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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臺灣上元節民俗采風
Folk Customs of Shangyuan Festival in Taiwan

 摘要

「上元節」，又稱「元宵節」，為臺灣民間重要節日之一，全臺各地都有以

「燈」為主題之慶祝活動，例如：燈會、點光明燈、猜燈謎等等，各縣市亦因

當地的歷史背景及人文風情而形成具地方特色的民俗祭典節慶。

本文依臺灣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離島等地區，專題調查、整理 19 項

臺灣上元時節具文化資產身分的民俗祭典節慶，例如：平溪天燈節、水林蕃薯

寮媽元宵夜巡、鹽水蜂炮、炮炸肉身寒單爺活動及馬祖擺暝扛乩遶境等，各縣

市的在地特殊民俗，除了反映當地經濟產業與人文背景，亦顯示傳統社會人們

面對自然災害、瘟疫疾病等焦慮與不安時，透過各種民俗儀式祈求庇佑平安的

過程，歷經傳承，成為重要民俗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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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Shangyuan Festival, also called Lantern Festival, is a crucial folk festival in Taiwan. Celebration 
activities featuring lanterns, such as Lantern Festival events, lighting worship candles, and solving 
lantern riddles, are held in many places across Taiwan. These folk festival activities in each county and 
city are characteri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al customs.

This study conducted themed surveys in northern, central, southern, eastern, and offshore island 
regions in Taiwan and explored 19 folk festival events with cultural heritage identity for Shangyuan 
Festival such as the Pingxi Sky Lantern Festival, Shuilin Fanshuliao Mazu’s night parade on Lantern 
Festival, Yanshui Beehive Fireworks Festival, Taitung’s Bombing Handan God Festival, and Matsu’s 
Baiming Carnival with a Stroll around Beigan. The local customs specific to each county and city not 
only reflect the local economics, industri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but also demonstrate how people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use various folk rituals to pray for protection and peace against natural disasters, 
plagues, and other concerns that cause anxiety and uneasiness. After generations of inheritance, these 
folk rituals become crucial folk cultural heritages.

Keywords: Shangyuan Festival, Lantern Festival Customs, Lantern Parade, Stealing Scallions (Wishing 
to Find a Husband), Sindingban (Rice Cake For Newbo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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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上元節又稱「元宵節」，源自西漢時

