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獅陣訪查 

西港烏竹林廣慈宮金獅陣 

第一節 緣起與發展 

烏竹林廣慈宮的金獅陣一般稱呼「獅母」就是「元母」也。自有臺灣第一香、西

港刈香，包括八份姑媽宮（懿德宮）的刈香，廣慈宮金獅陣就是一直擔任安位之職，

以三年一科計之，也已有二百餘年之歷史，史蹟之長，從無間斷，所以人稱獅母。 

廣慈宮所供奉的「獅母」，其造型鮮明，頗具特色，獅頭其紅色部份為朱砂、金

色部份為金鉑，歷久而彌新。獅身披是以黑色麻網衫（似魚網、蚊帳），脊背繫以二

十四節布結，猶如人身體之脊背，有賦予生命之意義，可為全臺之首見。下顎懸垂內

收，舞動時，開合有聲，生動活潑。舞獅是以刷獅、翻獅、刣獅為其特色，金獅陣中

所表演的武術則以太祖拳、鶴拳、猴拳為主。 

廣慈宮奉祀的主神為謝府元帥，為當地謝姓祖先渡臺時攜帶至此地供奉；後增奉

保生大市、陳靖姑、太祖先師、中壇元帥、土地公、土地婆、虎爺。廣慈宮以金獅陣

參與西港慶安宮王爺醮典，所排陣圖為「黃蜂出巢」。 

烏竹林金獅陣是西港玉敕慶安宮香科醮典最早成立的陣頭，也是遶境的陣頭。從

地方耆老口述與傳說、文獻資料與現有文物遺跡進行考察，概有以下結果： 

緣起1 

地方耆老的口述與傳說 

據謝耿星及謝國安之說法，分別指出烏竹林金獅陣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據傳說

本庄庄民掘泥鰍得橢圓形穀桶，內放手冊一本「黃蜂出巢祕笈」。經庄民通力合作運

回，請示廣慈宮謝府元帥以作定奪，研議禮聘名師2按圖教武排陣（當時即為紅腳

巾）。姑媽宮以前是姑媽宮庄，姑媽宮以前是姑媽宮庄、荔枝林庄、八份共同奉祀的

廟宇，日治時期，因姑媽宮庄和荔枝林庄人口逐漸外移。古早，姑媽宮有金獅陣，後

來由於某些原因，乃將獅頭連同兵器埋於現今八份庄南的一處三角堀仔內，結束金獅

陣，這也正是日後烏竹林庄民從堀仔內挖出來的獅頭和兵器的緣由。3姑媽宮在宋江陣

之前有北管陣，現在的宋江陣成立於 1912 年，屬綠腳巾系統。 

文獻考察 

從謝耿星口述烏竹林金獅陣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往前推算，時間應為清乾隆

                                                           

1 本章節以黃永煌，〈臺南烏竹林金獅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頁 30-35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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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何，面訪，2019 年 8 月 9 日，烏竹林廣慈宮。 

3 現任總幹事提及，部分人員不認同自八份撿到金獅之說法，面訪，2019 年 8 月 9 日，烏竹林廣慈宮。 



年間。自《玉敕慶安宮轄內外廟宇寶鑑》一書4、陳主游所撰之（1986年）「八份玉敕

開基姑媽宮沿革」5、劉枝萬「臺南縣西港鄉瘟醮祭典」6、花松村《臺灣鄉土全誌第七冊》來看7

，各項文獻資料皆指出慶安宮科醮之緣起，自乾隆四十九年歲次甲辰，始由八份懿德

宮（現改為姑媽宮），首倡第一次科醮（俗稱刈香），並制三年為一科之定例。甲辰

科首次由姑媽宮、八份、東竹林、荔枝林、烏竹林、雙張廍、下面厝、管寮、羨仔林

、後營、下宅仔、頭庫、打鐵庄等十三部落，倡議進行三年一次繞境進香，昔時之十

三部落文武陣頭於前往玉敕慶安宮代天巡狩駕前開館，必先駕臨八份姑媽宮參拜，自

道光六年至今未曾中斷。此亦即烏竹林屬原始十三庄之一。  

文物遺跡 

探察當地耆老所述與西港仔香廟會活動相關的文物，有以下文物可供考證： 

1.廣慈宮沿革碑：廣慈宮建於咸豐2年(1852)，當時由該境謝姓祖先由大陸搬渡來臺，恭

奉於謝姓祖先之宅內。咸豐3年(1853)10月竣工，同治38年(1903)庄民協議上金三百元醵

金，二次修繕加以保存。 

2.慶安宮內匾額：廟內現存年代最為久遠的匾額是「后德配天」匾，為康熙52年（1713

年）由當時五角頭耆老所敬獻的，其餘尚有道光7年（1827年）所立的「威靈廣濟」匾

、道光27年（1847年）所立的「恩威慈濟」匾、道光28年（1848年）所立的「代天府」

及「赫濯聲靈」兩匾。8從這些匾額讓信眾了解西港的王船文化，也明瞭慶安宮香科醮

典的悠久歷史。 

3.姑媽宮的下馬牌與舊八角亭的舊石柱：據八份開基姑媽宮沿革記載，於乾隆曾賜一面

下馬牌，載明「文官下轎、武官下馬」，後因水患流失。目前在廟埕前所設置的下馬

牌，乃是戰後重建時新置。目前廟內有保存昔日立於舊八角亭的兩根舊石柱，為重要

文物。 

4.向忠碑：清康熙60年（1721年）朱一貴之亂時，相傳西港人吳士連助清平定民變，清

廷設亭紀念，以期後人瞻仰學習，於是賜一樟木刻製牌坊一座，並建向忠亭於吳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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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1 文官下轎、武官下馬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2 舊八角亭照片 

圖片來源：黃永煌 

 

從地方耆老口述、文獻記載、文物遺跡為三個頂點作三角檢證法，來進行交叉比

對、考證資料，從中可以發現，西港仔香的廟會活動是源自早期姑媽宮的遶境進香活

動，而烏竹林庄又是原始十三庄之一。烏竹林金獅陣與姑媽宮有著一層很深厚的淵源

關係，由它擔負當時廟會活動時的開路先鋒與入廟安座的唯一陣頭，應該是理所當

然、名符其實。普遍學者認為慶安宮科醮之源起，始自八份姑媽宮等十三部落，倡議

三年一次於甲辰科首次遶境進香之活動，而當時由五角頭耆老所敬獻的「后德配天」

匾，為康熙 52 年（1713 年），是目前慶安宮廟內保存年代最為久遠的匾額，由此推測

烏竹林金獅陣在八份姑媽宮請水時期就已存在亦不無可能。在文獻記載欠缺的情形

下，考證上實屬不易，只能從紀錄當地耆老口耳相傳的口述留存歷史資料來推論，大

概二百多年前似乎就有金獅陣的存在。不過，有學者認為姑媽宮請水時期僅止於傳說

階段，真正有文獻可尋的是道光二十七年因慶安宮廟宇重修落成而舉行的慶成王醮和

擴大遶境，並從此科開始而有王船祭典，形成香醮合一的廟會信仰遶境活動，以此推

論烏竹林庄確實於道光廿七（1847）年就已有金獅陣的組織了。 

廟會活動9 

烏竹林金獅陣基本上是為因應西港仔香而存在的，10可說是祖先所傳承下來的，庄

民將金獅陣視為一種文化的傳承。平時少有演練機會，因此每逢三年一科的西港仔香

盛事時，其組陣均會面臨隊員更替的問題。大多數的陣頭，幾乎都是依附在廟宇之

下，由當地的廟宇所支持成立，在年青人口大量外移的情形下，有多少金獅陣已面臨

難以成軍的窘境。對於新進人員的訓練，總是倍感辛苦，但在傳統歷史使命感的驅策

之下，總能圓滿達成任務，殊屬不易。 

烏竹林是早期姑媽宮刈香時期十三庄之一，廣慈宮金獅陣是西港仔香中最先組成

的陣頭，到目前為止一直都是西港仔香出巡遶境時的開路先鋒。西港慶安宮的主祀神

雖為媽祖，但其香科活動的內容卻以瘟王爺信仰為主軸。所以整個香科活動的內涵是

王醮（或稱瘟醮）與進香合一的性質形式。現就烏竹林金獅陣參與丙戌香科遶境活動

的實際情況與任務加以探討： 

千歲爺南巡 

烏竹林金獅陣雖然是西港玉敕慶安宮，千歲爺遶境刈香活動中的開路先鋒。到目

前為止從未參加千歲爺南巡的行列，所以僅做簡略的敘述。據謝國安表示，據老一輩

的傳述說是「千歲爺」（即值歲瘟王）特別指定，以前就沒有南巡的行列，直到現

今，至於詳情如何，已無人能答，所有報導人皆說是古早以來就是如此。 

請王 

                                                           

