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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序

縣長  序
 

臺灣四面環海，是典型的海洋國家，素有海洋守護神稱號

的「媽祖」，不僅保佑先民自唐山渡過黑水溝來到臺灣，也庇

祐人民的生命歷程，因此媽祖信仰在台灣有超越性別與種族藩

籬的特殊影響力。

彰化縣開發甚早，擁有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宗教也是不

可或缺的重要文化之一。媽祖是社會各階層民眾共同的信仰，

融合多元族群。彰化媽祖的信仰圈，不僅展現出臺灣民間自主

性澎湃的活動力，也看出媽祖信仰對民眾的影響力。

自民國97年起，匯聚公部門與地方廟宇力量共同舉辦的

「彰化縣媽祖遶境祈福活動」，至今已邁入第六年，逐漸成為

縣內重要的慶典活動。今年適逢彰化建縣290週年，本縣媽祖遶



彰
化
縣
媽
祖
遶
境
祈
福 

宮
廟
導
覽
手
冊

005序

彰化縣 縣長

境祈福活動也特別熱鬧，除有大型起駕晚會、八大科儀典禮、

民俗藝陣匯演、媽祖青年壯遊團、跟著媽祖遊彰化、神將紋身

貼紙、PO文拿好禮、攝影比賽及特色產業展等多樣化的精彩活

動。「宮廟導覽研習營」亦是活動之一，改變靜態研討會的模

式，實地參訪廟宇，讓各宮廟志工及民眾，更深入瞭解各媽祖

廟的歷史發展與特色。

《彰化縣媽祖遶境祈福宮廟導覽手冊》是一本認識彰化媽

祖廟的入門書籍，書中針對縣內各宮廟歷史沿革、建築特色及

周邊景點作介紹與闡釋，期待能讓民眾藉由這本導覽手冊的解

說，獲得更多的瞭解與樂趣，進而達到推廣及發揚本土文化精

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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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  序

彰化縣民對於媽祖的信仰極為虔誠，縣內廟宇每年舉行

遶境祈福活動之傳統，旨在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有鑑於

此，本局自2008年起縣內極具地方影響力的媽祖廟：田中乾德

宮、北斗奠安宮、埤頭合興宮、二林仁和宮、芳苑普天宮、王

功福海宮、社頭枋橋頭天門宮、伸港福安宮、彰化南瑤宮、芬

園寶藏寺、員林福寧宮等11間宮廟，共同舉辦遶境祈福活動，

2011年鹿港臺灣護聖宮加入行列，成為12間宮廟聯合遶境祈福的

盛大祭典。

本縣媽祖遶境祈福，特別選擇在農曆9月9日媽祖得道升

天紀念日之前舉辦。由各宮廟輪流擔任爐主，2008年王功福海

宮、2009年伸港福安宮、2010年彰化市南瑤宮、2011年芬園寶藏

寺，2012年的員林福寧宮，今年由社頭枋橋頭天門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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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文化局 局長

2013年度媽祖遶境祈福， 12間宮廟媽祖神尊從10月1日在

社頭枋橋頭天門宮集合後，展開精彩的系列活動，「媽祖宮廟

導覽研習營」即為項目之一，由深耕地方多年的學者及文史工

作者，帶領民眾探訪廟宇特色，及瞭解先民數百年來發展之脈

絡，及觀賞傳統藝術建築的文教。

《彰化縣媽祖遶境祈福宮廟導覽手冊》，是由多位學者專

家，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解說各宮廟的「歷史沿革」、「建築

藝術與廟宇特色」等，引領讀者有系統的認識本縣各媽祖廟及

週邊景點，能讓民眾可以輕鬆走一趟彰化縣媽祖宮廟及人文風

采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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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序

彰化縣文化資產學會成立至今已5年，學會由鹿港文工作者

陳仕賢及愛好文化資產的朋友共同創立，學會以推動彰化縣文

化資產守護、培育文化導覽人才並提昇導覽人員素質為宗旨。

2009年創立至今，學會會員從30多人成長至今，已逾120餘名會

員。

近年，彰化縣文化資產學會執行了「2008年彰化縣鹿港

聚落暨環境整合蹲點計畫」（籌備期間）、「2009年彰化縣田

野調查培訓研習營」、「2011探索彰化生態與文化之旅—小城

風情鹿港古都探索之旅」、「2011鹿港傳統文化節—踩街古鹿

港行」、「2012鹿港慶端陽系列活動—古蹟文化之旅」、2011

年、2012年、2013年「彰化縣—全國古蹟日」等活動。期間，

並參與「彰化藝陣普查」、「中央研究院—彰化縣寺廟GIS系統

建置與普查計畫」。



 陳 仕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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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媽祖遶境祈福活動已邁入第7年，是彰化縣大型文

化活動之一，並曾舉辦六屆「媽祖信仰學術研討會」，成果斐

然。2013年改以「彰化縣媽祖研習課程」活動，除了室內講

座，當天並安排四條路線進行12間宮廟的參訪。

此次，由學會籌劃「彰化縣媽祖遶境祈福宮廟導覽手冊」

的撰稿、攝影與美編。本書介紹參與彰化縣遶境祈福12間宮廟

的歷史與建築藝術，以報導文學的方式，讓讀者了解廟宇的

文化與特色。此次，感謝本計畫主持人林宗德理事的領導與統

籌，及撰寫團隊陳俐文、王之珩、黃傑俊、謝瑞隆等人的積極

參與，使本書順利付梓。

文史工作是永無止境的志業，願彰化縣文化資產學會的

會員，以「燃燒自己、點燃別人」的精神，點燃更多的文化種

子，為台灣這片土地的文化資產，共同守護。                  

                 彰化縣文化資產學會  



010 序



彰
化
縣
媽
祖
遶
境
祈
福 

宮
廟
導
覽
手
冊

011序

彰化
南瑤宮



012 彰化市南瑤宮

歷史沿革

雍正元年（1723）虎尾溪以北大甲溪以南的範圍稱為彰化

縣，縣治設在半線（今彰化市），雍正12年（1735）縣令秦士

望在此遍植莿竹，為彰化縣城最早的城牆。

彰化市有2座媽祖廟，城內媽祖「彰化天后宮」為官建，後

來遷建於永樂街。另一座位於彰化城南門外的外媽祖，就是現

今香火鼎盛的「南瑤宮」。

南瑤宮

◎線條優美的三川脊，搭配有層次的斷簷升箭口屋簷，視覺和諧具美感。（陳仕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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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彰化市南瑤宮

《彰化縣志》記載「天后聖母廟，⋯⋯ 一在邑治南門外

尾窰，乾隆中士民公建，歲往笨港進香，男女塞道，屢著靈

應⋯⋯」， 敘述了南瑤宮為民建，並有至笨港進香的活動，並

形容當時因媽祖靈驗而香火鼎盛，及進香時的熱鬧景象。

南瑤宮的歷史，相傳是笨港人楊謙至彰化城南門外應募

瓦窯工作，將隨身攜帶笨港天后宮的香火置於工寮內奉祀，因

神靈顯應，故當地民眾將媽祖香火共祀於福德祠內。乾隆14年

（1749）庄民倡議建廟，定名為「南瑤宮」主祀天上聖母。 

南瑤宮自乾隆創建至今已二百多年，期間經歷多次重要重

建。嘉慶7年（1802）士紳提議南瑤宮主殿重建，此次廟基擴增

建為原來的5倍。道光19年（1839）南門口庄總理汪安舒發起增

建右廊與左右樓。同治11年（1872）修飾正殿的圓柱棟樑，並增

設洗面所，至光緒年間又陸續修建。

大正元年（1912）南瑤宮組織改築委員會，士紳吳汝祥、

◎日治時期彰化南瑤宮三川殿廟貌（陳仕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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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吉臣、吳德功、林烈堂、李崇禮等人增建正殿（今為觀音

殿），聘請板橋地區大木匠師陳應彬主持，於大正5年（1916）

完成。

大正9年（1920）由新莊吳海同匠師主持正殿修建，大正13

年（1924）完成。昭和元年（1926）聘請來自泉州的匠師王益

順之姪王樹發主持三川殿修建，並由惠安石匠蔣馨負責三川殿

石雕承作，昭和11年（1936）完成。

民國44年彰化縣政府接管，於民國49年聘請鹿港彩繪匠師

郭新林進行彩繪。民國60年（1971）新建凌霄寶殿及左右香客

大樓，民國74年（1985）內政部指定為第三級古蹟。（今為縣

定古蹟）

◎由後殿鳥瞰觀音殿與正殿（陳仕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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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藝術與廟宇特色

南瑤宮整體建築坐西朝東，寬七開間深四進的格局。分別

為三川殿、正殿、觀音殿、凌霄寶殿。建築特色分述如下：

三川殿

三川殿由泉州惠安溪底派匠師王益順的姪兒王樹發設計承

造，樹發司曾參與鹿港天后宮與艋舺龍山寺建造，為著名的持

篙師傅。三川殿屋頂為簡約的三川脊，但屋簷用斷簷升箭口處

理，以不同的層次來豐富視覺上的美感。前簷步口廊立面石雕

為惠安峰前匠師蔣馨家族的作品，因為蔣馨在廈門開店，所以

南瑤宮前的石碑，有「廈門泉興石廠蔣馨督造」的落款。構圖

嚴謹、人物面部表情栩栩如生，姿態展現戲劇身段，是蔣馨家

族石雕特色。抬頭往上看，斗栱及縱橫分列的枋材，相互交錯

組織成網狀連成一片，稱為網目斗栱或如意斗栱。這種斗栱組

合是泉州派益順司、樹發司的建築特色，在鹿港天后宮、新竹

都城隍廟、艋舺龍山寺都可見到。

◎廈門泉興石廠蔣馨的落款 ◎ 如意斗栱是泉州派王益順家族的建築特色

（陳仕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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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三川殿內步口，正門一對龍紋彩繪與

一般媽祖廟的秦叔寶、尉遲恭門神不同，這是

因為南瑤宮香火源自笨港天后宮，而此系統的

媽祖廟正門均繪龍紋圖騰，繪畫者為劉人豪。 

民國49年聘請鹿港彩繪匠師郭新林彩繪樑枋。

新林司是鹿港郭派彩繪傳人，詩、書、畫造詣

皆具深度，作品構圖嚴謹細膩，擅長界畫、垛

頭的設計。此處可看到「玉湖漁叟」、「鹿溪

郭新林」落款。

◎南瑤宮正門龍紋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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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彰化市南瑤宮

三川殿內的八卦藻井以斗栱層層出挑，分為兩層，底層用

24組斗栱，上層用16組斗栱組砌而成，以八卦形往內齊集，因其

類似蜘蛛網，匠師常以「結網」稱之。結網藻井是臺灣廟宇建築

中最費工夫的技術，也是展現大木匠師手路的最佳場所，一般都

置於三川殿或正殿四點金柱範圍內。

正殿

正殿是祭拜的神聖空間，本殿建於大正13年（1924），由

新莊吳海同大木匠師承作，海同司擅長歇山重簷屋頂，三通五瓜

疊斗式的屋架，為加強挑高的四點金柱結構，在大通與方通間另

置五彎連枋與一斗三升，大大提升正殿的氣勢。

正殿內木雕精美細緻，瓜筒上的磬牌、獅座，通樑間的雀

替、員光內封神榜的齣頭，甚至柱頭的鼠咬金瓜、斗栱上的花

鳥、渾圓飽滿的螭虎斗栱，個個都有極緻精彩的表現。

其他在通樑上彩繪有劉人豪的落款。後牆交趾燒有陳眛、

陳國士的落款，陳氏家族為永靖著名的剪黏、交趾燒匠師，彰化

地區也可常見到其作品。

◎正殿神龕（陳仕賢攝） ◎正殿的木雕，做工細緻華麗。（陳仕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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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殿

目前南瑤宮整體建築中以完成於大正5年（1916）的觀音殿

年代最早，原本因為南瑤宮香火鼎盛，空間不敷使用，故於大

正元年（1912）組織改築委員會來籌建正殿的相關事務，委員

會聘請板橋匠師陳應彬承作，彬司素有臺灣媽祖廟建築推手之

稱。北港朝天宮、朴子配天宮、旱溪樂成宮、豐原慈濟宮皆出

自其手。

但完工時呈現在眾人眼前的，並非傳統富麗的閩式廟宇，

卻是在歇山頂上舖日本瓦，並置上三個老虎窗；入口處的小山

頭勳章飾，是當時流行的「開模印花」技法，並在屋脊與簷口

牆面大量的使用捲草或芼莨葉、番仔花，柱頭也仿古典歐式風

格；而內部天花以方形分格逐層而上，周邊用浮雕裝飾；兩旁

十八羅漢用洋式泥塑框架，種種手法皆顛覆了傳統風格。

這種中、西、和式建築雖在當時流行於民間，且出自名匠

師陳應彬之手。但在傳統的廟宇中實在難以讓信徒接受，原本

規畫為正殿，不得不改為觀音殿。所以才會在大正9年（1920）

另聘海同司主持正殿修建。

◎顛覆傳統的觀音殿，經歷滄桑，百年後卻是南瑤宮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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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殿是陳應彬畢生建築生