期祭祀「太一神」，後結合佛教「燃燈表

佛」與道教「天官大帝」聖誕，成為民間

重要節日。佛教的點燈敬佛流傳至今成為

上元節提燈、賞花燈、點光明燈等民俗，

而道教慶祝天官誕辰則演變為各種「鬧

元宵」民俗活動。

中國的元宵節主要有吃湯圓或元宵、

觀燈、燈謎、走百病（過橋解厄）、摸

門釘求子、迎紫姑、偷青菜等民俗，臺

灣上元節並沒有吃元宵、走百病等習俗，

主要仍是以「燈」為主題，全臺各地都有

舉辦元宵燈會活動。燈代表光明，且燈的

臺語為「丁」諧音象徵「添丁」，因此上

元前夕各宮廟會吊掛花燈，民眾也會去寺

廟點光明燈（功名燈），祈求前途光明

或金榜題名。傳統習俗婦女會在上元夜

於花燈下穿越祈求添丁，是謂「軁（nǹg）
燈跤生𡳞脬（lān-pha）」（生男兒）。

上元節自古以來就是浪漫的節日，

歐陽修詞「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辛棄疾「眾

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

火闌珊處」，都在描述月色明媚、花燈

優美的元宵夜，青年男女在燈下相會的

浪漫情愫，因此上元也是傳統的情人節，

未婚青年可假借賞花燈，製造約會認識

異性的機會，或趁機與心儀的對象約會，

共度月圓、燈美的浪漫元宵。

至於沒有對象的女子，則可在元宵

夜去「偷挽蔥，嫁好翁」或「偷挽菜，

嫁好婿」；未婚男子則要「跳菜股，娶

好某」，祈求找到好對象。由於偷挽蔥、

跳菜股都是在菜園中進行，如此就能使

未婚男女在菜園裡不期而遇，製造相識、

交往的機會。

臺灣的上元節也有許多的節俗，例

如「提燈遊行」歡樂出遊；「猜燈謎」

的智力遊戲；「聽香」為偷聽別人說話

內容占卜吉凶；向神明「乞龜」分享平

安等共同的習俗。而全臺各地也有其特

殊的民俗活動，這些元宵民俗反映當地

的歷史背景與人文風情，而成為具有代

表性的地方民俗特色。

二、臺灣各地上元民俗祭典

（一）北部地區上元民俗祭典

1. 平溪天燈節

天燈又稱孔明燈，下窄上寬，外型如

孔明的帽子，天燈是利用熱氣上升原理使

其升空飄行。平溪天燈源自平溪位於山區

交通不便且連絡不易，早期因盜匪橫行，

民眾以天燈互報平安，如今平溪天燈已

轉換為許願祈福功能，平溪天燈更成為

國際知名的民俗觀光活動。

2. 野柳神明淨港

淨港即清淨港口，民間咸信水中的水

鬼「掠交替」，因此在元宵節上午，民眾

抬著神轎，跳入野柳漁港，游到對岸，以

驅離水中的好兄弟，確保漁民出海平安，

上岸後還要踏過火堆（過火），代表潔淨。

3. 士林、內湖夜弄土地公

上元夜土地公出巡，民眾以大量鞭

炮轟炸神轎，祈求運勢「愈炸愈旺」，財

源「愈炸愈發」，臺灣許多元宵活動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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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炮有關，即基於這種愈放愈旺的心態。

土地公也是臺灣商人的財神，炸土地公

就是祈求財源廣進、生意興隆。1

（二）中部地區上元民俗祭典

1. 後龍慈雲宮攻炮城

攻炮城是閩南地區普遍的民俗遊戲，

後龍慈雲宮攻炮城相傳源自清代，因當地

流傳瘟疫，媽祖指示架設炮城阻絕瘟疫。

攻炮城的方式是將炮城以竹竿吊掛空中，

民眾以單響炮瞄準炮城，將鞭炮投入約

十公分寬的城門中，引爆炮城內的火藥。

意即攻下炮城，可獲得廟方提供的獎品。

2. 竹山社寮紫南宮借金

社寮土地公廟發財金源自早期宮廟

提供在地民眾急時周轉之急難救助金，後

演變為求財的「錢母」，求錢母的民眾擲

筊得聖桮，即可向土地公借最多六百元發

財金，來年則至少必需奉還一倍以上金

額。民眾將所求錢母作為資金，代表土地

公成為自家股東，自然會庇佑事業成功、

生意興隆。如果得到土地庇佑大發利市

則會與土地公「分紅」。

3. 花壇白沙坑迎花燈

源自當地進士曾維楨的孝行故事，

據傳進士曾維楨上元節在京城陪同道光

皇帝賞花燈，因思念故鄉親人暗自流淚，

皇帝因其孝思，特准花壇地區比照京城，

連續迎花燈三日，以嘉勉其孝行。至今

花壇文德宮迎燈排（圖 1、圖 2）都會刻
意遶行曾維楨故居，以示尊崇。

4. 馬鳴山五年千歲吃飯擔

鎮安宮五年千歲每年元宵節出巡遶

境五股十四庄，輪值主辦之村里、村落

圖 1. 土地公花燈

Fig 1. Tudi Gong decorative lantern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圖 2. 花壇白沙坑迎燈排

Fig 2. Huatan Baishakeng boat-shaped lantern pa-
rade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1 訪查中，尚未登入民俗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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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供應午餐，於是家家戶戶準備各種

