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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出與融入

　　桃園市是個文化豐富多采之城市，融合了閩南、客家、
原住民、新住民等多元族群，其中馬祖移民約有 5 萬人，
帶來原鄉的信仰、習俗、語言與生活習慣。

　　在八德、大湳、中壢等地的馬祖居民，特地從祖廟分
靈，恭奉觀音菩薩、媽祖、五靈公、玄天上帝、白馬尊王、
平水尊王等信仰，也將原鄉的擺暝、食福、補庫、扛乩等民
俗儀式，於神明聖誕、元宵佳節時刻，舉辦盛大的遊神活
動。富有節奏的鼓板與靈動的神乩，以及七爺、八爺、孩仔
囝等神偶隊伍，五彩繽紛、奇幻瑰麗，構成桃園獨特又美麗
的民俗風情。

　　桃園非常珍視馬祖移民的獨特文化，除了境內建有一
棟具有閩東特色的馬祖會館，供馬祖移民及社區居民使用，
也非常支持馬祖移民社區的各項藝文活動。如辦理「馬祖移
民子弟返鄉夏令營」、台灣燈會「馬祖燈區」、「馬祖美食
節」、「馬祖鄉親原鄉尋根之旅」、「媽祖昇天祭」、「馬
祖心情故事」舞台劇，以及更早期的「美力馬祖」、「馬祖
的天空」等大型活動，無不期望以此凝聚族群、傳承文化，
讓在桃園生活的所有馬祖人，振奮鼓舞，感受到桃園新故鄉
的友善與溫暖。

　　文化局規劃編印的《我從海上來：桃園市馬祖移民故
事》屬於「桃園市馬祖鄉親移民史」計畫的一部分，紀錄馬
祖籍居民從原鄉移居桃園的感人故事。除了讓更多桃園居
民，深刻地認識馬祖獨特的文化，也為 5 萬多在桃園定居
的馬祖移民，留下真實的情感關懷、生命經驗與生命軌跡。

文化局長

馬祖人在桃園

市 長

　　1970 年代，因魚源枯竭，加上軍管諸多管制措施，以海
為田的馬祖居民生計日漸困難；當時正逢台灣經濟起飛，加
工製造業需要大量勞動人力，世居馬祖民眾開始大量跨越海
峽，移居台灣。

　　桃園八德一帶工廠林立，紡織、皮革、製衣、鞋業、鋼鐵、
染整等需要大量勞動人力，附近又是眷村，地景環境熟稔，
謀職容易，生活條件相對低廉；攀親帶故、呼朋引伴，因而
成為馬祖人在台的最大聚居地。

　　40 年過去了，從原居住地八德及中壢逐漸擴散，桃園市
的馬祖籍人口已有 5 萬人之多。他們隱身於 200 萬的市民之
間，說福州語系的「馬祖話」，或帶有濃重閩東口音的國語，
在桃園市 13 個行政區，495 個村里中都可見到他們的身影。

　　第一代遷台的青壯之輩，已進入耋耄之年，老成凋零也
意味著開枝散葉，第二代、第三代已成長茁壯，各據一方；
有些全然融入台灣社會，在各行業逐漸嶄露頭角，已經聽不
出馬祖口音了。40 多年來，馬祖族群在桃園努力打拼、成家
立業，對桃園的建設發展貢獻良多，也是桃園眾多移民中最
為特殊亮麗的族群。

　　《我從海上來：桃園市馬祖鄉親移民故事》，即是紀錄
馬祖移民的故事。前半部〈巷弄內的鄉音〉描述日常生息，
包括工作、語言、與所思所想；後半部〈人與神的共振〉介
紹馬祖移民的宗教信仰與民情風俗。希望經由個人與集體生
命經驗之描述，讓更多的桃園鄉親，瞭解馬祖族群獨特的語
言、習俗與文化，為營建桃園新故鄉的多元風采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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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弄內的鄉音

　　1949年，國共內戰，國府退守台灣，金門、
馬祖成為前線戰地，開始實施軍管戒嚴。為了
嚮往更美好的生活，從 50 年代中期開始，馬祖
人陸續移居台灣。有些移往基隆，從事漁業；
一部分在淡水、土城、中永和一帶，以勞工、
攤販為多；最大宗的是移居桃園，男男女女在
工廠上班領月薪。

　　八德地區由於鄰近軍營、市場、工廠林立，
只要不嫌棄待遇與工作環境，很容易便可找到
工作。沿著介壽路一路往南，許多中小型工廠，
需要大量耐力與體力操作，成為馬祖來台後的
第一份工作。

　　從此上班、加班，日夜工作，幾乎沒有星
期假日。他們仍維持在馬祖時的日常飲食，只
是發覺雞鴨魚肉、稻米麵粉，比馬祖新鮮許多
也便宜許多。逢年過節，也保留舊有的風俗習
慣，祭拜祖先，做「節仔」；熱心的鄉民組織
族人、鄉親在台灣蓋廟，將馬祖奉祀的神祇分
香到台灣。

