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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五通宮與社會生活五通宮與社會生活五通宮與社會生活五通宮與社會生活    

            

        台灣漢民族的宗教屬於「民俗宗教」，其宗教儀式與信仰融入日常生活的各

層面，與人們的生命禮俗、歲時祭儀廣泛結合，而寺廟除了是公眾祭祀的場所，

也是人們生活與聚集的社會空間，具有團結與整合群體的重要功能。因此，要描

述台灣漢人民俗宗教的全貌，不能忽略宗教信仰與社會生活交織的多重面向。本

章嘗試從五通宮的祭典與宗教活動、人們的日常生活、地方文教與社會救助等層

面著手，以闡述寺廟與地域社會之間的相融情形及影響性。 

         

第一節 寺廟祭典與宗教活動 

 

  五通宮的祭祀活動分為例行性歳時祭祀與非例行性活動。前者為每年固定日

期舉辦的祭典，一為七月十五日中元普渡（以前為七月初十，戰後，政府統一規

定於七月十五日），一為慶祝神明千秋聖誕。五通宮主祀五顯大帝，聖誕為九月

二十八日，為每年五通宮最重要的祭典，通常隆重盛大；四月初八為釋迦佛祖萬

壽，七月二十四為延平郡王千秋，每逢此日，管委會會準備壽禮為神明慶賀，但

不會鋪張，村民也未參與。後者主要是指五顯大帝地區性的遶境，還有廟與廟之

間的進香與會香活動，日期並不固定。 

一一一一、、、、例行性祭祀例行性祭祀例行性祭祀例行性祭祀    

  上文曾述，五通宮的祭典是由五個角頭輪辦，民國 94 年（2005）應輪到四

帝加錫角舉辦，但因加錫角已退出，因此由管理委員會代為承辦。   

 七月十五日的普渡，主要是渡化好兄弟，因此社區的善信均會置辦牲禮參

與，聘請道士念經超渡。 

  五顯大帝的生辰慶典通常為三天，二十六日開始演戲，二十七日演戲及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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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1
二十八日清晨五時請道士備禮領拜天公，並率領管委會重要幹部與地方頭

人向五顯大帝禮拜賀壽；接下來一整天演戲、誦經、「鬧廳」同時或輪番上陣。
2

社區善信在這幾天均會置辦牲禮或水果進廟裡禮拜，尤其是在九月二十八日當

天，進廟裡祝拜的善信絡繹不絶，長長供桌滿是供給大帝的禮品。連三天的酬神

戲，以往多為布袋戲與歌仔戲輪番上陣，最近幾年也放映電影。而由五通宮分靈

至全國各地的分香廟宇，每年的九月二十八日前後，許多也會回宮謁祖進香，使

場面更加熱鬧。 

 五通宮外圍的廟埕在廟會期間會擠進許多賣吃的賣玩的攤販，許多大人帶著

小孩進廟裡拜拜就會順便逛逛，這是小孩最快樂的時光。作者小時後（1970 年

代），周邊娛樂還不是很發達，沒有有線電視，沒有電玩電腦，也很少進城鎮，

因此對於廟會都非常興奮，可以看到平常少見的攤販，賣些有趣的小玩意，有時

還有街頭賣藝表演。歌仔戲是大眾期待的重頭戲，通常是下午即開始表演，很多

沒事者都早早到戲棚下佔位置；小朋友最興奮，跑上跑下，跑前跑後，最刺激的

是鑽到戲棚後台偷看歌仔戲演員化妝，覺得相當新鮮刺激，大部分的演員見怪不

怪，但有時因為小孩調皮吵鬧，還是會作勢驅趕。 

 現在因為資訊娛樂太發達，因酬神所聘請的歌仔戲班已引不起民眾的興趣，

常常戲棚下少有觀賞者。 

 正式祭典之外，最熱鬧的時刻莫過於大年初一了，這一天，轄區內或轄區外，

尤其是平日受五顯大帝護佑的角頭內信眾，定是闔家大小攜家帶眷進廟裡燒香，

祈求這一年平安順遂，由於是每戶都是全家出動，因此五通宮在這一天總是擠的

水洩不通，煙霧繚繞。外圍的廟埕照樣擺滿了聞風而來的小攤販，更增添了過年

熱鬧的氣氛。過完年五通宮漸漸恢復了安靜肅穆的氣氛，據觀察，平日祭拜人士

                                                 

1
 五通宮無自己的誦經團，均向外聘請，以九十四年（2005）為例，即自員林與大村聘 

  請誦經團，連三天爲五顯大帝誦經祝壽。 
2
 「鬧廳」，也就是北管演奏，均是社區老一輩的人士從事，從早到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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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多，多集中在初一與十五。年輕一代的除了有要事相求，如考試、出遠門，

較少進廟裡祭拜。
3
 

二二二二、、、、非例行性祭祀非例行性祭祀非例行性祭祀非例行性祭祀    

  （一） 五通宮的建醮 

  五通宮立廟以來，除了大型擴建廟殿落成，需作祈安謝土（俗稱建醮）外，

沒有西部沿海地區的建醮習俗。根據資料與地方人士的記憶，嘉慶十九年（1814）

五通宮建成，曾舉辦謝土祭典，由當時地方上最有名望的士紳黃心南主祭。再者，

五通宮於民國十九年（1930）擴建前殿，落成後理應建醮，但不知何因未辦，遲

至民國 36 年（1947），才補辦一星期的祈安謝土儀式，為當時地方上的盛事。
4
 

  民國七十三年（1984），五通宮後殿落成，並無建醮，而由當時的管理人黃

振琅主辦連三年前往台南鹿耳門接天香，為保守的五通宮一次突破。
5
 

  (二) 五顯大帝的遶境 

  五通宮本無遶境之俗。在本地，會遶境的神明為南瑤宮的老四媽（媽祖），

當媽祖要回鑾北港進香時，會在本地遶境保平安，主要是因老四媽神尊輪流奉祀

於值年爐主家中，無廟宇，信眾無法自由前往膜拜。而五顯大帝有棲身廟宇，信

眾有疑難，可隨時至廟裡祭拜求平安，故無遶境的習俗。而據地方耆老表示，五

通宮轄區的居民，遇有喜慶或新居落成，習慣至五通宮奉請五顯大帝分身回家供

奉，一樣達到確保平安的功用。 

  不過在民國九十一年（2002），五通宮舉辦了一次遶境的活動，希望透過宗

教活動的舉辦，使五通宮的廟務活絡化，促進信眾彼此間的交流，凝聚轄區內居

民的信仰信心。
6
 

                                                 