涯中僅見的特例，穿越時空百年

後，卻是南瑤宮的建築特色。

龍柱

南瑤宮有三對精彩的龍柱，

三川殿龍柱為昭和5年（1930）

由老二媽會員所敬獻，正殿龍柱

為大正13年（1924）由臺中市樹

子腳林懋時所敬獻。觀音殿龍柱

為大正5年（1916）嘉犛庄阮建

華敬獻，三對龍柱都是日治時期

的作品。柱身多鏤空，單龍盤

柱，4爪握珠，張口八字嘴，柱

上有人物坐騎，繁複熱鬧。另

外三川殿內部口的花鳥柱也是

精采，可惜雕花柱均用鐵網包保

護，無法真正欣賞全貌。

◎觀音殿前大正5年的龍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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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香爐

位於南瑤宮正

殿供桌上的香爐，

外表雖上過紅橙色

彩漆，但是由底部

仍可察覺石材的質

地 ， 香 爐 正 面 刻

「南瑤宮」，右側

刻「道光丁亥年」

（道光7年）。下方

以「螭虎吞腳」造

型，但爐耳兩側的螭虎卻是螭首張口倒轉，使下半部穩重並為

視覺焦點，香爐雕刻比例完美渾厚古樸，不但是精緻的作品更

是有歷史與藝術之價值。

香擔

香擔是南瑤宮至笨港進香

活動的重要器物，進香過程中，

香擔內爐火不可間斷。舉行會香

儀式時，將祖廟或大廟的媽祖香

火放入擔內香爐後，等於得到祖

廟新的神力，一路由振興社成員

隨行保護香擔，一般香客都不能

靠近，回到南瑤宮後才能開啟合

爐，這種習俗至今仍然被保存。

◎ 正殿道光年間的香爐，兩側螭虎倒轉張口，

造型特殊。

◎ 南瑤宮前往笨港天后宮進香的

香擔（陳仕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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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彰化市南瑤宮

匾額

從匾額中可以探討南瑤宮的歷史軌跡，

觀音殿內嘉慶21年（1816）的「慈航普濟」

匾，昭和9年（1834）南瑤宮改築會所獻的

「大慈大悲」匾。正殿道光年間由噶瑪蘭通

判羅道所獻的「福蔭海山」匾，大正四年臺

中廳長枝德二「靈鍾海國 」匾。

三川殿甲子年聖三媽總理林金山與會員

所獻，鹿港名書法家王席聘敬書的「海賈蒙

庥」匾，光緒12年（1886）敬獻者不詳「后

德配天」等匾額，從中都可了解南瑤宮的歷

史。

◎「福陰海山」匾（陳仕賢攝）

◎ 光緒皇帝御賜「與天同功」（陳仕賢攝）



022 彰化市南瑤宮

宗教活動

南瑤宮天上聖母往笨港新港會香

南瑤宮媽祖源自笨港，因此會擇期至笨港進香，據《彰化

縣志》記載：「歲往笨港進香，男女塞道，屢著靈驗」。在日

治時期，南瑤宮往笨港進香是全臺規模最盛大的進香活動，目

前南瑤宮仍有龐大的信眾組織，每年前往笨港「天后宮」新廟

「換龍袍」，再至新港奉天宮會香。

媽祖會

嘉慶7年（1802）南瑤宮重建後，香火逐年興盛，隨駕的香

丁都徒步往返笨港。嘉慶19年（1814）信眾提議組織往返笨港

進香時護衛媽祖聖駕與辦理媽祖壽誕祭祀活動的團體，就是今

老大媽會的前身，也是最早的媽祖會。目前南瑤宮有十個會媽

會，各會每年都有例行的「作會」，即在南瑤宮舉行媽祖的祝

◎ 南瑤宮笨港進香（陳仕賢攝） ◎ 南瑤宮十會媽神像（陳仕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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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彰化市南瑤宮

壽祭典；「過爐」是在輪值的角頭內請南瑤宮媽祖來轄區遶

境，並宴請其他角頭的會員，稱為「吃會」。進香是十個會

媽會共同的活動，各會輪流辦理。老大媽會、老四媽會及聖

四媽會合辦稱為大媽年；老二媽會、興二媽會、老五媽會合

辦稱二媽年；聖三媽會、新三媽會、老六媽會合辦稱為三媽

年。彰化地區有「大媽四愛吃雞，二媽五愛冤家，三媽六愛

潦溪」諺語。南瑤宮媽祖會是中部最大的神明會組織，從嘉

慶年間至目前仍持續運作中，是彰化地區重要的無形文化資

產。

◎ 會媽會祭祀先輩（陳仕賢攝） ◎ 會媽會先輩圖（陳仕賢攝）



024 彰化市南瑤宮

南瑤宮中彰投地區十會媽角頭遶境祈安活動

南瑤宮十個媽會會員大致上分布在濁水溪與大甲溪間，透

過宗教活動凝聚庄民向心力，團結村庄力量，達到族群和諧。

神明會是清、日據時期很重要宗教組織，而南瑤宮媽祖更是中

部地區重要的宗教信仰中心。

往年都是各地媽祖會信徒到南瑤宮進香，自民國100年開始

南瑤宮首次舉辦「中彰投地區十會媽角頭遶境活動」，媽祖聖

駕至信仰圈內的重要宮廟遶境。無論路線或駐駕地點，都是南

瑤宮創建兩百多年來首見。101、102年南瑤宮仍繼續行腳，在

古清代時期的彰化縣境內「南瑤宮信仰圈」範圍內遶境，大家

可以追隨媽祖的步履，實地了解南瑤宮十媽會的祭祀範圍與組

織脈絡。

◎ 新港奉天宮會香（陳仕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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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彰化市南瑤宮

週邊景點

八卦山風景區是到訪彰化不可錯過的景點，八卦山大佛是

彰化的地標，銀橋公園、文學步道、1895八卦山抗日保台史蹟

館、生態旅遊服務中心等周邊景點，都具歷史與觀光特色。

彰化是具有豐富人文的古城，八卦山下的節孝祠、武德

殿、孔廟、元清觀等古蹟，呈現不同時代的彰化歷史軌跡與建

築、信仰、工藝之美。但別忘了品嘗彰化特色小吃，肉圓、爌

肉飯、黑肉麵，木瓜牛奶等，用料實在口味道地的平民美食，

滋味令人難忘。最後，選購鹹麻糬、苔條花生、卦山燒等彰化

伴手禮與親友分享，豐富的彰化之旅，使您留下了滿滿的旅遊

記憶。





鹿港
台灣護聖宮



028 鹿港台灣護聖宮

歷史沿革

台明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也是台灣護聖宮主任委

員林肇睢，年輕時就開始參與寺廟活動，內心深處有著對神明

虔誠信仰與執著。民國82年擔任鹿港天后宮主任委員，與媽祖

有著很深的淵源。後來又陸續擔任護安宮、福德宮等廟宇的主

委，在鹿港有「廟公」之稱。

台灣護聖宮

◎位於鹿港彰濱工業區內的護聖宮，是全台唯一的媽祖玻璃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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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鹿港台灣護聖宮

◎台灣護聖宮璀璨的夜景（陳仕賢攝）

林肇睢總經理本業是玻璃，民國95年在鹿港彰濱工業區內

打造一座台灣玻璃館，展示以玻璃材質為主的各項產品，並推

廣玻璃藝術之美，免費入場參觀，訪客逐年增加。有玻璃館的

經營模式經驗後，計畫要將玻璃技術、宗教信仰、台灣生態之

美與文化藝術結合，終於在玻璃媽祖廟護聖宮實現他的夢想。

「台灣護聖宮」玻璃媽祖廟於民國96年動工，斥資新台

幣1.2億，動用超過7萬片玻璃打造，從發想到落實，前後長達

6年，直到101年3月31日邀請馬英九總統親臨主持入火安座大

典，並點亮八卦天燈後，才正式開放全國信眾自由參訪，是全

球唯一從裡到外以玻璃材質打造的媽祖廟。



030 鹿港台灣護聖宮

建築藝術與廟宇特色

傳統建築使用材料以木材、石材、磚造為主。木料韌性

強、質地輕、紋理細緻具雕塑性，常見於樑柱、斗拱、木雕小

木作。石材具承重性、隔絕濕氣，常見於台基、石柱、柱珠、

欄杆。而磚造常見於地板鋪面、牆身組砌。依據各種建材的特

性而有不同的功能與放置場所，所以傳統建築有「牆倒屋不

倒」之說，就是在陳述木材結構與磚牆間的特性。

整座玻璃廟除了鋼骨主結構外，全都是運用玻璃材質，以

缺乏彈性的玻璃建構廟宇，要如何克服結構與承重，並要具防

颱、防震、與濱海的強勁東北季風，同時也要表現傳統建築的

特性與風貌，種種問題都需解決與克服。所以這是一座顛覆傳

統建築工法，而是結合現代科技的前衛廟宇。

玻璃廟係以筏式基礎結合鋼骨結構，強度可耐八級地震，

十七級陣風。屋頂與牆壁全是使用膠合玻璃，由建築設計師們

首創「刀板工法」，不必靠釘槌和接著劑就能緊密的銜接。而

五門殿的柱子是用中空玻璃，它可以用來裝飾和具隔音、透光

功能，所以夜間在LED燈的照亮下，更令光影璀燦奪目、五彩繽

紛，成為許多攝影師最佳取景景點。

走進三川殿可細細欣賞以玻璃材質，融合彩繪、窯燒、熱

塑、堆疊等工法，匯聚建築藝術創作，而呈現出不同於一般廟

宇的建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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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鹿港台灣護聖宮

廟宇前埕兩旁的八字牆玻璃浮雕，龍邊將軍

手持旗，球，暗寓「祈求」之意；虎邊將軍手持

戟、磬，暗寓「吉慶」之意。屋頂沒有華麗的交趾

燒、剪黏裝飾，單調的視覺焦點反而聚焦於屋脊兩

端曲線向上揚起，尾端並分叉如燕子尾巴的燕尾，

護聖宮的燕尾，將膠合玻璃烤彎強化處理，線條優

雅流暢猶如飛入雲端。

◎ 線條流暢的燕尾穿入雲端，是將玻璃烤彎強化處理。



032 鹿港台灣護聖宮

三川殿一對龍柱，柱上以玻璃鏡片組成的雲龍，左邊的龍

柱龍頭朝下，右邊的龍柱龍頭朝上，代表的是「乾坤交泰」。

對看牆龍虎堵採玻璃噴砂及玻璃彩繪為主，左邊為青龍和日

月潭，右邊為白虎和阿里山，意云「龍瞰日月潭，虎躍阿里

山」。

一般廟宇垂花吊筒都用細膩的木雕表現蓮花、白菜與流

蘇，此處以台灣蝴蝶玻璃照片組合的而成的吊筒。門神是玻璃

彩繪秦叔寶與尉遲恭，龍邊秦叔寶鳳眼手持鐧，虎邊尉遲恭圓

睛手持鞭。側門兩旁宮娥，手捧牡丹，代表「富貴」。一般廟

宇為強化樑柱交接處，使之不變形，通常會以一塊雕塑鳥獸、

鰲魚的木材固定，稱為插角或雀替，此處用玻璃鰲魚造型相當

特別。

◎由玻璃鏡片組裝的龍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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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鹿港台灣護聖宮

