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覆鼎金保安宮踏查活動學習單 
                               學號:1108103001     姓名:方科權 

 

 

 
1.關於「覆鼎金」地名的由來，台灣府誌云：「方言謂釜為鼎，山圓淨如釜之覆。」從文句

中可知，文人欲描述眼前之景，常採用身邊熟悉的器物去敘述，如用釜鼎倒蓋之形狀眼前山

丘之景。這樣文學筆法，增添了想像的浪漫情懷，這也是文字的力量。請試用相同筆法描述

此次踏查區域中任一引起你/妳注意的事物。（100-150字） 

 

保安宮正殿門口的石柱，有如神話故事中的擎天柱般，擁有重

要的使命跟意義，它不只是建築的一部分，更是撐起這偉大的

建築的重要基底，上面的龍形浮雕石像，不單單只是一種裝

飾，更是有寓意性質的，就像是在保護著石柱而圍繞著它，就

像天界的大門，由龍守著，也跟所有神話故事一樣，龍是守門

的象徵，更代表尊貴跟端莊的氣息。 

 

 

 

 

 

 

 

2.在神明與靈氛交合的神祕氣息中，我們試著觀照「人」的神情，如「雲中君」中，「人」

無盡的思念，「湘君」中，「人」深情的追慕守望、「湘夫人」中，「人」悠長的等候，那

些「人」對神明與萬物的追慕念想，成為〈九歌〉中另一重風景，展現人同情共感於神祇、

萬物的的深摯親密。在保安宮廟宇導覽中，你覺得「人」在此場域中是什麼樣的存在？ 

（100-150字） 

 

我覺得「人」在保安宮，是一個虔誠的象徵跟存

在，因為神給於人們情感跟慰藉還有心安理得地

作用，所以前往保安宮的人都是帶著尊敬的心。

而人在此場域象徵的就是香火鼎盛的傳承，承如

上所述，因為人們的尊敬，人們才會聚集在此，

長久以來也成為人們祈福、朝聖的寶地，此就是

人在此場域的存在。 

 

 

 

 

 

 



3.「西王母」從先秦神話的獸形到漢魏神仙的形象轉變： 

〈西山經〉：「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海內北經〉：「西王母梯幾而戴勝。有三青鳥為取食」                                

〈大漠西經〉：「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                         

〈漢武內傳〉所述：「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 

在這次的保安宮踏查中，你/妳發現何種人事物（現象情況）也有類似的「變化歷程」？ 

（150-200字） 

 

以上西王母的傳說

是從一開始為半獸

半人的妖，最後成

為吉仙。這種轉變

就如同從荒涼轉變

成鼎盛或是轉好。

這個現象我覺得能

套用在保安宮的歷

史上來看。因為早

期的保安宮，在還

沒今天的規模時還

只是一間小廟，香

火也沒那麼鼎盛，

是一直到後期，覆

鼎金活躍了起來，信仰人口大增，讓保安宮香火鼎盛，但是卻因為位置不好，擠在菜

市場跟小巷間。是在後來里民們的努力下，讓新的保安宮能在靠山靠水的金獅湖重

建。不只規模更大更富麗堂皇，更是大幅增加信仰跟拜訪人口，就像西王母一樣，發

揚光大，在歷史上留下屬於自己的篇章。 

 

 



覆鼎金保安宮踏查活動學習單 

                               學號: 1108103002  姓名： 何姿錡       

1.關於「覆鼎金」地名的由來，台灣府誌云：「方言謂釜為鼎，山圓淨如釜之覆。」從文句中

可知，文人欲描述眼前之景，常採用身邊熟悉的器物去敘述，如用釜鼎倒蓋之形狀眼前山丘

之景。這樣文學筆法，增添了想像的浪漫情懷，這也是文字的力量。請試用相同筆法描述此

次踏查區域中任一引起你/妳注意的事物。（100-150字） 

 

 

