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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東勢「巧聖仙師廟」文史資料 

在臺灣主祀魯班的廟宇有三十四間，其中分香自東勢祖廟

的有二十四間，而除台灣以外，在中國大陸山東濟南、天津、

成都、香港、澳門，以及越南、馬來西亞等地也都有魯班公廟。

位於臺中市東勢客家聚落的「巧聖仙師廟」係全臺唯一主祀魯

班的開基祖廟。 

 

 

 

 

 

 

東勢因臨近大雪山等林場，又得大甲溪航運之便，在清朝

時，成為伐木建造水師船隻的轉運站，幾年間，陸續吸引了許

多中國移民渡海來台，其中最具代表者為來自廣東潮州府大埔

縣的客籍墾首劉啟東，他率領了百餘名工匠在本街結寮而居，

從事伐木及製材業，並逐漸形成一個聚落，所以當時人稱東勢

為「寮下」、「匠寮」。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清廷派遣匠首鄭成鳳率領軍

工百餘人深入東勢，搭建工寮，以便採集造船用的樟木，因為

與原住民比鄰而居，經常發生流血衝突，於是在清乾隆四十年

返回大陸恭迎巧聖仙師令旗前來，以保平安，道光十三年間由

出身石岡土牛望族的貢生劉章職與東勢的監生楊芳齡與仕紳

楊及任、郭春榮等人集議在匠館地址重建仙師廟，供奉建築界

的先師魯班公。廟宇重建落成並蒙宣宗皇帝御賜「北城侯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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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巧聖仙師神位」敕牌，地方人士咸感殊榮。 

相傳民國50年初，一位業務遭遇困難的臺北木材商，到東

勢鎮巧聖仙師廟的仙師前面祈求保佑轉運，並許以修廟為還願，

果然那年木材價格轉好，木材商如願度過了難關。木材商遂於

民國53年間（西元1964年）結合當地與外地等木材相關行業人

士，重修東勢鎮巧聖仙師廟，重修後的東勢仙師廟改變了原先

平實的外貌，增加了燕脊及屋頂的裝飾，變成較接近一般廟宇

的造型。 

 

   

 

 

每年農曆5月7日之魯班公生的前一個月期間，臺灣各地的

魯班會團體，都會到臺灣巧聖仙師開基東勢祖廟謁祖進香。隨

之而來的信徒更是絡繹不絕，使得東勢鎮內人潮洶湧，盛況空

前。廟裡除了巧聖仙師父外，還供奉了泥水匠的祖師爺荷葉仙

師（或稱芋葉仙師），以及掌管爐灶燒窯的鐵匠始祖爐公仙師。 

祖廟至今已有二百四十餘年歷史。其建廟沿革與東勢鎮的

開發史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形成東勢特有的「匠寮文化」。廟

內「巧奪天工」的匾額，為清咸豐年間工匠的作品。最特別的

是廟內牆壁全用壁堵石雕，用精細的石刻呈現東勢客庄的開發

史，以及伐木、集材、製材、焗樟腦油等景況；每一堵壁雕都

栩栩如生，真實刻畫出早期山城客家先民的生活，除了是珍貴

的藝術品，也是探討客家先民生活的最佳教材。 

許多建築木工相關科系的學生，最喜歡來到巧聖仙師廟拜

師，參拜的方式，首先必須要穿過一個方圓規矩的木雕，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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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動墨斗，最後再把仙師的護身符在香爐前繞一下，如此才算

完成了拜師學藝的動作。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臺中巧聖仙師文化祭」

活動，特別強調「文化創意產業」，將「宗教」、「文化」、「產

業」、「觀光」及「教育」結合，以「發揚魯班精神」、「提升技

職教育」、「促進經濟發展」、「保存傳統文化」為宗旨，將東勢

巧聖仙師廟的祭典提升為全國性祭典活動，塑造東勢客庄為臺

灣的工藝之都，以文化祭典活動帶動客庄產業發展，促進觀光

旅遊，推動在地客家文化深耕，形塑浪漫臺三線活力和魅力。 

巧聖仙師廟神明簡介 

巧聖仙師就是魯班，仙師姓公輸，名般，也稱公輸子，春

秋時魯國人，因「般」與「班」同音，故稱作魯班公、『大師

府』等，是我國古代一位優秀的木匠建築師。魯班公發明了”

準繩”及”規矩”，即是現代還在使用的墨斗及文公尺。因此，被

土木建築工業的人尊奉為祖師爺。每年巧聖仙師的聖誕，亦為

神廟大祭祀之期。 

魯班公的很多發明事跡都是傳說，相傳他當年發明雲梯攻

城，但未派往戰場採用，而被墨子於模擬戰打敗。傳說他發明

滑翔機，使人可以在空中掠過城牆。另據說中國鋸子、古代大

門扇上用來裝飾及敲門鋪首也都是他發明的。 

在「韓非子」、「淮南子」、「論衡」…等書中都記載了魯班

製造了一種木鳥「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在二千五百多年前

的魯班，能夠利用機械原理製造木鳥，能升空飛翔三天而不墜，

實在是令人驚嘆的發明，也是史上征服天空的第一人，除此之

外，魯班還發明製造了「木馬」 機關備具，能在路上自動行

走，木馬一直到漢代才失傳…還有鎖鑰、石磨，以及中國最早

的立體石雕地圖「九州圖」等等，可見巧聖仙師是一位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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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藝術家、科學家，當時它官拜工部之職，享年七十歲，

白日飛昇。 

 

 

 

 

 

 

荷葉仙師又稱為〔芋葉仙師〕．因仙師的小腿有痂痼，終

日以荷葉、芋葉裹傷其腿，故以銘之。每年的農曆九月廿四日，

為其聖誕之日。據傳，荷葉仙師乃仙人的化身，初時教人製瓦

起造房屋，其後徒眾甚多，知其技藝超群，爭相欲拜仙師為師，

而師謂曰：「若要從吾，可隨我來。」遂跳入窯內烈火中，化

仙而去，而其徒眾始知仙師為仙人的化身。 

     (資料來源： 

blog.xuite.net/cc567051/twblog/143625005-東勢鎮巧聖仙師廟) 

 

爐公仙師為爐灶燒窯業，打鐵鑄造業的祖師爺．每年聖誕

是農曆四月十三日。爐公仙師的源流有二：即尉遲恭與太上老

君。 

※尉遲恭：隋唐時著名的將領，字敬德，俗傳奇貌似胡人，

故又稱「胡敬德」。玉匣記中記載：「胡敬德：傾煉爐火祖師。」

鐵匠奉其為祖師的根據，是相傳微時當過鐵匠，萬均所著之【唐

太宗】中記載：「尉遲敬德，唐人記載多稱其是個鍛鐵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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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老君：老君是受到各地金銀銅鐵錫業和小爐匠普遍

恭奉的祖師，據【重葺古老君堂記】中記載：「古老君堂者，

相傳為唐代尉遲公住宅，故自唐以還，歷經興廢，及明萬曆間，

創建宏宇，供設吾業始祖老君先師神像。」 

(資料來源： 

kph168899.blogspot.com/2012/06/blog-post_685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