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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歲次辛丑 台灣雞籠中元祭

基隆市李姓宗親會擔任主普
◎圖片及資料提供：基隆市李姓宗親會總幹事 李宏仁

文字撰寫：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祕書處

跨頁圖：2021年台灣雞籠中元祭「主普壇」

主普雞籠中元祭 十五年輪值一次

2021年的「鷄籠中元祭」，這是台灣「基隆市李姓宗親會」等了15年

才能輪值擔任「主普」的盛大祭典；對於基隆人來說，「鷄籠中元祭」的

重要性，不亞於農曆的春節過年。

「鷄籠」是現今「基隆市」的舊名；1875年，「鷄籠」改名為「基

隆」，乃是祈願其「基地昌隆」的意思。「基隆」是台灣最北端的都市，

擁有天然的深水港灣；由於氣候多雨，而有「雨港」、「雨都」的別稱。

「鷄籠中元祭」的最大特色，在於「姓氏輪值主普」的制度（擔任

“主普”的團體也就成為“主辦單位”）。早期的時候，有「張廖簡姓、

吳姓、劉唐杜姓、陳胡姚姓、謝姓、林姓、江姓、鄭姓、何藍韓姓、賴

姓、許姓、聯姓會」這12個姓氏團體輪流擔任主普。

1981年，原本屬於「基隆市聯姓會」的李姓、黃姓、郭姓，同時脫離

聯姓會，成為“獨立輪值主普”的其中一員；輪值的姓氏團體，也因而增

加至15個。所以，自此之後，目前每個姓氏宗親會，每隔15年才會輪值一

特 別 報 導 特 別 報 導

特別報導：特別報導：

基隆市李姓宗親會15年的等待

雨港基隆一年一度的地方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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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擔任主普。1991年，「基隆市李姓宗親會」首次獨立輪值主普；這是自

