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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第三級古蹟吉安慶修院調查研究 
 

卓克華 

佛光大學歷史研究所教授 

 

一、慶修院出現的時代背景 

甲午戰爭，清廷失敗，被迫割台。日本既據台灣，台灣從此成為殖民地，而在帝國主義

者眼中，被殖民地者所能提供的不外乎原料、市場、廉價勞工，及容納殖民母國的過剩人口

等功能。因此，台灣也成為紓減日本人口壓力的移民地點之一。日本據台共計五十年（一八

九五－一九四五），五十年來，移民政策前後四變：(一)為放任時代（一八九五－一九○五），

聽任其國人自由來台。(二)為獎勵私營移民時代（一九○六－一九○八），至者多為企業家，

而總督府對企業申請開墾者，須附帶招募其國人，始批准。(三)為官營移民時代（一九○五－

一九一七），日政府有鑑於移民事情，不宜委之私營，乃組移民委員會，專司妥籌，釐訂章

程，嚴格遴選，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負責執行。嗣後結束官營，復為私營移民。[註 1]  

日人既決定移民，總督府乃於明治四十二年（一九○九）以預算三萬日元，著手實施官

營移民事業。首先由殖產局林務課調查適合移民地區，分東部（中央山脈以東）、西部（三

貂角至鵝鑾鼻）二區，調查各地適合開墾的面積，結果西部有九萬二千三百三十五甲，東部

有三萬三千九百七十一甲之多。而且西部地區具有較少風土病（如瘧疾）、衛生情況較好、

交通便利、接近市場、工商業較發達等優點，但也不易取得大規模土地，餘地多還是荒瘠地

或「蕃」地，及西部人口稠密，漢人居多數，日人將相形遜色等等不利因素。反之，西部擁

有之優良條件，東部則無；不過花東二廳，人口密度平均每平方公里不及七十人，漢人僅佔

五萬三千多人，原住民則佔六萬多人，同化文化水平較低的原住民，建立「大和民族的模範

農村」，自較西部容易實施。更何況總督府基於農業移民在同化、國防等功能需要，及以台

灣為熱帶殖民之實驗基點，以利將來南進之目的等因素考慮之下，因此，總督府決定以東部

地區為官營移民試驗地。[註 2] 

於是翌年（明治四十三年），總督府以七萬九千多元預算實施移民事業，並以敕令第二

百三十號設立「移民事務委員會」、「移民課」、「移民指導所」等機關。初調查適合移民

地區有花蓮港下之七腳川（吉野，今吉安）、拔仔、水尾（今瑞穗一帶）、針塱（大禹）、

璞石閣（玉里）。台東廳下新開園（池上）、鹿寮（鹿野）、呂家（卑南）、知本等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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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台東廳原住民之起事抗爭，致專力於花蓮港廳。[註 3]因此至大正六年（一九一七）官營移

民事業告一段落，所經營者不過是七腳川（吉野）、豐田、林田等三村。 

先是，在獎勵私營移民時期，對於申請開墾者，以移殖日本農民等附帶條件，方才許可

其開墾。當時申請件數計三十八件，而真正同意實行者僅有八件。[註 4]其中花蓮港廳下有賀

田金三郎所組成之「賀田組農場」，賀田氏依規定在日本招募農民男女計三百一十八人來花

蓮墾殖，計有吳全城（今志學）五十三戶，鯉魚尾（壽豐）一百七十八人，加禮宛（嘉里）

四十三人，[註 5]是為日本人移民花蓮縣之先聲。然而不過二、三年，或因水土不服，衛生條

件差、公共設施不足，病死相繼，有轉業者，有再次移民者，而逃亡歸國者亦眾。日政府有

鑑於此，認為移民事業不宜委之私營，乃組移民事務委員會專司其事，於有關移民村設備、

土木二事、土地整理、移民之貸款補助、土地使用等事項均釐訂章則執行，並且為避免再蹈

私營移民覆轍，在移民招募選擇上相當嚴格，但相對的，也提供移民相當優渥待遇，如：[註 6] 

(一)移住時的火車費、船費及行李運輸費予以五折優待。 

(二)供給移民自移住地最近港口上陸之日起，迄至抵達目的地為止之食物及消費。 

(三)給與半數之家屋建築費、半數之浴桶設備費、（另半數貸款）及初年耕作所需要農作

物之種苗。 

(四)貸予農具、耕牛一頭，初年度施用分之肥料，及前述半數貸款者，由移住後第四年起，

分作十年攤還，不取利息。 

(五)移住前三年發給風土病預防藥品、住院費、治療費折算半價。 

(六)小學學費免繳三年。 

(七)補助開墾費用之一部，免費土地使用十三年。 

另一方面，自從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內，固然引進西方文明促成日本富強，但也產生一連

串農業問題，如租佃地率不斷增加，農民大多淪為佃農，農村勞動力不得不大量外流，而相

對地則是地主制日漸成長，農村日益貧窮，[註 7]所以不少農民願意移民台灣。因此五年之中，

共移民五百五十八戶，計二千八百九十四人，分住在吉野、豐田、林田等三村。 

同一時期，明治四十一年（一九○八）十二月，花蓮阿美族崇爻九社中最強盛的七腳川

社雖大舉抗日失利，使日軍傷亡慘重，也促使改革地方官制，以因應時變，於是花蓮港始設

廳，與台東廳分疆而治。翌年三月，歸順者一千三百二十二人，或投靠留居薄薄（仁里），

荳蘭（田浦）、里漏（化仁）三社親屬家，餘七百九十一人或疏散至賀田庄（志學）、月眉

庄（月眉）、十六股庄（十六股），及台東的海端原野（新七腳川社），僅有少數老弱數戶

居留原處（今太昌村），總督府將舊有之地沒收官府，闢為移民村。[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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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四十三年二月，設荳蘭移民指導所，首先試移民日本德島縣模範農民九戶二十人抵

七腳川，[註 9]由於到七腳川的首批移民原住地多在德島縣的吉野川沿岸，因此六月將七腳川

地名改稱吉野村。[註 10]翌年八月，首批移民九戶便在「移民指導所」直屬農場耕作，夫婦共

耕者日給五十錢，實研究實行「台灣特有的旱稻及蔬菜栽培法」。同年六月，荳蘭移民指導

所改名為吉野村移民指導所。十月，日人第二批移民五十二戶移住吉野村。本年合記六十一

戶，二百九十五人。其中德島縣人最多，佔五十戶。 

明治四十四年（一九一一）十一月，第三批移民一百七十六戶，八百三十三人，移往吉

野村，分居在草分、宮前、清水三地。同年第四批移民四十九戶移往豐田村，分住在山下、

森本、太平等地。大正二年（一九一三年，民國二年）四月，續移一批，其中一百三十九戶、

六百七十四人住豐田村。七十三戶、三百零七人，分住在南岡、中野、北林的林田村。次年，

有七十九戶移往林田村。大正四年十月，續有六十四戶、三百零六人，移吉野村。七戶、六

十一人往豐田村。六十六戶、三百六十八人往林田村。大正六年三月，廢除吉野村移民指導

所。由於移民人數，除整批移民外，也有個別移住者，詳實資料不僅不完整，而各資料間因

不同機構統計，再加上逐年變遷，又互有差異，只有取其大概，茲以大正十四年為例說明，

當時吉野、豐田、林田三移民村已建設相當完善，成為當時的「模範村」，村落間與附近市

街有幹線、耕作道路、輕便鐵道、灌溉水圳、排水道、醫療所、小學校、警察派出所、住民

會自治組織、神社佈教所等等設施，三村落之人口統計、教育分配、土地利用開墾狀況、重

要農作物之播收與經濟狀況等統計表列如下：[註 11] 

