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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 201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詔安客家研究計畫—詔安客原鄉生活文化的追

尋」調查研究之行共八日（7/17~7/24），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客家研究中心黃衍

明主任率領四個子計畫團隊，至臺灣詔安客之原鄉—福建省詔安縣進行田野調

查。本子計畫「社會動亂與信仰：探討雲林詔安客與天地會的關係」，從文獻中

所梳理的天地會遺跡與主要人物兩個方向，進行田野調查工作，計訪查相關遺

跡五間寺廟，以及相關姓氏—張廖姓、黃姓及鍾姓，調查成果超乎預期，初步

獲得清初詔安客移民臺灣的原因。不過，目前仍欠缺進一步的文獻資料，未竟

之處應可作為未來詔安客移民臺灣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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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天地會是清代民間秘密結社之一，又名洪門、洪幫，因以拜天為父、拜地為

母得「天地會」之名（其來源亦有其他不同說法）。在歷史學的討論中，天地會

因與反清復明有千絲萬縷的關連，因此與秘密會社、太平天國、南少林寺、鄭成

功、甚至是國父孫中山有關；傳林爽文也曾入會天地會，其揭竿起義也獲得會黨

的支持（莊吉發 1981：38-55）。然而，福建天地會是否與雲林的詔安客有任何關

連呢？它是否成為詔安客移民到臺灣的推力？ 

    本計畫「社會動亂與信仰：探討雲林詔安客與天地會的關係」主要探討天地

會對雲林詔安客的影響。天地會作為臺灣漢人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它與反清復

明、渡臺禁令、民變、分類械鬥有密切關連，此項研究的重要性，即是詳細探討

一個微觀的案例，藉以說明清初詔安客移民臺灣的原因。藉著調查臺閩兩地天地

會遺留之現址、文獻、地方信仰、傳說…等，此次出國調查即期望達成以下目的： 

1. 探查詔安客移民至臺灣的推力因素。 

2. 理解原鄉文化隨移民傳播臺灣的狀況。 

3. 檢視與天地會相關文化或行為是否產生在地化，因而發展出不同面貌。 

4. 理解當地對「天地會」或相關議題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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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7 月 17 日星期一清早由斗六出發，至桃園機場搭機至廈門，再租車前往詔

安縣。 

    在詔安縣所調查的地點包括： 

（一）秀篆鎮：陳龍村龍潭樓、東泰樓、會龍樓、步升軒（供奉觀音菩薩、關聖

帝君）； 

（二）官陂鎮：光亮村際雲堂、觀音娘娘坐殿（林畬村長林寺）；下官村埤頭（鍾

姓）寺廟（供奉伏魔公{已無神像}、關聖帝君）、觀音殿；下官村萬古廟（蘭秀

樓）、土地公廟震福宮及官墟城；光亮村禋成堂。 

（三）霞葛鎮：庄溪村鎮龍庵、五通村五通宮。 

另外，在深橋鎮進行了港頭村鍾姓聚落之調查，包括紀子爺公廟（供奉紀子

爺公、伏魔公、玄天上帝、土地公、土地婆）、鍾氏宗祠華盛堂。以及鳳山嶺鳳

山報國寺。 

 

重要調查地點 

1、寺廟部分 

（1）萬古廟： 

    明代修建於官墟城內，位於今詔安縣官陂鎮下官村，目前為詔安縣級文物保

護單位。 

    主祀關聖帝君及萬古師祖（明末清初反清義士萬禮，原名張耍），旁祀其將

領。湯毓賢（2003：70）提出，萬古廟乃萬五釋道宗於順治十七（1660）為萬禮

及陣亡弟兄所建，當時鄭成功將萬禮的神主牌撤出忠臣廟，他悲歎「臣不可相疑，

疑則必離」，憤而離開鄭軍，返回詔安官陂下官墟擴建萬古廟，易名為「萬公祖

祠」，增祀義兄萬禮及神主牌。 

    萬古廟坐西北向東南，整體由門樓、兩廊、天井、大殿、後樓所組成。留有

清道光十年（1830）和同治壬申年（1872）之重修碑，惟表面斑駁，字跡難以辨

識。鄰近有兩座土地公廟—震福宮和永福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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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長林寺 

