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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王國的守護神」主題學習活動設計 
 

設計者：陳玟伶     審查或修改者：李坤崇教授 

 

一、教學活動架構 

主

題 

單元活

動名稱 

節

次 
教   學   重   點 

可融入領域能力指

標 

海

洋 

王

國

的

守

護

神 

守 護 航

海 的 媽

祖 

2 1. 透過觀賞相關影片與問題討論，認識媽

祖的故事與信仰緣由。 

2. 舉辦 Call-in連線記者會，讓學生上台

報告所蒐集的資料或分享親身經歷，並

接受台下同學提問，說明清楚。 

3. 學生將蒐集的資料整理成小書或海報

在教室展示，互相分享。 

社會 

2-2-2 認識居住地方

的 古 蹟 或 考 古 發

掘，並欣賞地方民俗

之美。 

國語文 

3-2-1 能充分表達意

見。 

藝文 

1-2-5 嘗試與同學

分工、規劃、合作，

從事藝術創作活動。  

3-2-13 觀賞藝術展

演活動時，能表現應

有的禮貌與態度，並

透過欣賞轉化個人

情感。 

王 爺 信

仰 與 燒

王船 

1 1. 透過觀賞相關影片與問題討論，認識王

爺信仰與燒王船的活動。 

2. 運用 Call-in記者會形式，讓學生上台

報告所蒐集的資料或分享親身經歷，並

接受台下同學提問，說明清楚。 

3. 學生將蒐集的資料整理成小書或海報

在教室展示，互相分享。 

好 神 報

報 

1 1. 學生改編媽祖或王爺的故事，並製作簡

易棒偶進行表演。 

2. 透過棒偶劇場，學生互相觀摩與分享，

對媽祖或王爺的故事也有更進一步的

瞭解。 

 

 

二、主題教學活動設計 
設計者：陳玟伶 

主題名稱 
海洋王國的守

護神 
時間 160 分鐘/(四)節 班級 四年○班 人數 35 人 

海洋教育

能力指標 
3-2-8 瞭解海洋民俗活動、宗教信仰的故事與緣由。 

單元目標 

1. 認識民俗信仰的故事與緣由。 

2. 閱讀、蒐集與整理相關海洋民俗活動的資料。 

3. 說明海洋民俗活動與信仰的關係，並分享相關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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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 

從前自唐山渡海來臺開拓的先民們，除了必須冒著橫渡黑水溝的

風險，還需克服上岸開墾所導致的水土不服以及疾病肆虐，在這樣艱

苦的環境之下，信仰神明成了祖先們心靈的寄託與生活重心，媽祖與

王爺便是台灣最普遍的民間信仰，而臺中縣大甲鎮「鎮瀾宮」的進香

活動，與東港王船祭更是臺灣最有人文特色的民俗活動。本教案期待

學生透過教學活動，不但能瞭解臺灣海洋民俗活動與宗教信仰之間的

故事，更可以明白過去祖先開墾的歷史與生活記錄，並將先民的精神

與文化繼續傳承下去。 

學生學習 

條件分析 

1.會聆聽與閱讀故事，並能表達個人想法。 

2.會蒐集資料，並能分組討論、整理與報告。 

教學方法 講述、討論、合作學習 

教學資源 

1.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兒童網站）～王爺信仰與王船祭

http://www.nmmba.gov.tw/Default.aspx?tabid=56 

2.海之傳說－媽祖 DVD，發行：中華卡通 

3. 維基百科：媽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A%BD%E7%A5%96  

4. 維基百科：王爺信仰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E%8B%E7%88%BA%

E4% 

BF%A1%E4%BB%B0&variant=zh-tw 

學習內涵與歷程 

學習(教學)活動(註：節與節切開) 時間 教具 評量 

單元一：守護航海的媽祖(20 分鐘) 

課前準備：教師在教室擺放與媽祖相關的書籍

或圖片資料，讓學生閱讀，並請學生回家蒐集與媽

祖相關的書籍或資料，亦可詢問家人是否有信仰媽

祖的經驗。 

 

活動一：海之傳說－媽祖(25 分鐘) 

