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8 田調札記（部份輯錄）
路線：後勁楠仔坑右昌（集合地點：海光停車場）海光停

車場 → 楠梓天后宮、楠仔坑橋 → 後勁文物館 →
後勁林家古厝 → 後勁鳳屏宮 → 右昌楊家古厝 →
右昌元帥廟。

--後勁楠仔坑右昌地區

資工 98 : 陳維倫

一座座古老的廟宇，是鮮艷的色彩與華麗的技術融合而構成的建築，
工匠手藝菁華的匯集，也是東方特有的文化，廳堂中彌漫著香柱燃燒
後的煙霧，讓人可以感受到信徒參拜時的虔心祝禱，即使是門上畫
作，也是包含著深厚的意義。但是，再怎麼古色古香，也是會變啊，
因為在維修和重新整頓時，原來的物件也是會被替換成新製的物品。

再看到走過的低矮巷子，步入古老的房舍，放眼望去都是被時間用緩
慢的工技雕刻出來的作品，值得細細品味，卻也讓人不禁感慨。當初



的大戶大院，如今都已經成了現在的模樣，除了少數的幾間被細心保
護和維修之外，其餘的都禁不起任何的大風大雨了，畢竟，

它們都不可能
再擁有那時的風光了，在老舊的圍牆外頭，整齊的房屋一排排建在規
劃好的方位，凌厲的氣勢不在話下，新建的鋼骨水泥房屋就像是盛氣
凌人的年輕人，高壯挺拔，反觀身旁的老庴，就像是體弱多病的老人，
多半已經損壞，柱上的油漆的都脫落得差不多了，地位也如眼前見到
的那般渺小，看來令人惋惜，也令人感嘆。
雖然，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但是，在走過古老的街弄及參觀過依然
堅立在城市大樓壓迫之下的老廟後，我開始覺得，就算我們再進步，
再怎麼地變化，還是有一些我們不該遺忘的過去，就像是保護老一輩
人的記憶，也是保護我們未來能夠擁有多少文化的開端。



文化饗宴 in 左營後勁 政經系 潘冠甫

一早起來，便騎著機車到集合地點海光停車場去集合，由於之前就有去過蓮池潭附
近晃過，加上老師所給的小地圖引指，很順利的就到集合地點與大家會合。

當天的第一站，是到後勁文物館，進到展覽室，首先印入眼簾的是兩具石磨，

經過導覽員的解說後，才知道原來是早期磨蔗糖用的，將甘蔗從石磨中心的小孔放入，
由旁邊的石磨帶動磨出蔗汁在製成蔗糖；接下來導覽員向我們介紹布袋戲的由來與演
進的過程，才知道布袋戲是由一名落魄秀才發明的，這裡面還個小故事，說這名秀才
在赴京趕考的途中，曾借宿於廟中，夢見神仙在他手上題下「功名於掌中」，讓他興
奮的認為此次赴考必定榜上有名，然而命運作弄人，在名落孫山的情況下只好黯然回
鄉，在偶然的機會下看見傀儡戲，他發覺以繩子控制人偶缺乏一股生命力，便雕刻人
偶以手掌控制之，發覺更顯靈活生動，經過巡迴的表演之後，漸漸受歡迎揚名，後來
才體悟出「功名於掌上」，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在文物館中還有介紹到早期台灣各地的陣頭，其中又以宋江陣最廣，當時並不像現今
有多種休閒娛樂，因此看陣頭表演以及布袋戲是大眾茶餘飯後最受歡迎的娛樂；最後
還有一些文物檔案說明著當時左營、後勁地區反五烴抗爭活動的激烈性，可顯現出當
地曾經風光一時而後隨著其他地區的發展而逐漸沒落。

