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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紀要 

台灣桃竹苗客家人的石頭崇拜：石爺、石哀 

戴國焜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石頭崇拜在各個族群普遍存在著，客家人也有其石頭崇拜的歷史，是自然崇

拜的一種型式。客家人的石頭崇拜，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演釋出不同的方式。   

台灣的客家人播遷自大陸原鄉，其中南部六堆地區和北部桃竹苗地區是兩大

集居地。就北部桃竹苗地區的客家人而言多分布於沿山的丘陵地，多石的環境顯

現出的石頭崇拜與南部客家人和一樣移民自大陸的閩南人崇石信仰有明顯的不

同，其中 為特殊的就是石爺、石哀的信仰。這種石頭崇拜有來自原鄉認神為契

父母習俗的延續，也與閩南族群的石頭公信仰在功能上有相似處，但是在稱呼上

與性質上卻更為地域性與特殊性。 

本文從桃竹苗地區客家人現存的石爺、石哀崇拜中收集相關資料，分析此地

區客家人這一石頭崇拜現況，試圖解讀桃竹苗地區客家人石爺、石哀崇拜的形

成、發展及其特殊性。經過資料收集與分析，歸納出三點發現：（1）桃竹苗客

家人石爺、石哀崇拜之形成與石頭本身的特性、原鄉習俗、移民到台灣的多石居

住環境、乃至於原住民的靈石信仰有所關聯；（2）桃竹苗客家人的石爺、石哀

信仰的發展，因著社會變遷與社區營造呈現出兩極化；（3）桃竹苗客家人的石

爺、石哀的神格低於土地公且有性別地域性的特徵。 

關鍵字：客家、石頭崇拜、石爺、石哀、石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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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note 

The stone-worship of Taoyuan, Hsinchu, and 

Miaoli Hakkas in Taiwan: Shiye and Shiai 

Kuo-Ken Tai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Stone-worship has been widely practiced by peoples around the world. Hakkas’ 

stone-worship, like other ethnic groups, is nature worship too; however, it has been 

developed in various forms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and times. 

Those Hakkas settled in Taoyuan, Hsinchu, and Miaoli counties, has revealed 

their stone worship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ose southern Hakkas and 

Hokkiens, especially the worship of Shiye and Shiai. This stone-worship has its 

inherited custom from the homeland and similar function of Hokkiens’ Lord Stone 

worship. Nevertheless, its appellation and attribution are localized and unique. 

This study aims to interpret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 

stone-worship, and reveals three findings: A. Its formation relates with the stone 

substance, the custom from the homeland, the rocky environment, and the spiritual 

stone-worship of aborigines. B. Its development directs toward opposite ends due to 

social change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 C. Its deity level is lower than the Earth 

God, and that its gender strongly implies locality. 

Keywords: hakka , stone-worship, shiye （石爺, stone father）, shiai or shimu （石

母, stone mother）, lord stone （石頭公） 

                                                       
 Student of Hakka Social and Cultural Master. Home address: 68, Lane 56, Sec. 1, Chang-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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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類對於石頭的崇拜，從古至今在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著。台

灣的石頭崇拜有作為祖先象徵、土地公、石雕神佛、個別人物化身、

鎮煞厭勝物與自然神崇拜等不同的形式。就桃竹苗客家地區而言，

石爺、石哀
1
（客語稱石母為「石哀」）崇拜以前非常的普遍，隨著

社會的變遷，這種石頭崇拜逐漸被人遺忘。民國 101 年 4 月 28 日筆

者參加桃園縣八德市霄裡石母文化節活動，社區營造結合客家石母

信仰，發展出地區性的客家石母文化節。 

客家習俗對於剛出生的小孩，尤其是男孩，都會讓人給算命、

排八字，如果小孩子難帶或命中剋煞父母，一般會將小孩子契給神

佛、大樹或石頭為子，並配戴該神佛的護身符（絭），保佑小孩子

成長，這是源自大陸原鄉的風俗（劉善群 1995：128）。這類的崇

石信仰不僅存在於客家族群中，也見於同樣移民自大陸的閩南語系

族群的風俗裡，然而閩南族群的石神稱之為「石頭公」。另外漢民

族尚未移民台灣之前，原住民也有石頭崇拜的傳統，台灣各處還看

得到其遺跡。 

隨著族群間長期的揉合，文化差異性越來越小，要嚴格區分個

別族群的崇石信仰也越來越不容易。桃竹苗地區客家人石爺、石哀

信仰，經過了 2、300 年的傳承，卻保有其獨特性，這從石神的稱呼、

性別和相關儀式可以看出來。這篇文章試圖從桃竹苗地區客家人現

存的石爺、石哀崇拜中探討其形成、發展與特殊性。 

 

 

                                                       
1
 客語的父母一般稱爺 iaˇ哀 oiˊ(四縣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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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研究方法與田野調查發現 

（一） 文獻探討 

石頭崇拜的 初形式是自然崇拜的一種，在 Hume 的《宗教的

自然史》中提到人類對自然的認識經過三個階段：萬物有靈論、宗

教和科學（Hume 1757：48）。石頭的崇拜是屬於萬物有靈階段，

這個時期的人們認為自然界所有的動植物與無生命物都有靈魂存

在，相信他們和人類一般。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都有靈性，這種泛

靈性的思想在所有的族群發展上是 為一致的，所以幾乎每一個民

族都存在著自然崇拜的傳統，而石頭崇拜是其中重要的項目。其所

以重要，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1、人類對石頭的依賴；2、石頭對

人類發展的限制；3、人類心理對石頭的敬畏。就人類所處的環境而

言，我們所看到的地球表面主要是以土壤和岩石組成的，「土壤學

者所稱之土壤，則是地表岩石風化而生之疏鬆層，…能支持植物生

長、並供給養分者。…人類的衣、食、住、行無一不與之有密切關

係。土壤可說是萬物之母，…沒有土壤，就沒有生物，也就沒有人

類，更談不上一切文化和文明。」
2
；從另外一方面來看，石頭無論

大小對人類的生存而言，卻又處處造成障礙與不便，岩石未風化前

對人類的發展限制產生很大的作用；人類的生存一方面面臨岩石所

帶來的障礙，另一方面卻也利用它對抗各種自然界的威脅，「石器

時代，石既是主要的生產工具，又是重要的武器。…進入文明社會

之後，…是重要的建築材料，…工業原料。…由於石的功用極大，

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促使人們經常觀察石，想像石、並把石神

化，把一些與眾不同的石奉為神，崇敬它，祭祀它，從而形成豐富

多彩的石崇拜文化」（何星亮 1992：345）。由此看來，石頭在人

                                                       
2  《中華百科全書》自然科學類/土壤，擷取自：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_media/main-s.asp?id=4898，查詢日期：2012/07/07。 



台灣桃竹苗客家人的石頭崇拜：石爺、石哀 175 

 

類的文化發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同地區、不同民族或族群，對

於石頭的崇拜方式不同，產生的原因也不相同。大體上「石神觀念

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為避邪、驅魔之神；二是生育之神；三是保護

之神」（何星亮 1992：350）。 

史前人類對石頭崇拜在全世界都發現其遺跡，其中包括英格蘭

威爾特郡的巨石陣（Stonehenge）、法國布列塔尼亞石柱群（The 

Megaliths of Carnac），以及北歐的棚石文化（Ｄolmen，圖 1）

（Ramasami 2012：71）。這些巨石文化和復活島石像以及韓國濟

州島的石爺，乃至於中國大陸及世界各地石造佛像的石頭崇拜都與

宗教儀式有所關連。人們對於巨大的東西總是有莫名的敬畏感，並

且相信它具有超自然靈力存在。中國 早的石頭崇拜神話出自《淮

南子．覽冥訓》女媧補天的故事，漢民族對於石頭的崇拜與社神有

關，《淮南子．齊俗訓》記載有「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的說法。

凌純聲認為中國古代的石社分為石棚與石主兩種，並視之為史前時

代遺物，台灣的石棚（圖 2）和石主卻是活的文化（凌純聲 1967：

6），所以今天鄉間田野我們還可以看到民間立石為土地公的形式。

古代中國少數民族對於石與石神崇拜 為著名的是羌族的白石崇

拜，而水族的拜石信仰也非常之興盛，「傳統的拜石信仰仍然是塘

黨水族信仰的中心，不僅全寨公共供奉石菩蕯的寺廟香火旺盛，而

且幾乎每一戶人家房前屋後甚至隱秘的山洞都供奉著各種奇形怪狀

的『石頭菩蕯』」（文永輝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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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丹麥的史前石棚 

