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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花崗岩

形式：額刻「大帝宮」三字

尺寸：縱114公分  橫48公分

重點解說：

　　本碑文主要銘刻重建大帝宮時，捐獻者的姓名與金額，捐獻者來自崙

尾、厝子、南靖厝、海豐子等地。

第六項  民雄鄉碑文

表4-11  嘉義縣民雄鄉留存古碑一覽表

民雄鄉

編號 碑名 年代 地點 備註

01 重修義興橋碑 乾隆51年（1786） 民雄鄉義橋江厝店段543號  豐厚宮 頁14

02 騎虎王廟祀業碑記 道光11年（1831）
民雄鄉中樂村文化路37號  保安宮騎虎

王廟
頁18

03 陳仁祖香燈祀業裨記 道光21年（1841） 民雄鄉豐收村好收路39號  陳氏家祠 頁20

04 新建廣濟宮碑記 同治10年（1872） 民雄鄉山中村牛斗山78號  廣濟宮 頁24

05 保生大帝碑記 光緒1年（1875） 民雄鄉西安村民族路54號  保生大帝廟 頁27

06 嚴禁豪強佔墾墓地碑記 清代 民雄鄉豐收村好收路38號  五穀王廟 頁32

07 立新築追遠祠堂 大正14年（1925） 民雄鄉豐收村好收路39號  陳氏家祠 頁22

08 義興橋碑發現記 昭和3年（1928） 民雄鄉義橋江厝店段543號  豐厚宮 頁16

09 慈濟寺建築捐題牌記 昭和12年（1937） 民雄鄉中樂村中樂路81號  大士爺廟 頁29

資料來源：何培夫，《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嘉義縣市篇》（台北：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民國83年。

01.重修義興橋碑

年代：乾隆51年3月（西元1786年）

地址：民雄鄉興中村1鄰義橋江厝店段543號  豐厚宮

位置：廟外右側地面、未立

材質：砂岩

形式：額刻碑題

尺寸：縱103公分  橫4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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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解說：

　　本碑文內容為重修義興橋時捐獻者的芳名。

02.騎虎王廟祀業碑記

年代：道光11年12月（西元1831年）

地址：民雄鄉中樂村文化路37號  保安宮騎虎王廟

位置：未立

材質：砂岩

形式：額刻碑題

尺寸：縱53公分  橫115公分

重點解說：

　　騎虎王廟係於嘉慶年間由庄眾捐資建立廟宇，建廟剩餘的錢乃存放累

積生息，幾年之後，以蓄積的錢買田三宗，年收祀租157石，作為祭祀公

款，祀契三宗，輪流檢收，為恐日後有人貪念，特立碑記，以垂永遠。碑文

詳細記載田地購買日期、賣方以及田地四至，這些田地分別購於嘉慶24年

（1819）11月、道光1年（1821）12月和道光10年（1830）4月，多座落於甘

蔗崙和大莆林街附近。

03.陳仁祖香燈祀業裨記

年代：道光21年2月（西元1841年）

地址：民雄鄉豐收村好收路39號  陳氏家祠

位置：正殿左壁

材質：花崗岩

形式：額刻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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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縱107公分  橫53公分

重點解說：

　　此碑文係陳氏族人趁重脩改造宗祠時，將宗祠財產之田地、界址、租額

等細目勒石為碑，以垂不朽。碑文中詳細記載五筆田地的購買日期、賣方、

四至以及租額。

04.新建廣濟宮碑記

年代：同治10年11月（西元1872年）

地址：民雄鄉山中村6鄰牛斗山78號  廣濟宮

位置：廟埕右側

材質：花崗岩

形式：額刻碑題

重點解說：

　　本碑文內容主要記述新建廣濟宮的捐款芳名錄，其中主事者大多姓郭。

碑末詳列建廟支出，如杉料、石灰、油漆色料、木工的支出等，對於建廟當

時的工資和材料價格，可供參考。

05.保生大帝碑記

年代：光緒1年6月（西元1875年）

地址：民雄鄉西安村民族路54號  保生大帝廟

位置：三川殿左壁

材質：花崗岩（照片4-31）

形式：額刻碑題

尺寸：縱122公分  橫6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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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內容： 