(一)教師介紹媽祖的生平來歷與傳說故事。 

(二)教師播放「海之傳說－媽祖」影片片段（船難、

媽祖救人、獲救的人表達感激等），讓學生對媽

祖的故事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三)教師提問並與學生討論： 

1.當時從唐山渡海來臺的移民，在橫渡海峽過程

當中，可能會遇到什麼事？ 

2.影片中媽祖用哪些方式來幫助航海的人？ 

3.媽祖為什麼要保佑航海的人？ 

4.台灣的媽祖廟多達 510 座，為什麼渡海來臺的

移民對媽祖的信仰這麼虔誠？ 

 

 

 

 

 

 

 

5 分 

10 分 

 

 

 

10 分 

 

 

 

 

 

書籍、圖片 

 

 

 

 

單槍投影

機、電腦、

海之傳說

－媽祖 

DVD 

 

 

專 心 觀

賞、用心

聆聽、踴

躍發表 

 

http://www.nmmba.gov.tw/Default.aspx?tabid=5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A%BD%E7%A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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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與學生共同歸納問題與討論重點，並提示學

生，民間流傳許多林默娘生前和昇天後的神話故

事，這些傳說也成為人們心中戰勝大自然的一種

精神力量。 

 

活動二： 臺灣的守護神(15 分鐘) 

(一)教師播放或展示和台灣媽祖信仰相關的祭祀活

動（例如：媽祖繞境、進香、迎媽祖等）與媽祖

廟的影片、報導、圖片等資料給學生觀賞。 

(二)教師提問並與學生討論： 

1.你知道臺灣哪裡有媽祖廟？你或家人有去過

媽祖廟嗎？  

2.說說看臺灣有哪些媽祖廟非常古老，已被列

為古蹟？ 

3.這些祭祀活動有什麼意義？ 

4.你或家人有參與哪些與媽祖信仰相關的活

動？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或感想。 

(三)教師與學生共同歸納問題與討論重點，並提示學

生，台灣的媽祖已成為『過海媽祖』，是離開唐山的

移民祈求平安到台灣的過海守護神，也是整個台灣

島香火最盛的神祇之一。 

(四)教師請學生在下節課將所蒐集的資料帶來。 

 

～第一節結束～ 

 

 

 

 

 

 

8 分 

 

 

 

7 分 

 

  

 

 

 

 

 

影 片 、 報

導、圖片 

 

 

 

 

 

 

專 心 觀

賞、用心

聆聽、踴

躍發表 

 

 

活動三、Call-in 連線記者會(20 分鐘) 

(一)教師將學生分組，請學生分組討論之前課餘時間

所蒐集的相關資料與心得感想，或是分享家人與

自己的親身經驗，並一一上台報告。 

(二)台下學生若對小組的報告內容有任何疑問，可以

Call-in 詢問，請小組回答。 

(三)由台下同學與教師共同評分，並給予報告小組建

議回饋。 

 

活動四、守護神傳奇(20 分鐘) 

(一)教師指導小組將蒐集的資料與心得感想，製作成

小書或海報，張貼在教室一同分享。 

(二)由同學與教師共同評分，對各組的成品給予建議

與回饋。 

(三)教師做最後講評，並給予表現優異的小組肯定和

鼓勵。 

 

～第二節結束～ 

20 分 

 

 

 

 

 

 

 

 

 

 

20 分 

 

 

 

 

 

 

 

 

 

 

 

 

 

彩色筆、壁

報紙、粉彩

紙、剪刀、

膠水 

用 心 聆

聽、踴躍

發表 

 

 

 

 

 

 

 

 

 

參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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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王爺信仰與燒王船 

課前準備：教師在教室擺放相關書籍或資

料，讓學生閱讀，並請學生回家蒐集與王爺信仰相

關的書籍或資料，亦可詢問家人是否有參觀過燒王

船等活動。 

 

活動一：主管瘟疫的王爺 (20 分鐘) 

(一)教師播放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兒童網站）「王

爺信仰與王船祭」影片，讓學生對王爺信仰的故

事有所瞭解。 

(二)教師播放或展示和王爺信仰相關的祭祀活動（例

如燒王船等）影片、報導、圖片等資料給學生觀

賞。 

(三)教師提問並與學生討論： 

1.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你會有什麼感覺？ 

    2.渡海來臺的移民們，最怕發生什麼事？ 

    3.王爺代表什麼象徵？ 

4.為什麼要燒王船？ 

    5.你知道臺灣哪裡有燒王船的活動嗎？ 

    6.還有哪些活動與王爺信仰有關？ 

7.你或家人有參與哪些和王爺信仰相關的活

動？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或感想。 

(四)教師與學生共同歸納問題討論重點，並提示學

生，臺灣早期開墾時期環境惡劣，在資源不良，

生活無依的狀況下，這些民間信仰穩定、安慰了

移民的生活，成為精神支柱。 

 