　　【巷弄內的鄉音】輯錄的移民故事，即是
在此時代背景之下馬祖鄉親的剪影。故事中人
物，有些在市場討生活、有些經營公司工廠、
有些…；他們的歡樂與愁苦，彰顯出馬祖人共有
的情感關懷；他們的成就與失落，也對應馬祖
人共同經歷的生命經驗。

 　　「風飛麵」或稱「粉坏
麵」，這個極富詩意、讓人浮
想聯翩的名字，其實是包裹扁
肉的肉坏。這種麵寬而薄，薄
的可被風吹起，一片一片酥酥
乾乾地盛在竹籃內，易煮易熟。
因其珍稀，早年馬祖只有富貴
人家，或胃口不佳的病人才得
吃食。一碗熱呼呼、或鹹或甜
的風飛麵，在貧苦年代是許多
人的日常渴望。

　　「風飛麵」在馬祖絕跡已
久，八德大湳市場「曹師傅麵
店」卻讓它在桃園再現；而且，
全台僅此一家，別無分號。店
主曹常灼先生是南竿牛角村人，
民國 57 年遷來台灣，先在景美
學做燒餅油條，後來遷居桃園
僑愛新村，做包子、饅頭、花
捲，每天騎腳踏車載著，在眷
村附近叫賣。

曹師傅的風飛麵

　　民國 92 年曹常灼搬到大湳市
場開「曹師傅」麵店，每天要做
20 幾包麵粉，一千多斤。儘管生
意繁忙，曹常灼還是堅持製作僅
佔營業額極少分量的「風飛麵」。
他說：「馬祖來台的依伯、依姆
特別懷念這味，甚至從板橋、新
店專程來買。」

　　曹常灼先生颳起的風飛麵，
把馬祖人帶回 50 年前柴火熊熊的
灶邊。那碗清甜溫熱的麵點，此
刻就在眼前，在「曹師傅麵店」
的門框上無聲而又熱切地招喚著。

巷弄內的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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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鈺仙」，臉紅紅的，和藹
可親，大湳市場的攤商店主，都認
識他。陳木鈺夫婦白犬大埔人，
民國 78 年 1 月 16 日，帶著四女
兩男登上補給船搬來台灣，他記得
很清楚，因為那天是農曆 12 月 24
日祭灶日。

　　剛搬到台灣，「木鈺仙」做臨
時工，每天 700 元。78 年雙十節
開始，太太曹玉蘭在廣福路一家店
門前，租了一小塊空間擺攤賣蔥油
餅。租金每天 100 元，不久漲到
200元。每天大概賣個 1、2千元，
生意還可以。五年後，租金漲到每
天 1000 元，辛苦賺到的錢一半都
給租金了。

　　後來決定經營以前在白犬時的
老本行，擺攤賣菜。曹玉蘭不會開

木鈺先生的菜攤

車，無法到大市場批發，便去收
購附近農家在地的青菜。

　　曹玉蘭笑口常開，很有親和
力，跟台灣人做生意，都講一些
半生不熟的台灣話，結帳常常去
掉尾數，也會跟客人噓寒問暖。
幾年下來，除了擁有市場的黃金
店面，也在介壽路與陸光四村買
了多棟房子。

　　曹玉蘭說：「每天也都這樣
過去了我們這輩子的工作就是顧
到三餐，照顧父母、孩子，勞碌
命吧！」

巷弄內的鄉音

　　行走在新竹、桃園、板橋與
中永和一帶、乃至台北市的市場
路邊、街角巷底，不論白天晚上，
或是深夜凌晨，都可看到小小的
攤子，有時是手推車，有時是小
發財貨車，白底紅字招牌寫者「蔥
油餅」掛在一側，你若上前詢問，
攤位主人十有八九是馬祖人。

　　50 年代起，救總與農復會分
別以糧食、衣物，救濟馬祖貧戶。
貧苦的家戶可以領到麵粉、牛油、
衣物等美援物質。麵粉拿去加工，
絞成加了鹼的黃麵，也有人拿去
烙餅。那時駐軍中不乏來自大陸
北方的官兵，與民間相熟，利用
馬祖在地的香蔥擀製蔥油餅。聰
明的馬祖人看到了，也記住了。

　　那個年代，蔥油餅散發的油
香，不僅僅只是美味而已，它還意
味著奢華、犒賞與暫時性的身分提
升；讓禁錮在鹹魚配番薯籤牢獄中
的舌尖，獲得一絲解放，一探鐵窗
外的春天。誰也沒有料到，這個源
自中國北方的麵食，後來成為許多
馬祖人在台灣謀生的依靠。

