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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有阿飄嗎？

一提到「城隍廟」三字，您是否也會聯想到

電視或電影中的恐怖、陰森場景？偶爾經過時，也

會加快腳步或選擇繞路而行，深怕突然被黑白無常

或牛頭、馬面拉進去審判⋯⋯，但真的有那麼可怕

嗎？果真如此，為何「城隍廟」裡的香火會百年不

輟？近年來更多次舉辦了「城隍文化祭」的慶典與

觀光活動？就讓我們以「基隆護國城隍廟」為例，

探訪城隍信仰下的人文與藝術之旅。

好神氣的城隍爺

我國城隍信仰的起源甚早，最早祭祀城隍的

方式是只建土壇，無塑像與廟宇建造，僅由官方進

行，後經歷代演變，成為地方的守護神，並融合道

教經典而成為幽冥世界的審判者。道教雜揉了陰陽

的來世觀，涵蓋冥界系統之神靈，自唐代以後，呈

現出高度的發展，傳統民間信仰遂將城隍推為管

領亡魂之神，亡魂經過城隍審判後才送至冥府。

此時起，人們皆尊信城隍爺是「幽冥界司法警察的

神」，意味著「冥府的」、「靈魂的」城隍法制秩序。

唐代祭祀城隍成為普遍的信仰，有些地方官

員為達目的，也不忘軟硬兼施、恩威並重，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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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微妙的人神互輔作用。五代時，城隍信仰以特

定人氏的人格神方式出現，正式有「城隍王爺」

之稱（簡稱「城隍爺」）與城隍神像之塑造，同時

躋身為國家祀典「正神」之列。正人直臣死後成

為城隍神的觀念於宋代逐漸形成（鄭有土、王賢

淼，
� � � �
，� � � �

），像地方官一樣考試、補缺、交

迭、廢黜等說法加以渲染，城隍神合理化地開始

走向世俗化與人格化。元代時，在京都城隍廟冊

封城隍夫人，城隍夫人及家族約於此時形成。
�

明太祖朱元璋將城隍信仰發展到極致，不但

用王者儀仗迎神像入廟，並將城隍祭祀列入國家

祭典，廣封京都及天下城隍，城隍由地方的守護

神轉變為問案判事的司法神。明太祖藉城隍信仰

為其治民的手段
�
（卓克華，

� � � �
，� � �

），即便

是假神道以求治，卻能突顯整飭官箴與匡正人心

之用意，進而落實世人對陽有法、陰有律、神人

幽冥各職所司及善惡有報等信念，對安定社會秩

序而言，的確有很大的作用呢！清代除了承襲明

朝的制度，另外地方官在每月的初一、十五須前

往城隍廟進香，新上任的地方官在就任前更須齋

宿於城隍廟
	
（卓克華，

� � � �
，� � � 


），在城隍神

前行奉告祭禮後，才可以到衙署就任，城隍之威

權，可是凌駕於陽官之上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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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城隍信仰主要承襲大陸的習俗，明鄭

