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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溝水是個位於萬巒鄉中部的客家小村落，同時與閩南、平埔族群相鄰而居，因此自拓墾以來便紛

爭不斷。幸而五溝水正如其名，受五條溝渠環繞及貫串，形成了天然防衛界線，先民們加以利用種植茂

密的樹林與竹林，在村庄外圍層層保護，更蓋了許多的伯公祠鎮守各交界與河流旁，因此五溝地區雖然

歷經多次的族群械鬥，仍保留了客家村落的傳統文化，是台灣目前保留較完整的客家社區。 

  來此拓墾的先民們，起初因思鄉之情，需要土地的守護神來慰藉心靈，後來也因為水文、位置、經

濟等的種種因素，前後設立了許多的伯公祠祭拜，各個伯公祠各有功用，更與居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本論文從歷史的演變來探討五溝水居民與伯公信仰間的關係。內容主要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先

說明的五溝地區的「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筆者經由文獻資料與社區村幹事口述中，將五溝地區的背景

基礎先做基本的說明；第二部分是五溝地區的「伯公信仰背景與形制」，任何文化與歷史背景是無法分割

的，也會因需求的不同而設立不同形制的伯公，筆者經由文獻資料、村幹事口述以及實地的觀察，將五

溝水的伯公型態做基本的介紹；第三部分則是居民的「生活」與伯公信仰間的關係，雖然設立伯公多數

與歷史因素有關，但無形間居民們與伯公卻產生了不可或缺的依賴關係，筆者經村幹事與居民們的訪談

間，歸結了四大面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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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動機 

  五溝水，位於屏東縣萬巒鄉，是南部客家六堆中先鋒堆的一個大庄，是目前台灣保存極完善且具特

色的客家社區，是台灣本島第一個登錄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聚落」，社區內除了有許多歷史古蹟，如劉氏

宗祠、觀海山房等，還有更多大大小小的伯公祠。 

  筆者為土生土長的五溝水人，對於「拜伯公」這件事已是司空見慣，卻驚訝於一個小村落裡，竟有

如此多座的伯公祠遍佈著，是五溝水人過於膽怯，所以需要伯公壯膽？還是五溝水人太無聊，所以閒來

無事蓋伯公祠？許多疑問盤據，究竟是何原因使得小小的五溝水村庄佈滿了大大小小的伯公祠，而且至

今都還有居民們細心照料著。 

  其他族群稱土地公，客家人卻稱為「伯公」，尊敬沒減，卻多了點親切，是何種因素讓客家人視土地

公為家族長輩般稱呼，歷經數百年仍舊不變？伯公究竟有何魅力，讓五溝水村遍佈了其蹤跡？ 

  因為平常所以不曾去疑惑，因為就在身邊所以不會覺得重要，但筆者離開五溝水第四年，才感受到

伯公對五溝水居民的重要性，已然成為日常生活中的習慣，就如同人與空氣間的關係，看似稀鬆平常，

卻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 

  因此生為五溝水的客家子弟，筆者選擇了如同空氣般平凡也種要的「伯公」來做探討研究。 

 

二、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限定在萬巒鄉五溝村境內與外圍一公里處，因牽涉到行政區未劃定前的墾拓時期，因此雖

說是「五溝社區」，卻也含括了村庄外圍一公里左右的範圍，方能做完整的探討研究。 

 

三、研究方法 

  本論文將以文獻資料、實地觀察、深度訪談等方式來進行研究，將資料收集並且分析歸納，均以質

化方式來進行，因本文多牽涉到歷史文化以及生活型態的內容，較無法以量化的方式來呈現，因此多以

資料歸納分析的方法來做探討研究。 

 

  

 

 

 

 

 

 



貳、五溝地區的地理環境與拓墾歷史 

  本章節主要將五溝地區的地理環應、族群關係、特殊水質地形、拓墾路線等做扼要說明，以期對五

溝地區有基本的認識，做為探討五溝地區生活與伯公信仰關係的基礎。 

第一節：五溝地區的地理環境 

 一、族群交界的地理位置 

    五溝水，位於屏東縣萬巒鄉的中部，東臨赤山、萬金兩個平埔族村落，北接客家村落成德，南

邊隔著萬巒河的是閩南村落佳佐，西面則是同有溝渠淵源的客家村落泗溝水，在整個萬巒鄉的地理位置

是同時最靠近平埔族和閩南族群的村落。因處於閩客平埔族群交界的特殊位置，因此早期拓墾過程中，

族群紛爭一直是無法避免的一件事。 

       