接下來是去參觀鳳屏宮，提到了一般進廟宇該有的禮節與常識，要脫帽表示對神明的
尊重，而為何廁所都在進入廟的左手邊，且進入廟中要從右邊進左邊出，說明了「龍



怕臭、虎怕吵」的典故，還介紹了廟門口的石獅，如何去分辨公母，通常母獅旁會帶
小獅子，而公獅會踩小圓球；門上所繪的門神手上拿的物品也都各有其象徵意思，例
如拿烏紗帽有加冠，鹿則有進祿等涵意在，鳳屏宮主要祭拜的神明是神農大帝，在早
期社會中，能健康活下來已經是不容易，因此民眾對於嚐百草以救萬民的神農更有著
尊敬的心。

接著又參觀了林家古厝以及香火鼎盛的天后宮，以前就有參觀古厝的經驗，對這古厝
就不覺得很特別，導覽員介紹了「三順一丁」的紅磚建築法則，以及屋簷翹起角度來
看這家官位高低；天后宮就比較有意思，外門上畫著旗子與球、荷花與瓶子來象徵祈
求和平相當有趣，還介紹了古厝的屋簷排水孔特有的麒麟圖像，以及當時乞丐有分地
緣性，不照規矩還要不到飯呢！

最後來到的楊家古厝，一門出六秀才的當地大戶比起林家古厝就顯的豪華，最有印象
的就是那塊飛機的牌子，在當時的社會就能有這樣的機會去實現自己的夢想，家裡也
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去幫助他，實在是難能可貴，後來還有楊家後人帶我們進去參觀院
子，提到用百來斤石塊來做訓練，有同學在被慫恿下也去嘗試搬石塊的經驗，最後在
小組一起照相後結束了楊家古厝的行程。

本來還有元帥廟是最後一站，只拜素果的廟宇還挺令人好奇的，時間不足的情況下只
有在導覽員口述介紹便往回程結束了當天的田野調查，很高興在課餘能有這樣的活
動，讓我品嚐了一餐在地文化饗宴。

左營古厝與廟宇探訪心得 化學系 楊泓穎

這次田野訪查了解了許多的台灣古厝，彷彿能看到以前台灣大家庭的感受 , 如同阿嬤
所說的他們以前的生活一樣，還有許多廟宇的建設 , 欣賞到很多以前曾未仔細觀賞的
廟宇藝術 , 以前拜拜時只是跟著阿嬤到處走 , 但是訪查時經過解說員的解說，解了
很多廟宇建設的辛苦與前人對於神明的尊敬與敬重。
我們參訪了許多古厝 , 薛家 , 陳家等 .. ，這些古厝大部分都是以前地方官員或有
錢人的住所 , 可以感覺到當時的富麗堂皇 , 大部分的格局都差不多 , 以三合院為
主 , 最中間是主先的牌位，聽解說員說其實中間那一扇門是不能關的但是當有颱風或
下大雨時會雨水會進來所以才用一扇門叫做風門來減少雨水進入屋外還可以看到許多
避邪物 , 像八卦鏡或是風獅爺等 ... 可以想像以前沒有氣象預報大家都是祈求上天
給予安穩生活與天氣的樣子 , 更有趣的是當我們再古厝之間環繞時，裏頭的巷弄如同
九曲迷魂巷一樣如果不是解說員帶路我想可能會迷路吧 , 以前左營是一個大的市區
很多政商都在此定居 , 會有很多強盜侵犯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建設，看了這些覺得古人
的真的很有智慧且都考慮周到。
而左營的古蹟中有很多是廟宇 , 很多寺廟都見的非常的美麗可以看見很多高超藝術



的表現不管是壁畫、浮雕、透雕或是一些神壇都可以見到國寶級的藝術創作 , 讓我覺
得最特別的是其中有一間廟宇還用瓷磚畫把 24 孝的故事給放進去 , 裡頭人物的徐
徐如生就算是不知道 24 孝的人也能從圖中略知ㄧ二，仔細觀察這些寺廟的位置以及
如此的富麗堂皇的建設 , 可以發現信仰對於當時的人的心中是站多麼重要的地位 ,
他是一個祭祀的中心也是一個精神的寄託 , 最重要的是能夠凝聚每個人思想的一種
無形的凝聚力，讓整個聚落更加的祥和。

