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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章題名為〈日治時期新竹州移民及其信仰傳布：美濃客家田野紀實〉，主要是

歸納筆者在美濃客庄之研究調查，及對美濃的認知乃至於結緣之記錄。有關日本殖民統

治時期臺灣島內新竹州移民之研究，為客家研究及臺灣史之重要議題，在客家研究領域

中普遍以「二次移民」或「客家再移民」為命題，包含拓墾、產業開發、信仰、語言、

族群關係等。在地之美濃人通稱南下的新竹州客家人為「臺北客」，筆者長期追蹤此課

題，並尋訪移民之足跡，而來到美濃。美濃南隆地區有為數不少的「新竹人」南下至

三五公司南隆農場拓墾。

輔天五穀宮之籌建由當時南隆農場負責人白石嘉代治，應農場招佃移民代表之請

求，答應撥地建廟，而逐漸發展至今天規模。輔天五穀宮的創建與爾後的發展，可以視

為新竹州移民逐漸在地化的指標。另外，就新竹州移民與臺灣民間信仰之關連而言，進

而延伸出「新竹州移民信仰傳布」之課題；就信仰層面而言，此信仰傳布乃是伴隨著島

內移民的課題而作發展。美濃輔天五穀宮早期之創建與鸞堂信仰有其密切關連，主祀神

為神農大帝與三聖恩主（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日治時期鸞堂信仰在美濃

地區蓬勃發展，可以瀰濃廣善堂為代表，係由杉林月眉樂善堂分香而來。同屬鸞堂信仰

之五穀宮與廣善堂，兩者之間是否有其關連性，則需進一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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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與美濃結緣
貳、新竹州移民及其信仰傳布
參、美濃的鸞堂信仰（一）：輔天五穀宮
肆、美濃的鸞堂信仰（二）：廣善堂
伍、結語

壹、引言：與美濃結緣

此篇文章的撰寫緣起是筆者為了進行博士論文〈移民與地方社會：以近代南臺灣之

新竹州客籍移民為中心（1895-2000）〉之研究，居住在美濃，進行田野調查口訪與資料

收集的工作。1筆者之博論主要探討由日治時期移往臺灣南部之新竹地區客籍移民，對於

產業開發的貢獻與地方社會之發展；包括今高雄市甲仙、六龜、茂林、桃源、那瑪夏的

樟腦事業，以及三五公司在美濃南隆農場經營等。本研究立基於筆者之碩士論文〈日治

時期南臺灣的山區開發與人口結構：以甲仙六龜為例〉，關注到日治時期客籍移民與原

鄉（指新竹州，今桃竹苗地區）互動頻繁，並且移民彼此之間的組織網絡亦屬密切。就

歷史脈絡而言，移民與地方社會的互動呈現出何種關係？當產業開發告一段落時，為數

不少的移民選擇定居下來，顯示出他們對於地方社會逐漸產生認同並日趨融合；例如在

甲仙、六龜的部分移民，選擇定居該地或遷往如旗山、美濃一帶定居。以及，如今日美

濃之中壇、吉洋、手巾寮、外六寮一帶，新竹州移民後裔占大多數；中壇地區則可歸屬

於南遷的客家人與世居於美濃的客家人混居之地區。

筆者在美濃田調期間，與地方同步作息，體驗感受南部客庄的風土人情與生活步

調，並陸續發表初步之研究調查成果。2為調查日治時期由新竹州客家人南遷至美濃南

隆農場從事拓墾工作及生活情形，並釐清移民從原鄉所帶來的信仰與美濃在地信仰的關

係，進而走訪各里聚落之伯公壇、廟宇、鸞堂，隨機性的與當地人士進行訪談，在地人

的熱情與好客，令人倍感親切且印象深刻。本文章題名為「日治時期新竹州移民及其信

1　筆者於2012年7月11-18日，在杉林、旗山、美濃進行踏查工作，並於同年10-12月及隔年2013年1月、4-5月間，居
住於美濃中壇。

2　2012年10月19日於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主辦之「2012六堆客家文化歷史與產業學術研討會」發表〈日
治時期新竹州移民之神農大帝信仰及其傳布：以美濃著名鸞堂輔天五穀宮的發展為例〉一文（與康詩瑀聯名）；2013
年9月7日於「第八屆臺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由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聯合舉辦，發
表〈日治時期新竹州客籍移民聚落社會的建立：以美濃南隆農場為例〉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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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傳布：美濃客家田野紀實」，主要是歸納這一兩年來在客庄的研究調查與心得，以及

