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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治時期的古典佛詩，由於台灣已經淪為異國殖民地，

再加上由日本間接輸入的西方民主開放的思潮，以及

「祖國」（清國）維新運動、辛亥革命等等的隔岸呼喚

下，台灣佛詩又恢復了詠史的特色，同時也含有「逃

禪」的意味。但這一階段的「逃禪」性格，與第一階

段的明清時期不同。這一階段的「逃禪」詩，作者本

身少有「逃禪」者；而是對明鄭時期「逃禪」者，例

如對沈光文、李茂春等人的悲憐。 

關鍵詞：逃禪；佛寺詩詞 

 

  

 

                                                       
＊ 本文是《台灣佛教古詩選輯：從明鄭到日治時期》一書的部分內容，即將

由正觀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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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說明： 

本文接續《正觀》103 期，由《台灣佛教古詩選輯：從明鄭到日治

時期》（即將出版）一書中選取部分文段而出，從第 341 首開始，

注釋連貫從 1796 開始。本文所缺全文交互參照的部分，將補充

在文後，以利讀者參照。 

 

341.李鏡塘〈敬呈無上菩薩〉1796： 

無量神通力，上根種福田1797。 
菩提1798心已得，薩埵1799證前緣。 

＊作者： 

李鏡塘，著有《科儀彙編•五方科儀》。 

＊譯文： 

                                                       
1796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3 號。詩題中的無上菩薩，

參見註釋 1603。這首詩共有四句，每句的頭一個字，分別是無、

上、菩、薩，正好吻合詩題所說的：敬呈「無上菩薩」。 
1797 福田，可生福德之人、事、物。善行就像在田裡種植米糧一

樣，可以讓農民收穫食物（福德）。 
1798 菩提，譯為覺悟。 
1799 薩埵，菩提薩埵的略稱，即菩薩。對詩題中無上菩薩的尊稱。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341 首〜第 360 首    103 
 
 

你有無量的神通力量，你是上等根器所種下的福田。 
你已證得覺悟的菩提心，你是已證入過去因緣的菩薩。 

342.釋無上〈敬和瑤韻〉1800： 

佛法僧三寶1801，世間妙福田1802。 
善根願共種，同結西方1803緣。 

＊作者： 

釋無上，參見註釋 1603。 

＊譯文： 

佛、法、僧這三種寶，是世間美妙的福田。 
但願（你和我）能一起種下善根，共同結下往生西方極

樂世界的因緣。 

343.慧雲〈甲戍冬，與隆耀同學重遊南瀛，偕心耀

                                                       
1800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3 號。這是對前面那首詩的

和詩。 
1801 三寶，即佛寶、法寶、僧寶。佛陀、祂所宣說的佛法，以及因

佛陀所說之法而出家的僧人，這三者是佛門三種寶，可以出生

好的佛教徒，所以稱為三寶。 
1802 福田，參見註釋 1797。 
1803 西方，西方極樂世界的略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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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友，登岡山，宿龍湖庵，得詩六絕〉1804： 

六年前記此登臨，今日重來思更深。 
女眾伽藍1805信稀有，清規1806一一似叢林1807。（其一） 
 
天際精藍1808竹樹圍，長林時見白雲飛。 
小蹊1809行盡聞樵語，知有人家在翠微。（其二） 
 
岡山勝處此層樓，好景憑窗一望收。 
入夜村燈千萬點，迎人新月在峰頭。（其三） 
 
積翠長巒萬木蕃1810，蒼茫落日照孤村。 
不知秋老空山後，猶有群芳滿寺園。（其四） 
 
偶逢勝侶得流連，一宿龍湖信有緣。 

                                                       
1804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3 號。詩題中的甲戌，1934

年，作者遊台那年。隆耀同學，未詳。南瀛，指台灣。心耀道

友，未詳。岡山，位於高雄市，龍湖庵的所在地。龍湖庵，參

見註釋 687。六絕，六首絕句詩。 
1805 伽藍，僧伽藍摩之略。僧伽，指僧團。（阿）蘭摩，林園的意

思。伽藍，指僧眾共住的園林，即佛教寺院。 
1806 清規，佛門中僧人必須遵守的戒律。 
1807 叢林，指佛寺，特別是禪宗的寺院。 
1808 精藍：精，精舍；藍，阿蘭若（寂靜處）。精藍，佛寺。 
1809 蹊，小路。 
1810 蕃，屏障，籬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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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霧迷濛天似海，此身髣彿在樓船。（其五） 
 
