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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語

以上，我除7用史料澄清有關媽祖與鄭成功信仰中 ， 若干既定的說法

有違史質外，亦從國家、宗教與社會三層交錯關係'對臺灣媽祖與鄭成功

廟泉多之因，提出一個可更進一步的討論性解釋。我認為，自清末以來，

歷代統治者均視媽祖與鄭成功有利於其國家臣民意識之建構。相對的，在

統治者改革民間宗教過程中，民間亦發揮詮釋能量，使其他類似的神明，

功成身退讓位予符合國家宗教標準的媽祖或開臺國姓王。

坦白說，木文還談不上對既成媽祖與鄭成功信仰進行解構，充其量我

只是利用史料更清楚說明媽祖與鄭成功信仰結構形成中的若干破綻。儘管

如此，我還是希望這樣的作業，對今後的臺灣或中國之舊歷史意識之解構

與重建，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參考。

278 

第五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格與重建」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鄭成功、劉銘傳 】

2003 年 4 月 25 ~ 26 日

明其F 時期台灣佛教的政教闕係與「逃禪 J 特質

楊惠南

臺灣 大學哲學系教授

一、鄭成功王朝與台灣佛教

切實15時期 ( 1661 - 1683 ) 台灣佛教共有兩大特質是政治勢力的明顯

介人， 5tJ - .則是佛教信徒的「逃神」性格。前者大體與明鄭王朝的領導人，
例如鄭料、陳永華有關;而後者則是流亡台灣的明末迫在或文人的寫 \1，1頁。

泣糊火特質，種 FH 後台灣佛教要不是屆伏於政治勢力之1'"'就是遁入情

門、小 IHl W軒的性格。

(一)鄭成功與隱元禪師

吵j 問) _E 明的創也人一鄭成功 ( 1624-1662 ) ，與佛教桐樹的史料，太問

他 11-. 於他和隱元禪師 ( 1592 - 1 673) 的 交往。 1654 年(清順治 11 年) ，隱

兀-* 波 11 木。 l並於 7 年後( 1661 ) ，在德川 ~ft府部 4 代 JI守市 -1;læ 川家制

( 1641-1680 ) 的支持 F' 也，'[ !/j 1J荒山比福、于，成為 11 水的「黃槃京」。鄭

成功~1Jl 除元之間的'的誼，也為除元的赴 F1A之師而結束。鄭成功也因而與台

灣佛教沒打 1月接的關係。然而，在除元領導下的 11 1 liJ frl 日本的黃槃宗，行IJ

與台惘。I~ 教脫離不 f 間接的關係;這不11 í竹筒 Þr~鞋、于的削 ffi 打闕，王先們;向你

l 有關r.t 元赴日的年代，有不同的說法( t羊下)﹒目前獨線性日(隨元侍者)所偏{黃~r.t
元禪師年增) (駒 J華大學圖書館 it 本) ，以及南源性派(隨元法制)所為{普照國師年
增) (駒 j華大學圖書館品在本)所 1己放品在本)所記載﹒這一隱元赴日年代的記梭，也是普

遍被接受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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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再做討論。

隱元，俗姓林，名隆琦 。 明神宗萬曆 20 年 (1592)11 月 4 日，出生於

福建褔清萬安鄉(現屬上逕鎮) 。 明萬曆 48 年從黃槃山萬褔寺鑒源興壽落

發。興壽辭世後，隱元任萬福寺住持，大興土木，重光黃槃宗祖庭。 1654

年，受日僧逸然性融之邀請赴日弘法，仍以福建祖庭為名，創建日本黃槃

宗。 2依照獨耀性日(隱元侍者)所編 〈黃槃隱元禪師年譜 ) ，以及南源性

派(隱元法桐)所編〈普照國師年譜1)的記載，清順治 11 年 ( 1654 ) 5 月

10 日，隱元辭別他所駐錫的福建黃槃寺僧泉，預備東渡門本。 6 月初， t~ 

廈門仙巖'藩主鄭成功來誨，並送齋金供養。 6 月 21 日，隱元赴日。依照

陳啟超 〈 鄭成功致隱元信件的發現 )的研究人鄭成功因為忙於與清廷議和，

無法親自送行;因此事後鄭成功還寫了一封信給隱元，說明撥船護送隱元

赴日的原因。 4其中有幾句是這樣的﹒

本藩.&.各鄉紳善念甚殷，不欲大師(指隱元)飛錫他方 。 所以撥船護

送者，亦以日圓頂禮誠 j笨，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 5

.:'t5外，依照鄭成功故吏一阮旻錫所著〈海上見聞錄) ( ()I明治 17 年 〉

條)的記載:

七月，命兵官張光屆主往侯國借兵，以船載黃槃寺僧隱元及其徒五十

眾。時矮人教請隱元，故載與俱往。 6

引文說到:順治 17 年 ( 1660 ) 7 月，鄭成功命張光砰往 11 本們兵，且

以 ijI船，成迎隱元及其弟子五卡餘人赴付。這 一記載自往與獨阱 YÞ.r 1 < lli 槃隱
j已 J禪師作譜〉、南源性派{普!照國自IP年譜〉的記般不同. {fl 共同點娃: l'恁

J已是;在街鄭成功的市船赴日的。1/(1 此而有隱元背負著鄭成幼所付高的使

命，赴 11 諦兵助戰的說法。陳智超{旅口高僧隱元叫 1 1::.來11:月信集 ﹒ J Y; ) 

即以|恁 j已哀悼懷念殉節烈士、超渡被清兵所殺害之亡盔、安祥 IV:J杆|國錢!;r:T

2 為了與福建的資縈寺區別，日本黃樂宗人稱福建黃樂 山萬福寺為 「古黃樂」或「唐黃 ~J 。
1 陳眉立超(鄭成功 JH華元信件的發現) .于IJ 於{中國史研究動態) 8 期. 1993 .頁 1-5 • 

4 m.、 特 f言者並未署名，但依陳tt超 ( 鄭成功致隱元信件的特 1見 〉 的研究，誠信應是鄭成功所
拾。

5 陳智超編{旅日禹僧隱元中土來才主書信1<) (北京:新箏書局. 1995 ) .頁 70 • 

6 清 ﹒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 ﹒ J順治 17 年) (1和技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1995 ) .頁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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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所作離別偈中有「暫離黃槃十二峰，碧天雲淨是歸期」二句 、赴 日後

思念故國，乃至有福建黃槃僧參與抗清等事例，證明|恁元站在反清復明的

立場。再加上隱元赴日時 ，鄭成功撥船護送，因此判定隱元乃代表鄭成功

赴 n 的親善使節。儘管這一說法引來一些反駁伺卻說明隱元確實與鄭成

功有密切的往來。 8

隱元逝世後 15 年(清康熙 27 年， 1688 ) ，台灣台南也創建了 一陣設

提寺。依照林衡道〈台灣史〉的說法，黃槃寺乃陳永華故居所改建。 9改組

後的反柴、于，成為福建鼓山湧泉和怡山西科二大開寺之外，影響初期台阿

佛教的六大流派之一。 10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卷 6 ) ﹒ 祝宇志 ﹒ 寺〉

7 陳智超{旅日高僧隱元中土來往書信1< ﹒ 序) • f.東智越的這一說法，翁秀芳〈隱元禪師研

究) (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領士論文， 1999. 頁 70) .則持反對的看法 。
翁文(頁 69-70 )並歸納學銜界對 F鑫元赴日原因的各種看法為五點( 1 )避請L歸化說:

以川上孤山〈妙心寺史) (京都﹒恩文閉，紹和 50 年，頁 453b ) 、道端良秀(徐明譯)

{ 目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2 .頁 104 )所說為代表( 2 )臨
濟與曹洞二宗之爭說: f，鑫元師父一費隱通容 ( 1593-1661 ) 曾著{五燈嚴統) .與曹洞宗

7j(覺元賢( 1578-1657)發生宗趣之爭，元賢訴諸官府，通容因而為官法所屈辱 ，其徒大
都失志. f，鑫元因而應邀赴日 。 持這一說法的有日僧桂林學 1菜 《禪林執弊集 ) • (t羊見:

平久係幸{隱元) .東京:弘文館，日召和 37 年，頁 70-7 1 • ) (3)奉玉命渡日說:清 ﹒
性派性激編(黃榮和尚太和集﹒解越 ) ( (禪學大成) 5 冊)以為，德川家綱派逸然邀請

隱元赴日建立梵朵IJ. 性幽等編〈黃樂 山寺志 ) (台北﹒新文畫出版公司 .. 1987 . 頁 124a ) . 
也說:日本國主招請隨元赴日 。 另外，獨雄性日{黃~~這元禪師年 1普) .也說隱王乃奉
王命迎騁 。 而隱元師父費隱 i龜容&.福詹信月~.也都 ;有相同的看法 。( ~羊: f.東 tt超等編{旅
日高僧隱元中土往來書信黨 ﹒ 費隱至全隱元信 ) .頁 44 、 52 .) ( 4 ) 政治使命說: ~p :前 文

所說陳智超〈旅日高僧隱元中土來往書信集 ﹒序 } 的說法 。( 5 )為法來波說:翁文引性

日所編{隱元年吉普) • t查明這才是隱元赴日的真正原因。另外，林麗芳{日本黃欒宗隱

元禪師研究) (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7 .頁 62-67) .也將

1港元赴日的原因，歸納為下面三點( 1 )避亂說( 2 ) 宏弘布敘說(3)主命應召貌 。

其中，第(3 ) 中的「王 J 有不同的三種說法﹒ (a) 德川幕府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

( b ) 德、川幕府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 (c) 長崎奉行。林文對這三說並未加入個人的取
捨﹒由於本文所討論的主題，與隱元赴日的動機~闕，因此也不打算對這一問題多個主持

斷 。

8 一則記載隱元與鄭成功關餘的傳統，趁使記錄於下:江日昇的{台灣外記) (台北﹒台灣

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0. 頁 405 ) .曾說章IJ 隱元預纖鄭成功為「東海長鯨」轉入，並且入
台 ~p il丘。{台灣外記﹒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條}說 r 成功路金廈，震動演海 ﹒ 有

問責接寺隱元禪師曰 r 成功是何星宿投胎? .!元曰 『東海長鯨也 ﹒』再問 r 何時

得滅? JJ 元 曰 r 歸來即逝﹒』辛丑(永厝 15 年. 1661 )成功 ~t 查 ， 紅毛笠見一人峨
冠 t4 帶，綺鯨魚從鹿耳門遊 i是而入 。 後功 t者船果從是港進。癸 gr 年(水厝 17 年﹒康熙 2
年. 1663 ) 四月間，功禾病時，有副將楊明夢成功冠帶騎鯨魚，由。純身之未出於外海。