9 本章節以黃永煌，〈臺南烏竹林金獅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頁 46-69 修訂。 

10 該陣主要配合西港香科訓練。此外，該陣亦有參加過麻豆香（2000 年，獅母之故受邀），以及與學甲

謝姓獅團參與過演出。謝村明總幹事面訪，2019 年 8 月 9 日，烏竹林廣慈宮。 



「煮油淨殿」是臺灣民間入醮前一種必要的淨化儀式，為了潔淨醮場的空間，凡

是與醮典法事有關之神、人、場所、器物都要「煮油過火」，以期達驅邪押煞之效。 

請王儀式的陣容陣勢龐大，喧天的鑼鼓夾雜著陣陣的鞭炮聲，顯得熱鬧非凡。隊伍有

烏竹林金獅陣、管寮金獅陣、竹子港、麻豆寮金獅陣、溪南寮金獅陣、大竹林金獅

陣、塭內、蚶寮金獅陣、樹子腳白鶴陣、大塭寮五虎平西等武陣之外，尚有旗牌官、

道士團、丙戌香科執事人員、慶安宮董監事、慶安宮將爺團、中軍府轎、紙糊兵馬及

紙糊六騎、值年大千歲、二千歲、三千歲三座神轎，另外還有八家將、將爺團等，隨

香信眾在後面拉出一條長長的隊伍，浩浩蕩蕩抵達王船地。 

「請王」儀式完成，眾人歡騰即刻起駕回宮，將千歲爺紙糊神像及王令奉請入王

府安座，此時內班人員立刻奉面桶水、進點心，因烏竹林金獅陣一直是西港香的開路

先鋒，王轎回府時，金獅陣立即入王府進行安座參拜，依序是道士覲朝、慶安宮董監

事、旗牌官被紅上任，請王儀式至此才告完成。 

請媽祖 

西港慶安宮香科活動在正式進入王醮之前循例必舉行「請媽祖」活動，「請媽

祖」活動，是前往鹿耳門開基天后宮迎請「鹿耳門媽（天上聖母）」蒞臨西港慶安宮

鑑醮與看熱鬧之意，以示慶安宮媽祖分靈自鹿耳門天后宮，這大概就是每屆刈香前必

先至鹿耳門「請媽祖」活動的緣由背景。 

烏竹林金獅陣是「請媽祖」活動的開路先鋒，由於當天路途遠、庄廟多，出香時

間特別提早。清晨四時王府早已行禮如儀，開門掛參謁、領文牌，先鋒領令、敲鐘擂

鼓、陣頭依序進殿領令隨駕。換言之，接受具有特殊身分的陣頭與神轎，請旨、領

令、領大旗，以便跟隨千歲爺出巡並依令執行任務。 

香陣逐一返回入廟，請令的庄廟在武陣的護駕下，依序進殿完成繳令。旗牌官領

令中軍令前往迎接千歲爺回駕，等千歲爺回駕入王府後，最後壓軸是由烏竹林金獅陣

進行金獅安座的儀式來完成安座。從此鹿耳門媽祖安座在慶安宮王府鑑醮四天，直到

「送王」之後，再由烏竹林金獅陣護送返回鹿耳門天后宮。此後，每天的刈香行程大

約都是如此，早早出香，晚晚才入廟。 

刈香遶境 

「南巡」，「請王」，「請媽祖」活動之後，玉敕慶安宮正式進入王醮與遶境兩

種不同性質的信仰活動。前者是道士團工作，後者則是香境全體住民共同參與，俗稱

的刈香就是指這三天的遶境活動。 

肩負特殊任務的掛帥宮廟主神及陣頭，依俗沿舊例有固定轎號（一號至六號），

其餘依抽轎號決定順序，以利編印香科資料冊。其中，烏竹林廣慈宮屬一號轎，主神

謝府元帥為「開路先鋒」，所屬陣頭「金獅陣」係香境為首支金獅陣。 

烏竹林金獅陣因身分特殊而且擔任開路先鋒，依俗沿舊例，是不拜燈篙也不參與

南巡的香路，所以只拜禮至王船廠的王船即結束。換言之，玉敕慶安宮三日的刈香皆

由入王府請旨領令開始，然後拜廟出香，依路關圖出巡遶境，最後返回慶安宮入廟繳

令。 

送王 



西港慶安宮之香科以王醮醮典與王爺遶境為主，王醮祭典以「請王」始，「送

王」終，俗謂「有請便有送」之意。「送王」在整個王醮醮典中，是最重要也最盛大

的事，因為送走的不只是千歲爺，還包括所有與瘟疫、災難有關的全部神眾。 

送王的香陣中有烏竹林的金獅陣、八家將、將爺團、水族陣…等。在送王船的香陣結

構，基本上以五角頭為主軸，而五主會則扮演「開水路」的重要任務，其中一人以鋤

劃地，四人手提水壺沿路輪流滴灑，引船航向大海。一路上，烏竹林金獅陣緊跟著旗

牌官後面，沿路護送王船行進，讓王船能順順利利的抵達南海埔「送王」之地（此處

亦是「請舟參」、「請王」之地）。 

王船到達王船地之後，下碇、停泊，開始用天庫等金紙（王醮期間信眾所獻之王

船添儎包及金帛，由慶安宮以卡車陸續運至）將船身加以固定，並先後組裝船桅（豎

桅），等待船帆的升起（掛帆），即可點火送王，在熊熊烈火中一切都化為灰燼，也 

帶著西港香境九十六村鄉千千萬萬信徒的祈願與誠摯之心，順利遊天河返回天庭述

職。 

恭送青龍宮保生大帝、鹿耳門開基媽祖 

「送王」之後，烏竹林金獅陣與慶安宮內班人員與瓦厝內八家將已先行返回慶安

宮，準備為「恭送青龍宮保生大帝」、「送鹿耳門開基媽祖」做準備。 

備轎妥當時，由王府內迎請青龍宮保生大帝、鹿耳門開基媽祖上轎，玉敕慶安宮

媽祖則以地主身份陪同送行。由烏竹林金獅陣及其神轎護送保生大帝轎、媽祖轎。首

先抵達佳里青龍宮，送還「保生大帝」，保生大帝自農曆二月廿六日千歲爺南巡恭請

到玉敕慶安宮後，一直共同參與香科醮典，直至今日送王船後方恭送返還。安座後，

行簡單拜禮，經稍做休息後，繼續往下一個行程邁進─鹿耳門開基天后宮。 

當抵達鹿耳門時，鹿耳門開基天后宮相關人員已在廟埕準備接香，先請鹿耳門媽

祖下轎，恭送入殿安座，舉行拜禮後，已是午後時分，鹿耳門開基天后宮則以盛宴款

待眾人，順便藉此時機互相聯絡感情，一來感謝鹿耳門媽祖庇蔭香路，增加香科鑑醮

的光彩，二來則對鹿耳門天后宮主委與相關執事們表達感激之忱。 

在「送媽祖」儀式之後，丙戌香科大醮典暨代天巡狩出巡九十六村鄉，可以說是

劃下一個完美的句點。而烏竹林金獅陣最後的一個行程，是將先前從麻豆謝厝寮迎請

到烏竹林廣慈宮參與香科盛會的謝安（俗稱謝安王）恭送回紀安宮之外，感謝丙戌香

科謝安王於廟中坐殿與第三日香入廟時，謝厝寮的金獅陣鼎力的相挺，使整個香科增

色不少光彩。 

  



 

  

圖 4-10- 3 烏竹林金獅陣於旗牌官後護送王船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4 烏竹林金獅陣繞船三圈，表示相送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5 「送媽祖」到鹿耳門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6 金獅陣恭送保生大帝回青龍宮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7 到謝厝寮紀安宮還謝安王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8 安座後簡單拜禮 

圖片來源：黃永煌 

 

  



發展與傳承 

登錄公告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登錄資訊如下： 

 