山居風味絕塵喧，猶有輕車到寺門。 
鋤菜灌園無別事，人間此處是桃源1811。（其六） 

＊作者： 

慧雲，見註釋 1307。 

＊譯文： 

記得六年前曾經登上這裡，今天重來，更加令人深思。 
這是一座女眾的佛寺，實在很稀有。她們所遵守的清

規，和一般的佛寺一樣。 
（第 1 首） 
 
在天邊的佛寺，有竹子和樹林圍繞著。廣大的樹林，時

時可以看見白雲在天上飛翔。 
走完小路，可以聽到樵夫的談話。因此知道在青山裡，

住著人家。 
（第 2 首） 
 
這一層樓是（高雄）岡山的殊勝地方。美好的景色，依

憑在窗邊就可一望無遺。 
入夜後，村莊裡的燈火有千萬點。一彎明月，在山峰頭

迎接人們。 
                                                       
1811 桃源，桃花源，指可以隱居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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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首） 
 
翠綠廣長的山巒，像萬木所築成的屏障。蒼茫的落日，

照射孤獨的村莊。 
沒想到在這深秋，當山裡的樹木都落葉之後，還有許許

多多的花朵，充滿了寺園。 
（第 4 首） 
 
偶然之間碰到了好伴侶，可以流連忘返。在龍湖庵睡了

一夜，才相信（和這些伴侶）很有緣份。 
清晨的雲霧迷迷濛濛的，讓天空看起來像是大海一樣。

而我好像就在（海上的）樓船似的。 
（第 5 首） 
 
居住在山上的情形，就是沒有一點凡塵的喧閙。但仍然

有小車子，來到寺門口。 
除了種植青菜、灌溉寺園之外，沒有別的事情。在人

間，這裡就是桃花園。 
（第 6 首） 

344.慧雲〈過開元懷亡友秋梧和尚〉1812： 

                                                       
1812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3 號。詩題中的開元，即台

南市開元寺，參見註釋 33。秋梧和尚，參見 202 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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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物不殊君逝後，山門1813依舊我重來。 
藤花滿眼人何在，猛憶前塵倍可哀。 

＊作者： 

慧雲，見註釋 1307。 

＊譯文： 

你逝世後，這裡的景物沒什麼不同。寺院的大門依舊，

而我再度來到這裡。 
滿眼都是爬藤上綻開的花朵，而你到哪裡去了？突然想

起以前的事情，更加感到哀傷。 

345.樵叟〈題師善堂並呈濟霖大師〉1814： 

客舍東廂1815坐，常聞鼓樂鳴。 
梵音1816喨徹處，居士六和1817聲。 

                                                       
1813 山門，寺院的大門。 
1814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師善堂，參

見註釋 1407。濟霖大師，即詹濟霖，參見註釋 2338。 
1815 東廂，佛寺東側的廂房。 
1816 梵音，誦經、念咒的聲音。 
1817 居士六和：居士，居家之士的略稱，指佛門在家信徒。六和，

六和敬的略稱，即意見、修行等相同，彼此相互尊重。參見註

釋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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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溪山秀，滿庭花月清。 
禪門師範在，佛日應增明。 

＊作者： 

樵叟，原刊作者前冠有「秋山」二字，應該是他的另一

個外號。 

＊譯文： 

在東廂的客人房間裡坐著，常常可以聽到鼓樂的聲音。 
誦念經咒的聲音很響亮。居士們都顯現出心意相同的樣

子。 
（佛寺）四面的溪河和青山，非常秀麗。寺庭裡滿是花

卉，天空中還有清明的月亮。 
禪門的榜樣就在這裡，佛陀的太陽應該會更加明亮。 

346.慧彰〈敬步秋山君佳作〉1818： 

客至1819火生笑，時來彩鳳鳴。 
迦陵1820音啟奏，空谷自傳聲。 

                                                       
1818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秋山君，即

347 首的作者樵叟。這是一首 347 首詩的和詩。 
1819 客至，客人來了。客人，指前首詩的作者──樵叟（秋山）。 
1820 迦陵，迦陵頻伽的略稱。鳥名，意譯好聲鳥。佛教傳說中的妙禽。

《正法念處經•觀天品》：「（天子）復詣普林。其普林中，有七種

鳥……迦陵頻伽，其聲美妙，如婆求鳥音，眾所聞樂，翱翔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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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深山色翠，雲淡月風清。 
禪客知樂此，衣珠1821萬古明。 

