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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齋教

第一節  齋教發展概述

　　在現今臺灣宗教研究的學術討論中，「齋教」似乎已經成為一個特定名

詞，它指涉了三個自清朝時期以來，廣泛流傳於臺灣各地以在家持齋修行為

特色的民間教派：龍華教、金幢教與先天道。1因為這三個教派在信仰上，

與明清時期以來的民間秘密教派類似，都以「彌勒下生龍華三會」為中心教

義。也就是他們都認為宇宙的主宰無生父母（或稱無極聖祖、無生老母）在

龍華初會時，會派遣燃燈佛下凡，廣渡二億在人間迷失本性的「原人」；

龍華二會時，會派遣釋迦佛下凡，再救回二億「原人」；龍華三會時，再派

遣彌勒佛下凡，將剩餘的二億「原人」渡盡。2此外他們的宗派淵源也都可

以追溯到創立於十五世紀時的民間秘密教派「羅教」，因此日治初期的調查

即統稱他們為「持齋宗」。3在日治時期明治四十年（1907）的《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二回報告書》，開始以「齋教」來稱呼這三個宗

派。4如此的分類，受到大正八年（1919）日本官方首次正式實施的宗教調

查所沿用，5之後「齋教」一詞遂成為龍華教、金幢教以及先天道這三個教

派的統稱。而「齋堂」，即是齋教徒舉行法會儀式的固定建築場所，也是齋

友聚會的根據地。6

　　「齋教」又被稱為「在家佛教」，根據齋教研究者李添春曾約略介紹，

之所以稱他們為「在家」，就是認為齋教是不放棄在市井營生，而在家持齋

奉佛，以俗人身份維持佛教，但不圓顱方服出家的教派。7至於齋教與佛教

1　關於齋教三派傳到臺灣的簡略介紹，可參閱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 
　 篇》，頁79-102。

2　王見川，〈日治時期「齋教」聯合組織─臺灣佛教龍華會〉，頁148。

3　《南部臺灣誌》殘抄本（1902年，無出版資料，成文出版社於民國74年(1985)影印出版），頁25- 
　 30。

4　岡松參太郎，《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二回報告書‧卷二上》（臺北：臨時臺灣舊慣
　 調查會，1907年），頁216-20。

5  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頁79-82。

6　張崑振，〈臺灣傳統齋堂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頁；、張 
   崑振，《臺灣的老齋堂》（臺北：遠足文化，2003年），頁12。

7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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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切關係，在龍華教、金幢教以及先天道這三個教派的羅祖傳說上，即是

以其因佛教經典《金剛科儀》而悟道，而在十五世紀時創立了秘密教派「羅

教」，成為許多民間秘密教派的共同祖源所在。特別是這三個教派與一般明

清時期的民間秘密教派類似，都借用了原本是佛教的「彌勒下生龍華三會」

教義。8因此龍華教、金幢教以及先天道這三個教派在形塑自我的歷史時，

亦多摻及佛教歷史，構成信徒多以在家佛教徒自居，因此亦被稱作為「在家

佛教」。

　　由於清朝時期官府將民間秘密教派一律視為「邪教」，因此龍華教、金

幢教以及先天道這三個教派先後傳到臺灣來的時候，行事都相當低調。大部

分都是齋友們即利用自宅提供作為修行傳法的場所，或進而設置成齋堂，或

等到齋友人數眾多時，方自發性地共議創設齋堂。9

　　如果仔細觀察龍華教、金幢教以及先天道三派，其實他們在信仰神明、

祭拜儀式、誦讀經典、修練心法、階級稱謂以及神聖空間等方面，都有部分

差異存在。早期研究者即有就教義、儀禮、本尊及從祀、誦讀經典、持齋、

階級等方面，整理出三派中幾樣的異同：

三派的異同　教義、儀禮方面，三派都是大同小異。只是其中先天派

所含的儒教思想比較多，金幢派則含較多道教思想而已。

本尊及從祀　三派都以觀音、釋尊為其本尊。其中，龍華派以阿彌

陀、三寶佛、關帝為本尊，而金幢派則以阿彌陀、彌勒及自派的教祖

為本尊。三派的從祀，除上記的諸佛之外，也有祭祀三官大帝者。在

龍華派裡，還祭祀太子爺、媽祖、註生娘娘等。

經典　關於經典，三派都在早上頌讀《金剛經》、傍晚頌讀《阿彌陀

經》。先天派還在中午時有頌讀《般若心經》的習慣。

持齋　持齋方面，三派就不一樣。先天派絕對不肉食、也禁止娶妻，

但是龍華、金幢兩派可以娶妻，也不強制要絕對的素食。

階級　齋友的階級，三派都不一樣。（下略）10

　　不過由於齋教三派彼此具有相當接近之歷史傳承關係，以及自身認為

8　王見川，〈日治時期「齋教」聯合組織─臺灣佛教龍華會〉，頁147-148。

9　張崑振，《臺灣的老齋堂》，頁19。

10　村野孝顯，〈在家佛教としての齋教〉，《南瀛佛教》第13卷：第8號（1936年8月），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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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說教義上與佛教有著密切之關係，因此在二十世紀初期，調查者已開始

