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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宝岛台湾是我国的第一大岛，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
岛上风景秀丽、气候暖和、物产丰富，极宜人类生存与发展。
台湾居民绝大部分是从大陆直接或间接迁徙过去的，他们与原住民一起披荆斩棘，历尽艰辛，为开发
和建设宝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随着大陆人民的大批迁入，大陆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不断地移植台
湾，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繁荣，使台湾文化成为中华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但是，自1895年以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和1949年以后两岸的长期隔绝，大陆人民对台湾的
了解十分有限。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大批的台商和各界人士纷纷渡过台湾海峡，到大陆经商和从事文化交流
，然而大陆人民进入台湾还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广大的青年学生迫切希望了解台湾社会经济、历史
文化。
为了让大陆人民特别是大陆的青少年能比较全面、真实地了解台湾，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组织了一
批研究台湾的学术工作者编写了“图文台湾”丛书。
这套丛书以翔实的史料、精美的图片、通俗的语言，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介绍台湾的情况
，既追述两岸人民共同开发建设台湾的艰苦历程，也颂扬两岸人民抗击外国侵略、收复台湾、保卫台
湾的光辉业绩，同时展示台湾的美丽景观、民俗风情、民间信仰和文化艺术。
    我们期望，这套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能陪伴你一起追忆历史，探访民俗，欣赏台湾的秀丽风光，让
你从容地穿梭于时光隧道，流连于古迹佳景，轻松愉快地享受一趟台湾宝岛的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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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教，探索凡间未知领地。
起信得开端，或是对生命的诠释，或是对世界的领悟。
香茗一盏，需要慢慢品味：生命历程，亦要细细咀嚼。
不宜一饮而尽，不必匆忙一生。

佛教的参禅悟道、静心养性，基督宗教的有信望爱、弥撒祷告，伊斯兰教的斋戒五功、朝圣礼拜，既
是人类对自我心灵的净化反思，亦是对世界真理的求索探寻。
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那么，这三大宗教在台湾有着怎样的发展面貌呢？

《三大宗教在台湾》图文并茂，为您精彩呈现。

 《三大宗教在台湾》(作者王琨)是“图文台湾”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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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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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清朝初年建立的台湾佛寺，还有竹溪寺等。
    明郑时期台湾的“名士佛教”并没有深奥的佛教哲理为基础。
沈光文、李茂春，乃至陈永华或沈光文酬唱诗中的“州守”等这一时期台湾佛教的创建者们，不但不
是佛教“法理”的专家，甚至对佛教的内部架构、组织生态都没有深入的认识。
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台湾佛教，和其后清代由福建僧人所直接传人的“庶民佛教”不同，其对于佛教的
哲理、组织、生态虽无深入的认识、研究和贡献，但还不致于像后代的台湾佛教那样，陷入神佛不分
的境况。
    “神佛不分”是明清时期“庶民佛教”传人后台湾佛教的另一个主要特征。
明郑时期，中国民间社会出现儒释道三教混合的思潮，民间信仰往往三教兼拜，明清台湾佛教自闽粤
传人延续了这一混合宗教思潮，台湾佛教往往和一般的民俗信仰混合在一起，即存在混合礼拜佛菩萨
和民间宗教神祗的现象，此外还有佛教僧人进住甚至创建民间宗教庙宇，或者佛教寺院施行民间宗教
礼仪等现象。
早期台湾寺庙区隔的界限不很明显，有的神庙、宫中也有僧侣长期任职其中。
如北港朝天宫、台南大天后宫、大甲镇澜宫等。
总结一下，所谓神佛不分，大体可归纳为三种模式：    佛寺里神佛共处。
也就是说在佛寺里，既供奉佛教的佛菩萨，也供奉民间宗教的神□，特别是妈祖和关帝。
位于诸罗县目加溜湾社的观音庙，中堂祀观音，左塑天、地、水三官，右则供奉关帝。
供奉观音的鹿港龙山寺，也设有供奉北极星亦即玄天上帝的北极殿，此外还供奉风、龙二神。
在台湾，有的佛教寺庙中还会供奉延平郡王郑成功。
清代台湾人民为了纪念郑成功和郑经父子，往往将二人奉为王爷崇拜。
其中，郑成功被奉为“池府大王”，其庙宇则称“池府大王庙”，而“池府”即“郑府”在闽南语中
的谐音。
在清代台湾的神庙中，除了供奉主神之外，旁祀延平郡王郑成功也是常见的现象。
台南碧云寺就是一例，碧云寺位于台南白河镇关子岭枕头山南麓，下临白河水库及嘉南平原，风景雅
丽，极具湖光山色之美。
台南碧云寺又称“火山寺”、因其在火山附近而得名，它是康熙十四年即1675年由来自福建的参彻和
尚创建的，寺中所供奉的佛像来自“龙湖岩”。
起初，参彻和尚创建了“大仙岩”，并命其徒弟鹤龄和尚当住持，后来又在附近的玉案山创建碧云寺
，前殿祀奉延平郡王神位，后殿则供奉如来佛祖。
    南鲲□代天府是台湾最古老、香火最为兴旺的王爷庙，其中亦供奉有观音造像。
    此外，很多非佛教的妈祖庙中也供奉佛菩萨，位于台南的大天后宫就是这样。
台南大天后宫有着悠久的历史，明郑时期宁靖王朱术桂在清兵人台后，把自己的府舍捐给佛教，他的
府舍随即成为供奉佛菩萨的佛寺。
后来，施琅认为自己在攻取澎湖时受到了妈祖的助战，因而奏请加封妈祖为“天后”，将已经成佛寺
的宁靖王府舍改为大天后宫，但在天后宫中仍然供奉佛祖。
    神佛共处的神庙中，观音和妈祖共处是常见的情形。
位于高雄凤山的双慈亭，就是典型的例子。
连横曾简略地记载了这一情形：“双慈亭，在县治，俗称大庙，建于乾隆初年，道光八年(1828)重修
。
前祀观音，后祀天后，故日双慈。
”双慈亭原本供奉观音菩萨，一直到乾隆年问，才又增建“前进”，兼祀妈祖。
由于观音和妈祖都是慈悲之神，因此取名为“双慈亭”，宫内仍住僧人供奉香火。
    此外，供奉妈祖和观音的神庙中最著名的是北港朝天宫。
从初建时妈祖神像由禅师移驾台湾的历程就可见神佛不分之一斑。
1694年即清康熙三十三年，佛教临济宗第三十四代禅师树璧自福建湄洲天后宫移驾妈祖神像到台湾，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大宗教在台湾>>

这是一尊宋代雕塑的软身妈祖神像。
软身神像是一种装置有关节、四肢可活动的神像，通常为木雕，常用于道教和佛教的神祗。
北港朝天宫屋顶为重脊飞檐，正殿又称圣母殿，奉祀妈祖；中殿中室又称观音殿，主祀观音菩萨，从
祀十八罗汉；东为三界公殿(凌虚殿)，奉祀有三官大帝；文昌祠奉祀文昌帝君；后殿中堂是圣父母殿
，奉祀的是妈祖的父母和其兄姊，左厢是注生娘娘殿，主祀注生娘娘，右厢是双公殿，奉祀土地公；
后殿左室为开山堂，奉祀历代住持神位。
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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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宝岛台湾是我国的第一大岛，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
岛上风景秀丽、气候暖和、物产丰富，极宜人类生存与发展。
    《三大宗教在台湾》(作者王琨)是“图文台湾”系列之一，包括“天路历程：基督信仰在台湾”、
“新月之光：伊斯兰教在合湾”等几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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