表 4-10- 1 烏竹林廣慈功金獅陣-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登錄資料 

名稱 金獅陣 

類別 傳統表演藝術 

年代 待考 

所在區域 西港區 

級別 傳統藝術 

簡介 

金獅陣是由宋江陣蛻變而來，它與宋江陣最大的不同是，宋江陣以

「頭旗」、「雙斧」領軍，而金獅陣則以「獅頭」帶陣，「獅頭」在

金獅陣中地位頗高，它是表演的主角，也是此陣的祀神，一般有金獅

陣的廟宇，都設有專祠或神壇供祀。金獅陣的表演形式近似宋江陣，

不過套數和陣型沒有像宋江陣那麼複雜，因為它是以弄獅頭為主，弄

完了獅頭才作其他的表演，亦有單打、雙打和集體群打，大部份的時

間僅做搖旗吶喊而已。金獅陣所用之兵器多仿自宋江陣，其中最多為

藤牌。 

金獅陣大多流行於曾文溪流域，其陣中比較特殊的是還有一位獅旦的

角色。而這些獅旦皆由 12 歲以下的學童扮演，表演時獅旦在頭上綁

上紅彩、身穿肚兜，並站在大人的肩膀上，行進時單手不停舞動著彩

球，具有引導神獅的作用。 

南部最有名的是西港鄉港東村烏竹林廣慈宮的「獅祖」，祂是「西港

仔香」的開路先鋒。 

主管機關 臺南市政府 

保存者/單位 西港烏竹林廣慈宮 

公告日期 2007-09-11 

公告文號 府文資字第 0960199479 號 

資料來源：http://tmach-culture.tainan.gov.tw/assetdetail.asp?assetid={4B88189B-8BF7-41D8-B4C7-

3CE38D5F519D}&nsub=A2A000。 



 

圖 4-10- 9 臺南縣傳統藝術登錄證書 

圖片來源：蔡俊宜拍攝 

傳承地區 

烏竹林金獅陣聲名遠播，教練曾應聘至各地訓練獅陣，包括：安定保安宮金獅

陣、謝厝寮紀安宮金獅陣、溪南寮興安宮金獅陣、仁德保生宮金獅陣、學甲謝姓獅

團、下茄萣金獅陣、竹仔港金獅陣等、白砂崙、高雄大社、北寶等地區。11 

在學校傳承部分，曾傳承於港東國小。 

  

                                                           

11 整理自吳騰達，《臺灣南部的金獅陣》（臺東：中華民俗藝陣研究室，2007），79 及與謝村明總幹事

面訪，2019 年 8 月 9 日，烏竹林廣慈宮。 



第二節 組織與運作 

一、 組織12 

(一) 信仰之神明 

烏竹林金獅陣拜太祖先師，最早的金獅陣有青獅和紅獅一對，青獅為公，紅獅

為母；13由於當初從「三角掘仔」挖掘出土時僅有紅獅，所以今天的金獅陣是紅面

的獅頭，稱作「獅母」，一般都叫「獅祖」（也叫宋太祖），因而每一香科刈香結

束後，這面獅頭必須恭敬的奉祀在廣慈宮內殿（右殿），祭拜三年，庄民已視為神

體。 

(二) 人員問題 

烏竹林廣慈宮的金獅陣，傳統以來都是擔任西港仔香的開路先鋒，也就是頭

陣，地位高於百足真人蜈蚣陣，當初是為了本庄廟會慶典而義務籌組的，早年庄內

的規定每戶均要出男丁來參與廟方酬神陣頭的事務，所以當時獅腳成員一定要由本

庄的男性成年人參與。 

後來因社會型態改變，中青輩紛紛出外負笈求學或工作謀生，人口外移嚴重，

社區人口急速老化……等種種因素，獅腳的成員大部份都是庄內的男性，不管大人

或小孩，只要是來自庄內壯丁或遠門在外的出外人有興趣之民眾，能勝任其角色即

可。 

此外，由於與其他傳承宮廟間的交誼關係，在演出過程中會有部分外援人員。

外援部分，概有溪南寮金獅陣與謝厝寮紀安宮兩陣相互支援。其原因乃溪南寮興安

宮金獅陣創設於 1946 年，初聘烏竹林謝銀清、謝水茂和黃平所傳授；而烏竹林與

謝厝寮同為謝姓，且謝厝寮紀安宮金獅陣為烏竹林師傅所教。2015 年及 2018 年皆

有 10 幾位外援人員下場演練，增添武陣表演內容之風采。14 

(三) 經費問題 

烏竹林金獅陣參與香科花費所需約 200 多萬。15組織金獅陣所需經費的來源，

大部份是由當地居民按每家男丁的人數，根據必須的經費預算，每一男丁交付一定

的丁費，由宮廟負責人員收支，由於廟宇非生產機構，主要是仰賴宗教信仰或廟宇

信徒求符、保平安所捐獻、自行募款或贊助，由廟宇中的董事會來管理。 

捐獻丁口錢（福份錢）的人家，等於成了寺廟信徒組織中的一員，寺廟的公共

事務以及權利、義務，也都有權共同來參與，有些地方還以這個組織為單位，供組

織內的人金融貸款及儲蓄，至於其他的急難救助或其他臨時性事務，也都以丁口人

家最為優先。 

                                                           

12 本章節以黃永煌，〈臺南烏竹林金獅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頁 70-74 修訂。 

13 黃文博著，《南瀛民俗誌》（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0），64-65。 

14 整理自蔡俊宜，〈西港香科武陣拳術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16），35；

與謝村明總幹事面訪，2019 年 8 月 9 日，烏竹林廣慈宮。 

15 謝村明總幹事面訪，2019 年 8 月 9 日，烏竹林廣慈宮。 



此外，尚有慶安宮補助各武陣之經費，獅陣補助為一陣 5 萬元。16 

(四) 練習狀況 

受到現今工商業社會的影響，隊員平時沒有練習的時間，只有在參與三年一科

的西港香科或廟會要熱鬧的時候，才會統一集合練習，由於庄內人口嚴重外移，年

輕人大都出外謀職，造成社區人口急速老化，況且以往農業社會，農暇之餘，晚上

空閒的時間多，練習的時間比較充足，而且人手也充足；工商發達之後，除了彼此

的工作忙碌，很難找出共同時間練習，組織很難維持一定人數，因而等廟會結束之

後，即謝館解散。 

 

 

圖 4-10- 10 烏竹林廣慈宮第十屆管理委員會人員編制表 

圖片來源：蔡俊宜拍攝，20190809。 

二、 運作17
  

現今的金獅陣，基本上全都是當地居民的所組成，多數是由廟宇所支持成立，其

目的在於慶祝寺廟的慶典，並參與刈香繞境出巡的活動。在廟會舉行前的一、二個月

方集中訓練，廟會演出後就休息，等待下次的廟會或下一科的刈香來臨。因而金獅陣

與寺廟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金獅陣在決定「立館」練習前至「謝館」後，皆需舉行

一些固定的儀式： 

(一) 立館（入館） 

立館是金獅陣團練之前所必需舉行的一種儀式，第一，廟方管理委員會或執行

者會到神明處巡問開館的日子；第二，撘獅館寮；第三，時間到了就貼紅紙，採購

                                                           

16 謝村明總幹事面訪，2019 年 8 月 9 日，烏竹林廣慈宮。 

17 本章節以黃永煌，〈臺南烏竹林金獅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頁 74-90 修訂。 



