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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鎮主祀釋迦牟尼佛的

廟宇，有佛導寺、員林寺、福

聚精舍、開林寺、紫林禪寺。

其中，紫林禪寺又稱紫林寺，

位在員林家商對面，寺址是中

正 路 三 十 七 號 ， 廟 堂 建 築 特

別，散發印度宮殿藝術，與台

灣一般傳統佛寺迥異。

創建人楊咱1 9 1 0年出生

員林，父母均為佛教徒，幼年

紫林禪寺與佛導寺

◆員林中正路紫林禪寺（楊銘欽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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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貧，三歲被江深領養，二十歲修行禮佛，三十歲持齋，以水果裹腹過午不

食。1940年在自宅創設紫林院宣揚佛法，屬在家修行的齋教。1953年購得現

址土地，並皈依妙果和尚曹洞宗，進而親近慈航法師，法號達回。1955年鳩

工興建，信徒 玉美出力多，1961年落成啟用，大雄寶殿供奉釋迦牟尼佛，

門口設簡易鐵山門，晚近增建傳統式牌樓建築，對聯「紫竹參真性林花啟佛

心，禪關空色相寺地絕塵陰」。

晚近，正殿口增設兩隻石塑

白象，腹地狹長的紫林禪寺，寮房

建在大殿後左右兩側，偶有信眾入

住。近年房後增築一座六級浮屠，

屬中國傳統寶塔樣式，禪寺左後方

空地增建一棟傳統造型的三層樓講

堂，面積千餘坪。禪寺位處員林街

南入口，寺前交通繁忙，社區發展

迅速密集，具有特別風味的紫林禪

寺，置身喧囂的都市街道旁，平日

顯少喧嘩，與世無爭，形成員林南

門外的清淨地。

紫林禪寺東南方，八堡圳溝南畔，大饒里員集路二段五五二巷有間的佛

導寺，此地原只是一座四合院，管理人蕭阿川1965年向縣府登記設立。1993

年重建，廟堂似高雄佛光山大雄寶殿，住持照因法師俗名黃朝沈37，在台灣

建築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佛導寺住持法師曾有照因、能宗、覺行、演醒、演

智等，一樓供奉釋迦牟尼佛，二樓供奉西方三聖，本慧法師在佛導寺大雄寶

◆八堡圳旁佛導寺（楊銘欽攝）

37沈朝富1932年出生員林，先與俗道緣深，再與佛緣熟

117

第六章  佛祖、關公與基督



殿題詩：「佛度有緣引眾生到此警深夙業，導風無限開覺路來人同沐。」殿

口詩曰：「佛說金經暢開普化以明世，導同玉露醒覺來生而結緣」。牆內一

片謐靜，寺前草地青青，是鬧中取靜的世外桃源。

1943年員林南門外溝皂庄張湖等創設妙化堂，1948年遷建至惠來街，在

竹板厝內設鸞堂。1960年邱高餘捐地，信眾集資重建，打石巷陳炳賢珍藏廟

會照片，妙化堂開路鼓、黃文成仙姑誦經

團、神轎、武乩、老背少車鼓陣、藝閣車

陣、舞獅與北管等，遶境人員與駐足圍觀

信眾站滿街道，陣頭隊伍行經之處熱鬧滾

滾，諸多店家門口敬備香案拜拜。兩壯漢

用一根木棍，前後肩挑開路鼓，鼓背兩張

妙化堂長條紙符交叉貼著，一隻雄赳赳氣

昂昂的公雞立在大神轎頂「娶路」，竹掃

把綁在小神轎頂。

那時老背少車鼓陣沿路跳舞耍雜技，

有個男乩童上半身赤裸，有時立於轎上，

有時赤足步行於陣頭中，邊走邊起乩，抖

動身軀，手持法器恣意飛舞，口中低聲喃

喃自語。黃文成仙姑團旗引導一群穿著白

旗袍的女誦經團，陣頭以男性為主，白衣

白褲白帽的制服，有手持木棍，有吹嗩

吶。另一陣頭白衣白短褲，白鞋白襪，頭

◆妙化堂動土儀式約1960年 (陳炳賢收藏提供)

◆員林妙化堂行經德信商行1960年(陳炳賢收藏提供) 

妙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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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綁細布條。藝閣車陣有看頭，善男信女

