% 

 

    這 69 座副祀媽祖的廟宇中，舉行媽祖的千秋祭典而演戲的有 22 座，其媽祖

出外進香的廟宇有 17 座，其中同時有演戲又有進香者有 8 座。一般而言，廟宇

的副祀神眾多，每逢神誕大多只是拜一拜，不會特別演戲慶祝，但是媽祖神格較

高、信眾崇奉較殷，為其演戲慶祝甚至進香的情況，自然較其他副祀神為多。 

 

 

    本文分析高雄縣各媽祖廟的地域層次、香火緣起類型、相關的儀式與活動與 

以媽祖為副祀神的信仰實況。主要在闡述其祭祀範圍與各庄、社、村、街，甚至 

鄉鎮的關係，其香火緣起一方面表現從唐山渡海或分香的意象，一方面與各地的 

庄社、族姓又關係密切，展現香火「在地化」的一面。別忘了，第四節所述香火 

緣起不詳的媽祖廟有 15 座之多，雖然不詳的原因可能是找到的受訪者並未知聞 

，或是訪問的時候因故遺漏，或是真的沒有口碑，顯然將近四分之一的廟宇並不

十分清楚其香火來源，這也不排除其對香火緣起不甚在意的可能。 

    高雄縣媽祖的相關儀式與活動也是本文分析的重點。過去我的研究對儀式方 

面著墨甚少，而偏向從地域人群組織的面向去探討民間信仰，從祭祀圈與信仰圈 

的概念，當然可以瞭解寺廟或神明與地方居民或區域信眾的關係，但儀式其實更 

彰顯兩者在情感上更深切的密合。高雄縣媽祖廟的例子，沒有凸顯在超越地方社 

區層次上媽祖所扮演的社會整合的角色，但是媽祖與地方社區的密切關係，毋寧 

是更自然、更根本、更約定俗成的社會現象。而對這樣的現象的探討與理解，當 

然就是人類學者的工作囉！ 

 

 

 

高雄縣媽祖信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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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初稿於民國八十五年五月二十六日在中研院文哲所「宗教與二十一世 

      紀的台灣」研究成果展示會中發表，承蒙與會諸位先生女士提供寶貴意見 

      ，其中張珣小姐、蔡相煇先生、呂玫鍰小姐等人的修正意見，已參酌納入 

      本稿中。當然文責由本人自負。 

 

註一：高雄縣地方公廟的調查之所以遺漏美濃鎮，乃因文獻叢書的編纂架構以族 

      群為依據，客家的部份由徐正光先生編纂，李允斐、鍾榮富、鍾永豐諸先 

      生撰述，輯為《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一書（出版中）。 

 

註二：田野調查時只聞「武神」的說法，並未聞「文神」的說詞，此處只是對比 

      虛擬的用法。 

 

註三：這裡所指的層級是指祭祀圈之不同地域層級。請參閱林美容有關草屯鎮祭 

      祀圈之討論（林 1987）。 

 

註四：呂玫鍰小姐提到高雄縣這種「刈山香」與「刈水香」的習俗，也許是高雄 

      縣媽祖廟無法發展成區域性祭典組織的一個原因，相較於進香朝聖的媽祖 

      祭典，顯然有別。筆者曾在分析彰化媽祖信仰圈形成的原因時，提到進香 

      的重要性（林美容 1990a）。 

 

 

 

 

 

註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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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高雄縣．媽祖廟 

鄉鎮  村  庄    廟  名  祭 祀 範 圍       地域層次  結爐起祀  建廟時間    香火源起時間  主神緣起類型      祖  廟        過爐地點            刈  香 

──────────────────────────────────────────────────────────────────────────────────── 

茄萣  頂茄萣    賜福宮  嘉賜嘉安嘉樂        庄廟              乾隆 23 年    乾隆 23 年以前  沈船漂流而來                    不定點 

                        嘉泰嘉福和協六村 

      下茄萣    金鑾宮  嘉定保定大定        庄廟    乾隆 42 年  乾隆 48 年                  不詳 

                        光定吉定五村 

──────────────────────────────────────────────────────────────────────────────────── 

路竹  路竹      天后宮  竹東竹西文南三村    庄廟    康熙 10 年  道光 2年     明崇禎        林姓私佛 

──────────────────────────────────────────────────────────────────────────────────── 