認識北高雄心得 中文系 黃義深

這次的田野調查，去的地方是後勁、楠梓及右昌地區，我這才知道，原來

在離學校不遠的左營地區，竟有這麼多可以深入去探索了解的歷史文化，這是待

在西子灣中山大學這個小生活圈裡的我，所沒有想到過的問題。

第一站去的是後勁文物館，裡面的文物真的是很有意思，有布袋戲，一些古

厝的模型，以前人穿的簑衣、用的工具，還有宋江陣的道具和秘笈，真的很有趣!
在這裡保留著的是後勁的歷史回憶，處處充滿著傳統農業社會的氣息。而讓我感

到最特別的是一張張的歷史照片，其中的一些照片，訴說著的是歷史發展中的無

可奈何，因為社會在進步，工業要起飛，台灣要經濟奇蹟，所以，一張高舉著「還

我新鮮空氣」標語的黑白照片，說明了石油化學工業進駐到了高雄後，當地人所

必須承擔的悲哀。

接著還有去參觀了幾間廟宇，其中楠梓天后宮和後勁鳳屏宮讓我特別有印

象，主要就是廟宇的年代久遠，且其皆有特別的建築技巧與特色，讓人感受到前

人對於信仰的重視及其不凡的建築能力。其中，鳳屏宮畫的門神，講師還有特別

介紹其含意，比如說其中一扇門的左右兩邊的神祗手上分別拿著頭冠與捧著一頭

鹿，代表的意思是「加冠晉祿」；另一扇門則是左右兩邊神祗一個拿著牡丹花，

一個拿著類似祭祀用的禮器，象徵「富貴功爵」；最後，中間那扇門的兩位「正

牌」門神：神荼、鬱壘，則是一個有弓沒有箭，一個是有箭沒有弓，表示說要團

結，做事要同心協力。我也是到現在才知道，原來廟宇內的三扇門，其上所繪之

門神都是有它的意義存在的!而我特別相信老師說的「龍邊進，虎邊出」，因此我



特地多走了幾次，為的就是希望那一陣子的諸事不順能

趕快好轉!說也奇怪，之後回到學校以後，我真的覺得運

氣好一點了!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別!說是迷信也好，心理

作用也罷，但我卻是真的感覺有所不同，反正，抱著感

恩的心情與「寧可信其有」的心態，能讓自己在生活上

更快樂順利，何樂而不為?
再來，參觀了一些古厝，而我最有印象的是楊家古

厝，不管是它的燕脊也好，還是楊家兄弟用來練武的「舉揚石」(一稱「武舉石」)
也罷，都讓我感到佩服與讚嘆!而最讓我感到不勝唏噓的是，全台灣第一位飛行

員，就是楊家的後代，竟因為官員們的好奇新鮮要求試坐，而發生意外因此喪命。

只能說是造化弄人吧!

另外，在參觀楠梓坑橋時，發現橋邊有立修橋的石碑，還蓋了間「陰廟」：

溪底公廟。美其名稱其為「溪底公」，但其實只是當時為求造橋平安，而找了當

地的乞丐來當「活人祭品」，先讓他吃飽喝足享受完了，再叫他去躺在溪底當犧

牲品來安撫鬼神，事後又為求其靈魂可以安息，而又幫其蓋廟來祭拜。如此大費

周章，還必須付出人命來當代價，之後還得求心安再來立廟，這種既複雜又矛盾

且難以用現代人的思維來理解的信仰表現，應該就可以被認定是「過度迷信」了

吧?幸好這樣的歷史傳統模式沒被「保存下來」，否則真是難以令人接受這種偏激

又無知的做法!
其實還蠻慶幸有報名到這次的田野調

查，因為參與了，我才能更認識我第二個故

鄉高雄的屬於它的一部份的歷史文化與記

錄，因而能對這塊土地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

與更多的認同，也藉由這次的文化探訪，讓

我明白了生活中永遠充滿著值得學習、了解

的文化知識和歷史故事，對高雄的理解，不

再只是一個外在的生活環境，還有其充滿著文化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