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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興賢書院座落於彰化縣員林市中心的公園裡，與公園相連腹地廣大，既

是書院也是文昌廟，更是彰化縣的三級古蹟，看似平凡的廟宇建築，卻擁有

百年以上歷史，從清朝至今，歷經了許多動盪，是前人花了無數的心血所建

成。 

興賢書院二百多年來，擊敗了許多天災人禍，一直護佑地方百姓，提供

一個充滿歷史文化意義的讀書和休閒環境，儼然是員林人心中的文化中心。

因此，我們想了解興賢書院的歷史緣由，以及在現今時代，民眾對興賢書院

的喜好程度為何？民眾到興賢書院的原因是什麼？民眾都知道興賢書院是三

級古蹟嗎？民眾至興賢書院所許的願望都有實現嗎？這些都是我們想知道的

議題。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興賢書院的緣起與歷史發展？ 

（二）探討民眾是否知道或去過興賢書院？ 

（三）探討民眾對於興賢書院是三級古蹟的聊解情形？ 

（四）探討民眾到興賢書院的原因為何？ 

（五）探討民眾在興賢書院許願實現的情形為何？ 

（六）探討民眾近期(一年內)是否還有去興賢書院？ 

貳、文獻探討 

一、名詞解釋： 

興賢書院：是位於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公園內的書院，本身也是文昌廟，也是

彰化縣定古蹟，為員林地區歷史最早的教育設施。 

文昌廟：又稱文昌祠、文昌宮，是東亞民間信仰的一種廟宇，供奉掌管文運

及考試功名的神祇(文昌帝君)。 

二、興賢書院的歷史介紹： 

1807年 5 月 19 日，因為員林街在嘉慶年間時因墾民生活日漸安定、商業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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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從學士子增多，地方士紳乃有籌建文昌祠、奉祀文昌帝君之議。所以在

那一天成立文昌祠(興賢書院前身)。 

1823年在文昌祠內成立【興賢社】。 

1877 年廣東廩生邱海渡臺，在祠內延用興賢社名稱，自設私塾為「興賢書

院」，教授燕武三堡學子（武東堡、武西堡、燕霧下堡，今員林鎮、永靖鄉、

大村鄉、社頭鄉、埔心鄉五鄉鎮），開啟員林文風。 

1881年秀才邱萃英、蕭貞吉、賴萬青、江登甲、陳有光等發起募捐，募捐三

千元改建成為興賢書院。改建完成後邱萃英任興賢書院院長。 

1890年代興賢書院院長邱萃英，特聘饒平名儒邱海任興賢書院院長。 

1909年(宣統元年 9 月 22日)，興學先賢決議將「文昌祠」改名為「寺廟興賢

書院」。首任管理員為大村的賴繩武。 

1926年黃溥造（鏡軒）、林天爵（古愚）兩位先生號召，員林張響（廬山）、

林糊、社頭蕭君竹、大村賴佳山、埔心徐元勳、永靖詹作州等諸賢創立興賢

吟社，每年春秋二季廣邀台中州邑的詩文社共賞聯吟大會，文風遠播。 

1936年昭和十一年，台灣總督府嚴禁民間教授漢學，興賢吟社的活動因而中

斷，書院課務亦告停止。 

1953年政府實施土地改革政策，除員林公園用地四千八百餘坪（約一甲六分）

申請保留外，其餘七甲多土地均被放領。 

1983年，獲准改組「寺廟興賢書院管理委員會」，由員林、埔心、社頭、永

靖及大村等五鄉鎮信徒共襄盛舉。 

1985年 11 月 27 日經公告為台閩地區第三級古蹟。 

1999年 9 月 21 日寺廟興賢書院於九二一地震中幾近全毀後，動工重建保存

原貌重現世人眼前，並於西元 2005 年 4 月 15 日舉行大殿重建歸軸上樑大

典，同年 11 月 12日舉行入火安座慶成大典。 

三、興賢書院的建築特色 

(一)興賢書院配置為三合院對稱組合型式，採二進格局，第一進為三開間正

殿，包含月臺及拜殿，正堂內部空間高又寬敞，主祀文昌帝君，除了祭祀空

間外，兼具講堂功能。第二進為獨立七開間後廳堂，兩側配有對稱的齋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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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殿橫樑上掛有書院教席林天爵（西元 1876-1926年）所題的「瑞光聯