時期，由陳永華（
� � � � � � � � 


）創建了台灣首座的

城隍廟 —「東寧城隍廟」（
� � � �

年建於今台南赤

崁），清康熙時（西元
� � � �

年起）陸續在新置的府

廳縣治所在地，增設官祀的城隍廟。台灣在清朝統

治的 � � � 年間，共有 � � 座官祀城隍廟，起因於移
民常因生活習慣與宗教信仰差異等因素而引發多達

三十起的重大械鬥，故常透過像城隍爺、關聖帝

君、媽祖等具有「辨善惡正邪」的神明信仰來化解

衝突！其中尤以城隍爺兼治幽冥與陽世的威嚴，最

為人所信服，所收治化的成效也最為顯著。加上在

水災、地震、風災頻仍的台灣，能夠風調雨順、國

泰民安，向來都是官民們對於守護神最大的企盼，

因此在中元設祭，牒告祈請城隍神引領無主的遊魂

回鄉，祈使風平浪靜，便是每年城隍祭典的重要

項目之一。甲午戰爭（
� � � �
）後，台灣割讓給日本

統治（
� � � �

年
�
月），日本人對城隍祭典特別地崇

敬，日人地方首長，每逢城隍年例祀典，皆會親自

參加主祭。台灣光復後，因為宗教信仰開放，創建

的城隍廟便有
� � 座，其中由萬應公廟或大眾爺廟

升格為城隍廟者，約有 � 座，看得出來，城隍信仰
已部分趨向本土化。

勇敢跨進城隍廟

基隆護國城隍廟位於仁愛區忠一路上，大門

山川殿與兩旁的騎樓連接，面對著基隆港。（圖�
）初建於嘉慶廿三年（

� � � � ），後來由當時的仕
紳張尚廉於光緒十三年（

� � � � ）發起捐地擴地興
建，光緒十九年（

� � � �
）由基隆廳向各戶募款一

�
基隆火車站附近緊鄰忠一路的城隍廟外觀（山川殿）。荷蘭概念藝術家霍夫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的療癒系黃色小鴨曾在基隆港的海洋廣場
內展示（

1 2 � 3 - � 1 - 1 � 0 1 2 � . - 3 - 3 �
），面對城隍廟僅一路之隔。（余宥嫺攝）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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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八千元不等所創立
I
（增田福太郎、郭立誠、

高賢治， J K K K ，L M N O ），距今已有 J K P 年歷史了！
農曆八月十六日為主神城隍爺安座大典之紀念

日，農曆三月三日為城隍爺的聖誕千秋。

此城隍廟曾歷經多次的整修，除了最初將廟

前原本民眾休憩納涼的一片草埔地，改為現在的

忠一路，最嚴重的是在二次大戰時，因為受到日

軍的轟炸，導致城隍廟多處損毀，遂於 J K Q P 年重
新整修內後殿，重建的工程由黃龜理大師負責監

製與設計，繼於 J K Q K 年重建後殿一、二樓，安座
城隍夫人及武英殿西秦王爺，即便近年來有部分

整修，大致上保持著二級古蹟的原貌。

寺廟本身涵蓋著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

宗教學、建築學與藝術學等知識的範疇，城隍廟

亦呈現出當地人文的精華，從廟宇中的建築、文

物、匾聯等有形的文物資產，令人感受到宗教信

仰的氛圍，以及文化與藝術的層次。

黃龜理大師本名黃紅嬰（ J K R S T J K K N ，享年 K U
歲），於十四歲時決定以廟宇鑿花雕刻工作為終生

職志，十五歲入台灣漳派大木匠師陳應彬（ J O P Q TJ K Q Q ）門下學鑿花，人稱「龜理司」，創作木雕工
藝近 O R 年，是一位全能的鑿花匠師，作品存在
於全省各地廟宇。他曾被網羅至國立藝專（現為