觀察到他們同時都自覺地在慢慢「佛教化」了。11「佛教化」當然可以說是

脫卻明清時期對民間秘密教派「污名化」的干擾，也同時為自己尋得了一個

優良出身的契機，如果能脫卻「基本教義派」的堅持，這的確是在新時代為

自我奠定優良地位的聰明方法。也因齋教三派身為民間秘密教派所共有的歷

史經驗，除了因易於受政治迫害，所以內聚力特強的特色外，其實踐性格亦

大於理論性格，故而實踐方法教簡易單純，並容易因環境改變而調適期生存

方式。12這也是日治後期齋教三派比起其他佛教徒，更能適應皇民化運動的

重要因素。

11　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頁80-82；參見王見川，〈自序：兼論齋教的研究與現 
　　況〉，收入王見川，《臺灣齋教與鸞堂》，頁62。

12　參見姚麗香，〈日據時期臺灣佛教與齋教關係之探討〉，收入楊惠南、釋宏印編，《臺灣佛教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1996年），頁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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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  昭和二年（1927）各州廳齋教三派各階級人數統計表

派別 階級 臺北 新竹 臺中 臺南 高雄 花蓮港 合計

龍華派

空空 -- -- -- 1 -- -- 1

太空 3 9 4 -- -- -- 16

清熙 8 32 19 2 1 3 65

四偈 3 47 10 2 -- -- 62

太引 1 89 9 2 1 -- 102

小引 1 90 1 2 -- -- 94

三乘 1 69 -- 2 -- -- 72

大乘 -- 113 2 1 -- 3 119

小乘 1 174 9 -- -- -- 184

無階級 4 82 2 1 4 31 124

計 22 705 56 13 6 37 839

金幢派

首領師 -- 1 -- 2 1 -- 4

護法 -- 40 2 4 1 -- 47

眾生 -- 31 -- -- 2 -- 33

無階級 1 18 1 -- -- -- 20

計 1 90 3 6 4 -- 104

先天派

天恩 4 5 1 2 2 -- 14

證恩 -- 2 -- 1 -- -- 3

引恩 1 2 -- 3 -- -- 68

無階級 1 23 -- 3 1 1 29

計 6 32 1 9 3 1 52

空門派

比丘 -- 4 1 -- -- -- 5

□□□ 1 97 -- -- -- -- 98

無階級 6 -- -- -- 6 1 13

計 7 101 1 -- 6 1 116

合    計 36 928 61 28 19 39 1,111

說明：1.空門派本書「公」門派，茲依文意改之。

      2.「□□□」為原文印刷不明，似為「□□戒」。

資料來源：《南瀛佛教》第5卷：第4期，1927年，頁62。

　　基於其具有如此駁雜的歷史傳統，又身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政治環

境，伴隨日本統治而來的「新式」宗教改革，齋教不免受到重大影響。特別

是日本各佛教宗派進入臺灣後，其積極有力的傳教方式，更讓臺灣宗教界見

識到宗教團體集體力量的強大。雖然早期都還只能是消極地加入日本佛教派

系尋求保護，不過一等到時機成熟，有些臺灣宗教人也會開始思考臺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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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的方式。

　　在齋教聯合運動中，首先就有先天道長老黃玉階「本島人宗教會規則

（草案）」之擬定。根據近人研究，黃玉階擬定「本島人宗教會規則（草

案）」的時間是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至明治四十三年（1910）之間。13

「本島人宗教會規則（草案）」的要點有，本島人凡持齋入會者，及僧人道

士謂宗教中人，全臺應合併設一總會；本島各宗教，如持齋先天教、龍華

教、金堂（幢或作童）教以及僧人道士等，皆當設一支會，或一廳設一支

會，或數廳合一支會。14由此規則條文當可顯見其聯合臺灣宗教之企圖心，

特別是齋教三派的先天道、龍華教與金幢教。如此初步的宗教聯合理念在當

時並未能付諸實現，但如此的想法已深植在臺灣宗教領導人的心中，並逐漸

成為日本當局以及臺灣宗教界的共識。15

　　大正元年（1912）也有以臺南為中心的宗教聯合團體「愛國佛教會臺南

齋心社宗教聯合會」的組成。「愛國佛教會臺南齋心社宗教聯合會」簡稱

「齋心社」，是臺南地區龍華教的德化堂、化善堂、德善堂，金堂（幢）教

的西華堂、慎德堂，先天教的報恩堂、崇德堂等齋堂所共同組成的。其方式

為每堂利用神佛祭典的日期，每年辦公供二次。（參見表5-1-2）其公供之

期，各堂人眾齊集演說經教並宣講聖諭及前賢處事治家格言。值東者午刻準

備齋粥一餐，午後五時亦準備素席供參與者食用。16顯然他們已能利用統一

的祭典日期，作初步的宗教振興的活動。其約束章程更有，「聯合會就各派

齋堂共名齋心社」，「凡我宗教人等，喜為佛門弟子，幸作盛事良民。三教

原為一家，須當互相和睦」等語。顯見龍華教、金幢教、先天教三派已有實

際融合一教之動作。

　　「齋心社」是臺灣齋教三派首次付諸實行的聯合運動，雖僅限於臺南地

區，但已為未來齋教全島性之聯合運動，提供良好之示範，亦奠定了深厚之

13　李世偉，〈身是維摩不著花─先天道頂航黃玉階之宗教活動〉，收入王見川、李世偉，《臺灣的 
　　民間宗教與信仰》（臺北：博揚文化，2000年），頁81-82。

14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114-5。

15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115；李世偉，〈身是維摩不著花
　　─先天道頂航黃玉階之宗教活動〉，頁83。