餐食飲料，以竹簍筐挑至指定地點，擺

在地上提供民眾食用。每年現場都聚集

上萬人「共食」，其規模盛大、場面壯觀，

是臺灣最大型的「食飯擔」活動。

5. 崙背水汴頭跌（跋）米籮

屬雲林詔安客家人特有習俗，每年上

元夜崇賢寺信徒，將米籮從廟後拋過屋頂

（圖 3），以卜今年各種農作物收成。如
米籮口朝上表豐收（圖 4），橫向指半收
（圖 5），米籮向下代表將欠收。臺灣各
地都是以擲筊卜問神意，以米籮卜收成狀

況，也成為具有農村特色的民俗。此外，

附近的羅厝則流傳「摜雞酒」習俗，村

中有添丁人家在元宵節當天以竹籃裝雞、

酒、金紙，前往輪祀三界公爐主家祭拜，

之後取回雞頭、尾腳翅，雞肉則烹煮雞

酒與村民分食。近年來則形成比賽大雞

的競賽。

6. 水林蕃薯寮媽元宵夜巡

有別於一般媽祖之遶境進香，自上

元夜起連續三日巡視庄頭，期間又有放

圖 3. 上元夜崇賢寺信徒，將米籮從廟後拋過屋頂，以
卜今年各種農作物收成

Fig 3. Followers of Chongxian Temple toss a rice bas-
ket made of bamboo over the rooftop from the 
back of the temple to predict the crop produc-
tion of the year.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圖 5. 米籮口橫向為半收

Fig 5. A rice basket made of bamboo with its opening 
toward the side represents a year of moderate 
harvest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圖 4. 米籮口朝上為豐收

Fig 4. A rice basket made of bamboo with its opening 
toward the sky represents a year of full harvest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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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馬（圖 6、7）、面桶炮、擲龜王（圖 8、
9）等特殊民俗。擲龜王時民眾不斷加碼，
來年將以若干白米、金紙、鞭炮、香油錢

還願，過程引人矚目、緊張刺激。在最後

一天媽祖入廟時，神轎會在當地青年扶

持下「走大轎」，在廟埕不斷來回奔跑，

直到「精疲力盡」才恭迎媽祖入廟安座。

7. 苗栗𪹚𪹚龍

「𪹚龍」客語即炸龍，是客家特殊

習俗，其流程分為：正月初九前「糊龍」

之後「點睛」；「迎神龍」祈福消災、「跈

龍」跟隨神龍遊走、「𪹚龍」驅災祈福，

元宵後「化龍返天」焚化神龍代表功德

圖 7. 放火馬 — 2
Fig 7. Fire horses — 2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圖 9. 擲平安龜

Fig 9. Throwing divination blocks to ask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圖 8. 平安龜

Fig 8. Turtle-shaped cake for praying for peace and 
safety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圖 6. 放火馬 — 1
Fig 6. Fire horses — 1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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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舞龍是許多地區共同習俗，炸龍

則是苗栗特有的上元節民俗祭典。

8. 東勢新丁粄

客家特有習俗，「粄」即福佬族群

所謂的「粿」。如家中有添丁者需製作

米粄，贈送新丁會員分享喜氣，為展現

虔誠之意並爭取榮譽，各戶人家都會比

較新丁粄之輕重、大小相互競爭，形成

「新丁粄比賽」。近年來因男女平等觀

念興起，生女兒也一樣喜悅，必須慶祝，

因此除了新丁粄外也有「千金粄」，以

鼓勵新婚夫妻「增產報國」。

（三）南部地區上元民俗祭典

1. 鹽水蜂炮

起源於清光緒十一年（1885），霍
亂流傳，百姓求助無門，故迎請武聖關帝

爺出巡賑災，神明出巡時沿途民眾擺設香

案，燃放爆竹迎接，或因鞭炮爆炸產生

高溫，有殺菌消毒作用，瘟疫乃告平息。

自此每年元宵節鹽水都會舉辦射蜂炮。

今已成國內知名民俗觀光活動，故有「北

天燈，南蜂炮」之名。

2. 永康廣興宮境內擔餅節

水餅即臺南永康特有之水果餅，分

水餅則為永康和新化地區慶祝喜獲男兒

的方式，源自清代時期因當地人丁不旺，

為祈求添丁民眾向廣興宮謝府元帥許願，

如添丁則要在正月廿日元帥聖誕日，以竹

籃挑三牲祭品、童裝、鞋襪酬謝神明，並

挑水餅分送庄民分享喜悅，近年來則不分

生男女都有擔餅分享的習俗（圖 10）。

3. 海豐巡男丁（燈）

農業社會需要勞動力及壯丁防衛家

園，因此會有重男輕女、多子多孫的觀念。

屏東海豐地區民眾家中如有添丁則向三山

國王廟「報燈」，來年元宵節參與提燈遶

境，而每年元月第一個出生的男孩可以搶

「燈首」，其他添丁人家也會在神轎上掛

姓氏燈籠，隨同王爺一起出巡慶賀。「巡

男丁」反映傳統社會祈求男丁的現象。

4. 佳冬「做福拜新丁」

佳冬地區屬於客家六堆之左堆，因

歷年經歷民變、械鬥事件導致眾多男丁犧

牲，故極需添丁以增加農事生產和防衛組

圖 10. 永康分水餅

Fig 10. Yongkang custom of sharing shuibing in a 
sense of sharing the happiness of the birth of 
a baby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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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因此每當家中生男丁就向神明稟報，