台灣藝術大學）教授傳統木雕，並獲教育部頒發

首屆薪傳獎，是國家級的重要民族藝師，後人於

S R R J 年在新北市成立了「黃龜理紀念館」，陳列大
師珍貴的木雕創作及文物史料。

由龜理司親自設計、承作及參與之廟宇雕刻

工程可說是不計其數，包括：艋舺龍山寺、林口

竹林山觀音寺、台北關渡宮、三峽清水祖師廟、

淡水祖師廟及基隆城隍廟等等。 J K Q P 年，Q Q 歲
的龜理司承作基隆城隍廟的設計及正殿花部與神

龕，他的木作雕刻不但數量多且技術精湛、內容

豐富，令人歎為觀止！

基隆城隍廟在空間的規劃方面，以進入城隍

廟的「山川殿」、「拜殿」到「正殿」三者連為一

體，「後殿」則採二樓式建築。（圖 S ）前後建築
體因著高低起伏、明暗對比及驚世警語重複的柱

列，營造出莊嚴、肅穆的氣氛。

山川殿從外觀來看，是建築裝飾的重心之一，

楹聯文字：「護國固閭閻十里港門昭赫濯　國家資

教化千 廟貌仰巍峨」、「護斯境佑斯民香火千秋舊

觀初復　國有紀神有赫陰陽一體執法無頗」、「護台

為良知應悟身安彌警惕　國人宜炯戒休教事後悔糊

塗」、「善報惡報遲報速報終須有報　天知地知你知

我知何謂不知」。以上內容即在彰顯城隍爺護國祐

民的神職，以及提醒世人善惡有報的天理。進入廟

內，往外會看到懸掛在山川殿上的大算盤，提醒著

世人要多行善、勿作惡，因為人死後會由城隍爺清

算善惡，警示的意味很濃厚哦！

V W X Y Z
年黃龜理大

師設計之基隆城
隍廟建築設計圖
（ [ Y \ ]

×
] Z \ [ ^ _ ）。

原圖左下方有署
名「海山郡板橋街
港仔嘴二二一番地
設計者／黃龜理」。
（圖片資料來源：
黃龜理作，國立藝
術 學 院、 傳 統 藝
術研究中心編輯
〔

W X X Z
〕，教育部重

要民族藝術傳藝計
畫案．圖鑒類彙整
專輯 [ ：木雕 — 黃
龜理藝師圖稿集，` ` \ Z Y a 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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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老爺不是他？

