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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是由當時主任委員許三省發現，告知鄭水萍，再由鄭水萍通知筆者南下檢視並做初步

整理，而經板部份則由我請楊永智開箱整理並寄藏奇美美術館，做進一步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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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化善堂成立於乾隆 30 年（ 1765）2 月 19 日。不過，當時的

齋友恐怕並非  完全是上述諸人。如謝普爵其時尚未出生（詳後），又

如何成為齋友呢？德化堂所藏的《普門墓誌》上記著：「李太公普順，

安平化善堂開山，仙遊人氏。」 4
 對照來看，可知化善堂原是設在李普

順家。而盧普省手抄的這份名單有部份應是李普順等人後來吸收的門

徒。  

̪ ̫

                                                 
2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台北南天書局，1996 年）頁 2-19、115-131。王見川《台南

德化堂的歷史》，德化堂管委會，1995 年。 
3
 盧普省抄本，無題名，內容包括序、愛國佛教會台南齋心社宗教聯合約束章程及小引。 

4
 清末《普門墓誌》，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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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1797

                                                 
5
 李添春《台灣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6 年）頁 81。 

6
 同前註。 

7
 林朝成＜以台南德化堂為中心之台彎齋教研究──德化堂的成立史與宗教意識的認同＞

頁 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1998 年。該文後改換名稱在《

成大中文學報》第 7 期發表，1999 年。 
8
 清末《普門墓誌》，抄本。 

9
 同前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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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添春前引書，頁 82。 
12

 同註 3。 
13

 同註 3。 
14

 這是根據盧普省抄本、《普門墓誌》綜合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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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德化堂藏清代松雲軒雕版《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註解》卷首＜心經序解＞及六十九葉。

另見楊永智＜從台南德化堂珍藏的清代古書板談起＞頁 12，《歷史文物》75 期，1999 年

10 月。 
16

 這些經板現藏於德化堂，其內容見楊永智前揭文。 
17

 另見楊永智前揭文，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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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  

 

 

 

文中的黃普天、陳普臨，從普字看很明顯是龍華教徒，而李英才、吳月

德、歐陽立則是德善堂的核心成員。至於謝志誠就是台南龍華教漢陽派

首領謝普爵，這時他正在籌建新的齋堂，故捐錢不多。據盧普省手抄： 

19 

6
20

17

̢ 6

̢  

                                                 
18

 另見楊永智前揭文，頁 12。 
19

 同註 3。 
20

 沈普恩咸豊六年抄本，前題“恭紀德化堂勝跡”，第二頁題“倡建德化祖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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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同註 20。 
22

 清抄本《普門墓誌》。 
2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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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從德化堂堂規中注重“供期”提及堂中誦“科教”及供飯中的象徵意

義和“法船棹”都顯示德化堂濃厚的的龍華教性格，這一點亦可從當時

德化堂所藏文物、經卷看出：  

 

 

 

 

 

 

 

 

 

 

 

                                                 
24

 同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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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三公椅係象徵龍華教羅、殷、姚三位袓師，而五部白文，係指沒有註解

的龍華教經典《五部六冊》，《孝義經》則是《明宗孝義寶卷》，而「上

中下科教」則指龍華教儀式用書《彩門科教》。《香山度眾》則係講述龍

華教二祖殷繼南事跡之經卷而《金剛註解》、《妙法蓮華經》等則是佛經。

依此來看，清代的德化堂的宗教屬性說是內齋（龍華教）外佛應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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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同註 20。 
26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前附圖片頁 2 及正文，頁 87。 
27

 清光緒己丑(1889)年普揖抄《功德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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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訪問各兵營，傳達本山的意志，授與名號，寄贈書籍等。  

（二）訪問醫院，對患者給與安慰等事。  

（三）于適宜之所開教筵，對士兵與軍夫演說關於安心立命、及衛生

風紀等事。  

（四）處理死者的遺骸，或火葬、或埋葬等葬儀之事。  

（五）舉行追弔法會之事。  

（六）將死者的遺骸及遺物，送至本人鄉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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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參見松金公正＜關於日據初期日本佛教從軍佈教使的活動──以淨土宗佈教使橋本定幢