資料來源：作者攝。 

圖 2、台灣石棚式土地公 

資料來源：作者攝。 

    客家原鄉沿襲漢民族的傳統以石頭作為社神崇拜的對象，也就

是當作土地公的來崇拜。原鄉各地普遍祭拜「石古大王」，有些地

方的石古大王有特別的來歷，比如廣東五華縣華城鎮樂洞村的石古

大王，在無壇大石上刻「石古大王」四字樣。當地居民視為山神（卓

尚基 1996）。另有興寧神光山的石古大王由來，歷史上有四種傳

說，都是從抵禦外侵的英雄變成神的過程（羅康 1996），與石頭

崇拜沒有關係。然而普遍而言，石古大王在客家原鄉指的是社官，

也就是土地神。張泉清提到華城人崇拜神明有三種，其中：「第二

種叫『村神』。村神即村莊間的神明。名稱不完全一樣，有的叫『石

古大王』，有的叫『社官』，有的叫『公王爺』，有的叫『土地伯

公』。相對而言，叫『石古大王』和『社官』的較少，叫『公王爺』

（簡稱公王）和『土地伯公』（簡稱伯公）的較多。…盡管村神名

稱有別，但都有共同之點：他們都沒有高大的廟宇建築，只有高約

1 公尺，佔地約 1 平方米的『壇』。而壇後或種常青的樹木(多數為

榕樹或子林樹)，或種常青的竹叢。有的則倚一座石山或一塊大石頭

而築壇（石古大王更是如此）」（張泉清 2002）。周建新同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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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溪北人對於大樹、大石頭等奇異的東西很為敬重，把它們當成

伯公崇拜」（周建新 2002）。原鄉石頭崇拜方式，被台灣客家移

民沿襲，閩西官莊藍姓是畲族的一支，他們的民間信仰除了公王外，

「還有田頭伯公，公王是專門保護村子和居民安全的，田頭伯公則

是保護田地的。因此，很多田邊地頭都有伯公壇。在大石頭上，在

木樹底下，用三塊石頭壘起來，也就成了人們燒香祈拜的場所」（楊

彥杰 1996：301）。這和我們在台灣客家地區從事土地公田野調查

所看到的土地公崇拜造型是一致的。《客家梅州》一書中對小孩子

的成年禮有詳細介紹，其中提到「梅州鄉俗，孩童以滿月始至八歲

以前，都可以托付給神靈庇佑。」稱之為「賣乖」，而賣乖的對象

不一定，有神佛、覡公巫婆、有福之人、山神、大樹和石頭（房學

嘉 2009：180）。至於本文所探討的石爺、石哀崇拜的形式，筆者

在原鄉的田野文獻中尚未找到。阮昌銳以石頭形狀作分類，認為「畸

形」的自然石就是一般民眾供奉的石頭公或石母娘娘，作者列舉了

台灣 10 座著名的石頭公（石母）廟（阮昌銳 1987：127）為例。

游謙田野調查 61 處台灣石頭崇拜作祭典日的分析指出因為石頭崇

拜還沒有形成一種標準神祇信仰，所以不像土地公或媽祖有一定的

生日，「由此結果可以推論這些石頭神是「未（不）被肯定」

（“un-approved”） ，…」（游謙 1997）。 

桃竹苗客家地區，都是原來原住民所居住的地方，在漢民族移

民之初與當地的原住民有接觸，客家先民對原住民的崇石習俗必然

有所聽聞。至於台灣原住民對石頭崇拜的情形又是如何？目前沒有

專文探討。其實台灣原住民的巨石信仰除了在花蓮長濱、瑞穗看到

的史前巨石遺跡外，學者研究原住民有石頭陽具崇拜的情形，「考

古學家曾在臺灣東部太平洋沿海地區，發現許多史前的「陰石」和

「陽石」，如台東縣東河鄉泰源村的性器崇拜遺址，原物尚未搬動，

遇天旱村民甚至來此求雨」（黃美英 1988）。台北市原住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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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屬的臺灣原住民文化知識網列有 14 個原住民族群，其中泰雅、

卑南、阿美、排灣、布農、雅美和賽德克族的祖先傳說都有「石生」

的說法。
3
 

劉還月在屏東縣高樹鄉泰山村的加蚋埔公廨的調查指出這個西

拉雅平埔族人的公廨神龕上有三顆石頭分別對應著用毛筆在紅紙上

書寫著三個主神：太上老君、篤加阿立祖和紅娘七姐妹；至於神龕

下的三個石頭是什麼，作者沒有交待。而公廨左右兩側各有一小祠，

左邊小祠供有各式各樣的石頭 19 顆，這 19 顆石頭代表什麼，他問

當地人，說法都不一樣，但是後來採用了是阿立祖乩子的說法；右

邊小祠則供奉一顆石頭，為祈雨石（劉還月 1996：177）。筆者檢

視民國 96 年 7 月 10-14 日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主辦「西拉雅文化之旅」

由林惠娟所攝製的照片中七處公廨，除了佳里鎮北頭洋公廨，從其

他的報導得知神龕下置有石莖外，沒有類似加蚋埔公廨置有石頭的

情形（林惠娟 2007）。旗山曾中宜在追尋其本身祖源時，發現旗

山地區有 12 處石頭公祠並「認為高雄縣『烏山』兩側及舊鳳山八社，

就是目前有人將之歸類『馬卡道族』的地方，他是『拜石民族』。…

『馬卡道族』歷史記載節慶活動，每年過年除遊庄外，就是『祈雨

祭』，祈雨祭是在村外水、河邊（由石頭公廟均建於村外可以看出），

祭典中置一溪石，做為迎神靈降臨神器」（曾中宜 2005）。祈雨

的說法與劉還月的田野資料相吻合。旗山地區的石頭公廟不是特

例，整個台灣島只要原住民居住過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其遣跡。台北

市原是凱達格蘭平埔族的聚居地，芝山岩還有石頭公廟，二二八公

園福德宮沿革（宮廟右邊石刻）也提到土地公是由石頭公轉變而來。

簡有慶 1999 年的調查指出： 

相傳在清乾隆年間，福建漳州籍的楊姓先民遷居於

石角庄（其住所在今天的芝山宮前），將原先居住於此

                                                       
3  這些族群的祖先傳說是由石頭所繁衍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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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埔族居民趕走。由於平埔族人離開的時間過於倉

促，故將原本奉祀在部族中的一顆酷似人形的石頭遺留

下來。但是楊姓祖先為了尊重這尊『番仔佛』，所以將

此石置於屋後的一顆梨樹下，供地方上的鄉民繼續朝

拜，而名曰「番仔土地公」。 

林芬郁在 2012 年的研究也提到： 

「1974 年，番仔厝庄民共同信仰的番仔溝頂土地公

廟福神宮」，福神宮內的土地公，無人知道其來歷。以

青斗石雕刻、長年穿著神衣的土地公，在 2000 年由廟方

奉請隨行到北港朝天宮進香，工作人員手捧土地公過香

爐時不慎掉落爐火，眾人萬分驚恐，不知是凶兆或神明

有所指示，趕緊將神像自香爐中取出。在擦拭清理時，

始驚訝發現神祇背後下方刻有「平埔社」三字。」 

可見，原住民崇拜石頭，因受到外來文化嚴重影響遭到破壞，

甚至轉變成為漢民族的土地公信仰。 

有幾篇探討台灣客家石爺、石哀民間信仰的論文，大多從客家

人崇拜石哀的特殊性與功能性來看，並未對客家人信仰石爺、石哀

的起源、演變與神格特質作探討。其中蘇峯楠南在「國立新竹生活

美學館」網站發表的一篇文章〈由苗栗縣石母祠個案淺析傳統石母

崇拜〉對客家石母信仰有綜合性的報導，從石哀的稱呼，崇拜的背

景與功能作一簡單的介紹，該文特別指出石母崇拜是客家人極具特

色的民間信仰（蘇峯楠 2010）。該文被加納．貓．道斯卡的部落

格轉貼回應，質疑蘇文幾項論點，其中之一：「筆者個人反而認為，

拜石頭公者可能是平埔公的後代繁衍所流傳，而客家人則可能因為

唐山公與平埔媽之結合，而平埔媽將拜石頭之平埔文化轉為母系社

會之石母文化也」（加納．貓．道斯卡 2010）。潘朝陽對石母崇

拜的文化歷史脈絡有所論述（潘朝陽 1994），他並從石圍墻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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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空間研究，認為公館石牆村的石母祠在地方聖神空間的構成不

下於旁邊的主廟揆一樓（潘朝陽 1995）。 

（二） 研究方法 

桃竹苗地區客家人的石爺、石哀崇拜是一種地區性的民間信

仰，除了有些地方志有所記載外，如《新屋鄉志》有專節談到「石

頭公信仰」（尹章義等 2009：565），這種石頭崇拜只有零星的報

導與個案分析，沒有人進行過普查或作全面性研究。 

要對桃竹苗地區客家人石爺、石哀崇拜作探討，涉及文化群體

的價值觀、信念、與行為，所以這篇文章採用了社會學的質性研究

方法。依據陳向明的說法，「質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

具，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多種資料搜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

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

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陳向明 2002：

15）。本研究除了對相關文獻的閱讀外，主要採用訪談配以實地觀

察與記錄的方式進行。本研究田野調查時間從民國 101 年 4 月進行

至 102 年 7 月。 

首先，對於這些地區的石頭崇拜地點作調查，資料來源有地方

志、文獻、新聞報導、文史工作者調查、耆老口述與網路資源，搜

集這個地區石頭崇拜相關地點，並作實地查訪。在田野調查前，製

作一張「石爺、石哀資料調查表」（附錄 1），資料表記錄該石頭

崇拜簡單的背景資料、名稱、數量、生（祭典）日、設立年代、位

置、大小形狀、文獻、信仰族群、管理情形、禮拜方式、功能性、

與土地神的關係、空間和現狀。依照這張資料調查表進行的訪談，

基本上是一種半結構式的訪談。 

田野調查分為兩個部分，實地勘查與訪談。現場勘查部分，以

攝影、描繪、丈量、碑文抄錄方式記錄現況，並輔以衛星定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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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座標；有關訪談部分，以該石頭崇拜的信徒、社區負責人、建