跟隨在後步行，壓陣的是一部由機車改裝

的拼裝鐵牛車，車上擠滿人，四角各插一

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上百

名隊伍浩浩蕩蕩前進。

熱鬧的妙化堂陣頭繞境員林祈福，行

經新大鐵工廠，泉勝行、仁豐醫院、永豐

行、德信商行、遠東衡器廠、打石巷、英

裕行等，有店家主動敬備香案祭拜祈福，

德信商行對面商家備有香案和熱茶，金獅陣在香案前舞動，周邊敲鑼打鼓氣

勢高漲，香案前，神轎前進後退三回，金獅陣踩青，鞭炮聲四起，掀起一陣

高潮。

行經打石巷，山產五金行前隆重準備

香案，八仙桌裙增添喜氣，桌上燭台與鮮

花瓶各成對，還有一座香爐、三杯清酒、

米酒頭及各式供品，案桌前木圓椅上擺放

鉛臉盆，盆裡五分清水，毛巾披掛盆緣，

四名幼童靠在案桌旁看熱鬧。中午在三合

院廣場吃滷湯，神轎暫放在兩張木製長條

椅上，三角令旗靠著神轎，總鋪師手持鐵

製大舀匙，翻攪滾燙熱食。熱騰騰的木製

大圓飯桶裡，插著幾根木製飯匙，鐵製大

鉛桶外寫著「妙化堂」，鉛桶內置放炒黃

麵、滷豬肉、滷白菜等。

◆妙化堂神轎陣頭行經新大鐵工廠(陳炳賢收藏提供) 

◆妙化堂誦經團陣頭行經仁愛醫院(陳炳賢收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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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特請彰化施伯梁書寫，屬名堂主張湖高掛「妙化堂」木匾，1971

年成立財團法人，1976年遷建現址，1982年張湖等主事重建，改名為「惠陽

宮妙化堂」。正殿門聯鐫刻「惠澤宏施員林勝景璇妙化，陽光普照大地長春

敬神衹」，壁柱聯「惠而賜三多九如遍鯤島，陽以剛百福千祥施國邦」。樂

捐芳名鐫刻石碑鑲嵌正殿牆壁，沿革碑鑲嵌在會客室牆壁，內容如下：

本妙化堂溯自民國三十二年歲次癸未仲冬，首倡堂主張湖先生創建在溝皂里，崇祀

關聖帝君為主神：揮鸞宣揚正教，信徒日增香火鼎盛，後因鑒及地偏址狹，至民國

三十七年季冬遷於惠來街，值逢戰後物資缺乏，則暫築竹屋為廟揮鸞代天宣化。延

至民國四十九年孟秋，幸得信女邱高餘捐献土地約一五0坪。旋即建一座妙化之堂，

竣工遷此繼而揮鸞闡教，為國家社會移風易俗，激濁揚清。至民國六十年仲秋成立財

團法人，因都市改變，迨至民國六十五年，增購建地一二0余坪於現址，新建一座巍

峨凌雲宮殿，旨賜惠陽宮，發揚我國傳統道德，輔翼政府喚醒愛國精神，復興中華文

化，並與救世渡眾願，人人向光明之路，促進大同世景，共留芳躅。藉此數語聊表介

紹緣誌盛事是為序。中華民國七十一年歲次壬戊仲秋吉旦。           

                                                                     (惠陽宮妙化堂沿革碑，1982年)

1 9 8 0年堂主劉規順為中醫師，曾

獲全國好人好事代表。1995年舉行海龜

放生活動，振天宮進香團拼裝鐵牛車載

著鼓陣，信眾用兩根長竹棍，合力抬起

大海龜，前往海灘放生，提醒眾人勿殺

生。位在惠來里光明街141巷二十號的

惠陽宮主祀三尊恩主文衡聖帝、孚佑帝

惠陽宮

◆員林惠陽宮妙化堂正殿(楊銘欽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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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司命真君，左殿玄天上帝、右殿城隍老爺，壁上懸掛三界高真聖誕日辰