    位於詔安縣官陂鎮林畬村，興建於清順治十一年（1654），目前為詔安縣級

文物保護單位。 

    長林寺被視為重要的天地會遺址，其中一種說法是長林寺住持道宗，被推選

為反清復明的盟主，並以長林寺為據點展開秘密反抗活動鬥爭。另一說則是為首

的張耍與其他義士結盟為十八兄弟會，組織天地會，以「萬」為姓，以反清復明

為宗旨進行活動。 

    長林寺依山而建，坐北向南，由門樓、兩廊、天井、大殿和東西兩廂組成。

以天地會相關的紀錄包括長林寺碑、重建長林寺碑、兩對石柱楹聯及一塊刻有「永

曆陸年（1652）孟夏輪山盧若驥為化蓮堂，長林寺開山住持僧道宗立」木匾。  

    湯毓賢（2003：68）援引「長林寺記」一碑記載，指長林寺自順治十年癸巳

（永曆七年、16531）開始創建，次年（永曆八年）甲午歲建成。，創建人為道

宗和尚，拓基者為「藩府」鄭成功，緣首為鄭部大將「永安伯」黃廷，另有黃山、

張進、萬禮、洪旭、蔡祿、林勝、餘新等 20 位將領列名捐資，由此可見長林寺

與鄭成功大將及道宗之關係密切。另外，《長林寺弟子報恩題名誌》也記載倡建

者與捐助者包括：張子可、張捷、江奇金、張子強、張木、口賓龍、曾宸彰、廖

栽嘮、連任廷、蔡口口、吳珍、高同、廖統、廖真、李助、林承助、張蒼坤、馮

既藍、廖孔、張助、口金人、張守江、江權、江雲淵、江豫申、寧志定、吳一瀕、

葉北漢、葉自、李唐之、李口足、李欒、葉真誠、陳志業、江口旺、江太口、江

奐庭、口口、陳建利、張南信、朱興昌、葛仁、張海燕、蔡尚弼、口口苑、廖逢

春（口者，為字體無法辨識）。（湯毓賢 2003：69） 

    2014 年年底，曾舉辦紀念長林寺建寺 360 周年座談會，與會人士提出「振

興長林寺，讓長林寺走向世界」之構想。 

 

（3）鎮龍庵 

位於霞葛鎮庄溪村，興建於明萬曆十二年（1584），根據《詔安縣志》記載，

該庵自 1996 年起轉為主祀五顯大帝兼祀佛像的地頭廟。 

鎮龍庵崇祀五顯大帝與佛祖、關聖帝君、十八羅漢等。 

據稱，「反清復明」的十八兄弟會以鎮龍庵為起義據點之一，因此臺灣洪門

總會或洪門研究專家曾前來此處考察。 

    鎮龍庵依據周易兩儀八卦原理構建而成，形似八卦，因亭閣合一、塔庵一體

的形式，又稱塔化庵。鎮龍庵保留不少歷代碑碣與文物，不過 2006 年一場大水

災中損失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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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五通宮 

    位於霞葛鎮五通村，始建於明永樂元年（1403），目前為詔安縣級文物保護

單位。 

    五通宮主祀「華光菩薩」（或稱「華光天王」），即俗稱之「五顯大帝」。五通

宮是不少臺灣五通宮或五顯大帝神明的祖廟，近數十年來，五十幾間寺廟前來尋

根、謁祖或進香。2012 年 12 月 29 日舉辦首屆海峽兩岸五顯大帝文化交流會，至

今閩臺兩地交流不斷。 

    五通宮坐落五通村雞籠山下東溪河畔，寺廟坐南朝北，保持明朝空間建築式

樣。重要文物包括明大學士黃道周親筆題寫的「正位居體」橫匾。據稱，此廟也

是天地會成員集合、議事之處，西廂房設有通隱室，據稱可連接至天地會在山上

的據地，供逃脫之用。有一神主牌應紀念天地會十八兄弟會的黃進。至今，長者

仍記得一些天地會相關之故事，中國天地會研究學者來訪時，亦是邀請五通宮之

耆老協助探勘山上的據點，據稱仍留有一些遺跡。 

    每年農曆九月廿八日為五顯大帝聖誕，詔安縣人民政府協助辦理「五顯大帝

文化節」，是五通村最重要的節日，不少臺灣寺廟亦前往交流。五通宮目前整修

中，所有神尊暫時置於左側廂房。 

 

（5）鳳山報國寺： 

    位於深橋鎮橋東鎮鳳山嶺上，始建於明萬曆三十七年（1610），時任知縣鄭

化麟應邑紳沈鈇之請求而興建。 

    鳳山報國寺的重要性，在於釋道宗（佛教香花宗祖師及天地會十八兄弟會之

領導者之一）墓塔。 

《詔安縣志》指出：清康熙十三年(1674 年)由道宗和尚萬云龍創立天地會，

道宗坐鎮鳳山報國寺，以住持僧身份為掩護，指揮天地會的秘密網絡，開展反清

活動。復於康熙二十年(1681 年)前後，創建香花僧宗派。該宗派「佛事以香花」

為本，有一套獨特的活動方式。鳳山報國寺香花宗僧人、民國時法師澤安抄《古

來寺贊》，後被國家社會科學宗教所研究員羅炤教授命名為《香花僧秘典》，故以

香花僧宗派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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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姓氏部分 