覺而大兵，與人述之。不喜止日，而成功卒 ， 正符隱元『歸來 !!p i1[ JI 之言。」

9 詳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林街道編{台灣史) (台北:眾文圖書公司. 1993 ) .頁 405 • 

/。李添吞〈台灣通志稿 ﹒人民志宗教氣(卷 2) )曾說 r 台灣佛教之本流是由福建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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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記錄了黃槃寺早期的歷史:

黃繁寺，在大北門外 。 唐沙門正幹'葡田人，吳娃，從六祖曹溪得法，

歸至福州黃樂山，曰 r 吾受記於師，逢苦 !!p 位，其在此乎! J 逆 !!p

山建寺，是為黃樂初祖。康熙二十七年，左營守備孟大志建。三 十一

年，火 。 三十二年，僧募眾重建，竹木花果甚盛 。

從創建年代(康熙 27 年， 1688 ) 和創建人一左營守備孟大志看來 ， 足
見台南這座黃槃寺，與鄭氏王朝並無直接的關聯。

然而 ，隱元的弟子輩，卻和台灣黃槃寺僧有一些來往 ; 李添春(台灣

佛教史要 ) 即說 r 據隱元禪師 {支那錄 }書中，有說及『關自敏禪人之
台灣。』」 Il叉說:

隱元禪師之弟子 日僧仲 棋手口尚曾住福?青黃樂 山 時，有見在台灣之法弟

繼成 ，登山設 齊請上堂 。 又崇松禪師偕台灣之比丘尼實法、信女如淑、

如珍等登山，設齋請上堂 。 可見當時台南之黃槃寺，實與日本黃繁宗

及西禪二大禪寺傳來，另一派是由福清繁寺傳來 。 J ( 台北:台灣省文獻會， 1992 '頁
924 )可見佛教初傳台灣時，黃縈存是福建鼓山、西禪之寺之外的第三大流派 。 不過，蓮、
反法師卻反對李添春的這一說法;她認為﹒ r ( i是誌) ( 才告李添 4年 { 台灣.ìi志稿 ) ) 將
明鄭時代及清代佛教歸納為臨濟宗、曹洞宗及黃且是宗 。 筆者認為如此的歸納有待商雄，
因為無論在中國或台灣黃吾吾宗均不存在的緣故 。」 她還說﹒中國的黃樂宗，在五代以後
就已表微;而且 r 黃~寺是歸屬於臨濟宗，在中國它並非是獨立的宗派 J • (釋慧晨
( 台灣佛教史前期 ) ，刊於(中華佛學學報) 8 期，台北 中箏佛學研究所， 1995 年 7
月，頁 273-3 14 . ) 另外，蓮、嚴法師還說 r 直至國民黨政府遷台為止，台灣佛教是源自
中國佛教的有鼓山湧泉、怡山長凌晨福清黃樂 。」 並引 〈 哥哥禎雪峰志 ( 卷 3 ) ﹒ 真覺大師
年繪成通九年戊子 ) ，乃 至 { 黃崇山寺志 ( % 3 ) ﹒ 懶莘禪師傅 〉 等史料，按明 r 此怡
山長，f r克，就是 ( .ìi志稿}說的西禪 。」 另外，增田福太郎氏 { 台灣本島人仿宗教 ) (財
團法人明治聖德紀念學會，日召和 12 年，頁 21 ) 則就﹒台灣寺院大致是福建鼓山湧泉寺 ，
或恰山長 1是寺等末徒所開拓 。 蓮、反法師依此說法，以及 { 雪峰真覺大師年吉普 ) ( ( 疋續
級 ) 119 冊，頁 974 上 -98 1 下 ) 、 { 宋高僧傳 ( 卷 13 ) ﹒ 後唐福州長庭院 ，巷梭傅 ) ( { 大
正教 } 卷 50 '頁 787 上 ) 等史料，進一步說 r 又 { 通誌稿 } 所說的西禪就是增田氏說
的恰山長復存 。 你唐成過九年 ( 868 ) 為山懶安於恰山所針，後雪峰 4生存高足 ，慧、 稜住此，
才改為長，f r完 ﹒ 與鼓山 J為泉寺同出自雪峰 1i. 1年，而雪峰出自洞山良份，本屬青原行思法
脈，與屬南嶽懷攻下的黃;在希 i蓮、臨濟教玄是不同法系的，但都屬禪宗則是不掙的史實 。 1
(詳:釋誰反( 台灣佛教史前期 ) ) 1盡管正如慧、反法師所說，黃樂宗不是一個獨立的 j

J痕 ，但就台灣佛教的初傳來說，像李添卷那樣，分辨鼓山湧泉寺、怡山長慶院 ( 西禪寺 )
和福 ;青黃樂寺的不同傅 i示，還是有它的歷史憲義 。 更何況黃樂宗在日本且在實是一個獨立
的宗派，大半輩子 j舌在日據時代的李添卷， 4采用 「 黃綠宗 」 這一詞來說明台灣佛教初傅
的三個派別之一，也是可以理解的 ﹒

11 李添春 ( 台灣佛教史要 ) ，收錄於 ﹒{中國佛教史 3命集) (3 ) ( 台北:中國文化出版事
業委員會， 1956 ) ，頁 9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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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福建之黃崇山有密切關緣 。 12

而連橫 { 台灣通史 > '則說到台灣黃槃寺僧收容鄭氏遐將的情形:

當時鄭氏部將痛心故園，義不帝胡，改月良 惱衣，竄 身荒谷者，凡數十

人 。. .. ...而黃繁寺僧尤特出，豈所謂能仁能勇者非典文 13

連橫還說 r 乾隆間，有僧謀復明 ， 事洩被戮。」 l4事實上，黃槃寺僧

涉入反清所動，最明顯的是發生在康熙 60 年 ( 1721 )的朱一貴事件。釋慧

般 ( 明末清初閩台佛教的互動 〉一文已有詳細舉證 15 不再贅言 。

不但台灣的黃槃寺收容鄭氏遣將，而且，當隱元仍然住錫福建黃槃寺

時，也曾收容不願歸降的明末遺民和遺臣，例如:法弟法幢行幟

( 15 93- 1667 ) ，以及法控如主J超弘( 1605 - 1678 ) 、 笨翁超極( 1623 個 1676 ) , 

弟 F慧林性機( 1609-1681 ) 、南源性派 ( 1631-1692 ) 、獨耀性日(姚翼明)

12 向前書，頁 937 。

13 是橫〈台灣通史 ﹒ 宗教志 ﹒ 佛教 ) ，收錄於:高賢治主編， ( 查灣方地集成. ~青代第 一

第一輯 ) ( 39-40 ) (台 北 宗賣國書出版公司， 1995 ) 

14 連被{雅堂 文集 } 卷 2 ， ( 傳狀 ﹒ 書黃~寺僧 ) ( 南技: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2 ) , 

曾詳細描寫了這個事件的經過﹒「黃樂存在台南鎮北門外，乾隆間，有僧不如何許人，

逸其名，屠存中﹒善投擊，能E說庭中石， ~I 去 tt 丈 a 索與官紳往來，而生。府將元樞尤其

逞 。 一日，元樞奉總督八百里密札，命拿此僧，不得如) ~ .潛訪之，如為海盜魁 。恐 事

變，且得梢。乃邀僧至署，盤桓紋日。欲言 又止，僧長。之 ， 曰 r 窺公似大有心事者，

大丈夫當ââ 落落，披肝見緣，何為賣主兒女子態? .! 曰 r 不然，事若行，則上人不利，
不行，吾又不能了，故蜘蹦崗 。』 出札示之，僧 j默然良久曰 r 不是直與公有前世囚，故

一見宜。 15. 今頗為公死，但勿求吾黨 人 。 不 然，渴台灣之兵恐不足與我抗 。』 曰 r 省
憲、祇索 上人爾 ，餘無悶。』僧 曰 r 可 。』 命招其徒豆，告曰 r 而歸取籍來 。』 徒率

眾扇入等 ， 視之，貝1) 兵卒、糧餓 、 游械、船馬之數，一一付火 。 元樞大驚，僧曰 r 我
手且為鄭氏舊將，數十年來，久謀光役 。 台灣雖小，地肥銳可務 。 然吾不 4辛 4費者，以閩、

粵之黨未勁扇。今謀竟外 i曳，天也!雖然，公其獨台灣終無人者。』 又曰﹒ 『公過我厚 ，
吾禪房穴金百餘藹，將為他日用，今想以贈公，公亦宜于i是鈴 。 不然，荊斬、 A政之徒將

甘心於公也! .! 元樞 i是至省，大夫訊之，不撐 。 問其:煮，不答﹒刑之，亦不答 。 乃斬之 。

是日有車去男子往來左右，監升1) 考慮、有變，不敢悶 。 符決峙，一黑衣長揖者弩自立﹒僧，匕

曰 r ，)、奴尚不走，吾昨夜論而速改忌 'iIT 妄動 。 今如此行跡 。 欲何為?勿請吾此時不

能殺汝也! J 其人忽不見 。 事後，大史問獄吏，何以 2午人出入?曰﹒ r 旦夕未見人，且
f曾有神勇'#j-楊輯L 斷 ，幸彼不走爾 。』 聞者愕然 f J 連續的這一記載，也出現在其{台
灣通史(卷 22 ) ﹒ 宗教志 ﹒ 佛教 〉 當中 ﹒ 而 1 9 19 年出版的伊能嘉短 { 台灣文化志(卷上 ) • 

第 4 銬 ，台匪政策 〉 、李添券 { 台灣省通志稿 ) ，卷 2 ) ( 人民志﹒宗教為第 3 章 ﹒ 佛教 ) , 

也有大同小真的記載 。 只是李添春把~~元梅寫成料廠棍，並將黃樂寺僧寫成「有一大是1)

主僧某 」 而已 。

15 釋是在，it(明末清初閩台佛教的互動 ) ，于1) 於 ( 中華佛學學報 ) 9 期 ( 台北:中箏佛學
研究所， 1996 年 7 月 ) ，頁 209-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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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往性幽(歐全甫)、獨立性易(戴笠， 1596-1672 ) 等。另外，像建國公

鄭彩的女婿一道岳居士( ?-1657)及其弟道海居士，也都避難於黃槃寺 。 16

台灣的黃槃寺目前已毀 。 關正宗 〈臺灣佛教一百年 〉曾說 r 另外還

有屬於黃槃宗的黃槃寺(原註:建於 1688 年)也傳入臺灣，只是後來不知

何故地消失了......。」 IY事實上，綠珊盒 18 ( 台南黃槃寺僧與天地會八卦教 > ' 

曾說:

該寺於康熙三十一年 19 曾一次被大火燒毀，再由思度師的手，募款

重建 。 當時寺址，是在台南市大北門外 。(現在 北門路中山公園東北

省立第二中學校的旁邊 )六 十餘年前，日本據台時，該寺已殘破不堪，

因此日人把它全部拆去，改為 「育苗試驗圓 J 後來又在那襄建築鐵

路局職員宿舍。 20

慧嚴法師並依據綠珊盒的說法，進一步下結論說 r 只是依綠珊盒氏

的見間，黃槃寺於清光緒甲午年( 1894 ) 前後，已殘破不堪，日本人據台

之後也就將它拆去，並先後改為育苗試驗園、鐵路局的職員宿舍了。」 2l

然而， 1996 年 2 月，行政院文化控設委員會所屬「文化資訊網/文化資

產研究報告」的網頁上

cllltp ./ /www.cca. gov.tw/c ulture-net/ booksI70315 /apx4-8.htmu ' Ún~.妄自~i

r 一﹒篇由該委員會委託成功大學建築研究研究，名叫「台南市市即使的調

查與評估/附錄:廟宇類古蹟/台南天壇」的調查報告。報告中:明白 JQ到附

和 12 年 (1937) ，黃槃寺遭到日本當局拆除 12 寺中的文衡塑帝歧峭壁咕:

持神像，被4'請到天用同而巴。而拆除的原|大11可能是為 r ri 澈仆的木 WJ所抑

的詳:翁秀芳 u在元禪師研究) ，頁 10 0 

17 閥正宗 {金增佛教一百年) (台北:采大圖書公司 ， 1999 ) ，頁 242 。
18 許丙丁( 1900-1977 ) ，字鏡汀，號綠冊盒主人、綠冊莊主、綠善處主、肉串單是主人、默
禪是主等﹒台灣知名的民謠、民 f谷詮釋者。曾撰寫台南市各大小寺廟的神佛故事，成為

{ 小封神}一番 ﹒ 戰後又撰寫{廖添 7再世 ) ，還棋:r~ ( 六月茉莉 〉 、 (卡卦 1月〉 、 (丟
要去向仔〉 、 (牛草#歌 ) 、 ( 忠怨起 〉 等知名司'k. 1$ 

9 1 6 戶 二f
,_'1 • + 'y. +, r I 叭 ，可供 ,n , 

明其F時期台灣佛教的政教關條與「逃禪」特質

行之「皇民化政策」的緣故。這可以從拆除黃槃寺的說明欄一「行為變遷」

當中看出端倪;該欄這樣記載 r 日人實施皇民化政策，有廢除本島廟宇

之舉，並選定本壇(指天壇)為拆廟首例，以為諸廟楷模，經士紳林叔桓

等力爭倖免。 J 推測黃槃寺也墊在這一原因下 ，而遭到拆除的噩運 。 清代

台南有五大詩社一東社 、西社、北社、中社及南社 。東社在彌陀寺、西社

在記典武廟 、:l t 社在黃繁寺 、中社在奎樓、南社在法華寺。 23是否因為黃槃

寺具有文人聚集之地的歷史地位，乃至從創寺開始即具濃厚的反抗意識(詳

前文) ，因此才被日本當局所拆除，則未可知。依照目前就讀台灣大學歷

史系的日本博士生野川博之的質地走訪調查，黃槃寺址已經改為公園。公

園內有一塊台南市政府豎立的石碑，告訴我們這是黃槃寺的舊址。 24

( 二)鄭經的創建佛寺

然而 ，除了台灣黃槃寺僧收容鄭氏遺將一事之外 ，其他像是隱元與鄭

成功之間的關係，大體發生在鄭成功抵台( 1661 )之前，不能認定為台灣

佛教的相關事跡。與台灣佛教有關的第一個記錄是:鄭經( 1642-1681 ) 的

創迎台南彌陀寺。林謙光〈臺灣紀略) ，即說:

成功因改臺灣為偽來都，設一府二縣。圭寅年五月，成功卒。提督馬

信立其胞弟世襲，改號護理。癸卯年，成功之子鄭經自廈門來，與世

襲爭圈。世襲兵屈退銬，經逆胡位。後經至廈，委翁天祐為車車運使，

任國政 。 於是興市肆、築廟宇，新街、橫街，皆其首建也。 25

1] I j証 明白說到鄭經在接掌朝政之後，除了興市肆、築新街和橫街之外，
還「築肋j宇」。鄭經所築廟宇到底有哪些?引文並沒有說到。 26較為確定的

23 t羊:吳敏琪〈台灣南#土研究) (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領士論文， 1996 ) , 1 
3 節。

4 野川 1導之 ( 台 r~) 黃繁寺考) ，未刊稿﹒

門，!!也 :/.t- 1號光(壘，ifq王略 . ifr 革) (r華) 4史:全灣當ì:文獻委員會， 1993) (原~f-行於: íi 
、 ‘ i ()q 1 :.• 1 :7. ， 1' 的 r - f~ 二司j. ，~~ 7T( 天將手。夫、、 11， 年二粉、 王 v 斗﹒

偉: 1 (I~"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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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鄭經為了「奉佛祈褔 J 因而創建彌陀寺的說法。 27毫阿總督府〈事問

名勝舊 ~i'I) ， 即說:

彌陀寺，你鄭成功之子經，以本島沒有一名是1) 為，眩，為奉佛祈福，創

建的所在 28

而連雅堂 〈臺灣通史 ) ，也說:

來寧初建，制度漸完，延平郡王經，以承天之內，尚無叢林，乃建彌

陀寺於東安坊，延僧住之 。 29

從引文司以看出:鄭經不但創住了彌陀寺，而且還「延俏住之 J 0 111 

官府創控佛寺，然後延請僧人擔任性持，是台灣佛教初俾峙的的形。這

情形， - .而到清延完全掌控台灣之後的兩百餘年 ( 1681-1895 ) 常中 ，還延

續著，成 f 清代台灣佛教的特色之宗教 ( 佛教)為政治服務 。 30

政治勢力的介入台灣佛教事務，以致使台灣佛教成為政梢的附開這件

事情，還刊J以從鄭經所創建之北國 31的治革，得到進-步的話明 。 北|采1 ，((料

歷數度對1 名之後，成為現令的台商 IJfJ 元寺 。 而鄭經創往北圓的 11 的，則 {J

說:首先，劉良壁《重修福建造灣府志 ) ，曾說 r ~t 國別館，在已悄

站( h11 p:/ /ww w.t2t-travel.com /twltwfq26.htmJ '則說到台南古都的寺廟，在清代罐實有
所謂「七存八廟 」 的說法 。 其中七寺是:開元寺、法箏寺、竹 i真寺、彌陀寺、龍山寺、
重慶寺、黃繁寺 ，八廟是府城隍廟、武廟、大天后宮、水仙宮、樂王廟、來岳廟、負神
廟、龍王扁 。

刃有關彌陀寺的創建者和創建年代，盧嘉興 ( 全南古是1) 彌陀寺 > (原刊於﹒{古今談) 29 

期， 1967 年 7 月，頁 255 :另收錄於﹒張曼濤主編 { 現代佛教學術叢于1) (87) .中國佛
教史論無(全灣佛教.1;i; ) ) .頁 2 55-267 ) .有不同的看，去，請參見 。

28 全灣總督府{全灣名勝當 E貴誌 ) .大正 5 年( 1916 ) 。
29 引見是橫〈金灣通史﹒宗教志﹒佛教}﹒

3。有關清朝駐台官員與佛教的關條﹒請參見 楊皂南 ( 明清時期台灣佛教的神佛不分與三
教同源 〉﹒ 收錄於:要F阿財、注 i~ 編{冉雲 i吾先生八秩箏誕壽Jt論文集) ( 口口口口口 ，
2003 .頁 口口口)。 值得一提的是 為政治服務的台灣佛教特質，乃來自他的母體一 中

國佛教 。 而中閻佛教之所以勞展成為政治的附庸，原因錯綜複敏:有佛教內部教義的問

題，有朝廷的宗教政策，有帝王個人的信仰偏好 (如雍正皇帝四個 人信仰偏好，而毀棠

;美 月 j去品在一系的禪宗) ，有儒、佛之間的 i局長等等因素，非三言兩語所能鐘 ，青，只有另
文再做說明 T 0 

31 稱為「北國 J 黃叔收 〈 泉并因石 1己 > '曾有這樣的說明﹒「鄭氏北圈，去群治五、六
里;從海視之，買1) 直北矣!故名 。 j ( 11 見﹒黃叔緻 { 金海使搓錄 ) ，卷 2 ( 赤敘筆談﹒

泉并園石記 > ( 南投:全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3 ) (原符行於﹒雍正 2 年[ 1724 年 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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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五 E[許 。偽鄭為母董氏建 。」 32這樣看來，鄭經是為了服侍母親董氏，而

創也 ~t 園 。 但是，盧嘉興 ( 北園別館與開元寺) 33 卻依據林謙光 〈萱灣紀

略 〉 的記載，提出不同的看法 。 林謙光以為，鄭經創建北園的目的，乃是

為了白己在辛商年( 1681 )退位後的休閒生活 :

辛百年，經預立其ø;、子鄭欽為監函，退閒於洲仔尾，築遊觀之地， J妥

字雕樁，茂林嘉卉，極島中之華麗 。 不理政務，也喜遊為樂。 34

~tl謂改建為佛寺，是鄭氏王朝覆亡之後的事情 。高拱乾 《臺灣府志 }

記錄了這段改建的歷史 :

海會寺，康熙二十九年建，在府治北六里吉午，舊為鄭氏別館 。蕩 平之

後，總鎮王化行、壹廈道王效宗，因其故址建為寺字。 35

從'1 1 艾可以看出， r 鄭氏別館 J '亦即北園，是在康熙 29 年( 1690 年) , 

由總鎮主化行和第二任垂廈道王效宗二人 36 ，改建而成海會寺。王化行在其

〈始鐘海會寺記〉一文當中 ，曾詳細說明改建的因緣和經過:

顧茲臺 j彎版圖新闕，德教章敷'神人胥慶，典章無關 。 惟少一梵是1) , 

褔祐 j每天。附郭大橋頭，有廢令一所，宏敞幽寂，跨海面山，修竹茂

林，朝煙暮靄。諸向人瞻仰於斯，合曰 r 是三寶地，何不就此立寺，

招僧迦以修勝果，亦盛世之無疆福田也! J 峙，兵巡王公，同直在許可。

會中有僧志中者，自齒召批之年，皈依沙門，秉靈慧沉靜之聰，函松風

7)(. 月之味，從江右雲遊'來聞其事，願募緣成之 。 於是同人各拐像資，

補革門撞，重整垣字，裝塑佛像。始於庚午八月七日，成於明年四月

32 引見:軍1) 1支壁{重修福建壹灣府志) .卷 18 ( 古蹟﹒附宮室 > (南技 企灣省文獻委員
會. 1993 ) (原勞行於:乾隆 5 年( 1740 年 ) ) 

33 詳見:盧嘉興 ( 北圈>lH官與開元存 > :原刊於: (古今吉克) 28 期， 1967 年 6 月，頁 269 : 
另收錄於:張曼濤主編 {現代佛教學術叢于1) ( 87) .中國佛教史論無 (全灣 佛教.1;i; ) ) 

頁 269-320 。

34 可 l 見:林謙光{金灣第己略 ﹒ 沿革} 。 引文中的辛茵年，康熙 20 年( 1681 年 )。

35 11 見:高拱乾 {金灣府志 }﹒卷 9 ( 外志 ﹒ 寺觀附宮廟 > (南投:全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3 ) (原勞行於: 康熙 35 年( 1696 年 ) ) 

36 清代各省設提督，下 t~總兵副總兵等，總兵所管軍隊稱為「鎮 J 因此，總兵又稱「總
鎮」﹒玉化行於康熙 26 年( 1687 年 ) 任全廈鎮第一任總鎮，而主放宗也於同年，繼王化

行任第二任全廈鎮第二任總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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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參軍永箏，字復甫'泉之同安人。父某科孝廉，以廣文 40殉困難。... . 