傳說主祀的城隍爺為清領時期基隆海防廳長

「包容」，因他為官清廉，所以死後被封為基隆的

城隍爺。關於此說法流傳的來源，筆者推測是有

人引用了林衡道先生的調查報告所致。林先生曾

於 J K l P 年 l 月，進行基隆名勝古蹟的調查，在
《台灣勝蹟採訪冊》（ J K l l ）一書中寫到：
城隍廟，位於忠一路七號，創建於清光緒十三

年（ m n n o 年），奉祀護國城隍。相傳：清代基隆
海防廳第七任廳長包容，為人慈善，辦事公正。

歿後，地方官民歌頌其德，建廟奉祀，稱為護國

城隍。（林衡道，p q r r s ）基隆市之勝蹟尚有清道
光時之古砲台、「海門天險」、慶安宮、開漳聖王

廟、城隍廟、顏氏家廟等，⋯⋯名聞全省的戲班

基隆聚樂社，創立於清光緒二年，社址設於城隍

廟內。該社不特歷史悠久，其演技之優，亦早已

博取全省各地戲迷的極大好評。（林衡道，p q r t u ）
由上述文字看來，關於城隍爺這位主角，林

先生以「相傳」二字為清代基隆海防廳第七任廳

長「包容」一事，因廟方本身也沒有任何文件記

錄城隍爺是誰，林先生也無從考證，在後人編著

的一些出版品、網路資訊，甚至基隆市政府官方

也大多沿用此「相傳」之說法。

然而「包容」真的是基隆城隍神嗎？民俗信

仰專家的答案可不一樣哦！約莫在漢代有一位公

正無私的賢官，他死後被玉皇大帝封為「城隍

神」，燮理陰陽之是非因果，並守護冥陽兩界的

眾生，分靈在各地受百姓的供養膜拜。此種封神

之說法，猶如宋代女子林默娘（約生於西元 v s u
年間宋太祖建隆元年）昇天後被封為「媽祖娘

娘」一般，雖有粉面、黑面、金面媽祖或大媽、

二媽、三媽等多種形象或稱謂，所指的都是「林

默娘」一人，只是分靈在各地，由各代不同的匠

師塑造出不同的造像，但我們並不會認為「媽

祖」是許多不同的神；相同的，城隍神雖在各朝

各地也有粉面、黑面等不同形象，但指的都是同

一人被封神才是。w 以上說法提供給大家不一樣
的思考囉！

基隆城隍廟正殿神龕中，鎮殿的神尊為最後方

最高的泥塑粉面城隍爺神像，其前軟身黑面的城隍

爺神像為出巡時的分身，最前方則有數尊較小型的

黑面木造之城隍爺神像分身，神龕內清一色是城隍

爺。面對神龕，可發現神像群的排列方式為：從前

到後採由小到大的漸層之美，整體呈正三角形，讓

正殿看起來更加穩重與莊嚴。（圖 x ）

y
正殿神龕主祀之黑面軟身城隍
爺位居金字塔頂端，亦為出巡
用之分身，最後方最大者則為
鎮殿粉面城隍爺。神龕ㄇ字
型「飛罩」雕有花草及螭虎圖
案，左右兩邊各有一對有龍柱
及瓶花人物木雕。整座廟內所
有神桌上都是梯形長方體金屬
製的香爐，沒有任何的裝飾，
予人簡潔、明快的印象。（余
宥嫺攝）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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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爺神像有黑面與粉面，造型採文官打扮，

穿著官服，臉型溫文，長鬚，飽滿渾圓的額頭、立

體分明的五官、目光低視，雙手合掌於胸前，手掌

奏板，呈現出陽剛與正義之氣，令人不威而慄！但

在公正無私、是非分明的性格裡，其實含蘊著慈悲

救度眾生之心，一如正殿中的楹聯所示：「為善必

昌為善不昌祖宗之餘殃殃盡必昌　為惡必滅為惡不

滅祖宗之餘德德盡必滅」、「惟神則明無慚衾影　夫

微之顯不爽毫釐」、「善報惡報遲報速報終須有報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謂無知」、「舉念時明明白白毋

欺了自己　到頭處是是非非曾放過誰人」、「正勝邪

邪難勝正　人媚神神不媚人」、「作事若違天理必受

陰誅　為人果有良心勿萌邪念」、「善惡分明此地難

通線索　公平審判當年枉用機關」，字字句句猶如

智慧明燈，無不是在教育、警示著世人。

威風凜凜眾將官

城隍爺橫跨陰陽兩界，同時擔任司法與行政

的工作，為能順利執行職務，設有陰陽司公、文

武判官、六司與六將爺（謝皂總、范快總、牛將

軍、馬將軍、枷爺、鎖爺），其中的文、武判官與

「六將爺」即俗稱的「八家將」、「八眾爺」或稱

「家人」，是城隍爺儀衛必備的從屬神。據廟方服

務人員張碧玉女士稱，泥塑仿真人大小的「六將

爺」與「六司官」是在城隍廟重建時，由塑像的

師傅先塑了粗坯，再移置廟中預設的神櫃位置加

以細部塑造成型，最後才加上外面的櫃子。
�

文、武判官是城隍神近隨任事的職神，粉面

的文判官面相斯文，掌司法，負責調查亡靈生前

品德之善惡並做判決書，以及審理有關之案件；

而五官粗獷威嚴、綠面的武判官會在文判官判決

之後，負責執行犯人應得之懲罰。

六司官指的是註祿、註壽、陰陽、速報、

褒善、罰惡六司。註祿司主福祿品第，註壽司決

定夭壽，陰陽司職糾察，速報司顯速果報，褒善

司褒獎善人，罰惡司懲罰惡徒。眾司官們身著官

服，頭戴相帽、圓翅或方翅官帽，並有不同的手

�
陰陽司（左）與日
巡察將軍（右）。
（余宥嫺攝）�
後殿一樓奉祀城隍
夫人及少爺等眷
屬。（余宥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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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簡潔有力，富有性格鮮明、沉穩內斂的形

