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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的研究目的主要要了解媽祖信仰與聚落發展之間的關

係；與信仰如何透過傳說的流傳，對聚落發展產生影響力；

以及傳說在聚落發展的過程中會發揮哪些作用。台灣媽祖信

仰最重要的傳播場域在媽祖廟，因此要蒐集媽祖信仰傳說就

必須針對媽祖廟進行田野調查。台灣的媽祖廟數量非常多，

由於本計劃研究的主題為聚落發展，而聚落往往是以信仰中

心，即寺廟為中心點發展出來，因此本計劃所調查的媽祖

廟，必須是當地的信仰中心，具有大廟或庄廟的性質。 

在各地媽祖廟所蒐集到的傳說種類很多，與聚落發展相關的

主要有以下幾項： 

（一）神蹟 

各地媽祖廟都有神蹟方面的傳說，內容非常多樣，其中與聚

落發展關係較大的，是讓聚落免於災難，蒐集到最多的是第

二次世界大戰時，媽祖用裙子，或鞋子，或手（手指）等等

去接炸彈，讓當地免於被轟炸，保全居民的生命與財產。 

（二）風水地理傳說 

媽祖廟是聚落最重要的中心，其風水地理的好壞關乎聚落的

興衰，民間對此十分重視，因此各地媽祖廟的風水地理傳說

也相當多，其內容都在描述媽祖廟位於風水地理寶穴上面，

可以給聚落帶來平安、興盛、財富等等. 

（三）遶境慶典活動的傳說 

媽祖遶境慶典活動在台灣十分普遍，各大媽祖廟都經常舉行

這類的慶典活動。根據本計劃的調查，有些媽祖廟的遶境慶

典活動有由來的傳說，因為這些傳說的流傳，於是產生遶境

慶典活動，並且一直延續迄今，成為該媽祖廟的重要傳統。

而本計畫這一年來的調查，這些由來傳說與聚落發展息息相

關者主要有二：一為台中樂成宮「旱溪媽祖遶境十八庄」，

一為台中南屯萬和宮「老二媽遶境省親」。其中老二媽遶境

省親活動能行之兩百多年，主要奠基於傳說的產生與流傳，

傳說賦予活動獨特的歷史與文化意義，激起西屯廖氏宗族的

認同感──老二媽是我們廖家的姑婆祖，是全台唯一的廖姓

媽祖，我們不能讓這個宗族光榮、獨一無二的印記被淡忘。

傳說是無形的，經過有形的遶境儀式活動讓傳說的內容被具

體化，其歷史、文化意義也透過遶境省親的儀式、活動被實

踐，而同時儀式、活動也被傳說賦予了歷史、文化意義，最

後形成一個文化傳統，所以宗族的向心力因此被凝聚，大家

願意群策群力去發起並持續這項活動。而在廖氏宗族的努力

之下，老二媽信仰被發揚光大，連帶的擴及整個西屯地區，

而非侷限於廖氏宗族而已。從老二媽的遶境省親活動，我們

看到無形的、內在的傳說與有形的、外在的宗教活動互為表

裡交互作用，成功地將老二媽信仰與文化保存在歷史中，並



繼續延續下去。 

中文關鍵詞： 媽祖、傳說、聚落發展、民間信仰、南瑤宮、萬和宮、安平

開台天后宮、老二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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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報告結案報告結案報告結案報告    