《再渡日誌》為例＞頁 384-386，《圓光佛學學報》第 3 期，1999 年。 
29

 釋慧嚴＜西來庵事件前後台灣佛教的動向──以曹洞宗為中心＞頁 285-292，《中華佛學

學報》10 期，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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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溫國良編譯《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明治 28 年 10 月至明治 35 年 4 月）頁

25，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 
31

 同前註，頁 2-3。 
32

 釋慧嚴前揭文，頁 294、297、298。 
33

 《宗報》8 號，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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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由此可知，最晚在明治 29 年 9 月 28 日前，德化堂已簽約，加入日本曹

洞宗。不久，安平化善堂齋友洪普朗、甘普降、王慶等亦代表“大日本

本曹洞宗台南縣信徒“獻經于曹洞宗布教使芳川雄悟及台南縣知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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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台灣新報》明治 29 年 10 月 10 日。 
35

 《台灣新報》明治 29 年 10 月 28 日。 
36

 《宗報》7 號，頁 10。 
37

 釋慧嚴前揭文，頁 293。 
38

 《宗報》20 號，頁 14。 
39

 釋慧嚴前揭文，頁 298。 



從龍華教到佛教───光復前台南德化堂的歷史／王見川 

 253 

7

1 ̢ 40
 

̡

31 1898 1

̡ 41̢ ̪ ̫
42

̢  

43 

明治 30 年（ 1897）前後，台灣寺廟齋堂中簽署加入曹洞宗的，約一百

餘九十間。主要是因日本佔領台灣之際，軍隊、政府人員佔用寺廟的情

形，引起台灣僧侶或住持對己身寺院之命運，不能掌握，所以才求日本

佛教曹洞宗之保護。 44
 

 

45 

由此可略窺，日本曹洞宗布教使是以禪宗法脈相同及政權轉移，來誘騙

台灣的寺廟，成為其下屬末寺。不過，此一具強制性的簽約行為，在明

治 31 年 5 月遭到總督的否決，不具效力。 46
 

                                                 
40

 《宗報》15 號，頁 17-18。 
41

 前者見《宗報》27 號，頁 10，後者見《宗報》46 號，頁 13。 
42

 民德寫真館編《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台灣佛教名蹟寶鑑》（民德寫真館，1941 年）「德化

堂」部份。 
43

 同註 3。 
44

 參看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95)》(台北南天書局，1996 年)，頁 140。 
45

 溫國良編譯前引書，頁 2。 
46

 同前註，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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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台南廳編《南部台灣誌》（1902 年著）頁 35-43，此處用的是成文出版社複印本。 
48

 同前註，頁 25。 
49

 江燦騰《殖民統治與宗教同化的困境：日據時期台灣新佛教運動的頓挫與轉型》頁 83-85，

台大史研所博士論文，2000 年。 
50

 王見川＜台灣近代佛教史四論＞頁 166-167，《台灣文獻》51 卷 3 期，2000 年。 
51

 同前註，頁 165-166。 
52

 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95)》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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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靈泉寺沿寺》（抄本）。 
54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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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其中的渡邊講師是曹洞宗布教使渡邊靈淳，支那僧釋會泉則是閩南名

僧，後創辦閩南佛學院的會泉法師。當時，他擔任佛教科講師，講述《

心經》、《金剛經》等經論，深受好評 56。據心源法師的回憶，其時的學

員有鹿港許林、台南陳耀文、洪池等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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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12 ̢
58

 

                     

                   

                                                 
55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年 9 月 5 日。 
56

 李添春＜我與會泉大師的一段因緣＞頁 145，收於《會泉大師二十週年紀念刊》，南洋佛

學書局，1966 年。 
57

 賢頓＜回憶心影＞頁 85，收於《會泉大師二十週年紀念刊》中。 
58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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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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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頁 37-40。 
61

 李添春前引書，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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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ɼ ɽ ɼ ɽ