祠發起人、管理人、地方耆老為主要對象。至於報導人所作的陳述，

屬於人類「超驗」性宗教信仰表達，無涉真偽辨證，據實記錄。在

訪談時對報導人的身份和進行錄音都事先予以確認，大部份的訪談

者不願意接受錄音，有些人不願意透露身份，都予以尊重。部分訪

談無法在現場進行，則以電話訪談為之。田野調查所得資料分別填

入「石爺、石哀資料調查表」中。從石頭崇拜地點中，篩選出屬於

石爺、石哀崇拜地點，分別統計各項資料，作為分析數本文命題的

依據。 

另外將所得之地理座標輸入中研院 GIS 系統，呈現此地區石

爺、石哀的分布圖，用以觀察這些石頭崇拜的地理分布位置與族群

分布的關係。 

（三） 田野調查發現 

在桃竹苗地區 40 處石頭崇拜訪查後，剔除不屬於客家人石爺、

石哀崇拜，整理出附錄 2 的 31 處石爺、石哀資料列表。「石爺、石

哀資料調查表」上的每一項，細分為若干小項，作為分析該石頭崇

拜的依據，各小項在設計時有其考量和標準。附錄 3 是對 31 處查訪

點在「石爺、石哀資料調查表」所得到的資料統計表，從該統計資

料所得數據簡述如下： 

1、 名稱：石爺、石哀是客家人對石頭崇拜的特殊稱謂，相對閩南

族群的石頭公，客家人的稱呼較為親近性，如同客家人稱伯公，

閩南人叫土地公一樣。此項統計，以受訪者對其稱呼為統計原

則，即請教受訪者如何叫出該石神的名稱，答石爺的有 15 處，

答石哀者有 15 處，另外編號 11 報導人稱為石婆娘。編號 12

的石爺，報導人說一般都以石爺稱之，雖然旁邊多了一個石婆；

編號 16 的石爺、石娘一般也只稱石爺；分布於苗栗的查訪點，

全部稱為石哀，但是有兩個成雙的石頭在一起時，有些人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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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是石爺。 

2、 個數：在 31 個查訪點中，單石的有 20 處；雙石的有 7 處；三

石的有 2 處；多石的有 2 處。 

3、 生日（祭典日）：有無生日可以說明其神格或性質；其中 21

個沒有確定的生日；以國曆 3 月 29 日為祭典日的一個；以農曆

4 月 8 日為生日的有 6 個；農曆 4 月 7 的日一個；農曆 5 月 6

日一個；農曆 8 月 15 日一個。 

4、 設立年代：29 處的始設年代均為清朝或時代久遠無從考據，只

有編號 17 橫山永昌宮石爺和編號 27 公館石墻村揆一樓邊的石

爺石母據說是日治時期建廟時挖到後開始祭拜的；18 處有改建

新祠或移動位置。 

5、 位置：海拔高度跟客家人分布於丘陵環境相關，8 處在 50 公尺

以下，4 處在 100 公尺與 50 公尺之間，19 處在 100 公尺以上。 

6、 形狀大小：除非無法接近以目測外，否則均以尺丈量，15 處大

於 100 公分；7 處介於 50-100 公分之間；9 處小於 50 公分；1

處無石（編號 11 原來應該有一個石頭）。另外除了拍照外也作

簡單的描繪。 

7、 文獻：以石刻或書寫於木製、磁磚、不鏽鋼板方式文字記載者

14 處；因重建祝壽等有獻款記錄者 12 處；有專文論及、研究

文章或區域計畫中被討論者 7 處；有文獻、網路或地方志提及

的 28 處。 

8、 族群：除了苗栗縣僑育街石哀的管理人和公館鄉館東村的鄰長

說有些遷入該地區非客家族群入境隨俗來祭拜外；31 處都是客

家族群祭拜。 

9、 管理：只有編號 23 苗栗僑育街石母祠有獨立的管理委員會，獨

立的經費；5 處由附近的神廟管理，經費由該廟負責；25 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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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管理人，由社區、特定家族、附近居民主動管理。 

10、禮拜：9 處有生日祝壽活動並隨年節祭拜；22 處隨年節或與主

神一同受祭。 

11、功能：保佑兒童、作為契父母和戴絭是一體的有 26 處；沒有特

定功能的有 5 處。 

12、與伯公關係：30 處全與土地神無干，僅 1 處早期被當成伯公祭

拜。 

13、空間：有石板小祠、依山而建單邊開放的神龕、或能容人入內

的小廟都歸類為有獨立廟宇的有 12 處；露天的 12 處，其中 4

個有雨棚；有大樹的 23 處；有水源的 14 處；與他神合祀的有

6 處。 

14、現況：現況調查說明該石爺、石哀的演變與在地社會變遷的關

係，其中興旺與沒落的標準取決於是否有祠祀和信徒的多少、

香火承襲情形。被判定為興旺的以有被改建為石母祠或石爺亭

為指標之一，有些雖然未建祠，但是有社區營造帶動，有定期

的活動，這類的共有 17 處；被歸類為沒落的只剩下幾戶人家祭

拜，或是依附在伯公邊，早晚承受香火者有 14 處；作為社區景

點有 11 處。 

所有查訪的 31 處均以衛星定位相機拍攝，將所得之座標值輸入

中央研究院人文科學中心的 GIS 系統，得到附錄 4：「桃竹苗地區

石爺、石哀分布圖」，該圖除有桃竹苗三個地區鄉鎮行政區域劃分

外，並加了 100 和 200 公尺等高線。這些石爺、石哀的分布點配合

地理環境，可以看出與族群的分布的一致性。從觀察、測量、訪談

和地理位置記錄所收集到的資訊，嘗試用以分析台灣北部桃竹苗地

區客家人石頭崇拜的形成、發展與其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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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桃竹苗地區客家人石爺、石哀崇拜形成與發展 

（一） 桃竹苗客家人石爺、石哀崇拜探源 

1、有碑文、傳說來源的石爺、石哀 

編號 1 新屋下埔石爺報導人之一的曾先生告訴筆者，那個石爺

是他們族裡上兩代人設立的，什麼時候、為什麼設立？他說不清楚；

就此筆者詢問較為年長的曾姓家族管理人曾經煉先生，他卻說不知

道有這麼回事；編號 5 霄裡石哀，250 多年前吳姓祖先入墾時，因

為見其發光而設立；編號 6 新豐瑞興石哀是徐姓祖太設立保護幼兒

的；編號 7 新豐上坑村石爺是早年為了制對面的獅頭山煞設立的，

因為怕獅子吃人；編號 9 湖口長安村石爺是幫助義民骨骸渡河而設

立；編號 10 龍潭石爺（圖 3），在清季因救了被原住民追殺的漢人

而被人膜拜；編號 14 關西金山里石爺（圖 4）的起源與編號 10 相

同；編號 16 鹿寮坑石爺，在清朝該處被視為帝王風水，石爺顯靈蹟

被祭拜；編號 17 橫山永昌宮石爺是建廟挖出的龍石；編號 18 南埔

石爺，清朝客人入墾時見其外形像人開始膜拜；編號 27 公館石墻村

石哀和石爺，據說是 1936 年揆一樓動工興建時，挖地基時挖到的一

對石頭夫妻，信徒向關聖帝君憑筶而得以祭拜；編號 29 三義勝興石

哀，碑文述及 170 多年前劉氏族人入墾見人膜拜，繼而承襲。這些

有關石爺或石哀的傳說或碑文大多穿鑿附會，難以採信。就以編號

10 龍潭凌雲村石爺（圖 3）而言，在由客家委員會的臺灣客庄文化

數位典藏網頁中看到相關記載： 

  石爺公在 1839 年（道光 19 年）成立，石爺公位於乳

姑山腰，凌雲村福源茶場的右後方，這顆大石重量約在

五公噸以上，相傳昔日住在番子窩的原住民出草，被追

殺的漢人無處可避，情急之下，隱身於此大石下而逃過

一劫。原[住]民因追殺不著，來到大石前便憤而劈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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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想把巨石摧毀，奇異的事發生了，石縫中冒出似血

般的紅色液體，原住民為之驚恐，只好悻然離去。為了

感念大石頭的救命之恩，在咸豐年間（1851 至 61 年之間）

豎立一面石碑，碑上有六個字，但因年代久遠，最後一

個字已經風化看不出來了，前五個字是巍巍平恩同。4 

筆者親自走訪該處，石頭半嵌於土石之中，以尺丈量長、寬、

高都是 120 公分左右，根本無法藏人；仔細檢查前所立之石碑，上

款依稀可辨「己亥年秋月」，中間六個字是「巍巍乎恩同天」，下

款，五個字，只有一個「石」可辨。碑刻己亥年應該就是 1839 年（道

光 19 年），是立碑年代，而非石爺成立年代。傳說與實際情況相去

甚遠，這的情形同樣適用於其他的石爺、石哀身上。但是這些碑文、

傳說並非無用，至少說明它們年代久遠，個別石爺、石哀的產生背

景多樣，並非起源於單一的原因。 

 