本計畫的研究目的主要要了解媽祖信仰與聚落發展之間的關係；與信仰如何

透過傳說的流傳，對聚落發展產生影響力；以及傳說在聚落發展的過程中會發揮

哪些作用。台灣媽祖信仰最重要的傳播場域在媽祖廟，因此要蒐集媽祖信仰傳說

就必須針對媽祖廟進行田野調查。台灣的媽祖廟數量非常多，由於本計劃研究的

主題為聚落發展，而聚落往往是以信仰中心，即寺廟為中心點發展出來，因此本

計劃所調查的媽祖廟，必須是當地的信仰中心，具有大廟或庄廟的性質。主要的

調查對象包括： 

一、高雄市： 

  旗山天后宮、旗津天后宮 

二、台南市： 

安平開台天后宮、大天后宮、鹿耳門天后宮、西港慶安宮 

三、嘉義縣： 

新港奉天宮 

四、雲林縣： 

北港朝天宮、土庫順天宮、西螺福興宮、麥寮拱範宮 

五、彰化縣： 

南瑤宮、鹿港天后宮、埤頭合興宮 

六、台中市： 

  萬和宮、萬春宮、樂成宮、豐原慈濟宮、大甲鎮瀾宮 

七、苗栗縣： 

通霄白沙屯拱天宮 

八、台北地區： 

松山慈祐宮、關渡宮 

在各地媽祖廟所蒐集到的傳說種類很多，與聚落發展相關的有以下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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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蹟 

各地媽祖廟都有神蹟方面的傳說，內容非常多樣，其中與聚落發展關係較大

的，是讓聚落免於災難，蒐集到最多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媽祖用裙子，或鞋

子，或手（手指）等等去接炸彈，讓當地免於被轟炸，保全居民的生命與財產。

以安平天后宮為例，當地盛傳：日治時期，日本人在安平建有生產蓖麻的卡斯特

株式會社，以及日本南化學、製鹽會社、日本海軍造船廠等軍需及經濟性工廠，

並駐有八十四（曉月）部隊，因此安平成為美軍轟炸的對象，然而美軍多次空襲

安平卻未曾中過一彈，炸彈大多掉落在鹽水溪北側的外海，日本人傳聞曾經看到

一位身穿古裝的女性（指媽祖），在空中用裙擺將炸彈撥入外海，而當時媽祖的

神像也有出汗的現象，所以安平人都相信是媽祖保佑他們倖免於難。 

安平天后宮是整個安平的信仰中心，重要性不言可喻，然而日治時期安平天

后宮卻已毀壞。光緒二十一年 （1895）台灣割讓給日本，日軍登台之後進行連

串燒殺，在安平天后宮內圍捕一班無法脫逃的黑旗軍（清兵），共五十六人慘遭

屠殺，日軍將其潦草埋葬於廟後空地，神聖廟堂因為被血腥所濺，又有冤魂出沒

的傳說，於是香火冷落、廟宇自然荒廢了。原祀奉於廟內之神像，被迫分祀於安

平六角頭之廟宇：大媽與配祀撐扇宮娥寄祀於海頭社的廣濟宮；二媽與千里眼順

風耳寄祀於十二宮社的三靈殿，後因廟宇狹窄，移祀於港仔尾社靈濟殿；三媽初

為西龍殿得歸鬮，後祀於妙壽宮。安平天后宮的媽祖分祀於各角頭廟的現象，直

到 1962 年五月，天后宮在西門國小原址，由市長辛文炳主持動土典禮開始重建

之後才結束。 

安平的舊聚落分為六個角頭：港仔尾社、海頭社、十二宮社、囝仔宮社、王

城西社、灰窯尾社，各角頭有各自的角頭廟，公推天后宮為大廟。日治時期天后

宮的消失，讓六角頭群龍無首，聚落的發展隨時都有可能發生變化，然而媽祖神

蹟的出現與流傳，見證媽祖的存在，使得媽祖的信仰得以延續並維繫下去，而媽

祖為安平各角頭的「共主」這樣的角色，也繼續被維護下去。這樣一來，六個角

頭得以繼續平衡的存在，沒有消長，而聚落的發展也在六角頭共同合作努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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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間斷。 