活動二：Call-in 連線記者會(20 分鐘) 

(一)教師將學生分組，請學生分組討論之前課餘時間

所蒐集的相關資料與心得感想，或是分享家人與

自己的親身經驗，並一一上台報告。 

(二)台下學生若對小組的報告內容有任何疑問，可以

Call-in 詢問，請小組回答。 

(三)由台下同學與教師共同評分，並給予報告小組建

議回饋。 

(四)教師指導學生將蒐集的資料與心得感想，製作成

小書或海報，張貼在教室一同分享。 

 

～第三節結束～ 

 

 

 

 

 

 

 

 

4 分 

 

 

8 分 

 

 

8 分 

 

 

 

 

 

 

 

 

 

 

 

 

 

 

 

 

 

 

20 分 

 

 

書籍、圖片 

 

 

 

 

 

 

單 槍 投 影

機、電腦、

國 立 海 洋

生 物 博 物

館（兒童網

站） 

 

 

 

 

 

 

 

 

 

 

 

 

 

 

 

 

 

 

彩色筆、壁

報紙、粉彩

紙、剪刀、

膠水 

 

 

 

 

 

 

 

 

 

 

專 心 觀

賞、用心

聆聽、踴

躍發表 

 

 

 

 

 

 

 

 

 

 

 

 

 

 

 

 

 

 

用 心 聆

聽、踴躍

發表 

 

 

 

 

參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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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好神報報 

活動一： 猜猜「偶」是誰？(25 分鐘) 

(一)教師將學生分組，請學生從媽祖或王爺的故事中

選擇片段，當作小組偶劇的表演內容，並依據圖

片討論人物外型與設計特色。 

(二)指導學生依據人物特色製作棒偶，棒偶製作說明

如下： 

1.將竹筷子插入保麗龍球，並上膠固定。 

2.用剪刀將手套的中指剪下。 

3.將竹筷子從剪下的中指洞中套入，並用橡皮筋

將手套開口束起固定，開口前端預留幾公分，以便

反折遮住橡皮筋。 

4.利用毛線、剪刀、美工刀、彩色筆、彩色膠帶、

各色色紙等工具做裝飾。 

(三)教師與學生討論進行偶劇的注意事項： 

1.棒偶的裝飾是否符合角色人物的特色？ 

2.故事分成幾個場景？出場順序及場景內容是

否確認妥當？ 

3.如何設計棒偶的動作及聲音，能更貼切的表達

出人物特色？ 

4.如何設計製作道具、音樂及舞台，才能使偶劇

表演更精彩？ 

5.是否需要旁白來敘述故事？角色之間的對白

有沒有事先排練確認？ 

(四)學生分組進行討論與排練。 

 

活動二：「偶」是好神劇場(15 分鐘) 

(一)教師將桌椅重新排列，騰出空間讓學生進行偶劇

表演。 

(二)由台下同學與教師共同評分，並給予表演的小組

建議與回饋。 

(三)教師做最後講評，並給予表現優異的小組肯定和

鼓勵。 

 

～第四節結束～ 

 

 

5 分 

 

 

5 分 

 

 

 

 

 

 

 

 

5 分 

 

 

 

 

 

 

 

 

 

10 分 

 

 

15 分 

 

 

 

手 套 一

隻、竹筷子

一枝、保麗

龍 球 一

個、保麗龍

膠、橡皮筋

數 條 、 毛

線、剪刀、

美工刀、彩

色筆、彩色

膠帶、各色

色紙 

 

 

參與實作 

 

 

 

 

 

 

 

 

 

 

 

 

 

 

 

 

 

 

 

 

 

專 心 觀

賞、用心

聆聽、踴

躍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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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 