　　經由北竿王美寶、仁愛村林金
官、山隴陳金祚先生等地改良推
廣，一直到
今天，台灣
各個角落，
尤其是北台
灣的城市、
鄉村，仍然
可見許多蔥
油餅攤子，在街角路邊討生活。你
停下腳步，不時會聽見操著馬祖口
音的國語：「一張還是半張？要不
要加蛋？要加辣嗎？」

　　蔥油餅溫暖了客人的胃，也安
定了馬祖人的心。

蔥油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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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湳市場的魚攤有十多家，
外觀都差不多，其中有一家「財
哥魚行」比較特殊，整尾整尾的
鰻魚、馬鲛
擺 在 檯 面
上，還有一
堆螃蟹，連
少見的白力
魚、鯰魚也
有，這個攤位的主人是劉宜財夫
婦，莒光鄉青蕃村人，民國 79 年
遷居到台灣。

　　劉宜財的客人有許多是上了
年紀的馬祖依伯、依嬤，習慣到
他的攤子挑魚兼聊天。他的魚攤

還保持馬祖賣
魚時的模樣，
除了小隻的鯧
魚、石斑、鯛
魚、帶魚擺在

檯面上，大型魚都直接放在籃子
裡，頭尾俱全。劉宜財說，馬祖
人喜吃魚、會吃魚，許多人整尾
買回去，魚頭魚肚捨不得丟棄，
紅燒清炒，又是一盤好料。

　　馬祖海域偏冷，烏魚南游，
近岸不易捕獲。偶見捕蝦皮的定
置網撈得幾尾，視為佳餚天物。

因其稀有，料理時就特別慎重。冬
天寒冷，劉宜財的攤子賣很多體型
豐腴、取了卵的烏魚。烏魚有一股
土味與腥味，許多台灣人只吃價昂
的烏魚子，不會料理烏魚。

　　劉宜財的太太說，最近都是馬
祖人來買烏魚，一次買 2尾的人很
多。尤其假日孩子們不上班，「買
兩頭（ㄊㄧㄢˋ）灴番薯米粉。」

　　這個季節的烏魚量多價廉，八
德一帶馬祖人的餐桌，大家都在稀
里呼嚕品嘗熱呼呼、風味獨特的
「烏魚灴番薯米粉」吧！

魚攤上的烏魚

巷弄內的鄉音

　　住在桃園八德瑞祥社區的胡宗
暐先生，南竿梅石人，在馬祖人
的生活圈子中，甚為活躍。他們家
是 47 年前 929 砲擊中正堂事件的
受害者。弟弟往生，父親失去一條
腿，也失去村幹事的職務。民國
67 年國中二年級搬來台灣，插班
就讀八德國中，因為家貧，選擇就
業班。

　　國中畢業到廣興路鐵工廠上
班，高溫鑄鐵，戴三層手套還是燙
的紅腫，媽媽看了直掉眼淚。結婚
後，在瑞祥里開了一間「清新」便
利商店，五金雜貨都賣，其實就是
現已少見的「柑仔店」。

　　他的店裡有一項特殊商
品—退輔會欣欣公司生產的「軍
用」豬肉與酸菜罐頭。昔時馬
祖物質匱乏，難得吃到雞鴨魚
肉，部隊進駐馬祖以後，偶有
餅乾、罐頭等副食品流入民間，
尤其是豬肉與酸菜罐頭，在日
常番薯籤配鹹魚的單調飲食中，
注入油脂的芳香。

　　胡宗暐說，瑞祥社區住許
多馬祖鄉親，即使生活已經很
富足寬裕，還是很懷念軍用罐
頭的滋味，不時會來店裡買有
別於一般口味、退輔會欣欣公
司的罐頭。豬肉罐頭用來包水
餃、下麵、炒米粉；酸菜罐頭
煮魚湯、配稀飯。那已不是純
粹的味覺體認，而是超越時空
的場景再現與兒時回味吧！

阿兵哥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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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福街是馬祖人最早聚集之
地。這一百多戶來自馬祖住民之
中，有二戶人家與馬祖人的生活
息息相關，二戶都開雜貨店，其
中一戶位於永福家 102 號，是陳
順金女士經營的雜貨店，另一戶

在永福街 84
號，由陳賽
珍 女 士 經
營。巧得是
這兩位女士
都來自馬祖
最大的村，

也是馬祖政經中心的南竿介壽村。

　　陳順金女士於民國 61 年來
台，她先在聯福製衣廠上班，車
衣服，先生劉依鼻在力霸鋁業工
作，晚上還到貨櫃場兼職。大約
從民國 68 年開始開設「馬祖商
行」，賣菸酒雜貨、米、還有冰
箱飲料。

　　陳賽珍女士也是民國 61 年來
台，在永福街 107 巷租屋居住。
那時她剛從小學畢業，就到聯福
成衣廠工作。因為年紀太小，必
須借用別人的身分證報名，才獲
錄用。民國 79 年，頂下來自南竿
仁愛村陳福官先生經營的「福爺
商店」。「馬祖商行」的店面已
經從 2間縮成一間，「福爺商店」
現在也多是服務老主顧。