2.在神明與靈氛交合的神祕氣息中，我們試著觀照「人」的神情，如「雲中君」中，「人」無

盡的思念，「湘君」中，「人」深情的追慕守望、「湘夫人」中，「人」悠長的等候，那些「人」

對神明與萬物的追慕念想，成為〈九歌〉中另一重風景，展現人同情共感於神祇、萬物的的

深摯親密。在保安宮廟宇導覽中，你覺得「人」在此場域中是什麼樣的存在？（100-150字） 

 

我認為人在這個場域中就像太

陽花，因為我們總是向著廟宇，

也就是太陽，去尋求慰藉、找尋

答案、祈求平安。它對我們的生

活至關重要，是脆弱時的心靈慰

藉，也是茫然時的一盞明燈，就

像太陽一樣，總會在無助的時刻，

給人們帶來滿滿的正能量! 

天花板的鑿頂設計是鮮少人會注意

到的地方，但只要一抬頭，相信沒

有人不會被他的設計給震懾住。 

 

如左圖所示，第一眼看見就覺得這

天花板的設計很像一個沒有盡頭的

海底漩渦，爾後，具解說員介紹才

知道，原來上面刻的是各種海底動

物及神將，這是因為廟裡大多裝飾

雕刻都是木製，非常怕火，因此有

了這個設計來鎮壓火災。 



3.「西王母」從先秦神話的獸形到漢魏神仙的形象轉變： 

〈西山經〉：「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海內北經〉：「西王母梯幾而戴勝。有三青鳥為取食」                               

〈大漠西經〉：「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                        

〈漢武內傳〉所述：「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在這

次的保安宮踏查中，你/妳發現何種人事物（現象情況）也有類似的「變化歷程」？（150-

200字） 

 

從舉例中可以發現，同樣是西王母，但祂從先秦到漢魏的外表形象卻有了很大的轉變，

從原本的獸人形象加殘暴面的描述，到後面的天姿掩藹、容顏絕世，讓我不禁猜想是

不是古人對於神仙外表特徵的認知有改變呢? 回到主題，在這次的踏查中我發現保安

宮自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一間暫奉太子爺的小廟，到光緒年間改建公厝，接著

二次世界大戰後又經歷了重建及整修，最後成為了這樣一座內部木雕工藝精緻華麗、

外部形象典雅氣派的覆鼎金保安宮。 

   

 

↑內部設計: 中間挑高的設計使大殿空間感十

足，精緻細膩的木雕設計也使保安宮內部顯得更

加華麗且有特色。 

↑任何細節都不放過!上

圖為供桌左邊桌腳內部的

設計。 



覆鼎金保安宮踏查活動學習單 

                               學號:1108103003 姓名：洪意雯 

1. 關於「覆鼎金」地名的由來，台灣府誌云：「方言謂釜為鼎，山圓淨如釜之覆。」從文句

中可知，文人欲描述眼前之景，常採用身邊熟悉的器物去敘述，如用釜鼎倒蓋之形狀眼前

山丘之景。這樣文學筆法，增添了想像的浪漫情懷，這也是文字的力量。請試用相同筆法

描述此次踏查區域中任一引起你/妳注意的事物。（100-150字） 

 

此次踏查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保安宮對於建築物天

花板別出心裁的設計，如左圖即為宴會廳之天花板，以

棋盤式的形式呈現出一格又一格的吉祥物繪圖，如鶴、

龍等，彷彿一個個排列整齊的精美古典相框，讓參訪者

除了能環顧四周精美雕刻，更能抬起頭欣賞優美的繪

畫。 

 

 

2.在神明與靈氛交合的神祕氣息中，我們試著觀照「人」的神情，如「雲中君」中，「人」無

盡的思念，「湘君」中，「人」深情的追慕孚望、「湘夫人」中，「人」悠長的等候，那些「人」

對神明與萬物的追慕念想，成為〈九歌〉中另一重風景，展現人同情共感於神祇、萬物的的

深摯親密。在保安宮廟孙導覽中，你覺得「人」在此場域中是什麼樣的存在？（100-150字） 

 

