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朋友，你聽過『一府、二鹿、三艋舺』這句臺灣諺語嗎？你知道

這句話的意思嗎？沒錯！『艋舺』是萬華的古地名，早在兩三百年前，

艋舺就與臺南 府城、彰化 鹿港合稱為當時臺灣的三大城市，可見萬華

地區歷史的悠久！而建於清 乾隆 3 年的艋舺 龍山寺，距今也有兩百多

年的歷史了，因此，想要了解萬華地區的歷史，一定要到龍山寺來走一

走喔！ 

 

    這本學習手冊中，包含了艋舺的地名由來、龍山寺建廟歷史、廟宇

建築特色、供奉神明介紹等幾個主題，請你透過手冊的指引，一步一步

來探索艋舺 龍山寺的奧妙、一點一滴來了解萬華的博大精深。 

 

  

地圖篇 

利用地圖，可以了解龍山寺的空間分配，透過地圖，好好探索龍山寺吧！ 



 

 

地名篇 

聚落形成後，先民們通常會依照當地的特色來進行命名，有些會以當地

的地形、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特徵來命名；有些會以先人拓墾的事

蹟等人文特徵來命名；甚至有些地名會隨著時間的演變而產生變化。因

此，透過透索地名的演變，也可以了解我們居住這個地方的故事喔！ 



 ◎請讀一讀下面文章~ 

 

萬華舊名『艋舺』，意思是指獨木舟或獨木舟聚集之處。 

    在三百多年前，居住在萬華地區的先民，主要是以分佈在北部平埔

族「凱達格蘭人」，他們以一種叫做「Manka」獨木舟作為主要交通工

具，當時他們常以獨木舟載運所生產的蕃薯、茶葉等作物，在此與漢人

交換日用品，因此這個地方常聚集了很多獨木舟，漢人就把這個地方稱

之為「艋舺」。後來日治時期日人在臺實行地方制度後，則將「艋舺」

改為「萬華」，取其「萬年均能繁華」的意思。 

 

◎    看完上面的文章，你認為「艋舺」這個地名的命名原則是根據哪個

特色而命名？ 

  □特有的動物      □地形    □先民開墾的故事 

  □特有的植物      □氣候    □文言雅字的原因 

 

◎    而後來「艋舺」改為「萬華」，則又是依照何種因素而改變的呢？ 

  □特有的動物      □地形    □先民開墾的故事 

  □特有的植物      □氣候    □文言雅字的原因 

位置篇 

早期漢人渡海來臺時，臺灣很多地方尚未開發，常有傳染病發生，再加

上與原住民常有衝突，環境十分險惡，因此常會帶著家鄉廟宇的香火，

以求保佑。相傳早期來到艋舺地區的先民，將隨身佩戴的泉州 龍山寺

香火袋掛在樹上，在黑夜裡發光顯靈，因此有人提議建廟，也就是現在



的艋舺 龍山寺。 

 

◎小朋友，你知道艋舺 龍山寺是在臺北市的哪一個行政區域嗎？請找

一找艋舺 龍山寺所在的行政區域並塗上顏色。 

◎從地圖上的方位可以知道，萬華區是位於臺北市的____________方

(請使用八方位回答)。 

◎你知道可以有哪些大眾交通工具可以到達龍山寺嗎？請勾選。 

  □公車。□火車。  □捷運。 □高鐵。 □其他：______________。 

  

民間傳說篇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誤以為龍山寺就是日本總督衙門的地點，在民

國 34 年（西元 1945 年）6 月 8 日夜晚，飛機投下炸彈轟炸龍山寺的大

殿。隔天，民眾看見四周樑柱斷裂，物品幾乎全被燒毀，但是觀世音菩

薩依然完好的坐在蓮花臺上，只有臉部被煙熏黑而已。大家見了都非常



驚奇，說是菩薩顯靈。 

 

更令人驚訝的是，當時空襲，附近大多數居民會躲到觀世音菩薩蓮臺座

下避難，因為他們相信在菩薩的庇護下絕對安全，但是這一次竟然沒有

任何人躲在這裡，傳說是因為前一天晚上，居民夢到菩薩告知這裡有事，

而倖免於難，居民相信是觀世音菩薩的庇護而奔相走告，也更增加對觀

世音菩薩之崇敬。 



◎左邊的四張圖，你在廟宇裡發現了嗎？找到請打勾。 

   圖 1（    ）；  圖 2（    ）；  圖 3（    ）；  圖 4（    ）。 

 

◎本座廟宇的名稱：（                ）；可從哪張圖發現？（       ） 

 

◎廟宇的建造時間：（                ）；可從哪張圖發現？（       ） 

 

◎廟宇供奉的神明：（                ）；可從哪張圖發現？（       ） 

 

◎關於上面介紹的傳說故事，你之前也有聽說過這個傳說嗎？如何知道

的？ 

（                                                       ） 

 

◎你相信這個傳說是真的嗎？為什麼？ 

（                                                       ） 

 