表一：戶口數量分布                                             資料出處：〈花蓮港廳下的產業〉 

大   正   十   四   年 
村       別 

戶  數（戶） 人  口（人）

吉   野   村 三三一 一,七六八

豐   田   村 一七九 九一一

林   田   村 一六七 六八九

合       計 六七七 三,三六八

 

表二：割當（分配）土地開墾狀況                                 資料出處：〈花蓮港廳下的產業〉 

開  墾  狀  況 未  開  墾 

村 別 
割當（分配） 

總面積（甲） 
田（甲） 

畑（旱田）

（甲） 
宅地（甲） 計（甲） 適地（甲） 不適地（甲） 計（甲） 

吉野村 一,二七○ 四五八 六八三 三八 一,一七九 三一 六○ 九一

豐田村 七○八 一○七 五七三 二八 七○八   

林田村 七四六 一○一 五四七 二五 六七三  七三 七三

合 計 二,七二四 六六六 一、八○三 九一 二,五六○ 三一 一三三 一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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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重要農作物的播收                                   資料出處：〈花蓮港廳下的產業〉 

吉    野    村 豐    田    村 林    田    村 

種  別 
作付（耕作） 

面 積 
收穫高（量） 價 額 

作付（耕作）

面 積 
收穫高（量） 價 額 

作付（耕作） 

面 積 
收穫高（量） 價 額 

水  稻 
五八二 

（甲） 

五,六七五 

（石） 
一二二,六○五 

（円） 

二一○ 一,八七六,○○○

（石）

三九,二一三.○○

（円）

一九二 

（甲） 

一,六一八 

（石） 

三三,○四七

（円）

陸  稻    八 七二 一四四○

甘  蔗 二七八 
一八,一四一,七五○ 

（斤） 
八七,○八○ 三一四 一八,九一五,○七五（斤）九○,七九二.三六 二二六 

一五,二一○,二六五 

（斤） 
七三,○○九

煙  草 八二 一四一,二六一 五二,三三八 一三 二三,七八七 九,四一八.六三 三六 六○,一九八 二七,○二四

蔬  菜 一四○ 二,一二六,八五八 六七,九六二 一七 二四九,○二○ 八,○九二.九○ 一八○ 三二四,九四八 一○,九三二

甘  藷 九六 一,六一六,一六○ 一四,五四五 一五 二六一,二四○ 二,二二○.五四 五○ 九五○,○○○ 七,六○○

豆  類 三三 
一八一 

（石） 
三,二三九 六 二五 四五四

落花生 二○ 四四○ 三,○八○ 四○ 八四○ 五,八八○

其 他   一七,七一二       

計   三六八,五六一   一六,○一一.九二   一六二,九九七

 

 

表四：經濟狀況                                       資料出處：〈花蓮港廳下的產業〉 

收      入 支      出 

種   別 

村  名 金 額（円） 

種   別 

村  名 金 額（円） 

吉 野 村 三六八,五六一 吉 野 村 二一二,四二五

豐 田 村 一六五,七四九 豐 田 村 一二四,五一四農 產 收 入 

林 田 村 一六二,九九七

生 活 費 

林 田 村 九一,八六二

吉 野 村 三六,四○四 吉 野 村 一四二,九五九

豐 田 村 二五,四二二 豐 田 村 六九,五○○勞 動 收 入 

林 田 村 一六,一一○

經 營 費 

林 田 村 七四,一六五

吉 野 村 六,七七八 吉 野 村 四三,二四○

豐 田 村 三,九五七 豐 田 村 一○,四一五副 業 收 入 

林 田 村 五,四四八

雜 支 出 

林 田 村 一○,三五四

吉 野 村 三五,九○五 吉 野 村 三九八,六二四

豐 田 村 二九,一八六 豐 田 村 二○四,四三○雜  收  入 

林 田 村 六,六五六

計 

林 田 村 一七六,三八一

吉 野 村 四四七,六四八

豐 田 村 二二四,三一五計 

林 田 村 一九一,二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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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各村兒童就學狀況                           資料出處：〈花蓮港廳下的產業〉 

大   正   十   四   年 
村     別 

學 齡 兒 童 就 學 兒 童 就 學 比 例（％） 

吉  野  村 三二五  三一一  九五％  

豐  田  村 二一九  一八二  八三％  

林  田  村 一六五  一六五  一○○％  

計（單位：人） 七○九  六五八  九二％  

以上三移民村落之吉野村，也即是今之吉安鄉。吉安鄉位於花蓮縣境北中部，東臨太平

洋，西倚秀林鄉，南連壽豐鄉，北接花蓮市，依傍山麓，轄內地勢平坦，氣候溫和，田疇千

頃，原為阿美族棲息之區。吉安舊名七腳川，語出阿美族之「知卡宣」音，義為薪柴盛出之

地，漢人音譯為七腳川，或譯「竹腳宣、竹腳川、直腳川」等諸名稱。昔為崇爻九社中最強

一社，後因抗日失利，被迫遷移池南、月眉、溪口，及台東之海端等地，分散其勢。而所遺

土地，設為官營土地，作為移民之用。明治四十三年（一九一○）該區初設荳蘭移民指導所，

翌年六月易名「吉野村」。大正九年（一九二○年，民國九年）改為吉野區役場。昭和十二

年（一九三七年，民國二十六年）又改為吉野庄役場。民國三十四年台灣光復後，始改設鄉

治，初沿用吉野鄉之名，至三十七年實施地方自治，遂改名「吉安」至今。鄉轄十八村，有

太昌、慶豐、吉安、福興、南華、北昌、宜昌、南昌、稻香、永興、化仁、仁里、干城、永

安、勝安、仁和、仁安、光華等。但在日據時期，僅有田浦、荳蘭、宮前、草分、初英、南

浦等轄區。而就當時人口分布而言，今吉安段是為最精華地區，多係日人麇集聚居之所，田

浦段則是原住民部落，南埔段係平地人居住多。[註 12] 

而日人所居之吉野村可略分為三「部落」：宮前在北，清水偏西南，草分位居最南。宮

前是吉野神社所在地；草分設有移民指導所、醫療所、小學校、佈教所等公共設施。農業移

民數以宮前最多、清水次之、草分最少。農民主要作物為甘蔗、水稻、菸草、甘藷、蔬菜等。

[註 13] 

村落既置，移民既來，自然帶來原有之宗教信仰，其中以佛教信徒最多，高居九成以上，

就中又以真宗信徒最盛，三村宗教狀況，有統計表如下：[註 14] 

表六：各村宗教信仰狀況                            資料出處：〈花蓮港廳下的產業〉 

村   別 神 道  天理教  真言宗  天台宗  禪 宗  日蓮宗  淨土宗  真 宗  基督教  計  

吉 野 村 六  三 七八  六 二八 九 一○ 一八九  二  三三一

豐 田 村 九  二 二二  一二 九 一二 一一三   一七九

林 田 村 四  一 七  一○ 六 九 一三○   一六七

計（單位：戶） 一九  六 一○七  六 五十 二四 三一 四三二  二  六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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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在官方而言，自然以神社之設置為緊要大事。三神社中以吉野神社最稱重要，為

