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坪林顯應祖師廟簡介大坪林顯應祖師廟簡介

  本廟座落於現今新店區寶慶街 32 巷 5 弄 5 號，臨景美溪畔，早期居民多
以農為業，民風保守，生活儉樸，本廟為臨近居民之信仰中心。

 大坪林顯應祖師公老祖座椅上刻有「光緒己丑季春榖旦」等8字，至今一百
三十餘年，有組織「盟份」， 老祖盟份皆由大坪林王姓輪流供奉，因老祖靈
驗，後再由王姓及外姓氏，另裝金身奉祀二祖供民眾問事，並組有盟份，由
爐主輪值祭祀。

 由於祖師公問事靈驗，須經常請出，為便利民眾，二祖指示劉弟子(宗鏗)
招小弟，劉宗鏗君夥同庄民，其中知一位前輩稱為「烏秋」，同赴頂泰山巖
迎回三祖香火，昭和 4 年（西元 1929 年，歲次己巳年）裝金身於德高(竹
篙)嶺開光，安座於寶斗厝劉厝公廳濟世。

嗣劉厝擬改建公寓，遂有感恩祖師公神恩保佑，心懷感恩之虔誠信眾捐地，
地方賢達林氏、許氏及高氏等其他善信協力出資，為大坪林祖師公建廟奉
祀，民國70年（1981 年）初興建落成，農曆 4 月間恭迎顯應祖師聖駕入廟
安座，正殿奉祀鎮殿祖、同祀大坪林祖師公老祖、二祖及三祖之分身，並配
祀天上聖母暨福德正神造化大坪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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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面顯應祖師聖記金面顯應祖師聖記

  顯應祖師（西元1099年生～1134年坐化）宋朝河南僧人，俗姓黃，名惠
勝，精通佛法，在福建永春、安溪兩地弘法，深得民心，圓寂後被該兩地的
百姓奉祀，頗享香火。
  清乾隆時的《永春州志》記載： 顯應祖師「幼不茹葷，預知禍福」，且還
能為民祈雨：「歲大旱，語人曰：吾能致雨。禱經罷，忽曰：眾可急歸。未
及半途，大雨滂沱」，求雨甚驗，故人稱之為「黃水車」。
  祖師先至福建永春結庵，後離永春，改往安溪縣泰山（大尖山）修道。宋
高宗紹興4年（1134年）在安溪湖頭建「泰山巖」修道，直至圓寂。
《閩書》上說：昭應祖師（清水祖師）建造清水巖，白米自動出現；顯應祖
師建造泰山巖，磚瓦自動出現；惠應祖師建造泰湖巖，木材自動出現。被視
為三大神蹟。
 顯應祖師生時即靈異，有德於民。坐化後，許多百姓紛往瞻仰，且集資增修
廟宇，尊為神明。相傳（西元1162年）南宋高宗詔封祖師為「顯應普濟大
師」，俗稱其「顯應祖師」。亦有人稱「泰山祖師」、「泰山顯應大師」
者。由於顯應祖師在永春弘法、安溪修道至於仙逝，故永春、安溪人也頗為
崇信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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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廟配祀神祇》《本廟配祀神祇》

《蕭公聖君》 《天上聖母》 《清水祖師》

《保儀大夫》《保儀尊王》 《福德正神》
另外本廟還有配祀

顯聖祖師、顯化師爺、孚佑帝君、關聖帝君、比干財神、
濟公菩薩、觀音佛祖、九天玄女、司命灶君、地藏菩薩、
釋迦如來、彌勒佛祖、周倉將軍、朱府千歲、玄天上帝、
太歲星君、中壇元帥、虎爺將軍、馬爺將軍、五營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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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以農為生的新店區大坪林各庄，含寶斗厝、七
張、十二張、十四張、二十張，及後期的新店街居民，
受惠於大坪林圳的灌溉，農業蓬勃發展，居民多數賴以
為生，透過傳統民間信仰尋求慰藉。

  日治時期，由於寶斗厝居民深受瘴癘之氣與農作蟲害
之苦，顯應祖師公乃於昭和 4 年（西元 1929 年）起壇
指示農曆 3 月 20 日放軍遶境，諭令旗下兵眾鎮守四
方，掃除疫情蟲害，遂能五穀豐登。源於神壇祀奉祖師
公的劉宗鏗君遵從指示，開始有了放軍遶境儀式。

  最初是大坪林庄寶斗厝當地的頭人為了替居民祈福消
災而舉辦，由於當年寶斗厝農田的收成產量和品質十分
優良，所以吸引當時的十四張、七張、二十張、十二張
等庄，與後期的新店街，各街庄保正、宮廟與居民也自
發性加入儀式行列。