水果、三牲、五果、金紙、祭品，獅腳都要拜拜，邀請太祖先師，撘館的日子、方

向都要擲筊、貼紅紙、祭拜。 

臺南地區的儀式更加繁縟，開始訓練前先「安館」，神誕前約一個月，則吉日

「設館」，館內供奉祖師神像，祭拜後宴請團員，宣布注意事項，叫「立館」，接

著日夜苦練，在擇吉日謁主事公廟（西港慶安宮），向神明報告訓練完成，叫「開

館」，開館後，還要到附近各廟、交陪廟、贊助廠商與個人……等參拜。 

烏竹林欲搭館寮前，必先請示謝府元帥或以擲杯或以「手轎仔」經謝府元帥允

應並親自勘察地點、方位與良辰吉時，始能搭建寮館。 

於搭好館寮後，便是「請神」的儀式並安置香位，奉祀的形式很簡單，僅以紅

紙寫上神明的名稱即可「玉敕代天巡狩、謝府元帥、保生大帝、中壇元帥、太祖先

師、福德正神、黑虎將軍 如在其上」或廟內祭祀主神的名稱（臺灣其他地方有些

則刻有金身長期奉祀），每個陣頭所安奉的神明有別。如烏竹林金獅陣得請「太祖

先師」俗稱「獅祖」，以召喚、呼請的方式迎奉其入主館寮，待活動結束後再依禮

儀送回原處，一般是到外境「較陰處」迎請，但烏竹林因在「三角堀仔」覓得，因

而每逢立館之前必先至「三角堀仔」恭請「太祖先師」入主館寮。 

根據耆老的八份庄民口傳得知，姑媽宮以前是姑媽宮庄，姑媽宮以前是姑媽宮

庄、荔枝林庄、八份共同奉祀的廟宇，日治之後，姑媽宮庄和荔枝林庄人口才逐漸

外移。古早，姑媽宮有金獅陣，後來由於某些原因，乃將獅頭連同兵器埋於現今八

份庄南的一處『三角堀仔』內，結束金獅陣，這也正是日後烏竹林從堀仔內挖出來

的獅頭和兵器的緣由。而且為表慎終追遠，不忘其本之精神，俗話說：「吃水果，

拜樹頭」飲水思源，所以每次立館，均需先至挖出獅頭之地點『三角堀仔』，去請

獅祖監陣，拜祭太祖先師，後才正式立館。 

「三角堀仔」的祭拜儀式，準備三牲四果，由廟方主事者帶領所有人員（含金

獅陣團員）做跪地祭拜儀式，由「手轎仔」（淨爐）恭請「太祖先師」的降駕，當

「太祖先師」降駕時，隨側的乩童同時起乩並隨「手轎仔」奔向「太祖先師」降駕

的位置，此時金獅陣亦同時上前迎接「獅祖」，並燃放鞭炮，最後由第一位拿盾牌

團員將盾牌高舉於「手轎仔」的上空，猶如涼傘保護一般，表示「獅祖」已降臨

「手轎仔」，然後再由「手轎仔」帶領大夥回到廟前。將「太祖先師」安置於廟旁

的館寮，奉祀的形式很簡單，一般僅以紅紙寫上神明的名稱即可，貼於館寮之內並

由乩童起乩迎接「太祖先師」回館寮入座坐鎮，在館寮前並貼有一幅對聯，獅館的

外面，通常會設置一枝「竹管18」供金獅陣祭拜，每個陣頭所安奉的神明有別。經

祭拜儀式後，「手轎仔」立刻指示農曆三月二十五日開館，早上六點開光，七點三

十六分到達西港仔慶安宮，二月廿六日開刀，最後將所有兵器置於館寮內。隨後

「手轎仔」回到廟中出示「符令」，三十六座安兵器、三十二座供金獅陣獅腳飲

用，一日化一張。 

                                                           

18 一般獅館外面均設有竹管，是一段竹節，其最上層中空裝入少許的細沙，以利線香插上。竹管所祭拜

的是無形無名的好兄弟，祭拜時需虔誠恭敬，不可馬虎，以免節外生枝。 



   

圖 4-10- 11 獅祖降駕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12 獅祖入館寮安座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13 金獅陣館寮前展演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14 獅祖神降指示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15 獅頭用紅布蓋住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16 傢伺貼上神符 

圖片來源：黃永煌 

(二) 團練 

自立館日開始，團員便要相約在固定的時間一同演練，為了配合團員的作息，

各個金獅陣大多利用星期六、日團練，每次團練從開始到結束的時間大多為二個半

鐘頭至三個鐘頭之久。在臺南縣市上班或工作的獅腳，大多會排除困難回到故鄉參

與練習，廟埕前幾乎每晚皆是燈火通明、鑼鼓喧天、熱鬧無比，除了金獅陣的練習

之外，尚有關心廟會的在地居民聚集於廟前共襄盛舉，一同為他們加油打氣，雖然

只是一個小小的村落，卻因三年一科的廟會，其職責是先鋒官的重任，無形中凝聚

了烏竹林居民的向心力與團結。可見在臺灣的宗教信仰與廟會活動對常民的生活和

文化影響之深。烏竹林金獅陣為延續傳承，現庄內武術傳承工作分由謝孟勳教練與

陳良昇教練傳授拳術與兵器。19 

(三) 開刀20 

陣頭在團練一段時間之後，一切的演出大多熟稔時，需選定時間於廟前的廣場

表演全套金獅陣給神明觀賞。金獅陣於出發前往開館之時，必須要將全部的「傢

俬」貼上「淨符」21，並將傢俬集中一處，用鞭炮將傢俬團團圍住後在燃放。團員

各自取走自己的傢俬後需跳過裝有檀香的謝藍始可動身出發。 

烏竹林廣慈宮每晚練習時間大約 7：30～9：30。每晚練習前，隊員必先至館寮

                                                           

19 謝村明總幹事面訪，2019 年 8 月 9 日，烏竹林廣慈宮。 

20 尚未開刀之前，獅腳練習都是拿木棍代替，怕傷及無辜或誤傷對方，所以開刀那一日，太祖先師會駕

臨，將三十六部將收驚，也就是安撫三十六部將，順便關心三十六部將，使其在往後的練打能夠順順

利利。 

21 通常廣慈宮所出示的神符，具有驅邪避煞的功用。 



點燃三支清香向諸位神明拜拜，以求在演練的過程中，順順利利，大家永保平安，

不被兵器所誤傷。 

首先隊員先將兵器從館寮取出至廟前，將先前大祖先師所賜的符令分別安貼於

傢俬之上，此時「手轎仔」放置於廟中的神桌上，等大夥全部完成貼符令之後，依

照往例做全套的演練。等獅母帶領全隊做參香行之後，接著進行開四門的陣式時，

「手轎仔」此時起乩由廟中迅速進入場中，依序立於四個城門的方位，依順時針的

方向作巡視並監督全體隊員的操練情形。當天雖然下著雨，但在太祖先師的坐鎮與

監督之下，個個隊員精神抖擻操演整套的表演。 

(四) 開光點眼 

開光點眼是為神像注入生命的儀式，也是神像成「神」的必要過程與最後完成

的儀式。 

烏竹林在西港刈香之前都必須製作一個新的獅頭，獅頭製作完畢於使用前，需

擇吉日開光點眼。本科依神明指示，最好時辰在清晨六點良辰吉日，開館當日恭請

道士或法師來主持，未使用前必需用紅布蓋住獅頭，表示神靈尚未附著「獅頭」，

同時也是防止邪魔入侵的必要作法，須等開光點眼的儀式，賦予神靈之後，才能成

為名副其實的神明。開光時才移開，法師在拜獅祖後，右手拿硃砂筆，左手持符

鏡，以口訣邊唸邊點，一人舉獅頭一人舉獅尾，兩人蹲下給法師點，點完唸完時，

鑼鼓齊鳴，獅同時起身舞弄，在獅館寮前拜獅祖，在廟前點時要拜廟神。有云開光

點眼的獅，才有靈性，舞來才會靈活，亦可避邪。 

烏竹林金獅陣的新完成的獅頭會於開館當天舉行開光點眼正式使用，而舊獅頭

於新獅頭開光使用之後火化，而新的獅頭於每科刈香結束之後，獅頭就被奉祀在廣

慈宮的內殿，留待下科香開刈前組陣訓練之用，如此循環不息，科科不斷。  

(五) 開館 

陣頭在「入館」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集訓訓練後，都會選擇一個時間前往中

心廟宇參拜，讓神明檢視平日練習的成果，所以開館前必先到玉敕慶安宮張貼香

條，事先向廟宇安排日期，明白書寫何廟何日何時要來開館，以防與其他陣頭撞

期，開館的時間大部份都會選在香醮前一至三個星期的禮拜六和禮拜日的上午。 

至玉敕慶安宮開館前，會先到八份姑媽宮的大榕樹（原廟址的所在）及廟前參

拜，然後再驅車前往慶安宮。 

  



 

 

  

圖 4-10- 17 開館香條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18 引導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19 慶安宮拜廟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20 開館表演之前架傢伺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21 烏竹林金獅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22 烏竹林金獅表演 

圖片來源：黃永煌 

 