住民春秋二祭所在，尤其每年六月八日鎮座祭典更是隆重盛大。吉野神社祭神包括天照大神、

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及征台戰死之北白川宮能久親王等，是吉野全村之守護神。

神社於大正元年（一九一二年，民國元年）由總督府民政長官、殖產局官員及移民共同捐輸

建成，不料同年遇風暴侵襲損毀，至大正四年再度修復。神社位居今慶豐村中山路二段，慶

豐十街、慶豐十一街、慶豐三街的四條道路中間，略成正方形，佔地四千五百坪，目前已成

廢墟難覓。神社前一帶稱「宮前」即因位居神社前。 

除此外，尚有真宗本願寺派，於花蓮市建寺院一處，稱西本願寺，另有說教所、佈教所，

分布於市區及吉野、林田、豐田、玉里等，偶向台人佈教。而本調查報告之慶修院，則屬真

言宗高野派。新舊《花蓮縣志》謂其屬於真宗本願寺派皆誤，蓋不明日本佛教宗派。[註 15] 

二、日本東密概說 

日據時代，除了原本傳承自中國的佛教外，由日本發展出來的佛教，也在台灣進行大規

模，有計畫、有組織的傳教活動。日本佛教傳入台灣之初，大多是透過隨軍傳教方式，當初

各宗本山各設臨時局，從事慰問日軍士兵及軍屬，兼及漢人。至明治三十二年（光緒二十五

年，西元一八九九年）後，各宗派本山，因經濟困難，或全部停止佈教，或轉向較富裕的人，

以求獨立自營，而且來台之軍警官商各界漸次增加，應付喪葬法事無有寧日，遂忽視漢人之

佈教。其間陸續來台傳教之宗派，有真宗木邊派、臨濟宗、淨土宗西山派、日蓮宗、天台宗、

法華宗、華嚴宗、真言派、真宗本願寺派、曹洞宗、真宗大谷派等八宗十二派。這樣在台灣

自然形成了兩大佛教系統，一是日本佛教系統，信徒主要是日本人，另一即是台灣傳統的佛

教系統。[註 16] 

日本真宗或稱「一向宗」，即中國的「淨土宗」，又叫「蓮宗」、「念佛宗」，專教人

發願往生西方極樂世界。此宗修持方法是「念佛」，念的方法分為三種：(一)持名念佛，(二)
觀想念佛，(三)實相念佛；其中又以出聲或默念「阿彌陀佛」的名號最為通行。只要一心至

誠念阿彌陀佛，可以往生極樂世界的淨土，故名淨土宗。淨土宗是西元四世紀時東晉的慧遠

所創，至於日本的真宗開創於源空（法然）門下親鸞，親鸞後裔以血脈相承，形成大谷的「本

願寺派」，另一支則是繼承親鸞法統的高田「專修派」。本願寺派在近代又分為東、西兩派，

並分別傳入台灣。 

另外，日本「真言宗」又名「密宗」，因以秘密真言立宗，故名真言宗。此宗注重儀式、

觀想、結印（即俗謂搯訣）、持咒（即俗謂唸咒），講求身、口、意三密相應，其中手結印，

是身密；口唸咒，是口密；心中觀想，是意密。三密相應，融成一體，即可即身成佛，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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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宗主張通過三密修行而得解脫，以弘傳大日如來的真言教法為宗，故得此名。密宗經典浩

瀚，漢譯密藏經典計有四百部，六百八十一卷；經疏十四部，八十一卷，合計四百一十四、

七百六十二卷。其中作為本宗依據的主要是善無畏譯的《大日經》，不空譯的《金剛頂經》

和《蘇悉地羯羅》、《瑜祇經》、《略出念誦經》等。總之，此宗特色是儀規繁細、道場莊

嚴。 

密宗的成立，比較他宗為晚。據傳大日如來以真言密法付金剛薩埵，秘而未出，至釋迦

滅後八百年，龍樹菩薩在南天竺鐵塔裡，面見金剛薩埵，傳授密訣，密教就此傳於世。龍樹

後傳龍智，龍智再傳金剛智、善無畏，到八世紀中葉，唐玄宗開元時，由印度「善無畏」與

「金剛智」二法師先後傳入中國。「善無畏」在長安、洛陽等地譯出密典多種，其中最主要

的是《大日經》。「金剛智」也翻譯不少密典，並建立曼荼羅灌頂道場。印度密教分為「胎

藏界」、「金剛界」兩大系統，分由兩人傳入，繼起弘揚密宗的是不空，不空是斯里蘭卡人，

拜金剛智為師，並依「普賢」學密法，受灌頂。不空歷經唐玄宗、肅宗、代宗，為三帝所欽

信，被稱為三代國師，廣譯顯密經典，灌頂傳法，教化大盛，使密宗成為當時相當有影響力

的一個宗派，所以也有些人將不空視為中國密宗的實際創始人。 

不空門下弟子眾多，其弟子「惠果」又傳日本僧人「空海」。空海歸國後創立了日本的

密宗──真言宗，至今流傳不絕。不過，同樣是密宗，西藏所傳者為「藏密」，日本所傳為

「東密」，在日本另有天台宗所傳的「台密」，兩者均影響日本神道教甚巨。而在中國，密

宗到宋朝就式微了，這期間有若干印度沙門攜帶梵本經典先後來到中國傳教，所傳為「無上

瑜珈密法」，提倡樂空不二的雙身修法，與中國傳統倫理道德有牴觸衝突，許多經典在翻譯

時多被修改或用隱語表示，因此採秘密傳教，明太祖時下令禁絕，就此幾乎絕傳在中國，今

人所習知的反是西藏流傳的藏密。 

日本真言宗又稱「東密」，是因以東寺為總本山而得名。空海於西元八○六年從唐歸國

後，灌頂傳法，開創宗派，八二六年，昭賜京都東寺為密教永久根本道場，此宗在日本皇室

支持下，於平安朝隆盛至極，宗僧常應詔為皇家祈禱。空海四傳後，分成廣澤、小野二派，

以後又分出諸多支派，有「野、澤十二派三十六支派」之說。至十二世紀，有傳法院派　鋑

建圓明寺，開創「新義真言」派，原高野山真言宗遂被稱為「古義真言派」。新義派以豐山

長谷寺、智山智積院為本山，古義派以高野山為本山，稱「教相本山」；其他寺院則稱「事

相本山」。十七世紀，教相諸寺一度振興。後該宗派內又再度興起一個戒律宗，以復興戒律

為密法之本，稱「正法律」。[註 17]總的說來，日本真言宗自空海開始，對傳自中國的密乘作

了一個完整系統總結發揮，建立了一宗的理論和修學體系。 

大日如來係真言密教金剛界和胎藏界共同尊奉的主尊佛，《大日經疏》說：「梵音毘盧

遮那者，是日之別名，即除暗遍明之義也。」意思即「光明遍照」，「遍一切處」，「大太

陽」等，所以名叫「大日如來」，但也有人認為他是釋迦牟尼的另一種佛身。大日如來佛像，



《普門學報》第 34 期 / 2006 年 7 月                                               第 8 頁，共 22 頁 

論文 / 花蓮縣第三級古蹟吉安慶修院調查研究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在中國因密教後來幾乎失傳，所以留存較少，一般大眾也較陌生。現存佛像在石窟佛像中較