3
 五通宮附近的許多村民，在子女參加高中及大學聯考時，會將子女的准考證影印本放 置在大

帝的座位下，祈求五顯大帝庇祐高中第一志願。 
4
 南昌堂編印，《黃氏宗族譜》，頁 5。埤霞村村長黃其錩口述。 
5
 黃振琅，《埤腳五通宮史略》，頁 26。 

 
6
 五通宮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黃進興口述，訪問時間為民國 95年（2006）1 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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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遶境活動的路線為：
7
 

  過溝（加錫村）→大崙村→港後（新興村）→三角潭（新興村） 

  →港前（埤霞村北邊）→菜寮（屬埤腳村，中午於菜寮五龍宮休息） 

  →梧鳳→竹圍仔（溪湖中竹里）→二重湳（二重村）→湳底（埤霞村南 

  部）→回駕五通宮 

  從以上的路線可以看出涵蓋五通宮的轄區，也就是五通宮的祭祀圈，以當地

人習稱的舊名，有十個庄頭；以今日的行政區劃，分屬三個鄉鎮七個村里。
8
當

時遶境時，庄頭內的村民家家戶戶均置辦香案，準備牲禮水果，在遶境路旁恭迎

五顯大帝的蒞臨，也算是近年來的一件盛事。 

  埤霞村村長黃其錩為此次遶境的主辦人之一，他表示，遶完境後他工廠的訂

單突然多了起來，為歷年來最豐收的一年，他笑著說，可能是拜全程跟隨遶境得

來的福吧。 

  （三） 進香與會香活動 

  五通宮是台灣地區祭祀五顯大帝最古老的廟宇，
9
本身除了民國七十七年

（1988）回大陸祖廟謁香外，餘時一直固守本廟，並未至其他地區出遊或會香。

反之，五通宮有一些分香子廟，往年照例會回來進香；而其他以五顯大帝作為主

神的廟宇早期也時常至五通宮進香或會香（也有其他神明），這類的活動多未固

定，大致是他廟的神明指示要會香，敲定日期後通知五通宮，五通宮相關人員便

會作準備。往年在五顯大帝生辰（九月二十八日）的前後，有許多的分香子廟回

來進香祝賀，但近年來已大幅消減。五通宮在這方面並沒有詳實的紀錄，而據負

責資料保管的庶務黃魏先生表示，以前來進香的廟宇較多，近幾年來已縮減，差

                                                 

7
 五通宮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淮清提供。 
8
 大崙村雖然未加入五通宮的五個角頭，但因緊鄰加錫村與埤霞村，有許多同樣來自漳  

  州詔安的黃姓村民（同屬江夏堂），自清朝時即有許多村民個別到五通宮拜拜，但因路 

途遙遠，戰後，村廟普崙祀建立，自雕一尊五顯大帝屘王，奉祀於普崙寺中。 
9
 根據基隆天顯宮所籌設的「五顯大帝聯誼會」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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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都是十來次，而今年（2005）可能因為景氣不好的關係，來進香的廟又少了。

10
 

  進香或會香是廟與廟之間維持聯繫的方式，是分香神獲取祖廟神威的方法，

也是神與神之間的聯誼，但實際上卻也是不同地區的群眾的連結，屬於共同信仰

的擴大行為。 

  近年來由基隆天顯宮發起籌祖「五顯大帝聯誼會」，希望連結全台灣以五顯

大帝為主祀的廟宇，將五顯的信徒組織起來，互相交流，以擴大五顯大帝的信仰

圈與影響力。目前所採取的模式，是廟與廟間互相參香，及一年一度輪流舉辦聯

誼委員會（由各廟宇的委員代表參加），九十三年即由五通宮主辦，九十四年則

輪由五龍宮舉辦。 

三三三三、、、、五通宮五顯大帝的靈驗傳說五通宮五顯大帝的靈驗傳說五通宮五顯大帝的靈驗傳說五通宮五顯大帝的靈驗傳說    

 作為一座二百多年的古廟，見證先人們篳路藍縷的開拓歷程，五通宮也發展

出許多靈驗事跡的傳說，雖然故事本身不見得真確，但卻可以反應當時的社會情

景。 

  （一）油車店事件
11
 

 清朝時代由於公權力不彰，治安不良，民間時常發生械鬥事件。埔心鄉油車

村舊稱油車店，自清朝成村以來，民風剽悍，男丁時常成群結隊欺負外村。比如

外村辦喜事，在迎娶新嫁娘的途中，時常遇到油車店的流氓來搶劫，劫走財物與

新娘，將新娘侮辱後才放還，使別村恨的牙癢癢的。埤霞、二重這一帶的村民都

曾吃過油車店的虧，卻無法鬥嬴他們，只好祈求五顯大帝的庇佑。有一天，有村

民夢見五顯大帝顯靈，告訴他油車店的人民如此剽悍霸道，是因為他們的地理風

水相助，使他們氣勢凌駕鄰近各村，而在某地的一座涵洞（一種通水的坑洞），

便是關鍵的風水位，如果能夠破壞此關鍵地理，油車店將一蹶不起，再也無法欺

                                                 

10
 訪問時間為民國 95 年（2006）1月 3日。 

11
 本傳說由埤霞村長黃其錩提供，訪問時間為民國 94年（2005）11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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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人了。此村民夢醒後，連忙告知其他村民，大家商議後，決定當晚帶著鋤頭等

農具，深夜趕至神明所指示的涵洞，連夜將其破壞。次日一早，油車店的村民發

現地理被毀，大吃一驚，深怕有惡事降身，紛紛遷離油車店。沒多久，油車店竟

然幾乎成為空村！當然危害鄰村的事項再也沒有發生過了。埔心鄉各村大部分都

有主姓，比如埤霞、二重村以黃姓為主，羅厝庄以羅姓為主，瓦北、瓦中等村以

張姓為主，但是今天的油車村是雜姓村，因為居民都是後來陸續搬遷進來，彼此

較沒有連帶的血緣關係，老一輩的村民相信這與上述那段公案有關。 

 

