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古文化寺廟介紹 

風城精采媽祖文化 -部活歷史        

新竹市媽祖的信徒為數不少，幾座知名的媽祖廟南寮的慈聖宮、北門長和宮外媽

祖廟和西門街內媽祖廟，在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都盛大慶祝媽祖誕辰，走訪三

座媽祖廟來歷，對風城近代生活史能更加貼切了解，彼此都有巧妙歷史淵源故

事。 

 

位於南寮的慈聖宮。慈聖宮於 1966 年（民國 55 年）動工興建，1969 年（民國

58 年）完工，鎮守南寮海疆，其中一尊媽祖高高坐在廟宇最後面的椅座上，為

慈聖宮的鎮宮媽祖，另一尊面容祥和，坐於較低的鑾轎上，為鑾轎媽祖[1]。 

變轎媽祖早期由舊港庄人安金身祭祀，但因竹塹港没落，居民籌措不到費用興建

媽祖廟，因此暫奉於北門外媽祖長和宮。 

百年前左右新竹的海路交通以舊港為口岸，大陸的軟身媽祖由舊港上岸，供奉在

舊港民宅，因舊港人口稀少，沒有經費興建宮廟供稱這尊媽祖，經過地方人士協

商，將此媽祖移駕到長和宮，坐在神轎上在長和宮裡借奉[2]，待舊港地區興建

廟宇再迎回。 

日子久了、幾十年過去，當年由大陸迎來媽祖的長輩已經凋零，舊港地區漸漸遺

忘寄奉在外的媽祖，民國六十年左右年代，南寮港完全取代舊港，位於新竹市南

寮街 185 號的南寮慈聖宮建成。傳說，南寮當地有人夢見，借奉長和宮的舊港媽

祖，想回到南寮慈聖宮鎮守南寮海疆，保護漁民，發起迎回舊港媽祖盛事。 

因慈聖宮已供奉一尊媽祖，即安排從長和宮迎回的舊港媽祖，坐於正殿媽祖前較

低的鑾轎上，為鑾轎媽祖。演變成慈聖宮媽祖出巡，由鑾轎媽祖出巡，原媽祖看

家為鎮宮媽祖。每年鑾轎媽祖出巡一定回到長和宮進香，有說是念舊回娘家，因

長久在長和相處，難免有無法割捨深厚情感。 

後來慈聖宮媽祖出巡皆以鑾轎媽祖為出巡代表，原先的黑面媽祖成為看家的鎮宮

媽祖。形成一間廟宇有兩尊相同主神的奇特現象，居民則認為獲得雙重庇祐，慈

聖宮也的確一直為南寮地區香火鼎盛的主要廟宇之一[1] [2]。 

長和宮為新竹市早期竹塹古輕便車道的起點，陸運貨物會經過今日的城北街、境

福街（樹林頭境福宮）、東大路、經塹港富美宮，最後到頭前溪口的南寮港口。

清治和日治時代北門街商行雲集，水郊行商以此廟為集會中心，日治時期廟埕有

小吃市集。 

 

 

 

乾隆七年（1742 年），淡水同知莊年、淡水廳守備陳士挺等倡建媽祖廟，由王世

傑家族捐地。廟名取「長和」，以期船頭行長久合作、和平共處。在乾隆十三年

（1748 年）官方在竹塹城內興建新竹內天后宮後，長和宮開始被叫作「外媽祖」。 



外媽祖長和宮開基媽祖神尊為軟身神像，在乾隆七年由福建莆田萬梅堂禪師林義

濤從湄洲媽祖祖廟請來，稱為「湄洲祖廟正三媽」。其乘座鑾椅、鳳冠霞披、錦

繡袍裙、三寸金蓮履、繡花荷包囊都是當時隨該金身來台。  

長和宮被列為三級古蹟，廟裡多處梁柱腐朽，雖然兩年前新竹市政府即已編列預

算新臺幣五百萬元修繕，而且預算獲新竹市議會通過，但還不見維修[3]。長和

宮管理委員會主委楊金土向臺灣省政府委員秦金生請願省府協助，再獲得預算資

助。 

1998 年 6 月 30 日維修動土[4]，廟方將廟前攤販依面積大小分成二級補償遷移，

大攤補償新臺幣一百萬元，小攤新臺幣五十萬元，要求攤商在 1999 年 1 月 20
日前完成遷移。 

2000 千禧年 1 月 20 日舉行上大樑，原先新竹市政府預估修復總工程費用為新臺

幣一千七百多萬元，後增至新臺幣二千七百九十四萬餘元，2001 年完工時已耗

資新臺幣五千多萬元。廟方又花新臺幣四億元購買土地與興建香客大樓。 

 天后宮(新竹內天后宮)，在廳治西門內，乾隆十三年，同知陳玉友建。四十二

年，同知王右弼修。五十七年，袁秉義捐修。據袁秉義碑記云：廟僧稱為陳護協

所建，王司馬修之。創始何年弗可考。久集都人士，謀節俸倡修，凡費番鏹三千

有奇。襄厥成者，守戎盧植，二尹陳聖增。分司章汝奎，董事邵起彪。道光八年，

李慎彝重修。同治九年，官紳復重修。 

新竹內天后宮原位在今新竹市中央里的西安街，後日本人以拓寬馬路為由，就將

當時位在馬路中央的廟身拆除[5]。其媽祖神像有移至長和宮、香山天后宮[6]、
或中央里里民輪奉[5]。 

各媽祖廟經過各方支持和廟方努力有如今規模，不僅成為信徒精神寄託重鎮，也

是地方文化和旅遊中心，本月媽祖誕辰熱鬧廟會，帶動生動朝氣，長和宮捐贈四

輛消防警備車，保護地方安全更受嘉許讚揚。 

 

出巡是臺灣民間信仰最為普遍常見的活動，所謂遶境是指神明巡視轄區，一般神

明也有所謂「溫庄」的活動。 遶境出巡屬於角頭性的例行性活動，目的在巡視

地方驅除邪煞、祈求合境平安。 

 

 

 

 

 

 

 

 

 

 



(圖一)新竹市西門街內天后宮 

 

 

 

 

 

 

 

 

 

(圖二)慈聖宮鑾轎媽祖出巡 

 

 

 

 

 

 

 

 

 

(圖三)農曆 3月 23日長和宮

給媽祖祝壽廟會 

 

 

 

 

 

 

(圖四)長和宮捐消防警備車，

新竹市長高虹安拍手鼓勵 

 

 

 

 

 

 

 

 



(圖五) 長和宮擁有五星級香客大厦 

 

 

 

 

 

 

 

(圖六) 南寮慈聖宮 

 

 

 

 

 

 

(圖七) 長和宮主委楊金土

講媽祖同行飛機迫降，保佑

機上乘客全部獲救真實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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