＊作者： 

慧彰，未詳。 

＊譯文： 

訪客來了，燈火笑了起來。這時，連彩鳳也啼叫了。 
迦陵頻伽的叫聲響了起來，從空谷傳了過來。 
春色正濃，青山的顏色翠綠。天上的雲很淡，風清月

明。 
禪客知道應該要喜歡這裡，藏在衣袖裡的寶珠（真如本

心）從古至今都是明亮的。 

                                                       
游戲自如。」另，在台灣，善於模作人說話的八哥鳥，也被叫做

迦陵。 
1821 衣珠，藏在衣服裡的寶珠，比喻藏在我人身心中的佛性或真如本

心。《全唐文（卷 327）•六祖能禪師碑銘》：「世界一花，祖宗六

葉。大開寳藏，明示衣珠。」又，《法華經•五百弟子授記品》：

有一富有長者家的小孩，家人從小就在他的衣服裡藏了一顆寶珠。

有一天，這小孩走失了，隔了好多年，小孩被找了回來，告知他

就是長者失散多年的兒子，他衣內藏著的寶珠可以證明。這則比

喻告訴我們：眾生原本就有一顆真如本心，只因被貪、嗔、癡等

煩惱所覆蓋，失去了它的本來面目。只要透過修行，就能找回這

顆寶珠──真如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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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樵叟〈贈慧彰居士〉1822： 

欣君充法喜1823，智德維摩1824比。 
願贈金蓮臺1825，西方1826備可指。 

＊作者： 

樵叟，見 345 則•作者。 

＊譯文： 

很高興你法喜充滿。你的智慧和德性，可以稱維摩詰居

士相比。 
希望能贈送你金蓮臺，你一定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348.慧彰〈答秋山君〉1827： 

                                                       
1822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慧彰居士，

未詳。 
1823 法喜，因為修習佛法，而心中充滿歡喜。 
1824 維摩，維摩詰之略。維摩詰，意譯淨名、無垢稱，住在印度恆河

北面的毗舍離城，是釋迦牟尼佛時代的佛教修行者。他並未出家，

而以在家居士的形象積極行善、修道，是佛教在家眾的典範。他

也是《維摩詰經》的主角人物。 
1825 金蓮臺，金製的蓮花臺。依照佛教淨土宗的說法，往生西方極樂

世界的人，都是坐在蓮臺上。 
1826 西方，西方極樂世界的略稱。 
1827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秋山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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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通三乘法1828，便與能仁1829比。 
任作天人師1830，導迷標月指1831。 

＊作者： 

慧彰，未詳。 

＊譯文： 

廣泛地通達聲聞、緣覺和菩薩這三乘的法門，便能和釋

迦牟尼相比擬。 
任你成佛作祖。導引迷失修道途徑的人，能夠不再執著

手指而望向月亮。 

                                                       
前一首詩的作者樵叟。 

1828 三乘法：乘，車乘。三乘，三乘車乘，依此可以達到解脫的境

界。有三種，即三乘。法，法門。三乘法，三種修習解脫的法

門。三乘：聲聞（聽聞佛陀的說法，而修行解脫的人）、緣覺

（因自修十二因緣而解脫的人）、菩薩。前兩種稱為小乘，因

為他們無法普度眾生。第三菩薩乘稱為大乘，具有普度眾生的

大願，所以為大乘。 
1829 能仁，寂默能仁的略稱。即釋迦牟尼的意譯。 
1830 天人師，天神和人間人們的導師，指佛陀。 
1831 月指，指月的倒裝詞。用手指指月，目的是要人看月亮（比喻佛

法真理），但小孩（比喻愚癡者）不懂，卻執著在手指上，無法

看到月亮。《楞嚴經》卷 2：「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

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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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濟霖〈題寶山種福堂〉1832： 

寶樹成行念佛真，山花獻瑞有良因。 
種培善果心堅固，福慧圓成導世人。 

＊作者： 

濟霖，即曾濟霖，濟霖上人，號德桂，苗栗大湖法雲寺

僧。曾任新竹師善堂監院。 

＊譯文： 

寶貴的樹木長成一行，（在樹下）真誠地念佛。山花獻

出祥瑞，實在有好的原因。 
種植、栽培善果的心很堅固。已經圓滿成就的福氣和智

慧，可以導引世人。 

350.樵叟〈宿種福堂遇雨〉1833： 

                                                       
1832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寶山種福

堂，參見 254 則•作者。這是一首題在種福堂牆壁上的詩作。

四句詩的第一個字，正好是：寶、山、種、福四字。 
1833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寶山種福