因公喪，進隨鄭成功居廈門。成功為儲賢館，延四方之士，永昌吾與焉，

未嘗受成功職也 。. .. ...居平燕處，無情容，布衣疏食，泊如也。成功

常言吾子錦舍利曰 r 吾遺以佐汝'汝其師事之。」成功既沒，鄭經繼

襲，以永攀為參軍 。 ... ...壹郡多蕪地 ，永華募 人關之，歲入穀數千石 。

比穫'悉以遺親舊，或數十石百各有差 。 記己所存，足供終歲食已。... ... 

初，鄭氏為法尚嚴，多誅殺細過，永攀一以寬持，間有斬戮，悉出平

允 。 民皆悅脹，相率居民化，路不拾遺者數歲。 42

釘關給善緣 ，募鐘立願利人天 ; 一聲擊出無邊界，同種功德億萬年。 」 38

海會寺後來叉陸續改名為開元寺和海靖寺，而且都和清廷派駐台灣的

足見陳永華是鄭氏王朝中賢能愛民之士。他的創建龍湖巖 ， 高拱乾{臺

府志〉曾有這樣的記載:

官員有關，足見政治勢力介入台灣佛教事務之深 。這從謝金鑒 〈 續修臺灣

縣志 〉的記載 ，即可看出來 :

龍湖巖，在諸羅縣開化里，陳永箏建，環巖皆山也。前有潭，名龍潭 。

潭之左右列植楊柳桃花，亭內碧蓮浮 7位，蒼樽摩空。又有青梅數株，

眾木茂榮 。 日克山入畫，真巖居之勝境幽僻之上方也 。 43

龍湖巖 ( 原言主:閩人請寺院為巖 ) ，在開化里赤山莊'偽官陳永攀建 。

環巖皆山，幽遙自喜。前有潭，名龍湖，周環里吉午，過植荷花 。左右

列樹挑柳，青梅蒼繪。遠山浮笠，遊者被之輯川圖畫。(原言主:永箏，

鄭氏執政，頗雜儒雅，與民休息，臺人至今稱之。) 44 

'名曰海會寺。 37

引文提到一位參與改建的僧人一志中。志中後來成了海會寺的第一代

住持僧 。志中，號能禪師，別號行和 ，泉州人 。 曾為海會寺募款鑄鐘，由

代住持褔宗(後來的海會寺第二代住持) ，於康熙 34 年( 1695 年)鑄成。

時志中閉關三年 ，出關詞由時任鳳山知縣的閔達 ， 記於鐘銘之中 r 獨坐

J\ 日

，也有這樣的記載:而|揀夢林《諸羅縣志 〉

，在永康里。其初為鄭氏

北圍別館，康熙二十九年巡道主效宗總鎮王化行改建為寺 。... ...嘉慶

元年，提督吟當阿修改今名焉 。 39

(三)陳永攀與龍湖巖的創建

鄭氏王朝與台灣佛教有關的，還有鄭成功參軍陳永華 (? -1680 ) 所創建

的龍湖巖(位於現今台南六甲)。陳永華其人 ， 余艾儀《續修臺灣府志}

曾有極為正面的評議:

海立青寺(原吉主:舊名海會寺，亦名開元寺 )

康熙 4 年(永曆 19 年， 1665 年) ，陳永華開始擔任鄭經的諮議參軍，

並曾受命在赤山堡(今台南六甲、官田附近 )開墾荒地;龍湖巖應該是這

一時期所建。江日昇〈臺灣外紀〉的記載，應該可以證明這個猜測的正確

性

，以諮議參軍陳永攀

40 f賣文，泛指儒學教官。

41 鄭經之乳名 。

42 ;;1 見:哥哥文儀 { 續 f審查月，府志〉 ﹒卷 19 ( 雜記﹒災祥﹒附考. ~泉水箏傅 〉﹒

43 ;;1 見:高拱乾 { 金角，府志 ) ，卷 9 ( 外志﹒寺輩兒附宮廠 ) ，康熙 33 年( 1694 年 ) 0 

44 ;;1 見:陳夢林 {幸者 il 縣志) ， 卷 12 ( 雜記志﹒古蹟 ) (r有投.全月，省文獻委員會， 1993 ) 
( J.f，、 發行於:康熙 58 年 ( 1719 年 ) ). 

月康熙、 四年乙巳(原註:附永厝十九年 ) ... .. ..1 

3 7 引見:王化行 〈 始建海會寺吉己 ) ;收錄於:謝金~(續修臺灣呆在志) ，卷 7 ( 藝文( 2) • 

吉己) (南投:全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3 ) ( 原拾行於:嘉慶 12 年 ( 1807 年 ) 0 ) 引文中

的兵巡王公，拍的是全Jt鎮王敘宗 。

38 參見:盧嘉興 ( 北園 JJH官與開元寺 ) ;原刊於﹒〈古今談) 28 期 ， 1967 年 6 月 ，頁 269 : 
另校錄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銜叢干IJ ( 87) .中國佛教史論書長(全月，佛教豈有 ) ) 
頁 269-320 0 

39 t射金~ (續修金灣縣、志) ， 卷 3 ( 外編﹒寺觀 ) (r有投:臺月，省文獻委員會， 1993 ) (原
發行於 : 嘉.12 年 ( 1807 年 ) ) 0 ;;1 文中的嘉.元年，是 1796 年 ﹒ 而司合當阿，蒙古人 ，
時任福建水師提督，乾隆 56 年 ( 1791 年 ) 兼台灣候總兵 。 至於將海會寺改名為海血青寺的

原因，吟當阿在其 ( 新修海，青寺碑 1己 )一 文當中 ， 有這樣的說明 r.郡垣北門外有寺，

名開元，亦名海會，由來久矣!予拳恩命，兼鎮來全.. . ...今歲恭逢聖天子制位......予乃

謀修斯寺.. . ...將仰荷神力，指引迷津，俾林~伏幸存，海不楊波，愚頑者向化，級，!者最主

跡﹒至於年殺時熟，民皆安緒，重門不閉''ßf拆無驚 '1.巷、 精之至乎!遂易其事頁曰 : 海精 o ••• ••• 

入斯存者......當思仰副壹天子接血青海疆至 t ﹒ J ( 哈當阿 ( 新修海，青寺碑記 ) ，收錄於:

謝金. (續修臺月，縣志) ，卷 7 ( i-文 ( 2 ) . 1己 ) ) 事實上，海會寺除了有問元寺、海
堉寺，別名之外，另外還有掏 J{寺、榴禪寺的稱呼 ﹒(1羊 :楊 怠南 ( 明鄭時期台灣 「名

士佛教 」 的特質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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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勇銜。... ...逍受任勇街，益加心思，不惜勞苦。親歷南、北二且各各

社，勸諸鎮開墾:裁種五毅，蓄積糧核;插芽、煮糖，廣備興販 。 ..

主接見諸凡頗定，段經曰: 「開闢業已就緒，屯墾略有成法，當速建聖

廟、平學校。」 經大悅，允陳永攀所譜。今擇地興建聖廟，設學
4交。 ψJ

引文最後說到在受命開墾'而「諸凡頗定」之後，陳永華向鄭經申請

「興建聖廟」一事。聖廟，通常是指供奉孔子和關公的文、武二廟;而在
這宴，思怕還要包括龍湖巖等佛寺。

值得一提的是 ，在清廷將鄭成功定位為忠臣而非叛逆之後，龍湖巖除
了供奉佛教的觀世音菩薩之外，還供奉延平郡王鄭成功的神位。這也許是

因為創建龍湖巖的陳永華，與鄭氏王朝，有密切關係的緣故吧?連橫{臺
灣通史 ) ，曾記錄了龍湖巖供奉鄭成功神位這件事 :

龍湖巖... ...鄭氏時諮議參軍陳永攀建 。 ... ...乾隆元年，六甲莊人文超

7j(.、 j泰林莊人發壯語夫，募款重建，並把延平郡王 。 46

前文說到陳永華的勤政愛民，他的創建龍湖巖，似乎出自無私的情懷。
相良吉哉 〈臺南州祠廟名鑑) ，曾說到陳永華創建龍湖巖的因緣:

龍湖巖，所在地:六甲庄七甲二五九號。有4神:觀音佛祖 。創 立;康

熙 4 年( 1665 ) 0 ......沿革:本廟俗稱「岩山廟 」 '鄭成功的參謀陳

永且在於登上赤山之際，在其炭間聽到暮鼓晨鋒，以及搞經之法音，道

是單其地一見，但只有二僧而已!據云:陳氏戚於二僧之篤厚，逆建廟
贈之。 47

這樣看來，陳永華的創建龍湖巖'如果不是出於偶然，就是出自無私

的宗教情懷。然而，顏尚文(赤山龍湖巖觀音信仰與嘉義縣赤山堡地區的

45 ij/ 見:江日昇{金灣外長己}卷 6 ( I有投﹒全 l.f 省文獻委員會. 1995 ) 
43 年( 1704 年) ) 

〔原哥哥行於:康熙

46 引見是雅堂{企月'.il史 ) .卷 22 (宗教志 ﹒ 全灣廟宇表 ﹒ 嘉義縣〉﹒子/文中的「乾隆
元年 J • 1736 年﹒

47 ij/ 見﹒相良古城{金!有州祠廟名鑑 〉 ( 台南:全;14' 8 日新報祉. 1933 ) .頁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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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1661 . 1895) ) 48 針對龍湖巖的創建目的，卻有不同的評議。顏丈

透過赤山堡的開發經過、龍湖巖的創建緣起，以及樹立於龍湖巖內四塊石

碑所象徵之政治意涵的研究，然後做了這樣的評論:

明鄭清代兩百餘年的歷史文化發展中，將陳永華赤山望地區的開發與

赤山龍湖巖的創建結合起來是歷史與地理因素的趨勢使然;另一方面

赤山望在國家權力與地域社會的互動下，赤山巖成為赤山堂的信仰中

心。... ，..將 「赤 山笙 」 第一信仰中心的赤山巖之建立，放在國家權力

與地域社會領袖的身上，這是政治、宗教的結合，也是二百年來歷史

文化發展與地成宗教象徵體系的進一步結合 。 49

從顏艾的這一評論，可以看出明鄭時期的台灣佛寺，往往和政治，特

別是明鄭王朝的興亡 ， 有密切的關聯。

(四) 小結

從以上的說明可以證明，明鄭時期初傳的台灣佛教，大體是為王朝服

務的宗教。不管是鄭經所創建的彌陀寺，或是陳永華所創建的龍湖巖'都

只是王朝政治勢力的象徵和張顯。不但硬體的佛寺是王朝官員所建 ;而 且

硬體中的僧人，也由王朝官員所延聘。這一體制一直延續到清廷統治台灣，

成為台灣佛教的特色之一。

由於駐台朝廷官員對於佛教不一定有真誠的信仰，也不一定有深人的

r 解 ，因此出現一些奇怪的現象 ;其中尤以延聘僧人進住供奉媽祖的天后

(妃)宮，以及在佛寺中引入民間神祇為最明顯。而這二者，則進一步形

成台灣佛寺當中，神佛不分、農神雜處的特殊現象。

就以延聘僧人進住媽祖廟來說，由明寧靖王朱術桂 (?- 1683 ) 殉國之後

的訴宅，所改建的台南大天后宮 50 從第一任住持開始，到 47 代住持為止，

48 收錄於﹒顏尚文、季芳文主編( I和台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大學歷史系， 2001 ) .頁 603-666 • 

49 向前引。

(Î.r~ 固立中正

"朱術桂絢國後，先才含蓄宅為佛寺，後來才由施 1良改為天后宮。這可以從江日昇的{查 l.f
外記 }看 出來 r 寧堉王朱街桂... .， .追至 1義降.... . .遂將所有產黨悉分賞其所耕個戶。所

居之府令與釋氏為是1) 供佛﹒(原位:後 1良抵金，設天后宮;前早已天后，後奉佛祖，旁祠

王護法﹒) J 見江日昇〈金灣外 1己 }卷 10. ( 南投:全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3 ) (J.聖勞

行於:康熙 43 年( 1704 ) ) ) 引文中的 「旁祠玉護法 J • ~指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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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佛門出家僧人。 51其中，第一代住持一禪門臨濟宗僧宗福，乃施現

( 1632- 1 696) 從泉州延聘而來 。而第七 、八兩代住持，甚至是掌理台灣佛

教僧人和事務的最高權力中心一「台灣府僧綱司事 J 0 52 

而在佛寺當中引入民間信仰中的神祇，則可從宋永清 53在台南法華寺中

增建火神廟看出來:

法箏寺，備時津人李茂春橋茅亭以居，名 「夢 蝶處 」。後僧 人鳩眾易

以瓦，供準提佛於中，改名 「法攀 寺 」。 康熙、四十七年 54 鳳 山知縣

宋永清建前殿一座，以把火神，區曰 「 離德昭明 J 0 55 

為什麼要在法華寺襄增建火神廟呢?宋永清(火神廟記> .曾做了詳

細的說明:

嘗稽縫人氏「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 J 0 56炎帝以火紀官，而

為火師。陶唐氏刃有火正，日祝融 。 58 (周禮) : r 夏官司;搓 ，掌行火

51 這是依照目前供春於台南大天后宮中的反代開山住持的神位牌，而做出的芋，)定。(參見:
接相止軍{台灣的王爺與媽毛且) ( 台北:全原出版社. 1992 ( 1 版 4 刷 ) ) .頁 185-187 。

52 這從神主牌位所寫即可看出。第七代住持僧的牌位寫著 r 第七代示寂臨濟正宗三十六
世重與本宮第一代開山梭台灣府僧網司事先師勝修恬大手。尚且是座 J 第八代住持僧的牌

位則寫著 r 圓寂傅臨濟正宗三十八世梭台灣府僧綱司事重興本宮奕是如公大手。尚且是

座 」。 二人權定都是「台灣府僧綱司事 J 0 (詳:串串相輝{台灣的王爺典章馬祖) .頁 l 的。)

其實，其他各代台南大天后宮的住持僧，都是「台灣府僧綱司事 J 只是在牌位上沒有

寫明而已。

53 趙永清，第五任鳳山縣知縣，康熙 43 年( 1704 ) 上任。

54 1708 年 。

55 陳文達{金灣縣志) .卷 9 ( 雜吉己志 ﹒ 寺廟 ) (南技:全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3 ) (原
4賣行於:康熙 59 年( 1720 年 ) ) 

56 (戶子( 上 )﹒君治}﹒「先是人土重見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 。 J (戶子，戶佼著，戰國
時代盧國人﹒原為商秩賓客，秩敗後，戶佼逃入蜀，著〈戶子〉 ﹒) 其中，五木乃五種

取火之木 ﹒

57 陶詹氏. IIp 命史 。 初居於陶，後封於』善，故名陶唐氏 。

58 火正. IIp 火師，古官名，掌管火事;或指炎帝 0(;草書﹒五行志) : r 古之火正，請火
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 J (國語 ﹒周 (中) ) : r 火師監煉，水師監 i霍。」叉，火

正亦指炎帝。〈左傳﹒哀 9 年〉﹒「炎帝為火師﹒」叉. (左傳﹒昭 17 年 ) : r 炎帝氏

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 ﹒ JC主) : r 炎帝神農氏亦有火塢，以火紀事，名百官﹒」

其次，枕融，亦火官名。{左傳 . 8召 29 年}﹒「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敵。 J (禮記﹒

月今﹒孟夏之月 ) : r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J i其﹒鄭玄(;主) : r 此赤精之君，火官

之巨﹒ J (炎帝又名火帝﹒)另外 ，傳說兌帝也以火名官:春官為大火 ，夏官為，島火，

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i草書﹒五行志(上) ) : r 帝瞥見，) ;有祝晶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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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政，今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災 。」 故凡州色，皆置神而崇#巳焉 。 子宰

斯土，見祭;繼之義闕焉不講，而居民塵舍時或遭回祿者，毋亦出納之

達時，抑亦所以紀之者未有寧字也?因與同寅李諸羅 59集諸扮，才Jíf奉

樂輸;有不足者，一一肩之。擇夾土豈於府 j台東南僧舍，易其制而高大

之 。 因以磚瓦，施以丹漆，命工肖像而致時享 。 中堂把大士 60 後院

治兩傍構列禪室 。繞 以竹木，問以花果 。背 山面 j鼠，巍煥幽深 。 亦招

提 61一大也!因顏其存曰「法箏 J 仍今僧微室主之。 62

總之，台灣佛教的初傅，只是為統治者服務而已。從佛寺的創建、住

持僧的延聘，隨意在佛寺當中引入民間信仰神祇'乃至隨意將佛教僧人安

插在天后宮等神廟當中充當任持等等，都是台灣佛教初傳的現象 。這一現

象不但造成了台灣佛教乃政治附庸的特質，也造成了其後台灣佛教神佛不

分的情形。

就神佛不分這點來說，窄者曾請教多次參訪福建佛寺的台灣佛教史家

一關正宗先生 r 福建佛寺(特別是台灣佛教的祖庭一鼓山湧泉寺等)

是否也是神佛不分? J 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不過 ，他曾解釋 r 大陸佛教

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是否因而掃除了神佛不分的現象，則未可知。」

為了進-步探究闡先生的說法，筆者檢閱多種福建寺志，包括〈鼓山志〉、

{黃槃山志 } 、 {雪華志 〉 、 〈泉 州開元寺志 〉 、 〈 廈門南普陀寺志 〉等 ，

雖然發現在這幾座以佛寺聞名的名山之上，建有五帝廟、玄帝廟、將軍廟、

五谷祠、東嶽廟 、北辰院等神廟 63 但這些神廟卻與佛寺的主體建築無關。

佛寺的主體建築之內，看不出有供奉佛菩薩外之其他民間神祇的現象 。 唯

的例外是:廈門南普陀寺後殿，建有「關帝殿三間」。“這些福建寺志，

史時有閥伯，民賴其德，死時l 以為火祖，面已祭火星﹒」

59 李豬緣，李金庸，康熙 45 年 ( 1706 ) .任第 8 任諸羅縣長。縣。

60 大士，菩薩的意譯;這里指準提菩種﹒

61 招提( catur-dewa) .意為「四方」﹒招提僧坊，四方僧之住處﹒魏太武帝遠伽益，名招

提。

62 宋水;青 ( 火神廟吉己 ) .收錄於﹒周元文{重修臺角，府志〉﹒卷 10 ( 藝文志 . t己 ) (南技﹒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3) (原刊行於:康熙 5 1 年 [1712]) 。

63 詳: (鼓 山志) (一) (台 北:胡文書局. 1980 ) .頁 73-95: (泉 州開元存志 ) (台北:

明文書局. 1980 ) .頁 49 0

64 詳(廈門南普陀寺志) (台 北:胡文書局. 1980 ) 頁 28 0 值得一提的是，依據宋 ﹒ 志

學{佛祖統直己) .卷 6 (智頻傳) • F青代天台宗高僧智頻( 538-597) .曾在玉泉山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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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7 <廈門南普陀寺志〉成立於民國之外 ， 其他都成立於明、清兩朝(乾

隆朝以前) ，足見明、清兩朝 (乾隆朝以前)的福建佛教，並沒有明顯的

神佛不分的現象。因此，台灣佛寺的神佛不分、眾神雜處，並非來自她的

福建佛教母體，應該是另有原因。而前丈說到的朝廷駐台官員的介入佛教

事務，無疑地，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65

二、台灣佛教的「逃禪」性格

(一) r 逃禪」 的詞義

「逃禪」一詞，在佛典中很少出現。宋 ﹒ 道京淨覺編〈宏智禪師廣錄

(卷 8 ) ﹒ 明州天童正覺和尚偈頌葳銘} ，曾收錄一首由宋代禪僧天童正覺

( 10911157 ) 的詩作一〈朱熙載作平陰令。八十日致仕而歸) ，其中有兩

句是 r 耕道誰從夫子後，逃禪令與老僧偕 J 0 66同書卷 9 '還收錄了一首

題為〈鳥巨光長老寫真求贊〉的詩作，其中有兩句是 r 兀兀逃禪處，空

空選佛時。」 67

「逃禪」一詞出現很早，唐朝詩人杜甫 ( 712-770 ) ，在其 (飲 巾八 1111

歌) -詩 中，將李白、賀知章、李適之、李雄、崔宗之、蘇晉、張旭、焦

遂等八人，合稱「飲中八仙」。其中，杜甫吟詠蘇晉時，曾有「絲晉長齋

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兩句 。 68

定中見關帝顯靈，化玉泉山崎略之地為平』止，以供智宜員建寺弘 j去 。 之後，又向大師求受

五戒，而成為正式的佛弟子 。(詳見(大正教〉卷 49 '頁 183b-183c 0 )因此，後世佛
教也有將開帝列為護法神的。這樣看來，廈門南普陀寺後殿，途有「關帝殿三間 J 也