圖 3、編號 10 龍潭凌雲村石爺 

資料來源：作者攝。 

圖 4、編號 14 關西金山里石爺

資料來源：作者攝。 

2、桃竹苗地區多石的環境造就客家人石爺、石哀崇拜 

                                                       
4  該資料為劉金花、徐榮俊普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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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在台灣北部 早移墾的地方應該是大台北地區的周邊，

後來因為與閩南人競爭，發生多次械鬥後離開了 早移墾地，而遷

移到更為偏僻的地方，就是今天北部大部分客家居住的桃、竹、苗

的丘陵地帶。原來的移墾地「只留下曾是汀州會館的鄞山寺，在淡

水河畔堅守著客家人傳統的建築古風與特質」（劉還月 2000：

252）。桃園地區客家人移墾之初所占地區是今天中壢、觀音、新屋、

楊梅、龍潭和八德一帶；新竹地區客家人所移墾地區從桃園楊梅沿

續而下的湖口、新豐、竹北（這三個地方的海邊居住的是泉州移民）、

新埔、關西、橫山、竹東、北埔一帶；至於客家人在苗栗境內以山

線為主軸，頭份、苗栗市、卓蘭、公館、大湖、銅鑼、三義、頭屋、

南庄、西湖、三灣、獅潭、泰安，都是純客家人居住的地方。 

這些地區對照等高線地圖，所標示的桃園、新竹、苗栗客家人

移墾地區都是丘陵地。丘陵地的土壤為沖積土，此類土壤為臺灣地

區之主要耕地土壤，分佈於臺灣西部，大都由丘陵地上之砂頁岩沖

積生成的。5丘陵地河川在兩山之間奪道流出，水勢由急而緩，所攜

帶之砂、礫、石塊漸次沉積，越是上游所沉積的石塊越大，到了出

海口的沖積扇，就只剩下小礫石和細砂了。從這些地區的河流切割

的剖面，就可以看出這些地區地表土壤的成分，通常表層的黏土層

可用於耕作的土壤很淺多石且貧脊，不利耕種，這些地方的山坡地

大雨過後沖涮出很多的石塊、石礫即可印證。 

客家先民在移墾時要尋找適當的荒埔來開墾種植農作物，除了

要面對原住民、野獸、天災的威脅外，第一個要面對的並不是這些

石頭，而是水源。水源靠河流處 易取得，找到了水源接下來的問

題是要如何引水，能夠引水灌溉的地方才有開墾的價值，不然一般

看天的旱田是沒有保障的。當找到能夠引水灌漑的荒地要開墾時，

                                                       
5  台灣大學，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網頁，〈臺灣主要之土壤之分佈與特性〉，擷取自

http://www.ac.ntu.edu.tw/soilsc/soilsc/taiwan.htm，查詢日期：2012/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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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的石頭就成了當時要處理的問題。丘陵地的地勢總是高低落差

很大，要將較高處的石頭、泥土用鋤頭一鋤一鋤地挖開，泥土用畚

箕一擔一擔挑到底漥處填平，依地勢將挖出來的石頭砌成駁崁，圍

起一塊能夠蓄水種植水稻的田地。剩餘的石頭將它集中起來，可以

用來築路，作水壩、引水溝渠。今天大量應用這種傳統砌石技術在

生態工法上，可見先民利用石頭的聰明之處。石頭進一步成為房屋

建材，客家民宅多為土埆磚造，從地基到墻腳都利用石頭，以防淹

水損壞屋基。只要能夠移動的石頭就有利用的價值，客家先民對於

自然環境的態度是和諧的、感恩的。雖然在拓墾的過程，石頭造成

了不便與障礙，但是 終將這些石頭發揮 大的功用。 

在客家入墾台灣的年代，沒有動力機械搬移石頭，無論是在拓

墾的山坡地還是河床地上，如何面對這些無法移動的石頭障礙，客

家先民想到了一個特殊的方法：沒石法。陳板 1990 年提到： 

  新移民的原鄉與新故鄉是兩種截然不同的面貌，雖然

同樣使用「水田」的名稱，可是卻必須有不同的耕作方

式。首先，這裡創造出一種台灣特殊的耕田法，用「沒

石法」把滿佈石頭的河床變成良田，也造就了地方人的

特殊技能。這個技能甚至還外銷到屏東、高雄，成為桃

竹苗客家人二次移民的本錢。 

但是有些特別大的石頭無法移動也無法將之埋入土裡，既然它

是這麼的巨大，出於敬畏之心理，就將它膜拜起來。所謂「無用之

用，是為大用」，各種大小不同的石頭有其功用，而 大的石頭賦

予它 大的作用，先民將之視為神靈，祭拜它。一則出於對自然的

敬畏，二則希望石頭有靈性能夠保佑人們，再來也因為對它的祭拜

能夠使農作順利豐登。這樣的作為合乎人類 初對於石神崇拜的原

則。在 31 個查訪點中，21 處屬於中大型的石頭，即是直徑超過 50

公分的石頭，這些中大型的石爺和石哀，大多分布在等高線 10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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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以上。這些石頭，再加上一些偶合事件，就更能產生石頭崇拜的

個案了。如前述編號第 10、14 的石爺，都傳說在先民移墾時，曾因

掩護被原住民追殺的客家墾民得救，而以石爺的形態受到膜拜。 

3、客家人石爺、石哀的崇拜是從石頭伯公轉變而來 

客家先民到台灣拓墾，沿襲原鄉的習俗，設立伯公在田頭和水

口就是一種原鄉的作法。「伯公，為村庄間的神明，有的叫『社官』，…

『伯公』神位隨處可見，…石頭伯公，…或一塊石頭，有些連廟都

沒有，乾脆就幾塊石頭」（房學嘉 2009：149）。台灣客家地區至

今還可以看到伯公壇的身影， 初是立單石或三石作為伯公來祭

拜。根據臺灣大百科全書署名葉秀美所撰「石棚」條的說法：「在

開墾初期，經濟困頓，自然無法雕製土地公的神像供奉，加上先民

自古就有『立石為社』的觀念，於是，在墾殖區域內尋找『靈石』，

將它視為土地公之化身，加以祭拜；於是便以幾塊石板，搭建成小

祠或石室，也就是『石棚』，於是『石棚』土地公便成為台灣 早

期的土地公祭拜的形式，…」（葉秀美 2009）。在查訪桃園、新

竹、苗栗石頭崇拜的過程中，特地請在新豐地區從事土地公普查的

謝賜龍先生提供他田野中發現的原始伯公資訊，親自走訪位於新豐

上坑村的兩處伯公。其中一處只有一顆石頭，是 原始的土地公造

型，訪談附近的居民吳先生，他說那是吳姓人的伯公，因為那一帶

是他們的田，是田頭伯公。而相距 100 公尺左右，原來是三塊石頭

砌成ㄇ字型石棚伯公（圖 5），已改建了新祠，民國 101 年 7 月初

去田野時，吳先生說：「上個月才入神。」所以看到原來祭祀的ㄇ

字型石頭前已看不到香爐了，而伯公的神靈也依附到新廟不鏽鋼柵

欄內的石雕神像上了。同樣的在竹北福佑宮的草地上，也看到兩個

當初高鐵重劃區搬遷過來展示的ㄇ字伯公原型。編號 8 湖口村石

爺，據報導人戴永錦先生表示，他小時候住在石爺邊上，祖父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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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石頭當伯公來祭拜。編號 1、2、4 號的石爺，係依附在後來改建

的福德祠旁邊，其中 4 號的石爺有三顆石頭（圖 6），其他兩處都

是單石。根據報導人的說法，這三處石爺都是由特定的家族祭拜，

有的是兩、三戶人家，有的是由一個家族某房宗親祭拜，且都沒有

拜石爺為契父、戴絭等特別意義與儀式，只是跟著祭祖或拜伯公時

一起祭拜。合理的推論應該是當初特定區域各別祭拜的石頭伯公因

建了小祠，奉祀者因為當初視為神祇的石頭不敢隨意棄置，所以保

留下來，為了與伯公區別所以叫石爺，從這裡也看出人們是將伯公

與石爺看作不同的神祇。 

 

圖 5、石棚被置於神聖空間外 

資料來源：作者攝。 

圖 6、編號 2 石爺與伯公有關 

資料來源：作者攝。 

 

4、桃竹苗客家人石爺、石哀崇拜延續原住民自然靈崇拜而來 

客家人所崇拜的石爺和石哀，是否就如同苗栗地區從事文化研

究的張慶忠和旗山文史專家曾中宜所認定的是原住民遺留下的「靈

石」轉變而來？筆者採懷疑的態度，因為比對上述兩位文史工作者

拍攝的照片，其所認定的靈石都不是特別大，是可以搬動的石頭，

且形狀多有特殊性，而客家人的石爺與石哀，就本研究所列 31 處，

有 15 處大於 100 公分，7 處介於 50 至 100 公分之間，且形狀不一

而足。但是筆者也不能排除有些石頭原來就是原住民崇拜對象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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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理由是：人類崇拜石頭的心理，如前述是屬於人類發展前期

