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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八德區茄苳國民小學鄉土教學教材(一)─三界廟篇 

 

一、緒論：
 

 

  (一)宗教與信仰的形成及產生 

        尋求精神寄託是人類共有之現象，因初民對所處環境的自然變化無法做合理的解 

    釋，遂一律視與鬼神有關，為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乃有各種祭祀行為產生，而祭祀 

    之對象，最初以自然星象、山川、河谷、丘陵等為主，繼而擴及庶物、祖先、雜鬼等 

    物，最後便形成所謂的宗教信仰。 

        因為信仰原為信仰主體(人)對信仰客體(神)所持單向的信任與崇拜心理，原來與 

    第三者無關，但由於人類生命的延續，使得信仰漸漸變得社會化，當某一信仰獲得多 

    數人的認同與接受後，並將之條理化與組織化，且向外宣揚以爭取更多人相信時，便 

    自然形成一種宗教。 

        每一個宗教都有其信仰對象，有一套爭取群眾相信它的說法或教義、神蹟、傳教 

    據點(教堂、寺廟)等等。 

  (二)宗教與科學、迷信與理性 

        因為宗教信仰是建立在信仰主體人單方面的相信上，故其本質是不能以科學態度 

    來衡量的，如中國人相信宇宙冥冥之中有一主宰(玉皇大帝或上帝)；佛教則相信六道 

    輪迴及涅盤境界；耶教則相信是耶和華創造世界，而耶穌是耶和華的獨生子 (及代表   

    人) ，謂信其教者死後可以上天堂等等。各個宗教都在其信仰神之身上，創造附會了 

    許多神蹟以招人信其教，因此，從信仰的本質來看，任何宗教皆有其共通性，不應有 

    所謂的﹁高等宗教﹂與﹁低等宗教﹂之區分。 

        由於宗教經近代人之改革與賦予理性化以後，與科學並不產生衝突、對立或排斥 

    ，因為：科學是追求對外界客觀、理性的認知；而宗教則是轉趨追求內心的寧靜與安 

    適，及主觀的信任。例如：美國的科學技術領先世界各國，但其國民百分之九十以上 

    皆有宗教信仰。而共產國家中，有不少反對宗教者，其科學水準亦未見特別發達，由 

    此可見，宗教與科學是可並行而不互相衝突與矛盾的。 

        宗教無高、低之分，但卻有良、莠之別，良好的宗教應以勸人為善、服務大眾、 

    促進個人人生智慧的開通與人際關係的和諧為宗旨，若是如此，則任何宗教皆可信。
       

       

(三)從信仰到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http://tw.myblog.yahoo.com/donglonggnonog-taichunno4/article?mid=25283