象，表情刻劃生動，神韻自然大方，紋飾線條流

暢分明、有動態感，在官服上的細部圖案表現

（如：章補與團花之仿繡紋處理技法）也非常精

緻。此六司官泥塑不但形神兼備，線條流暢、厚

實渾圓，靜中含動，能呈現出神像威武嚴正、沉

靜慈悲的特質，作品脫俗，超凡入聖。

二位先鋒官范無救（八爺）與謝必安將軍

（七爺）又稱黑、白無常，主要職責為緝押犯靈

歸案，靖境安民。此二位將軍之神偶也會在城隍

爺遶境時隨同出巡，因此在出巡前幾天，便會先

請出神櫃，置在拜殿中以便準備。

基隆護國城隍廟裡仿真人大小尺寸的泥塑神

將造像，極具藝術價值，優美變化的造型，既莊

嚴，又現代！神將們兩兩一組，於左右兩側對立

排列，不但人物角色鮮活、個性分明，在表現風

格上，有著非常寫實的雕塑技法，像是日、夜遊

巡與牛頭、馬面將軍之兩組造像，除了誇大、令

人震懾的表情與炯炯有神的雙眼外，在手勢、持

物（法器）、盔甲、姿態動勢、肌理質感與造型

設計，以及肌肉與血脈賁張的細部效果發揮得淋

漓盡致，充分表現出力與美的完美結合，精采絕

倫，媲美大師級水準哦！（圖 � ）
城隍夫人與家眷

龜理司於   ¡ � ¡ 年重建後殿時，在一樓奉祀城
隍爺的眷屬，包括泥塑粉面與軟身黑面的城隍夫

人（有婇女二人服侍左右）及城隍少爺。同城隍

爺一般，通常也是由軟身黑面的城隍夫人參與出

巡遶境。

城隍夫人之造像特點為面相溫婉，在清秀的

雙眉下，目光低視、眼神慈悲，秀麗端莊，帶有一

份素雅恬靜的氣質；其兩旁婇女也有著清新脫俗、

聰慧敏捷的氣息；而城隍少爺氣色紅潤，上揚的嘴

角與兩頰的酒窩，看起來笑容可掬。（圖 ¢ ）
此神殿具有相當的輔佐意味，如楹聯所提：

「德配城隍默佑一方黎庶　心同菩薩允宜萬古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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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靈赫扶 碪秉鑑陰陽牖民遷善　神庥普閭里

敬修祀事明德維馨」、「母具慈懷願教黎庶皆為善　

人生惡念寧拜神妃得放寬」、「當下許求思夫人慈

悲似佛　心中應懺悔老爺執法如山」、「慈恩徧境

生民有賴帡幪　懿德相夫邪正無私賞罰」、「懿

德配城隍居帳殿同懸明鏡　慈心如菩薩願蒸民放

下屠刀」、「正邪一念時時記取　善惡兩途細細分

明」，相對於城隍爺的威嚴、剛正，城隍夫人則具

有柔性的勸化特質。

來一齣梨園戲曲

基隆城隍廟後殿二樓武英殿主祀西秦王爺，配

祀馮將軍與李元帥。西秦王爺又稱「西秦尊王」、

「戲神」，俗稱「郎君爺」、「公子爺」、「西秦王」、

「秦王」。戲曲界裡的亂彈、潮州西秦戲與北管福祿

派皆是奉祀「西秦王爺」，而北管西皮派與南管則

奉祀「田都元帥」。至於西秦王爺是何人？像是唐

太宗、唐玄宗、唐玄宗的樂官、後唐莊宗及蜀後主

孟昶等人皆曾被點名，但以唐玄宗為西秦王爺之

說法最被台灣戲曲界所認同。唐玄宗李隆基（̧ ¹ º »¼ ¸ ½ ，即唐明皇）在安史之亂時在秦、蜀之地避難，
故有「西秦王爺」之稱，又因他鍾愛戲曲而在宮中

設置梨園培養優伶，被奉為梨園戲曲之祖師爺、守

護神，在戲曲方面的確是有貢獻的！

神龕中主位的西秦王神像為粉面、蓄長鬚，

眼神愉悅，溫文儒雅，彷彿沉醉於戲曲之中；配

祀關聖帝君神像與呂仙祖神像，左右兩側還有將

軍及笑容可掬的侍者數名。（圖 ¸ ）神殿中的楹聯
刻顯出西秦王爺的神功，以及在音樂藝術方面的

影響：「武德宏揚貴為天子工音律　英風宛在澤沛

人間播管絃」、「黎義文風宏揚聖殿　樂人妙曲雅

奏神宮」、「武德顯東瀛大夏尊崇流澤遠　英雲光

北闕西秦享祀紀功宏」、「弓矢定邦基祥開五代　

笙歌匡世俗業繼三唐」。

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這裡也是名聞全省的

戲班 — 基隆北管社團「聚樂社」的總部哦！所謂

的「北管」就是 ¾ ¼ » ½ ¿ 世紀期間，在台灣與閩南地À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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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所流傳的傳統音樂，北管音樂或借重音樂伴奏的