　　永福街這兩間店鋪，賣許多
馬祖人才購買的獨特商品，包括
馬祖老酒高粱酒、蝦油、粗米粉、
蝦皮魚乾，還有年節時燒給神明、
祖先的紙箔元寶，陪伴馬祖鄉親
走過 40 多年的歲月。一直到今
天，還可見到馬祖老人家，來店
裡坐坐、聊聊，攀講一番，就像
當年在馬祖一樣。

雜貨店

　　陳云聆 10 歲搬來台灣。在馬
祖的童年除了上學讀書，都在煮
飯、洗碗、洗衣服、撿柴伙，從
早到晚不停的做事。

　　陳云聆曾經當過護士、開快
餐店，還曾經是敏盛醫院的大廚。
民國98年，陳云聆成立「鼎太公」
食品公司，主打紅麴滷味。她說：
「小時候住馬祖，沒什麼娛樂，
特別愛聽大人說書講古，尤其是
姜子牙輔佐周文王的故事，聽得
如癡如醉，覺得姜太公最厲害，
是歷史上無出其右的蓋世英雄。
我那時就常跟玩伴說，將來要效
法姜太公，當『陳太公』，馬祖
話發音就是『鼎太公』。」

　　最初陳云聆想在市場、或人
潮洶湧的街角找一家店面，推廣
滷味，但動輒 10 萬元左右的租
金，負擔不起。後來桃園工商
發展局的長官建議陳云聆做「網
路」行銷。

　　數年經營下來，「鼎太公」
以其不加水的紅麴口味，在滷味
小吃闖出名號，成為桃園市的十
大伴手禮，最多曾經一天出貨
13 萬元。

　　將家鄉傳統佐料酒糟，改良
推廣而成為庶民普遍接受的美
食，陳云聆說：「網路行銷成功
之道不在美工，而是「溫度」，
客戶能感受到你對這個行業的
尊重，一種極欲向好朋友分享美
好事物的心情。」這才是成功的
關鍵。

紅麴姑娘 - 陳云聆

巷弄內的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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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五月廿八日是桃園八德
五靈公聖誕，鄰近幾座馬祖宮廟
也扛著神乩前來祝壽；一時神乩
靈動、大旗獵獵，鏘鏘的鼓板聲
吸引了許多在公園裡運動的人群。
總幹事指著擺在公園入口的的三
對紅布袋說：「今年不一樣，我
們請市長、立委、官員挑紅擔為
五靈公祝壽！」

　　果不其然，已備妥就緒的三
把扁擔，顏色暗黑，兩面斑駁陳
舊，都有一些年歲。其中一把尾
端呈勾狀，腹面清楚地以紅漆寫
著「復興 158 號」，還有一個漆
成藍色的「曹」字。扁擔主人，
是家住八德龍宮街附近的曹以滿

先生。他說，
扁擔是父親
在 民 國 60
年，搬來台
灣時挑行李
用的。

　　曹依滿
說，「 復 興
158 號 」 就
在牛角「大
王殿」舊址今五靈公廟下方，是
他們老家所在。來台 40 多年，帶
來的鍋碗瓢盆、衣物器皿，許多
物件都已破損毀棄了，唯獨保有
這把寫上老家住址的扁擔。這次
龍山寺要找馬祖扁擔，萬物有情，
老扁擔終於找到機會試試身手，
也算再次回到五靈公的身邊吧！

　　扁擔的竹面在歲月摩挲之下
已呈現暗褐色，像汗漬染成的竹
簡，斑斑痕跡都刻寫著馬祖人的
希望與夢想、辛酸與眼淚。

馬祖人的扁擔

巷弄內的鄉音

　　劉金依姆爽朗、健談，八十
多歲了，笑起來「呵呵～呵呵～」
的，像個純真的少女。依姆說：
「我沒有坐過紅轎！」

　　依姆是白犬田澳村人，先生
務農，養豬種菜，自己則幫軍人
洗衣服、改衣服。大女兒曹碧霞
嫁給輔導長，來台定居龍岡。大
約民國 62 年，為照顧女兒分娩，
遷居台灣。

　　依姆沒念過書，不識字，但
卻能講大量的馬祖俗語。譬如：
「佬媽討著，就當吃補藥；佬媽
討不著，就當吃錯藥。」以此警
示選擇對象的重要。在台灣生活
40 多年，大量的馬祖話之中，不
自覺地夾雜了許多普通話跟台語
的詞彙。