並製作「新丁粄」祭拜伯公（土地公），

後分贈親友鄰居，為孩子建立人際關係，

所謂「新丁」意指新生之男丁，代表家

族香火之延續傳承。

（四）東部地區上元民俗祭典

1. 炮炸肉身寒單爺活動

臺東最具代表性之民俗活動。寒單

爺即玄壇元帥趙公明，也是臺灣民間常

見的武財神信仰。每年上元節寒單爺出

巡，扮演寒單爺之信徒，赤身露體穿著紅

短褲，綁頭巾掩面，身掛天師印、手持

榕枝，站在竹轎上由四名轎伕抬轎繞行，

炮手則以排炮或連珠炮轟炸。民眾咸信

擔任寒單具有贖罪、解厄作用，也有愈

炸生意愈旺的求財意義。

2. 宜蘭利澤簡走尪

所謂「尪」是指神偶，走尪即抬神轎

神像賽跑，每年元宵節媽祖在各庄頭遶境

後，利澤簡八大庄神轎在永安宮前進行抬

神轎賽跑，起跑時每組兩座神轎以三趟決

勝負，跑輸的庄頭就退在路旁當啦啦隊，

總冠軍之庄頭可將令旗迎回供奉，比賽

結束後，所有神轎踩過廟口金紙火堆（過

火）祈求各庄信徒諸事平安。

（五）離島地區上元民俗祭典

1. 馬祖擺暝扛乩遶境

馬祖居民多為閩東族群，語言、信

仰、文化、民俗與臺灣不同，擺暝福州

話為「北漫」，意為「擺夜」，即元宵

節徹夜擺設供品祭神，是馬祖最重要之

民俗慶典。擺暝祭典內容有「上彩暝」

掛燈結綵（圖 11），「碗宴」以碗碟盛
祭品祭神、「巡香拜年」神明互相拜會、

「擺暝」扛乩遶境（圖 12），到新婚家
庭「送喜」（圖 13）、村民「食福」聚
餐共食等過程，此外馬祖四鄉五島之「擺

暝」也各有在地特色，2020年「馬祖擺
暝」登錄為國家重要民俗文化資產。

圖 12. 迎神遶境

Fig 12. A divine stroll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圖 11. 風燈

Fig 11. Wind lantern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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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澎湖乞龜

乞龜是元宵節全臺普遍民俗，民眾

向神明擲筊求取各種材質所製成之神龜，

如獲聖桮則能取回神龜與家人親友分享

平安，明年則需加倍奉還。因此神龜重

量將逐年倍增。乞龜活動以澎湖地區規

模最盛大，不僅材料多元且還願大方，

因此澎湖的神龜常見超過萬斤以上。

三、結語

上元節是民間過年期間最後一個慶

典活動，也是新年第一個民俗節日，因此

全臺各地都有在地特殊的民俗，除了上

述列舉之上元民俗祭典，對於國內上元

節民俗祭典還有淡水沙崙清水祖師爬刀

梯過火、新港奉天宮天上聖母元宵遶境、

新化大坑尾擔飯擔、屏東林仔內紙炮篙、

萬巒五溝水殲炮城、萬巒加匏朗夜祭趒

戲、臺東縣元宵神明遶境活動等。這些

祭典反映當地的經濟產業與人文背景，

無論卜農事、求財、求添丁，或因除瘟

疫、贖罪業，都顯示傳統社會人民面對

自然災害、瘟疫疾病等災難的焦慮、不

安，因此透過各種民俗儀式，期待神明

庇佑一切平安，祈求神明護佑禳災解厄、

五穀豐收、國泰民安或添丁發財的期望。

臺灣的上元節民俗顯示臺灣人民對未來

的期待，也反映人民對新年的新希望。

圖 13. 送喜

Fig 13. Delivery of blessing ritual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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