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漁村喜事「鬧熱呷飯擔」
每年農曆四月十六日，是野柳的年度盛大喜事！這天，無論陰晴風雨，總有上千位信眾從金山一路跟
隨神轎行腳18,000公尺的路程，最終來到野柳岬，摩肩接踵聚集在常因漲潮而難以靠近的海蝕洞穴—
媽祖洞周圍。在地居民更在媽祖洞附近打點著沿襲早期習俗的「飯擔」，分享餐食，以體恤隨行信眾
路途辛勞，並表達心中喜悅。

這一切，皆是為了一年僅回野柳娘家一次的二媽。

返鄉作客的海漂媽祖
這位讓野柳居民引頸期盼的二媽，正是清朝時期從
大海漂流到野柳、約莫6吋的「金面媽祖」，原先
在媽祖洞裡守護著黑暗中的野柳，後來被恭迎到金
山慈護宮，因為是第二尊入廟的神祇，所以被稱為
「金面二媽」。但由於身形過於嬌小，廟方便將其
放置於18吋高的神像副尊之腹中，於是又有「媽中
媽」的尊稱。

海水見證信仰力量的大退潮祭典
午後未時，大潮漸退，媽祖洞前的路面緩緩顯現，儀式平台隨即開始
搭起。待潮水退盡，伴隨著此起彼落的口號：「進啊！發啊！進啊！
發啊！」，金面二媽被安然恭
送到媽祖洞內接受祭拜，祈福
祝願。野柳的海，深深注入了
當地的信念與生活。

媽祖洞，不僅展現地質景觀在
大海雕刻下的力與美，也見證
了因大海而凝聚的堅定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