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術文物的領域中，建築也是其中四項之

一，而傳統的建築匠師，向來留名很少。進入二十

世紀以後，建築師終得以與教師、醫師、律師齊

名。但一棟建物的完成，除了建築師的設計規畫之

外，按圖施工的營建者，也是功勞不可否定。本文

為祝賀農禪寺水月道場的落成開光，除了景仰原創

建者聖嚴法師，與建築設計規畫者姚仁喜之外，也

拜訪包工程營建施工者─福住營造公司董事長簡

德耀。

民國一○一年歲末的一個週三下午，筆者早上

於華岡授課完畢後，中午搭華岡校車下山，在齋明

寺江金曄師姐的事先安排下，與美香、鈺軒等同赴

龍江路，拜見了預先約見的簡德耀董事長。

簡董事長，桃園人，今年高齡已屆八十八歲，

仍然臉頰紅潤、記憶清晰，言談思路有條不紊，絲

毫不見老態。 

簡董事長早年師事陳海沙技師，海沙畢業於

台北工業技術學校（今台北科技大學前身）建築

科，曾任「中華民國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主任委員，學習了嚴格而精準的建築營造技

巧，對於每一棟建築物的每一座牆、每一根樑柱，

其鋼筋混凝土的製作過程中，是嚴加遵守水泥、

沙、石的成分比例，按率執行，把關嚴謹，絕無偷

工減料之事。若有一絲瑕疵，絕對拆掉重作。

簡居士自十八歲起接工事以來，至今已近七十

年，所接大小工程已超越數百件，約在四十五年

前，成立福住建設公司，約在二十年餘前，與佛教

界的建築工程結了較深厚的緣分。本文為尊重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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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度的大功德主，而以下稱簡董事長，曰：「簡居士」。

由於早期臺灣的生活環境中，總是忽略了廁所的衛生，因此，如何將

現代化設備融入古蹟文化中，在民國八十年前後是一項重要課題。面對這

個課題，艋舺龍山寺首先規劃其大殿西側的地下廁所。台北艋舺龍山寺的

主要殿宇，經過一番整修之後，在高而潘建築師的設計下，決定將公共廁

所位移於殿宇西側的地下室。

此 項 工 程 的

許 多 細 部 ， 在 當

時 是 屬 於 必 須 突

破 技 巧 之 處 。 簡

德 耀 居 士 接 任 此

工 程 後 ， 由 於 面

臨 西 園 路 ， 諸 多

公 共 排 水 管 道 均

埋 地 下 ， 工 程 一

進 行 開 挖 ， 西 園

路 上 意 外 地 引 起

地 下 水 管 破 裂 ，

地面馬上積水盈尺，造成交通大堵塞。經過簡居士一番緊急處理後，才未

釀成大事故。

廁所雖然位居地下，外表看來面積不大，但因細節多，前後共花費了

一年多的時間才竣工。在二十餘年前，砌建這樣的寺廟公共廁所，算是一

項創舉。

完工後的龍山寺地下廁所共分三層，最底一層為化糞池，第二層為

維修室，第三層為廁所，男、女廁分開，地面層設置殘障廁所。由地面通

往廁所的階梯是大理石砌成的，牆壁貼上暗紅色壁磚，外表與古蹟頗為搭

配，廁所內有空調設備及臨時發電機，連自來水龍頭都是自動偵測分段式

沖水。

華梵大學覺照樓（照片提供：福住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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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設備周全，能

經常保持乾淨，寺方亦

管理得宜，令各方讚不

絕口，譽為全台模範公

廁。因此不久之後，此

項廁所工程也獲得市政

府的獎賞。

龍山寺的廁所完成

後，高而潘建築師又將

其所設計、十層高的板

橋文化廣場大樓，託付

給他營建。這棟三面臨

街、視野遼闊的公共建築，經過兩年的精細施工，方建造落成。此棟建築

落成後，一、二、三層租與銀行等營業，其他樓層除了佛堂大殿之外，所

規畫的會議廳、演講廳、展示空間、教室等，免費提供、成就諸多佛教界

單位舉辦的專題演講、展覽會、研習營、國際研討會等公益活動，卻是簡

居士默默督工、一手建造完成的。

除了龍山寺之外，位於石碇大崙山的華梵大學校舍，也和簡居士因

緣深厚。當曉雲法師籌備了十年之時，約於民國七十八年之際，有一天，法

師帶著幾位尼師，在沈祖海建築師的介紹下來找簡居士，大意是說：「明年

華梵就要招生了，但校舍尚未完工，很急，可否請簡居士代為工程管理？」

有些護持委員甚至當面下跪請求。簡居士在如此盛情難卻的情況下，勉為答

應，先代墊付一筆款項，繼而開始招募工人動工砌建，緊接著，校舍在數年

之間，世學館、五明樓、佛學研究所、圖書資訊大樓、明鏡樓、民先館、精進

軒、統理館、學而時館、薈萃樓、覺照樓等一棟棟地砌建起來，簡居士因此

被聘為創校校董。而校董一職，在簡居士的推辭下，後由莊南田居士取代。

期間，創辦人曉雲法師，為了表達感謝，而於民國八十四年，特地撰

述一篇文章，以彰其功徳。曰：

簡德耀居士所承建的佛教道場

華梵大學世學館（照片提供：福住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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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樹人功德海