 教學資源參考 

（一）媽祖 

1.關於媽祖的傳說： 

關於媽祖的生平來歷，方志記載或民間傳說甚多，內容並不一致。由眾多的

史料與傳說中，大概可描繪出媽祖之本名為林默娘，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湄洲嶼

人，祂的祖先原居河南，代代都是顯宦，林愿別名惟愨，官至都巡檢，後來告老

還鄉在湄洲隱居，過著半耕半讀的生活。林愿為人敦厚樸實，樂善好施，鄉里尊

稱為「林善人」。 

  林愿娶王氏為妻，原已生下一男五女，男名洪毅，女名分別為大娘、二娘、

三娘、舜娘、痴娘。林氏夫妻深感男丁單薄，且長男洪毅身體虛弱，朝夕焚香祈

求觀世音菩薩再賜一男，才能光大林氏之宗祠！一天晚上，林善人的妻子睡夢中

見到觀世音菩薩給她一粒藥丸，對她說：「你們林家世世代代行善積德，所以上

天要庇佑你家。你吞服這粒藥丸，便可得到一個女兒，她將來能濟度天下蒼生，

成就非凡。」林夫人將藥丸服下，立刻就覺得有懷孕的跡象。 

  建隆元（西元九五四）年，一道紅光從西北方射入林家屋內，晶瑩奪目，滿

室彌漫著清香，不久林夫人果然產下一個眉目清秀的女嬰，生了女孩雖然失望，

但因生產時紅光射入，且房內有馥郁異香，故對第六女也頗為憐愛，初名「九娘」！

奇怪的是這個女嬰自出生到滿月都不曾哭過，因此林善人便為她取名「默娘」。 

  默娘從小就聰穎過人，悟性極高！四、五歲時隨父親乘船到浙江定海普陀

山，默娘看到觀音神像後，精神受到奇異的感召，有了預知的能力。八歲的時候

進入私塾讀書，書本只要看過一遍，就能流暢的背誦出來，並且對文章的精義都

能全盤瞭解。從十歲開始，焚香禮佛、朝夕誦經 成了默娘每天的生活習慣，就

這樣，默娘漸漸長成一位儀態嫻靜，容貌秀麗，舉止端莊、學問淵博的少女，而

她對父母親的至孝及對兄姊弟妹的友愛，更受到受鄉里人普遍的讚揚。 

   某日，一位老道士玄通來到林家化緣，默娘不嫌老道士衣衫襤，依然邀其

入室，敬獻香茗，施捨錢財。老道士大為感動，且見其生性卓異，就對默娘說：

「我看妳出生以來，就具有佛性，妳應該把妳的這副慈悲心腸，去拯救世人才對。」

說完後即授以「玄微秘法」。經老道士教授後，默娘頓悟一切經典的真義。  

  默娘開始精研典訣、兵書和劍法，訓練自己成為文武雙全的才女。十六歲時， 

有一天默娘正在庭院中玩耍，突然從院子裡的一口古井中，出現一位手執銅符（天

書）的神人，一旁的女伴們都嚇壞了，惟獨默娘鎮定地跪地膜拜，這位神人將手

中銅符交給默娘之後，便消失在五彩雲霞之中。得 到靈符之後，默娘每天潛心

的研究，學得了一身法術，也替鄉民解決了許多苦難，湄洲島一帶的居民都稱呼

她為「神女」。 

  默娘除具有治病、驅邪的神異能力外，最讓村人敬佩的是她的拯溺神力。湄



73 

 

