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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項目簡介

土地神信仰，源於古代中國人對於“萬物有靈”和對土地的依賴、親近和崇敬，雖

歷經千百年演變，仍然在華人社會的信仰系統中具有重要的角色和地位。土地是世間

萬物賴以生存的基礎，民間崇拜土地的神奇力量和承載功能，將其視為“萬物之祖”1

的神靈進行祭拜和敬獻。土地神被認為是最接地氣的神祇，不僅可以上保風調雨順，

下保家宅平安，還能夠守護人民的健康和財富，有“福德正神”、“土地公公”、“土地

爺爺”、“大伯公”等多種人格神稱謂。

最初人們向土地直接祭拜，慢慢演變衍生出地域特徵，把祭祀土地的特定場所

稱為“社” 2，把土地神稱為“社神”。《尚書 ‧ 周書 ‧ 召誥》載：“越翼日戊午，乃社

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3 。這是目前對祭“社”較早的文字記錄，意思是周天子

要在第二天的戊午時分，用一頭牛、一隻羊和一頭豬在新邑之地祭祀土地神，反映

祭“社”活動和儀式的出現和成形。隨著西周封建制度的建立和發展，諸侯分享了天

子的土地所有權，可以在宗法制和井田制的基礎上立“社”和進行土地祭祀，而分封

制的逐漸推進，在卿大夫、士大夫乃至庶人都擁有土地後，立“社”和“社”祭就從宮

廷延伸到了民間，社神的祭祀對象亦逐漸多元化，一套符合民眾需求的祭“社”體系

漸漸成型並發展。明清以降，祭祀土地神在我國民間，尤其是東南沿海一帶，甚至

在海外華人社群中得到了廣泛傳播和分佈。

澳門的土地信俗傳承歷史悠久且信眾眾多，其土地神祭壇的形式多樣，擁有牌

位、石碑、壇、龕、廟宇等多種形式，而且供奉有石主、石碑、土地公公、土地婆

婆等多種類別的土地神形象。土地信俗在本澳廣受歡迎，信眾們認為土地公公掌管

一方土地，不但可以護佑萬物豐產，還可福蔭社區祥和、庇佑生活安寧，與民眾生

1 ( 東漢）班固：《白虎通義》，參見蔣明智：《嶺南民俗與技藝》，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34 頁。原文：“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廣博，不可遍敬也，五谷眾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

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

2 ( 戰國）公羊高：《公羊傳》，參見王如，楊承清：《中華民俗全鑒》，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 2022 年版，

第 230 頁。

3 ( 漢）孔安國著，（唐）陸德明音義：《尚書》十三卷“書類”，參見張元濟：《四部叢刊初編》，上海：

上海商務印書館重印本，第 2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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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數據引自《澳門公共街道上的土地信俗祭祀載體之研究工作》，澳門：文化局，未出版。

活的各方面都息息相關，傳承至今其在居民心中形象親切，所以土地公公形象多為

慈祥老翁（圖 3）。每年農曆的二月初二為“土地爺爺寶誕”，俗稱“頭禡”（又稱“頭

迓”）。每逢寶誕日，信眾們在給自家供奉的土地神供奉貢品並燒衣紙致謝，同時還

會攜帶三牲、元寶、香油等供品前往所在社區的土地廟、福德祠等進行祭拜（圖 2、4、

5）；除了“頭禡”，信眾們還會在農曆每月初二和十六，進行“打禡 ( 迓 )”祭拜活動。

此外，本澳部份土地廟在“土地爺爺寶誕”期間，還會舞獅、舞龍助興，上演神功戲，

舉辦敬老宴和街坊聚餐會等活動（圖 6、7、8），在酬謝神恩的同時，更營造出尊老、

友愛、和睦的社群關係。

1.2 存續狀況

土地信俗在澳門傳播歷史悠久、分佈廣泛、信徒眾多。現有沙梨頭土地廟、雀

仔園福德祠、福德祠（河邊新街）等近 10 所專門供奉土地神的廟宇，另有多達 160

多個在公共街道上的土地神壇或神龕 4；此外，在本澳的住宅、商舖、崗亭、大樓、

墓園等場所大多設有個體或公共供奉的各類土地神位，數量眾多，遍佈澳門全境。

每年的“土地爺爺寶誕”，本澳大部份的土地廟宇都會舉行盛大的賀誕活動，吸引

大批市民和坊眾參與。近年來，社會上多個土地信俗的傳承團體、研究機構亦有透

過保存文史資料、推動研究、宣傳推廣、培養青年傳承者等方式保護和延續土地信

俗；澳門博物館亦於 2023 年舉辦了澳門土地信俗專題展覽，向公眾展現了本澳土

地信俗的風格、特徵與文化（圖 9）； 2024 年澳門更主辦了“世界大伯公節”（圖

10），向全世界展示本澳土地信俗的文化魅力，促進土地信俗文化內涵在國際間的

交流傳播。在社會的共同努力下，澳門土地信俗得到進一步的保護、傳承、創造性

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澳門土地信俗”於 2021 年獲列入“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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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價值陳述

土地信俗是澳門華人社群重要的傳統民俗活動，體現了澳門居民對國泰民安、

家宅安康等美好願景的精神追求，包含了居民對其所生活土地的歸屬感和精神連結，

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在澳門一脈相承的重要體現。而每年農曆的二月初二舉辦的“土

地爺爺寶誕”，更是澳門富有地區特色和影響力的節慶活動，具有重要的歷史、社會、

民族等文化和研究價值。此外，澳門土地信俗的傳承和弘揚，對於團結社群、凝聚

社區，以及推動文化交流上均發揮着積極作用。

1.4 項目列入名錄建議

基於以上價值陳述，土地信俗符合第 11/2013 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第 79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的規定，以及基本符合第 85/2022 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管理指引》第 8 條列入名錄標準中下列 4 項標準：

(1）體現澳門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或工

藝價值；

(2）在一定群體或區域內世代相傳，具有較長的傳承歷史和清晰的傳承脈絡，並以

活態形式存在；

(3）項目具有鮮明的族群或地區特色，或能顯示澳門社會生活的文化特色，且為其

中的典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

(4）具有維繫社區關係的作用，為社區或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並具有促進社

會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的作用。

故此，建議將“土地信俗”列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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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二十世紀 40 年代的土地古廟（沙梨頭 )。

圖 3 
福德祠（河邊新街）供奉的土地公公神像。

圖 5
福德祠（河邊新街）土地爺爺寶誕活動及花牌佈置。

圖 2
昔日居民在社區土地神壇進行祭拜活動。

圖 4
雀仔園福德祠慶祝土地爺爺寶誕活動。

圖 6
土地爺爺寶誕期間的神功戲活動。

1.5 項目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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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資料來源

圖 1 澳門檔案館館藏照片，檔案編號為 MNL01-01-F-33。

圖 2 若瑟·利維士·嘉德禮：《永不回來的風景 : 澳門昔日生活照片》，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
2001 年，第 89 頁。

圖 3-5、7、9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提供。

圖 6、8、10 澳門理工大學提供。

圖 7
土地爺爺寶誕期間的醒獅賀誕活動。

圖 9
“福地祥凝——澳門土地信俗”專題展覽。

圖 8
土地爺爺寶誕期間的“千歲宴”的餐前準備。

圖 10 
2024 年“世界大伯公節”活動期間舉辦中華土地信俗

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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