表，一年之中從農曆元月到十月，共有三十四個神尊聖誕日，主神關聖帝

君，開堂紀念日是農曆十月二十八日。宮前路口東端曾被住戶堵住，只留小

縫供機車和路人通行，相當不便，近年路口已通，向東直抵光明街綜合市場

入口。走入基座高挑二樓式座北朝南的惠陽宮，正殿張貼紅紙「奉本堂文昌

帝君詔示：欽賜文昌筆供應學子、考生，祈求智慧開竅、考運順利、金榜題

名、吉祥光明。需者請恭向文昌帝君恩主擲杯筊求取」。

惠陽宮西面住宅掛著「惠陽宮妙化堂辦公室」、「惠陽宮妙化堂慈善

會」，慈善會由來是當時堂主曾醉娥發起救濟會，歷數十年，由第四屆董事

長蔡吉雄籌組慈善會，張尚煥任創會長，經妙化堂三尊恩主賜名「妙惠慈善

會」38，1998年十一月定名為財團法人彰化縣妙化堂附屬妙惠慈善會，2000

年八月立案彰化縣妙惠慈善會，歷任理事長張尚煥、劉森煥、施瑞鵠，九月

公告〈堂規守則〉十三條，讓組織更有紀律。

◆惠陽宮三界高真聖誕日辰表(楊銘欽攝)

38妙惠慈善會2008年11月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特刊記載慈善會沿革，當天新舊任理事長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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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陽宮附設妙惠志工隊進行員林鎮道路坑洞修補工作，自2007年十月

到2008年十月總計三十五次，每次出動志工八至二十一人不等，總計482人

次，使用瀝青2221包。急難救助每位五千到一萬元不等，總計近二十萬元

急難救助金，救助人數包括員林鎮十名、永靖鄉四名、埔心鄉三名、田中鎮

三名、社頭鄉二名，還有竹塘鄉、福興鄉、田尾鄉、北斗鎮、芬園鄉、二林

鎮、二水鎮、大村鄉等各一名，總計三十位。此外，年度大事還會辦理愛心

捐血活動、會員大會、幹部會議、關懷獨居老人、關懷孤兒院、關懷學童午

餐、志工與理監事旅遊聯誼活動、冬令救濟與尾牙聯誼餐會等。

2008年冬季，惠陽宮妙化堂舉行三天誦經祈福法會，戊子年農曆十月

十三日到十五日三天祈安拔渡道場法則程序表張貼拜亭壁上，列席接待及

禮供人員以全體董監事為主，諸如張樁堂、方貴蘭、張尚煥、莊鎮弘、張

文炳、羅成業、黃 林、賴兩傳、黃如東、劉焜章、黃水金、賴久雄、蔣村

◆惠陽宮(楊銘欽攝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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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施瑞鵠、鄭景仁、黏淑份、黃張雪娥、許瑞璜。惠陽宮三天法科事則程

序內容如下：

第一天：卯時發表、啟聖、起功、點斗母燈、安香座。巳時吉祥法懺、金剛法經、

            般若寶懺、五斗真經。午時請斗聖、禮開大眾、斗燈火、主照元辰旺旺、

            午供茶。未時引本堂男女鸞下生，各姓氏九玄七祖及先修亡故蓮位諸正魂

            ，拔渡引大眾受薦者諸魂。申時拔渡法懺、血盆法懺三卷、三昧水懺三卷

            。酉時供茶、禮請藥師消災、藥師寶經。七時半至九時半讚揚禮拜。

第二天：辰時供茶，巳時懺法、梁皇寶懺一至十卷。午時供茶。未時拔渡受薦者引 

            魂、慈悲十王寶懺、金剛寶懺、藥師寶懺。酉時供茶、禮請藥師消災、禮

            送藥師。七時半至九時半讚揚禮拜。

第三天：卯時叩答上蒼拜天公，辰時供茶，巳時金剛科儀、地藏本願功德經。午時

            供茶，未時普施開香、法壇開（內市）台、蒙山施時科儀、化金紙、收敬

            品。酉時供茶，戌時祈安禮斗消災、圓斗科儀。亥時道場圓滿、恭送高真

            。                                             （惠陽宮三天祈安拔渡法會，2008）

2 0 0 9年財團法人惠陽宮妙化堂董

事長張樁堂，妙惠慈善會理事長羅成

業，副會長周志山、莊鎮弘，理事會王

天良、羅江彩霞等十二名，監事會蕭

錫榮等五名。總幹事林保祿、財務長黃

和忠。顧問團二十七名，團長張錦昆，

副團長林錦泉、施瑞鵠、吳宗頻。志工

隊長賴育北，小隊長蕭錫榮、江春籐、

張金波。堂務人員編組表公佈堂主張樁

◆惠陽宮旗(楊銘欽攝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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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副堂主劉三郎，監察張尚煥，總監鸞許自飛，監鸞蒲炎樹、正鑾張水獺，會