看著同學虔誠參拜並不斷嘗試擲出聖筊的模樣，讓我覺得

人在神祇面前除了感到莊重、敬畏之外，更能夠敞開心胸

對神明訴說一切平時可能不會與他人分享的心事、煩惱與

困難，因此會感到放鬆、平靜。並且，人們透過抽籤詩、

擲筊等信仰儀式與神明溝通，將感受到神明此刻正在看顧

著自己，也會產生安全感。 

 

 

 

 

 

 



3.「西王母」從先秦神話的獸形到漢魏神以的形象轉變： 

〈西山經〉：「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海內北經〉：「西

王母梯幾而戴勝。有三青鳥為取食」〈大漠西經〉：「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

王母。」〈漢武內傳〉所述：「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

在這次的保安宮踏查中，你/妳發現何種人事物（現象情況）也有類似的「變化歷程」？（150-200

字） 

保安宮內的中壇元帥又名為哪吒，在神話故事中英勇

善戰，驅邪除惡，是頂天立地的少年英雄。不過哪吒

這個名字原本不屬於中國本土，而是印度佛教當中的

一神尊稱，唐代時隨著佛經的傳入，才與本土文化互

相結合。到了南宋時期，哪吒成了中國的本土神，而

明代神魔傳說盛行，哪吒逐漸成為了道教的正神，並

演變成了孩童形象和李靖成為了父子關係。值得一提

的是，《封神演義》中所描述的哪吒具有三頭八臂，

而《西遊記》中的哪吒則具有三頭六臂的神通。 

 

 

 

 



  

 

覆鼎金保安宮 
人與神祉的交流 

本宮位於覆鼎金，覆鼎金地名

之由來，據稱係今鼎金中街後 

方，有一東西長，南北短，面

積約有半公頃左右之小丘，表

面圓滑而宛如盛金之釜，覆蓋

於地表，故名覆鼎金山 
      

 

 



覆鼎金保安宮踏查活動學習單 

                               學號: 1108103004  姓名： 吳瑛瑜   

1.關於「覆鼎金」地名的由來，台灣府誌云：「方言謂釜為鼎，山圓淨如釜之覆。」從文句中

可知，文人欲描述眼前之景，常採用身邊熟悉的器物去敘述，如用釜鼎倒蓋之形狀眼前山丘

之景。這樣文學筆法，增添了想像的浪漫情懷，這也是文字的力量。請試用相同筆法描述此

次踏查區域中任一引起你/妳注意的事物。（100-150字） 

 

聽廟方的解說，才知道原來大廳內還藏有玄機。這個不

起眼、甚至很少有人會特地抬頭看的「藻井」，裡頭的

雕刻物大部分都是海生生物，是為了取個好彩頭，因為

水克火，而廟宇最怕的便是遇到大火，因此將海生生物

刻在其中，象徵這塊是無邊無際的大海，即使遇到火勢

也能迅速撲滅。 

 

 

2.在神明與靈氛交合的神祕氣息中，我們試著觀照「人」的神情，如「雲中君」中，「人」無

盡的思念，「湘君」中，「人」深情的追慕守望、「湘夫人」中，「人」悠長的等候，那些「人」

對神明與萬物的追慕念想，成為〈九歌〉中另一重風景，展現人同情共感於神祇、萬物的的

深摯親密。在保安宮廟宇導覽中，你覺得「人」在此場域中是什麼樣的存在？（100-150字） 

 

東方傳統文化中，神祇在平凡老百姓心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即使再鐵齒的人，也多少會對將

自身情感寄託在神靈上。 

有所信奉，或是有所求的信徒們，聚集於此尋求內心的平靜。我想，這就是「信任」，對神明

們的相信，更是藉由與神明的對話，來疏通內心的不安與對於茫茫無際未來的期許。 

 



3.「西王母」從先秦神話的獸形到漢魏神仙的形象轉變： 

〈西山經〉：「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海內北經〉：「西王母梯幾而戴勝。有三青鳥為取食」                               