欽加同知銜  署理嘉義縣正堂  加十級  紀錄十次陳，為示諭嚴禁

事。

本年六月十九日，據打貓街後庄六戶內首事職員洪兆祥、林光輝、蕭

長清、周溪、周仕、陳福等僉稱：「該戶內自承先祖庠生洪榮光、貢

生蕭作楫、林玉麟、周文成、周俊盛、陳啟輝、謝振明以來，立廟供

奉保生大帝，四時祭祀，百有餘年。祇因廟中油香祀費無可措籌，是

以祥等六戶內先祖父鳩銀置買打貓后庄洋田三宗、社尾園一宗、溪心

仔洋田一宗六份；本廟前有坡堀一口、廟邊店屋六座、虎尾寮洋田一

宗，歷年首事收稅，以為祭祀諸費，由來如斯。不虞邇來戶內人丁有

一二不肖者，欲盜變此祀業，或混收租稅，濫用花銷。誠恐日後被人

盜變，致釀禍端，僉請示禁。」等情到縣。

據此，除批示外，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該處戶內首事人等知

悉：爾等須知，此數宗田、園、坡堀、店屋，係屬神祇祀業，年收租

稅，自應歸於首事輪流辦理祭祀諸費；毋得濫用花銷，擅自盜變，以

垂永遠而杜禍端。如敢故違，許即指稟拘究，決不姑寬，毋違！特

示。

一、後庄洋田一宗，年該租穀弍拾弍石正，帶納官租銀弍元伍角。

一、後庄洋大路東畔涵口田一宗，年該租穀弍拾弍石正，帶納官租銀

弍元；又帶連路南畔田仔二坵，年該稅銀四元。

一、後庄洋崙仔頂大路腳田一宗，年該租穀弍拾石正，帶納官租銀弍

元。

一、虎尾藔洋田一宗，年該租谷壹拾參石正，帶納官租銀弍元正。

一、社尾園一宗，年該稅銀參拾玖元正，帶納官租銀參元五角。

一、溪心仔洋田六份，年該大小租谷一百弍拾石正，帶納業主大租

四十弍石。

一、本廟前坡堀一口，年該稅銀四十元正，帶納番通事魚弍拾觔。

一、本廟邊北畔店屋六座。            

光緒元年六月廿四日給，首事職員洪兆祥、林光輝、蕭長清、周溪、

周仕、陳福仝立石。



843

《第二篇-人文地理》

重點解說：

　　本碑文係官府出示的示禁碑。蓋本保生大帝廟擁有不少廟產，故由歷年

首事收稅，以為祭祀諸費，但當時戶內人丁有一二不肖者，欲盜變此祀業，

或混收租稅，濫用花銷，所以幾位首事職員就到官府申請立示禁碑，碑文中

重申「此數宗田、園、坡堀、店屋，係屬神祇祀業，年收租稅，自應歸於首

事輪流辦理祭祀諸費；毋得濫用花銷，擅自盜變，以垂永遠而杜禍端。」

照片4-31  保生大帝碑記（右：已遭風化的原碑，左：新刻之碑記）

資料來源：吳育臻拍攝，2007.02.08

06.嚴禁豪強佔墾墓地碑記

年代：清代

地址：民雄鄉豐收村好收路38號  五穀王廟

位置：祠右金爐旁地面、未立

材質：砂岩

形式：斷裂為二，僅存下半，落款年代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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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縱80公分  橫72公分

重點解說：

　　本碑文風化嚴重又保存不良，從斷續的文字中，可推斷年代甚早，也許

在康熙或雍正年間，碑文中提到康熙、打貓社，並有「毋論民番定行嚴拿究

辦」字眼，也許和漢人與打貓社平埔族的土地侵墾有關。

07.立新築追遠祠堂

年代：大正14年2月（西元1925年）

地址：民雄鄉豐收村好收路39號  陳氏家祠

位置：天井左壁

材質：花崗岩

尺寸：縱38公分  橫31公分

重點解說：

　　本碑文為陳氏宗族新建祠堂而立碑。碑文內容記載該宗祠係請負民雄東

勢湖庄許崑司築造前後落、三川門樓、照墻全部。而支用之金錢乃是將宗祠

田產出贌三年耕作所得料金而成。

08.義興橋碑發現記

年代：昭和3年5月（西元1928年）

地址：民雄鄉興中村1鄰義橋江厝店段543號  豐厚宮

位置：廟外右側

材質：花崗岩

尺寸：縱67公分  橫42公分

重點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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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3年（1928）本地居民發現一百多年前的「重修義興橋碑」，才知