不能算是供奉雜神了 。

的台灣佛寺神佛不分、眾神雜處的現象，原因很多，清華月駐台官員延脾僧人進位神廟、佛
寺引入民間信仰之神祇'只是其中兩個原因而已﹒拙文(明清時期台灣佛教的神佛不分
與三教同源 〉 曾歸納出下面幾種原因 ( 1 )中國佛教神佛不分的特質延伸( 2) 台灣

寺廟僧人的邊種角色(3)官員與民眾對佛教與神教的混同認知( 4 ) r 三教同源」

的思怨模式( 5 )清廷宗教政策和信仰取向的影響。

66 全持是 r 勇退歸來通管遊，家林禾泰-PX，秋;黃種雪照沙頭屋，明月波浮江口舟 。 耕
道誰從夫子後，逃禪今與老僧傳;然桑試問陶彭 j旱，風味真酵相均不? J ( (大正藏}
卷 48 '頁 9 1 b . ) 

67 全詩是﹒ 「骨寒氣廠頂雪官員絲，牛首之懶，虎頭之痕。J(.兀逃禪處，空空選佛固守。九萬
鵬風扶羊角，千年兔月臥絨眉﹒門門幻匙，鑫塵智!這。蝴蝶夢游兮莊生齊物，桃箏自民冷
兮靈雲不疑﹒初再生稜縫，渾~益成錐。巴陵曾對吹毛直1) ，珊瑚撐月夜枝枝。 J ( (大正品在}
卷 48 '頁 119a ﹒)

“全詩是 r 知拿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進進曲車口流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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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逃禪」一詞，最被電視的應該是明代(俑者用來描述棄儒入佛的

儒者，玉陽明( 1472-15 28) 即為一例 。王陽明，明弘治 12 年( 1499 年)

進士，任刑部、兵部主事。因反對直官劉瑾，被延杖四十，調為貴州龍場

(今修文)驛丞'於正德 3 年( 1508 )蒞任。初到龍揚，居無處所，在一

天然、岩洞 |勾埋頭玩味儒學，閃而悟道，史稱「龍塌悟迫 」。而其悟道 ，其

1'1'受到佛教禪宗的深重影響;他臼稱 r 其後誦官能塌，居夷處因，動，心

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採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書，沛然若決江

河|而放諸海也。」 69王陽明好友湛若水(湛甘泉 ' 1466-1560 ) ，作有 (陽

明先生墓誌銘) ，會謂陽明 r 初溺于任俠之習，再樹於!請射之習， 三溺

r辭程之習，四溺于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元土r- )始 aft~

IE於聖賢之學 J 0 x 甜|站明 r 逃仙逃禪 ， 一變主迫」。 7OJE儒冉的眼祟，

「逃神」一詞顯然是貶多於袋。

l蚵鄭時期台灣佛教的「逃神」現象，可以分為兩類類是為 f 逃避

清滿w族的統治，閃而來有削控制;寺;這 4類的代表人物，即是前文提到

的 W'W. ,): (原夢蝶國)的創佳人李茂春。另-類則是與失忌於鄭氏 E 訓，

叫 I(rj " 1'，家自併被譽為 「 It?何佛教的，ñld J 7 1的沈光文 ( 1612-1688 ) ，是其中的

典吶。 I~' 先是李茂岳的例 f- : 

(二)李茂春與法華寺

尚拱乾〈毫灣府志} ，曾說到李茂春的生平及其創控夢蝶闊的經過:

李茂春，字正青， ~章之龍溪人也。登明隆丙戌鄉榜。遊跡至壺，宜于吟

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1í;錢，飲宜。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 4再過賢。宗之 i載 i麗美少年，

~觴白眼望青天，自主如玉糊臨風前。~晉長1l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持百

氛，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函中仙。張旭三杯草堂傅，脫帽露 T買

主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煌。焦 i是五斗方卓 j然，高談緣辨驚四廷。 J ( ( 杜甫詩 i是全集 (卷

1 ) ﹒ 飲中八仙歌) ，張貼於: h110 ://i uns. uhorne. nel / b i 且 5 /owsl/ooern /dof/dofl . hlll1 )

的 9 (王 I湯明全書( 第 l 冊 ) .語錄) ，卷 4 ( 朱子晚年定論序 ) ( 台北:正中書局， 1953 (台
3 版) ) ，頁 107 . ( 特別æ;，謝台灣大學哲學系林義正主任，提供港若水 u聲明先生基誌

銘)的相關資訊。)

70 甘泉港若水(陽明先生墓 1志銘) ，收益最於:向前 〈 王 l湯明全書(第 4 冊) ﹒ 世德紀(卷
1 ) ) ，頁 224-227. ( 特別æ;， 1射台灣大學哲學森林教正主任，提供湛若水 ( 陽明先生墓

誌銘)的相關資訊。)

71 這是 龔顯宗 (沈光文的生平事績典文教貢獻 〉一 文 ( 干1) 於 (Jlt 史月于>j)﹒ 1999 年 10
月號，頁 34-38) ，對沈光文的 1贊譽。

295 



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橋與重建 【 鄭成功、 劉銘傳 】 明翼F時期台灣佛教的政教關仿、與 rUH單」 特 質

味，喜著述 。 仙風道骨，性生然也 。 日放浪山水間，說足岸惰，旁若

無人 。 構一禪亭，名曰 「 夢蝶圍 J 與住僧搞經自娛，人號李菩薩 。 尋卒，因葬於

臺 。 7L

心理 .

渡江人物首王裴，末路逃禪百念灰;不信卿真圖作佛，卻憐天竟枉生

才 。 秋風夢蝶遺廬 渺 '斜日新昌墜喝衰;絕妙參萃 "黃綺句 78 深下酒

杯一低徊 。 79夢蝶園(夢蝶處)在李茂春逝世後，隨即改為法華寺。但從引人可以

證明，在李茂春生前 ， 夢蝶園即有「住僧」住在圍內 ， 等於是一座佛寺。

而園名「夢蝶 J 則是李茂春好友一陳永華參軍所取;而且顯然來自 〈莊

于) r 莊周夢蝶」的寓言。 73這可以從陳永華的(夢蝶園記〉看出來:

( 三 ) 沈光文的 r ~禪 」

李茂春的「逃禪 J 雖然雜有道家思想 ， 但畢竟還是真心向佛。至於

第 一二類「逃禪」人物沈光文，則未必是真心出家了 ! 沈光文的「逃禪」

早在 |唾武元年(順治 2 年 ， 1645 年) ，隱於漸江普陀山幻住奄時，即 U京

現出來 。 8。他曾作有〈普陀幻住壓〉 一詩，明白用到了「逃禪」兩字:

聲聲颺 出半林 聞 ，中有 芽 莓 隱 白雲 ;幾樹 秋 ~虛極 度 ， 數 竿清影碧 窗

分。聞僧 煮茗 能 留客， 野鳥吟松獨 遠群~七日已收塵世 隔，逃禪學吉為

經 文 。 81

昔莊周為 漆 吏，夢而化為蝴蝶，棚棚然 蝶也 。 ... ...吾友正青，善 寐 而

喜莊氏書，晚年能自解脫... ...命 慕 其景而未能自脫，且 羨君之先得 ，

因名其室曰 「 夢蝶處 J 而為文 記 之 。 74

李茂春的「逃禪 J 與陶淵明(桃花源記〉所說，為了「避秦時亂」

而隱居桃花源 r 不知有漠 ， 無論魏 、 晉」的秦人相似。李茂春也許沒有

這種自覺，但至少後人是這麼看待李茂春。林述三(李茂春〉刀 ， 即以「尋

得桃源好避秦 J 來描寫李茂春的「逃禪」心理 :
沈光文*台後，於永曆 17 年( 1663 年) ，因作 《告灣賦 ) ，賦1/]行「鄭

家國淪 亡一 舊 民， ì.每天丹 壞寄吟身 ; 魂 弔啼 為 共 愴 神 。 有栗絕勝稱 義

士，無芝不 愧隱商 人;先生 俏作謝彷得 76 尋得桃源、 好遊秦。
77 參萃， ;HH東永箏。

78 (書言故事 ﹒ 文章類) : r 絕妙之文，曰贅綺 色 絲。 」

79 林景仁 〈 李茂春收錄於 {金南市志稿 文教 志﹒藝 文﹒ 近代藝文 ) (台南.全南市
文獻委員會， 1959) ，頁 263-2 64 0 值得一提的是，原詩末句作「深下酒 一 低徊 J 現依

盧嘉興 O~允案嫌建法箏寺) ( (J;車刊於 {古今談) 26 期， 1 967 年 4 月，頁 329 0 另

收錄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87) . 中國佛教史 1命集(全灣佛教氣) ) , 

頁 329-362) ，修改如文 。 另外， r 絕妙參軍黃綺句」一句，搞的是鄭成功的參軍 一 陳永

箏，為夢線國所作的文記 。 上引林述三的詩作 一( 李茂卷 ) ，曾在詩前說明 「季茂春....

永厝十八年，從鄭經東渡，卡居永康里， 1在草盧曰『夢蝶閣 JI 各 1我參軍陳永拳為文記

之 。」 引文中的 「 永厝 J '是明末遺臣桂玉的年號 。 明亡後 ( ~青 ﹒ )'1圖治 4 年， 1 647 年) , 

奔桂林稱帝，因此史稱桂玉 。 另外，引文中的「永厝十八年 」 可能是「永厝十五年 」 來

r )順治十八年 」 之誤，因為永曆 1 5 年(清﹒順治 1 8 年， 166 1 年) ，桂玉為緬人所執，

獻於吳三往﹒次年，吳三拉殺桂玉於雲南 。

m 沈光文之所以逃入新;.r.普陀山幻住處的原因，陳;真光曾在 1主作 ( 普陀企7{主廷 、 一待時，
做了 j竄下的 1昆明 r 普陀， {.在指 ;1布江普陀山而言"故此詩之成，應在哈武元主 1 月車~1.