16　王見川，《臺南德化堂的歷史》，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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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17

　　如此的宗教聯合在大正四年（1915）的西來庵事件爆發時發生了作用，

使得西來庵事件時，臺南齋教徒受傷害的情況得以減到最低。因此在西來庵

事件之後，提倡宗教聯合運動的聲勢高漲，已漸成齋教界的共識，促成了日

後「臺灣佛教龍華會」的成立。18

表5-1-2  齋心社各堂輪流辦理公供日期表

日期 神佛祭典 值東者 派別

正月初九日 玉皇上帝 西華堂 金堂

正月十五日 天官大帝 報恩堂 先天

二月初八日 釋迦文佛修行 崇德堂 先天

二月十九日 觀音佛祖 德化堂 龍華

三月十六日 準提佛母 化善堂 龍華

四月初八日 釋迦文佛誕生 慎德堂 金堂

六月十九日 觀音佛祖 西華堂 金堂

七月十五日 地官大帝、大勢至菩薩 德善堂 龍華

八月二十二日 燃燈古佛 化善堂 龍華

九月十九日 觀音佛祖 報恩堂 先天

九月三十日 藥師佛 慎德堂 金堂

十月十五日 水官大帝 德善堂 龍華

十一月十七日 阿彌陀佛 崇德堂 先天

十二月初八日 釋迦文佛成道 德化堂 龍華

資料來源：整理自王見川，《臺南德化堂的歷史》，頁36。

　　根據日治時期著名的宗教研究者增田福太郎的紀錄，「臺灣佛教龍華

會」是在大正九年（1920）三月十四日，於斗六郡斗南庄龍虎堂召集全島齋

教代表一百二十名，召開創立總會，組織成立的。19在「臺灣佛教龍華會」

的〈齋教三派合同龍華會設立趣旨書〉中有提到：

齋教雖一，無如立派不同，則有龍華、先天、金幢者是也。吾人欲圗

宗教之振興，必合其派而溯其源，互相聯絡，庶幾眾志可以成城，同

17　王見川，《臺南德化堂的歷史》，頁40。

18　王見川，〈日治時期「齋教」聯合組織─臺灣佛教龍華會〉，頁145。

19　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寺廟を巡歷して－嘉義郡－〉，《南瀛佛教》第11卷：第1號（1933年1 
　　月），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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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以舉鼎。因名龍華會，蓋取東來下生，彌勒三會咸歸於一致故

也。同結龍天之緣，共修善後之果，必受學識階級指導。參酌日本佛

教清規，權請金針撥翳，俾齋門內容，暫次改善。勿以捨近圗遠，與

支那本山舊習是沿，可決然與本國養成純粹宗風。20

　　王見川曾分析此宣示內容之主要重點，一是在名稱上，係遵循彌勒下生

龍華三會之教義，而名曰「臺灣佛教龍華會」。二是為建立本山，藉此方可

切斷與中國祖堂之關係，明白宣示向日本佛教學習，淨化宗風。21此分析固

為的論，然若論其思考之先後次序，則當又以龍華、金幢、先天齋教三派，

本欲思自身之宗教振興為上。而龍華、金幢、先天齋教三派，圖自身宗教之

振興，方法則以「必合其派而溯其源，互相聯絡，庶幾眾志可以成城，同力

可以舉鼎」之宗教聯合為主要手段。這就會觸及到齋教三派彼此的信仰教義

認同差異的敏感問題了。

　　前已提及，龍華教、金幢教以及先天道三派若仔細觀察，他們在信仰神

明、祭拜儀式、誦讀經典、修練心法、階級稱謂以及神聖空間等方面，彼此

的確都存在著些許差異。不過由於其共同具有相當接近的歷史傳承關係，以

及自身都認為在傳說教義上與佛教有著密切之關係，又在宗教調查者持續的

「科學分類」組合之下，齋教三派的有志之士也逐漸自覺到挽救自身宗教繼

續沉淪之道，除了向日本殖民者學習「新式」之宗教理念以外，本身的聯合

亦是足以壯大自身的不二法門。只是在宗教振興的迷思底下，彼此間的宗教

差異有時候確實都被刻意忽略了。這也是齋教聯合運動一直無法有效推展的

重大關鍵因素之一。（參見前引文）

　　不過在當時熱心齋教聯合運動的宗教人士中，似乎漠視如此在宗教信仰

上非常重大之差異存在，依然繼續熱心的推行著齋教聯合運動。在大正十一

年（1922）一月二十五日，「臺灣佛教龍華會規則」正式得到臺灣總督府的

批准認可了。在規則的第三條中可以看到，

本會所為之目的如左：

一、鼓吹尊王愛國，以基大乘佛教之趣旨，圗島民之開發普及風教，

20　〈齋教三派合同龍華會設立趣旨書〉，引自王見川，〈日治時期「齋教」聯合組織─臺灣佛教龍 
　　華會〉，頁147。

21　王見川，〈日治時期「齋教」聯合組織─臺灣佛教龍華會〉，頁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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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興社會公共事業，以資佛教真旨之振興。