　　劉金依姆是童養媳，馬祖話
稱「媳婦仔」。因為家裡貧窮，
年紀小小就送到陌生的家庭，與
原生家庭父母、兄弟姊妹徹底隔

絕，即便是住在同一個村子也
不許往來。等到十六、七歲便
與夫家「圓房」，沒有紅轎迎
娶的喜悅。

　　「我沒有坐過紅轎！」這
句話看似平常，卻是多少老一
輩馬祖婦女的遺憾與辛酸啊！

我沒有坐過紅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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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東小館位於廣福路往中壢
的途中，是一家以馬祖特色菜餚
知名的餐館，店裡的招牌菜紅糟
鰻魚、馬祖魚丸、薑絲淡菜、繼
光餅等，遠近馳名。

　　店主陳依黁
是馬祖人山隴
人，民國 63
年遷台。陳
依黁當兵退
伍後，先在

工廠上班，後
來與朋友合作承包

鐵皮屋工程。有次被鐵皮砸到腳，
在家休養復健一年，無法勝任攀
高、冒險的工作，改行餐飲業。

　　陳依黁在淡水、八德開過餐
館，幾經考量，決定以馬祖家鄉
味作為餐廳經營的主軸，開設閩
東小館。馬祖特色餐廳的經營，
最大的問題是食材來源。像海垢、
淡菜、紫菜、螺肉、龜足貝等都
直接跟馬祖收購。「紅糟鰻魚銷
路好，幾乎可以說是馬祖特色菜
的代表。鰻魚去骨切塊，油炸的
火候與刀工很重要，客人才不會
吃到太細的魚刺。」

　　繼光餅夾丁香魚炒蛋，台灣人
暱稱「馬祖漢堡」，也是幾乎是必
點的一道菜。傳統繼光餅很硬，陳
依黁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改良，軟
硬適中，現在已成為熱銷的美食。
魚丸、魚麵也是陳依黁自己擀製
的，要做到堅實有彈性，非新鮮的
鮸魚、馬鮫魚不可。

　　陳依黁說：「如何能夠保持傳
統鮮美的滋味，又能符合現代人對
於餐廳氣氛與食物特色的要求，是
閩東小館的挑戰，也是目標。」

閩東小館

巷弄內的鄉音

　　劉宜興、劉宜俤兄弟，創辦
的「旭輝針織廠」有一百多位員
工，是休閒帽界知品牌Kangol（袋
鼠）的直屬廠商，公司年產數十
萬頂毛線帽輸往美國。

　　兄弟倆是北竿白沙村人。
1970 年代，馬祖漁業沒落，隨雙
親移居台灣，那時哥哥國中剛畢
業，弟弟讀小學三年級。30年後，
在中壢平鎮快速道路旁蓋起了巍
峨的廠房。四弟劉宜俤說，他在
台灣唸書，國小、國中、高中、
大學每個階段都會有老師、同學
問他，「俤」怎麼唸？但他從未
想過改名字。宜俤說：「名字代
表父母的期望、想像、記憶與歷
史；名字改了，跟名字相關的所
有記憶也都一起消失了。

從小蝦米到大公司

　　二哥宜興負責公司的研發、
設計。他說：「小時候家裡捕蝦
皮；蝦皮煮過曬乾，有許多蝦蛄、
小蝦、…等，各類魚雜混在一起。
蝦皮分甲、乙、丙三個等級，父
親要求我們在蝦皮堆裡，一尾一
隻把雜魚挑出，硬是把丙級升到
乙級，乙級升到甲級。」

　　劉宜興、劉宜俤兄弟經營的
旭輝公司就是秉持當年檢蝦皮的
精神，精益求精；即使事業有成，
他們還要一直撿，一直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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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與人的共振

　　宗教信仰來自人們面對宇宙洪荒，壯闊神
秘、四時運行而產生的敬畏心理。馬祖人遷居台
灣，無依無靠，面對語言、習俗、生活方式與
馬祖截然不同的台灣社會，以及對未來的茫然不
確定，很自然地在心理與日常生活尋求依靠與安
慰。

　　如同百年前，馬祖人從大陸福建沿海遷徙馬
祖，帶去閩東家鄉的信仰一樣，馬祖人再度將原
鄉的信仰分靈至台灣，覓地蓋廟，供奉金身。因
而在八德、中壢一帶，多有馬祖人建置的宮廟，
經常有信徒捻香膜拜、求神問卜。尤其到了過年
期間，從年三十到元宵，更是香火鼎盛，熱鬧非
常，附近的馬祖人都來此燒香祈福。

初來陌生之地，大多數馬祖人先行「歇東家」，
暫住親戚朋友家，短的 3、5 天，長則個把月，
這段時間積極租屋、謀職找工作。對於馬祖人而
言，愈多加班機會的工作，就是好工作。拼命工
作、努力存錢，先求餬口、再求溫飽，大概就是
馬祖人初來台灣的生活寫照。