        從精神上而言，人生最迫切、最重大的問題，莫過於生和死的問題，中國人對這 

    一問題抱持著非常理智的態度，在春秋時代的知識分子，就已不相信人在出生以前有 

    靈魂，確信是肉體出生以後才有靈魂的，靈魂與肉體合一，人死亡後， 心理作用停止 

    ，靈魂亦消散。因為靈魂不能永存， 故人自不必追求宗教之永生或來世，可轉而從立  

    德、立功、立言三事上來追求人生之不朽，也就是說人生的價值，在於人能活在其他 

    人的心裡，而不是活在宗教中諸位仙佛或神明的心中。此種思想的轉變，使得我國宗 

    教的發展，反而有助於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儒教的體現。 

  (四)宗教、祭祀與禮教 

        先秦時的上古思想，至孔子而集大成。孔子特別重視禮教與祭祀，更推崇祭祀為人 

    類孝悌心的發揚；而孝悌心之推廣就是﹁仁﹂，也就是﹁忠恕﹂，﹁忠﹂則能積極促進      

    人類之合作，﹁恕﹂則可以消極的弭解人類的衝突。因此忠恕之道便成為人與人相處最 

    重要的原理。基於此想法，孔子對於人世與天國、現實界與永生界(即孝與祭)漸賦予理 

    性之區分，而認為：上天為一種未知數，人生則可由自己來掌握，所以人應致力於自我 

    之充實，對於不可之的﹁天﹂，不必刻意去追求；對鬼神則抱持著敬而遠之的看法，但 

    孔子又認為祭祀是﹁禮﹂的一部份，祭祀時就要抱著好像真有鬼神與祭者同在的誠敬態 

    度。 

        到了秦、漢的時候，儒家將農業社會對天地、山川、萬物抱本返源，即人生三不朽 

    的觀念加以融合，並加以理論化、系統化以後，將祭法、祭義、祭統等定為禮節的要項， 

    與曲禮、王制、月令、郊特牲、學記、樂記、喪服等合編成﹁禮記﹂一書，列為經天緯 

    地的大書，直至今天我們生活中很多的禮俗，仍然以﹁禮記﹂為規範。 

    (五)﹁禮記﹂的祭祀觀 

       ﹁禮記﹂的祭祀觀念大體可分成三大系統： 

    第一個系統：對天地、山川、星辰、風雨、自然等之際祀。 

    第二個系統：對國家、社會、百姓、有大功勞、大貢獻的人之際祀。 

    第三個系統：對祖先之際祀，此乃因為國人最為重視孝道之表現。故有：﹁孝子之事親 

    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 

    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二、臺灣常見宗教營造物之名稱： 

    (一)宮： 

        宮本為皇帝居住的地方，因為神明比皇帝偉大，所以神明居住的地方亦稱﹁ 宮﹂。 

    在臺灣﹁宮﹂亦有奉祀佛祖，而寺亦有奉祀神明的地方，無法做神及佛來分別。 

    (二)廟： 

        廟就是有屋頂、有柱，無隔壁的大廈，神明、佛祖、神仙都奉祀在這裡。 

    (三)祠： 

        祠是奉祀祖先或先賢忠烈的地方。 

    (四)殿： 

        殿是皇帝辦公的大廳，在寺廟裡就是安置神明的大廳。 



    (五)家廟： 

        家廟就是奉祀一族祖宗的地方。 

    (六)壇： 

        壇是築土成高臺作祭場的地方，另外道士奉祀神的普通住家門上亦會懸掛某某壇的 

        牌扁。 

    (七)寺： 

        寺是奉祀佛祖或閻王的地方。但在臺灣亦有奉祀神明的寺，因此在臺灣寺與廟並無 

        特別的區分。 

    (八)堂： 

        堂就是齋教奉祀佛祖的地方。 

    (九)庵： 

        庵是佛教信徒的比丘尼奉祀佛祖，朝夕禮拜的地方。 

    (十)觀： 

        觀本是女道士奉祀神仙的地方。 

    (十一)巖： 

        巖就是山寺。 

 

三、三界廟的史蹟、源流： 

        最早約興建於清朝康熙年間，第二次重建在咸豐辛亥年間，第三次修建在民國戊寅 

    年，第四次修建在民國甲寅年(六十三年)，於民國丙辰年(六十五年)竣工為現今規模。 

 

四、三界廟的神祇： 

    (一)主神為三官大帝，俗稱三界公，說明如下： 

        賜福天官：為紫微大帝。農曆元月十五日稱為上元，又稱元宵節，是天官降下福運 

                  的日子，俗稱天官賜福。 

        赦罪地官：為靖虛大帝。農曆七月十五日稱為中元，又稱中元節，是地官赦免犯罪 

                  及賜財的日子，俗稱地官赦罪。 

        解厄水官：為洞陰大帝。農曆十月十五日稱為下元，又稱下元節，是水官消解意外 

                  厄難的日子，俗稱水官解厄。 

        三官大帝又有指稱為：堯帝、舜帝、及禹帝或稱天官一品、地官二品、水官三品之 

                  總稱。 

    (二)開漳聖王：指陳聖王、聖王公、威惠聖王、陳龍湖、陳元光、陳府將軍、陳永華。 

                  為閩人奉祀的神祇。 

    (三)觀音佛祖：指觀音佛、觀音菩薩、觀音媽、觀世音菩薩、南海觀士音、南海聖宗、 

                  聖宗古佛、妙善夫人 (送子觀音、千手觀音、千手千眼觀音、白衣大士 

                  等共有三十八體)。 

    (四)五谷先帝：指神農大帝、五谷仙帝、藥王大帝、開天炎帝、五穀王、先農、先帝爺、 

                  炎帝神農氏、粟母王。 



    (六)天上聖母：一般指的是媽祖，有稱天妃、天后皆是水神之本號。為中國沿海各省居 

                  民主要信仰之一，媽祖與王爺為本省最主要之二種信仰。據文獻記載，                  

                  媽祖非杜撰之人，一般較能接受之看法，指媽祖本為宋代興化軍莆田縣 

                  湄州嶼一戶林姓人家的女兒，即林默娘。後因清軍以媽祖信仰為心戰武 

                  器，瓦解明鄭軍心士氣又效，清政府統治臺灣後，對媽祖信仰更加以發 

                  揚與支持，使得﹁媽祖﹂在臺灣民間信仰地位更加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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