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奉公王 

陳志寧 

根據學者研究、田調資料顯示，廣東梅州地區客家人的民間信

仰，傳統上除了「伯公」之外，不拜「王爺」，而是以「公王」信

仰為主。「公王」的種類眾多，例如：路口橋邊的「石爺公王」、

「公王老爺」、「三將公王」、河川匯流地的「大坑口福主公

王」、路口的「萬濟公王」、以發源地為名的「龍源三山助國公王

（友文、友武、友勇）」等。這些「公王」的所在地都較為郊外，

而且信眾分佈範圍較廣。「公王」的位階較「伯公」大，接近臺灣

民間信仰中「王爺」或是「千歲」之類的神格。 

「奉公王」是臺灣南部六堆客家地區傳統的過年祭祀活動，此

一祭拜活動是在農曆年初一第一個吉時進行。如果第一個吉時是

「子」時，那麼「奉公王」的時間就會在除夕當天晚上十一點。萬

一第一個吉時落在「寅」時，根據彭祖百忌「寅不祭祀，神鬼不

嘗」的概念，「奉公王」就會改在第二個吉時進行。例如 2013 年農

曆正月初一的吉時為「寅卯巳申戌亥」，所以「奉公王」的時間點

就落在「卯」時，這時已經是早上五點了。 

除夕夜，在全家團圓飯之後，到「奉公王」的這一段期間，是

客家人「守歲」的時刻。這段時間內，伙房裡年長的男子要負責不

定時施放鞭炮，好驅趕年獸。一直到「奉公王」的祭祀活動開始，

才正式進入大年初一，此時更會大肆燃放鞭炮，以迎接新的一年的

來臨。 

因為「公王」被視為「保護神」的格局，且「奉公王」的時間

大多落在夜裡，所以早期「奉公王」的儀式就在伙房前庭舉行，祭

拜時以類似「祭天」的露天方式進行；現代則因居家格局改變，多

在祖先廳堂前空地進行。也因如此，在「奉公王」之後，人們便順

便「轉向」向自家祖先敬拜。 

而今，「奉公王」之後向祖先敬拜的行為，逐漸改變了「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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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模式。目前已不見露天祭祀的形式，而是直接將祭品擺放在

祖先廳堂供桌上。祭拜時也由先朝天行香、再拜祖先的模式，轉變

成先拜祖先、再朝天行香。因此，「奉公王」在錯誤的口頭傳承之

下，逐漸成了「奉阿公婆」，有些地區甚至說成「奉阿公」。在口

誤之下，「奉公王」由奉祀「公王」，被誤解成「奉阿公」（奉祀

「來臺祖」之前的「祖先」）。甚至有些人更認為在除夕下午已經

祭拜過祖先了，因此這個「奉阿公」再拜一次祖先的儀式是多餘

的；再加上這儀式大多在夜裡進行，最後便貿然取消了這個儀式。 

由於時代的演變、後人錯誤的認知，「奉公王」這個過年的習

俗，目前僅存於少數六堆客家地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