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乩童 

一是先天的由神明挑選，並施予個人各種症狀，使其擔任乩童；二是老乩童

的傳承，年老的乩童退休之前，找一位合適人選繼承；三是後天的個人自行「起

童」，受現場情境影響而「起童」，成為乩童，此乃所謂的「採童」。 

然而，要成為一位稱職的乩童，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他（她）們必

須是一位菩薩心腸、熱心公益、在地方上甚得人緣的人，這種個性在澎湖的「小

法仔」要求的非常嚴格；其次，經過庄頭廟主神「卻乩」（神明挑中為乩童）之

後，尚須經歷閉關受禁的訓練過程。首先要操「五寶」法器（七星劍、銅棍、鯊

魚劍、月斧、刺球），見血以表示已經受玉皇大帝的任命；再來，則實行一種儀

式，例如過火、過釘橋或是爬刀梯等等，表示破禁出關，正式成為乩童。 

聽說乩童因為被附身，所以身上的傷口完全不會痛。在隔天可以癒合。 

圖 4-1-45，乩童(拍攝時間 20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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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6，乩童(拍攝時間 2010/4/16) 

圖 4-1-47，乩童(拍攝時間 20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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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8 濟公師父(拍攝時間 2010/4/16) 

 

圖 4-1-49，濟公師父(拍攝時間 20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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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轎： 

在繞境遊行的隊伍中，最引人注意的 除了數以百計的民俗藝陣外，最值得一

看應該是神轎，它可說是民間宗教藝術的結晶 ，也是活動的重頭戲。神轎在外

猶如神明的交通工具，由神轎的裝飾、花飾，就可以看出一尊神明的階級、神職，

可以說是身份的代表。一般目前神轎大致上分為文轎與武轎，武將、王爺乘坐武

轎，文官、天后、女神則乘文轎或者是鳳輦。但按古例，不論官轎、神轎只有覆

頂式一種，只有以顏色區分階級，無文武之分，而直至現代才有文轎、武轎，或

改良式篷轎...之分，若至鄉下地區，大部分仍遵循傳統，採用覆頂式神轎。在至

目前，神轎再外觀雖有文武之分，但乘坐在轎上的，早已無文武、男女之分。王

爺亦可乘坐文轎，媽祖也可以乘坐武轎，僅以花色裝飾，整體營造出來的感覺，

去判別神祇的屬性。 

 

圖 4-1-50，神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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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1，神轎 

 

 

 

 

神轎基本法： 

1.< 載肩阿 >: a.神轎停放時將轎擔舉起.放妥肩膀的動作 b.神轎靜止未落地.而

要行進前通知轎班扛好行走  

2.< 溜溜來 >:神轎行進得太快.掌轎者令其轎班將步伐慢下來  

3.< 落步阿 >:神轎落後脫隊時.掌轎令其步伐加快  

4.< 顧頂 >:神轎行經低矮屋簷的巷中.掌轎令轎班注意轎頂.避免碰撞  

5.< 顧底 >:神轎行進在凹凸不平的路面時.令轎班注意轎底.勿碰撞  

6.< 兩邊顧 >:神轎進入狹窄巷弄時.令轎班注意神轎兩旁.勿擦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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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正邊撞角 >:行進時.神轎右前方有障礙物.警告轎班用  

8.< 左邊撞角 >:行進時.神轎左前方有障礙物.警告轎班用  

9.< 正邊腳籠 >:行進時.神轎右側路面有凹陷不平.警告轎班勿跌倒  

10.< 左邊腳籠 >:行進時.神轎左側路面有凹陷不平.警告轎班勿跌倒  

11.< 躡步深 >:行進時.遇下坡路面.令轎班行小步.避免轎底碰撞  

12.< 躡步起 >:行進時.遇上坡路面.令轎班行小步.避免轎底碰撞  

13.< 滑溜ㄚ >:行經濕滑路面.警告轎班小心滑倒  

14.< 對中四正 >:神轎拜廟時.通知轎班將位置挪正  

15.< 三進三退 >:神轎行最大禮.前進.後退各三次  

16.< 後尾走頭 >:神轎轉彎或倒退時.令後三四籤轎班調頭.調整方向  

17.< 留ㄟㄚ >:令轎班步伐停止  

18.< 轎椅阿 >:神轎欲停駐前.通知轎班將轎椅鋪好  

19.< 迴落去 >:將神轎輕放轎椅上  

20.< 正肩四籤換人 >:右邊第四位轎班更換  

21.< 轎班阿 >:呼叫後方支援之轎班  

22.< 掌轎ㄟ >:位處神轎中間.有如司機.負責應對進退.發號司令之人  

23.< 頭籤 >:神轎前方第一位轎班稱頭籤.第二是二籤.右方則是正邊二籤.依此

類推  

24.< 換肩 >:神轎靜止.轎班向後轉.換肩休息.左右肩替換  

25.< 突肩 >:轎擔從肩上滑落!此為轎班大忌.神轎會無預警掉落.神像及轎均會

受損 

表 4-1-2，神轎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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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仔鼓(法鼓)： 