洲漁民靠討海為生，難免有遭遇大風大浪的時候，覆舟溺斃的海難時有所聞。但

有些遇難脫險的人，回憶在落水恍惚間，看到一名穿紅色衣服的少女，駕一張竹

蓆提著一只紅燈籠，在海上救起溺水者並指引迷途的船隻返航，得救的人回家

後，才知道家人求過默娘拯救。默娘也常施法術使得風浪平靜，儼然成為討海人

的守護神，遂為稱為「神仙女」或「龍女」。（左圖為代天宮之國姓媽） 

  相傳某年秋天，有一日默娘正幫著母親織布，忽然覺得非常睏倦，趴在織布

機上睡著了，夢見海上波濤洶湧，孤船在風雨飄搖中翻覆，而掉進海中溺水的人，

竟是默娘的父親和哥哥，默娘急忙跳入水中搶救他們，用嘴咬住父親的衣領，另

外兩隻手緊握著哥哥的手臂，奮力的游向陸地，就在驚濤駭浪之中，忽然聽到母

親的叫喚，默娘才張開嘴回應，結果嘴一鬆開父親即沉入海底，被兇猛惡浪吞噬。 

  默娘驚醒過來後，向母親哭訴夢中的情景，母親原以為夢境不足為信，卻在

不久之後傳來惡耗，她父兄的船隻遭遇海難，哥哥獲救，但父親已經溺斃。而父

親的死讓默娘痛不欲生， 她怪自己沒有能力及時挽救父親的性命，於是發誓終

身不嫁，並立志要更加潛心的修道，拯救所有在海上遇難的船隻。 

  宋太宗雍熙四年（西元 987 年）的重陽節，當時的默娘芳齡廿八歲，她對家

人說：「明天是重陽節，我想要到山上去，暫時遠離塵世間的喧擾 ，特地先來

向你們告別。」重陽登高是自古就有的習俗，家人認為十分的平常，也就不怎麼

在意。隔天，默娘將自己盛裝打扮一番，然後再向家人辭別，姊姊們原本想要和

她一同前往，卻被默娘婉拒了：「這一次到山上去，路程坎坷艱險，各位姊姊們

去了恐怕會非常辛苦。」告別了家人，默娘獨自登上湄峰，一路上雖然坎坷艱險，

但默娘卻如履平地，身手矯健，眨眼間衣袂飄飄鑽入雲端，隨著仙女昇天而去。 

  另有一傳說謂默娘在救父孝行中，得道昇天成神。後來地方人士在湄洲嶼默

娘得道處，為她建立一座廟宇，這便是媽祖廟的起源，此後媽祖時常顯靈，每當

舟船遇風海潮洶湧時，舟上的人祈求默娘保佑，如在桅檣上或風浪中出現「媽祖

火」的紅光，即表示默娘已在暗中護佑他們，即可安然脫險。媽祖成神後，莆田

縣的人對她極其信仰，稱為「通賢靈女」。  

  默娘生前救世濟人，昇天後仍時常顯靈昭應，宋徽宗宣和五年（西元 1123

年），路允迪率船隊出使高麗，船行至東海時風浪大作，八艘船沉了七艘，唯獨

路氏所乘的桅頂忽現紅光，風浪頓息而轉危為安，路氏還朝復命時奏聞，徽宗下

詔賜「順濟夫人」，這便是媽祖最初的賜號，後來歷代皇帝多所召封。 

民間流傳許多林默娘生前和昇天後的神話故事，這些傳說也讓媽祖成為人們

心中戰勝大自然的一種精神力量。 

 

2.媽祖信仰在台灣 

媽祖信仰確實已是台灣最普遍的民間信仰之一。由於最初的一批漢人是遠從

大陸渡海而來的，大陸沿海各省居民來台，均靠帆船渡海，風雲不測常有船難，

所以每次出海必祈求媽祖保佑。台灣開發之初，蠻煙瘴癘充斥各地，先民拓墾之

初，或因時疫流行，或水土不合者為數甚多，當時醫療不發達，唯有請求神明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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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來克服疾病，媽祖自然成為許多病家求助的對象。地區性神明往往有許多靈異

神蹟傳說，清朝政府因勢利導，善用台灣居民崇祀媽祖的信仰，屢次為媽祖封諡，

以收攬民心，媽祖信仰漸成為民間主要信仰。 

無論大庄或小庄、山村或漁村、鄉鎮或市街、港口或內山，都可看到媽祖廟。

僅台灣一地，「就有媽祖廟 510 座，其中有廟史可考者 39 座，內建於明代的 2

座，建於清代 37 座」(中華人 nd)。台灣主要的媽祖廟有彰化鹿港天后宮、雲林

北港朝天宮、台中大甲鎮瀾宮、台南市大天后宮、正統鹿耳門聖母廟、竹南鎮後

厝龍鳳宮。北港朝天宮和大甲鎮瀾宮和湄州祖廟結成至親廟。 

雖然媽祖信仰的起源地是大陸，但此信仰在大陸只是一個地方性質的信仰，

然而，當此信仰傳到台灣以後，卻已經改頭換面而成為整個台灣島香火最盛的神

祇之一，「『媽祖』在大陸福建南方原是『出海媽祖』，只是漁民的守護神。但在

台灣的媽祖已成『過海媽祖』，她在歷史上已成離開唐山的移民祈求平安到台灣

的過海守護神。台灣媽祖可以說已紮根於這塊土地，成了一部獨立於大陸媽祖之

外的本土神明」(張德麟 2003，3)。這種見解，大致上已經成為當今不少台灣學

者對於媽祖信仰的解釋(另見董芳苑 2003，61-4﹔史明 1992，31-2)。 

 