二、全島各齋堂所用經文法式等，漸為一定；兼設置本山，以期本島

　　齋教之統一。22

　　在這裡可以明顯看出，「臺灣佛教龍華會」確實是以抬著「鼓吹尊王愛

國」的響亮招牌，進行其宗教聯合運動；同時也是藉著學習日式佛教的方

式，來遂行其運動之目的。在此條文中，即不諱言的可以看出其設置本山之

目的在於「本島齋教之統一」，方式則是「全島各齋堂所用經文法式等，漸

為一定」。這項經文法式統一的工作還被列為「臺灣佛教龍華會」第一期所

要完成的工作。23在之後的「財團法人臺灣佛教龍華會的寄附行為」中，可

以看到其所要統一之經文法式的初步構想，其具體內容為規定每年有兩回統

一的大祭典，即釋迦誕辰日與觀音誕辰日，以及每月一日及十五日均須舉行

例祭，特別於每月的例祭上更須以研究日式佛教為主的大乘佛教。24縱然只

是如此初步的構想，當時來到臺灣佛教龍華會大本山天龍堂巡視的增田福太

郎，也細心的觀察到執行上的困難，並留下了些許的期許：

現在分散於本島各地的先天、龍華、金憧三派，信徒總數約略（大正

九年十二月調查）十八萬人，而齋堂的數目高達六百三十餘間。大正

十一年，該會創立認可的時候，信徒十二萬餘人，大小齋堂數量達

二百三十餘間。其齋友堅定信念，為了信仰不惜身命，赴湯蹈火在所

不辭。原本身為宗教信仰者，這是理所當然之事。然而很遺憾的，其

中往往出現了不少人誤解釋尊正統傳授的佛法，墮入民間迷信。為了

創始該會，他們要向內地活佛教學習，發揚佛教真義，以此提昇傳

道布教的成果。但在面臨宣傳這項理念之際，奸黠不逞之徒屢次利

用他們無智之輩的迷信，以此圖謀不法。內地宗教讓內地人自己去建

立；內地人在布教傳道之前，為某某而苦；有必要去信奉內地式的宗

教嗎？等等諸如此類，純潔無垢的民眾便因此觸犯法律，喪失世人的

同情，呈現令人憐憫悲痛的狀態。如今本島統治成果日益提昇，在人

文方面一日千里地，能令庶民百姓一同從昔日迷夢中覺醒。在這能夠

體念一視同仁之深心的今天，撿食只知道墨守舊態，完全喪失活動能

力的中國佛教之殘渣，難道不正是學習與時局進步背道而馳的愚行

嗎？25

22　王見川，〈日治時期「齋教」聯合組織─臺灣佛教龍華會〉，頁149-150。

23　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寺廟を巡歷して－嘉義郡－〉，頁9。

24　參見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寺廟を巡歷して－嘉義郡－〉，頁12。

25　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寺廟を巡歷して－嘉義郡－〉，頁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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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增田福太郎的觀察中，臺灣齋教三派雖然人數眾多，也有持續的宗教

聯合與革新的努力，只是仍是受到眾多教友質疑偏向日式佛教的言論攻擊，

致使運動難以推展。不過這也正是他們運動努力的方向之一，無可避免地必

須與保守份子堅持奮戰、纏鬥不息！

　　經過有志之士的努力，到了大正十二年（1923），「臺灣佛教龍華會」

已在臺中州設立十一個支部、臺南州設立九個支部（其中嘉義郡三、斗六郡

二、臺南市一、曾文郡一、虎尾郡一、北港郡一）、臺北州及新竹州各一個

支部，一共已設置了二十二個分部了。26這是日治時期全臺灣最具規模的齋

教聯合團體。

表5-1-3  大正七年（1918）嘉義廳齋友數

先天 龍華 金幢 不明 計 總計

住
在
齋
堂

住
在
自
宅

住
在
齋
堂

住
在
自
宅

住
在
齋
堂

住
在
自
宅

住
在
齋
堂

住
在
自
宅

住
在
齋
堂

住
在
自
宅

直轄 - 7 2 97 - 15 - 22 2 141 143

中埔 - - - 8 - 5 - 1 - 14 14

竹頭崎 - - - 26 - - - 49 - 75 75

打貓 - - 3 113 - - - - 3 113 116

土庫 - 5 - 36 - - - 2 - 43 43

斗六 - 8 3 215 - 1 - 8 3 232 235

西螺 - - 2 70 - - - - 2 70 72

北港 - - - 106 - - - 2 - 108 108

樸仔腳 - - 2 23 - - - 1 2 24 26

東石港 - - 1 27 - - - - 1 27 28

鹽水港 - - - 90 - 33 - - - 123 123

店仔口 - - - 35 - 2 - 1 - 68 68

計 - 20 13 876 - 56 - 86 13 1,038 1,051

資料來源：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頁47。

26　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寺廟を巡歷して－嘉義郡－〉，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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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龍華教