堂，參見 254 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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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入沙湖1834覓寶真，重來種福1835偶然因。 
淋漓驟雨塵心洗，托錫1836梵宮1837行腳人1838。 

＊作者： 

樵叟，見 345 則•作者。 

＊譯文： 

黃昏來到沙湖，想要尋找真實的寶物。偶然的原因，再

次來到種福堂（再次來到這裡種下福氣）。 
淋漓透澈的大雨，把心中的塵土都洗乾淨了。拿著柺杖

來到佛寺，只是一個到處參訪的僧人。 

351.樵叟〈由種福堂望五指山〉1839： 

                                                       
1834 沙湖，地名，即沙湖壢，位於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這個地

方原本是丘陵築成的梯田，然而卻忽略了水土保持，以致大雨過

後，山谷小溪到處亂竄，浮沙遊動，於是這裡才被取名「沙湖壢」。

現已築成寶山水庫。種福堂就在附近。 
1835 種福，即種福堂。又，種下福氣。 
1836 托錫：錫，錫杖，出家僧人的枴杖。托錫，拿著枴杖。 
1837 梵宮，指佛寺。 
1838 行腳人，到處寺院拜訪的僧人。 
1839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種福堂，參

見 254 則•作者。五指山，位於新竹縣北埔、竹東、五峰三鄉

鎮的交界，山峰連綿起伏，宛如五指，因而得名，主峰為中指

峰，海拔 1061 公尺。種福堂就在附近。五指山從清代以來，就

被列為台灣十二勝景之一。參見下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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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前五指1840翠容真，露影雲頭紀遠因。 
十二勝1841中推首位，於余已是過來人。 

＊作者： 

樵叟，見 345 則•作者。 

＊譯文： 

種福堂的前面，有真實的青翠的五根手指。它們露出在

雲頭上，像是記錄著（我之所以來到這裡的）遙遠因

緣。 
在台灣十二個勝景當中，（五指山）最是第一勝景。對

我來說，我已經欣賞過了。 

352 樵叟〈於一善堂贈保真師並諸同心〉1842： 

                                                       
1840 五指，指五指山。參見前註。 
1841 十二勝，十二處殊勝的景色。清朝全台灣的十二勝是：清流見底

的碧潭、溫泉洶湧的北投、風光明媚的大溪、群峰錯落的角板山、

高聳入雲的五指山、佛教聖地獅頭山、扼控南北的八卦山、波光

閃閃的虎頭埤、古樸清幽的旗山、奇巖怪石的大裏筒、翠綠可愛

的太平山、素有櫻都之稱的霧社。 
1842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一善堂，位

於新竹香山。又稱香山寺、一善寺，興建於光緒 10 年（1884）。
《新竹縣采訪冊》稱本寺：「正殿三間，左右廊各一間，前殿三間，

左右廂房。寺前有半月池，正殿祀三寶佛、觀音佛祖、地藏王菩

薩。前殿祀三官大帝，屏後祀韋陀。光緒 10 年，紳士林華希捐地，

鄭如蘭、林汝梅、周其華等捐建。」明治 28 年（1895）的廟祝為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341 首〜第 360 首    115 
 
 

旅次1843相逢意更歡，同來一善契金蘭1844。 
法門剩有禪和1845侶，熱血能煎滄海乾。 

＊作者： 

樵叟，見 345 則•作者。 

＊譯文： 

在旅行的時候，和各位相逢，真是歡喜。大家都一同來

到一善堂，真是心性互相契合的好朋友。 
法門中只有禪僧做為伴侶。我們的熱情，可以把滄海都

蒸發乾了。 

353.聖潮〈聞法偶感〉1846： 

                                                       
竹塹城（今新竹市）望族鄭如蘭夫人陳潤（法號普慈，也是淨業

院的創建人 )。又，保真（法）師，未詳。同心，志同道合的朋

友。 
1843 旅次，旅行的時候（地方）。次，時候或地方。 
1844 契金蘭，朋友交情深厚。 
1845 禪和，禪和子的略稱，即禪僧。 
1846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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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公說法1847毘盧開1848，化雨1849繽紛獅子臺1850。 
解縛拈纏1851漆桶1852破，改頭換面向家回1853。 