(六) 探館 

西港香科的陣頭通常會選擇上午的時間到玉敕慶安宮開館，大部份陣頭開館之

後接著就會開始探館的行程。一般而言，探館大約需要一至二天，視其所要探的館

多寡與遠近而定。 

玉敕慶安宮的刈香遶境出巡共有三天（包括往媽祖宮鹿耳門天后宮恭請媽祖日

則四天），由於接陣之故，該陣頭沒有去遶屬於同香日的廟宇。因此勢必有些廟宇

陣頭無法前去參拜，有時安排同香日的廟宇屬於地域性關係，往往是最有交陪最濃

情蜜意的，甚至有的是具有血緣關係，因此基於交陪廟宇之間的禮數陣頭就必需事

先前去這些要拜會廟宇貼香條或香榜，指定那一天先來參拜，俗稱「探館」。 

(七) 正請 

西港「五角頭」的「西港街角」大部份住戶經商，玉劫慶安宮以種種角度來

看，和他們最密切，就其他廟宇而言，他們稱得上是主人，於是他們就負起宴請開

館陣頭的責任。例如西港街角某戶人家和某地廟宇有相當關係，他就會出來負起該

廟宇陣頭開館後的午宴，這戶人家就是該陣頭的「正請」。除了已有負責「正請」

的人家外，「西港街角」每次香科每戶人家都要出「戶錢」，由住在西港街角的玉

劫慶安官董、監事們作陪，宴請這些陣頭，宴請的地點並非固定。 

(八) 副請（答謝） 



「副請」的人家就不限於西港街角了，往往只要和該廟宇有關係的人家就會副

請，而副請通常不辦宴席，只是擺個香案，該陣頭過來表演一下，喝個涼水，休息

一下。  

(九) 謝館 

在廟會慶典與繞境活動結束立後，金獅陣陣頭也要擇期「謝館」，以求功德圓

滿。謝館的時間也是由廟方的相關人員至神明處擲筊杯決定，其目的如下： 

一則為答謝廟宇眾神明及太祖先師在這一科香期間的庇佑與關照順利演出，其

祭品與壽金的準備如同立館時一樣，順便將獅祖恭送回程。謝館之後便將金獅陣的

兵器（傢伺）收抬起來並置於廟內妥善保管，期待下一科香的任務和演出，隨後進

行拆除館寮的工作。 

二則感謝在廟會慶典期間，來自庄內村民的鼎力支持和各地善心大德人士的熱

心慷慨捐助。 

三則是慰勞與感謝金獅陣的獅腳在香科這段日子來不眠不休的辛勞，到此金獅

陣的演練活動才能正式宣告畢事。 

 

 

 
 

圖 4-10- 23 探館香條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24 正請家宅前金獅表演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25 副請宅前金獅表演 

圖片來源：黃永煌 

 

由上所述，參與香科醮典的自組陣頭，大部份皆因西港香而組訓，當香期一結束

即暫告一段落，期待三年後再會。各參與庄廟的文武陣頭在香科前皆會集中團練，當

練習完畢則各自擇期至玉敕慶安宮開館演練，將其所學好好操演練一遍，向千歲爺報

告已準備妥當，可以正式參與香科遶境活動，當愈接近香期，則開館的陣頭也會愈多

愈密集。也因此形成了西港香獨特的「入館」、「開館」、「探館」、「謝館」以及

「正請」、「副請」的特殊文化；另外「腳巾」的組織文化，在西港仔香的香境內的

各庄廟陣頭，除了職業陣之外，大部份都各有其專屬的腳巾，其中武陣較為明顯，或

同祖或而出同源的庄廟，或有交陪淵源…等，產生了庄與庄、廟與廟那份榮辱與共的

共同情感。因而烏竹林金獅陣的組織訓練，不單是給千歲爺當開路先鋒入廟安座及湊

熱鬧而已，它更結合了烏竹林庄所有庄民的心與凝聚力。 



第三節 技藝與紀錄 

一、 展演人員與器具22 

(一) 獅頭 

舞獅又稱「武獅」或「武術獅」，因大多數舞獅的技藝，均是由拳術中的手法

與腳法轉換而來的。「獅頭」是獅陣的靈魂、全隊的指揮，展演時舞動獅頭引領全

隊做各種陣法的變化，一般持獅頭的人，必須有扎實的武術根基、反應敏敏，而且

具有領導能力者，還能帶動全隊的士氣，操練獅頭動作特別辛苦，因此在烏竹林金

獅陣中，操練時有四～六位輪流下場帶領全隊操練。 

烏竹林金獅陣的獅頭是紅色獅頭，俗稱「獅母」，金獅陣的主角是一隻獅子和

獅旦，如果金獅與耙是領隊的主角，那這團金獅陣就是公的，如果獅子與盾牌是為

領隊，那這就是母的。這是金獅陣細小的差異（公獅由頭枝耙帶路，母獅由頭面盾

牌帶路）。 

(二) 獅旦 

「獅旦」皆由學童扮演，穿著十分講究，頭繫布巾帽．身穿紅肚兜，腰纏長布

巾．有時還配戴黑眼鏡，站在大人的肩膀上面，行進時沿路右手不時揮動著彩球，

造形不但可愛而且搶眼，具有引導神獅的作用，為曾文溪流域一帶金獅陣一大特

色。其角色類似於「獅陣」的「獅鬼」、「笑佛」，或者是「龍陣」的「龍珠」，

其最初形態應該是由「獅嫻仔」繁衍而來，本應由女生扮演，但有各種「不便」理

由，皆改由小男生裝扮。 

(三) 藤牌和牌刀 

烏竹林金獅陣的藤牌是用竹子編製而成，有的金獅陣的藤牌是山藤編製，亦有

用牛皮製成的，直徑大約為二尺三吋，呈圓笙狀，以左手握住藤牌藉以護身，主要

用於防衛；右手手執短刀，最主要是在於攻擊敵人的下半身，訓練時，相當辛苦嚴

厲，古代持拿這種武器的士兵，稱為籐牌兵。 

(四) 耙 

耙又名「扒」，和農家的鐵齒耙差不多。主要用於船戰，可以隔架敵人長兵

器，也能趁機殺傷敵人。23 

(五) 單刀 

又稱斬馬刀、官刀。主要功用是在攻擊腰部，以及砍斬馬腿，拿斬馬刀的人，

必須是身材高大壯碩方可以。其刀法有：劈、撩、扎、掛、斬、刺、掃、架、腕花

等。其特點是勇猛快速、氣勢逼人、剛勁有力。24據謝國安表示：「烏竹林金獅陣

中當陣式分成兩列時，單刀排在第一位及最後一位是為了保護獅頭」 

(六) 鐵尺（雙邊） 

                                                           

22 本章節以黃永煌，〈臺南烏竹林金獅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頁 91-95 修訂。 

23 林保淳，〈十八般武器．總說〉，http://www.knight.tku.edu.tw/knight/fight/ftp16.htm。 

24 張純本、崔樂泉，《中國文化叢書；6－中國武術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289-290。 



可攻可防的短兵器。其技法可如鐧之硬架硬打，亦可像短刀之刺，每於收回護

於雙小臂之外側時，回撞而突刺。故鐵尺帶有暗器性質。 

(七) 鉤 

是一種長柄刀，鈎是由戈演變而來，其形狀似戟，只是戟上邊為利刃，而鈎上

邊為一淺溝形，故名「鈎」。在刀的地方，形狀有點像鐮刀，也稱「鈎鐮刀」。專

門用來掃馬腿的，也可以鉤敵人的武器。 

(八) 躂刀 

形狀有點像關公的關刀，但是重量較輕，它是輕兵器中攻擊武器的一種，身材

屬於中型的一般隊員皆可使用。 

(九) 齊眉棍 

齊眉棍是種攻防並兼的武器，棍是中國武術史上較久達的器械之一，它是由秦

代兵器中的「殳」演變而來。 

(十) 雙鐧（雙眼） 

鐵鐧，形狀似劍而非劍，又稱鐵簡或鐵鑑。鐧與劍外相似，唯鐧無刃，鐧身成

四錂。雙鐧（為四楞形）「大小短長，隨人力所勝用之。」可攻可防的短兵器。 

(十一) 雙刀 

雙手各持一刀，刀形與單刀相同而略為輕小，或右手稍重而左手稍輕。雙刀都

是短兵器，語謂「單刀看手，雙刀看走」，單刀講求裹胸和劈、砍、刺、撩、抹、

攔、截等刀式，雙刀則講究兩手用力均勻，刀式清楚，步點靈活，上下協調，以顯

出「葉裡藏花，雙蝶飛舞」的姿態，性質和雙劍差不多。 

(十二) 丈二 

丈二俗稱「丈二槌」，丈二是最古老的兵器之一，長一丈二尺，頭大尾尖由木

頭製成，兼具彈性與韌性，昔日主要在清掃戰場時使用，現今則都是師傅在收尾時

表演。在整個操演的過程中是殿後收煞的功能，陣頭外出遶境時則挑著謝籃。 

二、 服飾器材25 

(一) 服裝 

早期南部地區因農業社會大家的生活經濟環境普遍不佳，參與廟會活動演出的

陣頭，大部份穿著粗衣老衫，無統一服裝，人人赤足或腳穿「踏冪」，頭綁毛巾或

布條，腰繫布帶，平時務農，夜晚操練，確是強身兼休閒的公益組織。現因社會、

經濟環境的進步，大多改穿運動服裝。烏竹林金獅陣參與西港香所穿著之運動服裝

皆由社會熱心人士所捐贈。 

(二) 頭巾、腳巾 

頭巾是指綁在額頭的布條稱之，所謂「腳巾」是陣頭人員繫纏於腰間的腰布，

「西港仔香」香境的各庄陣頭，除職業陣外，大多各有其專屬顏色的腳巾，尤其武

陣更為明顯，早期由於庄與庄，廟與廟間有榮辱與共同感情，凡同祖或有交陪淵源

                                                           