　　龍華教之開祖一般均傳說是羅祖，他約生於明朝正統七年（1442），歿

於嘉靖六年（1527）；羅祖最初出家，師事臨濟宗吳際明禪師，僧名稱為悟

空真惠。據其著《五部六冊》之《苦功悟道卷》記載，其念佛八年，研究

《金剛經》三年，遊訪名山二年，共苦心參學十三年，始獨立創教。初期之

開教在北京附近，漸次南下，二祖應繼南及三祖姚文宇時移至浙江；傳至四

祖普霄時，其將該派要應用之《龍華科儀》諸經典乃至堂規制定完備，教勢

大盛！迨傳至江西及福建時，號稱開堂四十九間，時當明清之際。五祖普步

時傳教重心移到福建，之後的法脈依序為六祖普錢、七祖普德、八祖普方、

九祖普通。27

　　龍華教傳至十祖為普月，姓陳名光明，福建下底運白石頭人，在觀音埔

傳教，創壹是堂。壹是堂最興盛時是在十一祖普樂以及其弟十二祖普應之

時。28十二祖普應歿於清朝乾隆五十三年（1788），之後由十三祖普聰接掌

教權。當其時，有蔡普榮者，由福建移居臺灣，於嘉慶二年（1797）秋於大

墩（臺中市後龍仔）創建「慎齋堂」。之後即以臺中為中心，開展其壹是堂

派教務。29

　　關於漢陽堂派的創建，有一種說法是十二祖普應死後，大眾公推普聰為

十三祖。但其自愧無能，將法擔交其門人普有，不過教眾不服，普有乃將總

敕印帶走，自往仙遊縣白角嶺創設漢陽堂。其後經其師及二十三位傳燈調

解，始得妥協，憑空指鬮，結果普耀當鬮，是為十五祖。30另一種說法是，

十二祖普應法擔是付與普耀，普耀謙讓普聰、普有。後因二公亂傳，普耀方

於白鴿嶺建漢陽堂。嘉慶七年（1802）八月，龍華齋教重要份子，齊集福

建，開經請空拈鬮，並請普聰、普有及二十三位傳燈作證，普耀承受鬮憑，

接法擔。若依此說，普耀方為漢陽堂派創立者。31

27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80、84-85。

28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85；江燦騰、王見川，《雲林縣發 
　　展史》第六篇〈宗教與社會〉，頁6-57。

29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83。

30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85-86。

31　王見川，〈龍華派齋堂的個案研究─安平「化善堂」〉，收入王見川，《臺灣的齋教與鸞堂》 
　　（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頁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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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乾隆三十年（1765）二月十九日，齋友謝普爵等，在臺南安平

李普定宅中設立齋堂，號「化善堂」，是臺灣龍華教漢陽堂派齋堂的祖

堂。32嘉慶二年（1797）漢陽堂副敕（空空）普濤來臺傳教，迨至嘉慶九年

（1804），普濤欲返福建承接其兄十五祖普耀法擔，乃將在臺副敕傳與謝普

爵，並晉升為空空，總攬臺灣漢陽堂派之教務。33臺灣龍華教主流三派中，

只有漢陽堂派，傳有空空級之人物在臺傳法授「太空」職，才能領佛事，

辦法會，掌一方教務。其餘教派，都要到福建祖堂，方能晉升太空位，領傳

燈。34可說臺灣龍華教三派中，漢陽堂派是發展最好的；其後亦門人輩出，

分就臺灣各地建立齋堂，嘉義縣境內即以漢陽堂派的齋堂數量最多。

　　復信堂的始祖以往都以為是十五祖普耀。普耀俗名盧文炳，自幼持齋，

二十四歲就入壹是堂捨身護法，幾年之後在教內也累積了不少功勳。但因看

不慣教內人士對領導權的爭奪，先是隱居漢陽堂，其後又設復信堂於福州

城內，成為復信堂之本山。清朝嘉慶九年（1804），普濤承接普耀法擔，承

認復信堂之副總敕地位，於是三堂派各自成立系統，分途傳教。35然根據彰

化朝天堂流傳的說法，龍華教在四祖普霄之後，一直傳至十七祖普洲，便於

福州八甲亭邁街建立起復信堂 ，此堂的第一代總敕為黃普捷（俗名黃敏，

1778-1864）。36彰化朝天堂的前身太極山就是復信堂齋友渡臺建立的，而

朝天堂第一代堂主嚴普高亦曾於同治八年（1869）渡海參謁祖堂。37

　　龍華教在現今嘉義縣境內之齋堂有：

一、本廳德和堂

　　位於溪口鄉本厝村五鄰本廳22號，主祀觀世音菩薩，祭典日期有元月九

日、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十月八日、十月十五日等六

次。38相傳於清朝道光二十七年（1847）有臺南德化堂的齋友至此傳教，39

於是齋友吳普進、陳普國、何普慎等，於咸豐八年（1858）醵金購買柯家厝

32　王見川，〈龍華派齋堂的個案研究─安平「化善堂」〉，頁116-117。

33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81-82。

34　王見川，〈龍華派齋堂的個案研究─安平「化善堂」〉，頁127。

35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86。

36　林美容、祖運輝，〈在家佛教：臺灣彰化朝天堂所傳的龍華派齋教現況〉，收入江燦騰、王見川 
　　主編，《臺灣齋教的歷史觀察與展望》，頁193。

37　林美容、祖運輝，〈在家佛教：臺灣彰化朝天堂所傳的龍華派齋教現況〉，頁194、196。

38　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四十八年宗教調查表》。

39　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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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立齋堂，並購林家園地為香火之用，為保留與德化堂的淵源，於是定名