道大正6年（1925）新建的樂善橋，其前身原來是義興橋，居民為了保存古

蹟且喚回鄉號，所以將樂善橋回復原名為義興橋，並立碑為之記。

09.慈濟寺建築捐題牌記

年代：昭和12年端月（西元1937年1月）

地址：民雄鄉中樂村中樂路81號  大士爺廟

位置：天井左壁

材質：磁磚

形式：原碑無題，碑文以油漆書寫

尺寸：縱76公分  橫230公分

重點解說：

　　本碑文內容主要為大正12年（1923）建立民雄慈濟寺建築義捐金芳名錄。

第七項  新港鄉碑文

表4-12  嘉義縣新港鄉留存古碑一覽表

新港鄉

編號 碑名 年代 地點 備註

01 新建奉天宮碑記 嘉慶17年（1812）
新港鄉大興村新民路53號  奉

天宮
頁40

02 新建登雲書院喜捐緣金名碑 道光15年（1835）
新港鄉宮前村古民街12號  文

昌國小
頁46

03 再立笨新南港義塚碑記 道光22年（1842） 新港鄉第二公墓 頁48

04 重修水仙宮碑記 道光30年（1850）
新港鄉南港村舊南港58號  水

仙宮
頁52

05 大興宮重修喜捐緣金名碑 咸豐8年（1858）
新港鄉大興村中正路73號  大

興宮
頁44

06 喜捐廟地並店租碑記 明治45年（1912）
新港鄉大興村新民路53號  奉

天宮
頁42

資料來源：何培夫，《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嘉義縣市篇》（台北：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民國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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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新建奉天宮碑記

年代：嘉慶17年3月（西元1812年）

地址：新港鄉大興村3鄰新民路53號  奉天宮

位置：正殿右外壁

材質：花崗岩

形式：原碑無題

尺寸：縱136公分  橫67公分

碑文內容：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

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如此夫。」此其頌我聖母德盛乎！

溯自我天后聖母在笨之宮，因烏水氾濫、橫遭沖毀；我笨亦幾至蕩然

無存，毀於一旦，何其虐乎斯時也！拙義無反顧，毅然與笨眾敬遷我

神諸聖像於笨之東蔴園寮肇慶堂。於此，洪氾雖可遠避，然舊日巍峨

廟宇已不復存。思念及此，臥寐難安！於是商諸我笨諸耆宿，太子少

保子爵軍門王捐俸倡建於前，諸紳商鼎力虔誠捐獻於后；不數載，竟

再建聖母之宮於此地，其規模之宏、奐輪之美，有過原廟而無不及。

軍門王，廟成之日，必奏請聖天子御賜宮號「奉天宮」。美矣哉！此

非神德之盛何以致之。

鳴呼！逝者已矣，拙與我神諸聖像東遷于此，垂十餘載而莫敢知有此

日，證諸孔子讚神之義，詩經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理，實不謀而暗

合。大哉我神至誠通神，今有徵，拙雖耄亦足矣。筆至此，思及我笨

宮跡遺有「重修諸羅縣笨港天后宮碑記」一座，因無由疏遷，崩陷溪

中，未能同在襄此盛舉，誠拙終生之憾事也。

茲聖宮新建竣事，感觸殊多，興之所至，誌於此，意在示人明聖母神

德之盛，而知敬神所當誠之由云爾。僧景端謹誌，十八庄董事仝敬

立。

嘉慶壬申年桐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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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解說：

　　本碑文記述笨港如何遭逢水災，其中笨南港街如何搬到蔴園寮，如何重

建天后宮，如何命名為奉天宮等事，對笨港（或新港）的聚落變遷，以及奉

天宮的由來作了清楚的交代，深具史料價值。

02.新建登雲書院喜捐緣金名碑

年代：道光15年8月（西元1835年）

地址：新港鄉宮前村古民街12號  文昌

國小

位置：大門右側

材質：花崗岩（照片4-32）

形式：額刻皇清、雙龍紋飾，邊框花飾

尺寸：縱208公分  橫93公分

重點解說：

　　本碑文主要載明捐款建登雲書院的

芳名錄，其中有太子少保王得祿、嘉義

縣知縣等官員，足見登雲書院在地方上

的重要性。

03.再立笨新南港義塚碑記

年代：道光22年1月（西元1842年）

地址：新港鄉第二公墓

位置：萬靈堂右前路旁

材質：花崗岩

形式：原碑無題，額刻「笨新南港義塚」六字

照片4-32  登雲書院古碑今貌

資料來源：吳育臻拍攝，2007.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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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縱144公分  橫81公分