　　儘管如此為生活奔忙，四時節慶與日常作
息，仍維持舊時習慣。過年圍爐、元宵擺暝、食
福、補庫、宮廟會香、慶賀神明聖誕、扛乩問事…
等，民俗與宗教儀式，雖然無法像原鄉馬祖那樣
講究細節、面面俱到，但基本上仍然尊重傳統、
行禮如儀，維持一定的形式與規模。

　　神轎馬祖話稱為「神乩」，
職司神明與人間的溝通。舉凡神
明出巡、民間問事、祈福求子、
醫病驅邪，都可透過靈乩舞動，
請求神明協助，避災解厄。

　　神乩由四名男性（家將）扛
扶，重則超過 50 公斤，輕則 30
公斤，扛乩者要有足夠體能才能
勝任。「家將」除身體健壯、品
德無暇，並要經過神明「擲杯」
認可，連續通過三個聖杯後才可
擔任家將。

扛乩

民俗慶典

　　馬祖在台各廟宇都有專屬的
神乩與扶乩人員；八德玄天宮的
神乩是在分香時從北竿祖廟一併
移來；麻園大王公的神乩是大王
諭令回馬祖購置；龍山寺的神乩
是信徒贈與。

　　神乩出巡，或協助民眾消災
解難的儀式開始，先由桌頭焚香
膜拜，祈求神明附身安座神轎，
隨後神轎靈動，表示神明已「上
身」，前後左右移動奔行，甚是
震懾莊嚴；最後在神案上畫符點
擊，狀若寫字，神明諭示盡在其
中，由桌頭負責解讀。

神與人的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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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祖人非常注重過年，一年
辛苦，只有過年到元宵這一段時
間才徹底的放鬆，喝小酒、睹小
錢、穿新衣、吃大餐、走親戚，
看閩戲（電影），對於以農以漁
的 馬祖人而言，能夠

過上這種日子
大概就是一
生的嚮往
吧！

　　 冬 至
以後，年味

漸濃，「搓丸
自 搓 搓，依嬭疼依哥；依
哥有老嬤，依弟單身哥。」這首

除夕圍爐

冬節童謠詞句押韻、內容詼諧，
馬祖人老少都能吟唱。初一凌晨，
在廳堂祖先牌位神龕前面供歲
飯，用白米煮六分熟後，撈起裝
入紅斗內，上放瓜子、桂圓、桔、
紅棗、紙花，再插上十雙紅筷子，
圍成圓形，放在祖先香位前。歲
飯要供到元宵節後，才圓滿下架。
遠遊的子女媳婦團團一桌，依公
依嬤坐上位，母親會為每個人準
備酒杯，斟滿老酒；取一片紅紙
走到內室，在「房桶」邊晃一下，
出來後在每個小孩的嘴上拭過，
童言無忌，新的一年說好話。大
家舉杯啜一口酒，門外爆竹齊放，
歲月悠悠，又是新的一年。

　　「擺暝」是馬祖話，意指元
宵佳節，信眾為神明擺設的盛宴。
馬祖各村多有廟宇，祭祀各路神
明。農曆正月初七開始，各廟宇
輪番設宴，除了祭拜自家神明，
並盛大邀請同村神明，共聚歡宴。

　　擺暝自午後開始，各家戶準
備豐盛祭品，連同公眾祭品，擺
在宮廟堂前，紅燭高燒，沉香裊
繞，鑼鼓喧天，鞭炮轟耳，熱鬧

非凡。隨即長老連同「社頭」至
鄰廟「請香」，恭請各路神明，
同享元宵豐筵。應引領信徒焚香
膜拜，祈求全境平安，漁利大獲，
五穀豐登，風調雨順。入夜以後，
展開神明繞境巡行的「迎神」活
動。「保長公」、「七爺」和黑
臉的「八爺」引導開路，接在後
面的是數尊「孩囝」，再來是「馬

奴」。鼓板隊以及隨行信眾，一路
鑼鼓喧天，炮竹齊鳴，浩浩蕩蕩，
逶迤蜿蜒。

　　由於擺暝夜的「迎神」陣勢龐
大，且鄉親在桃園住家過於分散，
神明出巡的路線難以規劃。除了往
鄰近馬祖友廟參香，以及桃園市政
府規劃的「桃園市媽祖昇天祭」，
並沒有真正傳承自原鄉馬祖的「迎
神」儀式。因此，將廟宇
迎神巡行的陣勢在台灣
歡喜再現，也成為在台
馬祖人在慶祝元宵擺暝時
的夙願。

擺瞑

神與人的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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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人的信仰

　　清朝末年，海禁政策開放之後，大陸
沿海居民陸續遷往馬祖列島，在各澳口長
期居住，大致形成了目前四鄉五島的概
況。島上居民以海為田，捕魚維生，魚汛
空檔，開山整地種植五穀雜糧，尤其是耐
旱耐寒的番薯是日常主食。