的泛靈論，相信萬物皆有靈，各族群在文化發展過程是相通的。不

論漢民族還是原住民，神靈崇拜都分善惡，屬於平埔的噶瑪蘭族的

神靈觀有善靈、惡靈和自然靈的分別。善靈一般指的是神靈與祖靈；

而惡靈包括鬼，是外族人所變成的靈，存在於各種事物之間，具有

致人生病或死亡的能力；自然靈是自然萬物所幻化的神靈，只要不

進入該靈的所在地，即不會加害於人。如果將原住民石神崇拜視為

自然靈崇拜，該石頭的所在地是一個不可隨意進入的領域，這種神

聖空間的概念，在漢民族就衍化成祭祀的場所，而石頭就成為祭拜

的對象。所查訪的 31 處石頭崇拜，起源年代多無可考，而地點也都

是早年原住民活動地區。漢移民與原住民接觸之後，文化相互影響，

並非只有原住民漢化而已，漢文化也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在

這些地方有特別大而奇特的石頭，原先被原住民認定為自然靈不敢

隨便進入冒犯的地方，客家移民繼承了這樣的傳統，而將它視為石

爺、石哀來崇拜（參考圖 7、圖 8）。 

 

圖 7、編號 28 石墻村田中的石哀

資料來源：作者攝。 

圖 8、編號 31 石哀呈現古樸原貌 

資料來源：作者攝。 

（二） 桃竹苗地區客家人石爺、石哀崇拜發展 

桃竹苗的客家人以石爺、石哀來稱呼這些石神，這樣的稱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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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所查閱勞格文主導的客家原鄉田野調查文獻中沒有看到；相對

於閩南語系的台灣移民，卻延續原鄉的稱呼，在廈門、泉州就是叫

「石頭公」（林符文 2003：315）。筆者特地到新屋鄉笨港村一處

崇拜「石頭公」的小祠查訪，笨港村是新屋鄉兩個福建同安移民聚

居村落之一（韋煙灶 2008：13），所以這裡的石頭崇拜出現閩南

式的稱呼，就在這座荒草中的石頭公小祠後方 100 公尺處有一「江

夏堂」三合院，問住在這裡的客籍黃太太，她說他們不拜這個石頭

公廟。相對於閩南族群，本文所查訪編號 4 的新屋鄉大坡村石爺的

報導人李先生講海陸客家話，告訴筆者他原籍福建，祖先移民台灣

在新屋鄉深圳村（為前述兩個閩南村之一），在他 10 多歲時祖父帶

著全家搬到大坡村 7 鄰，現已變成了客家人，但是從搬來到現在只

拜伯公，卻不拜伯公旁邊的石爺。新屋鄉「純客語區和濱海閩南語

區之間有一個過渡地帶，包括下埔村、永安村、槺榔村、大坡村、

後庄村等是閩南語與客家話的雙語區」（洪惟仁 2010：5-7）。 

在這 31 個查訪的石頭崇拜中，文獻記載上有的是石爺、有的是

石爺公，有的是石母娘娘，就是沒有叫石哀的。在進行查訪中，問

報導人稱呼該石神的名稱時，以「石爺」或「石哀」回答的有 30

處。這種原汁原味的稱呼，只有操客家母語的人才能聽出他的親切

感。客家人傳統會為出生的小孩子算命、排八字（尤其是男孩子），

有些小孩子命格會剋父、剋母，除了讓人、神或自然靈作契子來閃

避外，還有一種操作方式是讓這樣的小孩子從小不叫自己的父母正

式的稱呼，而以阿叔、叔姆（阿嬏）或是阿伯、伯姆稱呼。這是否

是客家人將石頭神稱呼為石爺、石哀的可能原因？我們不知道當年

渡過黑水溝到台灣的先民有多少命中剋父母才離鄉背井，即便命中

不剋父母，這些移民遠離家園，日夜盼望的就是有一天與父母團圓。

但是在渡海「六死三留一回頭」的年代，能回去的總是少數。不能

夠親呼父母的渴望，轉化對象到石頭崇拜的身上。這種對神祇稱呼

的親近性（affinity），很少在其他的族群發現。而人們對非同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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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或無生命物發出的親近性稱呼，常常發生在離群索居的人或

是遭逢船難、飛機失事倖存的人身上。在客家先民移墾台灣初期，

大多單身漂洋過海而來，在集體沒有父母在身邊的一群移墾者，通

過對石神的稱呼在思念父母上得到安慰也是合理的事。 

客家人認石爺、石哀為契父、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鄉「賣乖」

習俗。在客家原鄉粵東地區，有「所謂『許福』，就是孩子（主要

是男孩）出生後碰上病痛，或經算命卜卦認定與父母相剋時，便由

母親或奶奶，攜帶孩子的年庚（寫著孩子出生年、月、日、時的紅

帖子）並具辦齋果、香紙，到福壽庵去祈禱，並把『年庚』留在庵

裡神龕，表示把孩子「賣」給了觀音。然後由觀音（實為尼姑）另

起一個姓『廟』帶『觀』或『佛』一類的名字，諸如『廟觀濤』、

『廟佛祐』等等」（張泉清 1996）。梅州地區的客家人會將孩子

賣給關帝或觀音為子，祈求關帝或觀音保佑小孩子順利成長（宋德

劍 2001）。這樣的習俗隨客家移民帶到台灣，只是變成了拜契父、

契母的傳統而將小孩子給石爺、石哀作契子。至於戴絭也是原鄉的

習俗，台灣閩、客族群以往都非常普遍，而且戴絭與拜契父、母是

一體的。客家民間叫「戴絭」，當小孩子認了一尊神明或石爺、石

哀為契父、母後，用一條紅絲線穿過古錢掛在脖子上是謂「戴絭」，

對神靈而言，它是象徵，不可隨意褻凟，不可接觸不潔之物，每年

要備祭品去更換新紅絲線是為「換絭」，直到 16 歲或結婚前日「脫

絭」表示長大成人，契子、女關係結束。契父、契母的對象可能是

人、神明或自然物（參考圖 9、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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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祭拜石爺、石哀用雄雞 

資料來源：作者攝。 

圖 10、換絭、脫絭後的紅絲線 

資料來源：作者攝。 

 

在 31 處的石爺、石哀崇拜中，有 27 處功能都是以保護小孩子

為主，但是實際上純以保護嬰兒的功能來看，石爺、石哀的崇拜逐

漸沒落。筆者參加民國 101 年農曆 4 月 8 日，編號 5 八德宵裡石母

娘娘生日活動時（圖 11），主辦的社區發展協會特地請了兩位小朋

友展示「換絭」儀式，並沒有新生兒來認石哀為契母的情形。民國

102 年農曆 4 月 8 日，筆者特地到編號 10 的龍潭石爺看信徒來此地

祭拜情形，近 2 個小時的時間有二戶人家來此為當完兵的兒子脫

絭，11 點要離去時碰到另一家三代來此換絭，可見新一代的人已不

時興戴絭的習俗。包括霄裡、關西、北埔、鹿寮坑、南苗、三灣等

地的石爺、石哀結合當地社區營造與觀光活動，吸引遊客，雖然還

有部份人會來求絭配戴，這與早期就地取材保護幼兒的性質有相當

程度的差異。編號 16 鹿寮坑石爺、石娘於民國 92 年 3 月 29 日當地

民眾為祂們舉辦世紀婚禮，每年 3 月 28-30 日舉行一系列迎神、奉

飯、閹雞比賽、擲筶比賽、換絭和演戲活動，並將此日訂為鹿寮坑

情人節。沒有廟的石爺、石娘，居然在旁邊土地公廟雨棚上面掛滿

了政治人物的贈匾，政治活動滲入了民間宗教之中。編號 12 關西石

爺，生日為農曆 4 月 8 日，推展社區營造活動，每年石爺、石婆生

日期間吸引大批遊客，網路上說有上萬名的契女。編號 18 南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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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社區也於農曆 4 月 8 日這一周辦「石爺祭」活動，新聞報導說

有上千人參與。同樣的，編號 20 三灣石哀與編號 23 苗栗僑育街石

哀，都於中秋節和端午節辦理隆重的慶生活動，吸引附近的居民參

與。在查訪的石爺、石哀崇拜中 11 處在社區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地方人士以客家人崇拜石爺、石哀文化創造出觀光產值。另

外，6 處雖然是祠祀，不是配祀角色就是沒有社區主導，並未有吸

引遊客的活動。剩下的 14 處不是隨伯公或合祀主神領受香火，就是

在荒煙蔓草之間只剩一兩戶人家年節祭拜（圖 12）。這樣的情形說

明桃竹苗地區的石爺、石哀的崇拜是朝兩極化發展。 

 

圖 11、編號 5 霄裡石哀慶典活動

資料來源：作者攝。 

圖 12、編號 7 受了傷的石爺 

資料來源：作者攝。 

 