＊作者： 

聖潮，未詳。 

＊譯文： 

道生說法，最高禪道被打開了。繽紛的甘霖，落在獅子

臺上。 
把縛纏我們的煩惱都解開了，像漆桶一樣黑的心性被打

破了。改頭換面地回到老家了。 

                                                       
1847 生公說法，晉朝的道生法師，在蘇州的虎丘山對著石頭說法。石

頭聽了很是贊同，因此紛紛點頭。（成語「（生公說法，）頑石

點頭」的來源。）參見註釋 453。 
1848 毘盧開：毘盧，苗栗毘盧寺。（參見註釋 1570。）從這句詩看

來，這首詩是作者遊毘盧寺時所作。又，毘盧，毘盧遮那佛的

略稱。毘盧遮那佛乃是真理的化身（法身佛），代表最高的佛

理、禪道。毘盧開，最高禪道打開了，出現了。 
1849 化雨，佛菩薩以神通而降下的甘霖。比喻佛菩薩所宣說的道

理。 
1850 獅子臺，塑有獅子的高臺。 
1851 解縛拈纏，把纏縛我人的煩惱解開、去除。禪宗用語。 
1852 漆桶，裝有黑漆的桶子，比喻充滿煩惱的身心。禪宗用語。 
1853 向家回，禪宗以為人人本來是佛，只因真如本心被煩惱所覆，

失去本來面目。只要斷除煩惱，真如本心即能恢復本來面目，

頓悟成佛，就像遊子回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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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曾豐妙〈歡喜佛〉1854： 

大覺三千1855證樂觀，傳來了性1856自虛歡。 
茫茫苦海憑誰渡，今古幽懷1857盡笑寬。 

＊作者： 

曾豐妙，未詳。 

＊譯文： 

完全覺悟世界萬物者，已經證得了快樂。已經體悟自己

的真如本性，因此傳來他自己廣大的歡樂。 
眾生墮在茫茫苦海當中，憑誰可以渡脫呢？從古至今，

祂那幽靜的胸懷，全都笑開了。 

355.仙史〈遊青草湖感化堂〉1858： 

                                                       
1854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詩題歡喜佛，指彌勒

菩薩像。 
1855 大覺三千：大覺，偉大地覺悟。三千，三千大千世界的略稱，

即整個世界。大覺三千，整個世界中的萬事萬物，已完全覺

悟。 
1856 了性，明瞭自己的真如本性。 
1857 幽懷，幽靜的胸懷。 
1858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青草湖感化

堂，參見註釋 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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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偷半日此登臨，頂禮1859堂前感慨深。 
笑我未能空色相1860，今生無分入禪林。 

＊作者： 

仙史，原刊在作者姓名前，冠有「竹城」二字，應該是

作者的出生地名，即現今的新竹。 

＊譯文： 

趁著半天的空閒，登上了這裡。向（種福）堂前（的佛

菩薩）頂禮，有很深的感慨。 
我笑自己無法空掉世俗的一切事物。今生在禪門中，沒

有我的份了！ 

356.釋無上〈遊青草湖感化堂和韻〉1861： 

忙中偷得片時臨，佛道分明著意1862深。 
只要心緣1863能解脫，君今身已在禪林。 

                                                       
1859 頂禮，跪下，頭面觸地的最敬禮。 
1860 空色相，體悟色相是空。色相，一切（物質的）物體。在這裡

則指世俗的一切事物。 
1861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這首詩是前面那首詩

的和詩，所以稱為「和韻」。 
1862 著意，其中的意義。 
1863 心緣，心中所攀緣，即心中所想。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341 首〜第 360 首    119 
 
 

＊作者： 

釋無上，參見註釋 1603。 

＊譯文： 

在忙碌當中，偷得片刻的時間，來到這裡。佛法中的道

理很清楚，只要用心就能深入其中。 
只要解脫心中的思慮，你現在就已經在禪門中了。 

357.黃林寬誠〈望夜宿靈隱寺〉1864： 

林間月色正朦朧，故舊新交會寺中。 
他日名湖1865詢八景1866，心隨靈壽1867上高空。 

                                                       
1864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望夜，指農

曆的十五日晚上。靈隱寺，位於新竹青草湖畔。參見註釋

1472。 
1865 名湖，指新竹青草湖，位於新竹市東區。 
1866 詢八景：尋求成為八景之一。意即雖然青草湖並未列入新竹八景

之一，但實際上卻可以列入。新竹八景來自清•光緒 14 年陳朝龍

編纂的《新竹採訪冊》，它們是：隙溪吐墨（客雅溪口）、指峰淩

霄（竹東五指山）、香山觀海（香山海岸）、合水信潮（客雅溪

上游，目前已消失）、鳳崎晚霞（新豐鳳崎夕陽）、北郭煙雨（開

台進士鄭用錫所建的北郭園，目前已不存在）、靈泉試茗（冷水

坑溪，現淪為竹科排水溝）、潛園探梅（曾經是四大名園之一，

因市街改正而拆除）。 
1867 靈壽，像竹子一樣的植物，可砍下當做手杖。《山海經•海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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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林寬誠，未詳。 