重點解說：

　　本碑文主要記述原新港西邊之義塚已幾無餘地，故居民妥議再立義塚，

故選擇此地，並規定每塚的長寬。文末則載明捐獻者名錄及金額。

04.重修水仙宮碑記

年代：道光30年7月（西元1850年）

地址：新港鄉南港村舊南港58號  水仙宮

位置：三川門右壁

材質：烏石

形式：七石合刻

尺寸：縱78公分  橫204公分

碑文內容：

吾笨南港有水仙尊王、關聖帝君二廟，由來舊矣。不意嘉慶年間，溪

水漲滿、橫溢街衢，浸壞民居者，不知凡幾，而二廟蕩然無存。里中

耆宿悼廟宇之傾杞、思崇報而無從，遂於嘉慶甲戌年間鳩金卜築于港

之南隅，以崇祀水仙尊王，而關聖帝君亦傳。其廟規模宏敞，誠笨中

形勝地也；但歷年既久，不無風雨剝蝕、蟲蟻損傷，兼以溪沙渾漲、

日積月累，基地益位，觀者惻焉！

吾笨中三郊爰請諸善信捐金擇吉，仍舊重新增建一後殿以奉祀關聖帝

君。雖帝廟末創而神靈亦得式憑，則二廟可合為一廟矣。右翼以禪

房，左翼以店屋二座，並建置民地一坵，設立石界，為住持香火之

資。是廟坐辛向乙，兼酉卯；興工於道光戊申年端月，至庚戌年梅月

始蕆其事，計糜白金伍阡玖陌有奇，落成之日，遠近商民靡不致敬，

蓋實我三郊之力為多焉！門屏軒敞、金碧輝煌與夫寶像之尊嚴、諸神

之藻繪，均視昔有加，庶足以壯觀瞻而叨庇祐。神光赫濯，其將福吾

人于无疆乎！

嘗攷水居五行之首，而備四德之全。大禹以治水有功，利溥萬世，受

禪為王，王號自此肇聞；而楚王、屈大夫、魯師匠、伍盟輔匠類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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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於水，儼然水中仙也，宜並欽之為王，則水仙尊王之錫號振古如茲