華梵人文科技學院校舍整體完善監工人力物力資助乃福住建設公司簡

德耀董事長之功德

民國七十八年孟夏開始動工建校，第一期工程艱辛重負 簡董事長特選

派黃正典先生，任工地監工主任，風雨無間刻苦耐勞。期於七十九年秋季

第一屆能夠開學之使用，其感人之事，永誌弗忘、前後七年。工地主任林

明吉先生，至今則有郭建文先生，一本初衷。簡董事長關懷校地。隨時抽

空時間，上山視察，如有欠妥之處，又自動捐資修繕。如此功德巍巍。華

梵同人感激銘誌五中，於今建校尚未完成，感盼再垂於后。

創辦人釋曉雲 敬立

民國八十四年五月望日

想想當時如果沒有簡大功德主的大力布施，國內第一所佛教界主辦的

齋明寺禪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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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大學，能否順利在次年招生，可是個未知數呢。

簡居士的第三個所結緣分的佛教道場，是位於三峽的普賢寺。普賢

寺的開山住持為宗道法師，畢業於師範大學美術系，善於水墨繪畫，民國

七十六年時，無意中看到報章上一則新聞：一位孤苦的老人，在風燭殘年

中，自知來日無多，想到全身癱瘓的腦性麻痺兒子，在他走後必定處境悲

涼，於是選擇了殺子後自殺。此一人倫悲劇，啟發了宗道法師發大願心救助

殘障兒童的動機。

宗道法師發大悲

願心，為了成立智障

孩童的收容所，積極

覓地建院，無意間發

現三峽現址的一塊山

坡地要賣，他以微薄

的儲蓄，就毅然決定

買下這塊原是梯田的

小山坡。在徵得地主

同意後，法師以自己

親繪的山水畫義賣所

得，分六期購買，再

以兩年的時間，自己

設計、監工，一瓦一石從無到有，四年不到，以隻身之力開闢了三千五百多

坪的山林道場，並開始收容二歲到十八歲的重度智障兒，這就是「佛教懷仁

教養院」。簡德耀居士也發心替宗道法師營建教養院的院舍工程。

「懷仁教養院」從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正式開始收容病童。

簡居士的第四個佛教緣分道場是法鼓山系統，當民國九十二年大溪

齋明寺古蹟修復完成後，開始規畫增建禪堂。齋明寺的禪堂，原由黃永弘設

計，但後來僧團改變主意；原設計法鼓山的陳柏森建築師曾提出，增建禪堂必

須配合原有古蹟，而孫德鴻建築師更提出以「清水模」的建築技巧，來興建禪

簡德耀居士所承建的佛教道場

齋明別苑（照片提供：福住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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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所謂「清水模」是建築物完工的一種手法，因其表面平整，猶如裝飾，故

也稱裝飾混凝土。基本上是在現場澆灌混凝土的上面，省卻塗裝、貼磚、鋪石

之類的完工工程，讓混凝土維持取下模板後，即為完工狀態的手法。由於建築

物以混凝土灌入模型，

凝固後，即是定型，不

得再施以任何的修飾，

因此那是只准成功，不

准失敗的工程。

而 最 後 由 孫 德 鴻

建築師設計的齋明寺禪

堂，以及僧人寮房、志

工寮房等，均由簡居士

承包營建。

此 全 棟 以 「 清 水

模 」 建 造 的 禪 堂 ， 屋

頂 斜 坡 四 垂 脊 ， 屋 身

牆面顯灰泥本色，無補貼水泥、粉刷或彩繪油漆的痕跡，無任何窟窿或凹

洞，外觀平整，樸實無華，沉潛內斂，深具禪意。

孫德鴻建築師又接著設計位於桃園市內的齋明別苑，斜坡屋頂，線條

直線流暢，與齋明禪堂有著相同的韻味。此別苑已接近落成，同樣是由簡

德耀居士承包營建完成。

於民國一○一年歲末週日，盛大舉行開幕儀式的北投農禪寺水月道

場，為姚仁喜建築師所精心設計，而承接包工程營建者，也是簡德耀居士。

農禪寺新建的水月道場，重要布局的建物為：大殿、L形建築、金剛

經牆、禪堂、連廊、水月池等，是一顛覆傳統寺院造形、充滿禪家意境的

景觀道場。

簡徳耀居士，佛緣深厚，以行布施度的菩薩心腸，成就了臺灣北部代

表性的大道場，真是功德無量。

齋明別苑一景（照片提供：福住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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