天井因周圍玻璃擋住氣流，為避免內

部乾燥，因此作成天池，可調節內部溫溼

度。夜晚時燈光投射，水中倒影成為美麗

的景象。池中八卦象徵太極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圍四邊有蝙蝠象

徵「賜福」。

◎玻璃彩繪門神。



034 鹿港台灣護聖宮

正殿主祀神明媽祖為琉璃神像，香火源自湄洲與鹿港天后

宮。媽祖左右護法千里眼與順風耳神尊是由青斗石雕刻， 龍邊

千里眼青面獠牙，手持戟，眼觀四方。虎邊順風耳紅面獠牙，

手持斧，耳聽八面，兩位隨祀於媽祖駕前，聽世間疾苦，輔佐

聖母驅邪鎮惡護佑萬民。陪祀之神明為吳府千歲與福德正神，

相同用琉璃尊製而成，吳府千歲香火源自鹿港護安宮分香過來

的。

安奉神明的基座稱為神龕，經由吳府千歲指示，將紅樟木

根由1400片玻璃堆疊，呈現台灣第一高峰「玉山」主峰，片片

用手工切割、堆疊，立體的雕塑出玉山的雄偉壯闊，每天隨著

太陽照射角度不同，呈現出不一樣的光影，陽光昇起落幕時，

都讓這座神龕充滿了生命力。神龕外框周圍繞著台灣原生鳥類

和稀有生物，處處呈現出臺灣風情與美貌。

位於神龕的上方，木雕藻井以鏤空處理不作天花，除了

清楚的看到藻井的結構與雕刻之美外，也讓陽光穿透了玻璃屋

頂，更能穿透藻井，光影揮灑整座正殿，有如媽祖慈光普照鹿

港子民。

◎變化無窮玻璃的光影輝映水池的倒影，璀燦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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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鹿港台灣護聖宮

玻璃船與玻璃神轎

在台灣玻璃館內，展示的玻璃媽祖船，船

體用退役的玻璃纖維魚船改造而成。船身彩繪藍

白顏色，周圍有台灣白海豚隨船跳躍相伴，有如

在汪洋大海中航行時，浪花四濺的景象。船頭的

「夔龍」的圖像，正中彩繪金色台灣，代表雙龍

護台。玻璃船共以7,200片玻璃鏡片組成，總重量

約8公噸。於民國100年9月配合彰化縣媽祖遶境活

動，由王功啟航，遶境彰化縣各宮廟，像艘聽取

民間疾苦，救苦救難的媽祖船。
◎

 

全
臺
首
創
的
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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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 鹿港台灣護聖宮

玻璃船旁的玻璃神轎也是全球首座，

神轎使用彩繪、窯燒、琉璃、噴沙、平板

等不同材質的玻璃製成，歷時42天完成，

花費新台幣63萬元，全重達210公斤；由台

灣檜木及各式特殊玻璃鑲造，是台灣玻璃

團隊發揮創意與玻璃藝術的成果。

從護聖宮玻璃廟看到玻璃技術的極致

表現，可說是一座結合產業經濟、宗教科

儀、民俗體育、傳統工藝、文化創意、電

子科技的藝術中心，傳遞了臺灣玻璃藝術

之光，想到玻璃藝術就想到臺灣—彰化。

◎
 

玻
璃
神
轎
由
台
灣
檜
木
及
各
式
特
殊
玻
璃
鑲
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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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鹿港台灣護聖宮

周邊景點 

台明將台灣玻璃博物館位於護聖宮旁，館內各項作品展示

出台灣玻璃的高超技術，而附近的大統長基醬油博物館、白蘭

氏健康博物館都是不可錯過的景點。

彰濱工業區不遠處就是鹿港小鎮，鹿港的宗祠廟宇、歷史

老街、民俗工藝、地方特色小吃等等名聞全國，規劃彰濱、鹿

港二日旅遊路線，將知性與休閒結合，可以更深度的認識彰化

人文與產業。





王功
福海宮



040 王功福海宮

◎福海宮前立有旗竿

歷史沿革

明崇禎12年（1639）林晉璧和林晉玉兄弟，從福建同安來

到王功這個地方，遙望三溪交會入海，遠看如游龍口吐蓮花，

並有七粒沙崙環繞，猶如七枝蓮花梗浮出水面，兄弟兩人因此

決定在王功落腳，寫下王功移民開墾史的首頁。

王功原稱「王宮」，但在地方民眾的傳說中，改稱「王

功」。一說是嘉慶初年海盜蔡牽率船隊要從王宮港登陸搶劫

福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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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王功福海宮

庄內的財富，庄內

壽山宮的王爺和普

山宮的上帝公，化

身巨人出面嚇退海

盜 船 隊 ， 王 宮 地

區才免於遭受海盜

的劫掠，地方民眾

為感謝王爺公的功

勞，所以地名才由

「王宮」改為「王

功」，意思是王爺

公的功勞；另一種傳說則是嘉慶17年（1812），彰化縣令楊桂

森到王宮巡視，認為這個地方有冒犯皇宮的嫌疑，所以下改為

王功。

根據《台中州寺廟台帳》記載，日治時期福海宮信仰圈涵

蓋沙山庄、大城庄、二林庄、竹塘庄、鹿港街部份，遠至台東

鹿野。而日治時期正是福海宮最破舊的時候（媽祖撐傘），香

火還能如此鼎盛，顯見福海媽的靈驗。

鹿港海防同知鄧傳安道：「夫閩省無處不有天后宮，俗稱

媽祖宮，而王宮福海宮開基媽祖，為八寸六分金身，相傳自明

永曆年間，隨先民渡海來台，經百餘年，或隨爐主，或居土角

厝。」至嘉慶17年（1812）始由彰化知縣楊桂森，出巡蒞臨發

現媽祖廟址所鎮乃龍蝦吉穴寶地，但廟小穴大不相配，遂倡改

建，除撥官銀並獲眾郊商民踴躍捐獻。

◎開基媽‧ 廟內現存最古老的文物



042 王功福海宮

《彰化縣志》記載：「彰化港口，以鹿港為正口，然沙汕

時常淤塞，深則大船可入，淺為小船得到，如王宮番仔挖，遷

徙無常。」可見嘉慶初年，王功因為港口而興盛，有了人潮，

在經濟上自然會充裕些，再加上依海為生，面對又是險惡黑水

溝，往來的商旅、漁船自然會在港口修建媽祖廟以求保護。

在歷史上王功地區是一個遷徙無常的港口，濁水溪時常

因大水氾濫成災，因此王功有句俗話說：「一千年穀倉，三千

年溪門」，在福海宮的廟貌大致完成之後，王功港卻漸漸淤淺

了，更南的芳苑港逐漸取代王功港的位置，福海宮也就逐漸少

有外地信徒來到，慢慢轉化成王功人所崇奉的地方寺廟，在鄉

民心目中的地位更是尊崇和重要。

◎三川殿的龍柱與石雕（陳仕賢攝）



彰
化
縣
媽
祖
遶
境
祈
福 

宮
廟
導
覽
手
冊

043王功福海宮

廟宇改建工程進行一半，後殿剛完成，楊桂森知縣即告老

返鄉，整個福海宮的改建工程中斷多年。道光4年（1844）台灣

府鹿港海防同知鄧傳安來王功，見狀捐官俸再倡建福海宮。獲

得鹿港眾郊商民響應捐獻，拜殿及兩廊得以完成。

◎清晨王功漁港

◎拜殿前泥塑龍柱（陳仕賢攝）



044 王功福海宮

道光5年（1825），鹿港廈郊船戶新福來海上遇難，祈求媽

祖而化險為夷，為叩答鴻恩，捐資增建左右五門亭及牆圍。但

年久失修，殘破的福海宮，使千里眼和順風耳也淋到雨，信徒

就用斗笠戴在祂們的身上，甚至於媽祖的神像上還撐著雨傘，

媽祖起駕時還會說風雨來時祂無處可住，真是令信徒感到心

酸，但礙於沒有縣令的官位是不能修繕的，所以歷經重建後的

百餘年，福海宮未重修過。

民國52年，因應信徒增多與廟務增加，改設南側禪房及設

置辦公室，此後，陸續興建了大門牌樓、鐘鼓樓、停車場、廂

房、觀音佛祖殿，到了民國70年代，已有餘力購買廟前及廟後

的土地。

◎正殿黑面媽祖（陳仕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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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王功福海宮

建築藝術與廟宇特色

入門牌樓極為壯觀，廟宇為三進二院建築風格，屋頂剪

黏裝飾華美，廣場立有兩隻高高的旗竿。廟前右方有口龍泉古

井，井內龍泉水由來相傳是嘉慶17年知縣楊桂森，出巡時發現

福海宮廟址乃龍蝦穴寶地，故於廟右前方鑿一口古井曰：「龍

泉井」，早期的井水可直接取用，可看出它的豐沛與不竭；而

且距海甚近，地下水多鹼性，唯獨這口龍泉井清澈甘甜，百年

不變。

350餘年前隨渡海來台的先民所祭祀的「船仔媽」與同時期

的「錠頭公」，也隨之奉祀在廟內，「開基媽」同時也是廟內

現存最古老的文物，由最初的簡樸裝置到現今身穿龍袍頭戴鳳

冠，可知福海媽深受信徒們的愛戴。

◎龍泉井



046 王功福海宮

古代往來台灣福建之間的漁船、商船，往往主要供奉媽祖

神像，另外再於船頭掌舵之處供奉錠頭公，福海宮的錠頭公神

像，又有「船頭公」之稱，置於正殿媽祖神龕前，其大小與媽

祖相同，雕工紋路也相彷，甚至於連材質也一樣，因此應與福

海媽的年代相同，「船頭公」原本是和媽祖一起供奉在船上的

隨船神明。

兩大護神將千里眼與順風耳精神抖擻，兩邊神龕敬祀註

生娘娘及福德正神。神桌底下虎爺前擺放磁碟，而交換碟中錢

◎福海宮壯觀的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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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王功福海宮

◎廟中現存最早匾額是道光9年，笨港縣丞沈應清所署題匾額。

幣，會帶來好運與錢財，後殿為三層樓，二樓供奉觀世音菩

薩、十八羅漢，寶相慈悲莊嚴。三樓為凌霄寶殿，奉祀至高無

上玉皇大帝，神龕雕刻精緻。

福海宮屋瓦鋪著不同於一般寺廟的青綠色瓦片，根據地方

耆老傳說，楊桂森告老還鄉時，曾經交待日後重建時，必須要

用青綠色的屋瓦，因為福海宮位在龍蝦穴上，使用青綠色屋瓦

就好像綠色蝦殼，代表龍蝦生命力旺盛；如果覆上紅色屋瓦就

代表龍蝦死了。



048 王功福海宮

周邊景點

每逢漁汎季節，船隻雲集夜間海面，萬盞漁火忽遠遠忽近

蔚成奇觀，「王功漁火」早早就被列為「彰化八景」之一。無

論從得過國內外大小獎項的王功生態景觀橋；造型有如拉滿的

弓，蓄勢待發即將發射的「王者之弓橋」；或是全台最年輕的

燈塔「芳苑燈塔」，都是令人醉心而流連往返的。 

王功美食大都聚集在芳漢路。再來米加黃豆調和成米槳，

再加切碎的韭菜、珍珠蚵，油炸成金黃色口感酥脆的「炸蚵

◎芳苑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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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王功福海宮

仔」、傳到今已第三代的「枝仔冰」，以及各式各樣海產小

吃，都是來到王功不能錯過的！

「王功蚵藝文化協會」將原是漁貨直銷中心的場地開設成

王功故事館，擺設各式各樣的以蚵殼製作的蚵藝作品，獨一無

二的蚵藝創作不但提供販售，也可以親手DIY，體驗化腐朽為神

奇的驚嘆。





芳苑
普天宮



052 芳苑普天宮

◎臨近芳苑海邊的普天宮（陳仕賢攝）

普天宮
歷史沿革

嘉慶年間鹿港港口淤積，船隻改由王功港進出，再由海溝

進入鹿港，王功港在此興起，道光年間王功港也屯積沙，船隻

再改由番仔挖進出，番仔挖港在此時興起，清末時期番仔挖有

全台第35大市街美稱，當時遂有「一府二鹿三艋舺四寶斗（北

斗）五番仔挖（芳苑）」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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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芳苑普天宮