容易見到：如龍門石窟東山擂鼓三洞中的唐代大日如來，造型如菩薩形，頭髻猶如寶冠，宋

代之後又是另一種造型，頭上戴有五寶天冠，天冠上有五化佛。還有的頭戴花冠，冠中有一

小坐佛，口中射出兩道光芒，頭後也有流光放出，表現了流光遍照十方之意，這在四川的一

些石窟中都能看見。現存五方佛造像最有名的便是泉州開元寺，寺內大雄寶殿佛壇正面供奉

著丈八金身的佛像，氣勢不凡，造型生動。其他如山西大同善化寺，華嚴殿寺也有。 

另外，今天在日本密教寺院流傳的佛像，數量不少，被指定為國寶，重要文化財也有七

十件左右。其中最古的是西元八五一年製作的安祥寺五智如來像，其他如高野山西塔大日如

來像也具歷史性，建於西元八八六年；而高野山龍光院的四面大日如來像是較為特殊造型的

唯一遺例。總之，大日如來形像，皆頭部結高髻、帶寶冠、首飾菩薩形，但印相卻與菩薩不

同，依照《大日經》雕塑的大日如來像，有雙手托在膝上的禪定印，稱為「法界定印」。依

據《金剛頂經》雕塑的，則兩手在胸前，右拳握右手二指的印相，稱「智拳印」。大日如來

像雖稱如來，卻與其他如來不同，採用如王者扮相的菩薩形，而身上裝飾又比菩薩更為華麗，

究其理由，可能為了象徵大日如來統轄如來、菩薩、明王、諸天等最高地位，所以採用了王

者形象，以表尊貴。[註 18]不過，慶修院雖屬真言宗，但其供奉的卻是不動明王（圖一）。 

                 

明王是密乘所奉的一種本尊，為威猛忿怒的鬼神相，是諸佛菩薩為降伏魔障煩惱而示現

的忿怒身，亦稱「金剛」、「教令輪身」。因為是以智慧光明摧破煩惱業障，故稱「明王」。

明王有五大明王、八大明王之說。五大明王一般所熟悉的是指：不動明王、降三世明王、軍

荼利明王、大威德明王、金剛夜叉明王。另外再加穢跡金剛明王、無能勝金剛明王、馬頭明

王等，合稱八大明王。通常說明王，多指五大明王中的不動明王而言。不動明王，梵名阿遮

羅曩馱（Acalanatha），譯作「不動」或「無動」，亦稱「不動金剛」、「不動尊」，密號「常

住金剛」，是五大明王之首尊，為大日如來的忿怒身，一說是大日如來的使者 ，又一說是印

度教的最高神祇濕婆神的別名之一。 

圖一：慶修院不動明王像 圖二：太魯閣不動明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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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明王像的雕塑、繪畫在日本歷代遺作頗多，但在印度極稀少，在中國遺例也極少見，

花蓮慶修院之具古蹟價值與歷史意義也在此。另外在太魯閣（圖二）、北投普濟寺、基隆仙

洞內，尚有若干尊不動明王塑像。關於不動明王像的造型，《大日經》云： 

 

不動如來使，持慧刀羂索、頂髮垂左肩、一目而諦觀、威怒身猛焰，安住在盤石，面

門水波相。 

 

又云： 

 

通身青黑，身相圓滿，極忿怒形，蹴眉怒目，上齒咬下唇，頂上安花六，出辨髮，一

索髮垂左胸前五結，右手向內垂當腰側持劍，左手屈臂開肘仰掌，指端向左持羂索，

面向右方，坐磐石上，光焰如迦樓之勢，有火焰。 

 

《大日經疏》中也有詳細說明： 

 

如來使者也，作童子形。右持大彗刀之印，左持羂索。頂有莎髻，垂屈髮於左肩。左

眼斜視，上齒咬下唇……額上有皺紋，如水波之狀，坐磐石上。其身下卑，充滿肥盛，

作忿怒之勢，極忿之形，是其密印之標幟也。 

 

總之，右手持劍，左手持索，頂髮垂左肩是不動明王像的基本形象，再加上多面、多眼、

多臂、多足，上半身裸體、下半身穿裳裙，有胸飾、臂釧、腕釧等裝飾，同時身色也有黑色、

青色、赤黃色、白色、赤色等，依經軌之不同而異。而除了常見一面兩臂像外，也有一面四

臂、四面四臂四足、一面六臂六足等等不一而足。在日本，最古的不動明王像是京都東寺御

影堂的木雕像，建於八世紀弘仁時代。至於京都曼殊院的黃不動尊像，高野山明王院的赤不

動畫像，京都青連院的青不動畫像，乃平安後期的傑作。[註 19] 

三、八十八尊石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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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原分布在慶修院庭院之八十八尊石佛，惜已陸續被偷竊二十餘尊，剩存者已妥善安

置在懿泉寺。此外，在台北市圓山臨濟護國禪寺萬靈塔的外面庭院，也有九尊從日本四國來

的石佛。此八十八尊石佛不知是否是由慶修院創建人川端滿二一人遠從日本攜來奉置（其中

一尊上刻川端滿二名字）？或是吉野村日僑攜來？但顯然其中頗有一番虔誠心意。（石佛像

參見圖三－二十二） 

按日本四國境內有八十八處靈場，是昔日真言宗開基時弘法大師空海四十二歲時在四國

苦練修行所設。這些靈場分布散落在四國境內各地，規模盛大，建築壯觀，成為日本善男信

女許願之地。這八十八所靈場依次附有番號，自一番到八十八番，全程長達一千三百公里，

常有男女信徒，身穿白袍、鞋、襪、手套，頭帶斗笠，手攜禪仗，口中喃喃念著「南無大師

遍照金剛」，結隊步行巡迴各靈場進香。此一路程，日人稱之為「御遍路」，中文或可譯為

「朝聖之旅」或「行鉢之路」，整個行程若徒步行走須時二個多月，不過今日頗多搭乘冷氣

公車，縮短路程，大約二週便可完成；更簡便者，可在最後一站第八十八番大窪寺地下室內

所供奉八十八寺佛尊，一一膜拜，遶行一週便算完成，但已失去昔年一番虔誠遍遊大師路程

苦行心志。 

八十八番所寺廟中，據說以第二十三番醫王山藥王寺最稱靈驗，神佛保庇，可醫治各種

病痛，掃除凶煞。三十四番本尾山種間寺，寺前水田稻種傳聞是唐代時空海大師自中國攜來

繁殖。四十五番海岸山岩屋寺則最稱壯觀，廟建在大岩石壁中，地勢既高且險。至於到達最

後一站八十八番大窪寺，已了結心願，所以又稱「結願所」，此稱可將一路穿戴之斗笠、金

剛杖、奉納杖等等置此寺，完成結願。[註 20]茲將此「御遍路」八十八番靈場地址附錄如下：

[註 21] 

 

阿波的靈場＝發心的道場 

一番   竺和山靈山寺一乘院  德島縣鳴門市大麻町板東京塚鼻 126 

二番   日照山極樂寺無量寿院 德島縣鳴門市大麻町字桧の上 12 

三番   龜光山金泉寺釋迦院  德島縣板野郡板野町大寺字龜下 66 

四番   黑巖山大日寺遍照院  德島縣板野郡板野町黑谷 5 

五番   無尽山地藏寺莊敬院  德島縣板野郡板野町羅漢字東林 5 

六番   溫泉山安樂寺琉璃光院 德島縣板野郡上板町引野寺の西北 8 

七番   光明山十樂寺蓮莘院  德島縣板野郡土成町高尾字法教田 

八番   普明山熊谷寺真光院  德島縣板野郡土成町西原前田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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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番   正覚山法輪寺菩提院  德島縣板野郡土成町土成字田中 198-2 

