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你看過這個地方嗎？ 

2.你在哪裡看過呢？ 

3.這個地方是哪裡呢？ 

4.你進去過這個地方嗎？ 

5.這個地方供奉著哪位神明呢？ 



掉鼻子神仙 

陳諭珍 & 陳佳釧 & 林怡彣 (2012) 

 



• 宋朝時，有一位姓陳，名昭應的人，從
小就出家當和尚，跟著師傅學道。他是
一位很慈悲的人，到處做善事。 

•     有一年，福建安溪、永春這個地方好
久好久不下雨，土地十分乾旱，這位慈
悲的法師誠心的向上天祈求，並以他的
法杖敲擊地面，湧出大量清水來拯救百
姓，因此被尊稱為「清水祖師」。 

祖師爺的故事 



祖師爺的故事 

• 除此之外，他也為地方百姓造橋，醫治貧苦的
人，當地居民非常感激清水祖師，就合力在蓬
萊山的清水巖建了一座廟，讓清水祖師安心修
法。 

•     有一天，有四個惡鬼來找祖師鬥法，他們把
祖師爺關在石洞裡，用火燻烤七天七夜，沒想
到祖師毫髮無傷的走了出來，只是臉被燒黑而
已，他們很佩服祖師，想跟著祖師修行，也願
意改掉惡習，隋著祖師做好事，就成了祖師手
下的四個將軍，清水祖師也因成變成「烏面祖
師」。 



祖師爺的故事 

• 祖師圓寂後，鄉民建廟刻像敬拜他，有一次居
然有山賊將祖師的鼻子削掉了，後來雖然修補
好了，但是每當有人不誠心敬拜，身體不潔淨
或對祖師爺有不恭敬的行為時，祖師爺就會生
氣到鼻子掉下來，有時候祖師爺為了要大家提
高警覺，也會掉下鼻子來提醒大家，所以又稱
為「落鼻祖師」。有一次，清水祖師繞境，經
過某戶人家門前，鼻子突然掉落，當天夜晚，
那戶人家就發生火災，大家都說是祖師爺顯靈
了。 



祖師爺的故事 

•  從此之後，雕刻祖師爺佛像的人，不會將祖
師爺的鼻子黏死的，而是做成可活動的，民間
傳說一旦有災難要來，祖師爺的鼻子就會掉下
來，警告大家要小心，而且掉落下來的鼻子，
一定會在祖師爺的袖子中被找到。 

    台灣有許多從福建安溪一帶遷來的居民，也
將祖師的香火遷移來台，保護當地的安寧。現
在本省有九座以上的清水祖師寺廟。其中，台
北市長沙街的祖師廟，規模最大，信者最多，
三峽祖師廟則最具藝術性。 



 

土城永福岩祖師廟簡介 



一、正殿 

• 鄭成功時期，以台灣做為反清復明的基
地，當時有十三位福建安溪人士想渡海
開墾，但是台灣海峽(人稱黑水溝)波濤
洶湧，常有惡風惡浪，因此從福建安溪
清水岩恭請清水祖師公金尊隨行，之後
平安到達台灣。 

• 民國前二十七年(西元1885年)由本地七
人發起建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並
取名「永福岩」指永遠福佑本地居民。 



一、正殿 

 

 

 

 

 

 

 

 

 

 

 

            

                百年歷史的祖師爺本尊 

 

 

 

 

 

 

 

 

    高級的黑檀木材質曾
被宵小挖走，所以信
徒趕緊修復這尊百年
的祖師爺。 



三、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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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青龍邊進入祈福  

   由白虎邊出虎口避凶 



三、廟門 

石鼓 石獅     獅子口中的球
代表有求必應 



三、廟門 

門神─尉遲恭、秦叔寶(正門) 



四、柱子 

龍柱 



四、柱子 

花鳥柱 

  你看到鳳凰的

尾羽了嗎？ 



五、「北管共樂團」文物 

鑼槓 鼓架 

   台灣民間迎神賽會時有句話說「日演北管，夜唱歌仔戲」，因為

白天演出的戲是為了敬神，所以要演出北管大戲酬謝神明，也顯
示當時對於北管音樂十分重視。這幾件北管樂團文物雕工精細，
並且已有八十多年的歷史。 



六、屋脊 

龍鳳呈祥 

    由台灣匠師直接在屋脊上以
剪黏技術處理，唯妙唯肖。 



六、屋脊 

福祿壽三仙 

八仙 



七、其他 
• 拜斗 
   拜斗是道教獨有一種為人攘

災解厄，祈福延壽之科儀  

 ◎斗內法器之意義分別為 

〈一〉斗：代表宇宙 

 ﹝天圓地方，因此以斗表天﹞。 

〈二〉米：代表萬星﹝宇宙萬星﹞。 

〈三〉尺：代表青龍。 

〈四〉秤：代表白虎﹝秤花如虎尾﹞。 

〈五〉剪刀：代表朱雀﹝刀剪如嘴﹞。 

〈六〉鏡子：代表玄武﹝形狀如龜蛇 

          合體的龜殼﹞。 



七、其他 

• 建廟八十周年法會 

敬神活動：歌仔戲 
龍形千斤白米 



七、其他 

鑿井 壁堵     多以民間故事
為題材 



七、宗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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