矣。而關聖帝君以忠義參天地、炳古今，列在祀典；用帝者儀，蔭及

苗裔，與至聖先師埒德業難以枚數。雖山陬僻壤，咸薦馨香，而況我

笨尤為水陸往來之區，則設殿而報之也亦宜。

是役也，余以株守桑梓，未獲共襄盛舉。因五弟學同躬親其事；備陳

三郊誠敬之心暨諸喜捐者之樂善，以記請。自維淺陋不文，姑序緣

起，俾勒貞珉云。晉江生員王庭璋薰沐謹記，賜進士出身、誥授中憲

大夫候選六部主事、前甘肅甘涼兵備道、刑科給事中、掌京畿道監察

御史、翰林院編脩、國史館纂脩侯官郭柏蔭敬書。

道光歲次庚戌孟秋穀旦，

董事泉州郊金合順、廈門郊金正順、龍江郊金晉順同泐石

茲將捐題姓名啟列于左：

鹿港海防分府胡國榮捐銀壹佰元，鹿港海防分府史蜜捐銀捌拾捌元，

鹿港副總府王國忠捐銀參拾弍元，嘉義縣正堂王廷幹捐銀弍拾大元，

笨南北港糖郊捐銀壹佰肆拾元，臺郡三郊蘇萬利、金永順、李勝興捐

銀壹佰元，臺嘉總館捐銀陸拾元。鹽水港五郊、糖郊拾弍元，水郊捌

元，箃郊肆元，計弍拾肆元。澎湖郊金順利捐銀肆拾元，後庄郭光竹

觀捐銀參拾大元，臺郡立興號捐銀拾弍大元，太保庄王朝肅捐銀壹拾

大元，虎曾藔同合油車捐銀捌元，鹽水港蘇源裕館捐銀陸大元，牛稠

溪茂興油車捐銀肆大元、南港梁燕觀捐銀肆大元，大崙庄林讚觀捐銀

弍大元，以上壹拾柒条共銀陸佰捌拾元。

嘉義城：糖郊捐銀捌拾元，布政司理問陳尚志捐銀弍拾元、又捐中樑

壹枝，油郊金和興捐銀壹拾元，箃郊陶源號捐銀柒元，本立號捐銀柒

元，寶藏號捐銀陸元，杉郊奕興號捐銀伍元，以上捌条共銀壹佰參拾

伍元。

樸樹街：盈發號捐銀伍拾元，邱寶興捐銀肆拾元，蘇源興捐銀弍拾大

元，長發號捐銀拾伍元，益源號捐銀拾弍元，源隆車捐銀拾弍大元，

協美號捐銀捌大元，長勝車捐銀陸大元、振順車捐銀陸大元、立裕車

捐銀陸大元、源勝車捐銀陸大元、協豐車捐銀陸大元、瑞德號捐銀陸

大元、隆美號捐銀陸大元、源順號捐銀陸大元、大川號捐銀陸大元、

永源號捐銀陸大元，萬利號捐銀肆大元、泉興號捐銀肆元，源泉號捐

銀參元，以上弍拾条共銀弍佰弍拾捌元。

新南港街：米鋪戶捐銀肆拾捌元，邱景隆捐銀肆拾元，箃郊捐銀參拾

伍元，方淵觀捐銀拾弍元、振隆號捐銀拾弍大元，集興號捐銀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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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榮芳號捐銀捌大元，晉益號捐銀陸大元、豐美號捐銀陸大元、朱

怡和捐銀陸大元，崇德號捐銀肆大元、集利號捐銀肆大元，錦盛號捐

銀參大元、東利號捐銀參大元，恆生號捐銀弍大元、泰興號捐銀弍大

元、東源號捐銀弍大元、捷成號捐銀弍大元，以上壹拾捌条共銀弍佰

零伍元。

舊南港街：許龍順捐銀弍拾元，郭振池觀捐銀拾陸元，金鳳春捐銀捌

大元，復振號捐銀陸大元，益興號捐銀肆大元，源昌號捐銀弍大元、

合利號捐銀弍大元、順利號捐銀弍大元、益利號捐銀弍大元、益豐號

捐銀弍元、振發號捐銀弍元，以上壹拾壹条共銀陸拾陸元。

笨北港街：貢生蔡慶宗捐銀弍拾元、裕順號捐銀弍拾元、隆發號捐銀

弍拾元，吳怡茂捐銀壹拾捌元，陳永順捐銀拾陸元，捷發號捐銀拾弍

元、洽興號捐銀壹拾弍元，德源號捐銀拾大元、許合勝捐銀拾大元、

許協裕捐銀拾元，許協德、錦瑞號、益豐號、正美號、茂源號、鼎發

號、隆順號、鼎興號、寶豐號、晉德號、高元振觀、吳怡成、源發

號、泉吉號，以上各捐銀捌大元。新盛號、榮發號、長順號、珍興

號、義合號、鎰勝號、盈記號、順興號、泰源號、豐利車、新春車、

大吉車、協吉車，以上各捐銀陸大元。德興車、成美車、長盛車、

長發車、源美車、德利車、萬利車、合順車、益順車、隆吉車、德利

車、德美車、德記車、復興車、洽興車、茂順號、瑞利號、周振裕、

鎰和號、捷盛號、恆□□、合吉號、怡泰號、新順吉、晉錦號、新協

成、義利號、□□□、合盈號、泉泰號，以上各捐銀肆大元。同順

號、勝珍號、勝隆號、振益號、慶興號、日陞號、協春號、協順號、

義興號、茂林居、泉興號、萬順號、長盛號、捷益車，以上各捐銀弍

大元。源興號捐銀壹元，以上捌拾弍条共銀肆佰捌拾柒元。

上下陸宗合共銀壹仟捌佰零壹元。

茲將各澳寶舟捐題啟列于左：

金湖發捐銀弍拾肆元，周興勝捐銀拾捌元，高雙發捐銀拾陸元，高再

益捐銀拾肆元、黃捷興捐銀拾肆元，郭源發、紀益成、金聯豐、金獅

發、金同榮、陳洋源、高寶順、高由勝、金連德、陳六合、金進金、

金發興、龔成順、金長順、金啟祥、高合寶、紀萬金，以上各捐銀拾

弍元。

金津興捐銀拾壹元，高慶順捐銀玖大元，金振興捐銀陸元、石拾弍

塊。

金長來、金鴻順、金盈順、傅祥榮、陳源興、陳新益、高恒發、高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