（二）風水地理傳說 

媽祖廟是聚落最重要的中心，其風水地理的好壞關乎聚落的興衰，民間對此

十分重視，因此各地媽祖廟的風水地理傳說也相當多，其內容都在描述媽祖廟位

於風水地理寶穴上面，可以給聚落帶來平安、興盛、財富等等，例如西港慶安宮

傳說建在「鯉魚穴」上，在此建廟可以彰顯神威，庇祐萬民；新港奉天宮為「白

鶴穴」，風水地理奇佳；北港朝天宮為「雞母穴」，象徵著朝天宮猶如母雞張翅般，

保護猶如小雞的信徒和聚落；又有一說其為龍爪穴，共有五處，主穴位於正殿五

爪龍處，其他四穴分別位於民宅，此穴風水地理奇佳；合興宮位在埤頭鄉合興村

的風水寶地上，聚落居民認為它可以庇祐埤頭人的財富，聚集錢財並使其豐盈，

使埤頭合興宮天上聖母的轄區，產生很多名人富豪，因此數百年來香火鼎盛；大

甲鎮瀾宮從創廟至今沒遷移過，且廟越翻修越大，信徒越來越多，傳說是因為其

坐擁「金交椅」的風水地理，左有美人山、右有鐵砧山、背後有后里台地拱托，

兩側又有大安溪、大甲溪環繞，形成一旺盛的地理位置；另外還有一種傳說，鎮

瀾宮為「烘爐穴」，地下三、四十丈挖不到地下水，因此香火越燒越盛。 

這種類型的傳說很多，本計劃研究最深入者，為彰化南瑤宮，主持人並將研

究所得撰寫成論文＜南瑤宮「日月精英」地理傳說之探討＞，發表在「2011 年

彰化媽祖信仰學術研討會」上。南瑤宮相傳地理極佳，為「日月鐘」的格局，除

非日、月俱失，否則不會衰敗，故香火一直十分鼎盛。然而南瑤宮卻有其弱點所

在，若用鐘地理會敗，故與一般廟宇截然不同的是廟內有鼓無鐘。而這樣的傳說

又與楊本縣敗地理的傳說有所關聯，據說奉皇帝之命來台灣破壞好地理的楊本縣

來到南瑤宮時，媽祖在空中罩起濃霧，讓楊本縣無法看清其地理，後經楊本縣祈

求，保證不會破壞地理，媽祖才將濃霧散去。在楊本縣敗地理的傳說中，只要被

楊本縣看出有好的地理風水的寺廟，都會被他加以破壞，南瑤宮極佳的地理深具

威脅性，且楊本縣又知道破壞的方式，為何他惟獨放過南瑤宮不去加以破壞？ 

台灣在清代的歷次民變中都有祥異之說流傳，祥異之說為傳說的一類，莊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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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將其視為民間信仰的一環，認為民間和官方都會利用這類傳說來催化或制止民