3.和台灣媽祖信仰相關的祭祀活動 

（1）媽祖生 

每年的 3 月 23 日(農曆)迎媽祖，這天是媽祖的誕辰。至於為什麼是選這一

天當作媽祖的誕辰，其由來尚待考據。在這一天，各地的媽祖廟都會張燈結彩、

演戲，非常熱鬧。最古老的澎湖馬公的天后宮，被中華民國內政部列為一級古蹟。 

大甲鎮瀾宮每年在媽祖生日前則舉辦「大甲媽祖回娘家」的活動，讓信眾步

行跟隨著媽祖神轎，從大甲一直往南走到北港。該活動參加者動輒十數萬人，隊

伍迤邐數公里，可說是在台灣僅見的最大規模宗教活動。近年來改往新港奉天宮

進香繞境出巡，路程更遠，人數卻更多。至於北港朝天宮的迎媽租，其熱鬧場面

也與大甲媽祖出巡不相上下。每年開春之後，各地到北港拜媽祖的信眾便絡繹不

絕。到了誕辰當天，湧進北港的信眾，更有如浪濤洶湧般，鎮日鑼鼓喧天，熱鬧

的程度甚至到瘋狂的地步。 

（2）迎媽祖 

所謂的「迎媽祖」，是到外地去迎一尊本地居民普遍信仰或有淵源的媽祖來

參與巡境的活動。不管自己村裡或是共同舉行迎媽祖的區域是否已有一尊「在庄

媽」或「在地媽」，都可能會往外地去迎媽祖。通常是往地域層級高一點的地方

去迎媽祖。例如，台中縣霧峰﹑烏日與大里地區有一個「東保十八庄」迎媽祖的

活動，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共有十八個村庄參與，這十八個村庄並沒有共有

的廟，但卻有一尊共有的媽祖稱為「十八庄媽」。每年 3 月 1 日(農曆)開始把附

近的旱溪媽祖、南屯媽祖、台中媽祖、彰化媽祖通通請來，參與繞境，隊伍當中，

「十八庄媽」在前領路，各庄依一定的順序，逐日在庄內迎神繞境並請客。近來

學界人士從「祭祀圈」的概念來探討這些迎媽祖的活動，藉由「神界」的疆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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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重新解讀「人界」中不同地域之間的從屬關係。這是典型宗教社會學式的研

究取向。 

（3）進香 

「進香」是到遠處的、有名的、歷史悠久的、香火旺盛的寺廟去朝香，表示

對該神明的敬意。與迎媽祖的差別是進香並不會把對方的媽祖之神像請回來，只

是去分沾她的香火，因此自己的神明是要出去的。到了進香對象的媽祖廟，神像

也要進去，放在神殿上，有時是用「掬火」的方式，有時是用交香的方式，沾取

對方的香火。另一個與迎媽祖的差別是進香的地點不一定與地域層級有關，因此

進香的地點遠一點也是常見的事。 

1987 年丁卯年九月初九，是媽祖昇天一千週年紀念，在湄州島舉行了大型

的媽祖千年祭典。有上萬名的香客湧進祖廟進香，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和

學者參與。 

 

4.參考資料：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A%BD%E7%A5%96 

http://nefertiti.myweb.hinet.net/3.htm 

 

（二）王爺信仰 

1. 王爺信仰 

王爺信仰，又稱千歲信仰，是台灣地區最盛行的道教信仰之一。一般認為：

王爺是代表天帝巡視人間善惡的大神，故加以敬奉，是以供奉王爺的廟時常稱

「 代天府」，王爺亦稱為「代天巡狩」。王爺信仰多半採行「數年一醮」，數

年方一次大型祭祀，香火隆重，另如有災禍或瘟疫亦可請王爺神像來該地區鎮壓。 

「王爺信仰」盛於南台灣，與中台灣的媽祖信仰並稱。俗曰：南王爺、中媽

祖。據 1960 年代所作的調查分析，全臺寺廟所供奉之主神共有二百四十七種之

多，其中具有廿座以上的寺廟者有廿九種，超過一百座以上的有九種神明，最多

最多的是王爺，共有七百一十七座，足見王爺信仰的普遍。 

隨時代變遷，王爺信仰至今，已經不限掌理瘟疫者，其代天巡狩之標誌，幾

乎等同於凡間為人申冤的司法官，也類似負責行政的地方父母官，與最早的傳

說，已不盡相同。 

而台灣的王爺信仰，也常被認為有海神、職業守護神的能力。如屏東東港鎮

漁民常會參拜東港東隆宮溫府千歲，台北縣淡水鎮碼頭工人常參拜淡水祖師廟奉

祀的蕭府千歲等。 

 