阿蓮  埤仔尾    崗后宮  崗山村 2-4,7-9 鄰     庄廟              昭和 12 年                  不詳              角宿龍角寺    角宿龍角寺 

──────────────────────────────────────────────────────────────────────────────────── 

田寮  古亭坑    隆后宮  古亭村              庄廟              光緒 12 年    明鄭時        林姓私佛          台南大天后宮  台南大天后宮 

      狗氤      進天宮  崇德村 6-13 鄰        庄廟    百餘年前  民國 41 年                  江姓私佛                        角宿龍角寺          刈水香 

      小滾水    發天宮  崇德村 1-5 鄰         庄廟              200 多年前   明鄭時        林姓私佛                        北港朝天宮          刈海香 

      山河樹    聯聖宮  南安村 11-15 鄰       庄廟              民國 45 年    200 餘年前     陳姓私佛                        台南、高雄 

      大崙頂    聖母宮  大崙頂、外安        聯庄廟            民國 63 年    百餘年前      不詳                            鹿港天后宮、台南    刈山香、刈水香 

      蔀洋      昆山宮  新興村 6-8 鄰         庄廟              民國 49 年    數百年前      黃姓私佛                        北港朝天宮          二層行溪刈水香 

──────────────────────────────────────────────────────────────────────────────────── 

永安  鹽田      南瑞宮  鹽田村              庄廟              民國 62 年                  北門聖母分燈 

      新厝仔    永安宮  永安村、永華村      庄廟              同治 10 黏                  下茄萣媽祖分香    下茄萣金鑾宮  下茄萣、角宿 

──────────────────────────────────────────────────────────────────────────────────── 

彌陀  鹽埕過港  安樂宮  鹽埕村過港村        聯庄廟            民國 50 年    二三百年前    海港撿到                                            刈水香 

      下鹽埕    清和宮  光和村              庄廟              民國 56 年                  彌陀彌壽宮分香    彌陀彌壽宮    茄萣 

      彌陀      彌壽宮  彌壽彌靖彌仁彌陀    大廟              咸豐 7年     咸豐 7年以前   海港撈到、官設                  白沙屯              燕巢湖子內刈山香 

                        鹽埕過港光和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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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埔仔    朝天宮  海尾村 1-5 鄰         庄廟    大正元年  民國 64 年                  北港媽分香        北港朝天宮                        茄萣崎漏海邊刈水香 

      南寮      南聖宮  南寮村一部分        角頭廟            民國 73 年                  不詳                                                台南土城海邊刈水香 

      新庄仔    天南宮  南寮村 18-22 鄰       角頭廟            民國 78 年    日據時        不詳                                                二仁溪、蘇澳刈香 

──────────────────────────────────────────────────────────────────────────────────── 

梓官  大舍甲    大壽宮  大舍村              庄廟              昭和元年    明末          林姓私佛                                            布袋海邊刈香 

      赤崁      赤慈宮  赤東赤西赤崁村      庄廟              昭和 4年     160 年前       林姓漁民海中撈獲                                    興達港、林園汕尾刈水香 

──────────────────────────────────────────────────────────────────────────────────── 

岡山  前峰仔    惠峰宮  嘉峰里 1-10 鄰        庄廟              昭和 3年                   角宿龍角寺分香    角宿龍角寺    角宿龍角寺          永安烏林投刈水香 

      五甲尾    聖母宮  嘉興里              庄廟              光緒 3年                   孫姓私佛湄州引奉                北港、角宿、湄洲    不定點刈香 

      大埔      聖明里  華岡里 8-10 鄰        庄廟                          320 多年前     杜姓私佛                                            興達港、旗後刈水香 

      岡山      壽天宮  唯仁壽天岡山平安    街廟              康熙 51 年                  台南天后宮分香    台南天后宮 

      下庄仔    聖母宮  大遼里 1鄰           庄廟              民國 61 年    道光 15 年      五位異姓先民攜來                                    台南土城刈水香 

      劉厝      寶公宮  劉厝里              庄廟              30 多年前    200 多年前     劉姓湄洲攜來                                        彌陀南寮刈水香 

──────────────────────────────────────────────────────────────────────────────────── 

橋頭  五里林    天后宮  東林村西林村        庄廟              明治 39 年                  不詳              不詳 

      內庄      天后宮  筆秀村 1-7 鄰         庄廟              同治 8年     明鄭          先民渡海攜湄洲媽                不定點 