計羅成業，副會計黃淑芬，廟祝王榮敏，還有黃如東、劉權敏、方貴蘭、徐繼

永、林坤輝、張文炳、陳見明、劉政認、卓榮華、劉張網等人。

1951年台中監牧區成立，由瑪利諾會柯守義神父接任員林教會，拆除破舊

的竹造平房和小聖堂，請黃朝

沈設計，原地興建二樓神父宿

舍，續建修女宿舍兼診療所，

第三期工程興建三百平方公尺

大型聖堂，1 9 5 3年天主堂落

成 ， 並 增 購 聖 堂 後 面 六 十 坪

地。1966年鄭永祥神父接任，

成立永祥儲蓄互助社。1967年

馬道南神父接任，1968年結合

教友購買東山墓園（聖山）。

1982年本地鄭文宏神父接任，

推動基督活力、聖神同禱會、

夫婦懇談、重振聖母軍、重組

協進會等善會團體。1986年鄭神父榮升副主教，賣力整修圍牆及車庫改造，建蓋

東山墓園納骨塔。1988年游仁德神父重回員林接任（1962年曾為副本堂），成立

「聖家啟智中心」。1991年蘇耀文神父接任，接任前不久啟智教室因拓寬道路被

拆除，蘇神父發動教友樂捐並爭取補助金。1994年洪文和神父任期內完成聖堂內

部祭台、天花板、十四處苦路等整修。

1998年編印開教百年紀念專刊，刊上記載天主堂發展分三期：道明會時期的

西班牙籍神父、瑪利諾會時期的美國神父、本土時期的教區神父，每一時期各有

不同的特色和建樹，但傳播的福音和天主的愛卻都相同。

天主堂在員林

◆員林天主堂聖誕夜彌撒(楊銘欽攝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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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台灣有四百多個堂區，而這些堂區中，開教超過一百年以上的，應該不到二十

個，台中教區只有三個聖堂是超過一百年的：羅厝、田中、員林。員林的教友應該感謝天

主，這是我們的光榮，也是我們的福氣，天主給我們的恩寵真的很多很大。

                                                                             （主任司鐸劉丹桂，1998年）

道明會時期：眼前出現了許多熟識的面孔、靜肅的禮儀、潔亮的杯爵與祭台，也憶起了宗

教要理的啟蒙老師──祝姑。接著是瑪利諾會時期：當時正值台灣光復，人民的生活困

苦、物資短缺，教會本著愛人如己的福音精神，積極協助台灣人民紓困，因此源源不斷

由美國運來的大量物資，不僅填飽了肚子，也贏得了人心，至此地方人士爭相入堂信奉

耶穌，此時乃本堂最鼎盛的時期。⋯⋯到了本土時期：從傳教經費及教育下一代等各項工

作，遂逐漸由本地的神職人員及教友全面接手，此時亦是我參與教務和堂口各項活動最活

絡的時期，同時傳協會、聖母軍、基督活力、第三會、文生會、長青會等也陸續成立。

                                                                          （傳協會會長張良爵，1998年）

2004年徐世昭神父成立慕道班，整頓聖山東山墓園，帶動員林堂區發展，擴

大到彰化總鐸區和台中教區。員林天主堂哥德式紅建築上端白色十字架，鐘樓上

浮雕「天主堂」字樣，附近民眾可聽見清脆響亮的鐘聲，教堂前臨民生路，後通

萬年路，東面平房辦公室和廣場，北方附設聖家啟智中心，由萬年路大門出入。

天主堂對面是台灣銀行員林分行，後方是員林公園與萬年支圳。辦公室壁上懸掛

二十位歷任神父照片，還有東門橋金城銀樓教友游棋閔的員林天主堂西畫作品。

教堂主日彌撒時間是每週六晚上

七點半，以及週日早上八點半、晚上

八點，平日彌撒時間是每週一到五早

上七點。2009年八月一日星期六晚上

「何佳誼奉獻求恩彌撒」，二日晚上

「李名香為舅舅奉獻追思彌撒」，八

月五日晚上「家庭祈禱會」在陳增德

家庭舉行，七日晚上舉行「特敬耶穌

聖心彌撒」，九日早上彌撒後切蛋糕
◆員林天主堂聖山東山墓園(楊銘欽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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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父親節，十九到二十二日「台灣青年日」活動。天主堂在員林百餘年的故事