十番   得度山切幡寺灌頂院  德島縣阿波郡市場町切幡 129 

十一番  金剛山藤井寺院    德島縣麻植郡鴨島町飯尾 1525 

十二番  摩廬山燒山寺性寿院  德島縣名西郡神山町下分字地中 318 

十三番  大栗山大日寺花藏院  德島縣德島市一の宮町西丁 276 

十四番  盛寿山常樂寺延命   德島縣德島市國府町延命 606 

十五番  藥王山國分寺金色院  德島市國府町矢野 718-1 

十六番  光耀山觀音寺千手院  德島市國府町觀音寺 49-2 

十七番  琉璃山井戶寺真福院  德島市國府町井戶字北屋敷 80-1 

十八番  母養山恩山寺寶樹院  德島縣小松島市田野町恩山寺谷 40 

十九番  橋池山立江寺摩尼院  德島縣小松島市立江町字若松 13 

二十番  霊鷲山鶴林寺寶珠院  德島縣勝浦郡勝浦町大字生名字鷲ク尾 

二十一番 舎心山太龍寺常住院  德島縣阿南市加茂町龍山 2 

二十二番 白水山平等寺医王院  德島縣阿南市新野町秋山 177 

二十三番 医王山藥王寺無量寿院 德島縣海部郡日和佐町奧河內字寺前 285-1 

土佐的靈場＝修行的道場 

二十四番 室戶山最御崎寺明星院  高知縣室戶市室戶岬町 4058-1 

二十五番 寶珠山津照寺真言院 高知縣室戶市室津 2644 

二十六番 龍頭山金剛頂寺光明院 高知縣室戶市元崎山乙 523 

二十七番 竹林山神峰寺地藏院 高知縣安藝郡安田町唐ノ濱 25941 

二十八番 法界山大日寺高照院 高知縣香美郡野市町母代寺 476 

二十九番 摩尼山國分寺寶藏院 高知縣南國市國分 546 

三 十 番 百百山善樂寺東明院(1) 高知縣高知市一宮 2501 

三 十 番 妙色山安樂寺(1) 高知縣高知市洞ク島町 513 

三十一番 五台山竹林寺金色院 高知市五台山 3577 

三十二番 八葉山禪師峰寺求開持院 高知縣南國市十市 3084 

三十三番 高福山雪蹊寺 高知市長濱 857-3 

三十四番 本尾山種間寺朱鵲院      高知縣吾川郡春野町秋山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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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番 醫王山清瀧寺鏡池院      高知縣土佐市高岡町清滝丁 568-1 

三十六番 獨鈷山青龍寺伊舍耶院    高知縣土佐市宇佐町龍旧寿山 601 

三十七番 藤井山岩本寺五智院      高知縣高岡郡窪川町茂串 3-13 

三十八番 蹉跎山金剛福寺補陀落院 高知縣土佐清水市足摺岬 21-4-1 

三十九番 赤龜山延光寺寺山院      高知縣宿毛市平田町中山 390 

伊宇的靈場＝菩提的道場 

四 十 番 平城山觀自在寺藥師院  愛媛縣南宇和郡御莊町平城 2253-1 

四十一番 稻荷山龍光寺護國院   愛媛縣北宇和郡三間町戶雁 583-1 

四十二番 一 山佛木寺毘盧舎那院 愛媛縣北宇和郡三間町字則 273 

四十三番 源光山明石寺丹手院   愛媛縣東宇和郡宇和町明石 201 

四十四番 菅生山大寶寺大覺院   愛媛縣上浮穴郡久萬町菅生二番耕地 1173 

四十五番 海岸山岩屋寺院     愛媛縣上浮穴郡美川村七鳥 1468 

四十六番 醫王山淨琉璃寺養珠院   愛媛縣松山市淨琉璃町 282 

四十七番 熊野山八坂寺妙見院   愛媛縣松山市淨琉璃町八坂 773 

四十八番 清瀧山西林寺安養院   愛媛縣松山市高井町 1007 

四十九番 西林山淨土寺三藏院   愛媛縣松山市鷹子町 1198 

五 十 番 東山繁多寺琉璃光院   愛媛縣松山市畑寺町 32 

五十一番 熊野山石手寺虛空藏院  愛媛縣松山市石手 2-9-1 

五十二番 瀧雲山太山寺護持院   愛媛縣松山市太山寺町 1730 

五十三番 須賀山圓明寺正智院   愛媛縣松山市和氣町 1-182 

五十四番 近見山延命寺寶鐘院   愛媛縣今治市阿方 636 

五十五番 別宮山南光坊金剛院   愛媛縣今治市別宮町 3-1 

五十六番 金輪山泰山寺勅王院   愛媛縣今治市小泉 1-9-18 

五十七番 府頭山榮福寺無量寿院  愛媛縣越智郡玉川町大字八幡甲 200 

五十八番 作禮山仙遊寺千光院   愛媛縣越智郡玉川町別所甲 483 

五十九番 金光山國分寺最勝院   愛媛縣今治市國分 4-1-33 

六 十 番 石鎚山橫峰寺福智院   愛媛縣周桑郡小松町石鎚 2253 

六十一番 梅檀山香園寺教王院     愛媛縣周桑郡小松町南川甲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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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十二番 天養山寶壽寺觀音院     愛媛縣周桑郡小松町新屋敷甲 428 

六十三番 密教山吉祥寺胎藏院     愛媛縣西條市冰見乙 1048 

六十四番 石鐵山前神寺金色院     愛媛縣西條市洲之內甲 1426 

六十五番 由靈山三角寺慈導院     愛媛縣川之江市金田町三角寺甲 75 

讚岐的靈場＝涅槃的道場 

六十六番 巨鼇山雲邊寺千手院 德島縣三好郡池田町白地 763-2 

六十七番 小松尾山大興寺不動光院   香川縣三豐郡山本町辻小松尾 4209 

六十八番 七寶山神惠院(2) 香川縣觀音寺市八幡町甲 3875 

六十九番 七寶山觀音寺(2) 香川縣觀音寺市八幡町甲 3875 

七 十 番 七寶山本山寺持寶院 香川縣三豐郡豐中町本山甲 1445 

七十一番 劍五山彌谷寺千手院     香川縣三豐郡三野町大見乙 70 

七十二番 我拝師山曼荼羅寺延命院   香川縣善通寺市吉原町 1380-1 

七十三番 我拝師山出釋迦寺求聞持院  香川縣善通寺市吉原町 1091 

七十四番 醫王山甲山寺多寶院     香川縣善通寺市弘田町 1765-1 

七十五番 五岳山善通寺誕生院     香川縣善通寺市善通寺町 3-3-1 

七十六番 雞足山金倉寺寶憧院     香川縣善通寺市金藏寺町 1160 

七十七番 桑多山道隆寺明王院 香川縣仲多度郡多度津町北鴨 1-5-42 

七十八番 佛光山鄉照寺広德院 香川縣綾歌郡宇多津町 1435 

七十九番  金華山天皇寺高照院 香川縣坂出市西庄町八十場 1713-2 

八 十 番  白牛山國分寺千手院 香川縣綾歌郡國分寺町國分 2065 

八十一番  綾松山白峰寺洞林院 香川縣坂出市青海町 2635 

八十二番  青峰山根香寺千手院 香川縣高松市中山町 1506 

八十三番  神毫山一宮寺大寶院 香川縣高松市一宮町 607 

八十四番  南面山屋島寺千光院 香川縣高松市屋島東町 1808 

八十五番  五劍山八栗寺觀自在院 香川縣木田郡牟禮町 3416 

八十六番  補陀落山志度寺清靜光院 香川縣大川郡志度町志度 1102 

八十七番  補陀落山長尾寺觀音院  香川縣大川郡長尾町西 653 

八十八番  医王山大窪寺遍照光院 香川縣大川郡長尾町多和兼割 96 



《普門學報》第 34 期 / 2006 年 7 月                                               第 14 頁，共 22 頁 