J順治二年乙通公元一六四五年)件 τ :﹒芷江(原 tt 宣告ìi: ~ .r 爪守，之 i!i ~t I! 叭，對

五入 /i 亮，之 '.r 有t;j~d'~'r它山 ， ;L i: , \.，咱‘

rfri林民仁也布 (李茂春〉詩作-背 ，以 「 逃禪 J 詞來形容于茂在的

7L 引見﹒高 j共乾〈金;彎府志) ，卷 8 ( 人物志 . ~鼠寓)。可|文中的 r r垂武乃稱帝於福
州的唐王年號 r 丙戌 J ' ~r 唐王隆午 2 年( 1 94 6 年) ，清. )11員治 3 年 。

73 ( 莊子﹒齊物論 ) : r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糊糊然蝴蝶也 ，不知周也 。 俄然覺﹒貝'} i遙遙
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 J 

74 f.泉水草 ( 夢蝶因:己 ) ， 收錄於:王必昌 {重修金灣縣志 ) ，卷 15 / 銘記 ﹒ 古 Z貴 ﹒ 之 (附) • 

夢線國 ) (，有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3 )( 原 刊行於:乾隆 1 7 年 [1752] )。

5 J.車 1存作前，附有李茂春小傅 r 李 Î\ 眷，字.iE.育，從 J主人， r唾武二牟取孝辰，性恬淡，
善屬 文 ，日寄往來廈門 ，典詩名士遊 永厝十八年，從鄭徑來沒﹒卡居永康星. ，在掌權日

r 著.*it'閥 ﹒咨 îf( 冬軍陳永 ;j. Jþ 文記之 。 手植悔竹﹒目:兩{學 位 自 只﹒ 人.fiii r r-菩戶是

:~ 泣 lt '1 才本 .t~ ~ ~ :.~ -4 、 , 川 I r ,:' . , ι:'1 ) 卡 、 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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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鄭經乳名)偕王」句 82 因而得罪鄭經 ， 幾罹不測，只好變服入山為僧。

沈光文被譽為台灣第一文人，並有「海東文獻初祖」 、 「台灣孔子」、

「台灣文化初祖」等美稱“，但他所留下的作品，卻充滿 r r 暫留」心態。

「暫留」一詞是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 ，在討論明鄭時期以沈光丈

等人為代表的「遺民與流寓」的詩作時 ，所用的辭彙;她這樣評論當時這

些遺民與流寓的心理 :

他們只有「暫留」意識，全灣不過是復圓的根據地，鄭經 ( 痛孝陵 j侖

陷 〉 的 「 王氣中原盡，衣冠海外留 J 寧堉 王 ( 絕命詞 〉 所說 r 艱

辛避海外，祇為數莖髮 J 或是沈光文的若干詩，都是此一意識的代

表 。的

江寶釵的「暫留」一詞，想、必來自下面這首沈詩作中的頭兩句;而這

首詩作則是沈光文八首(山居〉中的第五首:

只說 「暫」 來繭，淹 「留」 可奈何 ?驅羊勞 化石，返舍擬揮戈 。 我耳心

81 尤光文{憂 ì~ 賦) ，對鄭經有極為嚴厲的批判，例如 r 圭寅年(即永厝 1 6 年，康熙元
年. 1 662 年)物故，鄭錦{替王附會者言多 15娟'逢迎者事盡更張。般樂之事白自身，奢侈

之情無處， f黃征贅，割肉醬 4音，咬 j去At刑，奎川 5耳 2旁。主計者所用非所養矣，所養非所

周矣 。 世風日下 ， 人事潛移 。 J ( 'l l 見 (金灣賦( 益成吉主 ) )收錄於: j!:顯宗 〈沈

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 ) ( 台 I有:全南縣立文化中心， 1998) ，頁 164 - 175 。 一般學

者以為，沈光文之所以得罪鄭經，除了 {全灣賦〉 的強烈批判鄭經之外，還因為沈光文
有擁鄭成功弟鄭 1是為玉的企圖 。

83 毛 -i，皮 ( 1式論沈光文之詩) 一文 (原刊於 {金灣 文獻 ) 9 卷 3 期， 195 8 年 9 月;另收
錄於:j!:顯宗(i允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 ，頁 180-188 ) ， 曾從明沈光 文 (普陀幻

住處 〉 一詩中的 「 普陀幻位海 J 格高雄大崗山 ( 舊)超峰卉 。 盧嘉興 (全灣 的第一座

寺院 一 竹 ;真寺) ( 原刊於 ( 古今談 ) 9 期， 1965 年 II 月 ，頁 32-37 :另收錄於:張曼

j毒 主編 { 現代佛教學術業刊 ( 87 ) .中國佛教史為集(全灣佛教lO ) ，頁 233-2 54 ) 
則附合毛一波的說法 ﹒ 而拙文 ( 竹 j真寺章1) 連年代的再商榷 ) ( 刊於: 2002.06' ( 竹 ;真寺

創建年代的再商榷) , ( 全灣文獻 ) 53 期 2 號， 2002 年 6 月，頁 99-112 ) ，則反駁了 這
種說法，並指出普陀幻住處應 1直是 iJ丹江普陀山幻住處 。

84 季麒光(越沈斯莘串jt~己詩) ，曾說﹒「企灣祭文也 ，斯海來。而始有文矣 J (引見:周鍾 l宣
( t者羅縣志}﹒卷 1 1 (藝 文志 ﹒ 星星沈斯梅串(1:1己持) )。益成更說台灣的教育、詩、文、賦等，

都始自沈光文 ﹒(1羊，盛 A( 沈光文之家學與師傅 ) ，收錄於: ，年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
研究資料彙編 ) ( 台南: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 .頁 266-300 0 ) 

的'l l 見﹒江寶釵{金月，古典詩晶晶輩兒} ﹒頁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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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旋倦，人言厭惡多;旅途宜自惜，慨以當長歌。 86

龔顯宗 (沈光艾的生平事蹟與文教貢獻) 87 ，也有相似於江寶釵的說法:

沈光艾真正關心的是「王業幾時興 J 0 88然而，時不與我，隱逸成了最好的

出路，r 不問政事，掃葉烹茶，逃禪誦經， < 山居 〉是其隱逸文學的代表作... ... 0 J 

八首(山居〉詩的第一首是 :

戰攻人世界，隱我入山間;且作耽詩癖，誰云運覺閒?松杉生遠影，

風雨隔前灣;天路遙看近，歸雲共鶴遷。"

詩作一開始即說 r 戰攻人世界，隱我入山間。 」這兩句正好說明沈

光隱遁山林的無奈。沈光艾的入山，不管是來台前的隱遁於漸江普陀山幻

住奄'或是來台後的入羅漢門為僧，都不是出於自願。有關這點 ，還可以

從(山居〉第二首明白用到「逃禪」一詞，得到進一步的證明 :

生平未了志，每每託逃禪;不道清時過，聊耽野趣偽 。 遠鏡留夜月，

寒兩靜;工夭;拯淺方乘木，才弘利涉川 。"

拙作 (明清時期台灣佛寺詩詞的幾個類型〉切，曾這樣評論沈光文詩作

巾的「暫留」意識 r 沈光艾的『暫留』意識，即是現今所謂的『 過客 』

心態，不是真心的愛這塊土地 ，也不是法喜充滿地出家。」而拙作 (明清

時期台灣佛教的神佛不分與三教同源) ，則對沈氏其人，做了這樣的評論:

「沈光艾豈只是在土地的認同上 ， 只有『暫留』意識 ;他對佛教的認同， 叉何

嘗不是 r暫留』意識。 ......沈光文也許是『台灣佛教始祖.!I但注定不會是對台灣佛

教有貢獻的高僧。」 92

86 'l l 見 1年顯宗 〈沈光文全黨及其研究資料彙編) ， 頁 122 . • 

87 出處見前往 ﹒

88 沈光文(寄跡放人吟 ) 6 之 5 ; 'l l 見 : ~顯宗 〈沈光文全無及其研究資料彙編 ) ，頁 14 0 

89 引見龔顯宗():尤光文全黨及其研究資料彙編) ，頁 122 . 詩 中的 r i{覽 J ' 乃 {晉書}﹒
卷 66 ( 陶侃傳 〉 所述陶侃朝夕 i主縛的故事 。 龔顯宗 吉主釋 r 這 里用陶侃箏，自迷不甘安

逸、勵志符酬的情懷 。」

90 'l l 見: 龔顯宗 {沈光文全黨及其研究資料彙編 ) ， 頁 122 • 

91 口頭宣吉，於: 中華佛寺協會主辦 「 第一屆當代佛寺建祭文化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 J
台北: 天母國際會議中心 ， 2002 年 12 月 28-29 日 ﹒

92 ，年顯 宗{沈光文全.a其研究資料彙編﹒序 ) ，曾說 r 文獻初祖沈光文對台灣的教育
典文學有屆主導開創的功勞 ，其愛國 愛鄉的精神更值得放法 ﹒他畫畫出身於新江 J~縣，卻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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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明鄭時期，大批台灣漢人初渡台灣，台灣佛教也跟隨傳來。 一般渡台

初民並無餘力創建佛寺，因此，這一時期的佛寺，若不是鄭氏王朝基於穩

定民心的政治考量而創建(包括佛寺中住持僧人的延聘) ， 就是跟隨鄭氏

王朝來台的明末富有遺臣或追民，為了養老或為了「逃禪」而創建。這類

的例子，除了前文說到的彌陀寺、開元寺、龍湖巖，乃至法華寺之外，還

有萬褔庸(阮夫人寺)等 。 "由於創寺的目的並非出於純粹的佛教信仰，佛

寺的功能也就僅限於隱定民心和遊憩休閒 。 台灣佛教的母體一中國佛教，

曾開展出輝煌的成果;天台、華嚴等思想性的宗派固然大放異彩，以修行

為號召的禪宗、淨土，更在宋代以後深植民心 。而在台灣 ， 為政治和老邁

貴族 、 文人服務的佛教，並未開創出值得人們驚嘆的成果。就以沈光文為

小離家，中年入台，半生心力盡奉獻於斯土，竟有淺人說他僅有 〈 喬婦 〉 一待言及本土，

不關心台灣 . .. ... • J '"書出版不久，學再承維曾針對上引龔序中的觀點，寫了 ( 從 〈 沈光

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 j編〉的出版重審沈氏在台灣文學史上的 :意義)一文，張貼在台南

國立成功大學 「 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 」

( !l ttP: llws . t wl . nck u.ed 1I. tw/hak -ch ia/c/chhoa-si n-u i/ bunhaksu-i I! i . hUT1 ) 的網站上 。( 1999 
年 6 月 22 日 )發 文批判龔序過分j醫學沈光文 「 愛國愛鄉的精神 J 他從沈光文的詩文中，

