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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在傳統上有「春祈秋報」的生活習俗，目前在南部的六

堆客家人仍保有「春祈福」，年末入冬前則相應有「還福」。「祈

福」又有人稱為「起福」、「許福」，而「還福」則有人另稱作

「完福」。不論用字如何，其過程與目的都是相同的，就是在年初

時「祈求」，到了年末「還願」的意思。 

「起福」的日子在六堆的內埔、萬巒與竹田地區，大都會選在

農曆二月初二「伯公生」這一天進行。但是在六堆其他地區，也有

選在元宵節或前後舉行的。以「伯公生」這一天的為例，「起福」

（「祈福」或「許福」）會在農曆二月初二的子時進行，也就是農

曆二月初一的午夜十一時進行。儀式中會準備全豬、全羊祭天，在

「還神」後完成「起福」的儀式。「起福」時村落中若有男丁出

生，亦會配合拜新丁，不過近幾年在少子化的情況下，已不論男丁

或是女娃，都可以在這一天「拜新丁」了。 

至於「完福」則會在農曆十月至十一月期間，選一個吉日進

行，並且配合村落中主要供奉的公廟辦理，例如配合「三山國

王」、「神農先帝」或是「開基伯公」。此時因為接近年末，為了

感謝老天爺的保佑，大多在「完福」時會「做大戲」來答謝神明。

而在「完福」的第一天下午，通常會舉辦「普渡」，此時整個村落

每戶人家會在廟前廣場擺設祭品，以宴請各界「好兄弟」來同享。

到了夜裡，同樣會有「還神」的祭祀活動，以完成「還福」的儀

式。 

不管是「起福」或是「完福」，各戶人家有依丁口的、有依戶

別的，都會收取一定的費用做為辦理活動的經費來源。在「還神」

祭祀活動的隔天，則宴請全村落各戶代表，一起到廟埕廣場「食

福」，如果是年長者則另有「請老壽」。早期醫療不發達，「老

壽」的界定大都以六十五歲為主，近年因國民平均年齡增加，「老



壽」的定義亦有逐漸調高的趨勢。 

不管是「起福」還是「還福」都是臺灣傳統社會流傳下來的優

美文化活動，它蘊含著「敬天」的精神，對重視晴耕雨讀的客家族

群而言，他是一個表達方式，也是重要的生活文化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