◎臨近芳苑海邊的普天宮（陳仕賢攝）

來到芳苑漁村，望著高聳壯觀的寺廟，會讓人發出驚嘆

聲，從這座號稱世界最大的媽祖廟放眼望去可見台灣海峽，一

大片紅樹林是第一道天然屏障，登高望遠，海岸風光盡收眼

底。芳苑白馬峰普天宮位在芳苑鄉芳苑村芳漢路，佔地六甲

多，建築總面積將近六千坪，五個樓層高，高約36.5公尺，新建

的白馬峰普天宮於民國80年11月26日正式動工興建，歷經9年精

心的規劃，終於在民國89年入火安座。

芳苑普天宮奠基至今已經有三百餘年了，在康熙3 6年

（1697），福建水汎台灣分隊右哨千總陳成功，在番仔挖（今

芳苑）設右哨練兵場，防禦中北部沿海海防安全，為確保航海

巡防安全，特由福建省湄州島媽祖廟，恭請湄州媽祖金尊，奉

祀在船艦，隨航護佑陳成功任期屆滿時，為感念媽祖的神威與

庇佑，與庄民善信等倡導建廟奉祀湄州媽祖金尊，宮名為「普

天宮」。



054 芳苑普天宮

然而因年代久遠及海邊時而潮汐暴漲，沖塌舊廟，僅存聖

母金尊及木牌一座，村民於咸豐9年（1859）第一次遷廟於芳

苑街上，每逢慶典來自全省各地的信徒無數，街道狹窄擁塞非

常。再加上宮廟歷經滄桑，殿宇傾頹，磚瓦剝落，雖然歷經無

數次整修，還是不復往日景觀，民國34年陳纖先生招集各村長

及地方人士，籌組重建委員會在原地重建廟宇。

數十年來，聖母神威顯赫，信徒日日增加，每逢假日慶

典，香客雲集，常造成街上交通的不便，於民國72年由洪江

懷、江輝宗及徐鴛先生發起組成「芳苑白馬峰普天宮重建委員

會」。民國74年媽祖托夢給重建委員康宗先生，指示普天宮廟

身座位，要在白馬峰吉地穴－古早芳苑庄北海邊有座小山崙

（沙丘），山崙上草木綠蔭盎然，白鷺鷥、海鳥等野生鳥類相

當多，正是福地所在。傳說當地附近村民早上起來，廚房水缸

的水經常全部消失或減少，而覺得納悶，於是大清早起來守候

察看，發現有一隻白馬來把水缸喝完後跑到山崙上，白馬穴就

在此傳遍全村。

◎廟旁的白馬雕像（陳仕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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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芳苑普天宮

建築藝術與廟宇特色

普天宮三百多年來歷經3次遷徙，早已不復見傳統古老廟

宇的建築結構，然而建築由樸實乃至豪華氣派，石雕訴說著一

幅幅媽祖的故事，交趾陶在屋簷、牆壁上演著一篇篇的三國演

義、封神榜忠孝節義故事。

普天宮從創廟至今越翻修越壯觀，信徒愈來愈多，因她坐

擁「白馬穴」的風水地理，左擁濁水溪、右抱大肚溪，背有八

卦山烘托，前有台灣海峽，形成一旺盛的地理位置。

◎普天宮三川殿（陳仕賢攝）

◎色彩鮮豔的交趾陶吊筒

◎普天宮廟額（陳仕賢攝）



056 芳苑普天宮

進入普天宮需爬上17層的階梯，民間新建屋以抬高地基來

防淹水，廟宇有高的台基則可彰顯地位。二樓乃聖母殿，矗立了

十六點金柱（一般為四點金柱），劃分成5個空間，25個區塊，

區分五位神尊所轄，宮內保存有咸豐9年「海國安瀾」古匾，是

很重要的古物。三樓玉皇殿、四樓香客大樓可容納香客兩三千

人。

普天宮開基湄州軟身媽祖金尊是在清康熙36年（1697）陳

（成功）千總由湄州島祖廟恭請來台，是台灣早期來台湄州媽祖

其中之一。正殿普天媽祖在2000年普天宮第3次遷廟重建聖母殿

安座，用整棵樟木雕塑七尺七寸媽祖金尊。芳苑普天宮的開基觀

音佛祖，在咸豐9年（1859）第一次遷廟重建在芳苑街上時，安

奉於後殿的鎮殿觀音佛祖（高2尺8寸），至今已有154年的歷史

了。

◎咸豐9年「海國安瀾」古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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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芳苑普天宮

◎普天宮正殿媽祖（陳仕賢攝）

◎媽祖出巡時的儀杖與執事牌（陳仕賢攝）



058 芳苑普天宮

浮壁觀音（神像奇蹟）

普天宮曾發生過一個神蹟顯現的奇蹟，員林玉旨高陽堂

奉帝爺公玄天上帝指示，於民國90年10月28日，前往芳苑白馬

峰普天宮接天香，一行人到了普天宮參拜用完餐後，乩童與信

徒們在偏殿休息時忽然發現牆壁上浮出觀音神像，根據廟方記

載，壁上的觀音佛祖斜立蓮花座，手執楊柳，滴線甘露，頃波

領航現龍首，清晰襯托「南海普陀山觀音菩薩像」，當時約

一千多人在場，可說是人山人海，大家爭睹奇蹟。

參拜完聖母殿，就可以往太歲殿前進，途中在左側廂廊邊

有一道文化走廊，裡面陳列著各式資訊，細細觀察可了解普天

宮的歷史。鐘鼓樓的屋頂為六角型、七重簷，屋頂成反曲線，

晨鐘樓頂立千里眼、暮鼓樓頂立順風耳。垂脊、吊筒、豎材材

質為交趾陶，站在鐘鼓樓遠眺海邊成群結伴白鷺鷥停棲在樹林

中、或是抬頭仰望海鳥展翅遨翔、等待落日餘暉將海面染成鮮

紅，是普天宮獨特的私人景點。

◎浮壁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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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芳苑普天宮

周邊景點

「福寶濕地」及「漢寶溼地」範圍涵蓋了彰化鹿港鎮以

南，芳苑鄉新寶村以北，擁有西海岸生態環境最豐的海岸濕地

景觀，也被稱為「水鳥的聖地」；坐牛車出海至「蚵田」採蚵

是先民生活的智慧，在地文史工作者魏清水先生說，牛車採蚵

目前在芳苑僅存26台，希望能以50％解說，50％親身體驗，讓

民眾感受牛車穿梭於蚵田，漁婦揮著手鞭趕著牛兒，將一簍簍

牡蠣運回家全台僅存的古早漁村文化。芳苑國中舞龍隊從開始

使用「二手龍」作為訓練，到全校師生DIY製作新龍，終於在

全國中小學競技舞龍錦標賽中連續4年4連霸，得獎無數屢獲佳

績，都能看出海口囝仔堅強的韌性。





二林
仁和宮



062 二林仁和宮

◎仁和宮的廟貌（陳仕賢攝）

仁和宮
歷史沿革

位於彰化平原西南隅的二林鎮，土地面積在彰化縣境內各

鄉鎮市中佔第二位，僅次於隔壁填海造陸的芳苑鄉。 二林地名

的來源，要追溯到原住民平埔族二林社的後代，當時彰化縣境

內的平埔族共有十一社，二林社是其中的一個。因地勢平坦、

土壤肥沃，加上民風勤奮、文風鼎盛，二林素有「儒林」之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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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二林仁和宮

◎大正14年重修時的碑文（陳仕賢攝）

仁和宮創立於康熙58年（1719），真正設於本址，應該

追溯自乾隆5年（1740）。當時並不稱為「仁和宮」，而稱為

「聖母宮」。嘉慶12年（1807）廟貌剝落，地方耆老士紳倡議

擴建，因嘉慶14年（1809）蔡牽事件而停工，直到嘉慶20年

（1815）的第一次重修的碑文中提到增建後殿，也就是觀音

殿，名稱也改為「仁和宮」。所以重修以前的建築應該只有三

川殿及正殿。

大正13年（1924）由於廟貌傾頹，由庄長林炳爐、董事

洪宗珍等地方仕紳再度發起重修，此次距離嘉慶年間的重修，

已逾百餘年，重修花費一萬四千餘元圓，除了結合二林地區四

庄信士捐款外，並得到林本源會社及鹿港大和行辜顯榮的捐

款參與，大正14年完工。民國50年（1961）及最近民國89年

（2000）的重修，也僅是針對木材腐蝕、樑柱傾斜等加以修

護。



064 二林仁和宮

建築藝術與廟宇特色

仁和宮為三進二院的建築風格，分別為三川殿、正殿及後

殿，三川殿為單簷歇山式建築，正殿與後殿則為硬山式建築，

三川殿面寬三開間，殿前有一對龍柱及獅座，為日治時期重修

的作品。兩旁龍虎堵石雕，仍保存大正13年（1924）的作品，

線條簡單樸質。

三川殿龍柱分為龍身之柱身、圓形的柱珠及地平面的柱

礎。龍邊的龍柱上除了代表公龍以外還有一些錦鯉魚；虎邊則

代表母龍，身旁還有一隻小龍，也刻了「禹門」，形成一幅

「鯉魚躍龍門」景象。

◎三川殿為三開間建築（陳仕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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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二林仁和宮

廟門旁的獅子左為

公獅、右為母獅。在中

國早期的社會是男尊女

卑，所以公獅可以開口

大聲說話，展示威姿。

母獅則合嘴，且身旁

帶著一隻小獅，感覺較

溫馴。以這樣的雕刻方

式來說應該是乾隆時期

的作品。正中央頂頭上

有豎匾，上寫著『仁和

宮』。兩旁有許多雕刻

精美的木雕。

◎

三
川
殿
的
木
雕
與
石
獅
（
陳
仕
賢
攝
）

◎

仁
和
宮
廟
額
（
陳
仕
賢
攝
）



066 二林仁和宮

屋頂上的三尊「福祿壽」雕

塑又稱「財子壽」。屋脊正脊兩

端有像燕尾般尖尖的翹起，屋脊

有三國演義故事之剪粘，並有四

隻神獸及四邊有龍般的水草護持

著，兩旁亦有兩條龍守護著。屋

頂上的馬背、規帶及墀頭，都有

美麗的雕塑及歷史故事之泥塑、

剪粘。

門神是秦叔寶及尉遲恭兩

位唐朝大將，一白一黑，全副武

裝守護著。身上都佩帶寶劍，還

有鋒利的矛、斧及弓、箭，整體

造型不僅威嚴魁武，且兩眼炯炯

有神，不論是從哪一個角度看，

都會發現門神注視著你。兩旁側

門為公公與宮女門神，分別捧著

爵、牡丹花瓶、壺、壽桃等，加

官進爵、平安富貴、福如東海和

壽比南山。
◎三川殿龍堵石雕（陳仕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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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二林仁和宮

正門門楣有「孝感動天、渭水聘賢」及「東坡玩硯、玉川

品茶」的彩繪作品，三川殿及正殿楹柱上可欣賞到前監察院院

長于右任，前立法院長黃國書、黃朝琴等當代名人的墨跡，為

仁和宮增添不少人文藝術氣息。三川殿左右兩廊有數塊古碑，

分別為嘉慶20年（1815）、大正14年（1925）「重修仁和宮碑

記」，是仁和宮重要文獻資料。

三川殿後部口彩繪著「雙鳳護八卦」，代表四象春、夏、

秋、冬及太極。四點金柱上的瓜筒，其底部抓住大樑上雕刻成

鴨蹼形狀，有加強穩定的作用。還有各式各樣的斗座、斗拱，

也有象鼻拱、虎拱及雞舌，分佈在整個屋架上，護著整個屋

簷。三川殿前後部口上彎弓的鏤空雕刻造型為「耕、讀、漁、

樵」。還有「琴、棋、書、畫」也清晰可見。

內埕中間擺設天公爐。兩旁是捲棚式耳門，柱子則是採用

梭形柱，一般寺廟很少見，上端再加三圈的藤箍束縛，除了可

以防止木頭因為潮濕膨漲，也可以防止乾燥收縮而變形。另有

銅製春牛造價約20餘萬，造型栩栩如生、細看腳部有些微走動

的感覺。
◎三川殿的木結構（陳仕賢攝）



068 二林仁和宮

正殿屋頂上則有五層塔，兩旁也有雙龍護著，所謂「雙龍

護塔」。屋脊上的「風調雨順」四大天王也是美麗的剪粘。中

脊部分則彩繪著「雙龍護太極」。正殿部分前有拜殿，後有神

龕。神龕上面整片是鏤空之雕刻，下面則有鳳凰及麒麟的美麗

浮雕。

鎮殿媽祖大媽、二媽是軟身媽祖，除了頭與手腳之外，其

身軀部份皆以藤片編製，可以彎曲自如，兩旁的千里眼、順風

耳製作亦頗精細，概以鐵條一體成型，再以糯米、黏土和砂糖

做粗坯後，經多層細麻布繞身，方在上面塗灰泥，待陰乾後上

漆則大功告成。

正殿的四點金柱也是本宮精華所在，採用三通五瓜之大結

構抬樑建築。四個角落有四頭不同造型的鰲魚雀替，以及中間

◎正殿屋雙龍護塔剪黏（陳仕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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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二林仁和宮