25 本章節以黃永煌，〈臺南烏竹林金獅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頁 114-119 修訂。 



（結盟）的村庄，都會選擇同一顏色的腳中，作為共同的符號。 

當刈香遶境展開時，各庄各廟的陣頭，便依路程而忙於拜廟表演；其間，凡同

屬腳巾顏色者，可結伴而演，但不同顏色者，則不可「碰頭」或「鬧場」，否則會

視為挑釁而有大動干戈的危險。 

然而腳中的顏色並非隨意選擇，有其象徵意義，一般同一師門派別所傳承下來

的會同一顏色，當同一地點展演金獅陣時，他隊同腳巾表演時可合於「打圈」，意

味著友好同盟互相幫忙。若遇不同顏色腳巾展演時，一般陣頭不得合於打圈，否則

被視為將其包圍其中，是一種挑釁、較量的意味的動作，很可能引起「軋陣」(ka-

tin)。烏竹林金獅陣則屬紅腳巾系統。 

(三) 謝籃 

謝籃是竹子做的，是傳統民間生活中一件重要容器，是以前裝東西用的，謝籃

是指昔日民間喜慶常用的禮器，是敬神、婚慶、送禮時不可或缺的竹編或藤編容

器，民俗藝陣中用來驅逐孤魂野鬼的金紙和淨爐就放在謝籃裡。通常在遊行時，拿

謝籃的人要在隊伍的最後面，作為押陣。通常是由負責拿丈二的兵器的人員，將謝

籃綁在丈二的前端，一邊行走一邊擔在肩上。 

烏竹林金獅陣謝籃內放置淨香爐、淨香、鞭炮、金紙或淨符等器物，拜廟後對

方送的紅綢或謝禮，或地方鄉紳、贊助廟方經費的熱心人士所餽贈的謝禮。謝籃用

途：提物品、禮品、祭品等用。因此取其意推測「謝籃」是代表「感謝」之意，其

內裝物品的禮物，也具有「謝禮」之意。 

(四) 淨香爐 

烏竹林金獅陣出陣時，謝籃內會放置有淨香，一般而言，謝籃內的淨香爐會保

持薰香不熄，用以清淨所到之處不潔之事物，其淨香燃燒的時間，通常從金獅陣出

陣開始，一直到金獅陣的兵器置回獅館為止。 

(五) 淨符26 

烏竹林金獅陣的傢俬（兵器）皆貼有淨符，在地人慣稱為安淨符。其淨符的來

源是金獅陣於請獅祖立館後，在廟裡由獅祖降駕於手轎仔當場直接畫於金紙並指示

於農曆二月十六日「開刀」，三十六座安兵器，三十二張飲用，一日化一張，與其

他陣頭皆由法師畫符及唸咒有所不同，此形式象徵著往後神祗將會如影隨形，跟隨

金獅陣消災解厄，祛除晦氣、驅除邪靈的意義。  

烏竹林金獅陣於正式使用兵器之時，所有的兵器都經由庄頭神明所賜予的淨符

令，並貼於明顯易見之處，相信貼上淨符是奉神明之令行事，具有神聖的力量，除

可清淨兵器上、獅腳人員的穢氣外，尚具祛除邪靈的作用、辟邪鎮護及達到保佑獅

腳展演過程中，能夠平安平安、順順利利的意義。 

(六) 紅彩 

綁紅彩意謂披甲以增加光彩，代表喜彩的意思，象徵喜氣洋洋。於所有傢俬綁

上紅布條，綁上布條代表見紅大吉，亦是一種避邪的象徵，避免見紅（流血），確

                                                           

26 淨符：通常由烏竹林廣慈宮所出示的神符，具有驅邪避煞的功用。與巫道相 關的神符靈物常作為禳

疫鎮物而傳習民間，其應用往往伴有咒語或儀式，均在神祕的氛 圍下追求現實的效果，有時甚至還

帶有表演的、賞玩的成分。 



保安全。 

(七) 鼓、鑼、鈸 

鼓是金獅陣的靈魂，鼓手是金獅陣陣頭的指揮者，不管進退或跳躍皆或是所有

陣式與動作的變化，皆由鼓手來掌控，鑼鈸的節奏也是配合鼓的節奏來敲打，不但

可以激勵士氣、營造氣氛，還是整個場面的靈魂。換言之，操演時要做什麼動作就

打何種鼓的節奏，因此鼓手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除了體能強壯，而且反應快、動

作敏捷。獅鼓因屬武館之用，打鼓力道強，其皮質要耐打，一般以水牛皮為佳，黃

牛皮次之。 

(八) 放鞭炮 

(九) 據謝村明表示：燃放鞭炮有兩種作用，一是在金獅陣展演過程中助長陣頭的

聲威，增加廟會活動的熱鬧氣氛，另一作用是具有驅邪避凶的功效並藉由其

巨大聲響，用來換醒獅腳的魂魄使其集中精神以免在展演時發生差錯。 

 

   
圖 4-10- 26 獅頭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27 鼓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28 鑼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29 鈸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30 藤牌與短刀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31 木耙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32 單刀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33 雙邊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34 鈎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35 躂刀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36 齊眉棍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37 雙鐧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38 雙刀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39 丈二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40 獅旦 

圖片來源：黃永煌 

 

三、 陣式27 

本節內容旨在介紹烏竹林金獅陣的陣式內容及團員實際操演情形。 

在操演前主事人員及各位獅腳先向館寮內的各位神明（玉敕代天巡狩、謝府元

帥、保生大帝、中壇元帥、太祖先師、福德正神、黑虎將軍）拜禮，再用淨香繞隊

員，清淨隊員的武器，然後隊員手握武器聽鼓聲施令。 

此時所有隊員面向庄廟二路縱隊的排列方式，依次為 1 藤牌、3 藤牌、5 雙邊、7

藤牌、9 齊眉、11 齊眉、13 藤牌、15 齊眉、17 藤牌、19 藤牌、21 齊眉、23 齊眉、25

藤牌、27 藤牌、29 齊眉、31 雙眼、33 齊眉、35 雙刀共十八位。右列為 2 木耙、4 單

刀、6 鉤仔、8 躂刀、10 齊眉、12 齊眉、14 木耙、16 單刀、18 鉤仔、20 躂刀、22 齊

眉、24 齊眉、26 木耙、28 鉤仔、30 躂刀、32 齊眉、34 齊眉、36 單刀共十八對。第一

對為藤牌與木耙，而最後一對則是雙刀和單刀（第一位是持藤牌，最後一位則是持單

刀）。以下圖文皆以圖 10-3-16 方位圖來表示方位。 

                                                           

27 本章節以黃永煌，〈臺南烏竹林金獅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頁 96-113、119-122 修訂。 



 

圖 4-10- 41 廣慈宮的方位圖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42 陣形方位圖 

圖片來源：黃永煌 

 