過往對美濃的認知乃至於結緣之記錄。

話說筆者對美濃的初步認識，可以溯源至兒時，由臺視播放的八點檔電視劇：民

國70年代一齣由林福地導演的電視連續劇「星星知我心」，此劇在當時紅透半邊天，賺

人熱淚、感人肺腑。片中描述五位故事主人翁，秀秀、冬冬、彎彎、佩佩、彬彬，因為

父親出車禍過世，而母親古秋霞（吳靜嫻主演）卻又罹患癌症，而將他們分別給不同人

家收養的故事。其中冬冬（方向中主演）則被美濃一戶作紙傘的彭姓人家收養；而冬冬

常與朋友調皮搗蛋地捉弄鄰居，所以常被彭爸爸（冬冬的養父，崔福生主演）修理。那

時筆者對美濃的認知就是「客家」、「紙傘」與「冬冬」。另外，還有一部電影〈原鄉

人〉，由秦漢與林鳳嬌主演，描述作家鍾理和與夫人鍾平妹的故事，他們的婚姻因為受

到鍾理和父親的反對，堅持「同姓不婚」，所以他們回到原鄉（中國大陸）生活了一段

時間，其後又回到美濃小鎮生活。就筆者當時對美濃之理解與印象，可說是透過電影與

電視媒體所建構的。

2008年5月，因應筆者在臺南應用科技大學開授之「客家風情與民俗文化」課程需

求，首次帶學生至美濃進行戶外教學，由美濃愛鄉協進會黃森蘭先生幫忙帶領解說美濃

的風土人情。之後，美濃戶外教學便成為此課程之既定行程，以東門樓、庄頭伯公為起

點路線。東門樓可說是美濃的地標，鄰近庄頭伯公，為旅遊團至美濃必定遊覽的景點之

一。有關美濃客家山歌：

男：大啟文明我美濃，龍門開宴笑融融；真個旭日迎門早，春風及第驤雲公。

女：西風秋雨葉露濃，一副豬羊拜天公；宴饗門樓開紀錄，鴛鴦野合笑司空。3 

另外，東門樓前之簡介標示提到：「原樓建於清乾隆20年（1756），約10公尺高，

為瀰濃庄東片出入之柵門。道光9年（1829）竹頭背庄民黃驤雲高中進士，據傳樓上匾額

『大啟文明』四字即其所題。光緒21年（1895）古門樓毀於日人之手，太平洋戰爭時，

為傳送警報進行整修；此解說牌即仿當時形式。民國46年本地居民仿清朝龍簷鳳閣之形

式重新建造，恢復了原有的古典面貌」。就此內容推斷及其地理位置而言，門樓面朝山

3　李新男撰述，《美濃客家諺語山歌俚語歇後語》（高雄：美濃鎮公所，2010），頁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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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初建之時應該與防範原住民有關，可作進一步之探討。

由東門樓徒步踏查往永安老街，觀察老街兩旁的客家夥房，途經煙草大王林春雨故

居，以及著名之藍衫店：「錦興行」。每回帶領學生參訪至錦興行時，師傅謝國耀先生

都很熱心的為我們解說客家婦女藍衫之製作過程及其實用價值。電影〈原鄉人〉女主角

林鳳嬌所穿著之藍衫，便由錦興行所製作。近年來，政府為推廣美濃觀光更規劃了不少

條自行車道，騎車漫遊在獅子頭水圳車道，別有一番風味。

圖1-1 美濃東門樓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3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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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美濃田調期間居住於中壇，當地人表示以前中壇一帶又稱為「劉半庄」，其

意為中壇地區以劉姓人家居多，《美濃鎮誌》中亦有同樣之記載。4位於中壇國小對面之

土地公廟為「新福德壇」，就「祿興庄新福德壇重建緣由」碑文：

本新福德壇在於道光年間，由劉祿然先生所創建，迄今有150多年，歷史

悠久。歷盡滄桑後，民國37年，又得其後裔劉阿双先生發起修建，于今三十多

載破舊不堪，所以最近有志者姚仁士先生善心發起，邀集地方人士意見，踴躍

贊同重建壇宇，以奉安慰福神之旨。吾當管理之一員，同感共贊，即行籌備重

建，達成此舉。 張華昌  謹序  中華民國歲次戊午年十二月（民國67年）」。

由以上內容得知，劉家在中壇地區已經營許久，另統計民國67年與民國80年兩次的

捐款名單，民國67年劉姓的捐款比例占約3成，其次為張姓約1成；民國80年劉姓捐款比

例亦為3成，其次為張姓、林姓、鍾姓各約0.7成（附錄一）。

而在中壇中正路及中興路一帶，確實可見不少劉氏夥房，堂號為「彭城堂」。然書

寫方式為「城堂彭」（圖1-2），「堂」字居

中間；就筆者在美濃所見之夥房，幾乎都是

同一形式「堂」字在中。有別於在桃竹苗地

區所見之夥房堂號，一般之書寫方式多為傳

統寫法由右至左，如「堂城彭」。（圖1-3）

就六堆客家地區而言，其客家夥房堂號，也

多為「堂」字居中。就美濃人士表示，這樣

的堂號表示方式，主要是為了辨識宗族是否

為同一源流；尚有另一可能性為「堂號」的

刻工，可能出於同一匠師，或同一系統的工

匠手藝。

4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上冊（高雄：美濃鎮公所，1996），頁58。

圖1-2　中壇劉家夥房，堂號書寫為「城堂彭」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3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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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苗栗公館劉家夥房，堂號書寫為「堂城彭」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2年2月22日）

圖1-5　美濃吉洋客家夥房，堂號「威堂武」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3月5月3日）

圖1-4　美濃永安老街客家夥房，堂號「原堂太」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3月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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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竹州移民及其信仰傳布