四、桃竹苗客家人石爺、石哀崇拜的特殊性 

在新竹縣政府出版的《新竹縣寺廟祀神簡介》一書中，將石爺

類分在〈鄉土神明〉篇章中，「石爺‐‐石頭公」這一節，是這樣開

頭的：「臺灣民間信仰中『石頭公』，俗稱『石爺』也有稱『石母

娘娘』，是古代自然神的一種，同時也可以說是原始時代巨石文化

的殘餘渣滓」（姜義鎮 2005：235）。從這裡可以看出石爺、石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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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神格到底是如何。從訪查所得資料可以歸納出桃竹苗地區客

家石爺、石哀崇拜有下列四個特性： 

（一） 沒有統一的生（祭典）日： 

在游謙以有沒有祭典日來區分標準化的神祇與非標準化的神

祇，判定一個神靈崇拜是否具有一定的神格（游謙 2000）。在查

訪到的 31 個石爺、石哀崇拜中有 21 個沒有生日，有 6 個是農曆 4

月 8 日，編號 19 頭份石哀是農曆 4 月 7 日，編號 16 鹿寮坑的石爺、

石娘的慶典是國曆 3 月 29 日結婚紀念日，編號 23 南苗石哀是農曆

5 月 6 日，編號 20 三灣石哀是農曆 8 月 15 日。其實 4 月 8 日是佛

祖的生日，為什麼有 6 處選擇 4 月 8 日為石爺、石哀生日問不出所

以然，這六處是：編號 5 霄裡、編號 9 長安、編號 10 龍潭、編號

12 關西、編號 15 竹東及編號 18 北埔，都出現在桃園、新竹地區，

有地緣性。沒有統一的祭典日期是石爺、石哀崇拜的一大特色。另

外各個石爺、石哀的祭祀方式大致相同，一般沒有生日、慶典的石

爺或石哀都是隨三節祭拜，在伯公或廟宇同祀的石爺早晚同主神領

受香火，荒郊野外的石爺、石哀也只有少數人家年節備簡單祭品祭

拜。編號 23 南苗石哀生日前一天 5 月 5 日端午節白天播放客家八

音，晚上有誦經暖壽活動，另外編號 20 三灣石哀 8 月 15 日生日當

天由五穀宮誦經團白天和晚上誦經祝壽。前述鹿寮坑和霄裡的石爺

或石哀慶典日有演戲酬神，這比以前的伯公的待遇還要好，客家人

早年對待神格低的伯公是沒有酬神戲的，所以有一客家諺語說：「等

到伯公作戲」，意即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 

（二） 沒有發展出獨立廟宇 

在 31 處的石爺石哀崇拜中，有 5 處石爺與石哀與其他神祇合

祀，其中編號 23 南苗石母祠 10 多年前被人放置一尊三太子神像，

無法棄置才將其接納，後來整個石母祠用不鏽鋼柵欄圍起來，據本

身為管理者的報導人說，除了防止小偷偷香油錢外，也防止人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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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棄置祠內；編號 23 嘉盛里石哀與石爺共祀，在位置上石哀在右，

石爺在左，合乎左尊右卑的體制，然而格局上石哀所占空間為石爺

的兩倍，又顯示出女尊男卑的隱意。另外編號 6 的石哀、編號 11

的石婆娘和編號 19 頭份石哀都配祀在福德祠右側，其中編號 11 的

石婆娘據報導人稱是經過玉皇大帝敕封為石婆娘後才入祠的，而其

他兩處的報導人都說是向伯公憑得「聖筶」才入祠的。編號 24 的石

哀有獨立的石板小祠外，另外 10 處石爺或石哀有單邊開放的亭宇或

10 坪以內的祠宇，都是因為道路拓寬或是社區營造才改建的。在訪

談南埔石爺的過程中，南昌宮的廟祝莊女士也提到，之前有擲筶請

示石爺蓋廟之事，據說石爺拒絕，因為祂是石頭不要住在屋子裡。631

處石爺、石哀崇拜中，即便 10 處有石板小祠、亭宇或祠宇，但是沒

有一處稱得上是宮廟形式，這樣的石頭崇拜，除了神格位階、功能

性和特定族群性都限制它發展成為角頭廟的型制。石頭神在漢民族

的宗教體制中是屬於不符祭法、祭義的雜祠，古稱淫祠（蔡相煇 

1989：158）。未能發展出獨立廟宇的形式是石爺和石哀崇拜的另一

種特質。 

（三） 介於巫與神之間 

宗教和巫術的區別在於，神格高的神靈或是宗教膜拜的神祇，

人們只是祈禱膜拜，較低的神祇或鬼靈，人們認為可以驅使利用。

當大家樂盛行時一般有應公、萬善祠和各種自然崇拜的神靈，仍至

位階 低的土地公，夜晚都聚集簽賭者看明牌。在田野查訪中，編

號 8 湖口村的石爺祭檯上還擺放著一個沙盤，表示 近還有人在求

彩券的明牌；另外編號 7 上坑村石爺的田野訪談中，當問到石爺為

什麼找一塊裂了一大半的石頭，受訪者張嬌妹女士答說：「這個石

爺當年大家樂盛行時曾被移動過，可能是那時候造成的傷痕。」沒

有列入查訪編號的新屋鄉笨港村石頭公，小祠裡面的陳設完全是以

                                                       
6
 據她所給的資料說：「佢介神格位階在伯公之上，仍屬城隍管轄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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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明牌為訴求，不止有沙盤，還有備用的一缸沙、詩籤、聖筶一應

俱全，此地附近是閩客混合交融的地帶，出現石頭公小祠是可以理

解的。另外在新豐球場大門口對面的一處土地公，金爐旁搭了一個

鐵皮簡陋小祠，裡面供奉了一個 30 公分左右的石頭，上面用金黃色

油漆寫了兩行不甚端正的字：「點石成金，石能發財」。查訪時剛

有人燒完香，而且石製香爐上插滿香的殘枝，表示有不少人膜拜，

當然也可能在拜土地公時順便拜的，看來不像石爺，附近也沒有人

可以訪談。可以推論，這樣的石頭崇拜是更為功利性質的，相對於

石哀，沒有報導人、訪談者提到有求明牌的案例。從人們對待石爺

的求財的方式，也說明這種石頭崇拜是有介於巫與神之間的特質。 

（四） 性別紊亂且具有地域性 

神的性別是塵世人給的。位階 低的土地公，人們給他造了一

個配偶神，但是好像沒有單獨奉祀土地婆的。實際上客家人的石爺

與石哀不是夫妻關係的配偶神。不究原委只求行銷的現代人，也不

管這麼多，所以鹿寮坑的石爺和石娘被當地人硬是送作堆，還特地

為他們舉行婚禮。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關西的石爺亭，民國 69 年建

亭時，主事者認為祂太孤單，找了一塊石頭，給祂作伴叫「石婆」，

其實客家話「石婆」的先生應該叫「石公」。這樣的情形在編號 25

西湖下埔和編號 19 頭份的查訪中，報導人的說法就較為合乎一般習

俗，他們都說石哀都是姑婆，是沒有結婚的女人變成神的。而編號

22 北苗嘉盛里的石母祠和石爺亭是同祠分開供奉，有個別的金爐。

據報導人說，祂們不是夫妻關係，先前的小祠就是分開的，所以改

建後，較大祠照原來的形式分開。 

石爺、石哀是各別獨立的神，只是以什麼標準來定性別，沒有

一定的規則可循。31 處中有 16 個稱石爺，其中 15 個在桃竹地區，

1 個在苗栗嘉盛里和石哀同祠；另外有 15 個稱石哀，除了兩個在桃

竹地區外全都在苗栗縣內，加上竹北福佑宮的石婆娘。在性別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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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是 16 個陽性，16 個陰性，且有地域性的分別。苗栗地區文史工

作者張獻忠認為：中苗縣市原為平埔族居住地，清朝時漢民族遷入

與平埔族發生衝突，於道光、咸豐年間，平埔族集體遷移埔里，原

居地留下了番社地名（通霄、苑裡、日南皆為原番社名），還留下

了「靈石」信仰之遺跡，原住民為母系社會，所祭拜石頭多為「石

母」（阿菊 2010）。這樣的說法筆者認為有問題，因為桃竹地區

也是原來平埔族的居住地，為什麼在這兩個地區的石神絕大多數稱

為石爺？而閩南語族群所崇拜的石頭公都屬陽性，那些地方當年也

全都是平埔族的居住地。前面提到原住民有崇拜柱型石的性器崇

拜，應該屬於男性特質，客家人叫石頭為「石牿」亦屬陽性。在賦

予石爺陽性稱呼的地區，這些石神有著充滿陽剛的傳說，而且其護

子功能多從陽剛性質轉化而來，多認為石頭質堅硬，保護幼兒身體

壯壯，頭殼硬硬。編號 10 與 14 的石爺，都是傳說清朝客民在石後

躲避原住民的追殺，救了漢民的性命才被膜拜的；編號 16 的鹿寮坑

石爺更被賦予帝王風水神怪傳說；編號 17 號橫山永昌宮的石爺是當

年建廟挖地基時挖出的一顆石頭，廟方請示關聖帝君，將之視為龍

石祭拜；編號 7 新豐鄉上坑村石爺，據報導人說，當年設這個石爺

是為了制對面虎頭山的煞；編號 9 湖口長安村石爺，報導人根據傳

說告訴筆者，1862 年（同治元年）戴潮春之亂，死於該亂的義民屍

骨用牛車拖運經南窩要載往新埔枋寮義民廟合葬，牛車到此處河床

無法前進，見附近有大石，經焚香膜拜後才安然渡河，居民後視為

神祭拜，這個傳說與義民選址建廟有異曲同工之妙；編號 13 竹東員

山石爺，據報導人說非常顯驗，當年開建北二高時，竹東路段山坡

經常崩塌，工程進度受阻，連續更換了好幾家營造包商，第四個包

商老闆聽說此石爺非常靈驗，特來祈禱之後工程順利，後建石爺宮

並捐 10 多萬元，這樣的傳說基本上都陽剛性質的。 

在 David A. Leeming 所著的《神話世界》一書中，提到「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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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常被作為獻祭的地方，且通常賦予女性特質」（Leeming 