2.民間的王爺傳說 

民間的王爺傳說極其複雜，如： 

（1） 王爺為明末時之三百六十名進士，因不願仕清而自盡，玉帝特別敕封為

王，使之巡按天下，賞善罰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A%BD%E7%A5%96
http://nefertiti.myweb.hinet.net/3.htm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3%E6%AD%B2%E4%BF%A1%E4%BB%B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1%93%E6%95%9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E%8B%E7%88%B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9%E5%B8%9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5%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6%A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5%AD%E7%A5%8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99%E7%81%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8%9F%E7%96%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7%E5%8F%B0%E7%81%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8F%B0%E7%81%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A%BD%E7%A5%9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60%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A%9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B%A3%E5%A4%A9%E5%B7%A1%E7%8B%A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8%E6%B3%9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B7%E7%A5%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B7%E6%A5%AD%E5%AE%88%E8%AD%B7%E7%A5%9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1%8F%E6%9D%B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1%8F%E6%9D%B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B1%E6%B8%AF%E6%9D%B1%E9%9A%86%E5%AE%A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B1%E6%B8%AF%E6%9D%B1%E9%9A%86%E5%AE%A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5%8C%97%E7%B8%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5%8C%97%E7%B8%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7%A1%E6%B0%B4%E7%A5%96%E5%B8%AB%E5%BB%9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5%AD%E5%BA%9C%E5%8D%83%E6%AD%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8%8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0%B2%E5%A3%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8%8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E%89%E5%B8%9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E%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A1%E6%8C%89&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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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爺」為唐明皇時三百六十名進士，因明皇要試張天師法術而誤傷，

故天子賜其封為王，遊歷四海，遍享血食。  

（3） 王爺為秦始皇焚書坑儒時的儒者，各地感念，因而尊為王爺。  

（4） 王爺係古時之數名士人，途中見水井中有疫毒，自行投身井中，救人性

命，因此大德，而昇天為神。  

（5） 王爺為在水陸途中遇難的士子或官員，各地人民尊其為王爺，希望其英

魂能繼續庇佑百姓。  

 

3.台灣的王爺廟宇 

台灣的王爺廟宇，以奉祀「李、池、吳、朱、范」五府千歲者為最多。其中

有名的廟宇為：台南縣北門鄉的南鯤鯓代天府、麻豆鎮的麻豆代天府。高雄縣大

寮鄉之南雄代天府則是頗具規模的新興廟宇，規模不下於台南縣諸廟者。 

其他，不是此五姓之王爺，亦有甚具規模者，如：西港鄉慶安宮的五年千歲、

屏東東港東隆宮之溫府千歲。溫府千歲之信仰，可謂東港溪流域最盛大的王爺信

仰，有著名的燒王船祭典。 

 

4. 燒王船 

台灣早期以漁業為主的港口，常有王爺信仰的寺廟及祈福祭典。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有三：雲林嘉義一帶的五年千歲、台南一帶的五府千歲、屏東一帶的溫府

千歲。而王船祭典中，最著名的是擁有數百年歷史的東港東隆宮平安祭典。東隆

宮建於清高宗乾隆年間，主祀溫府千歲，平安祭典的活動每三年一科，是將奉上

天旨意代天巡狩的千歲爺接上岸來（稱為「請王」）。平安祭典過程重點在於千歲

爺遶境儀式，經過數日的祭典遶境（稱為「出巡」）後，千歲爺必須回天庭繳旨，

而「燒王船」則是送走千歲爺的儀式（稱為「宴王」、「送王」），也是整個祭典的

高潮，近年來常以「王船祭」稱之。燒王船的平安祭典代表著地方百姓對千歲爺

的感激，並祈求神明賜福東港百姓。 

 

5.參考資料：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E%8B%E7%88%BA%E4%BF%A

1%E4%BB%B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4%90%E6%98%8E%E7%9A%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C%B5%E5%A4%A9%E5%B8%AB&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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