一、「北客南遷」？

筆者從2003年迄今，研究所謂之「北客南遷」的議題，以甲仙六龜為起點，逐漸論

及旗山、美濃、內門、杉林、桃源、茂林、那瑪夏等區。有關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

下簡稱日治時期）臺灣島內新竹州移民之研究，為客家研究以及臺灣史之重要議題，在

客家研究領域中普遍以「二次移民」或「客家再移民」為命題，包含拓墾、產業開發、

信仰、語言、族群關係等，吸引眾多研究者投入，成果已相當豐碩，如黃雯娟、5黃學

堂、6 盧廣誠、7陳茂泰和吳玉珠、8吳育臻、9賴志彰、10孟祥瀚、11林秀昭、12林明怡、13

劉正元、14王和安等。15若以「新竹州移民」為討論主軸的話，其議題不僅止於「北客南

遷」，尚包含「北客東遷」（移往臺東花蓮）、「北客北遷」（移往宜蘭）、「北客中

遷」（移往南投）。因此，筆者以討論整個新竹州（今桃竹苗地區）範圍為範疇，以便

涵蓋其研究主題。

有關「移民」一詞之定義，諸如「島內移民」、「新竹州移民」等，茲分述如

下：（1）所謂「島內移民」：係指臺灣島內的人口流動及遷徙行為。（2）「新竹州移

5　黃雯娟，〈日治時代宜蘭三星地區的區域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6　黃學堂，〈日治時期臺東地區的客家移民〉，《臺東文獻》，（復刊10）（2004年10月），頁3-29。

7　盧廣誠，〈臺灣新舊客家移民的語言變遷〉，《淡水牛津臺灣文學研究集刊》，（5）（2003年8月），頁177-198。

8　陳茂泰、吳玉珠，〈玉蘭客家移民與茶園開發過程〉，《宜蘭文獻雜誌》，（59）（2002年9月），頁5-52。

9　吳育臻，〈日治時代的糖業移民聚落初探──以移民寮和農場寮仔為例〉，《環境與世界》，（4）（2000年11月），
頁41-57。

10　賴志彰，〈從二次移民看臺灣族群關係與地方開發〉，《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1999年6月），頁20-27。

11　孟祥瀚，〈日據時期臺灣東部人口增加之研究〉，《興大人文學報》，（21）（1991年3月），頁179-206；孟祥
瀚，〈日治時期花蓮地區客家移民的分布〉，收於賴澤涵主編，《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客委
會，2002），頁129-160。

12　林秀昭，《臺灣北客南遷硏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9）。

13　林明怡，〈北部客家人南遷之探討──以高雄縣杉林鄉為例〉，發表於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語言文化分
布與族群遷徙工作坊」籌備小組主辦「2009年臺灣的語言方言分布與族群遷徙工作坊」（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
院，2009年2月19日）。

14　劉正元，〈福佬客的歷史變遷及族群認同（1900年迄今）：以高雄六龜里、甲仙埔之北客為主的調查分析〉，《高
雄師大學報》，28（1）（2010年6月），頁93-112。

15　王和安，〈日治時期甲仙、六龜地區之客家移民與樟腦業的開發〉，《客家文化通訊》，（8）（2006年4月），
頁87-122；王和安，〈日治時期高雄甲仙、六龜的新竹州移民與樟腦經營〉，《新竹文獻》，（35）（2008年12
月），頁9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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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係指日治時期從新竹州的行政區域往外移民，主要對象為客籍人士。在現今研究

中，「新竹州移民」、「二次移民」或「客家再移民」，雖係指同一研究群體，即指日

治時期以來由桃竹苗地區的向外移民；然使用「新竹州移民」之理由有二，其一為許多

移民的遷徙行為相當頻繁，由原居地往返高雄州、南投廳、花蓮港廳及臺東廳等地區者

大有人在；其二多數移民由新竹州移往外地，待一段時間後，又移回原居地新竹州；另

外，已有許多研究成果及口訪資料指出，戰後亦陸續有移民現象產生。反映出移民行為

是一個連續性，不斷遷徙的過程，因此，使用「新竹州移民」一詞較能精確地涵蓋其遷

徙行為及研究主體。

在地之美濃人通稱南下的新竹州客家人為「臺北客」，筆者長期追蹤此課題，並尋

訪移民之足跡，而來到美濃。根據官方史料紀錄、現有研究成果與口述資料指出，美濃

南隆地區有為數不少的「新竹人」南下至三五公司南隆農場拓墾；而三五公司之負責人

為愛久澤直哉，南隆農場之主事者為白石喜代治。16昭和12年（1937）《旗山郡要覽》之

記載：「明治42年（1909），申請開墾許可，並收購農場區域附近之民有地；現在所有

地面積有2,400餘甲，全部以佃耕為主，佃農大部分由新竹州來的移住者。」17另外，根

據昭和13年《美濃庄要覽》紀錄：「農場之租用人共840戶，人口達6,600餘人」。18當

時，美濃庄包含美濃、中坛（今中壇）、金瓜寮、吉洋、龍肚、竹頭角等地區，「本島

人」（即漢人）戶口數為3,853戶，人口數為25,415人。19足見新竹州移民之數量在美濃地

區占有相當之比例。

16　三五公司的負責人愛久澤直哉，日本兵庫縣人。東京帝大畢業後，入三菱會社，1890年轉任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囑
託。明治35年（1902），在臺灣總督府的支援下於廈門成立「三五公司」，以執行總督府福建樟腦專賣及潮汕鐵路
等對岸經營政策，總督府企圖用經濟力的擴充代替武力侵略，愛久澤氏所領導的三五公司，可說是後藤新平時代執行
總督府此一意志的代理者。詳見：鍾淑敏撰文，〈愛久澤直哉〉，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0944；鍾淑敏，〈明治末期臺灣總督府的對岸經營：以樟腦事業為例〉，《臺灣風
物》，43（3）（1993年9月），頁230。白石喜代治，熊本縣人，明治28年（1895）渡臺，明治30年擔任臺中縣雲
林支廳書記，明治32年轉屬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38年擔任苗栗廳稅務課長，42年屬總督府工事部書記，43年官界
退休後，任三五公司南隆農場主事。為人具有相當之修養，通曉內外情勢，口才俱佳。在經營事業方面，能夠大刀闊
斧，將在偏僻的鄉村的南隆農場，因一時經營陷入悲觀而轉營成功。大正9年10月當選為高雄州協議會員。詳見：臺
灣大觀社編，《最近の南部臺灣》（臺南：臺灣大觀社，1923），頁51。