的鳳凰雀替。至於元辰燈則是民國92年入火安座時設置。

後殿為觀音殿，這部分之主架構係嘉慶20年（1815）所

建，雖然後來經過幾次的重修，大部分也只是屋頂之翻修，所

以這部分已經將近有兩百年之歷史了。中脊部分則彩繪著「雙

龍護無極」，棟架採二通三瓜之抬樑式建築。後殿的台基最

高，離東側之道路達七十五公分，除了具備有防潮的效果外，

也更能襯托出外觀之雄偉。

後殿為硬山式建築，殿宇面寬為三開間，後殿主祀觀音菩

薩，兩旁供奉註生娘娘、福德正神及文昌帝君，後殿院子前有

一個石製公斗，為昔日稻穀買賣時，公正的量器。

◎文昌帝君神像◎仁和宮內的公斗量器

  （陳仕賢攝）



◎二林武德殿

070 二林仁和宮

周邊景點

二林鎮二溪路有一條長約1.2公里的木麻黃綠色隧道，已經

超過五十年的歷史，據地方耆老傳說：日本政府為了保護防風

林，特別設置保安林警察，禁止人們砍伐，連枯枝落葉也不允

許撿回。

二林分局內武德殿，舊名為「北斗郡二林街、庄（分

室）」武德殿演武場。現存建築物為日昭和8年（1933）改建，

由於武德殿具有流傳已久的原型，建築規制十分的類似，為日

治時代彰化縣南部及沿海一帶具有相當意義的公共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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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二林仁和宮

二林國小的禮堂至今已70餘年，仍保存日治時期的木造

建築，禮堂外觀有扶壁柱的設計，扶壁柱內為主建築的桁架斜

撐，主要功用為抵抗建築水平方向的受力，加強木結構的穩定

性，扶壁的基座為鋼筋混凝土牆墩，扶壁柱的設計成為二林國

小禮堂的特色。

除了老建築，第一公有市場內除有祖傳三代的阿婆炒麵、

60年老店剉冰、80年炸粿等數家傳統口味小吃外，融入日本餐

飲，已經營第三代的赤牛麵、粉粿、紅豆、薏仁自然現熬的宮

口第一冰品，都是在地人推薦的道地美食。





社頭
枋橋頭天門宮



074 社頭天門宮

◎天門宮三川殿

枋橋頭天門宮
歷史沿革

《彰化縣志》記載，大武郡東西保共有九十五個庄名。枋

橋頭七十二庄頭居民以聯庄的組織來保衛家鄉，並藉由天上聖

母媽祖的信仰，來凝聚七十二庄子民的力量，媽祖的聖靈深受

七十二庄人民的信仰，香火日益興盛。

枋橋頭七十二庄聯庄組織最遲應於嘉慶3年（1798）即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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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社頭天門宮

形，目前枋橋頭天門宮內有一塊嘉慶3年「海國安瀾」匾。至道

光年間地方士紳始於枋橋頭街建廟，稱為「枋橋頭天門宮」，

並由八個庄頭（聚落）各自雕一尊媽祖神像，供奉於枋橋頭天

門宮內，各庄頭遇有慶典時，則各自恭請媽祖回庄祭祀，事後

再請回枋橋頭天門宮。

民國48年媽祖誕辰1000周年，經地方人士發起重修，民國

52年重修完成，並舉行祈安慶成、謝土儀式。每隔12年枋橋頭

天門宮均至鹿港天后宮（舊祖宮）謁祖進香，每次連續三年，

進香時程均為農曆3月29日（或30日），是日，夜宿鹿港，農曆

4月1日交香後回鑾，為七十二庄回鹿港天后宮謁祖進香的一大

盛事。民國90年起改為每10年進香並連續三年。

◎嘉慶年間「海國安瀾」匾



076 社頭天門宮

建築藝術與廟宇特色

天門宮為二進一院建

築，前殿為三開間格局，三

川殿左青龍、右白虎及麒麟

的石雕作品，造型樸拙。正

門門楣上方雙龍與書卷石

雕，下方雕有民政廳長陳錫

卿敬獻。

進入三川殿，牆面有

一塊碑文，上方書「吳椪秀

才 ， 係 彰 化 縣 秀 水 鄉 下 崙

人，為人樂善好施，熱心公

益。嘉慶君戊午年秋，歸途

過 本 村 ， 適 天 門 宮 興 建 之

始，其即捐款協助，功實不

可泯。今再重修，本宮特琢

數語，以垂永久留念。」文

中嘉慶戊午年即嘉慶3年（1798）。每逢枋橋頭七十二庄至鹿港

謁進香，回程時必經下崙村，並在村內享用早餐，接受下崙村

民的招待。

正殿棟架上方有精緻的木雕作品，上方的彩繪為和美柯煥

章的作品，相當珍貴。正殿神房供奉八角頭七十二庄的媽祖神

像，神龕上方為嘉慶3年（1798）大武郡保街庄信眾所敬獻的

「海國安瀾」匾，是天門宮重要的文物。

◎

三
川
殿
有
精
美
的
石
雕
作
品

◎

三
川
殿
有
精
美
的
石
雕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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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社頭天門宮

◎吳椪秀才參與廟宇興建的紀念碑 ◎正殿龍柱造型樸拙

◎正殿的木雕與彩繪



078 社頭天門宮

枋橋頭七十二庄至鹿港謁祖進香

清朝康熙年間，福建移民大量進入彰化平原開墾，福建漳

州蕭姓族人相繼於大武郡溪流域開墾，大武郡溪的東邊稱為武

東堡（原舊社地區，今社頭鄉一帶），西邊為武西堡（原小紅

毛社、大紅毛社，今永靖、埔心一帶），乾隆20年（1755）以

前，此地逐漸形成武東、武西堡八個角頭七十二庄聚落。

乾隆以降，泉、漳、粵分類械鬥不斷發生，七十二庄頭居

民以聯庄的組織來保衛家鄉，並至鹿港舊祖宮恭請天上聖母~媽

祖，媽祖的聖靈深受七十二庄人民的信仰，香火日益興盛。至

道光29年（1949）地方士紳招募七十二庄弟子在枋橋頭建廟，

稱為枋橋頭天門宮，並由八個角頭（聚落）各自雕一尊媽祖神

像，供奉於枋橋頭天門宮內，地方遇有慶典時，則各自恭請媽

祖回庄祭祀，事後再送回枋橋頭天門宮。

◎正殿供奉七十二庄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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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社頭天門宮

枋橋頭七十二庄是一個超越族群、聚落、地域的聯庄組

織，漳州人以天門宮為代表，福佬客以永安宮為代表，透過對

媽祖的祭祀，將不同祖籍的人群組織起來。武東、武西堡八角

頭七十二庄範圍為今日社頭、永靖、員林、埔心一帶，八個角

頭供奉不同名稱的媽祖，其中在社頭靠近八卦山脈供奉武東保

大二媽，武東湄洲媽，瑚璉角湄洲媽，埔心一帶為武西大二

媽，永靖陳厝厝、湳港一帶為武西二媽，埔心太平村一帶為太

平角聖三媽，同安同仁四芳湳墘聖三媽、崙仔角大媽等。

◎道光29年的木製香爐



080 社頭天門宮

◎枋橋頭七十二庄至鹿港天后宮進香的隊伍

交香儀式的特殊性

枋橋頭七十二庄至鹿港謁祖進香，農曆4月1日卯時交香

時，鹿港天后宮正殿前案桌需舖上紅布，七十二庄進香大總

理、天門宮主任委員、頭香大饒福德宮福德正神正總理三人跪

在案桌上，由大總理捧聖筊，進行擲筊交香儀式，擲聖筊後即

媽祖應許交香。此時，鹿港天后宮人員將香爐內的香火，以湯

匙舀至天門宮的進香爐內，共計三次，而後由七十二庄大總理

在天門宮進香爐內點燃三支禮香，交由接頭香大饒福德宮福德

正神正總理，並將三支禮香敬獻並恭插於大饒福德宮神轎，完

成接頭香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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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社頭天門宮
◎枋橋頭七十二庄總理跪在供桌上面擲筊，相當特別。



◎七十二庄總理及主事者跪於供桌前祝禱，儀式相當特殊。

◎枋橋頭七十二庄信士於鹿港天后宮前廣場，舉行祭典儀式。

082 社頭天門宮



周邊景點

位於社頭鄉山腳路沿線保存不少民居與寺廟，有清水巖

寺、斗山祠、月眉池劉氏古厝等，在清水巖寺旁的十八彎挑鹽

古道、清水岩森林遊樂區與童軍露營區，更是登山健行、露營

等戶外活動的好地方。

而在社頭鄉內的八卦山台地上，有許多景觀餐廳設立，夜

景美不勝收，可居高臨下，除了享用美食，欣賞彰化平原的夜

景外，更可體驗高鐵呼嘯而過的震撼！

社頭的農產品中最有名的是芭樂，配合紡織業興盛的製襪

工廠，縣府在近年還舉辦「社頭芭襪節」，帶動地方的產業，

來一趟社頭，盡情採購，物超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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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社頭天門宮



084 社頭天門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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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社頭天門宮

員林
福寧宮



086 員林福寧宮

◎福寧宮三川殿精美的石雕

福寧宮
歷史沿革

員林福寧宮前身為「廣福宮」，即廣東與福建人士所創

建，供奉客家人士的守護神三山國王及閩南人士的守護神天上

聖母。由於生活習俗不同，客籍人士另建廣寧宮，供奉三山國

王。福建人士則建福寧宮，供奉天上聖母。

福寧宮創建於雍正年間，嘉慶13年（1808）、光緒11年

（1885）曾重修。昭和元年（1926）由福寧宮總理江玉書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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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員林福寧宮

◎福寧宮碑記（陳仕賢攝） ◎捐款碑記（陳仕賢攝）

士發起遷建廟宇至現址，歷經3年，至昭和3年（1928）完工。

三川殿龍邊牆壁有一塊「員林街福寧宮捐置天上聖母祀

田碑記」，內容記載道光28年（1848）北路中營燕霧汛防黃清

桂，將枋橋頭四甲水田捐給枋橋頭天門宮與員林福寧宮二座媽

祖廟，做為廟宇祭典費用，此碑係將古文書的內容刻於碑文

上，流傳後世。

三川殿虎邊有一塊「福寧宮碑記」，為光緒10年（1884）

武東保社頭街業戶蕭德隆，為了修築墳墓，以四坵水田合計五

分，與福寧宮的二坵水田交換，為恐後人不察，而將合約刻於

石碑上，相當特別。另一塊重要碑文為昭和11年（1936）由鹿港

施梅樵所書，記錄了福寧宮的重修始末，是廟方重要的文獻。

民國54年福寧宮曾重修，歷時2年。民國72年福寧宮成立管

理委員會，因廟宇年久未修，重新興建三川殿前廟亭，然而，

正殿與三川殿主體建築仍保存日治時期重修的廟貌。



088 員林福寧宮

建築藝術與廟宇特色

福寧宮為二進一院的建築格局，為昭和3年（1928）重修時

的作品。石柱上則以「福寧」為冠首所做的對聯，多為地方文

人林天爵、許蘊生所撰。三川殿的對聯「福庇珂鄉卅里鹿津分

聖澤、寧安瑤闕千秋燕霧沐慈暉」，說明福寧宮的媽祖分香自

鹿港，並成為燕霧保庄民共同的信仰中心。

◎書卷石雕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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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員林福寧宮

三川殿的石雕相當精美，多為三國演義與歷史典故為題

材。正門門楣上方雙龍石雕中，書有「御敕」二字，相當特

別。媽祖廟有三對龍柱，分別位於三川殿及正殿，龍柱皆為單

龍盤柱，龍柱上有人物裝飾，柱珠石雕則有章魚、螃蟹等水

族，福寧宮的石雕為上乘之作，由石雕風格與大村五通宮相

似，應同為惠安石匠張木成的作品。

三川殿的木構及石雕皆為日治時期重修時的作品，而彩繪

已於民國77年由劉家正重繪。兩廊有書卷石雕花窗的設計，竹

節窗象徵高風亮節之意。兩廊的簷柱書法為員林林天爵與新竹

李逸樵的作品，留下珍貴的書法墨跡。

◎三川殿有精緻的石雕

◎三川殿的龍柱



090 員林福寧宮

正殿主祀媽祖，兩旁供奉伽藍主宰與註生

娘娘，神龕上方有大正15年（1926）「桑邦永

戴」匾及昭和7年（1932）「海國慈航」匾，

是福寧宮重要的文物。

正殿石柱為草書大家楊草仙的書法，楊草

仙享有「中華三千年來第一草聖」之美譽，90

歲在福寧宮留下對聯的書法，更顯珍貴。正殿

有一對抱柱聯，為光緒11年（1885）的作品，

◎正殿供奉媽祖 ◎楊草仙的書法

◎正殿神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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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員林福寧宮