  （二）埔鹽鄉大安宮十三家事件
12
 

  大安宮位於埔鹽鄉打廉村，打廉係客家人打造鐮刀之聚落，大安宮亦為客家

人所建之三山國王廟。溪湖中竹里傳說，在清代漳泉械鬥中，大安宮附近有十三

家客裔被泉人滅掉，土地被佔去，泉人則一路攻佔到今溪湖中竹里，到大溝邊時，

突見五顯大帝顯靈，化作兵將封擋在前，泉人看見到處都是兵將，不勝驚駭趕緊

撤退。此後中竹里民因感恩而信仰五顯大帝，每年農曆九月二十八日五顯帝聖誕

均祭拜兼宴客。而埔鹽大安宮雖淪陷，但泉人每年普渡必先呼請十三家，辦十三

家斗燈、擺設十三家筵桌來拜。 

  （三）黃林不婚
13
 

  大村鄉流傳一則有關五顯大帝的傳說：來台的黃姓先祖，曾娶妻林氏，林家

想要謀取黃家財富，竟於古井內下毒，適逢五顯大帝顯聖指點，終能化險為夷，

未讓林氏得逞。黃姓祖先感念五顯大帝再造之恩，爲其建廟並言明後世子孫永遠

奉祀之。 

  員林鎮湖水里吳春景先生表示，他自小即聽聞，本地黃林二姓為世仇，世代

                                                 

12
 莊淑菁，《清代溪湖鎮的開發與社會變遷》，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 

，頁 82。 
13
 黃敦敬，《大村鄉聚落發展及其生活方式變遷之研究》，台中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

文，2005，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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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婚，以前村裏曾有黃姓與林姓年輕男女因自由戀愛欲結婚，而遭到家中長輩強

烈反對的事例。湖水里有些黃姓與大村、梧鳳的黃姓有血脈關聯（均來自黃久隆

公），因此很有可能將大村的這項冤仇帶到湖水里，演成黃林二姓世仇不婚的現

象，不過現在已慢慢淡忘，打破僵局了。 

  （四）瓦片傳說
14
 

 民國十九年（1930），五通宮進行第二次擴建，建築師父正在前殿屋頂上黏

藝術瓦片，結果不小心瓦片整堆掉落，碎了滿地。那瓦片是經過雕琢的，很珍貴，

不是隨便買的到，而且經費有限，再撥大筆經費採買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師

父非常頭痛，不知如何是好。結果有一晚，師父輾轉反側似睡似醒，忽見一神明

喚他，自稱五顯大帝，告訴他五通宮後院有一小塊空地，往底端角落走去，地下

有他可以使用的東西。師父夢醒後，連忙趕往五通宮，按照夢裡神明的指示，果

見一突起角落，經挖掘，竟是一堆寺廟屋頂的瓦片，幾乎與正興建中所使用的瓦

片相同，只是舊了些。經詢問廟裡年事較長的老者，有人憶起這應是第一次擴建

廟宇時所剩餘的瓦片，在場者莫不驚嘆！ 

  （五）神明愛看的戲
15
 

  只要是熟悉五通宮事務的人，都知道五顯大帝愛看「關公過五關、斬六將」

戲碼的布袋戲，這也有一段傳說。 

 在早期湖水坑尚未退出輪值角頭時，有一年輪到湖水坑舉辦五顯大帝的生辰

祭典，因秋天風大，因此在廟前搭帳棚，使祭典的進行能較為順利。結果二十八

日那天下午，突然一陣強風，吹走了頂上的帳棚，而且一吹竟凌空飄走，不見了！

大家都非常驚訝，議論紛紛，猜測會不會是神明生氣了，卜茭的結果，似乎神明

真的不高興，可是不高興什麼呀？大家也猜不出來。後來過了幾天，湖水坑裡有

人發現了一大塊棚子，經查證確實是五通宮辦祭典時搭的帳棚，大家驚訝之餘，

                                                 

14
 埤霞村民黃江邊提供，訪問時間為民國 94年（2005）11月 14 日。 

15
 這是五顯大帝在埔心鄉北四堡流傳最廣的故事，主要由黃其錩提供。 



 143 

便推測五顯大帝定是對湖水坑舉辦的祭典不滿意。經過卜茭的結果，發現是對演

的布袋戲不滿意，大家再進一步詢問，原來是沒演關公的戲碼，五顯大帝不高興

啦！從此以後，每年的九月二十八日這天，一定搬演此戲碼，再也不敢馬虎！ 

 以上都是從老一輩的長者口述得知，而他們也是小時聽長輩們口傳，因此確

切的年代無法考證。我們知道這些故事的重要性，並不是在於故事的真實與否，

而是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與一般民眾對家鄉神明的敬畏與信賴。尤其是前兩則，

反應當時台灣社會械鬥頻傳，治安不靖的情形，老百姓惶惶不安，特別需要宗教

的護佑與慰藉，而適時顯靈的神明便能得到老百姓最大的感念與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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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寺廟與與信眾的日常生活 

 

 本文在第一章裡曾論及，台灣漢人普遍的鬼神崇拜屬於一般所言的「民俗

宗教」，由初民社會沿續發展而來，其特色之一便是宗教活動與組織，與社群及

其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尤其，在早期台灣的開墾環境中，政治公權力不彰，漢

人的開墾腳步永遠領先官府的政治管理，因此，一座地方上的公廟，所扮演的角

色，除了是村民的信仰中心，往往也是當地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因

此以一座廟宇為主題的研討，絕不能忽視其與信眾社會生活的關係與融合程度。  

  五通宮立廟二百多年，見證了四個鄉鎮十多個庄頭的發展歷程，與村民的生

活自是息息相關，本節除了論述彼此間的融合與影響，並關懷在社會政治與經濟

型態轉變的時空下，此種融合程度所遭受的衝擊與產生的變化。 

一一一一、、、、五通宮為村民的社會活動中心五通宮為村民的社會活動中心五通宮為村民的社會活動中心五通宮為村民的社會活動中心        

 傳統寺廟都會有個「埕」，一方面顯現一座廟宇的氣度與威勢，一方面也可

做為村民聚會與活動的中心。 

 據現年八十幾歲的耆老黃秉樂先生回憶，五通宮以前的廣場比今日更大，前

頭還有個池塘，每年五顯大帝聖誕千秋前，便有許多烏鴉飛來池塘邊戲水，頗為

熱鬧。早期絕大部分的村民均務農，平時忙於農作，閒暇時便會聚集在廟前的廣

場，聊天甚至賭博，廟前的「埕」成為附近數村的共同聚會場所。
16
 

 日治時期寺廟的管理人通常為保正，而保正大多為地方上有錢有勢之人。黃

秉樂與其父親黃耀坤均擔任過保正，他們黃家正為當時附近鄉里最有錢有勢之家

族。黃表示，早期民風淳樸，日本人管的嚴，村里發生衝突與糾紛並不多，若真

遇到需要公正人調理之事，通常則約在五通宮協調，由保正擔任調人與證人，在

五顯大帝見證下，雙方必須遵守完成的調解與承諾，否則即遭神明譴責。五顯大

                                                 

16
 訪問時間為民國 95 年 11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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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成為村民的公審神了。 