＊譯文： 

樹林中的月色，朦朦朧朧的。老朋友和新朋友，都聚會

在佛寺中。 
改天有名的（青草湖），將會成為新竹八景之一。心中

隨著靈壽（枴杖），登上了高空。 

358.鄭保真〈和韻〉1868： 

法門今覺太朦朧，長任眾生在夢中。 
欲使迷途人盡醒，急輝佛日照當空。 

＊作者： 

鄭保真，新竹人。鄭家是望族，經營傢俱、木材、煤礦場。

佛學受教於蘇維德居士，之後歸依妙宏和尚習禪，法號

寶真，屬日本佛教曹洞宗。大正 13 年（1924），在新竹

青草湖畔創建禪林道場，前殿名為感化堂，後殿則是靈

隱寺。曾赴日本參訪各道場，並在金剛岩洞閉關二年。二

戰後［民國 60 年（1971）］，從中國來台的白聖老和尚受

                                                       
經》：「靈壽實華。」郭璞注：「靈壽，木名也，似竹，有枝

節。」 
1868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這首詩是前面黃林寬

誠〈望夜宿靈隱寺〉的和詩，所以詩題稱為「和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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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法名明禪，字號一法。靈隱寺整個構思，由鄭保真開

山祖師規劃，弟子無上和尚執行。民國 41 年（1952）鄭

保真命無上和尚為靈隱寺第二代住持。（無上和尚，參見

註釋 1203。） 

＊譯文： 

現今讓人覺悟的法門太不清楚，以致使得眾生長時間在

迷夢當中。 
如果想讓迷途的眾生全都清醒過來，那就必須讓像太陽

一樣明耀的佛法，快一點弘揚開來。 

359.湖月〈遊東山寺詠〉1869： 

                                                       
1869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東山寺，位

於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主祀神明釋迦牟尼佛。創建於大正 13
年（1924），由信徒林慶雲捐資籌建，初名「屏東佛教臨濟宗佈教

所」，聘請日籍僧東海宜誠和尚為第一任住持。昭和 3 年（1928），
改聘詮淨和尚為第二屆住持。昭和 4 年（1929），因該寺位於半屏

山之東，並取六祖惠能大師大開東山法門之義，更名為「東山禪

寺」。昭和 20 年（1945），禮請在高雄大崗山龍湖庵依心安上人出

家的圓融上人為戰後首任住持。當時龍湖庵因日軍徵用駐紮，僧

俗二眾被驅下山而分散於台南白河大仙寺及高雄大崗山新超峰

寺，圓融上人也移住大仙寺。民國四十五年（1956），開傳三壇大

戒。民國五十二年（1963）創辦了三年制「東山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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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法東山寺1870，燃燈1871濟世間。 
宏揚宣佛旨，春日景幽閑。 

以務農禪1872力，高僧度溺頑。 
招提1873嚴氣象，法門立東山。 

＊作者： 

湖月，原刊作者前，冠有「靈泉」二字，因此猜測作者

湖月是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的僧人或信徒。 

＊譯文： 

繼承禪法的東山寺，燃起傳承禪法的燈火，救濟世間的

眾生。 
弘揚、宣傳佛陀的意旨。在這春天，景色非常幽美清

閑。 
以務農修禪的力量，高僧救渡許多沉溺在罪惡中的頑劣

                                                       
1870 東山寺，指中國禪宗第五代祖師弘忍所住持的東山寺，位於湖北

省黃梅縣東山。弘忍大師的禪法，也因所住寺名，而被稱為「東

山法門」。這一法門，被弘忍弟子──惠能大師所大大弘揚，開出

中國禪宗大興於後世的氣象。 
1871 燃燈，禪宗把禪法一代傳一代，稱為「傳燈」。因此燃燈的意

思是：點起傳承禪法的燈火。這一燈火並不是實際的燈火，而

是比喻性的燈火。 
1872 農禪，以農立禪。禪師們在禪寺中，必須自給自足，因此都必

須種田、種菜，稱為農禪。 
1873 招提，即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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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 
佛寺莊嚴的氣象，建立（傳承）了東山法門。 