從1981年「李、黃、郭」脫離聯姓會之後，在這三個姓氏當中，第一個擔

任「鷄籠中元祭」主普的宗親會。

從爭鬥到和睦共處 鷄籠中元祭的由來

爭鬥沒有寧日，和睦方能安居。大清帝國時期，福建省的漳州人與

泉州人，渡海來到台灣，有許多人入墾基隆，在基隆定居；然而，因為利

益及信仰等因素，經常引起糾紛，不斷發生械鬥，造成無數人員死亡。最

終，雙方協議停止爭鬥，把死難者合葬，這些死難者的骸骨被稱為「老大

公」，並且建廟祭祀，該廟即為今日的「老大公廟」；又約定日後，每年

由各姓氏宗親輪值主普辦理祭典；此即「鷄籠中元祭」的由來。

公元1855年（清咸豐5年）「鷄籠中元祭」開始舉辦，今年（2021年）

已經邁入第167年；每年農曆七月，輪值主普的姓氏宗親團體，都會舉辦

普渡祭典，是目前台灣最盛大的普渡儀式，也是「台灣12大地方節慶」之

一。「鷄籠中元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是祭典儀式，是目前全台灣保持最

完整「科儀」的中元節祭典。

因應COVID-19疫情 祭典以民俗科儀為主

今年（2021年）的「鷄籠中元祭」由「基隆市李姓宗親會」輪值主

普，擔任「主辦單位」辦理祭典的相關工作。「基隆市政府」則是鷄籠中

元祭的「指導單位」之一，因為COVID-19肺炎疫情的關係，市政府決定以

民俗科儀為主，並且從嚴辦理。

針對「2021年鷄籠中元祭」，基隆市政府加強防疫管理措施；例如：

落實實聯制、量體溫、噴酒精、妥善規劃民眾進出動線、並全程配戴口

罩、禁止飲食；祭典則以百年傳承為主，科儀照常，但減少參與人數為原

則；各項科儀不開放民眾入場，並規範出席人數，迎「斗燈」則以車隊繞

行為主；此外，放水燈遊行改為放水燈繞境祈福，不邀請表演隊伍、人員

不下車、不進行封街管制。

本次祭典活動期間長達一個月，其《科儀》日程的安排為：2021年8

月7日「開燈夜」；8月8日「開龕門」；8月18日「豎燈篙」；8月18~19日

活動項目 國曆 農曆 地點

開燈夜 8月7日 6月29日 老大公廟

開龕門 8月8日 7月1日 老大公廟

豎燈篙 8月18日 7月11日 主普壇

送燈敬獻 8月18~19日 7月11~12日
各姓氏首長及
爐主的府上

開燈放彩 8月19日 7月12日 主普壇

迎斗燈遶境祈福 8月20日 7月13日
基隆市區至

慶安宮

發表 8月21日上午 7月14日 主普壇

放水燈遶境祈福 8月21日晚間 7月14日 基隆市區

施放水燈頭 8月21日晚間 7月14日 八斗子 望海巷

中元普渡 8月22日 7月15日 主普壇

送孤/跳鍾馗 8月22日 7月15日 主普壇

關龕門 9月7日 8月1日 老大公廟

交接手爐 9月7日 8月1日 慶安宮

2021年歲次辛丑 台灣鷄籠中元祭《科儀》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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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燈敬獻」；8月19日「開燈放彩」；8月20日「迎斗燈遶境祈福」；8月

21日上午「發表」；8月21日晚間「放水燈遶境祈福、施放水燈頭」；8月

22日「中元普渡、送孤/跳鍾馗」；9月7日「關龕門、交接手爐」。

開燈夜、開龕門、豎燈篙

2021年8月7日（農曆6月29日），在「老大公廟」舉行「開燈夜」的儀

式。「開燈夜」通常於每年農曆6月最後一天的深夜，由祭典主任委員、基

隆市長、廟方，共同舉行開燈祭拜儀式；藉由點亮普渡燈，為隔日農曆7月

初一的「開龕門」照明指引。

2021年8月8日（農曆7月初一），在「老大公廟」舉行「開龕門」的儀

式。「開龕門」的意思，象徵著讓孤魂離開陰間；龕門一直開到農曆8月初

一「關龕門」為止。「開龕門」當日，先舉行祭拜儀式；隨後由「老大公

廟」的人員，奉上龕門的鑰匙給擔任主普的「主辦單位」，再由「主辦單

位」打開龕門。

2021年8月18日（農曆7月11日），在「主普壇」前的廣場，舉行「豎

燈篙」的儀式。「豎燈篙」是在極為修長的竹篙上，懸掛旗幡及明燈，作

為醮祭道場的指引標誌，藉以昭告天地神靈，此處即是「醮場」。所以，

「豎燈篙」的目的，是明確地指出祭典的所在位置，進而邀請天上諸神前

來監醮，以及指引陰間孤魂前來接受供奉。

送燈敬獻、開燈放彩

2021年8月18~19日（農曆7月11~12日）的「送燈敬獻」，主要是依

照各斗首、各姓氏宗親會理事長及爐主等名冊，由「主辦單位」請法師把

「普渡燈」分別送到每個人府上；送燈當日，法師和鼓吹隊乘車送燈至

府，主人則準備香案迎接，然後由法師誦經祈福。

2021年8月19日（農曆7月12日），在「主普壇」舉行「開燈放彩」的

儀式。先由法師在主普壇進行淨壇儀式之後，再由輪值主普的主任委員等

執事人員，同時按下開關，讓已布置完成的「主普壇」瞬間大放光彩。

迎斗燈遶境祈福、發表

2021年8月20日（農曆7月13日），舉行「迎斗燈遶境祈福」的活動；

開燈夜
2021年8月7日

農曆6月29日

在老大公廟舉

行「開燈夜」

的儀式。

由祭典主任委

員、基隆市

長、廟方，共

同舉行開燈祭

拜儀式。

開龕門
2021年8月8日

農曆7月初一

在老大公廟舉

行「開龕門」

的儀式。廟方

奉上龕門的鑰

匙，由「主辦

單位」打開龕

門請孤魂到陽

間接受供奉。

豎燈篙
2021年8月18日

農曆7月11日

在「主普壇」

前的廣場舉行

「豎燈篙」的

儀式。豎起燈

篙藉以昭告天

地神靈等界，

此處即是醮祭

道場的所在。

基隆市政府

林右昌市長

老大公廟

主任委員

祭典主任委員

李騰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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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地點是從基隆市區至「慶安宮」。當日下午，由「基隆市李姓宗親