 戰後實施地方自治，村長成為最小單位的政治頭人，遇有村民間的糾紛衝

突，或開村民大會，大部分選在村長家。尤其民國五十年代，鄉公所撥款興建村

民活動中心，自此，較大型的會議或公眾事務的推行，均在各村民活動中心舉行，

五通宮漸漸轉變成純信仰的活動空間。 

二二二二、、、、五通宮與信眾的食衣住行五通宮與信眾的食衣住行五通宮與信眾的食衣住行五通宮與信眾的食衣住行    

 五通宮周圍散佈著各農村，農村村民很儉樸，食衣住行大部分自行打理，但

總有些物品必須消費，五通宮前的廣場由於位於各村交界處，以地利交通之便自

然成為周圍數村的「商業中心」，散佈著米店、小吃店、雜貨店、早餐店、賣菜

攤等，主要滿足村民「食」的需求。
17
 

 有些流動攤販，會在固定日期前來賣些衣服日用品，也是在廟前的廣場。早

期經濟不寬裕，少有村民有車，婦孺很少上市鎮，因此對這些流動攤販總充滿好

奇與興趣，尤其是叫賣式的販子。他們為了吸引顧客，總是會在白天用車子來回

附近村裡，大聲廣播晚上廟前有「精采表演」，只要來參觀者都有禮物贈送。晚

餐過後，有閒的村民便會聚集到廟前的廣場，大部分是老弱婦孺，興奮地等待「精

采表演」，賣藥販子通常都有如簧之舌，唬的淳樸的村民一愣一愣的。他們所賣

的東西品質不見的好，但在交通不便、無法自由上熱鬧街市逛街的時代，卻是小

孩們很期待的活動。現在這種帶有表演性質的叫賣活動近年來幾已絕跡了，流動

攤販大部分都是在五顯大帝生辰慶典及農曆春節人潮湧動時才看得見。 

  五通宮坐落在大村、員林、埔心、溪湖四鄉鎮的交通聯繫要道上，因此也是

公車的設計路線必經之地。五通宮前便是公車站牌，村民要前往大村、員林、溪

湖鎮都必須到廟前等候公車，因此五通宮也成為附近的交通中心。對於自有交通

工具的村民，要前往以上之處，也是必經五通宮。 

                                                 

17
 五通宮前的小市集自日治以來，變動不大，至今仍是小店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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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自 76 號東西向快速道路在民國九十（2001）年完工通車後，往員林、

溪湖方向，76 號快速道提供了更為便捷的管道，五通宮的交通中心重要地位已

漸被替代。 

三三三三、、、、五通宮與村民的生計五通宮與村民的生計五通宮與村民的生計五通宮與村民的生計    

  五通宮轄區裡的村落均以農業為主，只有少數村民經營工商業。五通宮對於

村民的職業生計並沒有直接的影響，也未形成如基隆廟口夜市、新竹城隍廟小吃

等的經濟型態，但因有些村民對神明的信仰與依賴，其生計與五通宮形成一種微

妙的連結；他們除了過年過節定期準備牲禮水果進廟裡奉祀之外，對於其營生的

農作也時常詢問五顯大帝。 

  五通宮附近的村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積為農作，農作物主要為稻米、蔬菜

及葡萄，據筆者訪問及觀察地方上的農民，固定種植稻米者，較少擲茭求教五顯

大帝，但種植葡萄與蔬菜者，價格暴起暴跌，收成相差甚大，故時常看到進廟裡

請示。 

 筆者曾訪問住在菜寮的種菜農夫，汪海堂，
18
他表示，他並不固定種植特定

蔬菜，因為蔬菜價格時起時落，種錯了便要賠錢，因此他習慣在播種之前，到廟

裡請示五顯大帝，卜茭求籤詩，請求大帝指引他該種什麼菜。他說，只要按照神

明給的指示種植，當季必賺。如果鐵齒，硬按照自己的意思，那年的菜價必定不

好，屢試不爽，因此他現在每期都乖乖的進廟裡擲茭請教。 

 筆者又問，菜寮有五龍宮，也是崇信五顯大帝，為何不就近請示五龍宮的五

顯大帝呢？他表示，五通宮是古廟，本來就較靈驗，而且數十年來都是在五通宮

請益，不可隨意改變。 

 筆者又訪問埤霞村種植葡萄的果農，黃山田，
19
黃家屬於世居埤霞村中厝的

家族，自其父祖輩起便常進廟裡請求五顯大帝指示農事。他表示，五顯大帝很靈

                                                 

18
 訪問時間為 94年 10 月 29日。 

19
 訪問時間為 94年 10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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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有一年，他抽到籤王，果然大賺。他舉九十四年（2005）夏天的例子，八月