〈大漠西經〉：「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                        

〈漢武內傳〉所述：「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在這

次的保安宮踏查中，你/妳發現何種人事物（現象情況）也有類似的「變化歷程」？（150-

200字） 

 清咸豐年間（公元一八五一～一八六一年）：先民迎奉太子爺公（中壇元帥）神像至金獅

湖畔定居結社，未建廟，僅以草舍供奉。 

 光緒年間：始改建公厝，「太子爺廟」光緒九年林源和大德重修，請示太子爺公命名「保

安宮」，俗稱「覆鼎金廟」。 

 民國年間：民國四十一年梅月（四月）開始重建，擇地鼎金中街 和天祥一路交叉口之

三角窗地段（舊廟已於民國八十七年拆除改建市場店舖）。 

 民國七十七年荔月（六月）吉日動土興建，擇地金獅湖畔坐北向南建坪六百餘坪。 

 

保安宮的興建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心力與財力，也是由於先人的努力，我們如今才能看到這麼

壯觀宏偉的廟宇。我認為，廟宇是最能顯示古老東方的特色，不只是人民的信仰，同時大廳

內的雕刻、隱含的意義，都充滿著藝術與豐富的文化。每一幅牆上的石畫，都代表著一個故

事，裡頭都有發人省思的涵義。 

 



覆鼎金保安宮踏查活動學習單 

                               學號:1108103005  姓名：王佳玲 

1. 關於「覆鼎金」地名的由來，台灣府誌云：「方言謂釜為鼎，山圓淨如釜之覆。」從文句中

可知，文人欲描述眼前之景，常採用身邊熟悉的器物去敘述，如用釜鼎倒蓋之形狀眼前山

丘之景。這樣文學筆法，增添了想像的浪漫情懷，這也是文字的力量。請試用相同筆法描

述此次踏查區域中任一引起你/妳注意的事物。（100-150字） 

 

根據程大昌著的《演繁露․卜教》記載，古人以蚌殼作

為貨幣，也會用兩片蚌殼當作占卜工具以求吉凶，當時稱為

「杯珓」， 因為蚌殼像杯子一樣可以盛水，珓的發音和「教」

類似，表示借用杯珓的仰俯，來傳達神佛意志以教示人們，

故使用「珓」這個字。 

也因為杯珓的易普及性，逐漸演變為廟宇宗祠皆使用杯珓向神明溝通。但因蚌殼易碎，後漢

人們將杯珓改成木製或竹製，便成為現今通用的「杯筊」。 

資料來源: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0206/643813.htm#ixzz65EBWf8BW 

圖片來源: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6%93%B2%E7%AD%8A 

 

2.在神明與靈氛交合的神祕氣息中，我們試著觀照「人」的神情，如「雲中君」中，「人」無

盡的思念，「湘君」中，「人」深情的追慕守望、「湘夫人」中，「人」悠長的等候，那些「人」

對神明與萬物的追慕念想，成為〈九歌〉中另一重風景，展現人同情共感於神祇、萬物的的

深摯親密。在保安宮廟宇導覽中，你覺得「人」在此場域中是什麼樣的存在？（100-150字） 

 

在這次的保安宮踏查活動中，我觀察到

在廟宇中來往的人有信徒、廟公廟婆和幫忙

的志工。可以發現通常來到廟裡拜拜的人會

是一家人一同前來，為的是獲得上天的保佑，

真切盼望一切平安，事事順遂，這也讓我感受

到神明和我們的連結是如此的緊密不分，一

家大小一起來拜拜的溫馨畫面，那各個虔誠

的神情，以及神明默默地庇佑著我們的那份

感謝與感動!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0206/643813.htm#ixzz65EBWf8BW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6%93%B2%E7%AD%8A


3.「西王母」從先秦神話的獸形到漢魏神仙的形象轉變： 

〈西山經〉：「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海內北經〉：「西王母梯幾而戴勝。有三青鳥為取食」                               