̢

̢ ̪ ̫

̪ ̫ ̢  

                                                 
62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頁 42。 
63

 王見川、李世偉《台灣的宗教與文化》（台北博揚文化，1999 年）頁 315-321。 
64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 4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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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一、沈國珍、方氏秀等齋教三派人員合設的寺院是在嘉義街；

二、這是一新設“內地本島折衷”式的寺院，隸屬於臨濟宗；三、當時，

出面與官廳交涉的是東海宜誠，而大仙岩管理人廖炭是居中聯繫的關鍵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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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頁 252。 
66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 9 年 2 月 6 日。 
67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頁 43-44。 
68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 9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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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頁 145-146。 
70

 同前註，頁 146。 
71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 6 月 29 日。 
72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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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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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 7 月 1 日。 
75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 7 月 1 日。 
76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頁 149。 
77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頁 44。 
7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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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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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頁 138-139。 
81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 5 月 25 日。 
82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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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同前註，頁 47-48。 
84

 同前註，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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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 10 年 3 月 14 日。 
86

 《南瀛佛教會會報》2 卷 1 期，頁 23。 
87

 江燦騰前文博士論文，頁 104-105 已有提及，我在《台灣日日新報》中，亦發現多處“日

本各宗派合同「台灣佛教會」”的報導。 
88

 釋道成《覺力禪師及其派下之研究(1881-1963)》頁 37，圓光佛研所畢業論文，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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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南瀛佛教》11 卷 3 號，頁 41-42。 
90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頁 49。 
91

 《南瀛佛教會會報》1 卷 2 期，頁 32。 
92

 《南瀛佛教會會報》1 卷 2 期，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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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份文件，現藏於德化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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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德化堂確未成為臨濟宗妙心寺派的聯絡寺廟！不過，德化堂

確與臨濟宗妙心寺派開教使東海宜誠及其聯絡寺廟，維持密切的往來（

或不錯的關係）！所以，德化堂才會主辦該派講習會，而洪池則頻頻參

加臨濟宗妙心寺派在南部舉辦的活動。  

11 1936 2 15

̪ ̫  

1935
94
 

ɼ ɽ ̢

̢
95̢ 11 10 3

96̢ ̢

̢

̡

̨ ̩  

? ?

?

                                                 
94

 《南瀛佛教》14 卷 4 號，頁 25。 
95

 參見江燦騰前引博士論文，頁 558。 
96

 王見川、釋道成《台灣北部佛教道場中壢圓光寺誌》頁 20，圓光禪寺，1999 年試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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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南瀛佛教》11 卷 7 號，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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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 ̩
99 ̢

̢ 100

̢  

7 10 ̨ ̩

̢ ̪ ̫

 

一、理智的信仰：佛以啟悟為一大事業，究其理之真而生智慧，

則正信立。  

二、非迷信的信仰：不知而信之曰迷信。教義云，不知佛而自謂

信佛，其罪尚過於謗佛。佛教以轉迷為第一要務。本派五部

經中，破迷轉覺，信真除假不化金銀紙。  

三、入世的非厭世的：佛者莊嚴地獄之工人也，將此人人叫苦之

世，改造為極樂勝景。不移寸步直至西方，常安常樂，非厭

此世界而另求空想之天國與樂園。  

四、活人之佛教：人人得之，人人立地成佛。家家用之，家家幸

                                                 
98

 《南瀛佛教》12 卷 9 號，頁 26。 
99

 《南瀛佛教》13 卷 2 號，頁 28-29。 
100

 《南瀛佛教》13 卷 3 號，頁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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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圓滿。社會行之則共榮共存，非為死人超度而誦之佛教。 

五、自我的信仰：佛示人于無我中而會真我。我即是佛，則此自

我之佛力，不假他力。能自立自強，人人得之，則世無弱者

矣。  

六、自由：解粘棄縛，無執無著，獨行自在。  

七、平等：人人皆有佛性，不以賢而增，不以愚而減。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諸佛菩薩一體同觀。本來無男女，男女則一如，