圖 1-1 萬巒鄉村庄圖                        圖 1-2 五溝水社區地圖 

資料來源:《臺灣客家族群史》               資料來源：五溝水社區網站 

專題研究 3，2010 年,頁 103  

 二、東邊的守護神—北大武山 

  北大武山位於五溝水的東邊，海拔 3092 公尺，冬天南下的東北季風受到北大武山的阻擋，威力減弱，

所以東北季風對五溝地區的影響力大大降低；再加上西南面的平原廣大，夏季西南季風可直接吹入，使

得五溝地區冬季不寒，夏季涼爽，形成了頗為理想的生活空間。 

 三、五條溝渠橫繞的五溝水 

  因北大武山緊鄰萬巒鄉的東側面，造成地勢由東向西逐漸傾斜，河流順勢而下灌溉整個萬巒地區。 

（一）羅星塞口三合水 

  五溝水正因庄內溝渠橫繞而得名，主要分為兩個系統，第一個系統是從北邊流下的泉水窟溪，由最

北端的得勝庄進入五溝水，在其東南角分出兩條支流，一條流經五溝水的中央地帶，另一條則流過五溝

水北境，在劉氏宗祠前匯成一道水渠，接著沿著村庄外圍緩緩流過，直到社區公園附近與第一條支流會

合；第二系統是從鄰村萬金方向流下的馬仕溪，由東邊進入村庄，緩緩從外圍地帶流到社區公園附近與

第一系統會合，一同注入佳平溪支流，因此形成了「三漢水」（或稱「三汊水」、「三合水」）的特殊景觀。

這種三個水口及一個半島形的地理環境，也被稱為「羅星塞口」，更相傳為五溝水村庄的命脈。 



 

圖 1-3 五溝水的地理位置與溝渠圖 

資料來源:《萬巒鄉志》，2008 年 

 

第二節：五溝地區的拓墾歷史 

 一、開庄 

  大約在一七一Ｏ至一七三Ｏ年間，粵東地區因人口增加與連年的災亂，造成了大量的人口外移，大

批的移民湧入臺灣，不同於早期來臺開墾的移民，此批來臺的墾民多屬同鄉或同宗，因此來臺前會以共

同的遠祖為名，籌措資金，以「祭祀公業」之名，集體來臺開墾。由於彼此間有了血緣或地緣的便利關

係，因此短短幾年內，人口便大量增加，墾民漸漸從萬巒本庄擴展墾地到頭溝、二溝、三溝、泗溝和五

溝，再加上鹿寮、硫黃、溝背、大林、得勝、成德和高崗等地，合稱「萬巒十三庄」。   

 二、六堆時期的五溝地區 

  六堆緣起在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朱一貴事件」時，臨鄉內埔鄉檳榔林地杜君英起而呼應朱

一貴，造成附近客家部落皆人心惶惶，於是各庄代表聚集於內埔天后宮會商，決議組織義勇民團以自保，

糾集了十三大庄、六十四小庄，分設七營，分別為先鋒、中、左、右、前、後、巡查等七營，排列於淡

水河岸固守客家部落的安全。此役平定後，義勇民團又陸續幫助清政府平定了幾次起義，而六堆組織的

制度也隨著一場場的戰役漸漸穩定發展，直到今日的「六堆」仍代表著南部客家團結的精神象徵。 

 三、光復後至今的五溝地區 

  由於政府在三十七年實施的「三七五減租」和四十一年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使得大姓宗族原有

的土地放領的絕大部分給各佃農自耕，各祭祀公業只留有部分田地，無法維持祭祀的費用，也就無法維

持原有的宗族共祀盛況，基於宗教向心力的流失，在此時期的祭祀公業已然走到解體的情況。 

 

 

 

 

 



第三節：小結 

  五溝水宜人的氣候環境、特殊三合水景觀以及地靈人傑的佳話美談，是至今仍吸引許多人一探究竟

的原因，但也正因為得天獨厚的環境，讓處於族群交界地帶的五溝水在早期拓墾時期便紛擾不斷，慶幸

五條溝渠環繞的此地，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使得五溝水在歷經了紛亂的拓墾時期，還能保有如此完

整的客家文化，若說溝渠成就了五溝水的一切也不為過。五溝水的拓墾有賴於祭祀公業的號召力，人多

好辦事，大族的影響力在五溝水的拓墾史顯而易見，但隨著政策的壓制，祭祀公業跟著解體，各派逐漸

回歸各祖堂，夥房數也跟著增加，給了五溝水一個至今仍「保存客家完整夥房」的美名。 

 