〈大漠西經〉：「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                        

〈漢武內傳〉所述：「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在這

次的保安宮踏查中，你/妳發現何種人事物（現象情況）也有類似的「變化歷程」？（150-

200字） 

在這次的保安宮踏查中，我觀察到了香爐上線香的變化，使我有種特別的感觸。

現場認真祈福的人們手持著點燃的線香，在心裡默想著心願，而燃燒線香所產生的煙

隨風飄散，這是我們和神明之間的一種溝通方式，心願隨著散發出來的煙傳送給神明

知曉。不斷往上飄散的煙也給予人們充滿希望的象徵，期待能夠如願以償，一直到香

爐中的線香燒盡。每每從寺廟回來也總有那特別的氣味使人感到特別安心、受到庇護。 

 

 

 

 

 



覆鼎金保安宮踏查活動學習單 

                               學號: 1108103006 姓名：   粘慧心    

1. 關於「覆鼎金」地名的由來，台灣府誌云：「方言謂釜為鼎，山圓淨如釜之覆。」從文句中

可知，文人欲描述眼前之景，常採用身邊熟悉的器物去敘述，如用釜鼎倒蓋之形狀眼前山

丘之景。這樣文學筆法，增添了想像的浪漫情懷，這也是文字的力量。請試用相同筆法描

述此次踏查區域中任一引起你/妳注意的事物。（100-150字） 

 

  我們的踏查之旅一開始，先到了位在保安宮一樓內部的宴會廳，空間相當寬敞，猶如中

國古代歷史時代下所出現的宴客場所，屋頂由眾多象徵吉祥的龍鳳四方形圖騰所建構，由前

門至後門的中央兩側，都佇立著圓厚鮮豔的大紅柱，也因屋頂距離地板相當近，大紅柱便像

是承受著千兩重，扛起它所應當做的，支撐起保安宮，給予人們空間和自由，能夠來到此地

尋求心靈上的慰藉。  

 

  
 

 

2.在神明與靈氛交合的神祕氣息中，我們試著觀照「人」的神情，如「雲中君」中，「人」無

盡的思念，「湘君」中，「人」深情的追慕守望、「湘夫人」中，「人」悠長的等候，那些「人」

對神明與萬物的追慕念想，成為〈九歌〉中另一重風景，展現人同情共感於神祇、萬物的的

深摯親密。在保安宮廟宇導覽中，你覺得「人」在此場域中是什麼樣的存在？（100-150字） 

 

  常聽人說，天人合一、天人相應，我想，這是代表著人和神祇那密不可分、靈性充滿的

一種狀態，當我們進到保安宮大殿時，便立刻被那丹楹刻桷、氣勢磅礡的場景所渲染，這如

此浩大珍貴的寶藏，是連接著天上祝福和地下祈禱的神聖場域，神祇和人們都不可缺少，我

們人的存在使廟宇更充滿生氣、能量，再加上我們所不能見的超自然能量，才得以使今日的

保安宮川流不息。 



 

3.「西王母」從先秦神話的獸形到漢魏神仙的形象轉變： 

〈西山經〉：「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海內北經〉：「西王母梯幾而戴勝。有三青鳥為取食」                               

〈大漠西經〉：「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                        

〈漢武內傳〉所述：「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在這

次的保安宮踏查中，你/妳發現何種人事物（現象情況）也有類似的「變化歷程」？（150-

200字） 

   保安宮正殿的中間神像為中壇元帥，中壇元帥是哪吒的職稱，是民間宗教

裡五營兵將的主帥，所謂的五營兵將，最簡單的意思是由鬼神組成的軍隊，它們

負責守護廟宇所在地域的廟宇、民眾，聽候法術、儀式專家的差遣，以驅逐地方邪

崇。最早哪吒在佛經裡出現，原是一種文學比喻，就由天神喜獲麟兒哪吒的情景，

展現佛陀之父得子的喜悅，但經過文化、歷史時代的演變下，據說哪吒因為腳踏

風火輪，象徵敏捷的移動，成為了台灣許多職業駕駛的守護神，駕駛們會在車上

放置一小尊神像，以祈求三太子保佑行車順利和平安。 

 



 

 