1990：338）。然而以陰性稱呼為石哀者，卻沒有類似的傳說，反而

是從母性撫育子女的角色作為訴求。編號 5 霄裡石哀和編號 6 新豐

瑞興石哀，都是屬於某一家族的兒童保護神，前者是 250 多年前移

墾此地的吳姓族人先祖，見三顆石頭在水源處發光，以為有靈，設

香爐拜之，至今仍以吳姓「至德」堂號稱之為「至德石母」；後者

據報導人徐先生說：「該石哀是他們家族的祖太所設，用來庇佑小

孩子的，原立於伯公邊，民國 101 年重建福德祠，憑筶後供奉於伯

公神位右側。」編號 11 竹北的石婆娘，本來在竹北高鐵重劃區內被

視為伯公祭拜，後經報導人羅阿東先生透過靈媒與之溝通，才發現

祂生前住在竹塹，本姓陳，嫁到六家林姓為婦，因本身具有產婆專

業知識，替人接生行善，受人敬重，死後在原東平里被人立石祭拜，

並常著白衣顯靈。編號 20 三灣鄉石哀，有碑記載該石哀係清朝貴州

人氏，姓陳名蓮英，家貧為人幫傭，代人撫育小孩不計其數，脫凡

後受封為神；編號 25 西湖下埔村石哀，報導人說，石哀 82 年從對

面原大榕樹下遷建於現址，石哀神像登龕開光之日，乩童起乩，自

稱乃前山東省三香村人士，俗名李梅香，係一姑婆，逝世後於民國

二年來台，民國四年任石哀職至今。這樣的傳說與神蹟，石哀的崇

拜已不是自然神的位階，涉入了漢人道教民間信仰的操作方式。再

者從空間來看，編號 24 的賴家石哀，石板小祠後加建化胎造型與編

號 27、28 石圍村的石哀，都是以化胎的造型來處理神聖空間。尤其

是編號 28，石哀在中間，後面遍佈鵝卵石，儼然是客家伙房正廳後

的化胎，「化胎」是一個神聖空間，是地方化禮制的女性崇拜空間

（房學嘉 2008：135）。這樣的空間處理方式只有在苗栗看到，桃

竹地區的石爺並未發現。 

桃竹苗地區客家人對於石爺、石哀的崇拜，在功能和儀式上大

致相同，但是在性別取向上卻有極大的差異性，單獨認定苗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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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哀的母性崇拜源自於原住民母系社會傳統是說不通的，從地域族

群性來看，苗栗是一個說四縣客家話的地區，桃竹兩縣大部份說的

是海陸腔客家話，少部份說四縣的家族，被周圍的海陸話影響成為

了四海腔客家話，雖然風俗語言大同小異，可是就石爺、石哀崇拜

性別上卻大為不同，其賦予石爺、石哀的個性與空間處理也有顯著

的差異，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留待以後處理。桃竹苗客

家人石爺、石哀崇拜有性別上有這麼大的差異性，也是這一石頭崇

拜很大的特質之一。 

五、結論 

台灣住民嚴格說來只能分為原住民與漢族，漢民族基本上屬於

同一個文化體系。漢民族因語言、習俗等差異，被劃分為閩南、客

家和外省三個群屬；而原住民有更多的亞系族群，各個族群有其群

屬特殊性也有共同性。本文探討桃竹苗客家人崇拜石爺、石哀的民

間信仰，在台灣閩南族群中這類的石頭崇拜稱為「石頭公」，沒有

石母的信仰。雖然同樣是源自於大陸的石頭崇拜，但是石爺、石哀

崇拜卻是台灣客家人獨特的民間信仰。本文就台灣北部桃竹苗地區

的 31 處石爺、石哀崇拜實例作查訪，歸納出各種數據，嘗試說明這

一特殊的民間信仰，它的形成可能原因、發展情形與其特殊性。 

首先從文獻中發現原鄉的石頭伯公、石古大王的社神崇拜，在

台灣普遍實踐於客家民間信仰中；原鄉有替新生兒算命排八字的風

俗，將命格不利父母的小孩子賣給神佛當兒子避禍，台灣客家移民

則將小孩子給石爺、石哀當契子。其次檢視台灣原住民自然靈崇拜

的情形，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說明原住民的靈石崇拜被客家人繼承而

稱之為石爺、石哀；但是桃竹苗地區部分巨大石爺、石哀崇拜的個

案，符合原住民自然靈崇拜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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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桃園、新竹和苗栗地區 31 處石爺與石哀點查訪的資料，可知

桃竹苗客家人石爺、石哀崇拜，一方面繼承漢民族民間信仰的傳統，

另一方面隨著台灣社會的轉變，其功能與性質也隨著環境變遷，有

顯著的改變。再者也發現從桃竹苗地區的石頭崇拜朝兩極化方向發

展，其中社區營造扮演決定性的角色；而且石爺、石哀崇拜沒有一

定的祭典日、沒有發展出獨立的廟宇、巫術信仰特性與性別紊亂具

有地域性幾個方面來看，石爺、石哀崇拜是一種低於土地公神靈崇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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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石爺、石哀資料調查表 

編號：             填表日期： 

查訪者  受訪者  

簡述  

名稱  個數  
生日（有 a、

無 b） 
 

設 立 年
代 

年代久遠無法考
據（清朝）a 

 
日治時期民

國 b 
 

地點  
位置 

座標 
高度 

  
＞100M a 
＜100M b 

 

大 a 中 b 小 c 
大小（公
分） ≧100cm 

＜
100cm 
＞50cm

≦50cm
形狀 （描繪或相片） 

碑文 a 獻款記錄 b 
討論

文章 c
其他資料 d 

文獻 
    

客家 a 閩南 b 
原住民

c 
外省 d 其他 e 家族 f 

信 仰 族
群 

      

有 a 無 b 組織 c 有經費 d 
無經
費 e 管理人 

     

定期祭拜 a 不定期 b 有儀式 c 有祭品 d  
禮 拜 方
式      

功能性 保佑兒童 a 
保佑婦

女 b 
契父（母）c 貫絭 d 其他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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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土地神格 a 與土神不相干 b 附近有伯公 c 
與伯公 
關係    

有獨立廟 a 露天 b 有大樹 c 有水源 d 
他神

合祀 e 
空間 

     

興旺 a 沒落 b 社區營造 c 
未來

發展 d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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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桃竹苗地區石爺、石哀查訪資料簡表 

桃竹苗地區石爺、石哀查訪資料簡表 

編號 地點 稱呼 簡述 
報導人（年紀） 

訪談時間 

1 
新 屋 下 埔

村 
石爺 

下埔頂 6 號附近福德祠邊一立石，為附近曾

姓客家人所供奉，早晚年節祭拜伯公時一同

上香祭拜。 

曾經煉先生（74） 

民國 102 年 5 月 17 日 

曾先生（54） 

民國 102 年 5 月 15 日 

2 
新 屋 上 槺

榔村 
石爺 

徐氏宗祠前福德祠右後邊三顆分開立石，徐

家部份宗親年節祭拜。 

徐壽年先生 

民國 102 年 5 月 17 日（電

話訪談） 

徐先生（74） 

民國 102 年 5 月 15 日 

徐太太 

民國 102 年 5 月 17 日（電

話訪談） 

3 
新 屋 上 槺

榔村 
石爺 

徐氏宗祠右後方約 100 公尺，廢棄戲台右邊

一立石，徐家部份宗親年節祭拜與前一石爺

祭拜者不同人。 

徐壽年先生 

民國 102 年 5 月 17 日（電

話訪談） 

徐先生（74） 

民國 102 年 5 月 15 日 

徐太太 

民國 102 年 5 月 17 日（電

話訪談） 

4 
新 屋 大 坡

村 
石爺 

原石位於大坡村 118 號曾姓人房子處，因建

新居原祀奉之伯公與石爺一同遷於現址，二

戶人家祭拜。 

李先生（82） 

民國 102 年 5 月 15 日 

5 八德宵裡 石哀 
三個石頭，清朝客家人移墾至此，顯神蹟開

始祭拜，現結合人文社區營造。 

吳錦淇先生 

民國 101 年 4 月 28 日 

6 
新 豐 瑞 興

村 
石哀 

一個石頭，附近徐家人祖婆太設立，現與新

落成福德祠併祀 

徐源裕先生 

民國 101 年 6 月 10 日 

7 
新 豐 上 坑

村 
石爺 一個石頭，被破壞過，三戶人家祭拜。 

張嬌妹女士（85） 

民國 101 年 7 月 7 日 

吳克艱先生（75） 

民國 101 年 7 月 7 日 

8 
湖 口 湖 口

村 
石爺 

一個石頭，附近幾戶人家祭拜，有沙盤及聖

筶用來求明牌。 

鍾有妹女士（85） 

民國 101 年 7 月 17 日

（102 年 3 月 6 日過世） 

戴永錦先生（62） 

民國 101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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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湖 口 長 安

