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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迎王平安祭典

三年一科大事紀

東港迎王平安祭典，是屏東縣東港鎮

歷史悠久、名聞遐邇的重要民俗祭典活動。

此祭典三年一科，逢農曆丑、辰、未、戌

等四地支年，由主祀溫府千歲的東港東隆

宮，偕同全鎮七角頭及在地各宮廟，進行

迎送「代天巡狩」之五位千歲爺，以恭請

天庭御史下凡巡境，為地方驅瘟除疫，並

庇佑民眾平安健康、四時無災。

東隆宮的迎王祭典科儀沿襲自清代以

來的祀典禮儀，從前置作業的角頭職務抽

籤、造王船、中軍府安座、進表、設置代

天府，到請王 (請水 )、過火、遶境、祀王

敬王、遷船、和瘟押煞、宴王及送王等程

序，每個細項、環節都有其深刻的內涵與

意義。儀式之進行不僅莊嚴隆重，更具神

秘色彩，因此每回迎王總吸引無數媒體與

遊客前來朝聖，加上東港全鎮總動員，以

及來自全國各地參與的寺廟、陣頭，每每

傳承百年的禮俗文化

造成萬人空巷之盛況。東港迎王平安祭典

亦獲文建會 (今文化部 )指定為國家重要民

俗文化活動，並於民國 100年獲頒為「國

家重要無形文化資產」。

東港迎王平安祭典自清代傳承至今，

已有超過 300年的歷史，若欲追本溯源，

因不同古籍所記載的版本甚多，據康熙 59

年 (西元 1720年 )陳文達所修《台灣縣志》

及乾隆 29年 (西元 1764年 )王瑛曾所著

《重修鳳山縣志》中顯示，當年漳、泉二

州眾多移民渡海來臺定居東港，同時自原

鄉帶來溫王爺的香火袋奉祀，遂逐漸成為

移民聚落的主要信仰。供奉溫王爺之所，

亦由最初的草廟演變為地方公廟，且因祈

求靈驗，信徒尤眾。後有泉州道士行至東

港，將原鄉科儀傳予新居地先民，以防倘

若瘟疫盛行，作為備用之需。後來先民們

遇到需求，而醫藥無法救治時，遂搬出科

儀隆重操演一次，慢慢演變成為東港的大

❶ ❷

❶ 代天巡狩帥旗由工作人員從請王會場小跑
步至東隆宮旗桿處升起，昭告四方代天巡

狩千歲已蒞境 (曾忠斌攝 )。
❷ 神樂團 (大漢樂團 )迎王期間作為溫府千
歲與大千歲的轎前吹，莊嚴樂曲讓王爺隊

伍更具威儀 (陳伯儀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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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紀，從請神驅瘟到恭請監察御史代天巡

狩千歲爺，蒞境督察賜福平安。

今年是民國 110年，歲次辛丑，正逢

舉行迎王祭典的「大科年」，循往例，逢

大科年前兩年即開始準備中軍府安座與王

船建造，為迎王祭典揭開序幕；祭典前半

年亦進入地方寺廟準備期，陣頭開始夜間

操演排練；祭典前一個月行使「進表」儀

式，即由大總理代表全東港鎮民委請溫府

千歲邀請代天巡狩千歲爺蒞臨東港；至祭

典前一周，整個東港鎮更瀰漫著一股「神

人共歡」的欣喜歡樂氛圍，家家戶戶無不

張羅各式供品，以歡喜心迎接代天巡狩千

歲爺的到來。

然而，自兩年前 COVID-19 新冠肺

罩，廟方也安排志工全程做好防疫宣導及

交通指引，希望代天巡狩大千歲能將疫情

徹底驅離，讓萬民平安，這是我們最大的

心願與期盼。

縮小規模主要指的是參與的人員數，

至於祭典的程序及禮儀則一切如常，完全

遵照古禮進行。此刻的臺灣，在遭受疫情

肆虐之下，人心浮動焦躁、憂慮不安亟需

得到療傷及撫慰，慶典的舉行正可提供給

民眾一個情緒宣洩的出口。

祭典科儀莊嚴隆重

在東港有句俗話是—「可以不回來過

年，但一定要回來迎王」—由此可知「迎

王」在東港人心中的地位與重要性。在東

港迎王祭典中，有七個重要單位共同擔負

請王、遶境、過火等任務，若無他們的參

炎爆發以來，疫情時而趨緩時而嚴峻，東

隆宮對於三年一科的迎王祭典自是不敢鬆

懈，相關科儀亦緊鑼密鼓的籌備之中，不

料今年五月中旬新一波的疫情再起，全國

進入三級警戒，也拉高了防疫層級。直至

7月 27日降至二級，但仍未開放進香、遶

境等宗教活動。東隆宮於是提出一份完整

的「防疫計劃書」，以專案方式向縣政府

及中央防疫中心提出申請。所幸之後疫情

趨緩，迎王祭典得以依計畫進行。對此，

東隆宮現任董事長潘慶士表示：三年一科

的迎王祭典是東港人百年以來的一項重要

民俗活動，鎮民的熱烈參與，表達的是對

王爺的信念與虔敬之心。今年因疫情之故，

縮小祭典規模，除了東港本地的宮廟、陣

頭之外，外縣市鄉鎮的廟宇一律謝絕參加，

以此分散人流、避免群聚。再者，所有參

加隊伍都必須遵守防疫規範，全程配戴口

❷

❸❶

❶ 東港王船遶境祈福，陸橋上擠滿觀看民眾，與港內平
靜停泊的船隻有著強烈的對比。(洪雪芳攝 )