論文 / 花蓮縣第三級古蹟吉安慶修院調查研究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原註：(1)三十番有兩所寺院。 

(2)六十八、六十九番是同一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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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慶修院之創建與沿革 

慶修院之創建沿革，據《續修花蓮縣志稿》卷七第二章〈宗教〉記載如下： 

 

慶修院，座落於吉安鄉吉安村十一鄰一三五號。原為真宗本願寺吉野佈教所，為日人

川端滿二於民國七年五月五日（日大正七年）募建之日本式木造佛堂，供奉釋迦牟尼

佛暨石刻八十八羅漢像，以吉野村日本移民為佈教對象。民國三十四年台灣光復，日

人被遣送回國，苗栗縣法雲寺優婆夷吳添妹接管，改稱慶修院，屬曹洞宗，增祀觀世

音菩薩及關帝君。民國五十三年，颱風襲境，佛堂受損，有所整修，但仍保持原來寺

貌。七十二年，將原住持宿舍拆除，改建為二層樓鋼筋混凝水泥洋房，供作住宅與客

堂。慶修院佔地一三三五坪，日式木造佛堂建坪四十坪，新建洋樓八十坪。其八十八

尊羅漢像，現只存六十六尊，各具神情姿態，頗富藝術價值。每年農曆四月八日佛誕

依例有盛祭。 

 

而原《花蓮縣志》卷五第二章〈宗教〉記慶修

院屬真宗本願寺派，「台灣光復後，西本願寺改為

慈善院。吉野佈教所改為慶修院。」[註 23]此二說

不僅過於簡單且錯誤不少，如上節所述，慶修院屬

真言宗高野派，創建於大正六年（西元一九一七

年，民國六年）舊曆十月十八日（圖二十三），由

日人川端滿二募建並擔任「住職」，時佈教師為堀

智猛，北海道人[註 24]。原貌已不可知，幾經修建，

今建築採出軒式入口、木欄杆、寶形造四角鐵皮屋

圖
二
十
二
：
第
八
十
八
番
石
佛

圖
二
十
一
：
第
六
十
七
番
石
佛

圖二十三：吉安慶修院建造四十週年紀念
（張梅枝女士提供） 

圖
二
十
：
第
六
十
五
番
石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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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日本佛寺平面與造型，與本省常見的傳統閩南式廟宇造形有截然的不同，成為少見日式

風格佛堂（圖二十四－二十六）。當時供奉不動明王，今神龕與神像皆存，神龕在懿泉寺納

骨塔頂層，神像則猶在神桌上。庭院則散布川滿端二行遍日本四國八十八番寺院靈場，所請

來供養的八十八尊石佛。至大正十一年十一月二十五日又在其旁增建木造宿舍（圖二十七）。 

          

   

          

         

吉野村真言宗佈教所在日治時期的祭祀活動

今已不詳，且無任何文獻記載，今所知者有：在

大正十四年真言宗信仰者有七十八人，是僅次於

真宗（一八九人）派別。至於原縣志所列之真宗

佈教所，應創立於明治四十四年（一九一一），

大正元年（一九一二）九月，毀於大颱風後再重

建，並由真宗本派本願寺派岡本泰道任佈教師，

與真言宗之慶修院不同。 

光復後，日本僑民被我國政府依法遣送回國，而苗栗人吳添妹因其姊夫在吉野村為日人

作事之因由而接管此一佈教所（圖二十八），改名「慶修院」，並移原供奉之不動明王於側

圖二十四：時約民國三十五年慶修院入口 圖二十五：慶修院入口現況 

圖二十六：慶修院寶形造建築式樣 
圖二十七：慶修院旁原木造宿舍 

（張梅枝女士提供） 

圖二十八：慶修院東側房與佈教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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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改祀釋迦牟尼佛暨觀音菩薩。然而民國三十五年四月花蓮土地整理處成立，規定土地申

報權利種目，俾出憑證以定產權，過七月不報，視為無主公地，由縣政府代管。而吳添妹疏

於申報，此一土地終歸屬縣政府產權，遂失一置產機會，蒙受損失。時慶修院佔地頗廣，約

有一千五百坪，適因國府戰敗退守台澎，該寺院某隅被國軍某一裝甲部隊徵用，建一帳棚停

放軍車，該部隊後調清泉崗，該土地也被縣政府收回，而吳添妹養子吳仕端因為吉安村村長，

遂申請建屋舍做村民活動中心用，及民國七十三年四月七日吳仕端因車禍意外死亡，縣府收

回改建為今清潔隊使用。 

另一方面，吳添妹未婚，孤苦一人，領養一子，迫於生計且為維持寺院運作，不僅闢土

種菜，常到野外撿拾螺類餵養毛豬出售，也常在年節舉辦法會、經懺，以貼補家用。但在寺

院養豬出售之事引起若干鄉民異議，吳添妹晚年有意敦聘性良法師接掌慶修院，法師亦因此

事不妥而未允。直至吳仕端過世後，性良法師不忍慶修院荒廢，遂前來接掌住持。後因建築

殘頹，有意拆除重建，因此地屬縣政府所有，遂於民國七十七年另於附近不遠地另建懿泉寺

至今。 

慶修院自吳添妹接管，因散在庭院之八十八尊石佛

陸續被竊，一度安置佛堂內，後擔心木造地板的承重結

構，又放置院外，還是被偷，今僅存六十餘尊，已安放

在懿泉寺，由性良法師妥善安置。佛堂本體因颱風損壞，

曾在民國五十三年、六十一年有兩次較大整修，但仍保

持原貌，其他則僅是抽換屋頂鐵皮鋪面。吳添妹於民國

七十一年十二月二日死後，其子吳仕端遂在七十二年三

月將原住持宿舍拆除，改建為二層鋼筋水泥洋房（圖二

十九），供作住宅與課堂之用。[註 25] 

五、小結 

花蓮僻處東部台灣，開闢最遲，設治於光緒丁亥十三年（一八八七）。不旋踵，甲午戰

敗，台灣遂淪陷於日本。日人治理花蓮，初設奇萊辨務署，隸屬台東，後改辨務署為出張所。

明治三十二年（一八九九）十二月，日人賀田金三郎設賀田組，開拓花蓮吳全城故地至加禮

宛原野，並向日本國內招募農民，在台殖民，凡郵遞、運輸、拓殖、製糖、製腦、金融，皆

自力經營。然應募雖多，因水土不服，「蕃」害屢起，日民有死亡者，有逃歸者，終告失敗，

轉手台東拓殖株式會社。 

日總督府有鑑於移民事務，不宜委之私營，乃組移民委員，專司籌辦，委之殖產局移民

課執行。適花蓮阿美族七腳川社變，襲擊隘勇線，日人討伐，逐散部落而沒收基地，闢為移

民村。明治四十三年（一九一○）二月，設荳蘭移民指導所，首先自日本德島縣移民模範農

圖二十九：慶修院與原木造建物改

為二層 R.C.民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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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九戶二十人。翌年六月，荳蘭改名為吉野村移民指導所。其後歷年陸續移民，分置吉野村