覆鼎金保安宮踏查活動學習單 

                               學號: 1108103007 姓名： 鄭凱云  

1. 關於「覆鼎金」地名的由來，台灣府誌云：「方言謂釜為鼎，山圓淨如釜之覆。」從文句中

可知，文人欲描述眼前之景，常採用身邊熟悉的器物去敘述，如用釜鼎倒蓋之形狀眼前山

丘之景。這樣文學筆法，增添了想像的浪漫情懷，這也是文字的力量。請試用相同筆法描

述此次踏查區域中任一引起你/妳注意的事物。（100-150字） 

       

  在此次參訪中我覺得最特別的是天花板中央的八卦形鑿井，廟裡的建築材料多為木頭，但

宮廟裡需要點香、點蠟燭，因此火源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如此一來其實也隱藏了不少燃燒、

發生火災的危機，而那個凹槽上雕刻了許多水中生物，象徵壓制火苗的產生，就像一個罩子

一樣保護著整座廟宇。  

 

2. 在神明與靈氛交合的神祕氣息中，我們試著觀照「人」的神情，如「雲中君」中，「人」無

盡的思念，「湘君」中，「人」深情的追慕守望、「湘夫人」中，「人」悠長的等候，那些「人」

對神明與萬物的追慕念想，成為〈九歌〉中另一重風景，展現人同情共感於神祇、萬物的

的深摯親密。在保安宮廟宇導覽中，你覺得「人」在此場域中是什麼樣的存在？（100-150

字） 

  人和神的關係密不可分，神明對信眾來說是重要的存在，是心靈的寄託，而正因為如此，

廟宇的存在與運作和人就有極大的關聯，不管是有錢捐錢，幫助修繕建築，亦或是有力出力，

奉獻自己的時間當廟宇志工等等，因此我認為人是宗教信仰及傳統得以流傳延續的重要存在。 



 

3.「西王母」從先秦神話的獸形到漢魏神仙的形象轉變： 

〈西山經〉：「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海內北經〉：「西王母梯幾而戴勝。有三青鳥為取食」                               

〈大漠西經〉：「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                        

〈漢武內傳〉所述：「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在這

次的保安宮踏查中，你/妳發現何種人事物（現象情況）也有類似的「變化歷程」？（150-

200字） 

  在廟方的介紹下對覆鼎金保安宮的歷史多少有了一些了解，從十九世紀中段，覆鼎金居民

在茅舍中供奉中壇元帥開始，到十九世紀後段建廟，再經過重整修建等等，最後才在二十世

紀末，遷址到現在的所在地，從最初僅有一尊神明坐鎮的小茅舍，到現在是一間供奉數位神

明且極具規模的廟宇，雖然建築外觀與地址都有了不少的差異，但我想信徒的心必定是恆久

不變的吧。 

 

 



覆鼎金保安宮踏查活動學習單 

                               學號:1108103009  姓名：顏毓瑩  

1.關於「覆鼎金」地名的由來，台灣府誌云：「方言謂釜為鼎，山圓淨如釜之覆。」從文句中

可知，文人欲描述眼前之景，常採用身邊熟悉的器物去敘述，如用釜鼎倒蓋之形狀眼前山丘

之景。這樣文學筆法，增添了想像的浪漫情懷，這也是文字的力量。請試用相同筆法描述此

次踏查區域中任一引起你/妳注意的事物。（100-150字） 

 

我覺得保安宮裡的香爐外觀就像冠軍獎盃一樣，且意義也如同冠軍獎盃，裡面承載了眾人的

希望、祈求、曙光及心靈寄託，在香爐裡插滿香，將期望付託給神明；人們崇拜冠軍得主，

就如同信眾崇拜神明一樣；另外當你想獲得冠軍獎盃，就得不停付出努力，同理信眾也必須

要很真誠的去祭拜，才能有所結果，心誠則靈；再者想得第一名，得失心不能太重，祭拜也

是，一切皆隨緣，只要真心去祈求，就能得到神明的庇佑。 

 

 

 

 

 

 

 

 

 

 

 

 

 

 

 

 



