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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公」在客家話中有兩種意涵，第一種是對爸爸的伯父的稱

呼，第二種是對土地公的稱呼。不過習慣上，前者會稱「阿伯

公」，後者直接稱「伯公」。有些土地公有神像，有些土地公没有

神像，只有「特牌」（石碑上刻有「福德正神香位」）。拜伯公」也說成

「敬伯公」，如果一定要說出兩者的差別，前者不一定有準備祭

品，也可以鞠躬敬禮或雙手合十拜拜；後者一般就會準備祭品，焚

香禮拜。客家人對「伯公」特別親近親切，宛如自己的家人一般。

所以叫「伯公」，土地公廟客家人正式的名稱叫「福德祠」，但是

口頭上會稱「伯公下」。 

如果是路過，見到土地公廟，駐足向「伯公」敬禮致意，這也

是對土地公的一種恭敬禮儀。最隆重的祭品是圓廟登龕，地方人士

會要用豬羊，以表隆重慶賀之意。平常日子假使為了有求于「伯

公」或向「伯公」表達謝意、敬意，那麼就會個人準備祭品，或逢

年過節，最常見的祭品是「三牲」，是三種祭品組合而成，譬如：

一隻全雞，一料豬肉，一條魷魚。並非一成不變，魷魚也可以換成

三塊豆腐乾，或三顆鴨蛋。像這樣湊合成三種一套的祭品，客家話

就說「湊牲」。「一料豬肉」是指從豬的脊椎到腹部的部位切一塊

長形的豬肉，這一料豬肉是象徵一頭豬的意思。所以在禮節上，不

可以隨便切一塊肉就來湊牲。有時還會準備酒。 

擺好祭品，燃香禮拜，然後拿起「聖筊」向「伯公」稟告來

意，或請求解答疑惑，或請求指點迷津，或感謝「伯公」保佑，最

後拿聖筊到香火上順時針繞三圈，然後擲地看判筊，筊象有三種，

「聖筊」（一陰一陽）表肯定；「笑筊」（兩個陽）表不置可否；「陰

筊」（兩個陰）表否定。所求所問得到結果之後便可以「燒金」了，一

般使用「壽金」。完成燒金程序就可以收拾祭品，向「伯公」敬禮

告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