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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高樹鄉大路關地區，屬六堆客家的右堆。境內擁有三座

石獅公，分別稱為「獅老大」、「獅老二」、「獅老三」，如果我

們了解石獅公的建造過程就大致明白大路關的開拓史。 

石獅公的建造和先民初到當地開墾時的信仰有關。大路關地理

位置在大武山下，是莎卡蘭溪（口社溪）山谷的出口，該山口就像

一個風口，時常灌入風雨，村民認為興建一座大石獅，可鎮壓來自

大武山的「西斜風」，以祈求五穀豐收。第一隻「開基石獅公」的

「獅老大」便約於 1777 年落成，這是大路關開莊 41 年後才籌資興

建的。 

咸豐七年（1857）時山洪暴發，將此地沖刷成溪北的舊大路關

（廣福村）和溪南的新大路關（廣興村）。傳說在山洪發生同時，

石獅公為了拯救莊民身家性命，便以身體橫臥於水流湍急處，企圖

將水路導入舊河道，可惜洪水洶湧，致使祂力竭後慘遭泥沙掩埋。

這尊「獅老大」因此被掩埋在洪泥中，消失近百年。1950 年間，大

路關某位村民因興建魚池而意外挖到獅老大的頭部，但是大部分獅

身仍埋在土裡。一直到 1984 年，當時的村長才夥同村民合作讓祂重

見天日，再經修復受損石雕，築臺安座於村內大廟順天宮旁。 

在獅老大失蹤久尋未果時，村民便於 1918 年再議籌建獅老二，

建成後便立於安德老麵店附近。據耆老口述，後來獅老二的遭遇較

悽慘，一說大路關村民因與隔壁莊民搶用水源而產生怨恨，或說因

鄰村村民狐疑石獅公護法將大水分流保護大路關村民，卻反讓他們

的家園遭受到洪害，便暗中派人以大釘鎚敲擊獅身臀部，因此獅老

二神威被破，無法再顯神靈。 

1965 年，因首座石獅公仍沉埋於泥中，第二座石獅又斑駁老

舊、神靈已失，在順天宮媽祖指示下，士紳鍾先生便發起重建第三

座石獅公，並安座在尚和路（就位於獅老二的前方）。耆老溫先生



在中學時期，親眼目睹獅老三製作過程，便虔誠的將自家土地獻出

作為石獅公園（2016 年完工），以永久保存三座石獅公供各方瞻

仰。 

2009 年八八水災時，莎卡蘭溪溪水再次氾濫衝破大路關，大水

使得堤防再次破堤，唯水流卻在河岸半倒的屋子旁轉了一大圈，又

退回原來河道，村民們相信這都是靠石獅公的神威護佑。 

大路關村民一致認為石獅公威靈顯赫，具有鎮風、止煞、擋雨

的神力，會對村民顯靈示警，也能阻擋風雨水災，因而虔誠膜拜。

此一石獅公特殊信仰，已在 2008 年 11 月納入中華民國民俗及文物

加以保護，列為無形文化資產。 

 

 

 

 

 

 

獅老大安座大廟順天宮旁，重新享受

萬民香火。 

獅老大香火鼎盛 



 

 

獅老二遭到破壞失去威靈 獅老三較具有現代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