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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本次田野參與觀察與資料蒐集是大伯公議題的重要一環，特別是大伯公信仰之現代

意義。參加大伯公的人員可分為幾個層次，有傳統的虔誠信仰者，也有關於大伯公

信仰發展推動者，但是更重要的是通過大伯公相關活動所帶來的華人社區的連結與

再連結，因此，大伯公節可視為東南亞（特別是東馬）為中心的華人社群凝聚的一

環。本次田野觀察，以永安停大伯公廟團體為主要對象，並與參家大伯公節的各地

大伯公團體交換資訊，以作為下一梯次訪問的基礎。以下針對研究議題——大伯公

節的意義、本次活動的行程、所蒐集的資料，以及初步的觀察心得簡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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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文 

一、前言 

「大伯公節」作為研究的對象，其意義在於瞭解華人在外的宗教文化之發展，

分析其與移出地的關係，並瞭解其在地化的現象。作為一個社會學的議題，除了瞭

解大伯公節的宗教儀式之外，重要的是針對大伯公節之所以被提出的背景，尤其是

這個活動背後的運作機制與社會邏輯。 

 大伯公，在華人社群信仰中，具有重要的特色。在華人的中國原鄉各地，土地

神的崇拜是相當普遍的一個現象，「土地神，又有各種稱謂包括福德正神、福德老爺、

土地公公、土地伯公、福德公、土地公、土地爺、地主公、福德、土公、土地、土

伯、土正、地主、社神、社公、社官、后土等」，1從這麼多的名稱中，可以知道土地

神信仰本身的重要性，稱呼的多元性又能看出各地方土地神之間的差異性與意涵的

豐富性。 

 大伯公節的意義可以從幾個面向來看，表面上看起來是華人土地神的節慶，在

當地更與旅遊文化單位結合在一起，成為華人節慶及發展觀光的設計。但是對參加

大伯公節的主事者所希望達成的目的確有所不同。主導這次大伯公節的詩巫永安亭

大伯公的孫主席，在大伯公節之前，率領大隊人員拜訪馬來西亞柔佛、檳城、沙巴

等地，甚至越過邊界拜訪在印尼的西加里曼丹等地的大伯公廟，興致勃勃的希望能

成為華人信仰的一個類屬。本次訪查，主要是蒐集各種相關資料，以進行大伯公節

各層次的意義的瞭解。 

 

二、行程及活動概述 

  2010 年 5 月 9 日，從台北，經過沙巴首府亞庇，轉機飛詩巫，抵達永安亭大伯

公廟；5 月 10 日參訪詩巫的華族文化協會，瞭解該協會所蒐集的資料、出版品以及

駐地研究的可能性，下午訪問砂拉越基督教詩巫華人年議會；5 月 11 日參訪當地原

住民的長屋生活文化區，並會見來自各地的大伯公廟代表，交換訊息並收集各廟的

資訊，同時對承辦大伯公節的作業進行瞭解；5 月 12 日大伯公節正式開幕，會見各

地的大伯公廟團體，並觀察紀錄相關儀式之進行。5 月 13 日參加大伯公節學術講座，

並拜訪當地最大中國廟宇天恩寺；5 月 14 日拜訪福州公會的華人移民文物館，並訪

問當地衛理公會刊物出版中心；5 月 15 日參訪並訪問華校光民中學及公教中學；5

                                                
1 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zh-tw/土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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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啟程經過亞庇回台灣，停留亞庇 5 個小時拜訪當地大伯公團體、客家公會並

拜訪留台團體。 

 

三、資料蒐集 

 主要的資料可分為幾類：(1)自行蒐集的資料：包括錄音檔資料、照片與錄影資

料等，這些錄音檔案，未來將有部分轉成逐字稿。其中包括對永安亭大伯公廟孫主

席的訪問；(2)蒐購與交換；購買當地的華人文化協的出版品，與當地學者交換作品；

(3)向當地大伯公廟及來訪的大伯公團體蒐集。 

 

四、初步觀察 

 本此資料蒐集的田野觀察，所選時段從儀式開始之前兩天到儀式結束後一天，

除了參與觀察儀式的進行外，得便參加其準備與討論過程。這次的大伯公節，具有

幾層重要的意義： 

 (1)作為觀光節慶的一環：馬來西亞各地大伯公團體的來訪，詩巫附近廟宇及參

加大伯公節遊行隊伍，帶來觀光節慶的人潮與消費。 

 (2)增進當地華人之間的連帶：在詩巫華人人口中，信仰基督教人口數比信仰傳

統宗教的人口還多，大伯公節雖然基督徒不參與儀式，但仍分享這個以華人為主的

活動歡樂，在節慶過程中大規模的歌舞表演、抽獎、聚餐都是帶來華人凝聚的重要

設計； 

 (3)增益華人的能見度：當地的報紙華文報紙之外，其他語文的報紙也大量報導

這個節慶，使華人通過宗教慶典而有更高的能見度，特別是這次的大伯公節，有該

國地方與中央政府官員積極參與，部長、副首相與首相的參與最為這次大伯公節主

辦單位所引述，部長與副首相參加餐會以及首相參加大伯公節遊行，簽署相關碑牌

與建設的儀式，都大大的提高了華人的能見度，最主要的還是馬來西亞官方（以回

教為主）對大伯公節的祝賀與承認，使華人覺得自己的宗教得到了「正式」的承認； 

 (4)華人社群的在連結：表面上這次馬來西亞各地 116 個大伯公團體到詩巫來參

加大伯公節，是神與神的聯誼，但是事實上在籌備之前的互訪，協商以及現場各地

大伯公廟理事團隊的參與，則帶來華人團體之間的連結，在訪談中證實，這些人際

交往也增益他們之間的商業往來。這些議題，在未來的研究中，都將繼續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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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片說明 

 

 
圖一：詩巫一角 

 
圖二：詩巫原住民長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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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 

 
圖四：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 

 
圖五：大伯公節學術講座 

 
圖六：高舉首相簽名的大伯公節紀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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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副首相致詞現場 

 
圖八：副首相與大伯公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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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詩巫永安停大伯公（從觀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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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大伯公節慶祝現場 

 
圖十：沙巴檳南邦大伯公廟 

 
圖十一：詩巫永安停大伯公（從拉讓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