17　旗山郡役所，《旗山郡要覽》（臺北：成文書局，1985），據昭和12年（1937）高雄市南報商事社印刷本影印，頁
78-79。

18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高雄：ケーケー印刷株式會社，1938），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典藏，頁118。

19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典藏，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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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之南隆第五倉庫位於今天美濃輔天五

穀宮旁，根據廟方人員表示，目前裡面放置五穀

宮神轎及神明繞境之相關物品。據《美濃庄要

覽》的記載：「五穀廟，大正15年（1926）建設

於美濃庄中坛、吉洋兩部落間，依地方人士之請

求建立，祭祀五穀農神，為一般農村的信仰，是

農村部落的永久祭神。」20輔天五穀宮之籌建由

當時南隆農場負責人白石嘉代治，應農場招佃移

民所成立之建廟委員會推舉代表李庚河、徐阿辛

之請求，撥地建廟（約1甲3分），即現在廟址為

建廟用地，逐漸發展至今規模。21

 

20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典藏，頁108。

21　依照輔天五穀宮廟方記錄，五穀宮於1924年9月9日動土興工，約1年餘建竣，於1925年12月25日恭請五穀爺寶像
登位；1926年起連三年舉行建醮。詳見林紹英，〈美濃鎮輔天五穀宮創立60週年歷史沿革〉，收錄於黃森松編輯，
《美濃鎮慶祝輔天五穀宮建廟70週年太平福醮紀念誌》，頁68-69。有關輔天五穀宮之建廟沿革與緣由，可參見：王
和安、康詩瑀，〈日治時期新竹州移民之神農大帝信仰及其傳布：以美濃著名鸞堂輔天五穀宮的發展為例〉，頁61-
110，發表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主辦之「2012六堆歷史文化與產業學術研討會」，會議日期：
2012年10月19日。

圖2-1　現存日治時期之南隆第五倉庫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2年7月13日）

圖2-2　美濃輔天五穀宮所在位置圖
資料來源：Google地圖資料，王和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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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竹州移民之信仰傳布

輔天五穀宮的創建與爾後的發展，可以視為新竹州移民逐漸在地化的指標。另外，

就新竹州移民與臺灣民間信仰之關連而言，進而延伸出「新竹州移民信仰傳布」之課

題。以此觀之，以新埔枋寮義民廟的分香信仰最為明顯，其次為苗栗公館五鶴山五穀宮

之神農大帝的分香信仰。如位於現今高雄市三民區之褒忠義民廟、旗山區東平里之旗美

褒忠義民廟、甲仙區東安村之甲仙褒忠義民廟等，可視為義民爺信仰在高雄地區傳布之

代表；22神農大帝信仰傳布，則可以美濃南隆輔天五穀宮，以及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五穀

22　有關枋寮義民廟的分香傳布之議題，可參見：林柔辰，〈枋寮義民廟義民爺信仰之擴張與演變研究〉（桃園：國立
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圖2-3　白石喜代治長生蓮座祿位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2年9月13日）
說明：根據廟方人士表示，白石氏之後人曾
有來過五穀宮，明確來訪時間則不得而知。

圖2-4　愛久澤直哉往生蓮座祿位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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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玉里鎮春日里五穀宮為代表，23三間五穀宮的神農大帝香火，皆由位於今天苗栗縣公

館鄉玉穀村的「五鶴山五穀宮」分靈而建。

筆者所追蹤之客家議題，乃至於新竹州移民信仰傳布，如神農大帝信仰與義民信

仰，皆包含在美濃地區（旗美褒忠義民廟所在之行政區屬旗山區）。因此，就信仰層面

而言，新竹州移民及其信仰傳布就顯得格外有意義許多，然此課題乃是伴隨著島內移民

而作發展。當在田野地點所見這些已存在之現象時，配合其他區域歸納出其共通性，如

旗山美濃地區有義民分香廟、甲仙亦有義民分香廟，高雄市三民區也有義民分香廟，而

「義民分香廟」即為其共通性所在。彙整出其共通性再輔以歷史發展之因果緣由作論

述，即可理出與島內移民的歷史脈絡發展有其密切關係。因此，這些議題可以從各層面

來作廣泛之討論，即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有其歷史及社會意義，即所謂多重的歷史脈

絡視野。

而美濃輔天五穀宮早期之創建與鸞堂信仰有其密切關連，主祀神為神農大帝與三聖

恩主（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廟內懸掛有「三教同堂」之匾額。根據輔天

五穀宮主委張貴琦表示，約10年以前還曾有扶鸞活動，在老鸞生過世後，便鮮有扶鸞儀

式之進行。24時至今日，五穀宮之鸞堂色彩逐漸淡去，而形成以神農大帝信仰為主之地方

公廟，其轉變因素，與鸞生人才凋零有其密切關係。而目前多為信徒擲杯求籤問事，另

外，五穀宮管理委員會表示，他們秉持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原則，會定期舉辦

學校獎學金發放、濟貧事業等社會救助公益事業，如每年廟裡神誕，都會放米給貧戶，

而有關發放對象及數量問題，則交由美濃區公所處理。25上述可說是地方公廟與地方政府

合作，共同推動地方公益事業之發展。

23　吉安鄉五穀宮之建廟緣由，係由日治時期苗栗移民陳紹承攜帶神像，原先供奉於永興村家中，於1962年建廟；玉里
鎮春日里五穀宮，則係春日一帶為客家先民在玉里拓墾的重要地區，為了保佑平安、祈求豐收，當地客家人特別到苗
栗公館五鶴山，分來五穀大帝的香火，並興建五穀宮以為奉祀。至於右側配祀的義民爺，則是從新竹新埔分香而來。
詳見：邱秀英，《花蓮地區客家信仰的轉變──以吉安鄉五穀宮為例》（臺北：蘭臺出版社，2006），頁54、90-
91。春日五穀宮之建廟緣由說明，詳見行政院客委會網站，網址：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12931
&ctNode=1922&mp=1914