2.在神明與靈氛交合的神祕氣息中，我們試著觀照「人」的神情，如「雲中君」中，「人」無

盡的思念，「湘君」中，「人」深情的追慕守望、「湘夫人」中，「人」悠長的等候，那些「人」

對神明與萬物的追慕念想，成為〈九歌〉中另一重風景，展現人同情共感於神祇、萬物的的

深摯親密。在保安宮廟宇導覽中，你覺得「人」在此場域中是什麼樣的存在？（100-150字） 

 

信眾與神明的關係是互利共生的，神明需要人們的香火，才能更了解人世間需要什麼幫忙，

香火越鼎盛代表幫忙的人越多，因而能夠升官，人們也需要神明的保佑，有一個心靈可以寄

託的地方，但信眾在此地不僅僅只是提供香火而已，更是文化的傳承，不只是信仰風俗，這

些廟宇建築因為有信眾的捐助，才能有更好的維護，這些精密雕刻藝術是非常需要被傳承保

留，現在有很多技術都快要消失了，如果廟宇再不好好保存，未來後代也無法再看到如此壯

觀的景象，歷史能夠有所留存很大一部分是透過這些工藝作品發掘的。 

 

 

 

 

 

 

 

 

 

 

 



3.「西王母」從先秦神話的獸形到漢魏神仙的形象轉變： 

〈西山經〉：「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海內北經〉：「西王母梯幾而戴勝。有三青鳥為取食」                               

〈大漠西經〉：「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                        

〈漢武內傳〉所述：「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在這

次的保安宮踏查中，你/妳發現何種人事物（現象情況）也有類似的「變化歷程」？（150-

200字） 

覆鼎金保安宮，座落於金獅湖畔，最早時尚未有建廟，僅草茅舍一座，祭拜中壇元

帥，後來才改建成廟，最初舊廟屬於閩南式建築，將近 170 年，但舊廟已經沒了，

因為舊廟有許多處腐朽，再加上經濟繁榮，使原來狹窄空間愈覺擁擠，因此許多人

認為要將廟搬遷到他處，使神明及信眾有更好的環境，以前廟裡面有很多交趾陶、

剪黏藝術等工藝技術，結合很多故事，門神板請是潘麗水大師做的，非常壯麗，雖

說舊廟拆除讓很多精密的工藝作品不見，但是新廟的涵蓋範圍面積更大，當然令人

嘆為觀止的雕刻也非常多，且不管事信眾還是神明都能有更好的環境，雖然不可否

認失去了一些珍貴的作品，但是能讓廟宇煥然一新也並不是甚麼太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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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鼎金保安宮踏查活動學習單 

                             學號: 1108103013   姓名：__何彥妤___ 

1.參訪保安宮時，抬頭看見這一個個紅燈籠，好似一盞盞帶來光明的燈，引領我們走向

正確的方向。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我們或許會遇到很多困難，也會有很多情緒低迷的

時候，而我覺得這些燈籠，就像一個個在旁帶給我們希望及光明的燈，讓我們不再懼怕

黑暗 。 

 

 

 

 

 

 

 

 

 

 

 

 

2.我覺得人對神明的信仰及崇仰使得保安宮有了存在的意義。保安宮給予人們一個寧靜的地

方，讓我們可以將我們心裡想說的話帶給神明，也讓我們能夠藉由一些宗教活動，像是燒香、

擲筊等等，能夠與神明有溝通的橋樑。走在保安宮中能感覺自己的心境變得很平和，每個人

在這個場域中擁有純潔的信仰，將自己心中所想託付給神明，也因此形成了宗教信仰。 

 

 

 

 

 

 

 

 

 



 

3.導覽的過程中，導覽員曾提到保安宮曾經過改建、遷址。原本的土地過於狹窄，而為了服

務日漸增多的信徒因而決定遷址。雖然改了地方，外觀也有很大的改變，但是它的中心概念

是相同的，並沒有改變，仍舊擔任信徒與神明溝通的橋樑，甚至因為更大的場地，可以提供

更多元的服務，原本的舊廟主要服務內容就是讓信徒拜拜，而現在還可提供導覽的服務，讓

更多人可以了解到台灣的宗教。也供奉了更多的神祇，為更多信徒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