斗」匾額。正殿為三通五瓜的棟架，木柱與通樑的交接處鰲魚的木雕，取「獨

占鰲頭」的意涵。 

(三) 興賢書院正殿沒有一般傳統書院中常見的山門或是門廳，直接以正殿迎

人。正殿前設有月臺，周圍有欄杆，正中有一對雕刻精緻的石獅，月臺前則

有花崗石雕刻的龍形御路石，生動有力、刻工精美，是書院中重要的文物。 

(四) 正殿為主軸線的中心點，左右兩側之狹長廂房，形成對稱的副軸線。在

左廂房前側與圍牆入口處，尚有一座「敬聖亭」，由於古人敬惜字紙，凡有

文字的廢紙不可任意丟棄，必須在此爐中焚化，是崇文敬字的具體表現。敬

聖亭的屋頂有一座彌勒佛的泥塑，相當古樸特別。 

(五) 興賢書院主祀文昌帝君，每逢文昌帝君聖誕，仍然遵循著道教禮俗，以

俎豆行三獻禮的祭典隆重慶祝。聖賢殿位於後堂，殿內供奉孔子神像，擺設

相當簡單樸實。 

参、研究方法 

一、擬定研究架構、研究問題及流程 

我們小組成員經過多次會議討論，確立主題為研究興賢書院，並且擬定工

作計畫，並且在實際踏查興賢書院後，將了解興賢書院需要研究的問題條

列出來，並且同步搜尋相關的資料，並進行人物訪談，過程中常常需要重

新審視探討的問題、設計問卷、調查問卷，依據時程逐步完成研究。下圖

為研究架構圖。 

 

 

 

 

 

 

圖 3-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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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及對象 

（一）研究對象： 

1.訪談對象為員林郡文史工作室的邱美都女士。 

2.問卷調查對象為知道布袋戲的一般社會大眾。 

（二）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採用訪談法和問卷調查法共 2種，來幫助我們了解彰化古蹟興

賢書院，與民眾對興賢書院的喜好程度。我們的問卷將以 google 表單的方

式蒐集民眾對於民眾對興賢書院的膫解與喜好程度調查研究。 

1.問卷問題設計：問卷設計前我們先確定施測對象及預計透過問卷收集

的訊息和預期的效益，並且根據文獻探討所蒐集到的資料，作為問題及

選項擬定的參考。 

2.問卷修改：我們在完成問卷初版設計之後，先拜託 8位大人進行預

試，請他們填完問卷初稿後給予問卷修正的建議。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人物訪談 

（ㄧ）員林郡文史工作室的邱美都女士： 

1. 認識彰化員林是我們的家鄉是根，興賢書院是員林文化中心，跟我們的生

活密切相關，所以要詳細的認識它。 

2. 清朝時期全台有 62 所書院，其中彰化有 11所書院。而隨著時代變遷，目

前全台有 17所書院，其中彰化有 3所書院，興賢書院就是其中之一。 

3. 彰化 3所書院依序是，和美道東書院、鹿港文開書院和員林興賢書院。 

4. 興賢書院的前身，文昌祠在 1807年成立。所以距今已經 216年，是彰化

縣的三級古蹟。 

5.古蹟的維護和保存是重要的工作，歷史紀錄的延續也很重要，大家共同合

作，一起為興賢書院古蹟的維護與歷史的延續傳承共同努力。 

二、問卷資料統計：我們的 Google 表單一共收到 167份回覆。根據問卷調查

結果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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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在性別圓餅圖中，受訪者的性別女性 74%，男性 26%。 

2.在年齡圓餅圖中，受訪對象以 12歲以下的人最高占 35%，其次是 41-50歲

的人佔 29%，再來是 31-40歲的人佔 21%。 

 

 

 

 

 

 

3.在受訪對象的職業以學生最多佔比 37%，其次是軍公教占比 19%，再來是

服務業佔比 16%，有將近 12%的人是工商業。 

第二部分：民眾關於布袋戲的看法 

 

 

 

 

 

 

 

題目 1：請問您有去過位於員林市的『興賢書院』嗎？ 

受訪者有去過興賢書院占比 63.5%，知道有興賢書院，但是從來沒有進去過

裡面佔比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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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2：請問您知道興賢書院是二百多年的三級古蹟嗎 ？ 

受訪者知道興賢書院是二百多年的三級古蹟的占比 65.3%，不知道的佔比

34.7%。 

 

 

 

 

 

 

 

題目 3：請問您到興賢書院的原因是？(可多選) 

受訪者有 52.7%(88)去祈求保佑自己或親戚朋友考試順利，也有 41.9%(70)的人

剛好在興賢書院周圍的公園運動、散步或參加活動，另外有 24.6%(41)的人只

知道有興賢書院，但是從來沒有進去過裡面。 

 