佛法平等，無有高下，無階級之差別，一體同仁。  

八、安樂：認識本然，常安不變。一切諸苦，悉皆是幻，化幻歸

真，常住永樂。  

九、大乘：真諦精神修養，俗諦社會事業。真俗二諦圓融，即兼

善而非獨善。  

十、無限：法界無邊，無始無終，無生無死，故生命永活。  

十一、世界的：山河大地我全身。山河大地皆露法王身，處處皆

是佛地。人人本具佛性，佛（按當時採訪者誤地藏菩薩為佛）

云：一人未成佛，我不願成佛。佛以世界全體成佛為前提。 

十二、精極的而非消極：精進悲智勇，勇敢直前為全人類求幸福，

完成這地球實現極樂世界，非深山獨善。 101
 

從中可知，「德化堂」齋友的佛教化傾向。這裡，要指出的是，「德化堂」

的佛教化是認同理智，入世活人，積極的佛教，而非經懺佛教和山林佛

教。其理念頗近似太虛大師的「人間（生）佛教」。但若結合前述來看，

德化堂洪池不論葷素、不著僧俗的觀念，又明顯與太虛不同，反而與林

秋梧的佛教理念 102相近。昭和九年中，林秋梧去世，在其告別式，洪池

即發表弔辭云：  

                                                 
101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頁 51-53。 
102

 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85-1995)》，頁 18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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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

                                                 
103

 《南瀛佛教》12 卷 12 期，頁 38，昭和 9 年。 
104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頁 53。 
105

 參見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頁 124，《新史學》

5 卷 2 期，1994 年。 
106

 同前註頁 124-125。 
107

 參見江燦騰、王見川《雲林縣發展史──宗教與社會篇》頁 9，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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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3 年 5 月 8 日。 
109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3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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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昭和 14 年 5 月 15 日：德化堂出借開山町派出所，作為賣金

場所。  

二、昭和 14 年 6 月 27 日：市役所社會市視學西田豊明來所視察。 

三、“支那事變”二周年，講習會由吳講師率二學生至憲兵隊損

全所捐獻之國際獻金拾伍圓參拾伍分。（ 1939.7.6）  

四、台南救世軍小隊長，台北工業學校教諭大尉立門武夫來訪。

（ 1939.7.27）。  

五、救世界台灣大 隊長大澤氏、小隊 長失野氏來所參觀 。（

1939.8.1）  

六、開山町派出所管內保甲會議在德化堂舉行。（ 1939.8.12）  

七、救世軍大尉台北本部駐在廖述寅及矢野氏來所參觀授課。（

1939.8.15）  

八、高等特務大久保勝二氏為調查寺院來所。（ 1939.8.22）  

                                                 
110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3 年 8 月 13 日。 
111

 此《日誌》抄本，現存德化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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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高等特務大久、保勝二氏為調查寺院來所參觀。（ 1939.9.30） 

十、岡山郡社會視學井上兆太郎來所參觀。（ 1939.11.9）  

十一、被服厚生研究會坪田等受聘來所教授毛織物類洗濯方式。

（ 1939.11.24）  

十二、後滕良賢師視察島內佛教來所參觀。（ 1939.12.11）  

十三、共勵、德化、高砂國語講習所在奎樓書院，舉行聯合學藝

會。（ 1940.2.10）  

十四、開山町派出所借德化堂，作為管內種痘場所。（ 1940.3.6） 

十五、台南市全市米節約實行宣傳，開山町派出所借德化堂教室

作為場地。（ 1940.4.1）  

十六、關廟講習所莊講鶳來所參觀。（ 1940.7.19）  

十七、昭和 15 年國勢調查四五六監視區詰所借德化堂場地。（

1940.9.21）  

十八、本日舊歷四月八日釋尊降誕日課外特別講話。（ 1939.5.26） 

十九、洪池理事在課外講話〈心即是佛〉。（ 1939.8.3）  

二十、舊歲盆祭（盂蘭盆節）多人缺課。（ 1939.8.29）  

廿一、德化堂本日舉行盆祭（孟蘭盆節）。（ 1939.9.12）  

廿二、德化堂舉行祭典。（ 1940.1.16）  

廿三、德化堂舉行 開堂百四年紀念， 陳日三在席上講話 。（

1940.2.15）  

廿四、德化堂舉辦該堂始祖誕長慶典。（ 1940.3.6）  

廿五、開元寺曾復妙師到堂內，幫同學上課外演講〈才經講義〉。

（ 1940.3.8）  

廿六、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 1940.4.10）  

廿七、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 1940.4.12）  

廿八、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 194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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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九、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 1940.4.19）  