360.湖月〈遊映泉寺詠〉1874： 

十載荒坵地，招提建立幽。 
映光潭底月1875，泉水湧環流。 
寺裡勤修道，菩提果以求 
問誰功力大，梵剎煥新修。 

＊作者： 

湖月，見 359 則•作者。 

＊譯文： 

荒蕪的山坡地，荒廢了十年，終於建立了一座幽靜的佛

寺。 
                                                       
1874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映泉寺，位

於屏東萬巒鄉五溝村東興莊。先是在大正 4 年（1915），一位老和

尚來到東興莊，構築禪祠。所蓋禪祠的位置，在泉湧不斷的清澈

河旁。每當月明之夜，禪祠的影子，就倒映在河水面之中，因此

老和尚就將這座剛蓋好的禪祠，取名「映泉禪祠」。大正 10 年

（1921），開專老和尚自任第一代住持，率眾弟子擴大興建。工程

未完，老和尚即圓寂，再由大崗山舊超峰寺開昭老和尚接任第二

代住持。昭和 12 年（1937），由第三代住持完成興建佛寺的工作，

並將「映泉禪祠」改名為「映泉禪寺」。 
1875 這句詩，旨在說明「映泉寺」一名的來源，請參見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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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明月的亮光，倒映在水潭裡。湧出的泉水，環繞而

流。 
佛寺裡，僧人辛勤地修道。為的是要求得解脫的果報。 
請問誰的功力比較大？那當然是把佛寺修得煥然一新的

人了。 

 
 
 
 
 
 

全文交互參照的作者和註釋： 

作者： 

202 則，林秋梧（1903 - 1934），台南市人，台南開元寺

僧，法號證峰，別名林證峰、林洲鰲、林宣鰲，筆名坎人、

守俄、林洲鰲，是日治時期參加文化運動與抗日運動的

僧侶。思想受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思潮影響，並

藉此批判當時台灣佛教現象，被喻為「解放佛學」。 

254 則，詹昭河，種福堂的信徒（僧人？）。種福堂，又

稱為觀音堂、尖山菜堂。原為日治時期台灣在家佛教─

─齋教的齋堂，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建於清•同

治 6 年（1867）。原先，新竹北埔姜振義出任管理人，

後來朱欽居士以茅草結蘆為堂，主祀釋迦牟尼佛與觀音

菩薩。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341 首〜第 360 首    125 
 
 