 

 

 

 

 

 

 

 

 

 

 

 

 

 

 



参、 五溝地區伯公信仰總論 

   本章節主要是將五溝地區的伯公信仰背景、形制、年度的祭祀活動等做說明，以期對五溝地區的

伯公信仰有基本的認識，做為五溝村民生活與伯公信仰關係的結合。 

第一節：五溝地區伯公信仰背景 

  禮記：「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小牢。」而古籍《白虎通》一書也記載「故封土立社，示有土

也。」可以看出「土地崇拜」的思想其實流傳已久，存在於各個民族的文化體系中，是一種「人與土地」

的親近依賴關係。漢族一路從大陸遷徙來臺，篳路藍縷，為了表達對土地的感恩以及來到新墾地的思鄉

之情，便會在拓墾之處設立土地公祭拜，求得心靈之安定，久而久之土地公就成為了台灣民間信仰最普

遍的神祇。 

  而這樣的情況，在「唐山過台灣，沒半點錢」的客家族群身上，更是表露無遺。客家人冒著危險橫

過黑水溝來到臺灣，卻因為遲了一步，只能沿著山陵地開墾，要在漳泉與原住民族群之間開拓新家園，

內心的煎熬與思鄉之情讓客家人更是把土地公稱呼「伯公」，除了對神的敬重之外，更多了一份家人般的

依賴感。 

  以農為生的客家族人，對於農業守護和鎮守鄉土的伯公信仰，特別的重視，其實遠在乾隆年間，即

開墾初期，北部客家地區的賣地契中就出現了一段話：「直透北伯公龍倒水為界……乾隆三十七年」，由

此可見，伯公不僅存在於先民們的心中，更陪著先民們走過墾拓的血淚史。 

 