村 
石爺 

九個石頭，傳說當年載運戴潮春事件義民屍

首時遇困，祭拜後顯神，當年香火甚盛，現

已剩附近盧姓人士崇拜。 

盧潮鉅先生 

民國 101 年 6 月 19 日（電

話訪談） 

10 
龍 潭 凌 雲

村 
石爺 

乳姑山山腰，龍潭地區人祭拜，傳說當年曾

救被原住民追殺之漢民而受膜拜。 

葉太太（55） 

黃萬均先生（85） 

陳先生（約 60）夫婦 

民國 102 年 5 月 17 日 

11 
竹 北 市 嘉

政七街 
石婆娘 

宮廟主祀 12 尊土地公，右邊有一尊石婆

娘，生前為一接生婆。 

羅阿東先生（84） 

民國 101 年 7 月 11 日 

12 
關 西 鎮 中

豐路一段 

石 爺 、

石婆 

兩石頭用水泥嵌於山壁，有亭，附近居民祭

拜，有外地人認契子女。 

戴勝添先生（70） 

民國 101 年 7 月 11 日 

13 
竹 東 下 員

山 
石爺 

一顆石頭，78 年蓋一 10 多坪小廟，附近人

和虔誠的外地人祭拜。 

許鴻文夫婦 

（許先生 57 歲） 

民國 102 年 5 月 17 日 

14 

關 西 統 一

健 康 世 界

內 

石爺 

後山兩塊巨大岩石，已納入該休閒中心景

點，有登山步道，外人不能隨意進入。傳說

石頭因顯靈救漢人而受膜拜 

統一世界門房 

民國 101 年 7 月 11 日 

羅金基先生（63） 

民國 102 年 5 月 20 日（電

話訪談） 

15 
竹 東 五 豐

里 
石爺 

中興路邊山坡大樹下一塊石頭，遭雷擊有裂

痕，附近人祭拜。 

邱文郎先生 

邱母（82） 

民國 101 年 7 月 1 日 

16 
芎 林 鹿 寮

坑 

石 爺 、

石娘 

原溪中大石水災後移至土地公廟邊，地方與

社區景點。之前有風水地理傳說，後有地方

人士替石爺、石娘舉辦結婚儀式。 

詹德豐先生（約 65 歲） 

民國 101 年 7 月 1 日 

17 
橫 山 九 鑽

頭 
石爺 

永昌宮內，當年起廟挖到大石，經關聖帝君

同意在廟埕內供奉。 

徐洪正先生 

民國 101 年 7 月 1 日 

18 
北 埔 南 埔

村 
石爺 

南昌宮後，大小 10 幾顆石塊堆在一起，社

區經營人文景點。 

莊女士 

甘先生 

民國 101 年 7 月 1 日 

19 
頭 份 鎮 義

民路 
石哀 

原於樟樹下祀奉，98 年左邊福德祠竣工，

配祀右測，以墨西哥玉雕琢半人大小坐姿石

哀，前供奉 20 公分直徑大小原石。 

羅福丁先生（82） 

民國 102 年 5 月 10 日 

20 
三 灣 鄉 三

灣村 
石哀 

三灣國中後方駁崁上百年櫸木下一石哀，民

國 64 年於崇聖宮降詩，自稱生前為大陸貴

州省人氏，姓陳名蓮英，脫凡後被上蒼封神

於此。 

某女士 

黃先生（30） 

張女士（75） 

民國 102 年 5 月 26 日 

21 
頭 屋 鄉 獅

潭村 
石哀 

126 線道邊，原為一石板小祠內供奉一石，

傳說能保護行車，兒童。因道路拓寬改建於

現址。 

陳太太（張女士，近 80） 

民國 102 年 5 月 26 日 

22 苗 栗 市 嘉 石 哀 、 原為小祠設於咸豐 9 年，後加一石爺，民國 胡森琳先生（66） 



206 客家研究 第六卷 第一期 

 

盛里 石爺 72 年重建，同祠中間隔墻，石哀、石爺分

祀。 

民國 102 年 5 月 27 日（電

話訪談） 

23 
苗 栗 市 僑

育街 
石哀 

原石板小祠改建現規模，神龕上有浮雕抱子

石哀，正前有一尊石哀神像，左有原石一

顆，右有一三太子神像。 

陳宏達先生（70） 

徐碧蓮女士 

民國 102 年 5 月 26 日 

24 
西 湖 鄉 五

湖村 
石哀 

一石板小祠內供奉浮雕抱子石哀像，由賴家

移民起建，也由該家族管理。 

賴廷鏤先生（55） 

民國 102 年 5 月 26 日 

賴子增先生（91） 

民國 102 年 5 月 10 日 

賴烘興先生（62） 

民國 102 年 5 月 10 日 

25 
西 湖 鄉 下

埔村 
石哀 

原石母祠在對面大榕樹下，82 年興建石母

祠後，祠內供奉一石雕抱子女神，碑文提及

一山東三香村姑婆，乃入神時乩童起乩所

述。 

邱其照先生（80） 

謝燕東女士 

民國 102 年 5 月 18 日（電

話訪談） 

26 
公 館 館 南

村 
石哀 

石母祠小廟，有一大石，前有一神牌「千年

石母娘香位」。 

江永貴先生 

民國 101 年 7 月 17 日 

蘇源富先生 

民國 101 年 7 月 17 日 

27 
公 館 石 墻

村 

石 爺 、

石哀 

大小兩顆，以化胎型式祭壇供奉，由揆一樓

管理，社區景點。 

邱新和先生 

邱父（91） 

民國 101 年 6 月 28 日 

28 
公 館 石 墻

村田中 
石哀 附近有張姓、李姓祠堂，多為兩姓人祭拜。

邱新和先生 

民國 101 年 6 月 28 日 

 

29 
三 義 勝 興

村 
石哀 

1796 年始設，後有遷居他處人士夢到石

哀，返鄉興建現在石母祠。 

黃先生（62） 

民國 102 年 5 月 10 日 

30 
三 義 西 湖

村 
石哀 

原於路邊山坡上，84 年開發道路工程遷建

於此，一大一小，附近客家居民祭拜，外地

人置四尊神像於此。 

湯先生（75）湯太太 

民國 102 年 5 月 10 日 

31 
三 義 上 湖

村 
石哀 

在上湖街邊坡頂，兩顆並排石頭前有一祭

臺，樣貌古樸。 

謝鼎貴先生（75） 

民國 102 年 5 月 10 日 

註 除註明電話訪談外，訪談地點均在該石神所在地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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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桃竹苗地區石爺、石哀查訪資料統計表 

桃竹苗地區石爺、石哀查訪資料統計表 
編
號 

年
代 

生
日

位
置 

大
小 

文獻 族
群

管
理 

禮拜 功能 關
係

空間 現
況 

1 a(b) b b c d af be ad x bc bcd b 
2 a(b) b b c d af be ad x bc bcd b 
3 a(b) b b c d af be ad x b bcd b 
4 a(b) b b c d af be ad x bc bc b 
5 a(b) a a b abcd aef ad acd acd bc acd ac 
6 a(b) b b c d af be acd acd b cde b 
7 a b b b d a be acd acde b bc b 
8 a b a b x a be acd acd ab (b)c b 
9 a a a a bd a be acd acd b (b)cd b 

10 a a a a ad a be acd acd b b b 
11 a(b) b a x d abe ad acd abde b e a 
12 a(b) a a a d ae be acd acd b acd ac 
13 a(b) b b b bd ae be abcd acd bc ac a 
14 a b a a ad a be acd acd b (b)c b 
15 a a a a d a be acd acd b bc b 
16 a(b) a a a abd ae be acd acd b bcd ac 
17 b b a a a a ae acd acd ab (b)e ac 
18 a a a a acd a ae acd acd b bcd ac 
19 a(b) a b c ad ae ae acd acd bc cd a 
20 a(b) a a b abcd a ad acd acd b ac ac 
21 a(b) b b c abd af be acd acd b ad ac 
22 a(b) b b c bcd af ad ad acd b ae ac 
23 a(b) a b c bcd ae acd acd acd b adc ac 
24 a(b) b a a ba af be acd (acd) b acd b 
25 a(b) b a b abd a be acd acd b ac ac 
26 a(b) b a a bd ae b(e) acd acd b bd a 
27 b b a a acd a ae acd acd b bd ac 
28 a b a a cd af ae acd acd b b b 
29 a(b) b a a abcd a be acd acd bc ac a 
30 a(b) b a a abd ae be acd acd b ac a 
31 a b a a d a be acd acd b bc b 

註 
1、英文字母代表意義見附錄 1；2、( )表示重新整理時間或是有不同的說法；
3、x 表示不適用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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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桃園、新竹、苗栗地區石爺、石哀分布圖 

（圖資出自中研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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