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 天 宮 

 

 

 簡介: 行天宮，俗稱恩主公廟，為主祀關公的臺灣民間信仰廟宇，是臺灣知

名的關帝廟，由煤礦主黃玄空（黃欉）所建設而成。行天宮本宮位於台北市

市區，另有兩座分宮，合稱「行天三宮」；其中，歷史最悠久的是北投分宮，

其次是三峽行修宮，本宮位於臺北市中山區，為行天三宮最晚成立者。行天

宮為北北基關帝廟的代表，廟門設計上與文廟（臺北孔子廟）相同，大門均

沒有門神圖樣，用 108顆門釘代表 108位神靈，即 36 天罡星、72 地煞星。 

 歷史: 

1. 1943年 5月，空真子道長（郭得進居士）及師兄弟，敬奉由覺修宮分

靈而來的五恩主（孚佑帝君、關聖帝君、隆恩真君、司命真君、岳武穆

王等），於臺北市永樂町（今迪化街）一處民宅三樓設立「行天堂」，以

關聖帝君為主神。當年，住於臺北州海山郡鶯歌街柑園（今屬於新北市

樹林區）（今新北市樹林區）的煤礦業主黃玄空道長（本名黃欉，法號

「玄空」，1911年－1970年）得三兄黃新火居士引介，遂與「行天堂」

關聖帝君結緣。 

2. 1945年，三峽「白雞」「海山」二坑煤礦附近瘧疾肆虐，黃玄空向其素

來敬仰的行天堂壇主「空真子」（俗名郭得進，人稱郭空真）請益，郭

空真讓玄空黃迎行天堂關帝君神像，回家膜拜。 

  



3. 1945年農曆十月，黃玄空於礦場之木造事務所始創「行修堂」，奉祀行

天堂關帝君神像，鄉里皆來參拜，竟然瘟疫去除，從此關帝君名震本地。 

4. 1949年農曆八月，由於「行天堂」位於民宅三樓，檀越參香不便，黃

玄空於是在在臺北市九臺街（今林森北路、民權東路交叉口一帶）購入

原為宮前町的小型民間信仰簡易齋教鸞堂及附設土地公廟。創建關帝廟

行天宮(位於新興國中附近)。 

5. 1949年現今三峽行修宮之明德堂所在地興建，關帝廟行修宮。 

6. 1956年，黃玄空著手於北投（平埔族嗄嘮別社舊址）、三峽兩地整建以

祭祀關公為主的廟宇，即北投行天宮與三峽行修宮。 

7. 1958年，行天宮第一任住持郭空真過世，當時行天宮北投分宮後殿基

礎工程才剛起步。 

8. 1960年代初，玄空原本已有將九臺街（今林森北路、民權東路交叉口

一帶）廟宇擴建為大廟（行天宮本宮）的計畫，不過，該片佔地 2,000

坪的私人用地，在教育部開始推動九年國民教育後，被改劃為國民中學

預定用地（現為臺北市立新興國民中學）。經交涉後，臺北市政府採取

「以地易地」的方式，讓原地主玄空以私有地交換當時仍為瑠公圳末梢

支流、沼澤的公有地。在取得位於西新庄子，現今民權東路、松江路口

東北角的建廟用地後，玄空商請已有興建多處廟宇經驗的造廟匠師廖石

成設計、施工。 

9. 1960年 8月 12日北投行天宮之後殿慶成，並舉行安座典禮。 

10. 1962年農曆四月三峽行修宮興建及動土整地。 

11. 1964年行天宮本宮整地興建。 

12. 1964年農曆十一月及十二月三峽行修宮上樑。 

13. 1965年 5月 31日北投行天宮之玉皇殿、前殿等所有工程完工，奉祀玄

靈高上帝、玄穹高上帝等並舉行慶成典禮。 

14. 1965年 12月 6日三峽行修宮落成，並舉行慶成典禮。 

15. 1968年 1月 25日台北本宮落成。行天宮落成後，由黃欉所主導興建的

三座廟宇合稱為「行天三宮」——新建於臺北市中心的行天宮稱為本宮，

其餘兩間為行天宮分宮。 

16. 1970年玄空將三峽行修宮捐贈行天宮名為三峽分宮。 

17. 1970年 12月 18日行天宮三宮建設人第二任住持玄空道長仙遊，並奉

祀於三峽行修宮之明德堂及北投行天宮之崇德堂。 

18. 1972年農曆十月新建三峽行修宮旁的明德堂以奉祀玄空道長。 

19. 2014年 8月 26日，為響應環保，行天宮撤除廟埕中的供桌及大香爐，

僅保留神像前由廟方祭祀用的香爐，希望祭祀民眾不焚香以雙手參拜。 

  



 

 

 

 

 

 

 

 

 

 

 

 

 

 

 

 

 

 

 

 

 

 

 

 

 

 

 

 

 

 

 

 

 

 

 

 

 

 



 無障礙廁所與育嬰室: 

 

 

 

 

 

 

 

 

 

 

 

 

 

 

 

 

 

 

 

 

 

 

 

 

 

 

 

 

 

 

 

 

 

 

 

 

 



 參觀資訊: 

1.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 04:00至 2200 

2.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 109號 

3. 交通方式:搭乘中和新蘆線至行天宮站，出站後步行約 5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