24　王和安、康詩瑀訪問，〈張貴琦口述訪問〉，美濃：輔天五穀宮，2012年9月13日。

25　王和安、康詩瑀訪問，〈劉慶雲口述訪問〉，美濃：輔天五穀宮，2012年9月13日。



第3卷 | 第4期018

參、美濃的鸞堂信仰（一）：輔天五穀宮

就美濃之鸞堂信仰而言，以今日位於瀰濃里的廣善堂為代表，創建於西元1917年，

1918年冬定名為廣善堂，係由杉林區月眉村樂善堂分香而來；然輔天五穀宮早年之建立

亦與鸞堂有關。因此，筆者需釐清同屬鸞堂信仰之五穀宮與廣善堂，兩者之間是否有其

關連性，有何關連性？故而查閱相關研究與並走訪有關之鸞堂。依照張二文〈高雄縣客

家鸞堂的起源──月眉樂善堂與其鸞書之研究〉一文敘述：

日治時期，高雄縣客家聚落鸞堂信仰可以畫分為兩大支系，日治前期以

杉林鄉月眉村樂善堂為起點，相繼分香成立旗山鎮圓潭宣化堂、美濃鎮廣善

堂，傳到廣善堂後在短短的十年內，後續成立了龍肚庄的廣化堂、廣興莊的善

化堂、九芎林庄的宣化堂、石橋庄的善誘堂，甚至遠傳至六龜鄉新威庄的勸善

堂。另一支系則是日治中期以南隆地區的五谷廟為中心，相繼到美濃鎮龍山里

獅形頂的朝天宮，這一支系源於日治時期大量引進北部桃竹苗客家人入墾南隆

農場，在物資貧乏、生活困頓面臨極大生心理挑戰下，墾民移植原住地的信仰

作為守護神。26

26　張二文，〈高雄縣客家鸞堂的起源──月眉樂善堂與其鸞書之研究〉，《臺灣學研究》，（5）（2008年6月），頁
32-53。

圖2-5　輔天五穀宮承辦2012年11月11日全國炎帝神農
氏文化祭：祭拜炎帝神農氏三獻禮，各地五穀廟及信徒來
此進行祭拜獻禮。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2年11月11日）

圖2-6　2012年11月11日全國炎帝神農氏文化祭暨南隆開
庄百年文化系列活動，高雄市長陳菊到場致詞。右邊人物為
五穀宮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貴琦先生（現美濃中壇里里
長），其祖父張阿雲先生兄弟三人於1912年左右，隨母親
由苗栗公館南遷至南隆農場拓墾。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2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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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二文之研究指出，廣善堂與輔天五

穀宮分屬於不同支系，廣善堂與樂善堂屬

同一支系，其後再由廣善堂分傳至美濃其

他地區，如龍肚廣化堂、廣興善化堂、九

芎林宣化堂、石橋庄善誘堂。

而有關輔天五穀宮鸞堂信仰，則源

起苗栗縣卓蘭鎮朝南宮，由苗栗至南隆

農場拓墾的羅阿東（苗栗銅鑼人），約

於1919年於內六寮住處創堂，供奉三恩聖

主畫像。27除畫像外，另有服祀（客語用

法，國語意為「供奉」）三角令旗（三恩

主令旗），早期之供奉三聖恩主之香斗

（客語，即香爐）與神位（客語，即神明

令牌）今仍供奉於六寮羅家祖屋。28而此

三角令旗現今則無存，應該是在五穀宮建

廟後，已有三聖恩主之金身，故而將令旗

以火化去。管見以為，就民間信仰之習俗

而言，一旦建廟有神像金身後，金身本尊

的效力大於令旗，所以令旗就可以不必存

在，一般將其以火化去，當初會用令旗是

一種折衷之法，因為金身較為昂貴，故初

期用令旗是一種變通之法。29 

今天在美濃地區有兩座廟宇以神農

27　黃森松編著，《美濃鎮輔天五穀宮甲戊年太平福醮紀念誌》（高雄：輔天五穀宮福醮委員會，1996），頁71。

28　王和安、康詩瑀訪問：〈吳和禛、羅貴水、羅新發口述訪問記錄〉，吳和禛，男性，1936年生；羅貴水，男性，
1944年生；羅新發，男性，1929年生，（2012年9月13日，高雄市美濃區輔天五穀宮，未刊稿）。吳和禎先生為五
穀宮副主委，羅新發先生為副堂主，羅貴水先生亦為副堂主。羅阿東先生為羅貴水先生之祖父。

29　就筆者走訪數家廟宇與廟方人士請益，並就經驗法則推論，綜觀所述而歸納。當然，每家廟宇作法並不盡相同，會
有保留令旗，且亦有再製新令旗供信徒請回家供奉，如新竹枋寮義民廟。