份他進廟宇請示是否可以剪枝了，他把他事先看好的日子報告給神明，如果神明

允準請求給三個聖杯，可是很奇怪，卜了很久竟然沒有聖杯，他乾脆把整個月的

好日子一個個拿出來卜，竟然全部都不允準！他最後問了，是不是要過二十八日

（指農曆七月二十八日）後啊？五顯大帝才終於給他三個聖杯。這位果農回家後

左思右想，不剪枝會影響到葡萄成長的黃金期，拖過這個時間恐怕今年便無法種

植葡萄了，因此還是決定剪了。剪枝後很快的開了花，正欣喜，結果二十八日來

了個強烈颱風，所有的花穂全部被打落，之前所花的心血全泡湯了。所以這位淳

樸的農夫概嘆，神明的話還是要聽的！ 

四四四四、、、、五通宮與休閒娛樂五通宮與休閒娛樂五通宮與休閒娛樂五通宮與休閒娛樂    

  五通宮做為附近居民的信仰中心，發揮了撫慰人心的宗教功能，但伴隨其

定期的廟會活動，也為早期的村民帶來少有的娛樂生活。 

五通宮的轄區均為淳樸的農村，週遭無娛樂場所，也無大型的餐館，或聚會

場所。早期辛勤的村民每天為了打拼三餐，每個都是從早忙到晚，幾無空閒時間，

更無所謂的休閒娛樂。在無電視電影、ＫＴＶ、電玩等的時代，廟會時的「做戲」

對辛勞的村民而言，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年度大事。 

五通宮的酬神戲通常從農曆九月二十六日即開始，有時是布袋戲，有時是歌

仔戲，通常兩者並行，大部分是白天演布袋戲，晚上演出歌仔戲。尤其到晚上，

不分男女老幼，暫時放下辛勞的家事工作，齊聚廟前的廣場，欣賞唱作俱佳的野

台戲，是一種享受。演戲的戲碼，通常為忠孝節義的民間故事，或是五顯大帝的

成仙由來，其中必定要演一齣關公「過五關斬六將」的戲，據說不演五顯大帝會

生氣，大家都知道祂最愛看這齣了。 

透過這些戲劇表演，使得早期許多無法受教育的民眾，熟悉民間演義與故

事，而這些獻給神明看的戲碼，絕大部份均含教忠教孝的意義，對教化當時失學

的民眾，約束其反社會行為，有其正面積極的效應。 



 148 

  隨著數天的廟會活動，四方的流動小販會群集五通宮前的廣場做生意，對於

平日無法上街（員林街）的村民是很令人興奮的事，滿足了村民消費的慾望及需

求。大多數的攤販均為針對小孩子設計的小吃及小玩意，深受小孩子的歡迎，這

些鄉村小孩也只有藉這個機會開開眼界，了解外界的新奇好玩玩意兒，彌補身處

於封閉的鄉村娛樂不足的缺點。 

  民國三十年代，員林已有電影院，但為無聲電影，後來才漸漸轉成有聲電影，

據老一輩的回憶，當時經濟情況不好，看電影的機會很少。 

  民國四十年代後期，村裡開始出現收音機，一個冷硬機器裡傳出的音樂、說

書、新聞等資訊，逐漸傳遍各村裡，也逐漸打開了村民的視野。
20
民國五十年代

末期，埤霞村出現第一台電視，每晚許多老老少少，集中到擁有電視的雜貨店，

入迷的盯著那小小的方框，歌仔戲、布袋戲、連續劇、綜藝節目、新聞節目等等，

五花八門，每天上演，豐富了村民的視聽，但也逐漸改變了村民的娛樂習慣。
21
到

了六十年代後期，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村民們只要每晚按個紐，就可以看到

楊麗花的歌仔戲，不用望穿秋水等待廟會的野台戲了。 

  五十、六十年代，收音機、電視的出現，逐漸的普及深入每一個家庭，改變

了人們的休閒娛樂習慣，使廟會野台戲（不管是歌仔戲或布袋戲）逐漸失去對人

們的吸引力。而電視節目的日新月異、推陳出新也寵壞了人們的胃口，不是獨特

新奇的節目還提升不了收視率，因此，受限於場地、經費、題材的傳統野台戲就

算在最淳樸、最有人情味、資訊最不發達的鄉村地區，依然失去了人們以往的關

注。 

   

                                                 

 
20
 埤霞村長黃其錩回憶，台灣剛開始擁有收音機的人家，很多是開店業者，爲招徠顧客， 或

爲炫燿，許多店家都會將收音機擺在店口，音量開的很大，吸引許多民眾聚集。 
21
 埤霞村第一台電視為黃其南家裏所有，黃家為道士世家，經濟狀況很好，當時其女兒  

  黃寶惜在村裏開小雜貨店，成為村民聚集聊天之所，每到傍晚，便會聚集許多人觀賞電視，

黃家很大方，從未驅趕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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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寺廟與地方文教寺廟與地方文教寺廟與地方文教寺廟與地方文教    

    

一一一一、、、、傳統中國建築藝術之展現與延續傳統中國建築藝術之展現與延續傳統中國建築藝術之展現與延續傳統中國建築藝術之展現與延續    

  台灣之廟宇建築為台灣文化特色之一，亦是閩南系建築中主要的典型之一，

22
它是信徒最虔誠的奉獻，搜羅最昂貴難得的材料，加上匠人最大的心血，全力

以赴完成的藝術傑作。如同西方為展現對上帝的無上尊崇與榮耀，願意花上百年

精雕細琢的教堂一樣。虔誠的人們岀錢出力將最細緻珍貴的物件奉獻給神，藉由

這樣的奉獻，祈求神明給予保佑與祝福，因此廟宇不但是人民精神上的重要寄

託，它同時也是傳統建築藝術的精華呈現。 

  台灣傳統廟宇涵括大量的裝飾藝術，如雕刻、陶作、剪黏等，源自於象徵、

祈願、辟邪、表彰與審美等價值判斷，而廟宇的裝飾題材依神格高低有所區別，

除了自然的鳥獸蟲魚及人物，也有想像中創造出來的靈獸與神怪。看廟宇的各種

裝飾，除了欣賞傳統藝術品的精巧，也可從其蘊含的意義去體會人民對神明的敬

畏，及先民對未可知世界的想像與賦予的解釋。 

  （一） 廟宇建築 

    五通宮為三殿式（即有前殿、正殿及後殿）廟宇，平面呈四合院之型態，後

殿為正殿的延伸，為一二層樓式的建築。正殿供奉五顯大帝，後殿祀延平郡王，

後殿二樓祀釋迦牟尼佛（見圖 6-1）。前殿的屋頂為三川脊的造型，係民國十九年

（1930）所建造，後殿為更華麗的假四垂形屋頂，為七十三年（1984）完工的作

品，從正面看，製造了屋宇高低錯落，屋簷翼角飛揚的視覺效果（見圖 6-2）。 

 五通宮為閩南式的傳統廟宇建築，使用大木結構，從內部可以清楚地看到華

麗的樑柱與其建築架構，正殿使用十五根大柱，前殿為十一根，保存了傳統的建

築工法，為學習建築的人士提供了參考的對象與價值（見圖 6-1~6-6）。 

                                                 

22
 李乾朗，《台灣建築史》，台北市：雄獅，1993，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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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五通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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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室  

            

             

          會  

金      天  井      

          客  

             

爐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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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Ｆ   

          

 會   釋 迦 牟 尼    會 

 議       議 

 室       室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6-2 五通宮全貌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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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前殿大柱與棟架（三通三瓜式）  圖 6-4 正殿大柱與棟架（三通五瓜）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圖 6-5 複雜的棟架                   圖 6-6 壽樑上看架斗拱，支撐與裝飾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二）五通宮的石雕與木雕 

  雕刻是傳統廟宇的內部主要裝飾之一，是最珍貴、最精細、花費人力最多的

地方。五通宮的石雕以青灰色為主，大部分係民國十九年（1930）建廟時的作品，

主要表現在龍柱、石獅、石柱及牆堵。殿內牆壁上的石雕則多為民國七十年代

（1980）重修時所完成。 

  五通宮有三對對龍柱與一對石獅，除了石獅外，其餘的石雕大部分都雕有歷

史人物，以三國演義的故事為主，尤其是關雲長身騎赤兔馬，手拿大刀的情節處

處可現。在大門兩側的牆壁與其他廟宇一樣有許多具象徵意義的石雕，如左青

龍、右白虎、麒麟聖獸、花鳥等，夾雜數不清的歷史人物浮雕，讓人眼花撩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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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圖 6-7~6-12） 