第二節：五溝地區伯公信仰的形制 

  在第一章有提到五溝水被四條溝渠環繞以及一條貫穿中心地帶，為了防止河水氾濫和保佑水源穩

定，在河流的旁邊都會有一座以上的伯公壇，因此五溝水的伯公基本上都具備了防水災的功能。 

  但除此之外，在拓墾背景與時代變遷的影響下，許多伯公除了原有的鎮濫功能外，還同時兼具了其

他功能，如下列出： 

  一、族群交界與防禦功能 

   （一）東柵伯公：位於東興庄，五溝水通往萬金的路口處。所謂「柵」指的是柵欄。在第二章有

提到五溝水是被溝渠環繞又貫穿的村庄，拓墾時期為了防禦閩南族群及平埔族人的侵襲，便在溝渠的兩

旁種滿茂密的樹木與棘竹，但還是要有路讓村民能通過，而這可以通過的地方就做了個門，便是柵門了。

大河再加上村庄的外圍柵欄處，除了水災還會有族群的械鬥，村民們為了求心安，就設了一座伯公在此，

而此處位置正好在五溝水的東邊，所以就叫做「東柵伯公」了。 

   （二）南柵伯公：位於社區公園後的檳榔園小徑。南柵伯公設立的原因和東柵伯公一樣，樣貌屬

於六堆客家特有的墓塚伯公。不同於其他伯公位於大馬路旁，南柵伯公在田園小徑的中央，前方有一座

小石橋，和一條小溝渠，卻是五溝水早期對外交易的唯一路線，村民會將要交易的東西揹到小橋旁，利

用小船把貨物順流載往萬巒竹田潮州等地換賣，而河旁小徑以前可以通往鄰村泗溝水，現在多被田園所

覆蓋。因為在村庄的南邊，所以就稱做「南柵伯公」了。 

   （三）西柵伯公（矮橋伯公）：位於劉氏宗祠前隔了一條河的大馬路旁，也在村庄往內埔的出庄口

處，屬五溝水的西邊，因此叫「西柵伯公」。但最原本的伯公位置其實是在一旁的河流裡，只是一小塊碑

石，小小矮矮的，所以又被稱做「矮橋伯公」，伯公大部分的時間都被水浸著，當時的村民只能利用沒有

水的時候去祭拜，人們認為越浸伯公就會越興旺，因為矮橋伯公正好位於兩條河流交會處，有守住財富

不外流的「把水尾」意義。但到了後期，村民覺得伯公浸在水裡會不舒適，也為了祭拜方便，於是就把

伯公往高處移，做了一座現在看到的西柵伯公。 



   （四）北柵伯公（得勝宮）：位於得勝庄，在五溝水通往北邊成德的出庄口處，但今日多不再稱呼

北柵伯公，因為後來村民們請進了媽祖來此，便把伯公與媽祖一同供奉，並蓋了一座「得勝宮」，現在除

了媽祖與伯公外，還同時有孔夫子、註生娘娘、太子爺、觀音娘娘等坐鎮在此，保佑五溝水的村民。     

   （五）東方伯公：位在大林庄往赤山的出庄口，屬村內與平埔族人的交界處，不同於大林庄其他

伯公的方向，東方伯公是朝向著庄內來保佑庄民的安全。 

   （六）龍頸伯公：位於得勝庄往成德的路上，離庄內約一百公尺左右，以前這片地都是竹林，而

且陰氣很重，村民們為了來往間的安全，便決定設立一座伯公祠，起初也是一塊石頭而已，現在已新式

伯公祠，還搭了鐵皮讓村民休息。因為以前此處是個陷下去的地形，就很像龍的頸部一樣，所以設了伯

公祠，就稱呼為「龍頸伯公」。 

二、開庄伯公 

   （一）五溝水開庄伯公：又稱為「大伯公」，是磚砌的伯公祠，位於社區公園內地勢較高的土墩上，

即三合水匯集的羅星塞口處，建立者是最早來到五溝水開墾的熊姓族人，當時他們發源地在較靠近東興

庄的位置，慢慢發展至對岸後發現地勢處於三條河水匯集處，為避免水災傷害村民，遂建了朝向熊姓的

居住的伯公祠以保佑族人。因伯公旁邊有一棵芒果樹，據說早期小孩子頑皮在芒果樹上嬉戲，不小心腳

滑跌落都能平安無事，大家都說是伯公有靈驗保佑村庄小孩，所以又叫做「芒果樹伯公」。一百多年的芒

果樹因蛀蟲將枯萎的時候，正好有隻小鳥叼了一棵榕樹種子落下，於是又開始重新發芽至今，村民都說

是伯公有靈，讓芒果樹傳承給了榕樹，依舊守護著五溝水村民。   

      （二）大林庄大伯公：位於大林庄的外圍，也是五溝水與佳佐的交界處，大林庄是後來西盛與東

興庄人口擴張後向外拓墾的新庄，因當時樹木林立，所以又稱為「大林」。庄民生活安定後，決定合資建

立一座「開庄伯公」，祈求保佑庄內村民的安全，於是便在與閩南族群交界處設了伯公祠，伯公祠建立的

方向有兩種，一種是面向要保護的方向，一種是朝向要抵抗的方向，大林庄的伯公祠多屬後者，開庄伯

公正是面向佳佐的方向，幫大林庄民在第一線鎮守庄內安全。 

 

 

 

 

 

 

 

 

 

 

 

 

 

 

 

 

 



第四章：五溝村民生活與伯公的關係 

  本章節主要由村民的「生活」，探討與伯公間的關係，從信仰、經濟、防禦異族、水源等四種角度切

入探討。 

第一節：生活信仰與伯公的關係 

  五溝水的開墾，是由一批批的客家氏族在原鄉籌措資金，來此開拓新家園，在當時交通不發達的年

代，能夠坐船渡過黑水溝平安到來已是萬幸，無法像現今一般每個月回老家一趟，在開墾的時期，面對

著陌生的環境，思鄉之情不言而喻，再加上開墾時期的各種不穩定因素隨時都會發生，為求心裡的安定，

只要到了一地墾拓，就會設一座簡單的伯公祠，每天祭拜，求心靈安定，就像是在原鄉那樣的輕鬆自在。

這從客家人稱土地公為「伯公」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是完完全全把「伯公」當做自家的長輩般，小事

報備，大事請教，然後就會事事順心，人人心安定。 

  據故老相傳，社區公園內的大伯公離西盛庄很近，在熊姓掌權的時期，逢年過節，西盛庄人會由南

柵伯公旁的小徑走過橋到大伯公上香，但祭祀完畢後不能直接燃炮，必須先收好牲禮，否則聽見炮聲，

熊姓族人會過來驅趕並搶食。由此可見，縱使有著被驅趕的危險，村民們仍是堅持經由小徑祭拜伯公，

可知居民們對伯公的依賴程度頗深，伯公正是能讓居民們安定心靈的重要支柱。 

  就算到了交通發達、生活穩定的時代，這種心靈的寄託仍不斷延續，村民們早晚都習慣上伯公祠點

炷香，跟伯公說說話，祈求大家平安健康；家裡小孩子要考試、出遠門，也要跟伯公報備，求伯公保佑

一切順利，所以說「伯公」是開墾時期的先民為解思鄉情，為求心安定的心靈寄託，也是現今村民們最

重要的生活信仰。 

 