❷ 在狹窄巷弄內，巨型王船緩緩行進，場面壯觀，震撼
力十足 (李孟澤攝 )。

❸ 鏡頭下的王船，不論任何時刻都顯得獨特而優美 (李
孟澤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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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注目，當儀式進行到接近尾聲的「遷船」

時刻，巨型王船與溫王爺神轎及轎班一路

浩浩蕩蕩遶行東港主要幹道，並沿途驅瘟

除煞、為民祈福；而民眾則以豐盛的牲禮、

菜碗，來答謝代天巡狩千歲爺兵馬巡域護

境的辛苦，鎮內民眾在王船所經之時，家

家戶戶由長輩為家中子弟舉行祭改，為東

港迎王平安祭典中特殊的民俗習慣。遷船

當日稍晚時，工作人員開始為王船添載物

品，包含食物、餐炊具、辦公及日常用品

等，讓千歲爺回天庭繳旨的旅程中能三餐

無虞，同時祈求未來三年東港地區風調雨

順、萬民安康。

八天七夜的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終將進

入尾聲，在「送王」前子時舉行隆重的「宴

王」儀式，以豐盛的滿漢全席歡送、餞別

與，迎王祭典也無法成為東港的地方大事。

此七單位原為東港開墾角頭、商業角頭，

之後因祭典需求成為祭祀角頭，分別是頂

頭角、埔仔角、頂中街、下中街、安海街、

下頭角及崙仔頂，與主辦方東隆宮有著密

不可分的關係，在東港發展史中也占有重

要的一頁。迎王期間，七角頭轎班分別穿

上代表七大神尊代表色的服裝，溫府千歲

為深藍色，五千歲分別為黃、粉紅、黑、

綠、紫花色，以及中軍府的白色，只要對

照神轎轎前燈的顏色與轎班服裝的顏色，

就知道該轎班負責的神尊與神轎。

從 10 月 24 日 ( 農曆 9 月 19 日 ) 至

10月 31日，為期 8天的迎王祭典在首日

的「請王」(請水 )儀式中展開。由於代天

巡狩千歲爺是循水道往返，因此在祭典的

開始所有參與宮廟團體到海邊恭候千歲爺

駕到，並以神轎接駕。這時，迎王的鎮海

里海邊早已擠滿觀看人潮，所有人的情緒

隨著儀式的進行而沸騰不已。

祭典的第 2天至第 5天皆為遶境祈福

活動，前三天為鎮內南、北、中區遶境，

第 4天則是農區遶境，據記載最遠曾到達

南州鄉的牛埔濫頭。遶境隊伍每日於指定

地點鳴炮之後即刻出發，並依規劃路線行

進，所到之處，不論廟宇、公司行號或民

宅，民眾早已備好鮮花素果誠心接駕；沿

途及街道兩旁不只擠滿信眾跪地膜拜，更

有信眾為了替罹病家人去疾解厄，排隊等

千歲爺們。子時一過，恭請千歲爺上轎後，

王船、神轎及大隊人馬出發前往海邊送王。

沿途皆有信眾一路隨行，到達海邊時，人

山人海的景象，即使疫情仍在，參與民眾

數量卻與以往相仿。當王船就定位，一切

儀式完成後，由道長以鋤頭畫開一條水道，

為王船開路，時辰一到，收錨鳴炮，頃刻

之間，王船被大火圍繞，代表王船已順風

啟航，航向遙遠的天庭。這莊嚴肅穆的神

聖時刻感動了所有人，也為此次迎王祭畫

下圓滿的句點。

東港迎王平安祭典，從最初的地方慶

典，發展成為世界級的知名盛會，不僅展

現豐沛的文化資產，也代表著東港人對在

地傳統文化的堅持與信念。

改運。隨神轎出巡的宮廟陣頭，如神將、

聖將、五毒大神、宋江陣等，也是遶境過

程中的一大特色，各家陣頭使出渾身解數，

在神聖的氣氛中多了一股神秘感，這些畫

面多成為鏡頭捕捉下的焦點。

而不論古今，各地迎王祭典中最重要

的法器就是王船，收納瘟疫、煞氣、鬼魅

等等不好的東西，隨同代天巡狩千歲爺一

同乘坐王船速速離去之意。早期東港的王

船多以竹子搭建船身再以紙糊的方式建造

而成，直到民國 62年，因東港優秀的造船

師傅眾多，發起改造為實木王船，由東港、

小琉球兩地師傅以義務性質無償打造，大

家分工分班，共同為地方盛事盡一份心力。

時至今日，東隆宮每三年一科的迎王祭典，

皆維持木造王船的傳統，不僅呼應傳統民

俗與文化觀點，亦充分傳達造船的工藝與

美學。

王船因形體龐大、造型華麗，特別引

人潮洶湧、萬頭鑽動，王船與人群，形成陸上行舟的經典畫面 ( 曾忠斌攝 )。

迎王期間，王馬肩負著王印、王劍與王令，與千歲爺一

同巡視 (曾忠斌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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