為「德和堂」。同治十年（1871）再由齋友陳普瑞、林素興、何普甘、陳

普慶、謝普覺、蘇普贊、林普機等發起重修，並捐贈田園以為齋堂香油之

資。40日治時期北港慈德堂未建之前，北港地區齋友都必須長途跋涉至德和

堂參拜。41明治三十一年（1898）因大雨毀壞堂宇，由嘉義民雄、新港以及

雲林北港、大埤之信眾合同重修。42日治時期明治四十二年（1909）由李普

合接任堂主，昭和十四年（1939）由李普安接任堂主。戰後初期因堂產土地

糾紛，影響堂務發展甚鉅。43主祀神為觀音佛祖與釋迦佛祖，配祀有彌勒尊

者、維道護法、三界公、福德爺、灶君、太陽神、太陰神（月娘神）等。44

二、民雄德和堂

　　位於民雄鄉東榮村三鄰中庄25號。民國四十二年（1953）信眾普金（烏

秋）、李相近、陳連丁等發起將位於溪口鄉本厝村本廳之德和堂遷建民雄，

但本廳信眾堅持留在原地。於是由陳王招治捐地二分餘於民雄鄉東榮村建

立佛堂，於民國四十八年（1959）完成大雄寶殿、寮房、禪房等堂宇。首任

堂主為普金。45民國五十八年（1969）悟智受聘為住持，改稱德和禪寺。46

（改稱德和禪寺後請參見第三篇佛教第五章）

40　參見「建立德和堂碑」、「重修德和堂記」，收於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嘉義縣 
　　市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年），頁78-81。

41　徐壽編，《臺灣全臺寺廟齋堂名蹟寶鑑》（臺南：國清寫真館，1932年），頁71。

42　參見張文進編，《臺灣佛教大觀》，頁235；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 
　　市寺廟大觀》，頁265。

43　張文進編，《臺灣佛教大觀》，頁235-236。

44　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四十八年宗教調查表》。

45　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265。

46　朱蔣元編，《臺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高雄：佛光山，1977年），頁404。

 圖5-1-2  本廳德和堂的鼓 圖5-1-1  本廳德和堂的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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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溪口慈德堂

　　位於溪口鄉溪北村十四鄰民權街24號，與嘉義靜德堂、東勢善德堂、

麥寮成德堂、土庫良德堂、良因堂等都由北港慈德堂分出。47首任堂主鄭知

高，為鐵道部退休高官，因妻子身體常年違和，故相偕修行。供奉觀音等眾

菩薩，以及九玄七祖牌位。謂佛菩薩乃慈悲德行故堂號稱慈德堂，後改為慈

德寺。48現任住持法號法宗，原為產婆，後出家修行，平日鐵門深鎖，極少

與鄰居互動，僅有恭請往生無祀靈位時，才開方便法門。大門對聯為：「慈

航佛光普照遍世界，德寺法輪常轉歸淨土。」

47　張崑振、徐明福、林美容，〈清代臺灣的齋堂建築〉，頁95、96。

48　徐壽編，《臺灣全臺寺廟齋堂名蹟寶鑑》，頁71。

 圖5-1-3  民雄德和佛堂神桌 圖5-1-4  民雄德和堂內供奉的九玄七祖牌 

　　　　 位

 圖5-1-6  溪口慈德寺招牌 圖5-1-5  溪口慈德寺神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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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朴子正心堂

