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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考察暨進香活動是隨同縣府組團赴漳州白礁慈濟西宮

及廈門海滄青礁慈濟東宮。福建因為北、西多山，影響了中原

文化對其影響的時程，早期先民對於山川日月、水火木石、風

雨雷電都認為有神靈。閩中對於瘟神特別崇拜，而閩南人對保

生大帝特別推崇，本次考察暨進香活動，藉以了解保生大帝的

文化。 

    慈濟宮有青礁、白礁兩處，內祀「保生大帝」，也叫吳真

人，俗稱「大道公」。白礁慈濟宮，位於龍海市角美鎮白礁村，

簡稱「白礁宮」，青礁慈濟宮，位於廈門海滄台商投資區青礁

村，簡稱「青礁宮」。兩個都說是慈濟祖宮，因為青礁位置在

東，所以青礁的廟稱為慈濟東宮，白礁的廟稱為慈濟西宮。 

    保生大帝是位宋代民間名醫，姓吳名本，字華基，號雲沖，

白礁村人，生於宋太平興國四年三月十五日。吳本生而穎異，

年十七，從師學道，苦學歧黃，精通醫術。宋時閩南一帶曾多

次疫癘流行，吳本帶領徒弟，四處奔走救治，救人無數，時人

譽為「華陀再世，救治萬民」。宋仁宗景祐元年，吳本五十八

歲時，因上文圃山白礁村龍池巖險峰採藥，跌崖致傷，不治卒

於家。歿後，聞者追悼感泣，尊奉為「醫靈真人」。四年丁丑

（1037）白礁村父老鄉親為紀念吳真人生前慈悲濟世，自發籌

款建庵，塑像供祀。南宋紹興二十年庚午（1150），高宗皇帝



頒詔動支銀庫、遣使監工，把龍湫庵改建為一座宮殿式的廟

宇，賜名「慈濟廟」。孝宗乾道元年乙酉（1165），追封謚號

「慈濟靈宮」，亦稱慈濟祖宮。 

    白礁慈濟祖宮不僅是閩南人文景觀的精華，也是台灣與大

陸血脈相連的見證。南明永歷十五年（1661），民族英雄鄭成

功從閩南沿海渡海收復台灣，部分忠貞軍特地從「白礁慈濟祖

官」迎請保生大帝神像，作為保護神隨軍東渡，於農曆三月十

一日在台灣台南學甲鎮頭前寮將軍溪安全登陸。以後部分忠貞

軍在此定居，並建「學甲慈濟宮」奉祀「保生大帝」神像。之

後台灣各地紛紛興建保生大帝廟宇，並把白礁忠貞軍登陸台灣

的紀念日，作為台灣各地信徒聚集謁祖祭典的日子。每年的三

月十一日，台灣各地保生大帝廟宮都要聚集學甲慈濟宮，舉行

規模盛大的「上白礁」竭祖祭典活動，遙拜大陸白礁慈濟祖宮，

歷經三百餘年來從未間斷。海峽兩岸關係緩和後，每年都有成

百上千的台灣各地善信到白礁慈濟祖宮竭祖進香。 

    此次進香，除了眾多進香團陣頭令我大開眼界，慈濟宮能

不建新廟而保存老建築，真的非常難得，保生大帝為金門民間

重要信仰之一，大、小金門有十六間奉祀保生大帝的廟宇，希

望我們的未來子孫也能延續文化，不加以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