      林仔頭    護安宮  筆秀村 8-15 鄰        庄廟                                        不詳                                                五里林典寶溪刈水香 

      橋頭      鳳橋宮  橋頭興糖橋南三村    庄廟              乾隆 60 年                  台南天后宮分香    台南天后宮                        橋頭鄉內刈山香 

      頂鹹田    天月宮  頂鹹村 1-10 鄰        庄廟              明治 42 年    康熙 13 年      角宿龍角寺分香    角宿龍角寺                        彌陀舊港口、阿公店水庫刈水

香 

──────────────────────────────────────────────────────────────────────────────────── 

燕巢  和尚庄    朝天宮  尖山村 10-12 鄰       庄廟              清末                      角宿龍角寺分香    角宿龍角寺    北港朝天宮          赤崁、蚵寮刈水香 

      麒麟巷    天后宮  金山村 6-7 鄰         庄廟                          日據時期      林姓私佛                        北港、台南          內門 

      角宿      天后宮  燕巢鄉里港鄉十三庄  大廟              乾隆 38 年    曹公任職之前  不詳                                                蚵寮、赤崁、安平、永安刈水香 

      下烏山    天后宮  深水村 3鄰           庄廟              二十年前    與角宿媽同時  賴姓私佛                                            里港溪、高屏溪刈水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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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武  公館      聖松宮  仁福村 6鄰           庄廟              民國 81 年    200 多年前     吳姓私佛          角宿龍角寺    角宿龍角寺 

      考潭      天后宮  考潭村              庄廟              道光年間                  先民攜來                                            蚵仔寮 

──────────────────────────────────────────────────────────────────────────────────── 

鳳山  大廟口    雙慈亭  鳳山市              大廟                          乾隆 18 年      泉州媽祖廟分香    台南大天后宮  台南大天宮 

      一甲      美泰宮  正義一甲老爺富甲    庄廟              民國 71 年                  惠安烏石宮分香    惠安烏石宮    北港朝天宮 

      五甲      龍成宮  鎮南里富甲里        庄廟    乾隆年間  光緒 12 年                  先民攜來湄州媽 

      相思林    瑞安宮  瑞竹里 8-10 鄰        庄廟              光復後      300 多年前     不詳                            台南大天后宮 

──────────────────────────────────────────────────────────────────────────────────── 

林園  海漧仔    進發宮  中門里 6-11 鄰        庄廟              同治年間                  不詳                            麻豆 

      中芸      鳳芸宮  中芸村鳳芸村        庄廟    百餘年前  明治 31 年                  沈船船客起祀                    北港或麥寮 

──────────────────────────────────────────────────────────────────────────────────── 

大寮  拷潭寮    慈后宮  三隆村一部分        庄廟              十幾年前                  張簡姓私佛                      東石鄉某廟 

      瑯岡仔    媽祖宮  過溪村 1-4 鄰         庄廟              民國 76 年    湄州媽        陳姓自湄洲攜來                  北港朝天宮 

──────────────────────────────────────────────────────────────────────────────────── 

大樹  嶺口      慈仙宮  鐘鈴村 6-9 鄰         庄廟              民國 63 年                  角宿龍角寺分香    角宿龍角寺    角宿龍角寺 

      樓仔      朝天寺  三和村 4鄰           庄廟              日據時期                  不詳                            北港朝天宮 

      龍眼坑仔  順天宮  三和村 9-11 鄰        庄廟              十幾年前                  不詳                                                刈水香 

      山豬窟    和山寺  和山村              庄廟              昭和 18 年                  陳姓私佛                        北港朝天宮 

──────────────────────────────────────────────────────────────────────────────────── 

旗山  大林      天后宮  大林里 7-9 鄰         庄廟              民國 72 年                  羅姓私佛 

                                                                                        角宿龍角寺分身    角宿龍角寺    角宿龍角寺 

      旗山      天后宮  旗山街九里          街廟              嘉慶 21 年                  里港雙慈宮        鹿港天后宮    里港雙慈宮 

      手斤寮    廣清宮  廣福里              庄廟              光復後                    先民攜來                        北港、鹿耳門 

──────────────────────────────────────────────────────────────────────────────────── 

內門  溝坪      興天宮  溝坪村 1-4 鄰         庄廟              民國 35 年    200 多年前     北港朝天宮分靈    北港朝天宮    北港朝天宮 