變的發生。
1
祥異之說有時會有風水地理的成分，因此風水地理傳說、宗教信仰

傳說也經常蘊藏政治意涵，南瑤宮的日月鐘傳說即是明顯的例子。寺廟、居民、

聚落為生命共同體，寺廟的風水地理關乎聚落的興衰與信徒生命財產的安危，因

此信徒無不極力去護持。日月鐘的傳說中，媽祖顯靈起霧讓楊本縣看不到地理，

既保護了地理，也保護了聚落與信徒的安危，讓信徒感受到媽祖強大的神力，因

而更堅定信仰。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則透過神蹟凝聚宗教信仰向心力的傳說，然

而因為與媽祖較勁的一方──楊本縣，具有官員身分，代表官方，再加上他來台

的時間點仍在林爽文事件的餘波盪漾中，使得這則傳說深具政治意涵。 

楊本縣對南瑤宮的特別禮遇，彰顯南瑤宮與一般廟宇的不同，進而提高其地

位，有褒揚的意味。而此皆導因於台灣有許多民變常以寺廟為運籌帷幄及起義的

中心，南瑤宮在清時為彰化縣的信仰中心，信徒以漳州人為主，與林爽文同籍，

對中部地區深具影響力，清廷自然十分謹慎戒懼，以免讓差點動搖國本的林爽文

事件再度重演。楊本縣的不破壞地理，宣示官方對南瑤宮的特殊禮遇與懷柔，願

意讓南瑤宮繼續屹立下去，而不給予破壞，給足南瑤宮面子。而南瑤宮也給予相

對的回饋，透過不用鐘，表示其不願與官方針鋒相對的態度；又透過鐘不響，暗

喻「日月不鳴（明）」，即不會反清復明之意，宣示廟方中立的立場。楊本縣不破

壞地理代表官方對民間的妥協態度，進而贏得民間的信任；而南瑤宮不鳴鐘也表

示其願意退讓，此舉讓南瑤宮能從政治的風暴全身而退，保全寺廟不受烽火的牽

連。在雙贏的大前提之下，雙方各自退讓一步，官方與民間透過傳說對話，產生

交集，傳說在其中扮演溝通協調的角色，也紀錄民間和官方的角力過程，呈現出

某個歷史片段，看似簡單的傳說，其實背後蘊藏政治、歷史、風水地理、宗教信

仰等繁複的文化意涵。 

                                                 
1
 莊吉發，＜世治聽人，世亂聽神－清代台灣民變與民間信仰＞，《台灣文獻》52：2（，2001.6），頁 2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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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本縣敗地理」的傳說在清代盛行於中、南部（尤其是中部地區），傳說

中的寺廟的風水地理幾乎被楊本縣破壞，惟獨南瑤宮被楊本縣放過，這則傳說的

流傳對南瑤宮媽祖神威的彰顯發揮很大的效用，而林爽文事件之後所帶來的動盪

不安，也因此則傳說的流傳給予當地聚落居民心靈的依靠，不在惶惑不安，對於

穩定聚落發展具有很大的貢獻。 

（三）遶境慶典活動的傳說 

媽祖遶境慶典活動在台灣十分普遍，各大媽祖廟都經常舉行這類的慶典活

動。根據本計劃的調查，有些媽祖廟的遶境慶典活動有由來的傳說，因為這些傳

說的流傳，於是產生遶境慶典活動，並且一直延續迄今，成為該媽祖廟的重要傳

統。而本計畫這一年來的調查，這些由來傳說與聚落發展息息相關者主要有二：

一為台中樂成宮「旱溪媽祖遶境十八庄」，一為台中南屯萬和宮「老二媽遶境省

親」。 

「旱溪媽祖遶境十八庄」的由來，相傳在清朝道光初年，「大屯區」部分地

區稻作，發生烏龜病蟲害，蔓延情形十分嚴重，當地農民深以為苦，遂前往樂成

宮恭迎「旱溪媽」前往邊境，於農曆三月初一自鳥日下哩仔開始出巡，忽然烏雲

密佈，天降滂沱大雨，烏龜蟲立即被掃滅殆盡，接著一庄又一庄均神到蟲除，農

民重獲生機，咸認係媽祖威靈顯赫所致。由於十八庄民對旱溪媽感恩加上邊境的

特殊宗教儀式，也因此台中地區一帶，有一句流傳俗諺：「旱溪媽祖蔭外庄」，寓

意著不論是本庄或是外庄信徒，只要虔誠篤信旱溪媽祖,都能得到「旱溪媽」一

視同仁的庇祐。 

「老二媽遶境省親」由來為，相傳清嘉慶八年（一八○三）十一月間，犁頭

店萬和宮增塑老二媽（又稱廖店媽）神像一尊，當其「開光點眼」時，適有西屯

大魚池（今烈美堂祖厝）一廖姓閨女，名品娘，遽行溘逝，庄人傳說其附靈為「廖

店媽」。據《萬和宮史略》所載：廖氏品娘，生性乖巧，早具慧根，深得四鄰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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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可惜在十八歲時去世，當時萬和宮正好舉行老二媽「開光點眼」儀式，善男