會」引領迎「斗燈」的隊伍，在基隆市區遶境遊行，當時吸引了許多民眾

佇足觀看，基隆市林右昌市長等人，也在起點向隊伍致意；隊伍最後抵達

「慶安宮」，將斗燈安置於宮內。

斗燈的「斗」是指「星斗」（“星斗”是指夜晚天空中發光的星

體）；斗燈是寺廟建醮或普渡常見的避邪祈福之物，造型精美古雅。平時

各姓氏的斗燈，都供奉在自己的會所，遶境遊行之後，則安置於慶安宮；

但是，今年（2021年）因為COVID-19肺炎疫情的關係，除了負責主普的宗

親會的斗燈之外，其他各姓氏的斗燈則不安置於慶安宮。本次「基隆市李

姓宗親會」奉祀的斗燈有兩座，一個是「天官首」斗燈，一個是「李姓」

斗燈。

2021年8月21日（農曆7月14日）上午，在「主普壇」舉行「發表」的

儀式。當日，由法師誦經開壇，發表疏文，向上蒼表達賑濟的心意，祈請

天上諸神入壇監醮。另外，安置在慶安宮的斗燈，也於農曆7月14日，在

「發表」儀式之後正式點亮。

放水燈遶境祈福、施放水燈頭

2021年8月21日（農曆7月14日）晚間的「放水燈遶境祈福、施放水燈

頭」，先後在基隆市區以及八斗子的「望海巷」舉辦（“八斗子”是基隆

市中正區的一個地名）；「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李朝宗副理事長，代表本

會出席盛會。

「放水燈遶境祈福」，是整個中元祭的活動當中，群眾矚目的焦點。

當日晚間，主普及各姓氏宗親會，各以光彩炫目的燈車、藝閣等，迎送欲

施放的「水燈頭」，繞行基隆市街。「水燈頭」是一種紙糊工藝製品，通

常為房屋造型。

水燈頭遶境完畢之後，眾人來到「望海巷」，所有水燈頭都集中在設

有供桌的廣場；供桌上羅列著祭拜物品，延請法師誦經致祭。隨後，各姓

氏人員將水燈頭抬至岸邊，接著引燃水燈頭，然後把燃燒中的水燈頭推向

大海。基隆人普遍相信，水燈頭若燒得愈旺、飄得愈遠，則宗族姓氏的運

勢也會愈旺。

迎斗燈
遶境

2021年8月20日

農曆7月13日

由基隆市李姓

宗親會引領迎

斗燈的隊伍，

在基隆市區遶

境，最後抵達

慶安宮將斗燈

安置於宮內。

放水燈
遶境

2021年8月21日

農曆7月14日

放水燈遶境是

主普單位及各

姓氏宗親會以

燈車藝閣等，

迎送欲施放的

「水燈頭」繞

行市街。

開燈放彩
2021年8月19日

農曆7月12日

「開燈放彩」

的儀式，是由

祭典人員按下

開關，讓已布

置完成的「主

普壇」瞬間大

放光彩，之後

並施放煙火。

基隆市

李姓宗親會

李泳亮理事長

基隆市

李姓宗親會

李程祥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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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水燈」的用意，主要是邀請海中的「好兄弟」（亡魂）上岸，在