      龍潭      天后宮  東埔村 1-5 鄰         庄廟              民國 65 年                  角宿龍角寺分靈    角宿龍角寺    角宿龍角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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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烏山    北天宮  中埔村 9-12 鄰        庄廟    昭和 4年   民國 66 年                  不詳                            台南大天后宮 

      中埔      龍角寺  中埔村 1-6 鄰         庄廟              大正 10 年    大正初年      角宿龍角寺香火    角宿龍角寺    角宿龍角寺包香火 

      虎頭山    慈雲宮  內東村 1-4 鄰         庄廟                                        不詳                            台南大天后宮 

──────────────────────────────────────────────────────────────────────────────────── 

杉林  木梓      朝峰宮  木梓村 5-9 鄰         庄廟              民國 64 年                  潘姓私佛                        北港朝天宮 

──────────────────────────────────────────────────────────────────────────────────── 

甲仙  甲仙      奉后宮  和安東安西安三村    庄廟              民國 59 年                  北港媽分身        北港朝天宮    北港、新港、鹿耳門 

      匏仔寮    玉天宮  寶隆村 6-11 鄰        庄廟              民國 71 年                  民家私壇奉祀                    北港朝天宮 

──────────────────────────────────────────────────────────────────────────────────── 

六龜  獅額頭    鳳新宮  新發村 1-3 鄰         庄廟              民國 62 年                  中港媽分身        中港慈裕宮    中港慈裕宮          刈山火 

      紅水坑    聖天宮  六龜村 21 鄰          庄廟              大正 2年                   鹿港天后宮分身    鹿港天后宮    鹿港、新港 

      中庄      天后宮  中興村 1-18,21-22 鄰  庄廟              民國 34 年    昭和一年      不詳                            鹿港、新港、北港 

      尾庄      聖母宮  中興村 18-20 鄰       庄廟              民國 65 年    民國 40 年      二林路德堂分身    二林路德堂    鹿港、二林 

                                                                                        鹿港天后宮分身    鹿港天后宮 

      大津      鳳津宮  大津村 1-7 鄰         庄廟              民國 68 年    民國 54 年      東石港口宮                      東石港口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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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  以媽祖為副祀神的高雄縣地方公廟 

 

    鄉鎮     村里名         廟名         主神            媽祖香火源起方式      媽祖進香地點       媽祖千秋祭典 

  ─────────────────────────────────────────────────────── 

   湖內鄉    草仔寮       忠興宮       三侯公                                                          無 

   路竹鄉    頂寮村       三公宮       魏府三公                                                        有 

   路竹鄉    下寮村       清雲宮       普庵真人                                                        有 

   阿蓮鄉    崙仔頂       武當山       北極玄天上帝                                                    無 

   阿蓮鄉    港後村       北極殿       北極上帝                                                        無 

   阿蓮鄉    中甲村       北極殿       玄天上帝                                                        有 

   永安鄉    市仔寮       新港宮       五府千歲                                                        無 

   彌陀鄉    五分仔       文吉士廟     柳府千歲          李姓私佛                                      有 

   彌陀鄉    瀨南場       代天府       池府千歲                                                        無 

   彌陀鄉    南寮         南天宮       池府和李府千歲                                                  無 

   梓官鄉    同安厝       同安宮       關聖帝君                                                        無 

   梓官鄉    蚵仔寮       通安宮       廣澤尊王                                                        無 

   梓官鄉    茄苳坑       嘉隆宮       中壇元帥          赤崁赤慈宮分身        永安  十八灣仔          有 

   岡山鎮    山隙         超峰佛祖廟   觀音              角宿龍角寺分靈                                無 

   岡山鎮    灣裡         碧雲宮       清水祖師                                                        無 

   岡山鎮    程香         尪公寺       尪元帥                                                          無 

   岡山鎮    街尾崙       代天府       池府千歲                                                        有 

   橋頭鄉    芋寮村       壽生廟       法主公            凌姓祖先自大陸請來                            有 

   橋頭鄉    白樹仔       代天府       池府王爺          自角宿龍角寺分靈                                無 

   燕巢鄉    燕巢         威靈寺       玄天上帝 

   燕巢鄉    深水坑口     北極宮       玄天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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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武鄉    仁武         福清宮       清水祖師                                                        無 

   仁武鄉    新庄         元帥府       謝府元帥                                                        無 

