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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公」在客家話中有兩種意涵，第一種意涵是對爸爸的伯父

的稱謂，第二種意涵是對土地公的稱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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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地區土地公

廟上方的招牌是「福德祠」，但是一般口頭上常稱之為「伯公

下」。「伯公下」在概念上好像是指福德祠建築物，實際上連同福

德祠附近地區周邊設備都包含進去了。譬如附近的「遮雨棚」、

「涼亭」，大榕樹下的廣場，乘涼的石桌、石椅等等都是。 

「伯公下」的「下」不是方位名詞，而是處所補詞，就像「廳

下」、「灶下」、「礱間下」、「豬欄下」的用法是一樣的。 

「伯公」既然是很親民的神，「伯公下」自然也就成為大家常

來的休閒場所了。每天一大早就有虔誠的居民來此奉茶、上香、打

掃。除了來「拜伯公」的人之外，其他老弱婦孺經常來此聊天「打

嘴鼓」，泡茶、講古。無形中，「伯公下」就變成當地人們的活動

中心了。 

稍有年代的「伯公下」，幾乎都種有大樹，算是地標，也可以

遮蔭讓人們在在樹蔭底下受到保護一般。那麼這棵大樹就叫做「伯

公樹」，在居民的信仰中，「伯公樹」代表「伯公」，它的樹枝即

使枯乾了，也是不能拿來燒火煮飯的。然而歲月不饒人，也不饒

樹，大樹年代久了難免會有病蟲害，有可能倒了、枯死了，不過居

民還是會再補種下去，希望能替代從前的老樹，繼續庇佑居民。 

在「伯公下」周圍，人們喜歡種植桂花、樹蘭、玉蘭花等樹

木，所以只要走近「伯公下」，隨處都可聞到花香、檀香等的氣

味，意味著這是土地公神聖的地方。 

如有水電之便，地方人士就會設置洗手臺、廁所等給大家方便

盥洗。 

至於桌椅、涼亭自不在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