 

 

 

 

 

題目 4：請問您在興賢書院許的願望有實現嗎 ？ 

在受訪對象中有 43.7%的人沒有許任何願望，有 56.3%有許下願望，其中有

12.6%的人，許的願望都沒有實現，18.6%願望大部分都有實現，17.4%願望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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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部分實現，7.8%願望全部都有實現。 

 

 

 

 

 

 

題目 5：請問您這一年內有去過興賢書院嗎？ 

受訪對象中 38.3%的人很久沒去興賢書院，31.1%的人有去過，30.5%的人沒有

去過。 

 

 

 

 

 

 

 

題目 6：請問您這一年內有去興賢書院捐過錢（添香油錢）嗎？ 

有 81.4%的人沒有去興賢書院捐錢(添香油錢)，有 18.6%的人有去興賢書院捐

錢(添香油錢)。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經過與員林郡文史工作室的邱美都女士訪談，以及受訪者的調查問卷資

料，在經過資料分析後，審視研究問題，並依研究問題的項目，進行分

析結果歸納統整，結果如下： 

（一）探討民眾是否知道或去過興賢書院？ 

受訪者有去過興賢書院占比 63.5%，知道有興賢書院，但是從來沒有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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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裡面佔比 36.5%。在受訪者中，有六成多的人，曾經去過。可見興賢書

院在民眾的心中佔有一定份量。 

（二）探討民眾對於興賢書院是三級古蹟的聊解情形？ 

受訪者知道興賢書院是二百多年的三級古蹟的占比 65.3%，不知道的佔比

34.7%。從結果可以了解，民眾對於在地的古蹟文物，會有一定的關注度，

所以才會有六成多的人都知道興賢書院是三級古蹟。 

（三）探討民眾到興賢書院的原因為何？ 

受訪者有 52.7%(88)去祈求保佑自己或親戚朋友考試順利，也有 41.9%(70)的

人剛好在興賢書院周圍的公園運動、散步或參加活動，另外有 24.6%(41)的

人只知道有興賢書院，但是從來沒有進去過裡面。從結果來看，興賢書院

本身是書院，也是文昌廟，所以人們去興賢書院最常見的事就是祈求考試

順利。此外，興賢書院本身就在員林公園內，公園是民眾散步、休閒運動

常去的地方。 

（四）探討民眾在興賢書院許願實現的情形為何？ 

在受訪對象中有 43.7%的人沒有許任何願望，有 56.3%有許下願望，其中有

12.6%的人，許的願望都沒有實現，18.6%願望大部分都有實現，17.4%願望

只有少部分實現，7.8%願望全部都有實現。從 56.3%有許下願望的人來

看，大家去興賢書院大部分還是祈求文昌帝君保佑。而且，有許下願望的

人之中，高達七成以上許的願望有實現過。有許願的人其中 14%的人，許

的願望全部都實現。所以興賢書院在民眾的心中，也是很靈驗的文昌廟。 

（五）探討民眾近期(一年內)是否還有去興賢書院？ 

受訪對象中 38.3%的人很久沒去興賢書院，31.1%的人有去過，30.5%的人沒

有去過。有 81.4%的人沒有去興賢書院捐錢(添香油錢)，有 18.6%的人有去

興賢書院捐錢(添香油錢)。所以，從最近一年來看，受訪者中有 69.4%有去

過興賢書院，可見一年內民眾也是很常去興賢書院的。不過有 81.4%不會

去興賢書院捐錢，對於興賢書院的營運影響，是值得關注的一個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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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與討論 

1. 興賢書院是員林文化中心，也是三級古蹟，也跟我們的生活密切相

關，所以要詳細的認識它。古蹟的維護和保存是重要的工作，政府應該多

編列經費做好古蹟維護的工作，也可多辦理相關活動，凝聚民眾的向心力

和認同感。歷史紀錄的延續要靠大家共同合作，一起為興賢書院古蹟的維

護與歷史的延續傳承共同努力。 

2.興賢書院具有書院和文昌廟的雙重身分，書院內設有閱覽室供民眾讀書，

讓民眾在內心覺得有神明庇佑下，更能靜心讀書，獲得不錯的效益。所以

許多民眾都有在興賢書院實現願望的經驗，在民眾的心中，也是很靈驗的

文昌廟。不過有 81.4%不會去興賢書院捐錢，對於興賢書院的營運影響，是

值得持續關注的一個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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