信女來往途中，有一位「什細古」（販賣針線女紅商人），曾與廖女相遇，問她何

往？答以赴萬和宮看熱鬧，並託「什細古」帶話轉告雙親，勸其爹娘不必傷心，

另交代庭院裡的桂花樹下，埋有龍銀二元，可取出為用。「什細古」抵達廖家，

說明其所見所聞，並取出龍銀，方知廖女已逝世。事後，廖母思女倍切，乃專程

到廟探視，神像眼中果然墜下淚珠一顆，遺留於臉頰，至今痕跡仍為隱約可見。

因此犁頭店媽祖，即與西屯大魚池結下深緣，乃訂下約定讓「老二媽」，每年於

農曆三月回娘家「省親」，一解鄉愁，通常都於三月中旬舉行，屆時西屯地區香

客絡繹不絕，而廖家後代子孫亦敬稱「犁頭店媽祖」為姑婆。 

「旱溪媽祖遶境十八庄」已有學者林正珍做深入詳贍的調查研究，故本計劃

將重心放在「南屯萬和宮老二媽遶境省親」上面，因適逢三年一次的遶境活動，

故本計畫成員對此活動做了非常深入且詳細的調查與紀錄，主持人並據此撰寫論

文「台中南屯萬和宮老二媽遶境省親活動研究」，發表在「2012媽祖信仰國際學

術研討會」上。來自福建漳州詔安的廖氏家族甚早在西大墩生根，使其成為西大

墩第一大姓，其後雖陸續有移民移入，但直到今天廖姓仍佔西屯一半人口，為西

屯第一大姓。不論西屯廖姓人士是否與老二媽同源，老二媽姓廖就足以引起他們

的認同；再來對西屯其他姓氏居民而言，老二媽出身於西屯這點，也能引起當地

居民的認同。傳說提供老二媽與西屯的血緣、地緣關係，透過遶境省親的具體儀

式與活動加以實踐，使這樣的關係更加根深蒂固。而在傳說與遶境的交互作用之

下，西屯人對老二媽不僅是認同，且願意親近，並認為與其它信徒相較老二媽會

更庇祐他們，在這樣的心理催化之下，西屯人會比較願意選擇信仰老二媽而不是

其他宮廟的媽祖，因此即使當地的清靈宮有供奉南瑤宮媽祖的分身興二媽，仍無

法取代老二媽在西屯人心目中的地位與情感。 

根據宮志的記載，萬和宮過去在媽祖聖誕前幾天都會舉行遶境活動，場面盛

大，但至道光 5年（1825）後即不復舉行。其後雖有零星遶境活動，但範圍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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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此老二媽的遶境省親活動其重要性與影響力不言可喻，對西屯人來說，他

們感受到的是：萬和宮的媽祖遶境只來我們西屯（或是說最常來我們西屯），媽

祖特別照顧我們西屯人，因此會覺得與老二媽特別親近。而對西屯廖家尤其是大

魚池派的後代而言，他們感受到的是：老二媽是我們廖家的，祂只有回娘家才會

出來遶境，這點血脈之情不會因為祂成神而割捨，反而感受到祂更眷顧後代子

孫。因此遶境省親活動，跨越西屯與南屯的距離，凝聚西屯人對老二媽的信仰力。 

老二媽遶境省親活動能行之兩百多年，主要奠基於傳說的產生與流傳，傳說

賦予活動獨特的歷史與文化意義，激起西屯廖氏宗族的認同感──老二媽是我們

廖家的姑婆祖，是全台唯一的廖姓媽祖，我們不能讓這個宗族光榮、獨一無二的

印記被淡忘。傳說是無形的，經過有形的遶境儀式活動讓傳說的內容被具體化，

其歷史、文化意義也透過遶境省親的儀式、活動被實踐，而同時儀式、活動也被

傳說賦予了歷史、文化意義，最後形成一個文化傳統，所以宗族的向心力因此被

凝聚，大家願意群策群力去發起並持續這項活動。而在廖氏宗族的努力之下，老

二媽信仰被發揚光大，連帶的擴及整個西屯地區，而非侷限於廖氏宗族而已。從

老二媽的遶境省親活動，我們看到無形的、內在的傳說與有形的、外在的宗教活

動互為表裡交互作用，成功地將老二媽信仰與文化保存在歷史中，並繼續延續下

去。 

當然丹慶季功不可沒，若無其堅持這個文化傳統與活動也無法延續下去，而

其之所以能一直堅持，背後最重要的因素在於丹慶季組成份子都是與老二媽同樣

來自元子公的廖氏家族，他們認同傳說，相信老二媽是自己的姑婆祖，基於一種

血緣上的認同進而產生文化上的認同，因而願意擔負起此活動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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