少有與台灣相闊的主題、詩文中充滿懷念故國(中國)山河和「中原漢族霸氣 」 等幾方

面，來從明沈光文並非真愛台灣 。 他說 r 沈氏人錄在台，但觀其著作﹒其心似乎不在

斯土 。 以 {全 無 } 所收錄沈光文作品來看 ，這位被譽為『海來文獻初祖 』 的兩明遺臣，

居台三十餘誠、傳世之作這兩百多 2萬、其文多為鄉愁、郊遊。昌和之作，真正與台灣有關

者卻寥寥可紋，更別就是 r 半生心力春獻於斯土 』 了 。」 他認為:沈光文之所以被推崇

為「海來文獻初祖 」、「 台灣孔子 」 、「台灣文化初祖」等，乃æ.代具有大中國意織之
人士和政樞，所製造出來的「神話 」。 他說 r 自清朝以降以至民團建立、乃至一九四

五年國民政府進台後，沈氏的地位不曾稍成低落 。 尤其是戰後兩次 r i允光文專輯 .!I ( 一

為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沈光文斯毛先生專科 ) 一為甫印成的 {沈光文全黨及其研究 資
料彙編) )的出版，可說使沈的地位達到校致 。」 他深為這種過分推崇沈光文的現象，

截至'1 憂心 ﹒ 另一方面，龔顯宗則在 1999 年 12 月 18-19 日 ， 由成功大學中文系舉辦的 「 第

二屆全灣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 當中，宣撿了 ( 1合沈光文研究 〉 一文，一一提出反搓，

駁斥發文的觀點 ﹒ 並於 2000 年 l 月 8 日，將被文張貼於 「 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 」 的網站

上，做為對淼文的回應 ﹒ 本文並非專門討論沈光文其人、其詩，因此不在旦力。入龔、幸存二

人的論軍區當中 ﹒ 但沈光文在台灣文學史上以反台灣佛教史上的定位問題， 終文 的觀點著

實提醒我們有重新機討的必要 。

93 萬福是，又名阮夫人寺 。 從寺名，以及寺內供有明﹒英 4H白阮季友的牌位看來﹒應 1盡是
阮季友逝世後，夫人所婦居的地方 。 謝金饗 〈 續修企灣縣志 }﹒卷 5 ( 外編﹒存觀 ) !!r 說:
「萬福峰，在華車北坊，~始末詳﹒內#巳觀音菩薩﹒旁有明美拉伯阮公季友牌位，俗稱 l克

夫人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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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雖然留下數百首(篇)美妙的詩文，但有關台灣佛教的相關論述卻完

全缺如。而在「硬體 」 方面，佛寺儘管建築得美侖美澳，但大體只是供人

燒香膜拜的「香火廟 」 而己，並無法提供佛教所最珍重的「終極關懷」"的

哲理 。

明鄭時期初傳的台灣佛教，其屬性如此，並直接影響其後清朝的台灣

佛教 。 清朝統治台灣的二百餘年間，台灣重要佛寺的創建 ，大體和明鄭時

期一樣，處處顯現清廷駐台官員涉入的痕跡，也處處顯現貴族、文人以養

老休閒為目的而創建佛寺的痕跡。竹溪寺即為一例: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

所出版的《空灣名勝舊蹟誌〉即說﹒「竹溪寺，係清康熙二十三年起至二

十八年的間，臺灣府知府蔣毓英所建。」 96這些佛寺是官員所創建(或修建) , 

住僧也是官員所延聘， 官員們對於寺中住僧視如手下僕役，任意使喚 。成

書於 1898 年的{安平縣雜記〉 即說:

凡僧道設自官府者，分僧綱司、僧會司、道紀司、道錄司各名目，均

有品紋 。 祈雨、祈晴、日月食，傳之到官街寺廟念經誦咒，作(祥? ) 

被解諸法 。 此臺灣之僧道行為也 。 97

而接受官員延聘來台的僧侶 ， 大都是沒有學養之人。 1 929 年 4 月間來

94 r 終桂關懷 J ( ultimate concern ) 一詞，是德侖美給哲學家和神學家一保羅﹒田立克 [Paul
Tillich ( 1886-1965 ) 1 '在其 { 信仰的動力) ( Dynamics 01 F似的， New York : Harper & Row 
Pub., 1957 , pp. 1-4. )一番，以及其他作品，乃至訪問稿(例如: D. Mackenzie Brown : Ultimate 
C'o l1 cern - η l/ich in Dialogu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 , 1965 , pp. 7-16) 當中的用吉吾 ﹒
田立克以為，信仰並非單純的想要去相信什麼;信仰是對 「 終桂真正里之超驗本質 J ( the 

tran sce nde nt natllre of ultimate reality ) 的知性認可 ( cognitive affirmation ) 。 他把這種信

仰，稱為 r.終極關懷」 。 因此，所寫終極關懷的信仰，是 「 以你的全心、全靈和全力 」

( with all your heart , and soul , and might ) ，去關懷終極真正里的實質內容 ﹒ ( Tillich 1957 : 
卜 14 ) 依照信仰基督宗教的田立克的說法 r 終極關懷 」 的對象是上帝;但這一有關信

仰的觀念，卻也適用於像佛教這樣重視智慧解銳的宗教 ﹒

95 1684 - 1689 年 。

“有關竹;其寺的章'1 ~主人和直'j}:童年代，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清一統志全灣府}說 r 本朝
(清朝 ) 康熙二十二年建 。」 達雅堂 〈 金 月，通史 ) ，卷 22 (宗 教志 ) ，則說 r 康熙三
十年建 。」 但盧嘉興 ( 全灣的第一座寺院 一 竹 ;真 寺 ) ，卻力排月1嗽，以為是明鄭時期擔

任轉遂使的翁天站所創建， ;t'1 建年代則大約是永厝 17 年 ( 1663 年 ) . 翟海源 { 重修全角，

省i!志 ﹒ 住民志﹒宗教篇 ) ，貝'1 引盧嘉興〈竹;美禪寺沿革志}的觀點，指出竹溪寺乃明

其F 時期天典、萬年二州之如州所創建﹒而拙作〈竹 j真寺創建年代的再商榷 ) ( 干'1 於﹒{全

灣文獻) 53 卷 2 期， 2002 年 6 月 ， 頁 99-112 ) ，曾針對盧嘉興的觀點，提出一些質疑 。

值管竹 j真寺的;t.p童年代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1車是在清朝康熙年間﹒

97 臺月，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給記 ﹒ 僧侶並道士 ) ( 台北:金角，銀行， 19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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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擔任台灣宗教調查主任工作，並擔任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農業經濟

學教授的增田褔太郎，在其{台灣本島人仿宗教> '曾這樣描寫他所觀察

到的台灣佛教 r 台灣僧侶的無學，與支那僧侶相差不遠，全島數千僧侶

當中，能理解數卷經文者，實屈指可數。」 98這並不是日本人的偏見，因為

{安平縣雜記 〉 也有相似的說法:

壹之僧侶，多來自內地，持齋守戒律者甚少。其人有在出家者，半條

遊手好悶，窮極無聊之章，為三餐計，非真有心出家也。出家之人不

娶妻、不錯棠，臺 f曾多娶妻 、 菇1t者，所行如此，可知其概。... ...大

約臺之僧侶，有持齊、不符齊之分。佛事亦有禪手。、香花之別。作禪

和者，不能作香花，作香花者，不能作禪和。腔調不同故也。禪和惟

言果誦經懺、報鐘鼓而已。香花派則鼓吹喧閣，民間喪葬多用之。"

引文說到台灣僧侶有禪和、香花之分，但不管哪一種 ，顯然都只是官

員們祈雨、祈晴，替人「做功德 J (為人超渡亡魂)或唸經、唱誦之流，

與田立克所說的「終極關懷」完全不相平。

台灣佛教這種為政治服務的特質，從明鄭時期，經過清明、日據時期，

d 直到現在 ，都沒有重大的轉變 。 100而為了避亂或為了避難而「逃神 」的

信仰特質，只不是為政治服務這一特質的必然結果罷 [

98 主曾回福太郎{台灣本島人仿宗教) ，頁 21 。

99 金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 ﹒ 僧侶並道士) • 

100 
當然，仍有少數的例外;例如:日據末期台南開元存僧 2登峰法師(林秋梧)的左派佛學、

當代椎動環保運動不遺餘力的台南妙心存傳道法帥，以及椎動保 1草動物和比丘尼平權運

動的日召慈法師等人。(參見﹒李攸峰{金灣革命僧林秋梧 ) (台北.自立晚報杜文化出

版郁， 1991) 楊也南 ( 當代企灣佛教環保理念之省思一一以「預的人問淨土 」與「心

靈環係」為例) ，收錄於( 1995 年佛學研究論文集一一佛教現代化) ，頁 1-44 ( 高t1t:

佛光出版社， 1996) 楊急南 ( 解嚴後台灣新興佛教的現象與特質一一以 「 人間佛教 」

為中心的一個考察 ) ，收錄於( r 新興宗教現象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中央研究

院社會學研究所， 2002 年 3 月 ) ，頁 189-2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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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鄭成功、劉銘傳 】

2003 年 4 月 25- 26 日

劉銘傅研究的評介一一兼論自強新政的成員企

許雪妞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一、前言

適切地評價歷史人物是史學研究中最困難的一環，同時也是史家展現

史識的最佳舞台。不過歷史人物的評價卻會隨著時代變遷而翻轉，通常評

價落差很大的人物，大抵有幾個特色: 一是功勞歸諸一身的箭操式人物;

一是有新資料、新研究的出現; 一是評價立場的改變。台灣歷史上的人物

目前被翻轉的有吳鳳 I 、丘逢甲 2 、劉永褔 3 、被重新評價的有林茂生 4 、連雅

章、劉銘傳5 。台灣由於政權數度變更，及目前台灣意識高漲，由台灣立場

/陳其南， ( 一則捏造的神括一一「 吳鳳 J ) , (民生報) ，七版，民國六十九年七月二十
八日;翁佳音 ， ( 吳風傳說沿革考) , (台灣風物) ，三十六卷一期，民國七十五年三

月，頁 39-56 • 

2 陳哲三， ( 從史 UFt侖丘逢甲在台灣史上的地位 ) ，收入吳宏聰等， (一九八四年~一九九
六年兩岸三地學者論文專集) (台北:不著出版書局，民閏八十七年) ，頁 166-181 .

3 吳密察導饋， (事1) 永福的蹤跡) ，收入{攻台見聞) (台北:遠流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 

頁 407-413.

4 死於二二八事件中的林?先生，李筱峰為其寫傅，以洗刷其「罪名 J 見李筱峰{林茂生﹒
陳士丹和他們的時代) (台北 :玉山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月 )

5 吉牛雪妞， (二創之爭與晚清台灣政局)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無刊) ，第十四期，
民國七十四年六月，頁 127-161 ;許雪娃， ( 邵友漲與台灣的自強新政) ，收入中研院近

代史所 j編 ，(;青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七十六年)

頁 427-458 ; :那志君， (劉 I放與劉銘傅在台施政之研究) ，民國八十五年國立成功大學歷

史研究所領士論文，頁 11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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