  殿內的牆壁裝飾許多石雕作品，上面均刻有出錢奉獻的善信大名，筆者將其

內容作了簡單的分類，主要有四大類型，一為歷史人物故事（含戰爭、勵志、稗

官野史等），二為神仙軼事，三為傳奇小說人物故事，四為傳統花鳥樹木，每片

浮雕並將其主題名稱刻上，方便欣賞的人辨識（詳細內容請參閱本節下文）。 

圖 6-7 大門前的龍柱        圖 6-8 前殿中門左側的石堵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圖 6-9 正門兩側的石獅             圖 6-10 步口廊左側的對看堵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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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11 龍柱下的八角柱珠     圖 6-12 內殿的柱頂設計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木雕大量應用在神龕、斗拱、棟架、員光等支架上，題材豐富，用色華麗，

兼具實用與藝術之美。放置神像的神龕，更是雕梁畫棟，精緻非常。 

圖 6-13 前殿的老鷹托木         圖 6-14 獅座與員光的木雕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圖 6-15 前殿的斗拱           圖 6-16 彩繪吊筒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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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五顯大帝神龕           圖 6-18 釋迦牟尼神龕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一） 剪黏 

 五通宮的剪黏也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主要應用在水車垛及屋簷的裝飾，

如前殿屋脊上的「雙龍搶珠」，正殿上的「雙龍拜塔」等。龍能注雨以濟蒼生，

可祈雨辟邪壓火災，或謂龍好吞火，將之置於屋脊上可防止火災發生。屋脊兩

側及燕尾脊端，多為傳說中的神仙人物，有八仙、仙女仙童等。在脊下長條行

的垛頭，也都為剪黏作品，主要為歷史人物與節義故事。（見圖 6-19~6-21） 

 

圖 6-19 屋簷上的剪黏         圖 6-20 垛頭上的剪黏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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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 正殿屋頂的「雙龍拜塔」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二） 書法與繪畫 

書法與繪畫時常是並存相互輝映的藝術，在廟宇裡也展現了這一特色。廟

宇的匾額本身除了歷史意義外，也是當代書法技法的呈現。五通宮樑柱下的步

通、殿內的大通、壽樑及架內牌樓均有細緻的國畫，繪者為台北市的榮源先生，

內容多為歷史故事，如荊軻刺秦王、陶恭祖三讓徐州、王司徒巧使連環計等，可

惜有些畫作因年久污損，已辨視不清。後殿祭祀鄭成功，其兩側牆壁繪有鄭氏渡

海復台及荷蘭投降鄭成功的故事，兼具繪畫藝術與歷史教育意義。二樓則繪佛陀

故事。（見圖 6-22~6-23） 

門神也是國畫中的特殊展現，五通宮的六尊門神堪稱宮內最具神韻的繪畫

作品，威而不慍、嚴而不令人懼，栩栩如生。（見圖 6-24~6-25） 

 

圖 6-22  悉達太子遊城門     圖 6-23 陶恭祖三讓徐州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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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4 門神（一）         圖 6-25 門神（二）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資料來源：作者攝影 

 

 

（三） 器皿家具 

人們供給神明所使用的器皿家具理所當然要最好的，如神龕是供奉神明之

處，有如一座縮小型的建築，有屋頂、龍柱，也有格扇，往往為精巧的木雕作品。

神龕外為頂桌，置放香爐及蠟燭台，之下為下桌，供民眾置放供品，均不能馬虎。

就連廟裡祭祀所使用的「五供」（香爐、一對燭臺與花瓶），造型均十分精美。另

外供民眾插香的金爐，也是有藝術及歷史價值的文物。 

（四） 詩文的創作 

寺廟除了硬體設備可供欣賞之外，還有軟體的創作不容忽視，如廟門兩旁

的對聯，習慣將宮名刊文在上，使人一看便知本廟宇的主祀為何，五通宮殿門對

聯為： 

五大神威長驅法界頌我帝 通鑑易道占應無斯德鈞天 

側門的對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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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夜光明悟徹靈山燈一盞 通天變幻皈依綠水國千田 

  九五超承上界公尊頌上賞 神通赫奐中天大火極中權 

殿內神龕旁的對聯為： 

五行受化溯源流靈光承陳 通體渾煌貽上下廓貌重新 

大殿內有許多中柱，每對柱子亦均刻有對聯，不再多述。大部分的對聯均

是對五顯大帝的尊崇獻語，也有些提到五顯大帝的來源，如上述的五行五氣所化。 

後殿祀鄭成功的對聯為： 

風範氣瀟程安樂 桓楊懷古應顯然 

後殿二樓祀釋迦牟尼，其對聯為： 

禪輝宇香滿室春 光騰浩志彩金敦 

色相本空妄念忘來渾是佛 菩提無種善根培處即為因 

另外，五通宮的籤詩靈驗是有名的，若掠過其信仰的層次，其本身實是漢

文詩的創作，是本地黃火練先生的作品。而現在教育主流為白話文，會作中國傳

統詩文的人已很少，寺廟是少數兼具保存與創作詩文之處。 

  五通宮就如一般寺廟一樣，是民間傳統建築與傳統藝術的融合體。在早期移

民社會，民眾普遍窮困，一般的民宅都很簡陋，無甚裝飾，只有在廟宇，大家共

同出錢，集結當時各種工藝技巧，傾其力使得廟宇能美侖美奐，展現善信們的虔

誠，因此早期除了大戶人家外，一般農村只有在中心廟宇才見得到這些傳統藝術

作品，而許多技藝與技工的存續與發展也是拜廟宇所賜，因此寺廟可說是當地的

藝術中心。 

  隨著時代轉變，建築工法日新月異，在實用、安全與經濟的考量下，一般住

屋早已脫離傳統建築工法，鋼筋、水泥取代雕樑、畫棟成為基本建材，瓷磚、鐵

窗也取代花窗、磚飾，而在地少人多的壓力下，房屋越蓋越高，西式的高樓大廈

充斥著城市每一角落，一棟十層樓的大廈一二年就可完工，一切講求效率，形成

一種速成的文化態勢。相較之下，傳統廟宇純粹的中式風格，很難得的保存了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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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長久的信仰與文化模式，及漢人對天地人的詮釋與世界觀。 