之草分、宮前、清水；豐田村之山下、森本、太平；林田村之南岡、中野、北林等地。至大

正末年，三移民村已建設完備，村落間與附近市街有幹線、耕作道路、輕便鐵道、灌溉水圳、

排水道、醫療所、小學校、警察派出所、住民會、神社佈教所等等，號稱當年之「模範村」。

其中吉野村尤為繁盛，戶數約三百三十戶，人口約一千七百餘人，年收入高達四十餘萬日元。 

村落既置，移民既來，則自會帶來家鄉原有之宗教信仰，中以官方設置之吉野神社最稱

重要，每年六月八日之鎮座祭典更是隆重盛大。不過，真正為村民信奉者乃佛教之真宗、真

言宗、禪宗，其中又以真宗居盛，其次真言宗。真言宗又名密宗，因以祕密真言立宗，故名

真言宗，此宗注重儀式、觀想、結印、持咒，三密相應，融成一體，即身成佛。密宗傳入中

國，約在八世紀中葉，即唐玄宗開元時，由印度善無畏與金剛智二法師傳入「胎藏界」與「金

剛界」兩大系統，並譯出《大日經》等密典。至不空法師弘揚密宗，其弟子惠果又傳日僧空

海，空海歸國創立日本密宗∣真言宗，至今流傳不絕，世稱「東密」，而天台宗所傳者為「台

密」，西藏所傳者為「藏密」，在中國反而日久失傳。 

空海所傳東密是以京都東寺為永久根本道場，是為其總本山。以後又分出支派，有「野、

澤十二派三十六支派」之說，後又出現「新義真言派」，舊派遂被稱為「古義真言派」。古

義派以高野山為本山，稱「教相本山」，其他寺院為「事相本山」。此派恭奉大日如來，意

為「光明遍照」、「遍一切處」、「大太陽」等，有云為釋迦牟尼佛之另一法相佛身。然而，

慶修院所供奉者卻是不動明王。因為是以智慧光明摧破一切煩惱業障，示現威猛忿怒之鬼神

相，故稱「明王」，亦稱「金剛」。明王有五大明王、八大明王之分，通常泛稱明王皆指五

大明王中之不動明王。不動明王梵名阿遮羅曩馱（Acalanatha），亦稱「不動金剛」、「不動

尊」，密號「常住金剛」，其由來有三說：一說是大日如來之忿怒相；一說是大日如來之使

者；又一說是印度教最高神祇濕婆神之別名。其造型為：右手持劍，左手持索，頂髮垂左肩，

且多面、多眼、多臂、多足，上半身裸體、下半身穿裳裙，身色則有黑、青、赤黃、白、紅

等諸色。 

吉野村於明治四十四年（一九一一）即設有官方的真宗佈教所，並曾由真宗本派本願寺

派岡本泰道任佈教師，大正六年（一九一七年，民國六年）舊曆十月十八日，日人川端滿二

另募建真言宗吉野佈教所，並兼任住職乙職，佈教師則由崛智猛擔任。寺院中不僅供奉不動

明王，庭院四周亦布滿石碑與八十八尊石佛。此八十八尊石佛有可能是川端滿二遵循當年空

海遺規，行遍日本四國八十八所寺院請回，成為吉野村眾信徒許願供養之佛。迨及大正十一

年十一月二十五日又在寺旁增建木造宿舍一座。 

吉野村真言宗佈教所建築採出軒式入口，有木欄杆、寶形造四角鐵皮屋面之造型，為本

省少見之日式風格佛堂。惜其創建維持不久，即逢日本戰敗而放棄。光復後由當時移居花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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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苗栗人吳添妹接管，改名「慶修院」，並廢棄原供奉之不動明王，改祀釋迦牟尼佛與觀音

菩薩。 

吳氏主持期間，常作法會、經懺等佛事以補貼家用，並進行宗教活動。但因吳氏為佛教

之「優婆夷」，終身茹素未婚又不識字，並領養其弟之子（即吳仕端），一孤苦老婦為扶養

孩子與維持寺廟，生計無著，遂養豬種菜以維持生活，此舉不免為若干鄉人不諒解，亦是無

可奈何！吳氏於民國七十一年死後，隔一年其子吳仕端又車禍身亡，不得不由性良法師接掌

慶修院。慶修院歷年既久，有所損壞，雖曾於民國五十三、六十一年有較大整修，但終究不

妥，法師原有意重新翻造，但礙於是縣有土地，遂於民國七十七年擇地另建懿泉寺至今。慶

修院旁之木造宿舍也於民國七十二年三月拆除，新建二層鋼筋水泥洋房，供吳氏家人住居的

客堂之用。 

 

【註釋】 

[註 1] 參見東鄉實、佐藤四郎，《台灣植民發達史》（台北：古亭書屋重印，一九六八年）第一七三頁。鍾淑

敏，〈日據時期的官營移民〉，《史聯雜誌》第八期，第七十四頁。 

[註 2] 台灣總督府編，《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北：一九一九年）第五十四－五十七頁。 

[註 3]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譯，《日據下之台政》（台中：台灣省文獻會，一九七七年）第五五七頁。 

[註 4] 同 [註 13] ，第五五六頁。 

[註 5] 同 [註 2] ，第十頁。並見苗允豊，《花蓮縣志》（花蓮：花蓮文獻會，一九七九年）卷五，第二十頁。 

[註 6] 同 [註 2] ，第四十一－四十三頁。 

[註 7] 參見田村貞雄著，葛東萊譯，《殖產興業》（台北：方智出版社，一九九二年）第六章，第二四七－二

五○頁。依田熹家，〈近代國家的建立〉，《日本通史》（台北：揚智出版社，一九九五年）第二六九

－二七○頁。 

[註 8] 苗允豊，《花蓮縣志稿》（花蓮：花蓮縣文獻會，一九五七年六月）卷一〈總記〉，「日據時期」，第

十四－十五頁。 

[註 9] 參見黃瑞祥，〈花蓮縣居民繁殖考〉，《花蓮文獻》（一九五五年十月）第四期，第九十三－九十四頁。

東台灣研究會，〈模範的內地人移民村吉野村的概況〉，《東台灣研究叢書》（台北：東台灣研究會，

大正十三年）第二篇，第七十一－七十九頁。花蓮港廳，《花蓮港聽要覽》（花蓮：花蓮港廳，昭和十

四年）第二十六－二十八頁。 

[註 10] 同 [註 9] 。 

[註 11] 東台灣研究會，〈花蓮港廳下的產業〉，《東台灣研究叢書》（台北：東台灣研究會，大正十五年）第

二十六篇，第六十四－七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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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2] 《吉安鄉土情》（花蓮：吉安鄉公所，一九九五年）第三－五頁。 

