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茅埔泰興宮三山國王 

邱民雄 

沿著中橫公路（台八線）往東（谷關的方向）約七公里，有一個
不起眼的客家聚落—大茅埔，大茅埔位於臺中市東勢區，顧名思義，
未開墾前，此區是一大片茅草荒埔，「大茅埔」為傳統地域名稱，其
地理範圍位於今日「慶東里」及「慶福里」之周遭，當地居民多操大
埔腔客家語。 

道光 2年（1822）以張寧壽為首夥同二十八股組成開墾組織，不
只在此開墾，更有計畫地建庄，也在此展開大茅埔的新生命。在道光
7年（1827）張寧壽即擁有理蕃分府所給予的大茅埔墾佃首的戳記。
張寧壽對大茅埔開墾是有計畫性，其組織當中陂長易庚麟、羅俊萬合
夥架陂鑿龍開圳。他知道土地日久耕作，地力貧瘠，五穀失收，缺乏
充足的水源，終將成埔園，漢人種稻、水田才是長久之計。 

這位易庚麟先人除開圳引水，也是一位地理風水師，見山勢，覓
水流，見庄選址，都是經過縝密規劃。又因大茅埔地處接近泰雅族稍
來社，生存愈加險峻。除了引進圳水灌溉田園外，並引入聚落，在四
周開挖寬約十尺的大水溝，外邊種有刺竹，是聚落防禦工事。客家聚
落還保留護城河，幾乎少見。水主財，覓尋聚落基地，就由觀水口理
論，符合「開門見財來，戶閉財不歇」的風水觀。護城河再適度轉個
彎，展現先民智慧又一章，惟近年來因人口、車輛增加，大部分區段
被加蓋成停車場之用，非常可惜。 

開庄先賢張寧壽公，從彰化縣溪湖荷婆崙「霖肇宮」恭請三山國
王令旗在其自宅奉祀，以保佑二十八戶屯民順利開墾大茅埔庄墾殖有
成，感念神恩，倡議集資建廟。建廟之初名為「國王宮」，後改為「泰
興宮」。神廟初建，茅草為頂，廟雖簡陋而心誠不分軒輊，建廟完成
後，由於缺乏祭祀費用，再由張寧壽公、楊及億公、張登龍公等先賢
捐出大筆水田，作為廟產，以其租穀為廟之收入，使宮廟終年廟費充
裕，香火鼎盛。 

三山國王係潮州府民的守護神，所謂「三山」則指廣東省揭陽縣
（原揚西縣）霖田都之巾山、明山、獨山，三尊山神。 

巾山國王，姓連名傑，生於南北朝元嘉 18年二月二十五日； 
明山國王，姓趙名軒，生於南北朝元嘉 20年六月二十五日； 
獨山國王，姓喬名俊，生於南北朝元嘉 21年九月二十五日。 



三位義結金蘭，合力平寇，功成身退，隱居三山，天子仰其德，
敕為「三山國王」。而「三山護國，扶唐宋，萬世庇民仰聖神」則道
出大茅埔子民對三山國王的敬仰。 

經歷一、兩百年來，有許多不可預知侵擾及原住民的侵襲，都是
在王爺的庇佑之下平安度過。尤其民國 88 年 921 大地震，本區罹難
約四百人，本庄老屋全倒，幸無損丁口，廟宇安然無恙，為感謝神恩，
擇於農曆八月二十五日舉辦消災祈福法會。 

每年王爺生日，大王爺二月二十五日，二王爺六月二十五日，三
王爺九月二十五日，庄民都會準備豐盛的供品與虔誠的心，到廟埕為
王爺祝壽。尤其大王爺聖誕千秋更是大茅埔人的盛事，當天獻上豬
羊，並以最高規格三獻古禮為王爺祝壽。 

另，在每月農曆初二、十六有「犒將」，就是慰勞國王派在庄中
四個角落將營內的兵馬，要特別準備一份馬草水供馬匹享用，一枝馨
香表示庄民對王爺的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