其上書「福地妥神靈 光昭瀛島 香分湄島」

「寧舟資利涉 民仰二天 德配大天」，係以

「福寧」二字為對聯冠首。

右廂房的善賢廳供奉黃清柱的長生祿

位，牌位上書「充租福寧宮施主北中守府

黃公諱清柱長生祿位」，捐出地稅租金提

供給福寧宮與枋橋頭七十二莊天門宮的經

費來源，以茲感念！

◎福寧宮的四季籤



092 員林福寧宮

◎張木成的石雕作品



周邊景點

位於員林市區的員林公園，是鎮民休閒的最佳場所，公園

內綠蔭參天，小橋流水，並設有網球場供民眾練習。一旁是縣

定古蹟興賢書院，雖然曾於九二一地震全倒，但在政府的努力

下，重修後的書院仍保有古意。員林第一市場周邊有豐富且多

元的小吃，如米苔目、米糕、肉羹等。

員林的百果山是八卦山脈的一部份，日治時期曾在此設置

員林神社，今神社的部份遺址仍保留。早年，此地種了不少果

樹，許多水果加工後所生產的蜜餞，名聞中外。在百果山風景

區內，有許多的農場、牧場，更可參觀蜜餞工廠，品嚐酸中帶

甜的蜜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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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員林福寧宮





芬園
寶藏寺



096 芬園寶藏寺

◎芬園寶藏寺

寶藏寺
歷史沿革

寶藏寺創建於清乾隆50年（1785），寺內供奉觀音菩薩與

天上聖母媽祖，道光7年（1827）曾重修。道光28年（1848）廟

貌棟宇傾圮，楹桷朽壞，又遭受地震損毀，遂由廩生唐憲榮、

首事江成春、黃玉池、張成堂倡議重修，各界踴躍捐資，至道

光30年（1850）完工，廟貌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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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芬園寶藏寺

◎三川殿的木雕與彩繪

芬園寶藏寺主祀觀音菩薩，同治12年（1873）鹿港天后宮

媽祖神像遶境，經林圯埔、南投，於10月14日到寶藏寺宿夜，

當時芬園地區瘟疫猖獗，民眾紛紛祈求媽祖保佑，隔天媽祖準

備起程回駕時，附近民眾千餘人，在廟前祈求媽祖不可回鑾，

鳳輦扛不起，隨行人員空手回鹿港。經該寺信徒商議，改供奉

媽祖為主神。

事後，鹿港天后宮與居民協議，將鹿港天后宮的媽祖供奉

於寶藏寺內。目前寶藏寺正殿主祀觀音菩薩，後殿供奉媽祖，

芬園地區信眾於民國94年農曆10月初六至鹿港謁祖進香，一連

三年，並於民國97年舉行福醮儀式。

◎門神彩繪



098 芬園寶藏寺

日治時期，寶藏寺於大正8年（1919）進行重修，由黃玉池

派下六房曾孫捐資修護，士紳黃玉池係道光28年（1848）重修

寶藏寺時的首事，其後代子孫繼承祖先遺志，繼續參與寺務。

民國52年廟宇重修並成立管理委員會，民國58年於廟旁增

設忠義祠，供奉「貓羅溪西」勇士牌位，祭祀當時防禦土匪守

衛鄉里而犧牲的義民。寶藏寺民國74年經指定為第三級古蹟，

民國84年由政府出資修復，將原供奉於後殿的觀音殿移至

正殿，並將正殿媽祖神像移至後殿聖母殿，後殿為新建工程，

二樓供奉玉皇大帝。民國88年12月完成修復並舉行入火安座儀

式。

◎道光28年木雕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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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芬園寶藏寺

建築藝術與廟宇特色

寶藏寺原為二進一院的建築

格局，民國86年新建後殿，為鋼

筋混凝土建築，成為今日三進二

院規模。三川殿正門石獅與龍柱

原為泥塑，廟宇重修後，改成石

雕。左右兩旁的龍虎堵、麒麟堵

泥塑，造型栩栩如生。

前殿為三開間，屋頂上的剪

黏皆已重修，西施脊堵內為「八

仙祝壽」為題材，係民國88年的

作品。三川殿門神為鹿港郭派的

作品，由於早年正殿供奉媽祖為

主神，因此，龍虎門的門神仍為

太監與宮女的人物彩繪，手持

「香、花、燈、果」等四件拜拜

時需準備的物品。

◎三川殿屋頂的剪黏 ◎三川殿的木雕與龍柱

◎三川殿剪黏



100 芬園寶藏寺

正殿神房上方「寶山第一」匾額，為嘉慶年間的文物，是

寶藏寺重要的文物。正 殿為三通五瓜木構架建築，使得正殿更

顯壯麗。目前，正殿供奉觀音菩薩。正殿後方雲龍剪黏，已經

廟方重新整修。後殿係民國88年新建，一樓供奉媽祖，二樓為

玉皇大帝殿，供奉玉皇大帝、文昌帝君與關聖帝君。

◎後殿二樓供奉玉皇大帝 ◎龍堵泥塑作品

◎正殿上方的「寶山第一」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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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芬園寶藏寺
◎媽祖聖像



102 芬園寶藏寺

光緒15年（1889）地方士紳張金赤倡議增設義民祠，奉祀

49位義民牌位於廂房內，民國87年於廟方虎邊重建義民祠。寶

藏寺的後山為休憩公園，草木扶疏，風景優美，值得一訪！

◎芬園寶藏寺至鹿港天后宮謁祖進香（陳仕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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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芬園寶藏寺

周邊景點    

芬園種植高品質的黑葉荔枝與糯米荔枝，在水果盛產的季

節，許多觀光果園值得全家來此享受採果樂趣。芬園的楓仔坑

米粉，自日治時期已是重要的加工產區。米粉是採古法精製而

成，早年曾銷售埔里與新竹。楓仔坑米粉是採用台農秈19號在

來米為原料，使米粉更為香Q。來到米粉製造的工廠，可見曬在

竹編上的米粉。

芬園139線有一條保存百年的挑水古道，可由芬園鄉溪頭

村員草路一段159號旁進入，沿著步道可見二口百年前的天然湧

泉，是早年居民的飲用水來源。近年，挑水古道經整理成為休

閒登山的步道，沿途可見不同的樹木與鳥類，全程約3公里，另

一出入口為大彰路一段672巷旁，前往者需考量車輛接送問題。





北斗
奠安宮



106 北斗奠安宮

◎ 三川殿正門上方玉旨匾（陳仕賢攝）

奠安宮
歷史沿革

奠安宮主祀天上聖母（媽祖），附祀神有觀世音菩薩、福

德正神、註生娘娘、開臺聖王、五文昌夫子、神農大帝、西秦

王爺、財神爺、太歲星君、中壇元帥等。 

關於奠安宮的歷史源流，〈北斗奠安宮沿革〉溯自明鄭時

期，北斗先民渡海來臺，為保安然渡過黑水溝（台灣海峽），

乃至湄洲天后宮恭請聖駕，分靈殿內軟身媽祖聖尊，護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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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北斗奠安宮

◎ 奠安宮古廟

臺。先民進入東螺舊社（溪州鄉舊眉村、圳寮村一帶）屯墾後，

發展有成，乃於康熙年間創建「天后宮」。至於東螺街天后宮的

創建年代，《台中州寺廟台帳》第一冊北斗街「奠安宮（媽祖

宮）」項下記載為康熙57年（1718）5月，奠安宮廟方早期發行

《北斗鎮奠安宮概史》則宣稱創建於康熙23年（1684），此二種

說法目前已不可考，然而《台中州寺廟台帳》載錄時間明其月

份，或有其所本。考諸東螺街漢人聚落之形成，康熙年間創建祠

廟之說法亦有所對應，不過草創時期的宮廟規模應當不大，其後

伴隨著東螺街肆的成型，東螺街天后宮才逐漸發展、興盛起來。

綜而言之，東螺天后宮大約創建於康熙年間，為全臺少數於康熙

年間即已建宮的祠廟，堪稱是彰南地區最早出現的媽祖廟。



108 北斗奠安宮

嘉慶11年（1806）由於水災、兵禍以及漳泉械鬥，東螺街

傾圮，武舉陳聯登、文舉楊啟元勘查寶斗一地，卜示媽祖後，

擇於東螺溪與清水溪之間一處「寶斗」的高亢河洲地，購地重

建街肆與天后宮，北斗街於焉發展成為一名勝古肆。

北斗建街之初，考量穩定人心，乃先於街肆中心，購買熟

番土地，重建媽祖廟，並以媽祖廟為中心，擴展北斗街。待媽

祖廟落成後，地方仕紳見於兵禍、水患連連，希望在媽祖的庇

祐之下，街民從此安居樂業，故取「奠定厥居，安集乎民」之

意，將「天后宮」更名為「奠安宮」。

由於北斗媽祖廟從東螺街遷來，所以奠安宮重建時，溪州

舊眉（東螺街舊址）村民乃奉獻屋頂的第2根樑柱與媽祖分身神

尊，因此日後每當各地前往北斗媽祖廟登記請媽祖時，僅有舊

眉村信徒可以不必排隊而得以隨意請神，從而可見溪州舊眉村

與奠安宮的關係匪淺。

◎ 奠安宮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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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北斗奠安宮

嘉慶年間，先民遷居寶

斗，建街之初，亦著手規劃重

建奠安宮媽祖廟，由於百廢待

舉、經濟拮据，因此重建的媽

祖廟只有一殿，建材以土埆、

木料、古磚為主，外觀簡樸，

少繁複雕飾，卻別有一股風

味。這樣古樸的廟貌，反映了當時創業的艱辛，紀錄了先民開

拓的血淚史，所以「奠安宮古廟」建物不僅僅歷史悠久，其中

交雜著先民辛勞的建樹與共同精神的支撐力量，乃是北斗鎮民

共同的歷史記憶與地方情感之投射。這樣古樸的廟貌，由於全

臺所存不多，價值不斐，因此民國72年（1983）曾被列為國家

指定之三級古蹟。由於奠安宮創建維艱，因此創建初期僅有一

殿，到了同治7年（1868），秀才陳作舟倡議修建，並增建兩側

護龍，始完成奠安宮古廟面貌。

清治時期東螺街以至於北斗街皆是彰南地區最繁華的街

肆，由之作為街肆信仰中心的北斗奠安宮（東螺街天后宮）也

順勢發展成為彰南地區最具指標性的媽祖廟，因此香火逐漸拓

衍各地。緣於奠安宮乃北斗街鄰近聚落的共同信仰廟宇，由之

發展出規模頗大的聯庄信仰圈，根據《台中州寺廟台帳》所

◎ 奠安宮廟內浮雕門神生動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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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同治7年（1868）在北斗街有力人士的協助下，並由東螺西

堡、東螺東堡的信徒募集一萬兩千圓進行修建，可見當時奠安

宮的信徒遍及舊東螺堡，包含今日彰化縣東南半部，信仰圈主

要涵蓋今日北斗鎮以及溪州、田尾、埤頭部分地區。 

整體而言，清治時期彰化縣境的三大街肆－彰化街、鹿港

街、北斗街皆以媽祖神祇作為信仰重心，而彰化媽、鹿港媽、

北斗媽的信仰勢力也各據一方，分別成為大區域性的媽祖信仰

之聖地；時至今日，論歷史淵源、廟宇規模、地方代表性，鹿

港天后宮、彰化南瑤宮、北斗奠安宮並稱為彰化縣三大媽祖

廟。其中歷史悠久的北斗奠安宮舊廟曾於民國72年（1983）列

為國家指定之三級古蹟，然而由於年久失修，安全堪慮，乃建

請內政部解除古蹟認定，旋即於民國78年（1989）動土重建，

前殿歷經14年興建，擇於民國92年（2003）入火安座，完成今

日巍峨之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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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北斗奠安宮