(一) 拜廟與接禮 

拜廟或接禮行的是「拜禮」的動作，烏竹林金獅陣參加西港慶安宮刈香遶境活

動時，途中如果遇到地方廟宇，則須拜廟參禮，當與其他陣頭於廟前或其他場地遶

境途中相遇時，則需行進行陣頭間招呼禮節儀式，也就是接禮。 

大部份的陣頭都是陣中的隊旗相互行禮，宋江陣是旗與斧同時行使，金獅陣則

是獅頭行使接禮的儀式。至於拜廟的儀式方面，烏竹林金獅陣會以屬於自己特有的

陣式「黃蜂出巢」來展演，以增加表演的可看性來達到吸引信眾目光的效果，宋江

陣則是由頭旗與雙斧帶領所有宋江隊員行使拜廟接禮的儀式。 

烏竹林金獅陣參加西港仔香廟會慶典活動或遶境時，隊伍前進時會由金獅所領

軍，前進時金獅陣隊員會分成二列，魚貫前進，陣中的執事者和鑼鼓鈸隊員則會在

隊伍的最前方作為引導，接著金獅位於隊伍的最前端，隨後緊接著手持十八般武器

的獅腳隊員，排在隊伍最後的通常是丈二。 

(二) 打圈 

打圈是金獅陣進行展演前一個非常重要的動作，也是操練表演陣形的事前準備

動作。換言之就是在表演的廟埕或場地依逆時針方向圍成一個圓圈，其圓圈依當時

的場地的大小而有所不同，此時鼓手、鑼手、鈸手，在表演隊伍的正前方，有的會

站在一個長板凳上，有的會選擇一個適合且較高的位置（視表演場所而定），以方

便監視全場，然後由金獅帶領所有獅腳圍成一個大圓圈，準備進行陣形變化表演。 

(三) 參香行與七星陣 

烏竹林金獅陣全體隊員圍成一圈稱為打圈，繞圓打圈後，由金獅帶領所有隊

員，依七個方位點，以小跑步到七星陣的轉角處，來進行七星陣陣式的演練，七個

轉角處須做出插角的基本動作並喊出「噢」聲，全隊依轉折彎弧隊形前進，如此共

轉角七次，最後金獅面向大廟可參拜禮的動作，其餘隊員列隊於金獅後面面向大廟

排成四橫列，以便行參拜禮的儀式。 

鈸
 鑼

 鼓
 



  

圖 4-10- 43 參香列之拜禮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44 參香列與七星陣之示意圖 

圖片來源：黃永煌 

 

(四) 踏七星 

據《中國道教大辭典》記載，七星，謂北斗星，計有七宮。七星即：天樞、天

璇、天璣、天權、天衡、開陽、瑤光。28據王文龍表示，每個星宿都有其特性、功

能與意義，陣式排七星陣就是運用星宿命名，綜合來說北斗七元君就是助「本命」

元神，而沿用宗教道法取其「象」形，作為表演的方式，這也是參禮式。 

(五) 採圈（請圈） 

陣法與陣法轉換之前均須打圈、採圈。當陣式演練至此，鑼鼓聲均會轉為暗沉

且慢，有別於打圈時的熱鬧喧闐。意謂將圈內不乾淨或不好的東西清掃出來。 

 

 

 
 

圖 4-10- 45 採圈-1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46 採圈-2 

圖片來源：黃永煌 

 

  

                                                           

28 王炳暘，《中國道教大辭典》（臺中市：中國道教協會，1996）， 40-41。 



(六) 開四門 

四門乃是指空間上的四個方位。四門則為廣場四角，除了參神儀禮的象徵意義

之外，就空間的角度而言，亦有向四方觀眾問好，顧及各方視野的需求。一般的頭

陣表演時都會開四門。 

    
圖 4-10- 47 開四門-1 

圖片來源：王俊富 

圖 4-10- 48 開四門-2 

圖片來源：王俊富 

圖 4-10- 49 開四門-3 

圖片來源：王俊富 

圖 4-10- 50 開四門-4 

圖片來源：王俊富 

 

(七) 穿心 

金獅到達東北方位時，小跑步至北方方位時，左插角（90 度）沿著中線向南

方方位前進，當抵達南方方位時，隨即右插角（180 度）沿著中線往北方方位前

進，行至北方方位時，左插角（90 度）沿著外圈往逆時針方向前進，其餘陣員隨

後跑步吶喊前進。行 1 圈又 3/8 圈，由西南往東南方位做採圈。如是，到達西南、

東南、西北方位時，皆以同樣方式展演。 

    
圖 4-10- 51 穿心-1 

圖片來源：王俊富 

圖 4-10- 52 穿心-2 

圖片來源：王俊富 

圖 4-10- 53 穿心-3 

圖片來源：王俊富圖 

圖 4-10- 54 穿心-4 

圖片來源：王俊富 

 

(八) 獅頭下場，由頭牌代替獅頭引導的地位 

由頭牌繼續帶領全體隊員沿逆時針方向前進，當抵達南方方位時，隨即左插角

（90 度）沿著中線往北方方位前進，行至北方方位時，右插角（90 度）沿著外圈

往順時針方向前進。頭牌再行至南方方位時，隨即右插角（180 度）沿著中線往北

方方位前進，行至北方方位時，左插角（90 度）沿著外圈往逆時針方向前進。

（如圖 4-49-50）行 7/8 圈後由東北往西北方位做採圈。 

  
圖 4-10- 55 頭牌代替獅頭引導的地位-1 

圖片來源：黃筱涵 

圖 4-10- 56 頭牌代替獅頭引導的地位-2 

圖片來源：黃筱涵 

 



當頭牌抵達南方方位時，隨即左插角（90 度）沿著中線往北方方位前進，行

至北方方位時，頭牌右插角（90 度）沿著外圈往順時針方向前進，緊接著持頭耙

的人左插角（90 度）沿著外圈往逆時針方向前進，依序右左的順序前進，於南方

方位交會時，形成了內、外二圈，頭牌在外圈，頭耙在內圈，當內、外二圈人員於

北方方位交會時，均以蹲步行走並將兵器反轉向下，等交會後順勢往上跳起並將兵

器高舉（花米行），行至南方方位時，兩兩兵器沿著中線往北方方位相互敲打，至

北方方位時各自右、左插角，形成了內、外二圈，頭牌在外圈，頭耙在內圈，當

內、外二圈人員於北方方位交會時，均以蹲步行走並將兵器反轉向下，等交會後順

勢往上跳起並將兵器高舉，行至南方方位時，二路人馬合二為一，沿中線往北，行

至北方方位時，隨即左插角（90 度）沿著外圈往逆時針方向前進。行 1 圈又 7/8 圈

後由東北往西北方做採圈。 

最後，當頭牌再行再北方方位時，全體隊員持兵器由外往內做打的姿勢，同時

面向圓心，並大聲喊「噢」，上半套表演結束。 

(九) 個人表演 

烏竹林金獅陣全體圍成單圈，原地就坐且面向圓心，橫拿兵器連接成圓圈，此

時圈內不得由外人入內，以免破壞了禁忌，淨爐順時針巡行，有防止邪魔入侵的宗

教意義。其表演順序如下： 

1. 兵器個人表演 

(1) 開單刀：「開單刀」是烏竹林金獅陣陣式的一大特色，其中燒金紙，放

鞭炮，意謂開刀大吉，一般被視為吉祥的儀式 (2) 行傢俬：即為兵器個

人武術表演，從南方方位面向北方方位，兵器多少與先後不拘，只要熟

練者都可下場操練。 

(3) 行拳頭：即為單人武術演練，烏竹林金獅陣裡，拳術的教授是聘請拳頭

師父教授的，有時也會以老傳少，少敬老的方式來傳承。 

(4) 丈二收煞：丈二長一丈二尺，頭大尾尖由木頭製成，具彈性與韌性，昔

日主要在清掃戰場時使用，現今則都是師傅在收尾時表演，在整個操演

的過程中是殿後收煞的功能。 

  



 

  

圖 4-10- 57 開單刀、燒金紙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58 個人武術表演-1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59 個人武術表演-2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60 丈二表演 

圖片來源：黃永煌 

 

2. 金獅表演：鼓樂配合獅頭動作，展現特殊的獅樂節秦。 

(1) 煞獅：先向廟宇或香案的方向鞠躬三次，於左後方自行打圈一次，再行

拜禮的動作。先舞獅至左方（龍門），再舞獅至右方（虎門），然後舞

向中門。表演動作有咬腳蝨、咬背蝨、咬尾蝨、咬股蝨等。最後於左後

方自行打圈一次，再行拜禮的動作。 

(2) 翻獅：即獅子做翻滾的動作，先向廟宇或香案的方向鞠躬三次，於左後

方自行打圈一次，再行拜禮的動作。先舞獅至左方（龍門），再舞獅至

右方（虎門），然後舞向中門。再來展演翻獅的動作，翻獅是獅子在地

上翻滾的動作，此種動作獅頭、獅尾要有相當的默契，動作才能一致，

因此一定要時時練習，技術熟練，如此才具有可看性。 

(3) 刣獅：烏竹林金獅陣在表演刣獅的陣式時，務必燃放鞭炮。 

  



  
圖 4-10- 61 煞獅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62 翻獅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63 刣獅-1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64 刣獅-2 

圖片來源：黃永煌 

 