[註 13] 參見鍾淑敏前引文，第七十八－七十九頁。《吉安鄉土情》第三－五頁。 

[註 14] 同 [註 11] 。 

[註 15] 關於日本佛教宗派，據台灣社寺宗教刊行會《台灣社寺宗教要覽‧台北州の卷》（台北：昭和八年）第

十章〈神道佛教基督教各教別一覽表〉記載如下： 

二  佛教（十三宗五十六派） 

種類             本部の名稱              所在地 

天台宗  天台宗宗務廳 滋賀、茲賀、龕木村 

同 寺門派          天台宗寺門派法務局 大津  城寺 

同 真盛派          天台宗真盛派教務所 滋賀、茲賀、龕木村西教寺 

古義真言宗          古義真言宗宗務所 和歌山、伊都、高野町高野山 

真言宗醍醐派         真言宗醍醐派宗務所 京都、宇治、醍醐村 

同 東寺派      真言宗東寺派宗務所 京都、下京、九條 

同 泉涌寺派     真言宗泉涌寺派宗務所 京都、東山泉涌手 

同 山階派      真言宗山階派宗務所 京都、宇治、山科町勸修寺 

同 善通寺派     真言宗善通寺派宗務所 香川、伸多度善通寺派町 

新義真言宗智山派   新義真言宗智山派宗務所 東京、芝、愛宕 

同 豐山派      新義真言宗豐山派宗務所 東京、小石川、大塚坂下 

真言律宗       真言律宗宗務所 奈良、生駒、伏見村西大寺 

律宗         律宗宗務所 奈良、生駒、都跡村 

淨土宗        淨土宗宗務所 東京、芝、芝公園地 

同 西山禪林寺派   淨土宗西山禪林寺派寺務所 京都、左京、永觀堂 

同 西山光明寺派   淨土宗西山光明寺派寺務所 京都、乙訊、乙訊村、栗村 

同 西山深草派    淨土宗西山深草派寺務所 京都、申京、新京極櫻之 

臨濟宗天龍寺派    臨濟宗天龍寺派宗務本院 京都、葛野、嵯峨町 

同 相國寺派     臨濟宗相國寺派宗務本院 京都、上京、相圍來門前 

同 建仁寺派     同 宗建仁寺派宗務本院 京都、東由、小松 

同 南禪寺派     同 宗南禪寺派宗務本院 京都、上京、南禪寺福地 

同 妙心寺派     同 宗妙心寺派教務本所 京都、葛野、花園村 

同 建長寺派     同 宗建長寺派宗務院 神奈川、鐮倉小坂村之內 

同 東福寺派     同 宗東福寺派宗務本院 京都、東由、本 

同 大德寺派     同 宗大德寺派宗務本院 京都、東由、紫野 

同 圓覺寺派     同 宗圓覺寺派宗務本院 神奈川、鐮倉、小坂村山之內 

同 永源寺派     同 宗永源寺派宗務本院 佐賀、愛知、高野村 

同 方廣寺派     同 宗方廣寺派宗務本院 靜岡、引佐、奧山村 

同 佛通寺派     同 宗佛通寺派宗務本院 廣島、豐田、高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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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國泰寺派     同 宗國泰寺派宗務院 富山、冰見、大田村 

同 向嶽寺派     同 宗向嶽寺派宗務本院 山梨、東山、梨鹽山町 

曹洞宗        曹洞宗宗務院 東京、芝、新堀 

黃檗宗        黃檗宗宗務本院 京都、宇治、宇治村 

真宗本願寺派     真宗本願寺務所 京都、下京、堀川通 

同 大谷派      同 宗大谷派寺務所 京都、下京、烏丸通 

同 高田派      同 宗高田派寺務所      三重、河藝、一身田町 

同 興正派      同 宗興正派寺務所      京都、下京、七條通 

同 佛光寺派     同 佛光寺派寺務所      京都、下京、新京 

同 木邊派      同 宗木邊派寺務所      滋賀、野洲、中里村 

同 出雲路派     同 宗出雲路派寺務所     福井、今立、為真野村 

同 山元派      同 宗山元派寺務所      福井、今立、新橫江村 

同 誠照寺派     同 誠照寺派寺務所      福井、鯖江廳 

同 三門徒派     同 三門徒派寺務所      福井、豐專照寺 

日蓮宗        日蓮宗宗務院         東京、芝、二本榎一 

日蓮正宗       日蓮正宗宗務院       靜岡、富士、上野村上條 

顯本法華宗      顯本法華宗宗務廳     東京、牛 、原 

本門宗        本門宗宗務院      靜岡、富士、北山村 

本門法華宗      本門法華宗宗務廳       東京、本鄉、駒 淺嘉 

法華宗        法華宗宗務院         新瀉、南蒲原、三條町 

本妙法華宗      本妙法華宗宗務院       京都、上京西陣紋屋 

日蓮宗不受不施派   日蓮宗不受不施派事務所    岡山、御津、金川町金川 

同宗不受不施講門派  日蓮宗不受不施講門派宗務局  岡山、御津、金川町本覺寺  

時宗         時宗教務院          神奈川、藤澤町、清淨光寺 

融通念佛宗      融通念佛宗宗務所       大阪、住吉、平野上 

法相宗        法相宗宗務所         奈良、登大路、興福寺 

華嚴宗        華嚴宗宗務所         奈良、雜司、東大寺 

[註 16] 《台灣省通誌》（台北：台灣省文獻會，一九七一年）卷二〈人民志‧宗教篇〉第一冊，第五十三－五

十四頁。 

[註 17] 以上參考弘學，《藏傳佛教》（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六年十月）第三章、八章、九章；郭朋，《中

國佛教簡史》（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年六月二刷）第四章第十節；陳兵，《新編佛教辭典》（北

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一九九四年十一月）；賴傳鑑，《佛像藝術》（台北：藝術家出版社，一九八

○年八月二版）；薛茂松，《佛光普照》（台北：號角出版社，一九八七年十月）的書改寫而成，為省

篇幅，茲不一一另行分註。 

[註 18] 參見賴傳鑑，《佛像藝術》，第七章〈大日如來像〉，第七十八－八十三頁；初旭，〈密宗五方佛〉，

《佛門諸神》（山西：北岳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年三月）第一五○－一五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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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9] 參見賴傳鑑前引書，第十七章〈忿怒的佛像‧明王像〉，第一五二－一六○頁；陳兵，《新編佛教辭典》，

「五大明王」條、「八大明王」條、「不動明王」條，第二四九頁。 

[註 20] 此據師範大學王啟宗教授口述與提供諸廟簡介資料改寫而成。 

[註 21] あるつく社編，《四國步く地圖 S》（東京：あるつく社，一九九八年六月六版）第一三八－一三九頁。 

[註 22] 蔡學海，《續修花蓮縣志稿》（花蓮縣政府，一九九一年五月）卷七〈宗族宗教〉，第七十四頁。 

[註 23] 苗允豊，《花蓮縣志》（花蓮縣文獻委員會，一九七九年六月）卷五〈民族宗教〉，第五十一頁。 

[註 24] 東台灣新報社編纂，《東台灣便覽》（東台灣新報社，大正十四年八月）第六章〈東台灣官民錄〉，第

一○五頁。 

[註 25] 以上係據筆者實地訪談當事人吳添妹之媳張梅枝女士（一九九八年九月二日下午）與釋性良法師（同年

九月二、三日）口述資料整理所得，另前花蓮縣政府民政課長劉秀堯先生提供若干資料，謹此致謝！  