還在持續發展，成為員林一塊重要的園地。

員林第一市場附近有三家教會，市場南面員林街長官邸前的員林聖教會，市

場北面除了民生路天主堂外，還有米苔目街的基督長老教會，地址博愛路六十五

號，鬧區中的教堂，與里民的生活圈在一起。

話說1889年，李槌長子李本（1871-1935），後改名李道生，是台南長老教

中學的頭班生，後跟隨安彼得醫生與蘇甲寅習醫，在鹿港開設「懷德醫院」，四

年後到員林開業，1911年起任基督教長老教會長老，主動捐自宅地興建員林基督

教長老教會，行醫傳道為人傳頌，1935年離世，有關李道生經歷，收錄在《著名

台灣人醫生名錄》中。李道生育三男三女，長子李吉成（1894-1977）曾任前鎮

教會長老；次子李吉發；三子李吉賞是台鳳罐頭公司員林廠課長退休。長女李美

（1899-1975）適員林陳朝萬，長孫陳而玉適眼科醫生林庚申；次女李錫金適洪

子林。

2006年剛修建完成的員林基督教長老教會，圓形高聳的教堂建築特殊具特

色，五十二個小橢圓窗採光佳，增添教會神祕，也柔化現代人緊繃的心靈。邱

美都多次造訪住教會後方的李吉賞，八十歲的他，興奮地拿出三大本珍藏半世

紀的黑白老照片，丹田有力地述說教會與台鳳員林廠的生活故事。沒想到，世事

難料，隔年二月李吉賞竟蒙主恩召，與親友永隔，在台北市忠孝醫院舉行入殮禮

拜，在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火化禮拜，三月在員林基督教長老教會舉行告別

追思禮拜。教友以愛關懷遺族，雙手合十虔誠祈求主安慰堅固他們的信心，一切

事務將有上帝豐盛恩典同在。

基督長老教會與聖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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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基督教員林聖教會也是個

溫馨園地，位在中正路二百四十巷五十三

弄二號，也就是第一市場南面、員林街長

官邸、博愛幼稚園的旁邊，教會虔誠傳揚

基督福音、淨化心靈，促成社會之公義

與和諧。半 圓落地窗很別緻，正面漆紅

牆，頂端立十字架。員林和彰化基督教聖

教會均隸屬台灣聖教會中部教區，1988年

改為現行總會制，總會台灣聖教會，1999

年教會總數八十九間，北部教區二十一

間、中部教區二十一間、南部教區二十五間、東部教區十六間、大專團契二間、

台中光輝福音中心、美國聖教會三間，信徒二萬多名。住教會北面的張弘叡家族

皆為教友，他懇切表示，其母親茹苦含辛獨立撫養多名子女成人，具台灣傳統婦

女美德的她，長年不肯加入教會，晚年玉體欠安難展笑容，某日隨緣跟家族到聖

教會做禮拜，幾次後心扉漸開，身心輕鬆起來，於是主動告訴家族要加入教會，

直到蒙主恩召時日均安詳，遺族感恩主的照顧。《興賢吟社百期詩集第五冊》，

收錄十九位傳統詩人對耶穌的讚頌，現摘錄六位員林文人作品如下：

                耶穌            

    基督開基一世豪，萬邦同仰德崇高；披肝救贖留佳範，願藉良師醒醉醄。（蔡水鎮）

    耶穌基督挽狂濤，佈義宣仁實可褒；十架捐軀驚世界，完成救贖大功勞。（陳木川）

    西洋有幸出賢豪，佈道宣仁志不撓；酷架加身無怨悔，心存善念萬邪逃。（陳祐堅）

    先覺先知挽巨濤，宣仁佈義不辭勞；福音讚頌留真善，博愛傳揚舉世褒。（張鐵男）

    帝子無私誕馬槽，推銷博愛道崇高；出埃及事先知覺，十字釘身意志豪。（林劍鏢）

    伯利恆城誕馬槽，傳經救世不辭勞；和平博愛從雲集，攻惡名揚十字遭。（林炳堂）

                                                                  （興賢吟社百期詩集第五冊，2009）

◆基督教員林聖教會(楊銘欽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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