註釋 
註釋 33 開元寺，位於台南市北區。創建於康熙年間。原稱海會寺、海靖

寺。原為北園別館，乃鄭成功兒子鄭經為其母董氏所建的庭園。鄭氏王

朝歸順清朝後，總鎮王化行、臺廈道王效宗改建為開元寺。（詳見：高拱

乾《臺灣府志(卷 9)‧外志‧寺觀附宮廟》。）  
 
註釋 687 高雄大崗山，位於高雄阿蓮區。超峰寺，大崗山上的一座古寺。

主奉觀音菩薩、善財和龍女。據說明鄭時太僕沈光文曾在此念佛修禪，

清世宗雍正 9 年（1731），紹光禪師在此建草庵奉佛。乾隆 28 年

（1762）時蔣允焄為臺灣知府，捐私財增修殿宇。明治 39 年（1905），
義敏和尚攜徒永定和尚雲遊至超峰寺，不忍古剎殿宇頹微，指示永定和

尚留下重修擴建超峰寺，勸募新建三寶殿，築龍湖庵，開大崗山派，時

與基隆靈泉寺、新北市五股淩雲寺、苗栗大湖法雲寺並稱明治時期台灣

四大名山。昭和 17 年（1942），日本政府將大崗山規劃為軍事要塞，令

大崗山超峰寺及所屬的龍湖庵、蓮峰寺均遷移下山至新超峰寺。二戰

後，返回重建。  
 
註釋 1260 法雲寺，位於苗栗縣大湖鄉觀音山上。是禪門曹洞宗佛寺，為

台灣佛教四大法脈的法雲寺派本山，開山祖師為覺力法師。覺力（1881-
1933），俗姓林，名金獅，福建廈門鼓浪嶼人。16 歲，禮福州鼓山湧泉寺

方丈萬善老人為師。留止該寺 3 年後，覺力落髮受戒，法名復願，外號

覺力，時年 19 歲。宣統 3 年（1911），覺力在湧泉寺度化了一位台籍齋

教徒為僧，他即是後來促成覺力來台開山建寺、大樹法幢的關鍵人物

――妙果法師（1884 – 1963）。民國 2 年（大正 2 年，1913），師應妙果

之請，覺力渡海來台，負責籌劃法雲寺的興築事宜。大正 3 年（1914），
大雄寶殿初步建成。因佛寺奠基地有如蓮花座上的護法祥雲，所以命名

為「法雲（禪）寺」。  

註釋 1307 林慧雲（1910 - 2002），中國僧人，俗名林子青的出家法號，別

號悲雲，福建漳州人。早年曾落髮出家，法號慧雲，民國 16 年（1927）

18 歲，到廈門南普陀寺，考入閩南佛學院就學。太虛太師創立閩南佛學

院之初，為了使初剃度的沙彌也有受教的機會，另有幼僧班的設立。後

來幼僧班遷到漳州南山寺，民國 17 年（1928）會泉法師駐錫南山寺，改

幼僧班為「南山佛化學校」，慧雲自閩南佛學院畢業，即到南山佛化學校

任教。民國 22 年（1933），南普陀寺「佛教養正院」成立，慧雲曾擔任

教師。其後又歷任江蘇泰縣光孝佛教研究社、江蘇常熟興福寺法界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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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不久又返回閩南佛學院任教，與印順、葦宗諸法師同事，並初次

拜識弘一大師於南普陀寺。民國 31 年（1943），弘一大師在泉州不二祠

示寂，2 年後，慧雲著《弘一大師年譜》一書，以他的俗名林子青，在上

海出版。民國 36 年（1947），持松法師出任上海靜安寺住持，兼靜安佛

學院院長，聘林子青到佛學院任教，主講印度佛教史，並任《學僧天

地》月刊顧問。1957 年，應中國佛教協會聘請，至北京與呂澂、黃懺

華、高觀如、周叔迦、石鳴珂等人，任英文本《世界佛教百科全書》、

《中國佛教》專職編輯。此後，專事房山石經研究多年，著有論文數

篇，並為《房山雲居寺石經》一書撰寫概述數萬字。後來又與周叔迦、

巨贊、高觀如、石鳴珂共同編撰《中國佛教史話》。1986 年開始主編《弘

一大師全集》（共 10 冊）。此後先後擔任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中國佛

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法音》月刊常務編委。1934 年來台灣拜訪各地寺

院，並受邀來台參加台南開元寺落成受戒法會，擔任教授阿闍梨。  

註釋 1407 師善寺，原名師善堂，位於新竹縣竹東鎮。清•咸豐 10 年（1860）

由甘阿斗創建，光緒 14 年（1888）甘惠南等重修，大正 11 年（1922）甘

惠南派下及莊內善信捐募 3 萬餘元重建，主祀觀世音菩薩。又，如淨禪師，

未詳。  

 

註釋 1472 青草湖靈隱寺，位於於新竹市東區青草湖畔。早年名為感化堂，

又稱孔明廟，乃台灣日治時期在家佛教──齋教的齋堂。大正 13 年

（1924），鄭保真、翁妙於青草湖畔創建感化堂，配祀諸葛亮（諸葛孔

明），因此又稱孔明廟。昭和 7 年（1932），舉行觀世音菩薩安座，改名

靈隱寺。  

註釋 1570 毘盧寺，位於台中市后里區寺山路。由妙塵尼師與姊妹妙觀、

妙識、妙湛、妙本、妙偏，於昭和 3 年（1928）破土興建，歷時 3 年而

完成。妙塵尼師，台中市豐原（神岡）人，「筱雲山莊」呂氏家族。母親

為台中市霧峰林家淑媛。林氏因丈夫、父親先後過世而頓悟人生，帶著 4

位女兒與 2 位姪女到苗栗大湖法雲禪寺出家，禮覺力法師為師，並恭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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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力法師任毘盧寺的開山祖師，昭和 8 年（1933）覺力法師圓寂，由妙

塵尼師接任住持。成為法雲寺派下重要寺院，並且是中部地區首要的尼

僧道場，與新北市中和區的圓通禪寺、高雄市崗山區的龍湖庵，並列為

日治時期台灣三大尼僧道場。（覺力法師、法雲寺派，參見註釋 1260。）  

註釋 1603 無上禪師（1907 - 1966），新竹人。新竹青草湖靈隱寺的第二任

住持。（靈隱寺，參見註釋 1472。）1951 年，曾幫助星雲法師和大醒法

師，在靈隱寺設立佛教學院──「台灣佛教講習會」。  

註釋 2338 濟霖上人，號德桂，苗栗大湖法雲寺僧。曾任新竹師善堂監

院。法正，指正、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