    由文獻可知，天地會重要成員組成十八兄弟會，他們化異姓為同姓，欲「以

萬人同心，以萬為姓」，建立一支民間武力組織。為首者，一說為萬里，另一說

則為釋道宗，不管是哪一位，兩人皆與張廖姓有關，並同為雲霄西林和尚塘張氏

二房六世張再輝派下。 

    萬禮（1612-1659），生於平和縣琯溪，乳名張耍（一說為張要、張禮），字春

宇，後改稱萬禮（亦稱萬一、萬大、萬九澤）。家貧，其母早亡，幼年時被詔安

縣二都官陂富商張子可收為養子，自小練拳習武，廣交朋友。組成天地會後，受

鄭成功招撫，萬禮、郭義、蔡祿等率部數千名降鄭，萬禮授為戎旗鎮親隨協將。

順治十六年，萬禮隨鄭成功攻打南京時溺水而死，初祀廈門忠臣廟（昭忠祠）。

鄭成功後來撤出其神主牌，並將原駐守於銅山的萬二蔡祿、萬七郭義等師調往臺

灣，釋道宗盛怒下遂策動蔡祿、郭義倒戈投靠清軍，即為「銅山之變」，蔡、郭

後分別出任清廷河南、廣西總兵官。 

    釋道宗，為萬禮之堂弟，在十八兄弟會中排行第五，故稱萬五道宗。俗姓張，

本名不詳，有一說其名為雲龍。年少外出學佛，修文習武。明崇禎四年（1631）
曾應邀至白塔龍湫岩任住持僧，八年到五都（銅山）改建興教寺舊址為初來寺，

十二年（1639）駐錫金門太文岩。後與其堂兄張耍創建「萬姓集團」，踞守於馬

坑和黎壁石一帶。清順治八年（南明永曆五年、1651）住居銅山九仙岩。九年在

詔安官陂九甲興建長林寺「化蓮堂」，自稱「長林寺開山住持僧」，同時擔任萬禮

及鄭軍之軍師。十年應萬禮之請，在雲霄修建小隱寺（又稱經堂）。該年底回九

甲擴建長林寺，並得到鄭成功及其部將的助緣，故有長林二碑之記載。順治十二

年應鄭之邀，前往廈門萬石岩附近的碧蓮寺。後因萬禮神主牌遭撤事件，憤而與

鄭成功斷絕往來。（湯毓賢 2003：70） 

    萬禮與釋道宗同出於張再輝一脈。張再輝，乳名願仔，雲霄西林張氏二房六

世，張氏十三世孫。宣德七年（1432）轉往詔安官陂，設館教書，後入贅廖三九

郎家，遂成為當地張廖二姓始祖。 

    收養萬禮的詔安縣二都官陂富商張子可，是張願仔公第八代孫玉泉公的第三

子，其故居即今日之詔安縣官陂二都新坎村的際雲樓（際雲堂），也是萬禮的故

居。據稱，馬坑崇福樓為萬禮主要活動的地方。 

 

元子公（一世）─友來公（二世）─永安公（三世）─元志公（四世）─道

文公（五世）─日享公（六世）─大佐公（七世）─玉泉公（八世）─子可

公（九世）─張耍（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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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張姓宗祠 

◆官陂鎮光亮村 

    建於清乾隆十四年（1749），供奉始祖廖三九郎公及正祖張元子公，目前為

全球張廖姓之祖廟。1989 年 11 月 6 日，臺灣張廖姓後人廖萬權、廖源郎首次回

鄉祭祖，而後裔孫捐資修建祖廟、神龕。 

 

◆官陂鎮光亮村際雲樓（堂） 

    為子可公與萬禮故居。萬禮有無後代，今已無從得知，此樓後裔指出，在重

整族譜時，發現十一至十四世的資料付之闕如，他們猜測應是參與天地會，後逃

往臺灣，原鄉親人害怕受到牽累，也不留下其相關資料。此樓張姓長者仍記得一

些天地會相關故事，如萬姓集團在山上的活動範圍、進攻東山之事件、稱萬姓集

團為「（老）萬賊」…等。 

    際雲樓前豎立有旗桿，據言面向長林寺，天地會研究專家稱應為「招魂幡」。

正門樓設有觀音娘娘坐殿，是由長林寺引來的香火。 

 

◆雲霄縣火田鎮西林村和尚塘，被視為張廖之原籍地，至今仍有張氏家廟，據官

陂張姓描述，2017 年曾前往雲霄西林祭祖，人數眾多，讓西林張姓甚為感動。 

 

（2）黃姓 

    相較於張姓，黃姓對天地會事件所知甚少，但口耳相傳下，少數長者仍知天

地會集團過去盤據的山頭。不過，霞葛鎮五通村的五通宮，保留不少歷史證物。 

 