圖3-1　吉東里六寮羅家祖屋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3年5月9日）

圖3-2　羅家祖堂供奉之「開基三聖恩主恩師香座位」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3年5月9日）



第3卷 | 第4期020

大帝為主祀神，除輔天五穀宮外，另一座則為獅山里朝天五穀宮，然而張二文認為「另

一支系則是日治中期以南隆地區的五谷廟為中心，相繼到美濃鎮龍山里獅形頂的朝天

宮」，依照張氏論述輔天五穀宮的鸞堂系統發展至「朝天宮」，而此「朝天宮」即為今

日位於美濃區獅山里14鄰龜山18號之「朝天五穀宮」。根據內政部之「全國宗教資訊系

統」所查詢位於美濃「龍山里」的廟宇有兩座，分別為「南山宮」主祀神為玄天上帝，

位於美濃區龍山里龍山街37號；另一為「清水宮」主祀神為清水祖師，位於美濃區龍山

里文化街6巷20號。30上述兩間廟宇與神農大帝和鸞堂信仰應該無密切之關連性，因此，

張氏所文中之「朝天宮」，並非係指「南山宮」和「清水宮」；然位於美濃獅形頂鄰近

之廟宇則為「朝天五穀宮」。朝天五穀宮重建於民國35年（1946），根據〈美濃朝天五

穀宮沿革〉之記載：

根據地方耆老相傳，清朝乾隆末年，來自廣東省饒平縣陳姓人家迎請三尊

五穀神農大帝（神農先帝）寶像，安祀於荖濃溪中，新墾地新莊仔（龜山附近

沖積地）尊奉為護土佑民的守護神。……（中略）民國34年10月臺灣光復後，

日本人皇民化運動結束，乃由先賢陳榮順、李興古、蕭金德等購買作廢的菸寮

（穿鑿屋）兩間於現址搭建宮舍，並迎回因日人禁教（皇民化運動時期）寄祀

在輔天五穀宮的黑面神農大帝和中壇元帥哪吒太子寶像奉祀。31

依照上述記錄可知，朝天五穀宮與鸞堂系統較無關連，即非同一鸞堂系統；倘若兩

間五穀宮在香火傳遞上有其關連性的話，則其可能為彼此應屬分香廟之關係。然而輔天

五穀宮之主祀神為紅面神農大帝，而朝天五穀宮則為黑面神農大帝，若兩者屬同一分香

系統的話，理應同為紅面神農大帝或黑面神農大帝，由此可知，兩者並非屬同一分香系

統。因此，有關張氏對輔天與朝天兩間五穀宮之論述，有其進一步釐清之必須。

30　內政部全國宗教資訊系統。資料檢索日期：2013年9月30日。網址：http://religion.moi.gov.tw/web/04.aspx。

31　鍾德乾編撰，〈美濃朝天五穀宮沿革〉廟方提供（高雄：朝天五穀宮管理委員會，2000），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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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朝天五穀宮立「獅形頂景觀說明碑文」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3年5月4日）

圖3-4　美濃獅山里朝天五穀宮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2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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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美濃的鸞堂信仰（二）：廣善堂

有關廣善堂的美濃客家山歌：

男：扶鸞作書廣善堂，孚佑帝君係商湯；義氣參天尊武聖，功名祿位問文昌。

女：鍾靈毓秀廣善堂，真龍活脈名教揚，虔誠求籤得靈示，富貴榮華壽年長。32

 
就〈美濃廣善堂沿革〉記有：

本堂系于民國4年春，庄中耆宿古阿珍先生，首倡善行聖教，杜塞慾海洪

流，挽回叔世頹風，進于協助地方公益事業及社會安寧，匡正人心，宣揚聖

德，從善之正道而邁進，鳩集志同道合信士十二同仁，計古阿珍、吳阿達、古

細番、王假黎妹、邱丁富、鍾玉振、劉順源、邱興那、劉阿滿、吳進興、鍾銀

招、張貴妹等，在於地方俗名牛皮寮古細番先生住宅，先行奉祀三聖神牌，該

神牌來歷，係由杉林鄉鳥仔坑三聖茅蘆（現今之杉林鄉月眉村新開庄樂善堂）

請傳香火祀奉，據傳樂善堂前身是由苗栗玉清宮傳香火而來。33

 
而根據〈月眉樂善堂沿革〉：

竊思樂善堂之由來，前於癸丑（1913）之秋，而我庄中耆老紳士，有感乎世

道之衰微，人心之變幻，故有紳士黃錫勳，庠生林清輝、富翁吳彩恭、黃阿旺、

劉文四、劉慶霑、劉阿五、鍾三妹、林月華、朱昌榮、溫發順等。追憶古風倫

紀，肅正庶民淳厚，聖教遵從，時至今日，歐風東漸，倫乖道舛，遂感乎，殷人

尊神率民祀神之義，藉神道以設教，而警醒乎愚頑。因議及倡設鸞堂之事，乃一

唱百和，即擬於月眉庄之莿桐坑山下，俗名鳥仔坑，劉阿五之宅地，假設草堂。

恭設三聖之座位，三聖者即

南天文衡聖帝  關 (玉清首相忠義著于千秋之聖者)

32　李新男撰述，《美濃客家諺語山歌俚語歇後語》（高雄：美濃鎮公所，2010），頁208。

33　美濃廣善堂管理委員會編，〈臺灣省高雄縣美濃廣善堂概要〉（高雄：美濃廣善堂，1990編印，2001翻印），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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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宮孚佑帝君  呂 (玉清內相神踪顯于雲洞之聖者)