　　在茫茫大海討生活，魚牧海耕，天候
海象最難預測，而追尋魚汛更是漁民的首
要關注；分娩、疾病、以及醫療衛生的蒙
昧無知，是海島居民共同的厄運與災難。
個人微弱的生命，在面對巨大、無可改變
的命運之時，信仰與祈求超自然力量的恩
賜與庇佑，就成為無可避免的選擇。

　　因此，不論是傳說中的文臣武將，還
是管天管地、利水鎮火的各路神明；不論
是民間的神靈還是地方聖人，只要能夠彰
顯神威，庇佑平安，漁獲滿載，都可以是
祭拜的對象。這也是馬祖村村有廟，甚至
一村數廟，一廟多神的普遍現象。

　　他們祭拜神明，不孜孜於佛經道義的
索解，只是祈求八方神靈能帶來長久福安
以及一時一事的圓滿保佑。他們是為生
活、為生命而信仰。神佛與靈異構成了現
實生活以外的精神世界，據此指導生活，
啟示未來，改變命運。

　　「擺暝」次日，各家戶取回
供品，「社頭」與執事人員將公
眾祭品，包括豬、羊與雞鴨魚肉
等，置大鍋烹煮，信眾圍桌共食，
熱鬧歡騰，以致禎祥，謂之「食
社」或「食福」。宴席結束，每
戶帶回一袋福品，有豬肉、太平
蛋、喜包或海綿蛋糕之類，寓意
「大吉大利、包佑平安」。

　　現今在台宮廟之食福，為方
便起見，已委請外燴處理。視信
眾人數席開數桌。然而，將祭品
分派各信眾家戶攜回的習俗則與
以前相同，拜過神明的食物，將
帶來福祚的想法也無二致。

食福

　　民國九十年以後，第一代來
台鄉親於青壯之年遷居台灣，於
今逐漸老成凋謝；第二代鄉親也
已達五、六十歲，臨屆退休，在
事業與人生閱歷上都有一定的成
就與積累。特別是他們在馬祖度
過青少年時期，民俗節慶活動多
少曾經參與，對家鄉記憶與感情
尤其深刻。

　　因此，在台各宮廟等民俗活
動也多由第二代主導安排，擺暝
食福的人群也以第二代為主，他
們有些也攜帶後輩參加，意圖延
續傳承家鄉文化；但更年輕的青
少年一輩，年紀與第二代當年來
台時相仿，則如鳳毛麟角，少之
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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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位置 : 桃園市八德區大湳公園內

祭祀神明 : 五位靈公、陳將軍、白馬尊王、
臨水夫人

建廟日期 : 民國 65 年

原鄉祖廟 : 馬祖牛角境五靈公廟

　　60 年代從馬祖牛角境五靈宮分靈而
建，當時遷居來台的陳源誠（顯俤）先生，
原來是牛角境陳將軍附身，在旅台牛角鄉
親建廟當時，專程回馬祖分靈，並為神像
點睛開目。龍山寺供奉五位捨身救人的神
明（五靈公）、白馬大王、陳將軍等神祇。

　　民國 64 年由馬港移居來台的曹亦蓮
女士，因媽祖娘娘託夢顯靈，於大湳公園
邊創立閩台宮，主祀媽祖娘娘。其後經邱
鸞金、葉逸清、張秋英、楊祥俤、游健雄、
朱涵生等鄉親，鼎力協助，於民國 68 年
改建為現有規模。

座落位置 : 桃園市八德區大湳公園內

祭祀神明 : 媽祖娘娘

建廟日期 : 民國 63 年

原鄉祖廟 : 馬港天后宮

八德龍山寺

八德閩台宮

馬祖宮廟簡介

　　民國 80 年仲夏，赴台發展之北竿鄉
親有感於芹壁龍角峯之威靈，由信徒王詩
琅、陳相相、陳世殿、游亦庚、王亦顯、
林詩發等籌組建廟，經請示神明，於桃園
中壢市龍江路舊軍團副食供應站後方，擇
地建廟，供馬祖鄉親參拜。正龕主祀白衣
大士，旁祀五靈公、楊虎爺等神衹。

座落位置 :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附近

祭祀神明 : 五位靈公、白衣大士、王母娘
娘、臨水夫人、楊虎爺、劉帝
爺、高七爺、洪八爺

建廟日期 : 民國 84 年

原鄉祖廟 : 馬祖北竿芹壁境龍角峰

龍角峰伍靈公

馬祖人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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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位置 : 桃園市國際路 1 段 101 巷 40 
之 1 號

祭祀神明 : 玄天上帝、周大人、母母關姐
（臨水夫人）、玄壇元帥、三
太子、十二大人；左殿祀神：
關聖帝君、關平將軍、周倉將
軍、林元帥；右殿祀神：王母
娘娘、觀音佛祖、李先師、福
德正神

