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牲花果茶酒上案，炭火爐升起，法冠道袍上身，手路清香捻起，法鈴聲清亮響起，

向天地四方宣告國父紀念館有重要科儀開始囉～～

才不會忘記土地公呢

隨著這次大會堂工程啟動，藉由動土儀式的過程除煞，向天地宣告工程正式開

始，祈求工程平安繁榮，期能達到趨吉避凶之效。本館也於儀式隔日正式向社會大

眾宣告暫停對外開放參觀，館內各單位也隨著閉館，從人員、業務、物品、財產到

空間，開始進行最後的整頓，繼續進行將原先分散在館內各處的辦公區域，搬至於

園區所建置的臨時辦公室，以將館內空間清空，便於工程團隊進駐，展開各項工程

推進。

當然，隨著辦公區域人員及物品的遷出，土地公也是我們重要的一員，當館員

搬遷至園區的臨時辦公室繼續營運業務，必須把土地公一起請到臨時辦公室繼續保

佑大家，這也是頭一次要把土地公搬出館外暫安，對國父紀念館來說是一件相當慎

重的事。

五十年來頭一遭－

土地公出火暫安儀式 黃舒屏

先來說說土地公在臺灣民間的地位

臺灣的民間信仰主要以漢民族文化為主，而祭拜土地的

行為是早在商代的時候就有記載，到了明代土地廟發展到各

地區。土地公是地方的保護神，庇蔭地方安寧、避天災、求

官、求財、求子，甚至是在墳塔前都能見到土地公神位祀奉，

土地公可說是最親近民眾生活的神明。

本館土地公的由來?  一次感電意外?!

退休的資深員工陳女士及劉志昌先生回憶起，在開館

頭幾年時，一次感電意外，導致當時電力廠商派駐在本館的

技術人員劉振鵬先生（劉志昌先生之父）觸電負傷，送往仁

愛醫院治療月餘。劉先生癒後從松山一帶請來土地公金身到

館裡供俸，鎮守在館內庇佑館員。一開始是供俸在變電機房

裡，後來移至地下室當時的服務員休息室門口；後又在童啟

祥館長任內地下室進行空間調整，就把土地公暫安在後舞台

3樓的排練室，爾後因多數意見認為應該把神明安奉在離大

家較親近之處，在王清波館長任內，遂又將土地公請到工務

組前通道，就一直安奉到這次大會堂整修（民國113年）。

所以土地公真的是從開館之時，就聆聽著大家的心願，持續

50年一路守護著國父紀念館及館員。

回到正題，凡人搬家可以想像，但⋯⋯怎麼幫神明搬家？

這⋯⋯對我們這些館員來說可是個新問題，畢竟問了一圈，沒人知道具體該準

備什麼東西？該如何動手幫神明搬家？經過一番探詢，我們得知一條線索，如果土

地公是神屆的里長伯，那城隍爺的職權就相當於地方首長，相傳土地公的派任是由

由王蘭生館長率主管們恭迎金身、寶像及

香案過火爐進入臨時辦公室。

臨時辦公室
（民國113年

5月16日）

王蘭生館長時期

工務組前
通道

（約民國76年）

王清波館長時期

後舞台3樓
（約民國70年代）

童啟祥館長時期

地下室服務
員休息室前

（約民國60年代）

變電機房
（開館初期）

施俊文處長時期

土地公遷移過程圖

土地公原位(工務組前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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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爺管理1，有關土地公的事或許可以從城隍廟得到協助。隨後，我們去電請教

了松山霞海城隍廟，也透過廟方的呂道長推介了一位熟習相關儀式細節的游老師，

協助我們有關幫土地公搬家的事。

人的居所遷移叫搬家，那神明遷移也叫搬家嗎？

依據民間習俗，建築重修前把神明之塑像或先人的牌位請出建築物外的儀式，

就叫出火，簡單的說就是移動神位的儀式。而暫安是指暫時安奉，指將神位暫時安

置處，待建築修建完成，在另擇吉日把神位請回建築內的儀式。

也許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吉日恰巧是館慶日

游老師先根據臨時辦公室方位，選定土地公神位可暫安於綜發組前的空間；再

依干支時辰、方位，算出同時合適出火與暫安兩種儀式的吉日為陽曆5月16日，吉

時為巳時（上午9至11時）。

吉日當天早上，我們備妥三牲、鮮花、素果、茶酒、清湯圓、火爐、香燭與四

色金等供品與儀式用品，由館長率領各主管及全體同仁，隨著游老師的引導，先到

臨時辦公室的新神位進行焚香頌禱，告知天地本館即將進行整修工程累及神龕，需

1	 民間對於神祀的由來與關係眾說紛紜，關於城隍爺與土地公的關係另有一說也常見，城隍管的是冥間，而
土地管的是陽間，行政級別差異不大。

藉吉日暫移土地公寶座至臨時辦公室紅壇，待館體工程告竣再擇吉日入火歸位，再

由館長領隊前往館內的原神位迎接土地公，並進行出火的儀式 。

隨著儀式的推進，游老師依照疏文頌禱，也向土地公敬呈全體同仁大名並祈求

施工安全、無侵工期，全體員工同心建造圓滿。出火儀式的最後，再用魯班鎚敲動

土地公的原神龕，表示封閉香案不再使用，避免周遭神靈進駐。隨後再由館長及主

管們恭迎土地公金身、寶像及香爐出發前往臨時辦公室的新神位，繼續進行神位暫

安的儀式，並再次透過疏文頌禱、敬拜香酒等過程，將近兩小時的科儀過程穩妥，

最後經由館長代表本館向土地公擲得聖爻，確認儀式圓滿完成，土地公也正式到臨

時辦公室繼續守護大家。

結語

在臺灣，土地公不僅是基層的神明，同時也是深得民心擁護的鄉土神。村里

中祀奉著土地公的宮廟，無形中就是我們關愛地方、關心社群的據點，常扮演凝聚

民眾力量的中心，土地公守護著大家，同時也涵養著一方民眾對地方的共同文化記

憶。我們這些館員何嘗不是生活在國父紀念館的人，除了對孫中山先生的崇敬凝聚

著我們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對於土地公的信仰也同時讓館員們更親近。大家不妨可

於土地公生日（農曆二月初二）或初一十五準備些水果點心敬獻土地公，或是隨時

都可以到土地公的辦公室跟祂打個招呼，即使是兩手空空，只要誠心合十祈求，土

地公必會保佑眾善男信女都能身心健康、萬事如意，有機會不妨看一下土地公身上

掛著的還願金牌，那都是土地公靈驗的見證！

（黃舒屏／本館工務機電組約僱助理）

王蘭生館長代表持手路清香，隨老師敬告土地公暫安臨時辦公室。

土地公奉安儀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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