　　據傳創立於清朝光緒十八年（1892），最初係假太保王順記公館內設立

正心堂，原位於頂灰磘。49在日治初期有齋姑陳普契、陳普侍、侯氏順等人

常住，主持每年數度祭典。至明治三十八年（1905）鄉紳項楚英主倡鳩金重

建木造瓦葺堂宇，敷地擴達四十四坪。50迨至大正十一年（1922）在鄉紳陳

添貴等人倡導下，有日士川瀨吉藏、藤井福太郎、佐藤儀一郎及陳添貴、謝

嘉、侯江、林天賜、謝清源、黃階侯、黃慎儀、黃班爵、蔡啟耀、鄭氆、鄭

國樹、黃媽典為信徒總代表，發起改築，將佛堂遷移至灰磘南端郊野塩埔仔

現址（即朴子市文化里十五鄰山通路73號）。由開山德譽靈堅擔任住職，隨

即於大正十一年（1922）興建日式房舍「彌陀殿」，恭奉阿彌陀佛、觀世音

菩薩、大勢至菩薩，佛像係由日本淨土宗大本山京都知恩院請回奉祀，其雕

工細膩，莊嚴無比，彌足珍貴（現恭奉於前殿一樓），並成立護法委員會。

大正十五年（1926）十一月二十二日舉行上樑儀式，「奉上棟」即為當時上

樑時繫於屋脊下大樑，為平安祝禱之物，至今已八十年，為高明寺開山見證

歷史。「奉上棟」現保存於寺辦公室精美木櫃中，供人參觀。於昭和二年

（1927）落成。51（改稱高明寺後請參見第三篇佛教第五章）

49　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262。

50　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248。

51　邱亦松，《朴子市志》，頁264、292。

 圖5-1-7  正心堂山門 圖5-1-8  大正十五年（1926） 

         上樑祝禱之「奉上 

　　　　 棟」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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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上鉉德堂

　 　 創 立 於 清 朝 同 治 十 三 年

（1874），位於水上鄉寬士村十鄰

崎子頭30號，主祀觀世音菩薩，奉

祀九玄七祖，祭典日期為農曆四月

八日，常祭有二月十九日、六月

十九日、九月十九日等。鉉德堂的

建立是黃普岳（黃廷獻）生前意欲

創堂為濟世之器，但因故未成而已

歸西。其妻黃鄭氏與家人以家族商

號黃貴記之名，捐出所買大埕為堂地，並在眾齋友普清、謝普海、郭普景、

盧普蘭、梁普註、涂普淨以及鄭彩、鄭彰、鄭清等人的共同醵金協助之下，

於同治十三年（1874）將鉉德堂建立起來。52迨昭和六年（1931）該堂遭受

火災，即由堂主黃氏芷主倡鳩金重建堂宇。53黃氏芷法號「永遠」，皈依義

敏禪師，於大正十年（1921）開始擔任堂主，至昭和十五年（1940）始交由

邱也好管理。邱也好法號「寬壽」，皈依臺北寶藏寺邱德香禪師，於昭和

十六年（1941）與民國五十三年（1964）二度修繕堂宇。54現已改稱為「法

雨寺」，但仍可在其舊殿右側供奉開山黃廷獻、鉉德堂重興樂捐者、九玄七

祖等牌位處看出鉉德堂的名號。（改稱法雨寺後請參見第三篇佛教第五章）

六、柳仔林善德堂

　　位於水上鄉柳林村第四鄰17號。主祀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阿彌陀

佛等。據傳在清朝道光年間，柳仔林附近齋友葉靖欽為清修起見創建善德

堂，祭祀九玄七祖，為開山堂主。同治三年（1864）繼任堂主鐘王愁與齋友

曾格、蔡普派、陳普瑞等發起募金重修齋堂，並購置香畑數筆，以為油香。

52　參見「佛堂碑記」、「鉉德堂香祀碑記」，收於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嘉義縣市 
    篇》，頁72-75。

53　鉉德堂的由來有另一種說法，認為鉉德堂原稱「金華堂」，據傳創立於清朝咸豐年間，位於嘉義 
　　城內美街，為黃姓人家之私堂；因日治時期推行市區改正，由黃家遷移至現址。地方善信遂邀集 
　　八股，每股捐金五十元，計四百元，向黃姓者承購該堂，重振香火。大正十年（1921）黃氏芷參 
　　加八股內而擔任住持。參見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 
　　275-276。

54　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276。

圖5-1-9  舊殿右側供奉開山黃廷獻等人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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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七年（1881）曾由地方信徒賴滿圳、賴明瑞等發起捐獻添購香田數筆，

以充油燈。55

　　日治時期昭和七年（1932）臺南開元寺住持魏德圓與地方信眾張威國、

薛如、董事黃靖卿、黃嚴卿、陳結財等發起重修堂宇，並聘請在地人陳寶妙

（陳金水）56接任堂主，管理人則由釋明淨（李件）57擔任。戰後初期堂產

還有二甲多可作為平常經費之來源，常住有七人。每年祭典除佛誕日外，

十一月二十一日亦為大祭典。58

　　民國五十年間，陳金水過世，59五十五年（1966）明淨募集重建資金

後，購置水上鄉柳鄉村176-6號土地，另建千光寺，並延請金淨尼師陞座住

持，六十一年（1972）十二月大雄寶殿完竣。60（千光寺請參見第三篇佛教

第五章）

55　參見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267。

56　寶妙俗名陳金水，漢學出身，十九歲即投善德堂皈依滿淨師，後至開元寺受戒。嘉義縣市寺廟大 
　　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268。

57　明淨出家於臺南開元寺，禮得圓和尚為師受具足戒，曾任臺南碧雲寺的住持、臺南縣佛教支會理 
   事長，亦曾兼水上鄉苦竹寺的住持。參見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 
　　廟大觀》，頁267、張文進，《臺灣佛教大觀》，頁208。

58　《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記祭典為農曆十一月十七日。見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 
  　《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267、參見張文進，《臺灣佛教大觀》，頁235。

59　張崑振，〈臺灣傳統齋堂之研究〉，頁166。

60　參見朱其昌編，《臺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頁416。

圖5-1-10　柳仔林善德堂大雄 

　　　　　寶殿

 圖5-1-11  柳仔林善德堂排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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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金幢教