建築藝術與廟宇特色

奠安宮為一座四進的大廟，

三川殿、正殿、後殿皆是重簷歇

山式屋頂，廟體採挑高設計，三

川殿為五開間，左右為八角形

鐘鼓樓，更顯氣勢巍峨不凡，正

殿、後殿皆主祀媽祖，後殿左右

兩翼設文昌殿、太歲殿，第四進

為觀音殿。廟內浮雕門神生動細

緻；正殿神龕精雕細琢，富麗堂

皇；後殿前壁兩側的雙龍搶珠、

猛虎下山圓雕巧奪天工，令人讚

嘆。奠安宮廟體雖為晚近肇建，

然廟內古物甚豐，主要有：

百年軟身媽祖

奠安宮媽祖廟的最重要歷史

文物就是軟身媽祖，這也是「北

斗鎮寶」，軟身媽祖神像乃台灣

媽祖信仰史中極具價值之文物，

充分彰顯「開臺媽祖」之特色。

軟身媽依人體關節比例塑造，全

身皆可活動，內衣、外衣一應俱

全，身著刺繡龍袍，足繫三寸金蓮，細膩非常。北斗奠安宮現

存五尊百年以上軟身媽，數量之多，堪稱全台之最。關於這五

◎ 百年軟身媽祖

◎ 千年神木觀音佛祖



112 北斗奠安宮

尊媽祖的來歷，除了開基媽外，其他四尊軟身媽相傳是清朝前

往大陸謁祖進香時攜帶而回。

千年神木觀音佛祖

奠安宮除了正殿主祀天上聖母，在後殿二樓則供奉觀音佛

祖；這尊木雕的觀音佛祖高4公尺，號稱是東南亞最大的木雕觀

音神像，係以臺灣高山所產樹齡約1700年的檜木所雕成，法像

莊嚴肅穆，是奠安宮相當特殊的文物。

五文昌夫子神位

螺青書院文昌祠創建於嘉慶8年（1803），原為大北斗地區

讀書人的信仰中心，後來因年久失修而傾圮，目前留有五文昌

牌位安置於奠安宮文昌殿內。此牌位上彩有朱紅漆，以金字書

寫「五文昌夫子神位」。

清代古碑

奠安宮歷史悠久，存有清代古碑「東螺西保北斗街記」、

「建北斗街記」、「里人貢生胡君元章喜充香資齋糧碑記」、

◎清代古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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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北斗奠安宮

「嚴禁筏夫勒索示碑」、「買補倉糧示禁碑」等5塊嚴禁筏夫勒

索示碑。「嚴禁筏夫勒索示碑」立於清咸豐7年（1857），由彰

化縣正堂秋謹立，現立於奠安宮廟埕前。本碑屬於當時清政府

禁令宣導之告示，為免不肖筏夫向來往旅客勒所訛詐船資，官

府與地方士紳共同協議禁止之規定並立此碑昭告。此碑文見證

了北斗作為渡口的歷史，是鎮內相當重要的碑文。

清代古匾

清代古匾「海疆靖鎮」、「后德同天」、「瀛海慈航」、

「坎德流芳」、「德可配天」、「澤遍海邦」、「奠安海國」

等7塊，存量之豐，可謂全台廟宇中之佼佼者。

建街首事牌位

北斗建街時是由武舉陳聯登、文舉人楊啟元、監生陳宣

捷，街耆高倍紅、吳士切、謝嘐等首事負責統籌規畫的，北斗

街民為了感念他們建街的功勞，遂於道光2年（1822）在奠安宮

中安置他們的祿位，以讓北斗的後世子

孫記得他們對北斗街的貢獻。

日式石獅

北斗神社廢除，將神社前之一對石

獅移置奠安宮，奠安宮廟前之日本風味

石獅，全台相當罕見，是一項特殊的日

治時期文物。

◎日式石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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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景點    

參詣奠安宮媽祖之餘，廟宇周遭有許多值得一遊的人文景

點與美食小吃。奠安宮為北斗古市街的中心點，斗苑路、宮前

街、元市街等街道座落著許多的舊式建築，若欲探訪古老的建

物，首選當是屹立在奠安宮媽祖廟斜對面的「紅磚市場」，紅

磚市場肇建於昭和8年（1933），主體為磚造，造型典雅，堪稱

是台灣最具特色的零售市場之一。除了「紅磚市場」外，宮前

街、元市街、斗苑路等老街遺留了不少日式街屋，諸如「長裕

商店」、「合順商店」、「謝炳雲醫院」、「三層樓」等也都

各具風味，引人入勝。

品賞北斗古市街後，沿著奠安宮廟旁的宮後街可以通往北

斗政教歷史街區，參觀縣定古蹟北斗保甲事務所、北斗郡官舍

◎北斗肉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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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等日式木造建築。北斗郡官舍區為日治時期所遺存的塊狀型

之官舍聚落，該區日式木屋與道路形塑出獨特的和式氛圍，堪

稱是日治時期官舍建築型態的見證園區。此外，沿著奠安宮廟

前可以抵達東螺溪畔的河濱公園，河濱公園位於東螺溪七星橋

至北斗橋兩側，每逢秋冬之際，溪畔兩側的美人樹粉英隨風飄

蕩，美不勝收。

踏尋北斗歷史街區各處角落，品嘗北斗小吃總是不可免俗

的一項選擇。「北斗小吃」聲名遠播，以肉圓、肉干、酥糖為

三大名產。此外，北斗高麗菜飯、筒仔米糕、中華鍋貼、曾記

扁食、良記黑砂糖剉冰等都是風味獨特，成為外地遊客經常品

嚐的特色小吃。





田中
乾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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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德宮

乾德宮
歷史沿革

 乾德宮位於田中鎮西路里員集路二段471號，主祀天上聖母

（媽祖），附祀神有觀世音佛祖、開臺聖王、五穀王、福德正

神、註生娘娘、中壇元帥、玄天上帝等。

 談及乾德宮的歷史沿革，可以溯源自悅興街新社宮。關於

悅興街媽祖廟的成立，依據嘉慶元年（1796）「新社宮天上聖

母碑」，可推知該宮最遲當時已出現，此碑文記載朱添等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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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德宮內殿

田租作為新社宮雜支齋費，則創建年代概距此不遠，所以悅興

街新社宮創建的時間點當以乾隆後期最有可能性。不過悅興街

新社宮的存在不算長，據傳道光年間大雨造成洪水泛濫成災，

整個悅興街被洪水淹沒，新社宮似乎也因此而走入歷史，爾後

新社宮媽祖廟的相關神像、文物也流向各處，也因此蘊生了許

多分宮廟的傳說。

道光年間新社宮傾圮後，地方流傳媽祖聖尊、嘉慶5年

（1800）匾額「恬瀾昭貺」、石碑「新社宮天上聖母碑」移請

至沙仔崙，並於今沙仔崙天受宮廟址興建「乾德宮」，奉祀媽

祖。迨至明治31年（1898），沙仔崙遭火燒街與水災，其時總

理魏錦花乃召集地方仕紳將沙仔崙街乾德宮所有建材移至田中

央現址，臨時草創竹屋安奉媽祖供民眾膜拜；迄至明治36年

（1903），總理魏錦花之子魏國禎繼承管理人，召集熱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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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建宮廟。明治38年（1905）縱貫鐵路田中央車站開始營業，因

而人口逐漸往田中央聚集，乾德宮香火也日漸興盛；目前宮廟概

完成於大正8年（1919），民國58年曾進行修建。這一段媽祖廟3

遷的歷史記憶，讓田中鎮民的心與媽祖交結在一起，也讓乾德宮

成為鎮民心靈的寄託。

民國95年（2006）起，田中鎮長鄭俊雄擔任主委以來，陸續

舉辦元宵燈節與大陸湄州進香等活動，民國101年（2012）更在

大陸進香回鑾後轉往北斗奠安宮、田尾聖德宮會香，民國102年

（2013）更在大陸進香回鑾後轉往金門等地巡香，大大提升「田

中媽」的聲譽。

◎乾德宮龍柱是日大正年間的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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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藝術與廟宇特色

田中乾德宮是田中鎮首屈一指的信仰中心，廟宇正身規模

雖然不大，卻也是古色古香，刻畫著歷史的痕跡。乾德宮廟體為

一座三落的傳統建築，三川殿廟頂為斷簷升箭口造型，正脊草尾

朝三星，排樓面木構架則施以五彎枋、斗抱，大門隔扇鏤雕荷花

祥鶴，色澤鮮明，三川門兩側石獅傳為清治時期的遺物；三川殿

延伸至正殿的龍柱、門柱都是日大正年間的建物，古樸有味；正

殿主祀媽祖，廟頂為硬山單簷，神龕鏤雕花罩，細膩動人，其上

懸有「恬瀾昭貺」古匾。由過水廊入後殿，中有天井，天井鑿假

山水池，增添幽淨之氣；後殿主祀觀音佛祖，廟頂為硬山單簷馬

背，兩邊龕祀太歲與長生祿位。乾德宮廟體概為日治時期建物，

廟內古物甚豐，主要有：

◎乾德宮龍柱是日大正年間的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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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德宮開基媽祖

乾德宮開基媽祖寶像1尺8吋，

木雕。開基媽祖的神態古樸，面容

為「瓜子臉」，兩眼半闔朝下，更

添慈藹之態，為清代文物。關於開

基媽祖的源流，地方視其係由湄洲

祖廟恭請而來，一說為枋橋頭72庄

開基媽祖角頭的原始金尊，民國71

年後入祀乾德宮。地方另有一說，

據傳開基媽祖為乾德宮的前身悅興

街新社宮之開基媽祖，後新社宮傾

圮後而暫迎請至枋橋頭天門宮寄

祀，因此地方戲稱大正年間乾德宮

重建入火安座時沒有開基媽，迄於

民國70年代才由地方頭人重新迎回

乾德宮。  

◎乾德宮開基媽祖



彰
化
縣
媽
祖
遶
境
祈
福 

宮
廟
導
覽
手
冊

123田中乾德宮

目
錄

新社宮古碑

此碑立於嘉慶元年（1796），

高120公分，寬54公分，砂巖；字跡

剝泐將半，上端有「新社宮天上聖

母」七字及浮雕。地方盛傳此碑原

在舊街仔新社宮，新社宮被水沖毀

後，一同移豎於乾德宮今址。「新

社宮天上聖母碑」記載朱添等將其

田租作為新社宮雜支齋費等事宜，

此碑的存在見證了新社宮曾經存在

的歷史，今日已成為乾德宮的重要

文化資產。

◎新社宮古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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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德宮石獅

這一對石獅公獅67×47×84公分，

母獅64.5×50×83公分，砂岩製，因風化

殘損而被廟方塗上重漆改塑成現貌。據傳

此對石獅乃悅興街新社宮所遺留的歷史文

物，此對石獅在新社宮傾圮後，曾遷移至

沙仔崙，之後隨著媽祖廟輾轉遷建至田中

央街；大體而言，此對石獅造型具嶺南獅

風格，概為清代中後期的文物，現今安置

於乾德宮山川門前兩側，已成為乾德宮引

以為傲的歷史見證。

◎ 乾德宮排樓面木構架則施以五彎枋，大門隔

扇鏤雕荷花祥鶴，三川門兩側石獅傳為清治

時期的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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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瀾昭貺〉古匾

乾德宮珍藏一塊嘉慶5年（1800）的

匾額〈恬瀾昭貺〉，中央雕有雙龍拱「御

賜」二字，鎮民盛傳這塊匾額由嘉慶君所

贈，但恐是後人附會而來。如今，此塊匾

額被視為是悅興街新社宮遺留的文物，也

是乾德宮引以為傲的證物。

◎〈恬瀾昭貺〉古匾 ◎正殿媽祖與千里眼神像（陳仕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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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景點    

參詣乾德宮媽祖之餘，廟宇周遭有許多值得一遊的人文

景點與美食小吃。乾德宮廟前的員集路以及中州路一帶聚集著

為數頗多的歷史街屋，走在田中老街，目不暇給的街屋令人驚

艷，有日大正時期的紅磚街屋，有日大正後期的巴洛克式街

屋，無論是華麗的藻飾或簡約的風格，都浮漾著絲絲的懷古情

懷，傾瀉著田中歷史的風華。

此外，田中鎮內有多條自行車道，可利用自行車遊覽鎮內

各風景區。在山線部分，長青自行車登山步道約長5公里長，穿

越社頭鄉的清水岩與田中仁愛之家間，全線風光宜人，尤其位

於八卦山南麓的田中森林遊樂區，登山木棧道綿延，是享受森

◎田中老街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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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田中乾德宮

目
錄

林浴的最佳場所。環鎮自行車道則串連舊有的山線長青自行車

道與新闢設八堡一圳景觀廊道，飛馳環鎮自行車道可以盡情享

受綠野圳岸的舒適感，沿途串聯乾德宮、八堡一圳、鼓山寺、

順天宮、田中窯等人文景點。

此外，田中市區上南北街聚集各式小吃，周記蒸餃名聞遐

邇，人潮絡繹不絕；近年來，田中鎮公所積極以「台灣米倉」

為號召，田中鎮農會所設立台梗九號體驗館是品嘗在地的米食

文化的好所在。此外，龍吉高麗菜飯、霞記南投意麵等也都是

頗富盛名的在地美食；復興路上的豆花王則是炎炎夏日的消暑

冰品。近來，田中花生油、芝麻油、苦茶油以及「進發香蔥蜜

麻花」也打出名氣，成為田中鎮相當具有人氣的伴手禮。





埤頭
合興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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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興宮三川殿（陳仕賢攝）

