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憶談 嘉義朴子 《雙溪口 石碼宮》 ---前世今生
蘆川 二郎公派 台第21世孫 侯冬賢、23世孫 侯明亮  整理  2021.08.01

站在嘉義縣六腳鄉與朴子市交接界之牛稠溪(朴子溪)(新港鄉月眉潭上游稱牛稠溪、下游稱朴子溪)在新建斜張橋上
(即嘉義15縣道)，眼聎就可以看到在朴子雙溪口廍仔庄古色古香之廟宇--即是聞名 「石碼宮」；而這石碼宮所供奉 
林元帥 系我劉侯恩公 林府千歲(即林旭將軍)。
而林元帥金身系在清乾隆26年(西元1761年)侯東八(廷八)公來台入墾大慷榔西堡朴子雙溪口廍仔庄時，在原鄉泉州
南安蘆川「石碼宮」奉請過來(也奉請趙子龍將軍神尊)。剛到墾居地時，是在牛稠溪畔旁建茅屋供奉，祈求恩公
及趙將軍保護平安及緬懷感恩。而聚集居住於雙溪口者皆來自南安十八都，且是二甲、四甲的 侯姓宗族親，都是 
敬拜恩公及趙將軍，經過一段歲月，應庄內要求由私轉公供奉，遂在現址依照祖居地-蘆川「石碼宮」樣式建造。

目前「石碼宮」前旁一棵蒼翠高聳的老榕樹，係先祖來台時，在祖居地蘆川四甲宗祠後方有顆小榕樹，就把它移
植帶過來，已示飲水思源不忘根源。而這棵老榕樹歷盡蒼霜歲月也有260年，也是村民休憩場所。
東八公第三代裔孫伯仲七兄弟，共同決議把田地三甲、白銀二大竹籃(謝籃)，捐贈「石碼宮」，並成立"侯合義"祭
祀公業管理「石碼宮」事務。而"侯合義"派下員組合規定---凡東八公裔孫皆係派下員成員。

林元帥、「石碼宮」之典故，就須回到 來台祖 祖居地---泉州南安蘆川「石碼宮」祖廟 :
「石碼宮」位於泉州府南安縣十八都侯垵蘆川溪畔（今南安羅東鎮維新村），由劉林侯氏族人奉祀恩公林府大元
帥和一尊孩兒佛。據劉林侯氏族人口口相傳：唐皇帝下旨滅我劉氏一族，林元帥深知文靜公的忠良及憐憫先祖年
幼，遂以幼子將其調換，並藏先祖於戰袍之內，後被發現，林元帥飛騎沖出重圍，逃往荒山野嶺，在深山遇一侯
姓樵夫，便說明因由，托孤侯家。林元帥乃引開追兵，最後無退路自絕於懸崖之下。
「石碼宮」崇奉的孩兒佛就是為紀念與先祖調換而獻身的林家孩兒。此後，劉林侯氏先祖在侯門易劉姓為侯，在
侯家撫養成人，但對於自身來歷則代代銘記。

據明嘉靖十一年(西元1532年)《劉林侯氏族譜·序》載：劉林侯氏系出卯金苗裔，先祖文靜公武德間人也，公起晉
陽令歷任尚書，被讒而死。劉林侯氏先祖逃至光州固始縣隱居，其後人在唐禧宗光啟元年（西元885年）正月隨王
緒、王審知所領五千餘固始義兵一同入閩，後徙居武榮（南安）詩山之麗鄉，族人即以本姓（劉）和恩公姓（林）



稱之---劉林，亦即劉林鄉(侯林鄉)。

至宋代，經究其譜牒失錯殊多，無從而考，修譜主事三世玉峰公只好權從自己祖父永齋(恒)公為遷居劉林侯氏始祖
。至此，劉林侯氏從宋朝永齋公以後世系昭然，譜牒完整。
永齋(恒)公生二子，長暮景公，字時光號明吾，無傳；次新德公生玉峰瑀公。玉峰公以明經應制，曆官興元府知府
，生三子：仁、儀、倫。二子儀、三子倫隨官卒歿，唯長子仁公隨父回歸故鄉隱居；四世仁公生三子：一郎公無
傳；二郎公徙居侯垵，傳蘆川侯垵一脈；三郎公傳劉林一脈。
據蘆川侯垵侯氏族譜記載:劉林侯氏五世祖二郎公於宋理宗年間隨長輩赴侯垵祭祖，愛侯垵山清水秀，是宜居之地
。後父母、兄嫂先後作古，憶父訓即別弟遷徒侯垵 ，另立蘆川一派 (蘆川 二郎公派)。

於南宋末至元代就在徙居地侯垵蘆川河畔建有一座感恩廟，而感恩亭邊一大石上有白馬奔騰圖紋，是以「石碼宮」
為名，以報答恩公林元帥的大恩大德，弘揚恩公以身捨己為人精神，銘記恩公德行以感召後代子孫。
劉林侯氏族人每年農曆六月十二日舉行緬懷林元帥的祭奠活動，此日劉侯氏子孫無論在家或出外皆歸鄉至廟奉香
祭拜。後來劉林侯氏子孫走南闖北，有的越洋謀生，將「石碼宮」分爐帶往東南亞各國以及臺灣，供後代子孫繼
承敬仰，福佑族人，如今的「石碼宮」已成為凝聚世界各地劉林劉侯氏族人的精神和文化的殿堂。

雙溪口也都以「石碼宮」為廟號，歷經260年歲月同樣堅定信仰、虛誠的感念恩公德澤。清道光12年(西元1832年)
「石碼宮」重新修繕，民國3年(西元1914年)再次拆除重建，採木造磚石建築，廟貌拓寬稍具規模。到民國53年(西
元1964年)，全村動員集資重建，一座宏偉壯觀古色古香的「石碼宮」落成安座，香火更盛。
清嘉慶皇帝欣悉雙溪口「石碼宮」林元帥神跡，賜牌匾：額曰“威鎮雙溪”。並頒皇令“下馬牌”立于宮前庭園。
自是林元帥威震海內外，遐邇蜚聲。

民國10年(西元1921年)當時農村道路狹窄，且是泥土路，逢雨泥濘難行。且林元帥誕辰是農曆6月12日，正值颱風
季雨水特多，而下寮庄族人要到廍仔庄的敬拜諸多不便，經討論決議分靈林元帥神尊到下寮庄方便敬拜。

當時下寮庄是在朴子溪溪岸旁，亦有「練王宮」恭奉練王爺，而林元帥就與練王爺同駐「練王宮」共享香火。(日
據朴子鎮鎮志記載)。



民國48年8月7日逢超大豪雨朴子溪氾濫成災(八七水災)，而下寮庄亦受災難，「練王宮」整座遭沖毀，神尊沖走不
知去向。洪水過後，下寮庄庄人決定遷庄到堤防內，重建家園、宮廟。民國52年間，在現址建廟宇，落成時未沿
用「練王宮」而更名為「石碼宮」，民國81年再次重建。這是為何雙溪口同村有二個「石碼宮」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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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州南安 蘆川(羅東) 石碼宮祖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