九天司命真君  張 (玉清輔相火德有以澤民之聖者)

暨        及  諸佛諸神座位 

前記耆老紳士，率諸後輩十餘人，日夜虔誠參拜，敬誦 聖經，耳聞蘭陽

啟化，竹邑從風。至是年之冬，眾議派劉文四前往苗栗之玉清宮 恭請  三聖之

香火，到堂安位祀奉。推劉慶霑為堂主，舉庠生黃錫勳為正乩生，劉阿五為副

乩生，每夜學習神乩，未幾於砂盤木筆中靈應非常。越明年二月念四日，請旨

開期造書，四月書成告竣，書名「覺夢真機」，共五冊為一部，經林清輝校正

後，付諸剞劂，延至端月一日，叩謝諸真，頒行善書。34

 
根據杉林月眉樂善堂主任委員邱添瑞先生表示，目前樂善堂與苗栗祖廟玉清宮，以

及桃園龍潭南天宮皆有往來交流。如2010年3月4日甲仙大地震發生，樂善堂之損毀至為

嚴重，玉清宮捐助重建費50萬元，南天宮捐助重建費100萬元。

由以上可知，就美濃地區鸞

堂發展的系譜而言，為苗栗玉清

宮→杉林月眉樂善堂→美濃廣善

堂，以及苗栗卓蘭朝南宮→輔天

五穀宮等兩大支系，廣善堂與輔

天五穀宮源於不同的鸞堂系統。

分屬月眉樂善堂→廣善堂之鸞堂

系統，如前所述，在美濃地區又

分別傳至廣興善化堂、石橋善誘

堂、龍肚廣化堂、九芎林宣化堂（今名為聖化宮）等處。另有關玉清宮與朝南宮之創建

年代，可參見表4-1，玉清宮為1906年，朝南宮則為1921年，兩者分屬於不同之堂名。35然

玉清宮與朝南宮的鸞務系統彼此之間是否有密切之相關性，可待進一步之討論。

34　月眉樂善堂編印，《月眉樂善堂沿革》（高雄：杉林月眉樂善堂開堂49週年改築10週年紀念專刊，1961），頁1。

35　周怡然，〈終戰前苗栗客家地區鸞堂之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18-
19。有關美濃鸞堂的源流與發展，可參見本文圖3-2美濃鸞堂發展源流圖。

圖4-1　月眉樂善堂之邱添瑞先生曾擔任鸞生，簡單示範扶鸞儀式。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2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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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苗栗地區的鸞堂信仰發展而言，依照周怡然的研究提到：「苗栗客家地區的鸞堂

信仰呈現出來的現象，是既與新竹鸞堂有一定的系譜關係，又有自己的發展系統。其中

美濃的廣善堂就是遠自苗栗玉清宮分香而來，這之間是否與客家族群的二次移民有關，

仍有待研究。」36就上述有關廣善堂的發展系統及創建沿革而言，即苗栗玉清宮→杉林月

眉樂善堂→美濃廣善堂，此系統的傳布與「二次移民」似乎無直接之關連性。因為在美

濃由廣善堂為起點，又傳布至龍肚廣化堂、廣興善化堂、九芎林宣化堂、石橋善誘堂，

36　周怡然，〈終戰前苗栗客家地區鸞堂之研究〉，頁2。

圖4-2　美濃鸞堂發展源流圖
資料來源：
1.Google earth製圖，王和安標示製作。
2.美濃鸞堂創建年代部分，參考：張二文，〈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98 年度獎助客家學

術研究：從世俗到神聖──六堆客家鸞堂鸞生養成傳承紀實之研究〉（臺北：行政
院客家委員會98 年度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論文，2009），頁19。苗栗鸞堂創建
年代部分：周怡然，〈終戰前苗栗客家地區鸞堂之研究〉，頁18-19。

說明：
1.「→」標示鸞堂之源流發展
2.數字如「1906」表示該鸞堂之創建年代
3.「苗栗玉清宮」、「卓蘭朝南宮」在地圖上之僅表示美濃鸞堂由苗栗傳入，並非實

際之地理位置所在。

表4-1　苗栗玉清宮與朝南宮

寺廟名稱 創建年代 鄉鎮別 堂名
玉清宮 明治39 年（1906） 苗栗市 舉善乾化堂

朝南宮 大正10 年（1921） 卓蘭鎮 育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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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鸞堂之主事者，以在地之美濃人為主力，而日治時期在美濃之新竹州移民絕大多數

分布在南隆地區。然輔天五穀宮的鸞務則與「新竹州移民」有其密切關係。有關客家地

區鸞堂研究及傳布，在臺灣民間信仰及客家研究上為一重要課題，就美濃地區的鸞堂信

仰而言，值得再深究與探索。目前除廣善堂尚有扶鸞儀式外，其餘分屬廣善堂系統的鸞

堂已鮮有扶鸞儀式進行，而逐漸往地方公廟形式發展。

圖4-3　廣興善化堂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2年10月11日）

圖4-5　龍肚廣化堂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2年10月11日）

圖4-4　石橋善誘堂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2年10月15日）

圖4-6　九芎林聖化宮
資料來源：王和安　攝（2012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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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根據史料記錄，新竹州移民人數在美濃地區占有相當之比例。在調查移民由遷徙至