　　金幢教一般傳說是王佐塘於明朝萬曆年間所創，而在崇禎年間由董應亮

發揚光大，之後金幢教主一職即由董應亮後代子孫世襲掌領。後由蔡文舉傳

入福建莆田，創立「樹德堂」，是為金幢教南方之開基堂，樹德堂歷代堂主

就是南方金幢教的總首領。61清朝雍正三年（1725）蔡文舉派下第四代蔡德

州向臺灣傳教，是金幢教傳入臺灣之始。62其派下傳有臺南慎德齋堂、西德

堂、鳳山寶善堂、屏東慎省堂、社頭存德堂等。63

　　金幢教來臺傳教的另一支是翁永峰派下。翁永峰號覺初，是蔡文舉的再

傳弟子，但因在《懸華寶懺》的解釋異於傳統，而與蔡文舉不合；後在董應

亮調停之下，准許翁永峰別立一派。其派下亦於清朝年間就已來臺傳教，傳

有臺南西華堂、新竹存齋堂等。64嘉義縣金幢教之齋堂大都是自臺南西華堂

分出之翁永峰派下的齋堂，計有布袋金華山、竹崎清華山、昇平山、碧雲山

等，金華山與清華山以「華」為名，可知與西華堂的關係；各堂皆以「山」

稱，可知其淵源之一致。65這幾間金幢教翁永峰派下的齋堂都集中在嘉義

縣，是嘉義縣宗教發展上的一大特色。

一、財團法人臺灣省嘉義縣布袋鎮見龍里金華山堂

　　據傳其前身為蕭鴻雍創立於乾隆年間的布袋新厝「明德堂」，66但因甲

午戰事毀於戰火，所有佛像及法器由蔡天迓收存家宅中。迨日治時期明治

四十二年（1909）李維新自臺南西華堂皈依歸來，在齋友廖炭、蔡港、林

氏雲等人的協助之下，建堂於前東港庄土名後東港山頂，定名為「金華山

堂」，供奉觀音佛祖，曾為臺南曹洞宗布教所第十四分教場。信徒遍佈在

「布袋嘴庄」、「前東港庄」、「內田庄」、「東石港庄」等地，其數約有

五十名，每年聚會四次以行禮拜，且於自宅之中，與家人共行之朝夕課誦亦

61　王見川，〈從福建莆田現存史料看臺灣金幢教的歷史〉，收入王見川，《臺灣的齋教與鸞堂》， 
　　頁57、67。

62　江燦騰、王見川，《雲林縣發展史‧第六篇‧宗教與社會》（雲林：雲林縣政府，1997年），頁 
　　6-53。

63　王見川，〈從福建莆田現存史料看臺灣金幢教的歷史〉，頁67。《臺灣省通志稿》記有嘉義增盛 
　　堂。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98。

64　王見川，〈從福建莆田現存史料看臺灣金幢教的歷史〉，頁66-67。

65　參見張崑振，〈臺灣傳統齋堂之研究〉，頁34。

66　《金華山堂佛像沿革》，民國六十七年（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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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怠。大正六年（1917）李維新西歸道山，蔡天迓、柯榴、林氏雲、邱玉

瓶等人共同醵金遷建至布袋鎮見龍里內田一號現址，由蕭先呼為堂主，主祀

觀音佛祖，同祀有三官大帝等，以元月十五日、二月十九日、四月八日、六

月一日、十月十五日辦敬期。民國四十四年（1955），曾由柯清江獨資整

修。67八十七年（1998）又在眾信徒熱烈參與下醵資重建成鋼筋結構宮殿式

建築。金華山堂被齋堂研究者張崑振譽為臺灣保持金幢教傳統最好的齋堂，

其博士論文即詳細記載其儀式空間，並在田野調查過程中留下金華山堂改建

前的照片，彌足珍貴。68

二、清華山

　　位於竹崎鄉義仁村三鄰下寮仔41號。據傳早在清朝乾隆年間，有一老婦

人在自宅奉祀觀音佛祖，不幸發生火災；於是齋友吳其玉、郭族海等人於

乾隆五年（1740）醵金建立堂宇，安奉佛祖，稱為「清華山觀音義亭」。69

後因震災傾毀，大正二年（1913）由義敏（周春木）主倡重建，改為叢林

制度，定名「清華山德源禪寺」，70是以清華山為地名之所在，稱為德源

寺。71（改稱清華山德源禪寺後請參見第三篇佛教第五章）

  

67　《社寺廟宇ニ関スル取調書：嘉義廳》；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267；臺灣省文獻 
　　會，《民國四十八年宗教調查表》。；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 
　　大觀》，頁270；張崑振，《臺灣的老齋堂》，頁164。

68　參見張崑振，〈臺灣傳統齋堂之研究〉，頁103-111；張崑振，《臺灣的老齋堂》，頁79、164。

69　參見嘉義縣政府清華山古蹟碑，立於山門右側。

70　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四十八年宗教調查表》。

71　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194。

 圖5-1-13  金華山堂正廳 圖5-1-12  金華山堂外觀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