建廟日期 : 民國 69 年

原鄉祖廟 : 北竿橋子境玄天上帝廟

玄天宮

　　民國 69 年，北竿橋仔旅台鄉親陳寶
俤先生，因同鄉陳依烺妻患重病，經玄天
上帝開示諭令，將橋仔玄天帝神尊鑾駕，
吉遷桃園八德廣隆街自宅安奉。復於民國
90 年年，奉玄帝降旨，由弟子陳寶俤、
邱道炎、陳依烺、王道木、陳尚忠等 16
位委員，發起募捐集資，覓得現址，次年
10 月安座開光，供信眾祈福參拜。

座落位置 : 桃園八德龍宮街 33 巷 53 弄 10 號

祭祀神明 : 齊天大聖、二郎神

建廟日期 : 民國 85 年

原鄉祖廟 : 馬祖北竿王氏宗祠

大聖宮

座落位置 : 桃園八德區忠勇街 433 巷 21 號

祭祀神明 : 玄天上帝、王母娘娘、觀世音
佛祖、天上聖母

建廟日期 : 民國 68 年

原鄉祖廟 : 馬祖北竿塘岐半山嶺祖厝

北極殿玄天上帝

　　60 年代，北竿坂里王長貴先生移居
台灣，王氏祠堂奉祀的齊天大聖信仰，也
隨之移台奉祀家中，後因求神問事的信眾
漸多，居家狹小，遂於民國 85 年，由王
長祿、王長志、陳兆誠等集合家族與鄉親
22 家之力，於八德龍宮路 33 巷 53 弄 10
號建廟祭拜。大聖宮奉祀齊天大聖、二郎
神與崟大爺。

　　北極殿位於忠勇街，為北竿塘岐鄉親
王依美先生創建。北極殿玄天上帝原來供
奉於北竿半山嶺祖居地，民國 60 年代，
王依美先生遷台後，請出香火奉祀。北極
殿主祀玄天上帝，也祭祀王母娘娘、觀音
佛祖、天上聖母等各路神明。

馬祖人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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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位置 : 桃園八德新興路 342 巷 70 弄內

祭祀神明 : 平水尊王、天上聖母、周將軍、 
岳元帥

建廟日期 : 民國 86 年

原鄉祖廟 : 馬祖北竿白沙境

平水尊王行宮

座落位置 : 桃園市八德區榮興南路

祭祀神明 : 大坵大王、白馬大王、  
亮島趙大王

建廟日期 : 民國 69 年

原鄉祖廟 : 馬祖北竿大坵境大王廟

大王宮

　　平水尊王行宮為北竿白沙村平水尊王
在台行宮，位於桃園市八德區新興路 342
巷 70 弄內。民國 89 年，為了便於白馬尊
王信眾參拜祈福，由謝承春、劉寶清、劉
禮泉、張文財等發起興建。行宮主祀平水
尊王，陪祀神為媽祖娘娘，周倉將軍、白
馬尊王、福德正神。

　　大王宮位於八德榮興南路，為旅居八
德之北竿鄉親所建。民國 90 年，原籍北
竿大坵的王順利、張金木、林育興、林德
官、張乾元、陳孝孝等十餘位北竿鄉親，
返回大坵大王宮恭請白馬大王分身奉祀於
八德大王宮，隨後於民國 92 年恭請亮島
趙大王，民國 93 年恭請大坵大王。三位
大王同為大王宮奉祀主神，護佑國泰民
安，風調雨順。

座落位置 : 中壢龍平七街

祭祀神明 : 二將軍、邱大爺與土地公

建廟日期 : 民國 70 年

原鄉祖廟 : 津沙天后宮陪祀神明

將軍廟

　　民國 70 年代，津沙人移居大湳、龍
岡一帶愈來愈多，因感於往昔二將軍多次
顯靈，護佑津沙漁船；津沙鄉親邱和祥、
李祖杰、李木興、邱吉梅等人，乃於龍岡
龍平路附近覓得一塊空地建廟。二將軍廟
社友皆為津沙鄉親，三十年都是邱和祥先
生代管，民國 100 年移交桃園津沙同鄉會
管轄。

馬祖人的信仰



書 　 名  我從海上來 - 桃園市馬祖移民故事

發 行 人  鄭文燦

總 策 畫  莊秀美

策　　畫 張至敏、魏淑真、黃暐珉

諮詢委員 陳仲玉、黃麗生、劉益昌、韓豐年

出 版 者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地址：33053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電話：03-3322592
 網址：www.tyccc.gov.tw

執　　行 馬祖資訊網

編輯撰稿 劉宏文

攝　　影 劉家國

設計總監 陳寶自

版面設計 彭詩婷、黃奇宇、鍾智宇

設計印刷 融意設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新竹縣竹東鎮忠孝街 95 號
 電話：03-5954318

出版日期 2017.05

版權所有 ‧ 相關圖文非經本局同意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