◎你還有聽說過廟宇的其他傳說故事嗎？把它寫下來。 

 

 

牌匾故事篇 

清 光緒十年(西元 1884 年)，中法戰爭發生，法軍侵占基隆獅球嶺，萬

華居民以龍山寺為集會地點，組織民兵到淡水港、獅球嶺等地協助官兵

擊退法軍。光緒十二年，劉銘傳感激艋舺人的義行，也相信是觀世音菩

薩的保佑，因此奏請皇帝，賜龍山寺「慈暉遠蔭」的匾額，表示其威信

也獲得為官方所承認。 

 

◎龍山寺年代久遠，經過多次的進行重建，「慈暉遠蔭」匾額也在民國

83 年進行修補，仔細觀察上面兩張圖，猜一猜，哪一張可能是修補後

的匾額呢？ 

    修補後的「慈暉遠蔭」是：（          ）。 

    我的理由是：（                                                 ）。 

 



    仔細找一找，這塊匾額在哪裡？（                                 ）。 

 

◎龍山寺內還有其他有名的匾額，上圖是民國 37 年時由有名的書法家

于右任先生所題寫的，讓我們一起來認識它。 

    仔細找一找，這塊匾額在哪裡？（                                 ）。 

    仔細看一看上面的字寫什麼？請你把它寫下來（                   ）。 

 

◎    欣賞一下，請在下面畫出寺廟中你最喜歡的匾額，再加上裝飾。 

雕刻與名人篇 

龍山寺建造以後，西昌街、桂林路、西園路、康定路附近，都十分熱鬧，

當時有句諺語：「第一好張德寶，第二好黃阿祿嫂，第三好馬俏哥」，

指的是當時艋舺三位最有錢的人。其中張德寶行號在西元 1920 年龍山

寺重修時，貢獻很大，因此到現在寺廟內依然可以找到「張德寶敬獻」

的雕刻存在。 

 



◎往後殿走去，仔細找找上面這一幅雕刻作品，找到請畫一個笑臉（      ）。 

 

◎「張德寶敬獻」這幾個字刻在這幅作品的哪裡？請打勾，並在上方圖

片的正確空格中寫出來。 

  上方    下方    左邊    右邊  

 

◎觀察一下，這幅作品雕刻的內容是什麼？又有什麼意涵呢？ 

  □鹿─加官晉祿          □牡丹─榮華富貴 

  □竹子─高風亮節        □蝙蝠、蝴蝶─天官賜福 

特色建築篇 

龍山寺的建築和裝飾，有不少全臺首創的作法，技巧豐富多變，如五門

兩側的西式小山牆，三川殿前網目形的如意斗拱、全臺唯一的銅鑄龍柱，

六角三重簷式的鐘鼓樓等，不僅造成其他廟宇紛紛仿效，也為臺灣的寺

廟建築帶來重大的影響。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探索龍山寺富麗奇巧的建

築特色吧！ 

 

◎你知道這些地方在哪裡嗎？找一找，找到的打勾。再讀一讀它的特色

介紹。 

第一階段、三川殿前 

  

三

川

殿 

銅

鑄 

龍

柱 
 

  

全臺灣獨一無二，龍身朝下，姿態靈動

活躍，栩栩如生。 

  

  

三

川

殿 

大

門 

兩

側 

抱

鼓

石 

 

以青斗石雕成的。鼓面下方外側分別刻

有「旗、球」和「戟、慶」表達「祈求

吉慶」。 

  



  

三

川

殿 

如

意 

斗

拱 
 

兩兩相接形如一片織棉，綿密如網稱為

網目。用來支撐屋頂，減低震動時的受

力。 

  

  

三

川

殿

前 

八

卦 

竹

節

窗 
 

以石刻出竹幹，竹幹數目做成奇數，象

徵「陽」，間隔出偶數的空隙，代表「陰」，

用以表示陰陽調和之意。 

  

龍

門 

入

口

處 

書

卷 

石

階 
 

石階作成向外打開的書卷形，含有歡迎

訪客到來的意思，造型引人入勝。 

  

 

特色建築篇 

龍山寺現在的格局是在西元 1920 年時，由當時著名的泉州寺廟匠師王

益順所設計建造，廟宇內處處可見精美的雕刻裝飾，參觀一圈，彷彿是

場華麗的藝術饗宴，這些作品，更是值得珍藏的藝術品，參觀廟宇時，

請記得細細品味，並且好好維護，這樣，才有更多人能見到龍山寺的美

喔！ 

  

第二階段、繼續挑戰 

  

五門

屋頂

兩側 

山牆 

 

造型玲瓏雅致的山牆，類似馬背，是

西方建築影響下的產物，位於三川

殿。 

  

  正殿 

螺旋 

藻井 

 

正殿內柱子非常高大，中央四根四點

金柱尤其粗壯，有如金剛力士，四柱

中間圍起一個巨大華麗的螺旋形藻

井。 



  後殿 

紅毛

番吹

法螺 

 