合興宮
歷史沿革

合興宮主祀天上聖母（媽祖），附祀神有觀世音菩薩、地

母娘娘、地藏王菩薩、瑤池金母、關聖帝君、開臺聖王、五穀

王、福德正神、註生娘娘、中壇元帥等。

清乾隆年間，埤頭鄉先民從大陸移墾來台，隨身奉負媽祖

神像護佑，終於安然渡海而定居本地。關於埤頭合興宮的創建

年代，目前廟內一塊道光8年（1828）重修合興宮所刻的木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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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興宮內殿

〈合興宮〉記有：「……我朝崇奉天上聖母，建立祠宇，春秋

享祀，由來久矣。埔心有合興宮，地頗清幽，廟亦整肅，溯自

興建以來，肇於乾隆之己亥年，爾食簷牙高啄、鳥萃翬飛，煥

乎大觀焉。……」乾隆己亥年即乾隆44年（1779），併同對照

合興宮所藏一塊古匾〈坤德配天〉乃銀同楊順東等於乾隆歲次

己亥桐月所敬立，可知乾隆44年當為合興宮創建之年。當時小

埔心一帶庄民感於媽祖慈恩浩蕩，集議建廟奉祀，乃得大湖厝

胡氏捐獻廟地，初建祠廟，奉祀聖尊。

道光8年（1828）合興宮自創建已歷四十餘載，廟體日漸

殘，當時陳清岳乃召集庄紳重建，信眾共推舉陳清岳為本該宮

總理兼管理人。大正10年（1921）當時管理人陳炎星及信徒代

表戴武負責本宮第二次重建事宜，工程進行順利，廟貌煥然

一新；昭和9年（1934）合興宮在第二次重建竣工後，曾舉行

慶成祈安清醮。到了民國73年（1984）地方信眾感於原有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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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狹小，復以舊廟呈現凋零之

狀，乃再度發起重建之議，進

行合興宮改建工程，民國77年

（1988）舉行安座大典，民國

79年（1990）廟宇興建完竣。

埤頭合興宮的祭祀圈包含

周厝崙、崙子、小埔心、連交

厝（含今豐崙村、崙子村、永

豐村、合興村、平原村、崙腳

村等六村）等地，信仰圈則擴

及鄰近庄頭聚落，是埤頭鄉首

屈一指的信仰中心。近年來，

合興宮廟方積極拓展廟務，除

了與白沙屯拱天宮締結姐妹廟

外，在埤頭鄉各界人士積極爭

取下，大甲鎮瀾宮進香團從民

國88年（1999）起在回鑾時遶

境時增加埤頭鄉行程，並安排

第六日中午停駕合興宮用餐，

大大提升合興宮的能見度。此

外，每逢農曆3月媽祖聖誕期

間，合興宮亦會組團至北港朝

天宮進香，並有北管、獅陣、

大鼓陣等藝陣隨行，場面盛

大。
◎ 三川殿壁面雕琢精巧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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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藝術與廟宇特色

合興宮佔地約300坪，廟體為兩進樓閣式建築。三川殿宮

構採重簷歇山式，廟體採挑高設計，左右為八角形鐘鼓樓，氣

勢宏偉壯觀，為彰化縣頗具代表性的媽祖廟。三川殿綱目、雀

替、壁面雕琢精巧生動，石雕為員林匠師游春重所製，彩繪為

雲林吳永和所繪。正殿神龕精雕細琢，藻井結網繁複，令人讚

嘆；神龕前千里眼、順風耳將軍塑像炯炯有神。合興宮廟體雖

為晚近肇建，然廟內古匾不少。

◎ 正殿神龕精雕細琢，藻井結網繁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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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桂森獻匾

合興宮歷史頗為悠久，存有不少古匾，其

中最重要的是嘉慶17年（1812）楊桂森親蒞合興

宮所獻的〈成就最上〉。楊桂森於清嘉慶15年

（1810）調任彰化知縣，任內建樹頗多，〈成就

最上〉一匾是楊桂森在台罕見的獻匾，因而成為

合興宮引以為傲的歷史文物。

◎ 神龕前千里眼將軍塑

像炯炯有神。

◎ 楊桂森獻匾〈成就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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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接炸彈傳說

埤頭鄉當地居民世代相傳一段媽祖接炸彈的神蹟，合興宮

廟內存放一顆未爆彈，彰顯媽祖接炸彈來顯化救世的神蹟，晚

近鄉民即以「炸彈媽」來稱呼合興宮媽祖。傳說媽祖在埤頭顯

化救世、神威廣大，昭和19年（1944）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

軍B29轟炸機轟炸台灣機關重地，在合興宮北側五分車站處投炸

500磅砲彈，傳說合興宮聖母大發神威，負著砲彈、放置於地面

不爆炸，因此救了埤頭鄉人民的生命財產，據那時美軍飛行員

描述─曾看見媽祖幻影，穿著紅色衫、裙，纏腳「穿著三寸弓

鞋」接住砲彈，媽祖因接此砲彈而犧牲一支手指頭，由雕刻師

傅接了數次還是掉下來，後來求聖母同意才接好手指。現今，

此砲彈由永豐村信徒蘇順喜、杜仙加協助下找回，目前存放於

合興宮。

◎ 合興宮廟內存放一顆未爆彈，彰

顯媽祖接炸彈來顯化救世的神

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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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穀堡

周邊景點    

參詣合興宮媽祖之餘，廟宇周遭有許多值得一遊的人文

景點。位於彰水路上的「中興穀堡」是近來相當知名的觀光

點，中興穀堡外觀以城堡建築的造型，代表蘊藏有關稻米的知

識及守護農民的意義。同時也是一座兼具自然、人文、藝術與

科學的多功能典藏、探索、玩樂及採買任何與「米」相關的地

方。博物館館內分為八館，分別為「聯米時光穗道」、「榖色

榖香精品館」、「稻香風雲館」、「稻香傳奇館」、「米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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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稻香世家館」、「稻香縱橫館」及「稻香學院」，介

紹稻米的特色及讓您體驗做米食的樂趣。

    除了「中興穀堡」，合興宮前方的彰水路可以北行至東

螺溪埤頭河段，經由東螺溪自行車道的串聯可以通往田尾公路

花園、溪湖糖廠等地。其中這一河段最大的特色便是美麗的木

棉花道，河岸兩側種植了6百多棵木棉樹，綿延近5公里，「紅

紅的花開滿了木棉道，長長的街好像在燃燒」，每年春天沿途

開滿紅紅的木棉花已成為地方的特色。





伸港
福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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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宮牌樓

福安宮
歷史沿革

日治時期伸港鄉歸屬於線西堡，民國39年從線西鄉分出，

定名為新港鄉。然而省政府認為彰化縣的新港鄉與嘉義縣的新

港鄉同名，易混淆不清，於是進行溝通並抽籤，民國48年正式

更名為「伸港鄉」，並沿用至今。

福安宮創建於咸豐、同治年間，奉祀主神為湄洲天上聖

母，另祀觀世音菩薩、玉皇大帝、開臺聖王、五穀大帝、關聖

帝君、福德正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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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宮正殿神龕

根據廟方表示，鄭成功由福建率舟師渡海驅逐荷蘭人後，

泉州順安號之船主蔡天慶，來往閩台間，作船運生意。有一次

載貨來台中途中，在塗葛堀港（台中市龍井區麗水村）西北角

海上發現一段五尺餘香木，夢見湄洲天上聖母云：「此神木乃

神所挑選者，要雕三尊聖像，在東土台灣分靈，庇佑在台民

眾。」蔡氏遂與新港庄民柯天祿等人將香木留一尺八寸，至湄

洲聖廟，聘請名師雕刻媽祖聖像，分為大、二、三媽金身三

尊。後經擲筊結果，迎奉三媽回新港庄築廟安奉，是為「福安

宮」之始。

日治時期新港警察官吏派出所巡查渡邊一郎為了建派出所

宿舍，遂將三媽舊廟拆遷，另建一小廟在派出所旁邊。然而，

因廟小善信眾多，眾善信經扶乩指示，欲於派出所後茂盛林投

林內興建，然廟口為派出所所佔，出入不便，相傳媽祖令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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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帥顯靈感化渡邊巡察；加上新港區管內士紳交涉，終將派出

所遷建於他處，新廟重建事宜終能進行。

日大正6年（1917）鳩工興建，翌年竣工並舉辦大清醮，作

醮動土典禮，於是廟貌一新。民國60年由柯合和負責一切增建

事宜，增建兩層樓宮殿式後殿，一樓中奉祀觀世音菩薩，二樓

中殿奉祀玉皇大帝，左右偏殿配祀開台聖王、五穀大帝、關聖

帝君、福德正神，以利香客朝拜之便，歷5年完成。

民國69年，增建牌樓及廣場，至民國72年竣工。民國82年

9月召開信徒代表大會，決議重建天上聖母殿，於宮殿內部裝設

青斗石龍柱、木材浮雕神龕、結網、人物花鳥堵板，其手工之

細、花樣巧妙、金碧輝煌，歷時七年竣工。

◎凌霄寶殿玉皇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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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藝術與廟宇特色

福安宮主要祭典，為元月九日天公聖誕、三月二十三日

媽祖聖誕、七月中旬中元普度、九月九日升天日等。祭祀方式

通常以三獻、清醮、福醮、圓醮為主。其次，每年三至四月間

固定舉辦福安宮媽祖遶境安營紮寨活動，已經持續七十年，是

伸港最重要祈安活動之一。舉辦活動時，鄉內十五村里（含和

美鎮湖內里）都會參加，首先會在媽祖出宮前先由法師在福安

宮四個方位紮寨十二處，本鄉海邊亦被視為重點祈安區域。另

外，珍藏歷史文物有咸豐年間之案桌、日明治年間之聯對以及

神尊一座、石爐、輪值爐。至於未來計畫欲建築天公廟、幼稚

園、圖書館等。

◎正殿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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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敘述安營紮寨的情況：放兵（安營）三月至四月聖母

神轄區，舉辦安營共十二營，新港地區十五村里（含和美鎮湖

內里）、三十三頂大轎信徒、陣頭加南管，由法師安營，每年

固定。收兵日期大約冬至由媽祖擇日，十五村里每年有一村輪

值（大爐，擲筊）村里長（爐主），輪值爐（約一百年歷史）

十五年一輪，順序用擲筊。收兵送爐，眾信徒謝保佑，豬羊各

二百隻、陣頭、南北管、演戲。米籃飯（收兵二個月前，擇日

召集擲筊）舊爐主送大爐至媽祖廟，隔日舊爐主再將大爐送給

新爐主，新爐主以陣頭、神明來接，遶村一週後，供奉之。

◎伸港福安宮蜘蛛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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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殿九龍池

◎陳錫奎長生祿位（陳仕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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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景點    

伸港、線西沿海潮間帶有機物質豐富，吸引多種廣鹽性的

螃蟹到此棲息，被稱為是「臺灣招潮蟹的故鄉」，附近居民常

常全家總動員，下海摸蛤蜊或花蛤。線西鄉的線西村靠近西濱

快速道路的地方，有著幾間曾經見證這段歷史的營舍─蛤蜊兵

營。一旁的水塘，也是電影《養鴨人家》的拍攝現場。

福安宮前的老三蚵仔炸，遵循著傳統的製作手法，同時利

用新鮮的海產保持好味道及作法，讓好味道一直延續，值得一

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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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廟名稱 電話 地址

彰化南瑤宮 04-7222893 500 彰化市南瑤路43號

鹿港台灣護聖宮 04-7811299 505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四路30號

王功福海宮 04-8932157 528 彰化縣芳苑鄉民生村芳漢路2號

芳苑普天宮 04-8984482 528 彰化縣芳苑鄉芳苑村芳漢路2段161巷100號

二林仁和宮 04-8961051 526 彰化縣二林鎮西平里中正路58號

社頭枋橋頭天門宮 04-8736255  511 彰化縣社頭鄉橋頭村媽祖廟街43號

員林福寧宮 04-8355163   510 彰化縣員林鎮和平里中山路二段26號

芬園寶藏寺 049-2522836 502 彰化縣芬園鄉進芬村彰南路3段135巷100號

北斗奠安宮 04-8880929 521 彰化縣北斗鎮斗苑路1段120號

田中乾德宮
04-8751323
04-8745835 520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二段467巷2號

埤頭合興宮 04-8922273 523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329號

伸港福安宮 04-7982128 509 彰化縣伸港鄉大同村福安路5號

宮廟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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