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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婦女大都篤信神明，為了庇護嬰兒，從懷孕起始，就有所謂
「胎神」，懷孕的人會隨時隨地守護胎神，而遵守各種「禁忌」。孩子
出生了，對嬰兒的呵護亦有許多「規矩」，如三朝洗澡「做膽」，滿四
個月，用「桊空餅」「收涎」都是希望小孩能長得健康平安。在客家人
的家庭裡，一直都有「拜床公婆」的習俗，也是祈求「床神」保護幼
兒免遭疾病與邪氣侵襲，能平安長大的行為。 

在嬰兒的成長過程中，一直到「成人」，為使小孩能持續得到護
佑，客家婦女還會把孩子託庇給神明。如「註生娘娘」、「七星娘娘」、
「媽祖」、「觀音娘娘」、「恩主公」等是最常被求為守護神的神祇。她
們會向神明祈求平安符「絭」來戴在嬰兒身上，得以隨時護佑嬰兒平
安。 

「絭」是把向神明求得的「符」包覆在一枚古銅錢的「桊空錢」
上，或把「符」摺成銅錢形狀，也有單單用銅錢的，然後從孔洞穿一
條紅絲繩，當著神明面前掛在嬰兒胸前脖子上，稱做「戴 絭」；如果
是向「關聖帝君」求得的就叫「戴關爺絭」。通常向神明「求絭」會在
小孩「上運」過的那一年，一般在二、三歲的時候最多。戴了絭以後，
每年逢該神明生日，就要帶著孩子前往燒香膜 拜，同時在廟裡把「符」
和穿絭的紅絲繩向神明求過新的，叫「換絭」。一直要到孩子十六歲
的七夕，或小孩的守護神生日那天，由父母帶著孩子到廟裡拜謝神明，
脫去絭繩，是為「脫絭」；如果十六歲沒有「脫絭」，往後每年在守護
神生日時都可辦理，只要向神明表達心意即可。「絭」，要謹慎保管不
能隨意放置，更不可帶進廁所；平常時把絭掛在廳堂的牆壁上，遠行
或到宮廟拜拜時才戴在身上。 

客家人除了「戴絭」以庇護小孩平安，還有更虔誠的，就是直接
認神明為「義父母」，藉由神明收為「義子女」來改善小孩的體質或
運勢，希望能比較「好養」。被神明收做「義子女」的，在每年「義父
母」神明生日當天，由父母領著到廟裡燒香祝禱。這種向「義父母」
神明祝禱的動作，如果沒有特殊情形，得到「義父母」神明的允准，
是要維持一輩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