第二節：經濟生活與伯公的關係 

  拓墾時期五溝水庄只有一條對外道路，也是全村的對外經濟來源，這條唯一的道路就是南柵伯公所

在位置，一旁的小徑可以用步行先走到泗溝水，再涉水過萬巒河（今佳平溪）到萬巒庄；或者乘船由伯

公前方的河流經水路到外庄。在當時，居民們會將要交易的貨物揹到南柵伯公前的小橋邊，把貨物卸到

小船上，再運送到其他客家庄去進行交易，若是河水氾濫，一旁小徑也會被沖垮，那五溝水庄的經濟也

會跟著停擺，在交通不發達的時期，唯一的對外交通也是居民們的經濟命脈，而南柵伯公的鎮守，正是

居民們心安的來源。 

 

第三節：防禦生活與伯公的關係 

  五溝水位在多元族群交界的尷尬位置，與萬金、赤山、佳佐等閩南與平埔族的村落鄰近，因而選擇

集村的聚落型態開墾，並利用溝渠環繞的良好圍蔽性，在溝渠內側種植竹林、樹林，形成一圈堅固的防

禦柵欄防護，在四個方位設立柵門監制人員的進出，而除了南柵是位於田地小徑內，其餘的三個柵門的

設立也影響了往後村內對外道路的走向。 

  雖然有著天然的溝渠做防禦線，但對於時局混亂的時期，只有「實質」的柵欄防禦對居民們是不夠

的，得加上「心靈」上的安心才能算是完全防禦，所以才會有我們現在看到的東南西北柵伯公祠，除了

有著鎮守的涵義，也給在柵門旁輪班巡守的居民有個依靠，而且柵門伯公都是向著庄內保護村民，對五

溝水居民們來說，伯公就像是坐鎮在庄落交界的第一線保護著他們，世世代代一直到今日。 

 

 

 



第四節：小結 

  位置、歷史、水文等種種的因素，促使伯公在五溝水居民的生活中成了不可或缺的信仰，人們的任

何活動都在伯公的管轄範圍進行著，小至生活信仰，大至經濟發展，只要是生活上的大小事，必定有伯

公參與的份。居民們對於伯公，是尊敬，是祈求，更是種依賴，直至今日，雖然時代變遷、社會進步，

五溝水卻像是從未受到變遷的腳步似的，在這裡，伯公依舊是五溝水居民們生活中的聚集地，也是不可

或缺的心靈寄託。   

 

 

 

 

 

 

 

 

 

 

 

 

 

 

 

 

 

 

 

 

 

 

 

 

 

 

 

 

 

 

 

 



第五章：結語 

 

  五溝水的伯公信仰與其地理環境及拓墾背景息息相關，因為離鄉背景，思鄉的心情無從發洩，於是

蓋了與故鄉一樣的伯公祠當心靈寄託；因為溝渠環繞貫串，形成自然屏障，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為求

水源穩定不氾濫，便在河流旁蓋了伯公祠鎮守；因為地處異族相鄰，雖由河流柵欄防衛，但為求心安，

於是便在村庄外圍處設了伯公祠當第一線保護神；為求庄內生產的貨物能安全運送到外庄交易，於是伯

公祠又成了全庄的經濟守護神，在五溝水，任何活動都與伯公相關，因為整個五溝水都是伯公的管轄範

圍，居民為求安定，所以蓋了伯公祠祈求保佑，而伯公似乎也感受到了居民們的誠心，三百年來始終保

護著五溝水一如當初。 

  五溝水，一個西部唯一的文化資產保存聚落，從天然的條件就注定了她的不平凡。五水環繞的自然

屏障、紛擾不斷的拓墾歷史、水向東流的地靈人傑、異族在鄰卻能堅守文化，筆者雖為五溝人，卻從未

看清五溝水的美，有幸藉由此次的實地觀察訪談，重新認識了這個陪伴二十二個年頭的清幽村庄，也從

村中長輩的口述中，體會到他們對伯公的敬愛，不是刻意的為了祭拜而祭拜，而是發自內心自然而然的

習慣早晚三炷香。 

  在此次的研究中，因五溝水當地的歷史文獻頗少，筆者只能再藉由村幹事及長輩們的口述中，一一

拼湊，加上文獻資料來做分析、歸納，惟實際的訪談，筆者覺得還可再更加深入，盼望往後能以此論文

做基礎，更深入的探討研究五溝水這塊美麗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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