（3）其他姓氏：鍾姓 

    為理解其他姓氏對天地會的記憶，此次也調查官陂鎮下官村鍾姓的埤頭聚落。

當地人所知甚少，聚落中崇祀伏魔公（神像已失）、關聖帝君的寺廟及觀音殿。

另前往深橋鎮港頭村鍾姓聚落，調查紀子爺公廟（供奉紀子爺公、伏魔公、玄天

上帝、土地公、土地婆）、鍾氏宗祠華盛堂，也查無天地會相關資訊。 

 

3、其他：香花僧宗派 

由於天地會首領之一道宗和尚的關係，其主持或居住的寺廟如長林寺、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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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國寺、鎮龍庵等，都是作為掩護其萬姓集團身份的掩護，也是其擴張秘密網絡

的基礎。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宗教所研究員羅炤教授指出，道宗和尚於康熙二十年

（1681）前後，創建香花僧宗派，其「佛事以香花」為本，形成一套獨特的行式，

民國時期所發現的《古來寺贊》，被羅炤教授命名為《香花僧秘典》。 

反清活動時期，天地會成員扮成香花僧，可吃葷、娶妻生子。後來因人數眾

多，寺院庵堂無法容納，便把他們安置到各種民間廟宇，如關帝廟、媽祖廟、玄

天上帝廟、開漳聖王廟等，既是廟祝也是和尚，讓香花僧宗派勢力大增，甚至往

閩南、粵東、贛南發展，轉變成宗教活動，承攬亡靈超度、安宅、治病、消災、

祈福…等，深入民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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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關於天地會相關記憶，地方所知甚少，所幸歷史文獻中曾記載天地會重要人

物和活動地點，因此可循線找出一些相關地點。 

（一）關於天地會相關資訊，雖然在中國引起不少關注，但流傳在民間社會

的記憶（如相關事件、人物、地點）越來越薄弱，在張廖姓氏家族的記憶中，

由於其祖先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保存情況稍微好一些。 

（二）由於天地會首領之一道宗和尚的關係，宗教信仰扮演掩護的角色，但

隨著時間推移，事件逐漸為人遺忘，但與之相關的宗教信仰、寺廟或宗教活

動被保存下來，甚至轉化成宗教信仰。 

（三）天地會或其他（例家族的、宗教的、土樓的）相關史蹟保存狀況不佳，

且在過去獲不當修復，影響研究者從中判讀資訊。如霞葛鎮庄溪村鎮龍庵、

五通村五通宮、官陂鎮萬古廟、埤頭（鍾姓聚落）…等，一些匾額或碑碣重

新翻修後，很難再判讀原有的資訊內容。 

（四）地方或家族對過去的歷史逐漸出現記憶斷層，中年世代以下幾乎已不

知道過去曾發生影響甚鉅的歷史事件或重要的歷史人物，甚至對於存在的史

蹟如寺廟、碑碣…等，也未主動進行了解。 

（五）天地會研究存在於學術領域，學者所調查研究之成果，可惜未能回饋

地方。例如，此次前往詔安縣調查時，在當地找不到相關之學者論著。 

（六）比對臺閩兩地詔安客，目前較能確定的是：1、張廖姓大量移墾臺灣

與天地會有關連；2、雲林縣西螺、二崙及崙背地區的香花僧與天地會傳統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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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一）天地會事件對當地人重要的影響之一，是人群為躲避官方追討，而選

擇渡海來臺，特別是為首的張廖姓，大量移往臺灣。不過，天地會相關事蹟

卻很難在詔安客集中區域─雲林縣西螺、二崙及崙背地區找到相關連結，應

是受限調查研究的時間與規模，未來應持續探研，以確定詔安客移居臺灣的

歷史證據。 

（二）張廖姓與天地會關係密切，天地會十八兄弟會中又以張廖姓具決定性

的影響力，在臺灣張廖姓的源流中，發現不少日享公（六世）─大佐公（七

世）─子可公（九世）的派下，若能清楚掌握其裔孫移墾臺灣的發展歷史，

相信更能說明天地會與臺灣、詔安客的關係。 

（三）香花僧與其操演的喪葬儀式是目前較為確定與天地會歷史有關的傳統，

但它如何在與原鄉斷絕關係後，持續發展成雲林詔安客的獨特傳統，需要投

入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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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萬古廟神龕與神明 鎮龍庵擁有不少具歷史價值的碑碣 

 

 

香花僧正進行法事 明代修建之官墟城之城門 

  

五通宮五顯大帝 五通宮黃道周落款的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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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雲樓與招魂幡 際雲樓後裔敘述長林寺相關故事 

 

 

釋道宗之墓塔 鳳山報國寺 

 

 

張廖家廟禋成堂祖先神龕 張廖家廟禋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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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石碑成為踏腳石 張廖家廟禋成堂祖牌形式 

 

 

鍾姓所崇祀之伏魔公 鍾姓宗祠華盛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