壁面刻有「西方人」的石雕，雕工頗

為生動有趣。反映出中西方接觸初

期，民間對外人的不滿心情。 

  

  

天井 

廟埕 

鐘鼓

樓 

 

六角三重簷式，屋頂突起如人的頭

盔，屋坡呈反曲線，刻畫出立體起伏

的天際線，使空間充滿動感。 

  

 

◎小朋友，你認為廟裡最具特色的建築是下列哪一個？說說看為什麼。 

□鑄銅龍柱 □如意斗拱 □抱鼓石 □八卦竹節窗  □山牆  □紅毛番吹法螺 

□卷書階  □四點金柱 □藻井   □鐘鼓樓      □其他：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神明篇 

龍山寺是當地居民的信仰 

中心，終年香火鼎盛，信眾絡繹不絕。正殿供奉觀音佛祖、文殊菩薩、

普賢菩薩、韋馱菩薩、伽藍菩薩和十八羅漢；後殿祀奉天上聖母、太陽

星君、太陰星君、水仙尊王、城隍爺、福德正神、註生娘娘、池頭夫人、

文昌星君、文魁星君、紫陽夫子、文衡帝君、華陀、月下老人等眾神明。 

 

◎小朋友，龍山寺每位神明都負責不同的工作與職責，請小朋友連連看

下面的願望應該拜哪位神明! 



 

 

供品篇 

到廟裡拜拜的時候，人們總會準備好多豐盛的供品，但在龍山寺，除了

一般常見的鮮花素果外，還有一些獨特的供品喔！尤其是考季時，後殿

文昌帝君的供品更是豐富多樣，這些供品其實是有它的涵義的喔！ 



◎小朋友，你知道信徒拜的供品代表什麼意思嗎？請依箭頭方向找找看，

走到盡頭   ，就是正確答案喔！ 

 

◎我知道了！ 

蔥是祈求（                 ）；蘋果是祈求（                 ）； 

芹菜是祈求（                 ）；粽子是祈求（                 ）； 

蘿蔔是祈求（                 ）。 

  

現代演變篇 

擁有 200 多年歷史，香火鼎盛的艋舺 龍山寺，在民國 87 年便開始推

動停燒金紙的活動，到了民國 89 年便正式封爐，成為臺北市第一個停

燒紙錢的寺廟。 

龍山寺到底是如何做到減碳，護地球？請小朋友仔細閱讀下面的文章─ 

    傳統上，在祭拜神明和祖先時，必須燃繞大量的金紙，才能形成「香

火鼎盛」，依據臺灣民間信仰，深信金紙燒得愈多，家族愈興旺，也愈

能應驗所求，但這樣的觀念也使得香火鼎盛的寺廟在燃繞大量的金紙時，



產生粒狀污染物，隨風散布於空氣中、馬路上。 

環保署空保處表示：金紙除了紙漿外，還有金箔、鉛等金屬成份，若是

大捆束綁更容易燃燒不全，產生大量的一氧化碳、懸浮微粒、落塵和臭

味，再加上熱氣，不僅污染空氣，也有害人體呼吸系統的健康。 

為了維護廟宇附近民眾的居家環境和健康，龍山寺採取循序漸近的方式

與民眾溝通─首先，以發放宣傳單和宣傳品（例如：扇子、火柴盒）的

方式，讓民眾一扇在手時就能看到，或準備點火燒金紙時有所提醒；第

二步，就請義工及保全人員在廟口勸說，將不知情信眾的金紙統一收集，

送到環保署指定的焚化爐燃燒。第三步，由廟方研擬一些替代方案，例

如：舉辦大型法會，讓所有的信眾參加，由廟方代表燒化金紙；同時鼓

勵信眾將購買金紙的獻金轉捐為香油錢，讓廟方去做更多的公益活動。

經過持續的勸導，攜帶金紙的信眾日益減少，龍山寺正式封爐停燒金紙。 

 

現代演變篇 

傳統信仰中，除了點香、燒金紙的行為之外，每到新的一年，信眾會到

廟裡『點光明燈』祈求來年的好運，以往使用蠟燭或油燈的方式，但容

易形成大量燃煙，因此改使用紅色小燈泡替代的現代塔型光明燈，龍山

寺也提供這樣的服務，最特別的是，到龍山寺點光明燈的信徒太多，甚

至還得使用類似銀行「號碼牌」的叫號方式來進行，成為龍山寺一項特

殊的現代景觀。 

問與答 

1.以前的人為什麼在祭拜神明或祖先時，要燒很多金紙？                                   

2.燒金紙會造成什麼樣的汙染？                                   

3.龍山寺透過哪些作法，才能在民國 89 年封爐停燒金紙成功？ 

偵探遊戲 

1. 請你在地圖上找到原本金亭的位置，再到實際地點觀察一下，在龍

山寺封爐停燒金紙後，現在這個位置有什麼改變？ 

 

筆記篇 

小朋友，在探訪的過程中，你還看到了哪些精彩的部分，將它用文字、

圖畫或照片等方式記錄下來，和其他人分享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