(十) 兵器對打：摃對頭 

兵器對打的動作除平日熟練的套招之外，更須要培養彼此間良好的默契，方能

由雙方人員以各自兵器做攻擊防禦的演出，所以只有熟練者才下場表演。當頭牌和

頭耙打圈到南方方位交會時開始進場，頭牌和頭耙架打就跳開，分成兩列進入場

中。 

為使兵器對打展演順利進行之需，兩行間距會加大。兵器對打之前，先用淨爐

將所有兵器清淨乾淨，以防在表演時，失誤傷人或被對方兵器所誤傷事故發生。一

般會依照順序從第一對至十八對做兵器的展演，等所有各對表演後，再由頭牌引導

再繼續完成後續隊形與動作。  

(十一) 黃蜂出巢、八卦陣 

當頭牌抵達南方方位時，隨即左插角（90 度）沿著中線往北方方位前進，行

至正中央方位時，依順時針方向，由內往外做集結，一邊跑步一邊吶喊，而且人會

愈聚愈多，愈來愈密集靠攏，形成一個型態甚似蜜蜂聚集成窩的隊形並高舉兵器，

長兵器高舉，短兵器互擊兵器讓其發出聲響，以壯聲勢，集結完成後，高喊一聲，

外圈放下兵器，內圈依舊高舉兵器。 



  
圖 4-10- 65 黃蜂出巢 

圖片來源：黃永煌 

圖 4-10- 66 八卦陣 

圖片來源：黃永煌 

 

(十二) 蕃薯令對 

排演蕃薯令對陣前，頭牌與頭耙，會帶領全體隊員做陣式演練前的變化隊形。

整個陣式的隊形變化與動作會依據鼓、鑼、鈸擊出咚咚（握）的聲響而有所轉換，

隊員則依節奏做出防禦與攻擊的動作，動作的同時則會依照鼓聲的節奏吆喝，讓人

覺得氣勢宏偉。 

    
圖 4-10- 67 蕃薯令對-

1 

圖片來源：黃筱涵 

圖 4-10- 68 蕃薯令對-

2 

圖片來源：黃筱涵 

圖 4-10- 69 蕃薯令對-3 

圖片來源：黃筱涵 

圖 4-10- 70 蕃薯令對-4 

圖片來源：黃筱涵 

四、 拳術 

該陣籌組初期由庄人謝朝性擔任總幹事、謝村明擔任副總幹事，負責金獅陣的武

術傳承事宜。現今由謝村明擔任總幹事，武術部分分別由謝孟勳及陳良昇負責。謝孟

勳負責五祖拳、武當戰拳、達尊拳及太祖拳，其傳承並與溪南寮金獅學會有關。陳良

昇則負責羅漢拳及綑花散寺拳。在羅漢拳歷來的的傳承部分，則有葉忠義，其師父為

吳明和，傳有鱷魚戰港、伴龍戰、猛虎下山（失傳）及雙龍搶珠。綑花散寺拳則傳習

自檨仔林，傳有四套套路。春桃鶴兩套出洞套路的傳習部分，則是在金獅會舘由鄭寶

珠傳授，以及謝厝寮謝朝致來烏竹林廣慈宮傳授。 

在交誼關係部分，溪南寮興安宮金獅陣創設於 1946 年，初聘烏竹林謝銀清、謝水

茂和黃平所傳授；烏竹林與謝厝寮同為謝姓，且謝厝寮紀安宮金獅陣為烏竹林師傅所

教。是以，上述兩陣亦是因此傳習關係，迄今與烏竹林仍持續有外援演出。29 

 

                                                           

29 蔡俊宜，〈西港香科武陣拳術研究〉，35。 



表 4-10- 2 2015 年烏竹林廣慈功金獅陣陣拳術套路來由暨人員性質歸納表30 

人員性質 演練順序 拳種 拳名 拳術來由／演練者 

原陣隊員 

1 

五祖拳 

／三戰十字 

謝孟勳 

11 ／四門打角 

13 ／挑切 

15 ／四門打角 

12 

武當戰拳 

／金羅漢 

14 ／角戰頭 

24 ／斷橋 

22 達尊拳 ／橫肘 

23 太祖拳 ／三腳虎 

9 

羅漢拳 

／雙龍搶珠 

陳良昇 
10 ／鱷魚戰港 

25 ／鱷魚戰港 

2 綑花散寺 ／散寺頭 

3 
春桃鶴 

／出洞 溪南寮金獅學會 

4 ／出洞 謝厝寮謝朝致 

外援 

5 五祖拳 ／相綏 

溪南寮金獅學會 
8 武當戰拳 ／白馬翻沙 

6 
達尊拳 

／貢喬 

7 ／橫肘 

16 
春桃鶴 

／出洞 

麻豆謝厝寮紀安宮 

18 ／輪肢 

19 

飛鶴拳 

／駿身 

20 ／駿身 

21 ／戲水 

17 永春拳31 

資料來源：蔡俊宜整理自田野調查資料自行製表。 

 

 

 

                                                           

30 蔡俊宜，〈西港香科武陣拳術研究〉，117。 

31 於西港慶安宮社團詢問，後電話聯絡該演練者，稱乃「永春拳」，然因師父以歿，故不知該套套路拳

名。2017 年 2 月 22 日與演練者電訪，資料代碼 P17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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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現況與願景 

一、 陣頭現況33 

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從農業轉變到工商業，民俗藝陣的傳承不易，僅靠老一輩

的記憶來傳承，恐有遺漏之處，久而久之，就會失去原來之風貌。成員素質不易掌

控，因非常態性組織，對成員之約束力不足，故於活動時，常與他人發生摩擦，甚

至面臨解散的命運。 

烏竹林廣慈宮金獅陣之發展困境問題有二，分別為經費問題與人員問題。在經

費問題部分，經費出現短缺即可能斷了根源。人員問題則與在地資源有關。在地港

東里即有 5 間廟，籌組武陣過程中人力來源匱乏，宮廟間為和諧發展謹慎籌組。 

陣頭原先文物保存部分，原烏竹林有將獅頭化掉之習慣，在吳騰達教授建議

下，目前有將獅頭保留。在武陣兵器之保存區塊，則有部分兵器留於西港慶安宮當

中。 

 

 

圖 4-10- 71 烏竹林廣慈宮金獅陣獅頭保存 

圖片來源：蔡俊宜拍攝，20190809 

 

在行銷部分，該陣已落實武陣之宣傳，分別有 FB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E7%83%8F%E7%AB%B9%E6%9E%97%E5%BB%A3%E6

%85%88%E5%AE%AE-489573337762005/）與 FB 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07012019321321/）。有益提高該陣能見度。 

  

                                                           

33 本章節以黃永煌，〈臺南烏竹林金獅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頁 70-74 修訂。 



二、 保存計畫34 

(一) 陣頭文物館 

基於陣頭發展現況，烏竹林廣慈宮現今發展不利於在人員上再輸入，但該陣有

一活動中心之空間可利用，未來可規劃金獅陣博物館計畫，將陣頭文物與文獻資料

彙整，其後規劃實施，以利保存與推廣陣頭之形象。 

(二) 獅頭工藝傳承 

獅陣中的獅頭製作尤為代表性，獅頭工藝製作應進行影像圖片紀錄，以利後續

傳承。 

(三) 拳術訓練鐘點費 

西港香科武陣的拳術在暗舘文化下有效傳承，是以，申請拳術訓練鐘點費有其

必要性，有利拳術文化永續傳承。 

(四) 宣傳行銷 

烏竹林金獅陣做為獅母，其庄頭僅有 70 幾戶，但每每香科整庄投入的精神值

得讚許。而臺南陣頭文化發展蓬勃，應思考如何一步步操作，或樹立明星陣頭典

範，以增添陣頭熱度。 

(五) 兵器耗損增購 

武陣中的兵器耗損屬經常性支出，兵器添購不可或缺。 

(六) 耆老訪談 

做為獅母陣頭，當地耆老的口述資料有其參考價值，可朝此方向規劃，後續或

可製作成冊。 

 

 

 
圖 4-10- 72 藝陣維護小組實地探查-1 

圖片來源：蔡俊宜拍攝，20190809 

 
圖 4-10- 73 藝陣維護小組實地探查-2 

圖片來源：蔡俊宜拍攝，20190809 

                                                           

34 2019.11.22 面訪，烏竹林金獅陣。 



 
圖 4-10- 74 藝陣維護小組實地探查-3 

圖片來源：蔡俊宜拍攝，20190809 

 
圖 4-10- 75 藝陣維護小組實地探查-4 

圖片來源：蔡俊宜拍攝，20190809 

 
圖 4-10- 76 藝陣維護小組實地探查-5 

圖片來源：蔡俊宜拍攝，20190809 

 
圖 4-10- 77 藝陣維護小組實地探查-6 

圖片來源：蔡俊宜拍攝，20190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