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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鄉名 村名 / 廟名 祭典儀式 備註 稱呼

月 日 虎尾鎮 惠來厝頂莊 設置竹管爐 祭祀一個月 義民公

月 日 新港鄉 舊南港 門口普度
下午犒軍連
同祭祀

義民公

月 日 口湖鄉 青蚶村 門口普度

敬演給客王
的大戲會先
演給義民公
看。

義民公

月 日 口湖鄉 下崙 門口普度

月 日 口湖鄉 下寮仔 門口普度 普度公

月 日 四湖鄉 羊稠村 門口普度 義民公

月 日
水林鄉

顏厝寮 門口普度 義民公

土間厝 門口普度 義民公

臺西鄉 光華村 門口普度 -

北港鎮 劉厝里 門口普度 - -

臺西鄉

台西街、頂
客厝、海口
厝、 鹽 埔、
六塊厝、王
爺埔

門口普度 - -

新港鄉
南港村頂菜
園

村莊祭典
也會拿到水
月庵祭拜

大眾爺

北港鎮

新街里
北壇碧水寺

門口普度
廟宇祭典

與碧水寺大
眾爺一同慶
祝

大眾爺
義民公

口庄 門口普度 - -

臺西鄉
五條港
崙仔頂

門口普度 - -

水林鄉

春牛埔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海埔村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70 4

344

新港鄉
共和村洪厝
南壇水月庵

村莊祭典
廟宇祭典

也會拿到水月
庵祭拜

大眾爺

東勢鄉 東勢厝 門口普度 - 普度公

元長鄉
潭東村、
鹿北村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口湖鄉 口湖庄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臺西鄉
溪頂村、
瓦厝

門口普度 - -

水林鄉

海豐厝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番仔厝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新港鄉 南港村下菜園 村莊祭典
也會拿到
水月庵祭拜

大眾爺

東勢鄉

牛埔頭
圳頭厝
頂寮
馬山厝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褒忠鄉 六塊寮 門口普度 - -

北港鎮
扶朝里
大庄
府番里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虎尾鎮 大路墘 祈安繞境
義民公會過
爐

義民公

口湖鄉

埔南村外埔　
頂口湖

門口普度 - 普度公

埔北村鱉潭 門口普度
稱北港普度
公，會朝北
港方向呼請

北港普度公

東勢鄉
新坤村
路利潭
月眉村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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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忠鄉

馬鳴山、新
湖村　太湖
村、潮厝村　
有才村

門口普度 - 普度公

元長鄉 五塊厝 門口普度 - -

水林鄉

水林街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西井村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牛挑灣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虎尾鎮

下過溪
中溪里

廟宇祭典
門口普度

下過溪義民祠
中溪里義民廟
下溪里大庄
北極殿

義民公

下過溪三塊厝
惠來厝頂庄
大路墘
下過溪大庄
崁腳
牛埔仔埔尾
三合里吳厝

村莊祭典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四湖鄉 鹿場村 門口普度 - -

北港鎮 大北里 門口普度 - -

東勢鄉
昌南村、
同安村 門口普度 - 普度公

麥寮鄉 麥寮街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元長鄉

元長街
子茂村
瓦瑤村
卓運厝
鹿南村
頂寮
中坑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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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忠鄉
褒忠街、龍
岩村　田洋
村、潮洋厝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土庫鎮

土庫街　馬
光厝　興新
聚落　新興
義雲宮

門口普度
廟宇祭典

- 義民公

虎尾鎮

三合里舊廍
三合里庄仔

埒內里

大屯仔
門口普度
謝歌仔戲

- 義民公

北港鎮

北港街
新厝里
灣內里
好收里
樹仔腳中庄

廟宇祭典
門口普度

北港義民廟 義民公

六腳鄉 蘇厝寮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北港鎮 北港街 廟宇祭典 北港義民廟 義民公

水林鄉 湖仔內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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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yi Liufang: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ulture of Yunlin 

Yimin Gongpu 

Huang Wei- Chiang*

Abstract

The Lin Shuangwen rebellion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anti-

government rebellion in Taiwan under the Qing rule. The casualties 

memory embedded in the people. The belief of the Hakka Yimin (which 

means “righteous people” in Chinese) stems from th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cultural code for Hakka people. In fact, the ethnic groups 

Yimin. Among them, the Yimin Temple in Beigang is representative 

calendar month, the settlements in the offshore area of Yunlin County 

will take turns to hold the Pudu, which is called Yimin Gongpu. The 

scale of Yimin Gongpu is not large, but it can illustrate the people's 

recollections of the war over a hundred years ago. There are two main 

directions in this study. First is to scrutinize the historical dat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imin Gongpu culture. Second, the author used 

several years of field research to record and analyze the sacrificial 

rituals of the settlements and the time of Puru in the Yunlin area. 

The objective is to gain preliminary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cultu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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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lin Yimin Gongpu, which can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follow-up 

research. 

Keywords Yiminye, Beigang Yimin Temple, Purdu culture, 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