   仁武鄉    八卦寮       上帝宮       北極玄天上帝                                                    無 

   仁武鄉    大灣         武聖廟       武聖關公                                台南 鹿港               有 

   鳥松鄉    山仔腳       青雲宮       神農大帝                                宜蘭頭城慶元宮          無 

   鳥松鄉    大埤         福德宮       福德正神          依北港朝天宮媽祖指示                          無 

                                                         謂有新莊媽祖降臨 

   鳥松鄉    夢裡         琅環宮       神農大帝                                                        無 

   鳥松鄉    大丘園       法主公廟     張公法主                                花蓮王母娘娘廟          無 

   鳥松鄉    大竹坑       池王宮       池府千歲                                                        有 

   鳳山市    新庄仔       新復寺       觀音              神像迎自台南大天后宮  台南天后宮              有 

   鳳山市    新甲         北極殿       北極玄天上帝      同治時媽祖顯神通驅疫                          有 

   林園鄉    林內仔       鳳林寺       觀音                                                            無 

   林園鄉    苦苓腳       龍潭寺       觀音              與境內神明併祀於寺    北港朝天宮              輪流性 

   林園鄉    田中央       瑞鳳宮       林奶夫人                                                        無 

   林園鄉    下厝         林鳳宮       陳夫人                                                          無 

   大寮鄉    後庄         興濟宮       保生大帝                                                        無 

   大寮鄉    頂大寮       慈誠宮       池府千歲          李姓私神                                      無 

   大樹鄉    麻竹園       崑崙宮       池府王爺          居民先祖自大陸帶來    里港天后宮              有 

   大樹鄉    竹圍仔       鎮安宮       廣澤尊王                                                        有 

   大樹鄉    興化寮       北極殿       北極玄天上帝                                                    無 

   大樹鄉    大庄         武山廟       三山國王                                燕巢鳳山厝              無 

   大樹鄉    新吉庄       保安宮       廣澤尊王                                                        有 

   大樹鄉    大坪頂       三清亭       清水祖師                                                        無 

   大樹鄉    無水寮       北極殿       玄天上帝                                                        無 

   大樹鄉    竹仔寮       北極殿       玄天上帝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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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樹鄉    九曲堂       北極殿       玄天上帝                                                        無 

   旗山鎮    雞柔腳       宣化堂       觀音              北港朝天宮分身                                無 

   旗山鎮    口隘         慈雲寺       觀音                                                            無 

   旗山鎮    旗尾         代天后宮     五府千歲          明末先民攜來,原為本   北港朝天宮              有 

                                                         宮起基主神 

   旗山鎮    武鹿坑       九龍宮       太子爺                                                          無 

   杉林鄉    蜈蜞潭       龍鳳寺       觀音                                    北港朝天宮              有 

   杉林鄉    白水泉       北辰宮       北極玄天上帝                            北港朝天宮              無 

   杉林鄉    八張犁       紫林寺       觀音                                                            無 

   杉林鄉    十張犁       龍山廟       玄天上帝          原係私奉聖像                                   有 

   杉林鄉    中庄         威聖廟       開漳聖王          陳姓私佛              新港奉天宮              輪流性 

   杉林鄉    枋寮         伍龍宮       北極玄天上帝                                                    無 

   杉林鄉    新厝仔(埔尾) 照雲寺       觀音                                                            有 

   杉林鄉    杉林         紫竹寺       觀音                                    台南、北港、鹿港        無 

   甲仙鄉    小林         北極殿       玄天上帝                                北港                    無 

   甲仙鄉    阿里關       震威宮       北極玄天上帝                            新港、北港、鹿港、南    無 

                                                                               化、平溪 

   甲仙鄉    中埔         三聖宮       玄天上帝                                                        輪流性 

   甲仙鄉    大邱園       慈雲殿       觀音                                    北港                    無 

   甲仙鄉    頂埔         五聖宮       五府千歲                                                        無 

   六龜鄉    蘇羅娑       保安宮       玄天上帝                                                        無 

   六龜鄉    頂荖濃       清奉宮       觀音                                                            有 

   六龜鄉    下荖濃       聖君廟       張公聖君                                                        無 

   六龜鄉    六龜         神農宮       神農大帝                                                        無 

   六龜鄉    土■灣仔     北辰宮       玄天上帝                                新港奉天宮              無 

   六龜鄉    狗寮         北極三海宮   五府千歲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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