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媽祖遶境 /進香活動通常於農曆 3、4月間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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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媽祖徒步走臺灣



▲ 每年媽祖遶境 / 進香活動都吸引上萬民自主性參與 ( 蘇竹利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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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是臺灣民間信仰之一

媽祖本名林默娘，宋朝福建莆田市人，

是位聰穎且慈善的女士。據傳媽祖在海上

救了自己的家人，因而成為了討海人虔誠

信仰的對象。明代以降，名將渡海來臺之

前，也要祭拜媽祖以求一帆風順。歷代帝

王也屢有褒封詔誥，尤其幾位重要的清代

君皇封號，奠定媽祖在臺灣民俗之中的重

要地位。包括康熙 23年，聖祖封為「護國

庇民妙靈昭應仁慈天后」；道光 19年，封

媽祖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

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讚順垂慈篤祐天后」。

顯見媽祖的信仰不僅只在民間，即使貴為

一國之君，也希望尋求媽祖之庇佑。

每年農曆 3、4月，是媽祖遶境及進

香的文化盛事，包括臺中大甲鎮瀾宮媽祖，

以及苗栗通霄白沙屯媽祖，都會進行跨縣

市的移動，媽祖的魅力，吸引許多願意與

媽祖徒步進香的「香燈腳」。美國知名媒

體更將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活動與「天

主教的梵蒂岡子夜彌撒 (Christmas Eve 

Masses)」及「麥加朝聖 (Mecca hajj)」

並列三大國際宗教活動；而白沙屯媽祖進

香也已列為「國家重要無形文化活動資

產」，媽祖活動吸引了來自各地的民眾參

與，更多人不是為了宗教，而是為了體驗

臺灣在地的文化活動。國際知名雜誌也邀

請美籍日裔資深攝影師麥可 山下（Michael 



▲ 媽祖粉絲將媽祖化身為 Q版娃娃，掛在背包上一同進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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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宮後，再經西螺福興宮、北斗奠安宮

及彰化天后宮、清水朝興宮後折返回到大

甲鎮；而白沙屯媽祖則是從通霄鎮出發，

前往北港朝天宮進香，但其中行進的方向

是由媽祖決定，飄忽不定的路線，讓跟隨

的民眾又期待又害怕。也因此大甲媽祖的

固定路線，搭上白沙屯媽祖的變動路線，

兩位媽祖是否真能巧遇，一切都是未知數。

起駕的時間大抵在深夜時分，但不斷

湧入人潮更勝白天參拜的人龍，吉時一到，

媽祖的轎子起駕，震天價響的鞭炮聲不絕

於耳，人潮緩慢移動，只為了跟上媽祖的

神轎，一起為期 10天的徒步進香。今年進

香的人潮高達 5萬多人次，深夜中跟著萬

人同時移動，即使己經是平時的睡眠時間，

但看著別人也與你有個共同目標而前進，

眾志成城的熱情澆注，似乎也不感覺這麼

疲累了。

一路上，有著熱情的商家、民眾，無

私的提供水、飲料、水果、食物等，餓了、

渴了，都能及時補充物質。就算走累了，

也有巡迴的車子可以搭乘。這些人，可能

與你素未謀面，但卻願意為你加油、祈福，

讓人感受到臺灣在地的濃厚人情味。人與

人之間協助，不在於金額或力量的多寡，

而在於來的是否及時。秉持著讓活動順利

圓滿的理念，台灣電力公司促進電力開發

協助金審議委員會，每年以實際行動支持

媽祖遶境及進香。透過經費的挹注，讓主

Yamashita）進行媽祖遶境活動的實況攝

影，用鏡頭感受臺灣節慶的活力與熱情，

在國際媒體的關注下，大甲媽祖進香，已

不單是臺灣人的信仰，更是國際文化的交

流活動。

徒步移動萬人同行

今年鎮瀾宮與白沙屯媽祖進香活動的

起程日恰巧都落在清明連假的最後一日，

過往兩位媽祖移動的時間會錯開，但今年

日期重疊，讓不少民眾期待著兩位媽祖的

不期而遇。說「不期而遇」，因為大甲媽

祖遶境路線固定，即從大甲鎮瀾宮出發，

經過彰化南瑤宮、西螺福興宮，再到新港



▲ 台電公司北港服務所，正好位於白沙屯媽祖進香至朝天宮廟的最後一哩路上。 ▲ 不具名的善心人士，請攤商免費提供
民眾紅豆餅作為路程上的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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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單位能通盤運用，無論是在行動補給或

耗材上，都能夠彈性的使用，為路上的每

位香燈腳們加油打氣。

感受神秘飄忽的行軍路線

為了體驗媽祖遶境出巡的魅力，這次

小組人員前往北港體驗白沙屯媽祖到朝天

宮進火的儀式，感受民眾及在地人的熱情。

一早，從臺北搭著高鐵前往員林，陸續上

車的旅客，大背包、運動鞋、帽子遮陽配

備完整，一看便是有備而來一起瘋媽祖的

同行者。果不其然，當列車進入員林站時，

同車廂的旅客幾乎全數下車，要一同陪著

白沙屯媽祖進入朝天宮前的一哩路。

白沙屯媽祖進香的路徑一直都是飄忽

不定的，所以民眾通常會在大的路口等待

白沙屯媽祖決定要往哪裡走。由媽祖透過

神轎的力量傳導擇定路線，因此沒有固定

路線、沒有行程表，也沒有固定的歇息停

駕地點。特別是每當到達重要叉路口，神

轎常有停頓「行轎」(就是產生自然的上下

或前後擺動、頓促等 )動作，會自行引導

轎夫前進，有時過橋、甚至行小路，民國

90年進香時媽祖還帶領信徒們徒步涉水跨

越濁水溪更傳為美談。為了讓跟隨的民眾

能夠掌握到白沙屯媽祖的行蹤，有志工們

自行設立GPS定位 APP，只要使用網路、

手機，就能跟緊白沙屯媽祖的腳步。讓不

是跟在轎子旁的民眾，不至於走錯叉路而

迷途。

鑽轎腳祈求媽祖保佑

然而，對於想要鑽轎腳祈求媽祖保佑

的民眾，還需要靠一點運氣，等待在媽祖



▲ 繞境 /進香活動中，常見民眾鑽轎腳祈求媽祖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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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轎到達之前，站定位置等待媽祖的前來，