三十、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 1940.4.22）  

卅一、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 1940.4.26）  

卅二、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心經。（ 1940.5.3）  

卅三、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 1940.5.6）  

卅四、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 1940.5.10）  

卅五、德化堂舉行釋尊降誕祝賀式，洪池及開元寺曾復妙演講釋

尊盛德，來賓數十名參與。（ 1940.5.14）  

卅六、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 1940.5.17）  

卅七、台南市寺院每月月例會在德化堂舉行，寺院會員數十名來

所參加，警察署社寺係大久保氏蒞臨觀禮。（ 1940.5.24）  

卅八、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 1940.5.27）  

卅九、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迴向文。（ 1940.5.31）  

四○、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 1940.6.3）  

四一、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 1940.6.7）  

四二、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 1940.6.17）  

四三、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 1940.6.27）  

四四、講習所學生在德化堂橫庭作奉仕作業，會長盧世澤、理事

陳日三、開元寺曾復妙來所教祖教迴向。（ 1940.7.1）  

四五、本日觀音延生日，學生多數參集。（ 1940.7.23）  

四六、講習所學生在德化堂橫庭奉仕作業。（ 1940.8.1）  

四七、因應新體制，學生在興亞奉公日要至神社參拜及在德化堂

橫庭奉仕作業。（ 1940.2.1）  

四八、因應新體制，順若皇民化運動潮流，德化堂招聘開元寺曾

復妙、張微隆師來堂教導流事及誦經順序。 1940.11.4）  

四九、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 194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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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 1940.11.11）  

五一、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 1940.11.15）  

五二、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 1940.11.18）  

五三、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 1940.11.22）  

五四、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 1940.11.25）  

五五、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 1940.12.2）  

五六、雲林虎尾街齋堂二名齋友來德化堂訪問。（ 1940.12.4）  

五七、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 1940.12.16）  

五八、張玄達先生蒞臨本所做佛教講話。（ 1941.1.8）  

五九、開元寺張微隆來所講演佛學。（ 1941.1.13）  

六○、張玄達先生來所做佛教演講。（ 1941.1.16）  

六一、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 1941.1.17）  

六二、張玄達先生來訪。（ 1941.1.23）  

六三、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 1941.1.27）  

六四、德化堂信徒和講習會人員，參加早上十一時半舉行之內地

式釋尊聖誕法會。（ 1943.5.3）  

六五、開元寺曾復妙來所做特別演講。（ 1943.9.10）  

̡

̢ ̡ ̡ ̢ ̡

̡ ɼ ɽ

̢ ̡

̢ ̡ 15 11

̢ ̡ ɼ

ɽ ̢ ̡

̢  



從龍華教到佛教───光復前台南德化堂的歷史／王見川 

 283 

 

一、請常說國（日）語。  

二、請穿著改良服。  

三、打破舊慣陋習，進行改革運動。  

四、請採日本內地佛教儀式，並用日語誦經。  

五、請體察大乘佛教的精神，走上街頭，服務社會。  

六、盡忠報國，深切體認時勢，為天皇子民的任務而奮鬥！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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ɼ ɼ 19 1944 7 5

̡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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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引自江燦騰前引博士論文，頁 563。 
113

 王見川＜台灣近代佛教史四論＞頁 172-173。 
114

 王見川、釋道成前引書前所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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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慈＜台南佛教大觀＞頁 24，《覺生月刊》55 期，1955 年。 
116

 同註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