隔日的農曆7月15日，與陸上亡魂一起接受普渡，所以「放水燈」一定是在

普渡之前。8月21日當晚，為了安全起見，有「義勇消防隊」在現場待命；

此外，「望海巷」也同時施放煙火，為本次的海邊盛會，彩繪出一個繽紛

璀璨的夜空。

中元普渡、送孤/跳鍾馗

2021年8月22日（農曆7月15日）傍晚，在「主普壇」舉行「中元普

渡、送孤/跳鍾馗」。「中元普渡」主要是敬畏鬼魂、悲憫眾生；這是「鷄

籠中元祭」在「迎斗燈」、「放水燈」之後，於農曆7月15日辦理的大型祭

典活動。

「鷄籠中元祭」普渡的對象，已經從早期的本地先民，擴大到與台灣

有關的外國先民；包括葡萄牙、荷蘭、西班牙、清法戰爭時期（法國當時

曾經占領基隆）、日本統治時期的外國先民；這是為了提醒人們要互相包

容，以及象徵族群的融合。

在普渡完畢之後，要送走孤魂野鬼；為了避免他們滯留不去，因此以

「跳鍾馗」來「送孤」，這是驅除孤魂及凶煞的一種儀式。

關龕門、交接手爐

2021年9月7日（農曆8月初一）傍晚的「關龕門、交接手爐」，先後在

「老大公廟、慶安宮」舉行。

「關龕門」是在「老大公廟」舉行，由輪值主普的「主辦單位」，先

以「三獻禮」祭祀；隨後，廟方捧出放有龕門鑰匙的錦盒，先由主辦單位

簽寫年月日及關龕門者的姓名，再取出鑰匙，把廂門上鎖關閉，然後將鑰

匙放回錦盒，交還給老大公廟保管；整個「鷄籠中元祭」的祭典活動，至

此也圓滿結束。

「鷄籠中元祭」整個科儀活動完成之後，9月7日（農曆8月初一）晚間

在「慶安宮」舉行「交接手爐」的儀式；在各姓氏代表的見證下，本年度

擔任主普的李姓宗親代表，將「手爐」交接給明年（2022年）擔任主普的

黃姓宗親代表。

中元普渡
2021年8月22日

農曆7月15日

在「主普壇」

舉行「中元普

渡」大型祭典

活動。普渡的

對象，已經從

早期的本地先

民，擴大到外

國先民。

送孤/
跳鍾馗

2021年8月22日

農曆7月15日

普渡完畢之後

要送走孤魂野

鬼，為了避免

他們滯留不

去，因此以跳

鍾馗來送孤及

驅除凶煞。

施放
水燈頭

2021年8月21日

農曆7月14日

水燈頭遶境完

畢，眾人來到

望海巷；各姓

氏人員將水燈

頭抬至岸邊，

引燃之後推向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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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次主普遇瘟疫 特以符福為主題

「基隆市李姓宗親會」成立於1951年，至今已有70年的歷史。1991

年，「基隆市李姓宗親會」首次獨立輪值主普（在此之前是以「聯姓會」

輪值）；當時「基隆市李姓宗親會」的理事長李元吉（1980~1993年擔任

「基隆市李姓宗親會」第17~20屆理事長；1994~1996年擔任「台灣李氏

宗親總會」第1屆理事長；1997~2002年擔任「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9~10

屆理事長），將原本主普壇的搭壇位置，改設於東岸廣場；此外，由於多

年以來是由佛教比丘主持鷄籠中元普渡，當年也首次改由道教的道長主持

（當年是邀請「雷成壇」的道長；雷成壇是基隆市的一家道壇）。

2006年，「基隆市李姓宗親會」第2次擔任主普，當時的理事長，是對

科儀甚為了解的「雷成壇」道長李騰龍宗長（基隆市李姓宗親會第23、24

屆理事長；現任榮譽理事長）。今年（2021年），「基隆市李姓宗親會」

第3次擔任主普，該會現任第30屆理事長李泳亮表示，15年期間的社會環境

變化快速，上次主普的經驗無法完全適用於下次，每次主普都是嶄新的挑

戰；例如，今年面臨了COVID-19疫情嚴峻的情況，這是過去其他宗親會都

沒有過的經驗。

今年的「鷄籠中元祭」，以「太上老君騎獨角青牛」為主燈，並特別

以「符福」為主題，委請李騰龍道長繪製了7種符籙；另外又製作了一些相

關產品，例如：符福裝置、符福口罩、符福書籤、符福鑰匙圈；這些產品

上面，印有李騰龍道長繪製的符籙，藉此促進民眾感受符籙文化以及欣賞

圖樣藝術。

疫情升溫後適時趨緩 天佑基隆天佑台灣

台灣的COVID-19肺炎疫情，於2021年5月中旬開始急遽升溫，全國實施

「三級警戒」。在三級警戒之下，室內聚會不可超過5人，室外集會不可超

過10人，而且必須保持社交距離並配戴醫療用口罩，以及配合多項管制措

施。因此，所有台灣的李氏宗親團體，於三級警戒期間，都暫時取消或停

辦會議及活動。2021年7月下旬，台灣的疫情趨緩，政府宣布自7月27日起

調降為「二級警戒」，室內聚會不可超過50人，室外集會不可超過100人，

各項管制也稍微放寬。所以，天佑台灣、天佑基隆市，讓這一年一度的盛

大祭典，得以在配合防疫政策下，順利舉辦，功成圓滿！

交接手爐
2021年9月7日

農曆8月初一

晚間在「慶安

宮」舉行「交

接手爐」的儀

式，由李姓宗

親代表，將手

爐交接給明年

擔任主普的黃

姓宗親代表。

中元祭
主燈

2021年的「鷄

籠中元祭」由

「基隆市李姓

宗親會」輪值

擔任主普，特

地以「太上老

君騎獨角青

牛」為主燈。

關龕門
2021年9月7日

農曆8月初一

在老大公廟舉

行「關龕門」

的儀式。廟方

捧出放有龕門

鑰匙的錦盒，

由主辦單位取

出鑰匙，把廂

門上鎖關閉。

李姓宗親代表

李宏仁宗長

基隆市政府

林右昌市長

黃姓宗親

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