  但另一方面，時日變遷，現在社會分工精細，農工商業蒸蒸日上，人們的生

活水準提高，大部分的人除了豐衣足食之外，還有餘錢餘力從事休閒活動與發展

藝文興趣，藝術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專業。許多工藝的發展不再只是為了廟宇的

裝飾，有的走入尋常的家庭，成為家屋裝潢的一部分，有的提升層次為純藝術作

品。也有越來越多的空間提供給這些藝術品，如畫廊、博物館、文物館、文化中

心或個人工作室等，它們不需再依賴廟宇，因此廟宇做為一地的藝術中心的功能

已大為減弱。加上隨著交通工具的日益便捷，國際文化資訊交流頻繁，藝術的發

展趨於多元化，各式各樣的創作見諸於世，在多重選擇的情況下，傳統藝術已不

再具有獨尊的地位。    

  五通宮近三百年來經過數次的修建，善信們從虔誠信仰的心態出發，供養其

成為當地建築與民俗工藝精華的中心，但隨著時日的變遷，藝術發展的多元化與

專業化，其藝術中心的地位逐漸退讓，成為眾多建築型態的一種，你可以以信仰

的角度膜拜祂，也可以從欣賞藝術的面向欣賞祂。而其純傳統漢人文化的形式也

成為其極具保存價值的文化資產。 

二二二二、、、、    五通宮的教化功能五通宮的教化功能五通宮的教化功能五通宮的教化功能    

（一） 傳統教化功能 

  五通宮的教化功能可從以下三方面分析： 

1. 宗教儀式與活動 

五通宮每年舉辦廟會慶典，透過道士領拜與誦經，塑造宗教特殊的氛圍，讓

民眾感受神明之神威，無形中必須收斂自我的言行，而宣傳神明揚善懲惡的力

量，能培養信眾的道德觀念，使之不敢作惡。在領拜儀式中，需按照年齡輩分，

逐一上香，不可躁進，學習謙遜的人生態度。
23
 

                                                 

23
 五通宮管委會主任委員表示，每年堅持如此的禮拜儀式，除了保存先人所遺存的風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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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廟會慣例有酬神做戲，有時是布袋戲，經費較為充裕的話，通常會聘請歌

仔戲團演戲謝神。不管是布袋戲或歌仔戲，題材多為節義忠孝故事，取材自中國

歷史或是民間傳說，就作者印象中，出現過的戲碼有「薛丁山與樊梨花」、「王寶

釧苦守寒窯」、「三國故事」、「五顯大帝成仙」、「白蛇傳」、「梁山伯與祝英台」、「臭

頭洪武君」等，其中傳說五顯大帝最愛三國時代關公「過五關斬六將」的故事，

因此此戲碼年年必備。在缺乏教育的時代，許多村民透過觀賞這些野台戲，粗通

一些中國歷史故事，了解神明的由來，甚至耳濡目染中，習得一些忠孝概念。 

2. 五通宮的彩繪雕塑 

  五通宮不管是繪畫或雕塑，題材多取自中國歷史或傳說故事，深具教忠教孝

的功能，也給予以前無法受教育的信眾，吸取知識的機會。 

（1）繪畫 

榮源先生有許多畫作展示在通樑上，抬頭可見的內容有「荊軻刺秦王」、「陶

恭祖三讓徐州」、「王司徒巧使連環計」、「夏侯惇拔矢啖眼」、「舜耕歷山」、「渭水

訪賢」等，可惜有些作品因年久而模糊不清了。 

後殿祀鄭成功，兩側大型壁畫的主題，分別為「延平郡王鄭成功渡海復台圖」

及「民族英雄鄭成功接受荷蘭投降書」。二樓祀釋迦牟尼，左側繪「悉達太子遊

城門」，右側繪「佛陀講經」。 

（2）石雕 

五通宮殿內兩側的牆壁，有許多善信所貢獻的石雕，題材非常豐富，茲檢錄

如下： 

 

 

 

                                                                                                                                            

並希望藉此儀式宣導傳統長幼有序、謙遜的倫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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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五通宮內殿牆壁石雕主題 

原璧歸趙藺相如 高桂英  趙雲救主 徐寧飛馬戰董平 

史恭遇吳俊義 石碣村河濤兵敗 

玉山神女 嫦娥奔月 

蚌仙 仙女散花 

二喬 鐵扇公主 

華容道 水淹七軍 

武松打虎 女媧補天 

武松與宋江結拜 

 

朱仝勸晁蓋投梁山 

戰宛城 靈中子進木劍  大舜耕田 夜戰馬超 

伏虎 唐朝名將尉遲敬德富

不易妻 

三色之美 漁樵問答 

麻姑獻瑞 武侯奉表 

金雞嶺 南極星輝 

國色天香 財子壽 

武王失陷紅沙陣 文王葵山得子 

  

岳武穆精忠報國 和合二仙 

東坡玩硯 徐母罵曹 

玉山品茶 花開富貴 

仙人一局棋三萬六千日 孫叔敖除鉈 

醉翁圖 小霸王怒斬于吉 

淵明愛菊 

 

太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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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梅圖 百年和合 

老子觀井 羅浮春夢 

呂純陽得道 鍾馗 

茂叔觀蓮 

 

九年面壁 

資料來源：作者田調所得 

  以上的石雕主題大約可歸四大類：一為歷史人物故事（含戰爭、勵志、稗官

野史等），二為神仙軼事，三為傳奇小說人物故事，四為傳統花鳥樹木，其中以

歷史人物故事最多，佔二分之一強，對於增進歷史知識有一定的助益。 

（3）勸世語 

五通宮不管在通樑、牌樓或是束木上，皆書寫許多勸世語，希望信眾勤 

儉、守本份，敬老尊賢，陶冶品德，多作善事。現檢錄如下： 

  敬父如天，敬母如地 

  不怕少年苦，祇怕老來窮 

  信用常守多道德，識人知己定成功 

  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作事留心成家母，有志事業必興隆 

  天上育日月星辰，地上育五谷金銀 

  田要朝朝到，地要日日掃 

  知過能改受大益，量度寬大發恒豐 

  白日莫閒過，青春不再來 

  勤儉積蓄奠基礎，謙恭待人自尊崇 

  自有自無當知足，無煩無腦樂神仙 

  忍幾句無憂自在，耐一時快樂神仙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善人如同田中土，惡人好比犁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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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土翻覆年年在，犁頭磨滅土中藏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吃虧人常在，刁鑽永到頭 

