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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犒軍”習俗介紹(一) 

★ 吳昌銘 會員 

一、 “犒軍”一詞的由來： 

1.“犒軍”的名稱介紹及意義 

（一）名稱：各宮廟及各村里祭拜時說法略有不同，所以犒軍也稱為「賞兵」、「犒

賞」、「犒將」。 

（一）意義： 犒軍即是犒賞兵馬的意思，目的在於慰勞「五營兵將」守衛聚落、

宮廟或保衛其各項祭典順利進行的辛勞，而在特地日子於廟前擺設香案，擺上牲

禮及豐盛食物來供奉五營兵馬，並在祭祀後燒金紙給這些神兵神將，藉以答謝祂

們平時駐守在四周保衛地方的辛勞。 在台灣的民間信仰空間裡，對終年防護村

落或廟宇免於邪魔侵入，保佑村落或廟宇平安的神明及兵馬。信眾對於勞苦功高

的神明及兵馬會定期舉行犒賞的祭典，就有所謂「犒軍」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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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五營”及“外五營”簡介 

   “五營”有“內五營”和“外五營”之分，所謂“內五營”就是駐守在廟中

的神明兵馬，也就是神明身邊的護衛軍。而“外五營”則是神明派駐在廟宇或聚

落四周的神兵神將，駐守在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地方咸信這些分布在

四周的神明兵力能保護聚落的安全，防範一些不潔之物竄入村落中，形成一種超

自然防禦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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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安五營時會以五色旗或五色令牌來分別方位，列表
3
如下說明(以東港地

區廟宇為例)： 

                  表 1 五方、五色、五營兵馬關係表 

方位 顏色 統帥 軍種稱謂 人數 

東 綠色 溫元帥(張元帥） 東夷軍 九千軍馬九萬人 

南 紅色 康元帥(蕭元帥） 南蠻軍 八千軍馬八萬人 

西 白色 馬元帥(劉元帥） 西戎軍 六千軍馬六萬人 

北 黑色 趙元帥(連元帥） 北狄軍 五千軍馬五萬人 

中 黃色 李元帥 中秦軍 三千軍馬三萬人 

 

二、 犒軍儀式舉行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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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宮廟都略有不同，但大致可做以下的分類： 

（一）月初或月中：固定於初一、十五，或初一，或十五，不管一個月兩次或是

一次日期都是固定於月初或月中。 

（二）神明生日：逢神明誕辰同時舉行，該廟有同祀神明生日，則「賞兵」移到 

當天一起舉行，如三月三日玄天上帝聖誕、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聖誕，這也顯示出

賞兵的重要性次於神明生日。 

（三）特定日子：依照廟方承襲已久的日期舉行，配合地區信仰習俗，「熱鬧」 

時一起舉行賞兵，如白河保安宮的「謝冬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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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營」時的賞兵：「安營」時，在儀式過程中為犒賞「五營」兵馬的辛

勞，亦會準備食物慰勞軍馬。在調查中「安營」儀式中的「賞兵」有在自家門前，

及到廟埕「賞兵」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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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犒軍儀式所需準備牲禮 

   以下將舉各宮廟於“犒軍”儀式舉行所準備的牲禮及供品來做說明： 

（一） 中壢慈惠堂：供桌上會置放一香爐、蠟燭、酒爵、茶杯、供品菜餚、甲

馬刈金，桌下置清水及青草作為犒賞軍馬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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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花蓮法華山慈惠堂：供桌正中間擺上一個香爐，兩旁有紅燭，後面有五

菜一湯，還有三朵紙蓮花及三份母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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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苗栗永安宮-準備三牲，三牲前要放三個酒碗和一瓶酒，另一位則要切

一碗公十八片的肉片，還有一個必備的供品是三十六碗酒，其餘菜色不

限，或是一盆飯、米粉、麵，或是紅粄、蛋糕、水果，聽說愈豐富，則在

擲筊時，愈能得到聖筊。在犒將時，香公會將仙旗請出，放在廟前外側第

一張香案上，信徒朝向廟外拜，所有的供品也一律向著將軍旗的方向。香

案旁還有放置一桶水和一把芒草，這是要敬奉王爺馬匹的食物。
9
 

（四） 苗栗保安宮-三牲一副、米酒四支、一碗公豬肉(需分成 18 塊)、紅粄、

蛋糕、紅包任選一種或全部均可、飯一盆或米糕大麵、炒米粉(任選一種)、

煮或炒菜 5 盤，不論菜色、犒將金香連炮、素果。一碗公的豬肉必須切

成十八塊，可以比十八塊多，不可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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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苗栗泰興宮-犒將時，祭品的擺設牲禮四份，分成前、後堂各兩份，準

備牲禮者，也各備酒一瓶，筷子十二雙。而準備「肉酒」的人，必須先將

肉切片成六碗，六個空碗(盛酒用)，放在前堂，米酒各兩瓶。紅粄則是十

人各準備八塊，放於前堂，每人也都要準備一鍋飯。馬草水一桶，用來犒

賞兵將的馬匹。犒將這天，象徵兵將的仙旗會供奉在廟外殿的桌上，供庄

民敬拜，拜的時候是朝著廟內的方向；比較特別的是，泰興宮也另外有請

佛祖仙旗、神牌出來，而仙旗前的供品則是以水果、齋菜、紅粄、罐頭等

齋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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