法仔鼓，是一項民間藝陣，神轎之後稱為後誦，其組成為黑令旗(揮舞黑令

旗)，金鞭聖者(執法索)，打八卦鼓(四至十二位)敲鑼或者巴鈴(一至二位)，表演

者都由男生組成，因為男生聲音比較低沉，唱著咒語配合著整齊劃一的鼓聲，口

中唱念小法請神咒，拜開該請廟主神，有時也為民眾解危消災，也受民間歡迎。

小法陣分為烏頭小法與紅頭小法，吟唱曲調不同，但咒、法大同小異，僅因師門

之異而已。咒與全都用台語詮釋。拍子極為簡單，變化不大。 

 

土地公法仔鼓咒語 

拜請鎮境土地神最靈  昇天達地出幽冥 

鎮守黃河為四正  雞啼吠嘯牛馬聲 

招財進寶有餘慶  朱雀五穀總來迎 

萬事祈求皆有應  千載萬年永康寧 

弟子一心專拜請  土地公公降臨來 

神兵火急如律令 

表 4-1-3 法仔鼓咒語 

 

圖 4-1-52，法仔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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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2 法仔鼓(拍攝時間 2010/4/16) 

 
 

拍子為以上記譜，邊打邊念是一總咒語，節奏也因為很多法們有所不同，唸

法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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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早期的廟會僅是一種隆重的祭祀活動，後來原屬於民間信仰的酬神活動，紛

紛與佛、道兩宗教互相結合，使廟會成為重大的宗教節日活動之一。許多廟宇的

基本流程都大同小異(回駕過爐---兩個香爐)，不過車城福安宮神明，回駕時會經

過三個香爐，聽說這樣代表神力加倍。 

藝陣流程是沒有一定的規定，大都廟方各自行政，是非常隨性的。但是一般

而言，八家將一定是在神轎前面，法仔鼓也會在神轎最後方，其餘的陣頭都可以

自行安排。陣頭音樂以鑼、鼓為主，鼓聲、鑼聲可以帶動氣氛使現場更加熱鬧。

參與人員也會隨著鑼鼓聲的震動起伏跳耀，所以鑼、鼓在廟會當中佔有非常重要

地位，如果缺少了這些陣頭和這些鼓動人心的鑼鼓，廟會就缺少很多熱鬧氣氛。 

隨著時間的演變，陣頭花式不斷變化改進，不再只是傳統型式展現，例如，

電音三太子和電音西遊記加入電音舞曲，展現出活潑可愛的一面，擄獲不少青、

少年的心，跳脫了傳統型式---敲鑼打鼓，跳著傳統舞步的表演方式。八家將也有

所改變，傳統八家將只要八位，現在人數上，有十、十一、十二位，全由廟方自

己決定，只要可以酬謝神明，提升群眾欣賞與觀賞的興致，展現陣頭氣勢就有所

值得。 

民眾聽到廟會音樂總是有許多看法，有的覺得想跟著起舞，有人覺得音樂、

鞭炮很刺耳，卻有很多人將廟會當成心理寄託。從小就在廟會旁長大小孩，看這

些廟會陣頭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對我而言是永遠不變的回憶，因為代表著鄉鎮

的熱鬧、像徵繁華的土地公文化。 

廟會打破傳統方式加入現代流行音樂的優缺點如下： 

優點方面---在藝陣種類上提供許多表演與展現方式，強化了活動的生動與活

力，也讓廟會有更熱鬧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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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方面---只記得創新，文化沒有人傳承，慢慢的傳統文化會被現代科技給

取代，模糊了固有的傳統文化與精神所在。 

在這一次對福德正神--『福安宮』的研究中，發現現代音樂慢慢取代了傳統

音樂。電子音樂加入在傳統廟會裡面，大家接受度頗高，不會覺得要堅持傳統做

法，各式各樣的花樣招式慢慢呈現，使得廟會活動更有可看性與娛樂的效果。在

田野調查研究中，發現宗教在人民心裡有很大的寄託與慰藉，土地公聖誕湧入大

批民眾，大家都帶著各式各樣祭拜品，來呈現誠意與敬意。俗話說「心誠則靈」，

廟會活動儀式說明了人與神明之間的情感對話與虔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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