人聲戲曲，在台灣不但大為流行，而且還延伸出了

「四平」和「亂彈」兩種劇種，「亂彈戲」更影響了

歌仔戲與布袋戲。儘管北管在 ½ ¾ 世紀明顯地沒落
了，但在迎春、迎神、廟會及喪禮等重要活動時，

仍能聽到嗩吶、殼子弦、鑼、鼓等北管樂器所演奏

的正八音、醉八仙、遊將令等北管曲牌。

城隍廟後殿二樓的北管「聚樂社」，自清光緒

二年（ ¾ ¹ ¼ ¸ ）創立迄今，歷史悠久，演技優異，
一度博得全省各地戲迷的好評，配合每年農曆八

月十六日城隍廟所舉行的盛大巡境祀典活動，並

同基隆其他的南北管樂團參與基隆境內諸多神明

的聖誕、遊行遶境或中元節放水燈等民俗活動，

共同見證了基隆傳統音樂與社會發展的歷程。

這裡也有「三國」！

龜理司在廟宇鑿花雕刻方面慣用的裝飾圖

案以人物雕作最多，題材包括了古典章回小說中

的封神演義、三國演義、說唐演義、七俠五義等

故事情節，當龜理司承作了基隆城隍廟的重建工

程，當然也用了這些故事內容做為裝飾圖案的題

材，現在可是廟方與地方的重要文化資產呢！就

讓我們一起來尋寶吧！

神龕身堵木雕

神龕可是廟宇的重心，龜理司在台灣許多廟宇

裡留下了傑出的神龕雕作，而我們在基隆城隍廟中

也看得到。龜理司在神龕梁枋之下、兩柱之間ㄇ字

型的「飛罩」，雕以花草和曲線造型的螭虎圖案作

為裝飾，具有對稱與設計的美感。（圖 É ）又在正
殿神龕身堵左前方及右前方分別雕刻了「周瑜欲害

孔明」及「孫權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三國演義故事

內容，完整細緻地刻劃出人物的個性、衣著打扮、

座騎及所持武器，極具戲劇張力。（圖 Ê ）另外在
後殿二樓武英殿西秦王神龕的彩繪木雕及一樓城隍

夫人神龕，也都能看到精湛的人物、花鳥與動植物

之木刻作品（圖 Ë ），精采絕倫，令人目不暇給。

Ì
沿著後殿一樓右側樓梯
走上二樓「武英殿」主
祀西秦王爺，並是基隆
北管社團「聚樂社」的
總部。神龕裡處處可見
精美的人物故事與花草
彩繪木雕。（余宥嫺攝）Í
龜理司於正殿神龕身堵
的木雕作品「周瑜欲害
孔明」、「孫權賠了夫人
又折兵」。（余宥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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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座、員光

