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犒將 
~以臺中東勢大茅埔泰興宮為例~ 

徐登志 

一、緣起 

東勢地區包含和平、新社、東勢、石岡大甲河中游兩岸，在康

熙末年，以廣東潮州府大埔縣移民為主，豐順、饒平為次先後來開

墾，後續有福建省永定、平和的閩西客及少數嘉應州鎮平客亦隨後

來到。移民的腳步到哪，所奉祀的三山國王「王爺公」香火也到哪

兒。開墾過程中每每遇到「生番」，「番」害不斷，加之瘟疫、水

土不服、束手無策的疾病，每每祈求「王爺公」保護，因此舉凡有

奉祀「王爺公」之處，即可尋及客家人祖先之步履。 

「王爺公」辦事時，須借重哪吒三太子「中壇元帥」的兵馬，

元帥指揮調度麾下兵馬方能順利完成任務，莊民為感謝將士們的辛

勞，故於每月初二、十六舉辦犒將儀式，以慰勞犒賞將士、兵馬。 

二、探源 大林埔或大茅埔 

大茅埔位於中央山脈山腳下的臺地，後面的這座大山，村民稱

其為「龍背林」也稱做「莊背山」，日本人來做地名調查紀錄，在

地客家人稱地名發音為「大林埔」，日本人誤聽為「大茅埔」做成

紀錄。筆者民國 82 年起采錄民間文學至今，耆老所發的音皆為「大

林埔」，出版的紀錄亦照原發音記錄「大林埔」（林，音 naˇ），可

惜近年來也有識字之人硬拗發音唸做「大茅埔」。 

三、泰興宮(三山國王廟) 

大林埔莊保存規畫完整的民宅，護域河、城門…等等及四邊的

「將寮」，是戍守莊民兵將紮營的地方，是東勢地區保存客家語

言、民俗、祭典文化最完整，有脈絡可追尋的客家聚落。 

泰興宮是大林埔的信仰中心，主神供奉三山國王(巾山、明山、

獨山三位山神)尊稱王爺公、另有奉祀附神與中壇元帥哪吒三太子坐

鎮廟裡，指揮調度東、西、南、北四營兵將，執行王爺宮交代的任



務。 

四、犒將： 

(一)泰興宮廟內之儀式： 

由廟祝擲筊為憑產生 10 位「將頭」在每月農曆初二、十

六兩日，準備犒將所需要之供品，三牲乙付、酒、肉各六碗。

這六、六、三十六，係代表三十六天罡。 

供品擺好，下午三點，由廟祝帶領十個「將頭」點香後，

先請神曰：「泰興宮主神、眾神在上，今晡好時好日，敬請歡

喜來享用供品，敬備三牲、酒、肉誠意拜請。」約 10 分鐘

後，擲有聖筊表示眾神蒞臨，才敬酒。敬拜時間一個時辰，五

點鐘時擲了聖筊，表示眾神歡喜，才燒神明金紙收供品。 

在犒將之前，要協調各將頭，有人為馬割草，及準備一桶

乾淨之水，以慰勞將軍的戰馬。割嫩「菅筍」或牧草，剪成一

截一截的用桶子裝著。 

將犒賞戰馬的水與草，置於廟前的龍邊階梯上。 

(二)將寮的犒將儀式 

以莊為中心來設寮的位置，東、西、南、北各設一營，以

方位來認定。 

1.東營將軍營紮在東邊，東方屬木，令旗為綠色 

2.西營將軍營紮在西邊，西方屬金，令旗為白色 

3.南營將軍營紮在南邊，南方屬火，令旗為紅色 

4.北營將軍營紮在北邊，北方屬水，令旗為黑色 

各將寮的犒將由該將寮管轄的村民，自動誠心祭拜，村民

準備豐盛的魚、肉與飯菜來犒將，婦女們都會展現自家的拿手

菜，在犒將之餘，也慰勞全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