3. 五通宮的碑文、沿革 

  五通宮的兩側有許多碑文，均為民國七十三年重修時所刻記，包括建廟沿革

史，及多次增建、擴建的時間與捐款人的資料。 

  「通古碑文」記載了五顯大帝受封的來源，渡海來台及顯靈的過程，及五通

宮的建廟始末，原義是使讀者可以快速簡易明瞭本廟及神明；但從開拓史的角度

來看，碑文裡所記載的時間、地點及相關地方人物，卻是寶貴的地方史的資料，

有其史學的價值。而其餘廟身增建及捐款人的碑記，無疑也是地方史的紀錄。 

  （二） 做為臨時教育場所 

  在現代化學校尚未成立時，由於寺廟往往位於街庄村落的中心，交通便利，

或為附近唯一的公共空間，因此有時會成為臨時的教育場所，或為私塾，或為正

式設校前的教育處所，使得寺廟與地域的關係，除了是信仰及凝聚團結的角色

外，還肩負學校的功能。 

  清領時代，台灣的官學只有府縣儒學與書院，民間有私設的書院、社學、義

學或私塾，但當時的埔心鄉周圍一帶，並未設有學校或私塾，關心教育的地方士

紳通常將子弟送往員林街文昌祠的興賢社（即興賢書院）就讀。
24
 

  日治初期，五通宮附近（今五通北路）設有私塾，供子弟們就近學習，但規

模小，不敷適用，許多子弟必須千里迢迢到永靖、員林或溪湖等地的公學校上學，

非常不方便。
25
  

                                                 

24
 曾慶國，《埔心鄉志》，彰化：埔心鄉公所，1993，頁 370。 

25
 永靖公學校設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校址設在永靖街永安宮旁空地，明治三十六年（1903）

才遷至現址的永靖國小。員林公學校亦於同年創設，假廣寧宮（王爺宮）為校舍，開學施教，

四年後覓地建校才遷離；只有溪湖公學校為當地士紳捐地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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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正五年（1916），由當時大埔心區長黃耀南先生、羅厝區長黃家守先生等

有識之士，發起創建學校，得永靖公學校校長吉田作太郎鼎力相助，核准設立永

靖公學校舊館分校，為大埔心地區第一所小學。
26
同一年，大村鄉燕霧公學校成

立，
27
吸收了加錫村、大崙村、新興村欲向學的子弟，而埤霞村、二重村、梧鳳

村、埤腳等地的子弟則前往舊館公學校。         

  到日治末期，埔心鄉共有舊館國民學校（民國三十年改制）與坡心國民學校

兩所，大村鄉則有大村國民學校與村上國民學校。 

  戰後初期，因應人口增加，及全面提升國民素質，逐步增設各級學校，但卻

時常發生「有學生，無教室」的窘境，這時還是借用寺廟的公共空間充當教育場

所，俟覓得校地蓋好教室之後才遷離。 

  民國三十五年（1946），在今天梧鳳村成立舊館國校梧鳳分校，因無教室，

借顯化堂上課。
28
民國四十年（1951），大村國校即借用五通宮成立新興分班，直

至四十四年（1955）成立加崙分校為止，五通宮成為臨時教育場所。
29
 

  四十年代以後，各個國民小學逐漸成立，擁有專屬的教育處所，寺廟也退出

了短期扮演的教育場所角色，回歸信仰的神聖空間。 

  

 

 

 

 

 

                                                 

26
 資料來源：永靖鄉土資料研究集，http://www.chucefud.org.tw/yj/index.htm。 

27
 資料來源：員林國小沿革誌，http://www.ylps.chc.edu.tw/~ylps105/intro_topic.html 

28
 曾慶國，《埔心鄉志》，彰化：埔心鄉公所，1993，頁 371。 

29
 民國四十六年（1957）正式成立大村鄉大西國民學校，民國五十八年（1969）改校名為大村

鄉大西國民小學。資料來源：http://www.dses.chc.edu.tw/b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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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寺廟與社會服務寺廟與社會服務寺廟與社會服務寺廟與社會服務    

  

一一一一、、、、    民俗醫療民俗醫療民俗醫療民俗醫療    

老一輩的村民相信五顯大帝保境安民、威靈顯赫，因此按時虔誠奉祀，至於

驅邪問疾，則是常見的神威。 

村民驅邪問疾，一般循兩種途徑，一為透過乩童與神明請益，指示該如何解

決問題，或請求畫符、收驚，以求身心安寧；二為自行向神明求「仙丹」（即香

灰），尤其是身有疾病時，喝幾口「仙丹」，在神明的護佑下，病魔只得速速離去。

30
 

現在五通宮已無乩童，
31
因此與神明溝通，均靠信徒自行祝禱，或卜杯，或

卜籤詩。而求取「仙丹」治病，至今仍為守舊村民習做的事。 

在五通宮祭祀圈內的八座廟宇（不含土地祠），有六座至今仍有乩童定期開

壇服務，收驚、問疾、消災、解厄、教授打坐等等，每逢至開壇日，仍能看見不

少民眾絡繹前來。從科學的角度來看，或言迷信，但從絡繹不絕的人潮中，可見

經濟學理論中的「供需原則」，民俗醫療功能在基層民眾間仍受到許多人的信賴，

也仍然有它存在的市場。也許是信仰所帶來的安定感舒緩信眾生理的不適，但不

管如何，我們都無法否定目前寺廟神明所具有的民俗醫療功能。 

二二二二、、、、    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    

五通宮近年來由於每年春節的光明燈、安太歲都能帶來穩定大筆的收入，平

日他廟神明來進香或會香也會添香油錢，因此五通宮的財務狀況不錯，扣掉人事

費用、祭典費用、平日雜支等，每年均能有穩定的成長，因此有委員提議應該取

之於民、用之於民，從事社會服務事業，亦可彰顯神明護佑愛民之風，此提議獲

                                                 

30
 作者小時後，只要生病，奶奶便會到五通宮求取香灰，泡開水服用，自己雖不知是否 真有

效用，但老人家是深信不疑的。 
31
 廢除乩童制，主要是乩童素質良莠不齊，有些會依自己的意思胡謅，欺騙信徒，比無 

知更糟，因此許多村民決議廢除，至今仍未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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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數人的支持。 

自 1991 年起，五通宮每逢過年與三元節，會發送白米至轄區內各村的貧困

人家；也曾在 1995 年撥一筆經費添購各村轉彎路口照視鏡，以保行車安全；1998

年起增設國中小獎學金，鼓勵轄區內小朋友努力向學，另有清寒獎學金補助窮困

的學生。 

戰後，在社會、經濟變遷下，人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變化與改善，社會分工

日趨細緻，有專門醫療診所、有提供學習的學校、有提供娛樂的場所、有日新月

異的資訊等等，舊時以五通宮為中心的生活型態已逐漸改變，平時除了一些長

者，年輕人很少圍繞在廟宇旁邊，五通宮似乎逐漸昇華為純信仰的聖地，但又不

盡然。近二十年來，五通宮走出宮外，以自身的力量從事社會救助與服務，五通

宮配合時地的變遷，依然與村民們融合在一起，顯現在不同的時空下，展現不同

的社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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