  後俟國民政府遷臺倡導節約統一祭典，五庄頭人為配
合政府政策，日期與農曆 3 月23日媽祖生日相近，經請
示祖師公後，改以每年農曆3月23日放軍兼遶境。

《大坪林聯合放軍遶境》《大坪林聯合放軍遶境》

（ㄧ）放軍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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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過火儀式：

（二）放軍的特色

  在祖師公指示下，以壽金分推兩
行，以淨水灑淨儀式會場，先敬
拜火神，祈請火神賜金火和過火
平安。俟輦轎繞行兩行金紙堆，
分由東、西、南、北四方，安置
符令、摔鹽米及灑淨水，點燃兩
行金紙，由祖師公開火路帶頭走
過兩行熊熊大火中間，接著友宮
廟神轎及眾神尊一一過火，轎夫
扶著神轎衝過火路，信眾隨後亦
過火祈福。

2.聯合遶境：
  由祖師廟起鼓開路進行聯合遶
境，各庄土地公帶頭、祖師公壓
陣，遶境路線涵蓋今日寶斗厝、
七張、十二張、十四張、二十張
及新店街一帶，早年遶境全靠雙
腳行進，參與隊伍直至天黑尚未
完成遶境，為公平起見，特別規
劃隔年分東、西向進行，一年進
東，從寶元路端出發，一年進
西，由復興路端出發遶境。遶境
中新店各庄宮廟共襄盛舉，隊伍
經過各宮廟會有拜廟儀式，沿途
商家民宅於門口擺設鮮花素果香
案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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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營定符：

  放軍則是進行四方定符安營，釘符
時先以淨水灑淨，竹符一支以斧頭釘
入地上，代表一營將兵駐守，一一將
竹符釘在五庄邊陲四個方位，四個方
位地點依序為東方（與臺北市老泉里
阿泉坑交界處）、南方（新店國小上
方的北宜路一段附近）、西方（中央
路近環河路端）及北方（水尾即今腳
踏車道過景美溪之前） 。隨後敬備
祖師公符令一座、金紙、三牲祭拜，
放置鹽米驅逐邪煞，焚香呼請神將神
兵安營四方，鎮守本境地界。

4.犒軍及安中營：

  放軍遶境及四方定符完成後回大
坪林顯應祖師廟安座，在廟裡進行
犒軍敬拜，備好祭品奉拜以示犒賞
慰勞。隨後舉行安中營，先焚香恭
請祖師公做主安中營斗，敬備營斗
缸，放入白米，分別插入竹符驅蟲
害，犁頭、石頭、桃符驅邪，並於
營斗缸外貼鎮符令，圓滿完成安中
營儀式。

中營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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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燈》

《太歲燈》

《文昌燈》

《財利燈》

《祭解》      

※每逢農曆初一及十五日上午誦經禮懺恭讀疏文

為諸善信祛災賜福、祈運途順遂、福慧增長、

闔家安康，歡迎蒞廟參拜，同霑法益。

※正月初三到十五日 新春佳節

 恭請 顯應祖師公 作主 辦理新春祭改 

祈求消災改厄、趨吉避凶、平安順利

20252025
民國114年

歲次乙巳 金蛇年

大坪林顯應祖師廟

點燈

祈福

點燈

祈福

*114年 歲次乙巳 

凡生肖「蛇」、「豬」、「猴」、「虎」

宜安奉太歲燈，以保平安

趨吉避凶、照亮元辰

仕途如意、智慧增長

四季進財、財運亨通

流年平安、諸事順遂

消災解厄、祭送劫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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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過年 媽祖回娘家南部進香新春過年 媽祖回娘家南部進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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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坪林聯合放軍遶境大坪林聯合放軍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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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坪林聯合放軍遶境大坪林聯合放軍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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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應祖師公北部進香顯應祖師公北部進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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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五月初三 三祖聖誕廟慶農曆五月初三 三祖聖誕廟慶

- 12 -



農曆五月十七 蕭公聖君聖誕千秋農曆五月十七 蕭公聖君聖誕千秋

農曆七月 中元普度法會農曆七月 中元普度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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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九月十八 老祖聖誕法會農曆九月十八 老祖聖誕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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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宮巖廟蒞臨參訪交流友宮巖廟蒞臨參訪交流

大坪林聯合放軍遶境無形文化資產登錄前地方說明會大坪林聯合放軍遶境無形文化資產登錄前地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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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宮廟恭請祖師公作客及蒞臨交流友宮廟恭請祖師公作客及蒞臨交流

友宮廟過境本廟參禮顯應祖師公友宮廟過境本廟參禮顯應祖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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