「獅座」即斗抱、斗座，為梁枋上穩定斗的構

件。「員光」又稱通隨、通巾，主要功能為穩定梁

柱之用，以保持梁柱交角成九十度不變形。

龜理司有許多傑出的神龕雕作，像是正殿中的

獅座雕刻架勢十足，造型生動、穩重有力，乃是繼

承漳派細膩精緻的華麗風格；在獅座上又立有木雕

人物，設計樣式富變化，具有機能美與視覺美感；

員光呈現複雜的人物演出場景，雖然受限於面積之

故，人物尺寸不大，但不論是在個性的刻劃、衣著

打扮、持物與坐騎都很講究，姿態栩栩如生，熱鬧

非凡。員光、獅座與人物等裝飾木雕，空間配置得

宜，製作法度嚴謹，足見其深厚的功力。（圖 ä ）
壁堵交趾陶

台灣人稱為「尪仔」的交趾陶，源自唐三

彩的低溫陶燒，於清代中葉由福建泉州一帶傳來

台灣，常做為牆上靠近屋簷處水車堵及屋脊裝飾

之陶塑，後來在日治時期，日本人稱之為「交趾

陶」或「交趾燒」。

在城隍廟牆上的水車堵（垛）的垛仁中，也

安裝了人物、山石布景的交趾陶，釉色豐富，表

現細膩，以武生為主體的水平裝飾帶圖像，重點

在整體架構的鋪排，人物多為半側面的動態，有

三組人物帶騎；為延伸畫面之縱深，從左右二方

有騎入與騎出，人馬奔騰、動勢十足。配景有城

門、樹石、遠處青山，採半立體的浮雕方式，能

表現出空間場景的深度與透視效果。（圖 å ）
彩繪

台灣傳統建築中的彩繪，受到中國書畫技法

的影響，與楹聯書法共同驗證了中國書畫同源的

藝術表徵，具備了高度的藝術性價值。城隍廟中

的彩繪，除了一般花鳥、瑞獸、山水、書法等吉

祥寓意與祈福納祥的主題外，也展現了與雕刻相

呼應的歷史演義人物題材。唯因年久失修、位置

太高或香火煙燻的情形而不易讓人察覺，現況較

為完整的彩繪作品已經不多了。以梁枋彩繪為

例，畫面故事內容為《三國演義》中的〈趙子龍

救主〉，因著馬匹奔騰與人物打鬥的動作，凸顯

出戰事激烈的緊張氛圍。畫師以水墨技法表現，

整體構圖嚴謹，筆觸細膩，設色高雅，稱得上是

一幅歷史故事佳作呢！（圖 æ ç ）
城隍神在好家在

城隍神為冥界陰官，鑒察民隱、賞善罰惡，

是「審判登錄善惡的終結者」。明清時，先民入墾

基隆之初，因天災人禍不斷而興建護國城隍廟，

從捐地募款興建、重建，至今將近 è ç ç 年歷史的
二級古蹟，發揮了安穩人心、道德與法治的深遠

影響，可說是地方人文、歷史、信仰與法治教育

的重要教材呢！

é
龜理司於正殿獅座、小平員光及人物故事
造型木雕。（余宥嫺攝）ê
山川殿壁堵交趾陶與彩繪。（余宥嫺攝）ë ì
看梁彩繪《三國演義》之〈趙子龍救主〉。
（余宥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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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例外地，城隍廟也是基隆當地人文精華的

呈現，承襲了傳統建築設計與藝術的精神，處處

可見富有吉祥寓意、祈福納祥、通俗故事、神話

傳說及歷史演義的題材，彰顯了因果輪迴、棄惡

揚善的宗教道德意涵，以及驅邪納福、忠孝節義

的傳統文化。特別是經過國寶級黃龜理藝師的設

計重建，廟中的建築、造像、彩繪、雕刻、楹聯

等有形的文物資產，加上精雕細琢的功力，讓基

隆城隍廟具有高度的文化與藝術價值，是一座生

命教育與藝術的殿堂。

你去過家鄉或居住城市的城隍廟嗎？勇敢進去

吧！好好去感受一下城隍信仰與本土藝術的饗宴。

注釋

1 《續文獻通考》：「至元五年（西元 1268年）上都建城隍廟⋯⋯七年大
都始建廟，封神曰祐聖王。文宗天歷二年（西元 1329年）八月，加
王及夫人號曰：護國保寧」。

2 洪武二十年（西元 1387年）召劉三吾曰：「朕設京師城隍，俾統各府
州縣之神，以鑒察民之善惡而福禍之，俾幽明舉，不能倖免。」《續文
獻通考》卷 79〈群祀三〉。

3 即「宿三」，參見黃六鴻，福惠全書，卷二蒞任部，台北九思，1978

年影印本，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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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9年任教於台北帝大，著有《台灣本島人の宗教》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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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隆市〈清玄觀〉九天玄女娘娘示諭，余采諭師姐轉述代言。

6 筆者於城隍廟內採訪張碧玉女士口述（2013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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