其實白沙屯媽祖的路線中，從北港保定派

出所經過華勝路，進入北港朝天宮前的這

一段路程，可能是白沙屯媽祖進香全程唯

一一條固定路線。媽祖預定進到北港朝天

宮的時辰是上午 11時。不到 9點時刻，北

港的華勝路上，早已湧入許多民眾。大家

頂著烈日，就為了等待白沙屯媽祖的粉紅

超跑出現 (白沙屯媽祖進香的神轎，是由 4

人所扛、方便移動的轎子，而神轎外粉紅

色的頂帳及快速移動的速度，因此有民眾

將神轎別稱為粉紅超跑 )。

前方排隊的民眾忽然急著要往後退，

原來是要空出鑽轎腳跪姿需要的空間。大

家不約而同地，在心中祈求媽祖的庇佑，

等待神轎通過。跪在人群之中，等待著神

轎通過，感覺喧鬧的街坊瞬時變得安靜，

在共同信仰的約束之下，竟有默契且守規

矩的不推擠。轎子通過後，大家起身向媽

祖行禮致謝，也跟著前往朝天宮進行進火

儀式。

進火為進香活動最重要的儀式，由於

白沙屯媽祖是前往朝天宮取香火，因此儀

式係由朝天宮住持法師主持，將朝天宮內

終年不滅的光明燈引燃金紙到「萬年香火」

爐中，誦念經文祈求聖母庇佑植福，再以

火勺掏引聖火到白沙屯的「火缸」中送入

「香擔」(裝載火缸之工具，由值年副爐主

遴選男性信徒肩負平安攜回香火的任務 )、

貼上封條後，一路引回白沙屯、不得熄滅，

以象徵媽祖萬年香火流傳不絕、法脈相傳

之意。而此時，白沙屯媽祖也會在北港朝

天宮駐駕一晚，成為北港媽祖、白沙屯媽

祖同在的景象，從媽祖進入朝天宮後，整

個下午到夜晚，北港朝天宮的人潮絡繹不

絕，熱鬧非凡。

這一夜，北港地區能夠住宿的地方早

已被訂滿，眾多進香的民眾，也趁著這個

時間，休息、放鬆，路旁也有醫療團隊，

照顧肌肉痠痛、中暑、或是因徒步行走而

抽筋、起水泡的香客們。他們不收費用，

只要你排隊等待，醫療人員都會協助處理，



▲ 徒步行走累了、受傷了，一旁熱情的民眾及防護站，
都能給予及時的補給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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痼疾的長輩、父母親帶著稚子，誠心跪拜

祈求媽祖保佑的虔誠，無論他們祈求的是

身體的健康、或心靈上的解脫，那種真誠

的眼神及企盼的表情，以及在媽祖神轎經

過之後，與家人相互擁抱的感動哭泣，或

許亦是心靈壓抑許久而得到的紓解。他們

需要或許不是即刻的神蹟，而是心靈上的

安慰及出口，甚至是希望的寄託。

出門在外，跟著媽祖一起走過臺灣，

看到大家的熱情，真的很難不愛這款臺灣

味。無私的施與受，無怪乎許多老外來到

臺灣參加了媽祖繞境 /進香的活動後，就

深深的愛上這塊土地上的人、事、物。而

這項特殊的民俗活動，確實抓住了臺灣在

地精髓。儘管活動結束之後，所有人都要

回歸到自己的生活，但 10天的漫步隨行，

體驗隨遇而安、受人恩惠的不同人生，才

是文化活動最難得且可貴之處。

修復身體上的不舒服。半天的休息，讓全

程跟走的民眾有了喘口氣放鬆的時間能夠

好好休息，準備跟著媽祖一路返回白沙屯。

隔日一早天未光亮，華勝路上的香燈

腳、補給大隊逐漸湧現，也在此時，遇到

了一位熱愛手作的媽祖迷，將媽祖化身為

可愛的娃娃公仔，別在背包上，隨時陪伴。

與大姊聊了一下，才知道原來她已經跟著

媽祖走了近 10年，每年都是跟著走完全

程。而與他同行的朋友們，年紀也約莫 30

來歲，十分年輕。原以為參加進香活動的

民眾年齡層可能稍長，但近年來，青壯年

的人也常利用此機會來滌淨心靈，獲得媽

祖庇佑而充滿新能量。

無關宗教用心感受臺灣

其實，媽祖遶境 /進香活動，不只是

宗教信仰，更是一年一度，感受臺灣民眾

熱情的時刻。走在路上，一群互不相識，

卻願意相互攜手共行，給予互相的協助的

同道之人。即使是在路邊休息，也會因為

與媽祖同行，而與身旁的人聊個幾句，更

別說自願性地補給、便車接送，甚至是夜

晚無處可睡時，在路邊、騎樓席地而睡，

也不用擔心被人趕走，或是遭遇襲擊。在

媽祖遶境 /進香的這段期間，人與人的關

懷與信任，似乎映證著人心本善。

媽祖是否真有神蹟，端看個人的宗教

信仰及判斷。但一路走來，看著許多身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