南隆農場的過程中，對於筆者往後研究討論「新竹人在地化」之課題，即以信仰層面作

為切入點。然而從清代以來美濃地區即有在地信仰之存在，因此，必須並釐清移民從原

鄉所帶來的信仰與美濃在地信仰彼此之間的關係，進而走訪相關廟宇與鸞堂。筆者屬歷

史學出身，由於長時期在美濃的從事踏查工作，在此過程中，記錄每日之田野心得，研

討議題空間所看到的社會關係如何轉換成一個歷史過程，並再次理解為何要作田野。探

究歷史學該如何作田野，換言之，即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如何豐富歷史學研究主題之論

述，藉由踏入以往文本所描述的歷史現場，啟發視野，累積歷史經驗，進而思考另一種

研究類型。為了追蹤新竹州移民的足跡，而在美濃的口訪、踏查，藉由田野來連接歷史

與人生的方法，重新理解人群、空間與聚落，乃至於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筆者還未

來到美濃以前，曾有聽云「美濃是臺灣博士最多比例的鄉鎮」，實地走訪後，也感受到

地方對於「知識」的尊重，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紀錄，並試圖理解地方人士如何來建構他

們的地方知識，即所謂之歷史記憶。

周德禎教授曾提到：「民族誌研究之傳統的爭議是：研究者究竟是採取『局內人』

或『局外人』的觀點？傳統的人類學者一向努力尋求局內人的觀點，但是在1990年代以

後，由於多元聲音受到重視，民族誌詮釋觀點允許研究者作較多的嘗試，可以採文化主位

觀（emic），也可以採文化客位觀（etic），或著是採取整合模式，亦即研究者綜合客觀

的瞭解，和研究團體的主觀感受來達成解釋及提出理論。」37在這樣的思維架構下，歷史

學的田野研究該如何走向田野，除匯集資料外，首重在田野中跨越學科的藩籬，並於其

中培養「同情」的理解，以及關注人跟人的交流；回到文字記錄的歷史現場與文本的語

境，在現實中尋找歷史。如《美濃庄要覽》所描述的輔天五穀宮，與筆者在現場所見之

五穀宮，這些信仰與人群，即在現場中所有看到的現實，都是過去在歷史活動中累積起

來的，這些就是我們看到的歷史，彼此之間的相關性，是由過去歷史成疊出來之圖像。

很多的說法與詮釋在不同時空與歷史脈絡都需要再次思考及修正。理解當時的人們所面

37　周德禎，《排灣族教育──民族誌之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1），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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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之問題？並且發掘詮釋他們如何解決問題；諸如輔天五穀宮建廟過程的歷史緣由、鸞

堂信仰在美濃地區之發展等。就各種訊息去把握歷史脈絡的解讀，「現在」是如何創造

「歷史」，如釐清鸞堂信仰在美濃地區的發展，及其與地方社會之關係。就文字紀錄與

地方歷史記憶，探索史料傳統以外的世界，在田野中所看到的各種元素，以建立歷史的

臨場感、現實感；如在廟宇中反映不同的神明系統共存，隨著時代不同的變化為何？進

而探究地方社會內在的和諧性，並回到社會情境中去理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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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表1　民國67年12月 祿興庄新福德壇重建 捐款姓氏與人數統計表

捐款姓氏 劉 張 吳 林 鍾 黃 總數

捐款人數 68（34.3%） 19（9.6%） 13（6.6%） 13（6.6%） 13（6.6%） 12（6.0%） 138

捐款姓氏 陳 邱 李 楊 宋 廖 總數

捐款人數 7（3.5%） 6（3.0%） 5（2.5%） 4（2.0%） 4（2.0%） 3（1.5%） 29

捐款姓氏 范 朱 呂 曾 湯 童 總數

捐款人數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12

捐款姓氏 謝 尤 古 余 沈 姚 總數

捐款人數 2（1.0%） 1（0.5%） 1（0.5%） 1（0.5%） 1（0.5%） 1（0.5%） 7

捐款姓氏 洪 梁 連 郭 傅 覃 總數

捐款人數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6

捐款姓氏 馮 溫 葉 潘 藍 無記名 捐款總人數

捐款人數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198

資料來源：民國67年祿興庄新福德壇重建碑文，王和安製表
說明：樣本取樣以姓氏為主，統計有捐款者之姓氏。

附錄表2　民國80年11月祿興里新伯公神壇週邊環境整理 捐款姓氏人數（初步）統計表

捐款姓氏 劉 張 林 鍾 陳 廖 總數

捐款人數 59（33.9%） 13（7.5%） 13（7.5%） 12（6.9%） 7（4.0%） 7（4.0%） 111

捐款姓氏 黃 李 邱 姚 傅 宋 總數

捐款人數 5（2.9%） 5（2.9%） 4（2.3%） 4（2.3%） 4（2.3%） 4（2.3%） 26

捐款姓氏 曾 蕭 吳 鄭 朱 羅 總數

捐款人數 4（2.3%） 3（1.7%） 3（1.7%） 2（1.1%） 2（1.1%） 2（1.1%） 16

捐款姓氏 何 徐 范 曹 孫 楊 總數

捐款人數 2（1.1%） 2（1.1%） 1（0.6%） 1（0.6%） 1（0.6%） 1（0.6%） 8

捐款姓氏 葉 馮 王 卓 沈 涂 總數

捐款人數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6

捐款姓氏 賴 謝 潘 藍 古 總數 捐款總人數

捐款人數 1（0.6%） 1（0.6%） 1（0.6%） 1（0.6%） 1（0.6%） 5 174

資料來源：民國80年11月祿興里新伯公神壇週邊環境整理碑文，王和安製表
說明：樣本取樣以姓氏為主，而非捐款金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